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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向親職已被印證對子女的健康發展極為重要。綜觀諸多文獻發現，國內較少

以正向親職為題的研究，而是以 Baumrind 等人發展出來的民主威權與專制權威的

親職探討較多；近二十年來，國外將正向心理學運用在親職比較與介入是一個趨勢，

多數研究也證明了不管是對於失能、弱勢、族裔，甚或罹患心理疾病之正向親職介

入都有程度不一的成效，在我國責成、要求與期待殷切的親職傳統下，不啻是一個

可以廣為鼓勵且收效甚佳的參照。

關鍵字：正向心理學、正向親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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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家長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極為重視，不僅對子女期待甚殷，也經常責

成，有責成就會有要求，有要求就會有評估與批判，少了看見優勢或溫暖話

語，這往往也造成子代唯恐辜負所望，甚至進一步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正向

親職指的是正向情感之表達、積極傾聽、讚許、正向談話、情感性觸摸、少批

判、多改變的正向要求（Luebbe & Bell, 2014; Sanders, 2003, as cited in Cullum et 
al., 2022, p. 693），依據這些描述，似乎可以作為我國傳統親職修正的參考途

徑。本文想就目前正向心理學運用在親職上的情況做瞭解，同時找出未來正向

親職的可能研究方向。

二、正向親職與子女身心適應

父母的教養方式對子女身心適應的影響已廣被證實，本小節主要聚焦正

向親職與子女身心適應之關係。趙翊湘與魏美惠（2023）以3歲至6歲之幼兒與

其母親為問卷調查對象，發現許多母親運用正向心理特質的教養態度極佳，而

其幼兒的社會行為表現亦達中上程度。母親本身的工作、子女數、家庭月收入

與幼兒年紀顯著影響母親正向心理特質之教養態度，母親運用正向心理特質之

教養態度與其幼兒社會行為表現達顯著相關。陳琬琪與徐崇倫（2011）的研究

看到父母關愛及支持對子女心理健康的正面影響，嚴厲教養則有負面影響，而

不採用嚴厲教養、同時提供子女適度監督，就可減少焦慮、憂鬱之負面心理症

狀，而高關愛與支持能些微緩衝嚴厲教養的不良影響；此研究還發現父親具有

單獨之影響力，且強度與母親同，而監督管教的良好效應出現在「父子」及

「母女」的配對上，也就是父母對於同性別子女或有其重要性。

葉詩蓓與林惠雅（2013）針對國中階段之青少年做問卷調查發現：參與者

認為母親有一半時間以上採用溫情、監督、一致性及引導的教養行為，偶而採

用嚴厲教養方式，而青少年在安全與學業方面的自我揭露較多，在同儕與個人

感受方面揭露其次；青少年愈知覺母親採用監督教養者，其在各領域的自我揭

露程度愈高，反之，若青少年知覺母親採用嚴厲教養愈多者，其在學業、同儕

和個人感受上揭露程度愈低，這個研究其實也說明了管教方式與親子親密度之

相關。而陳富美（2005）的研究發現父母親若執行有益子女發展的教養行為，

會透過孩子良好的生活適應來增強其親職效能感，而負向的教養行為，反應出

子女生活適應較差，相對地也影響父母的親職效能感。

正向心理(2)-05 邱珍琬.indd   86正向心理(2)-05 邱珍琬.indd   86 2023/8/15   上午 10:00:522023/8/15   上午 10:00:52



 87 從正向親職研究探看未來研究趨勢

用量表與訪談100位17–26歲的參與者在年屆26歲時的生活艱難經驗，研究

者（Dumas et al., 2009）發現在17歲時陳述有較多正向親職經驗的參與者，其在

26歲時所陳述的艱難生活經驗較為清楚，也有解決之方，同時呈現了認同成就

與情緒適應。

親職展現的情感品質（affective quality）可以有效預測孩子的攻擊行為

（Lippold et al., 2014; Yang et al., 2023），青春期的孩子管教通常是家長認為較具

挑戰的部分，Yang et al.（2023）一項針對12–15歲青少年族群的長期親職研究（共

有977位青少年與家長參與），以五波訪談資料為分析基礎發現：母親的敵意較之

父職的敵意或母職溫暖更能夠預測青少年的攻擊行為，而父職對於不同年齡的男

性都很重要。潘佩妏與翟敏如（2016）以臺南公立幼兒園家長為研究對象，發現

民主威權型家長占大多數，父母親之專制權威型可有效預測外顯的攻擊行為。

三、正向親職與自律能力

自律會影響個體在認知、社交與學術上的學習（Eisenberg et al., 2005, as 
cited in Planalp et al., 2022, p. 713），一個縱貫研究看母親與嬰兒（至2歲半）正

向親職和母職壓力與孩子自律能力（情緒表現與動作）的關係（Planalp et al., 
2022），將母親分成青少年母親、低教育程度與高教育程度等3組，結果發現：

1歲半左右女嬰就呈現較之男嬰更好的自律，母職壓力會影響母親對待孩子、進

而影響孩子的自律（青少年母親組尤然），但不管母親教育程度如何，對於孩

子自律能力無負面影響；高教育組母親對孩子的正向親職表現較多、也較能與

孩子的需求同頻，青少年母親與低教育程度母親的正向親職對於孩子的自律影

響在孩子年齡稍長後才出現，這似乎說明了正向親職有助於孩子自律能力之養

成，愈早期愈佳。既然家長可以協助孩子對自己的情緒與行為做適度掌控和規

範，因此有研究者（Neppl et al., 2020）從220位父親與母親的正向親職實踐看子

女的自律情況（effortful control，也就是能起始或壓抑行為），在孩子3–6歲期

間蒐集資料，評估焦點放在抑制行為、專注與轉移注意力上，研究追蹤3–5年，

發現正向親職與孩子的自律程度有關、且蠻穩定，也展現在6歲的學業成果。從

這幾篇研究可以看出正向親職與孩子的情緒福祉最相關，正向親職可以正確對

應孩子的情緒，同時協助孩子適當處理情緒、做轉移與聚焦。

四、母親身心狀況與正向親職

許多的親職研究都將研究對象放在母親身上，固然在現代社會依然將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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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親職畫上等號，似乎也暗示著親職仍以母職居首要。對於遭受家暴母親的親

職運作又如何？研究者（Kobayashi et al., 2021）以自陳報告與觀察方式進行瞭

解，看看這些曾經受暴之女性在懷孕與早期親職上是否也展現了滋養、敏銳與

有反應的正向親職？結果發現，這些母親在孩子1–4歲時逐漸減少正向親職的運

作，即便她們自陳在孩子4歲之後有許多正向親職之表現，研究者的觀察卻沒有

同樣的發現，因此推測這些母親是否在家暴當時扭曲了實際的親職現況？

憂鬱的母親是否影響孩子和人連結的能力及記憶力？通常的認定是母親

若有憂鬱情況，會較少與孩子做正向、積極連結，同時對於孩子海馬迴（專司

記憶與連結）的發育有負面影響，歷時3年的長期研究結果顯示（Botdorf et al., 
2019）的確如此，早期的正向親職對孩子的關係連結與記憶能力有助益，但是

憂鬱母親的孩子在兩者表現都較差。

五、父親的正向親職

長期檢視182對雙收入家庭的父親父職行為時，研究者（Schoppe-Sullivan 
et al., 2021）在母親產後3與9個月後，做親子互動觀察發現：擁有較強烈的滋養

角色信念的父親表現較多的正向親職行為、較少破壞性的共親職行為，父親在

男性本色（masculine agency）較高分者也表現出較多正向親職，較多守門人角

色（也就是捍衛親職為母職者）的母親則較少表現正向親職及對父親的支持。

若配偶之間在產前有正向互動行為者，父親也會表現出更多正向親職與共親職

行為。配偶間情緒的接受度可增進親密關係，因此若是介入處理配偶關係，是

否會影響其親職實踐？研究者（Morrill et al., 2016）發現短期（2週後）與長期

（半年）效果均佳，父親感受到接受度高者與其表現的正向親職有顯著相關，

而母親的則不明顯。可以間接猜測：父職受到配偶支持或接受者，更能夠表現

出正向親職行為。這似乎也說明了母親仍是親職主要負責人，因此其是否支持

配偶之共親職極為關鍵。

六、文化與正向親職

黃士哲與葉光輝（2013）的研究發現，華人父母的民主權威教養對於青少

年的孝道信念發展有顯著正面影響，雖然父母的威權專制教養對於青少年的孝

道信念有些許正面影響，但卻無法因情境不同而維持。在非裔家庭的研究上，

研究者（McWayne et al., 2018）檢視了524位美國非裔與加勒比海移民家庭家

長（父母、祖父母或延伸家庭成員）之親職實務，發現正向與負向親職之比例

都在二成左右，可能因為經濟情況不佳、也較少去關注孩子的情緒需求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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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但非裔家庭更重視族群認同與宗教性。檢視最近才移民至美國的拉丁裔

（絕大多數為墨西哥裔）家庭家長與孩子（年齡9–12歲）各282位，採用前後

測量表與焦點訪談結果發現：家庭凝聚力可預測孩子的社交解決能力和社會自

我效能（social self-efficacy），而正向親職可預測孩子的社會自我效能（Leidy 

et al., 2012），影響親職與家庭凝聚力的因素有：親子兩代不同的文化涵容

（acculturation differences）程度所造成的權力不均，家長較難介入孩子的教

育，缺乏延伸家庭的協助與支持，以及社會對於移民家庭與合法性的歧視。

七、代間傳承

親職是否會有代間傳承？一般說來我們首先接觸的親職還是從原生家庭

開始，當自身成為家長之後，也較容易從原生家庭裡的觀察提取經驗、仿而效

之，然而一般人還是會有所反省與修正，況且家長雙方承自的親職不同，總是

會有差異，因此所謂的代間傳承可能只是其中或一或二，並非全然承接。Jeon 

與 Neppl（2016）就451位雙親家長做了長期研究（第二代從青少年至成人），

發現不管是正向親職或是窮困，第一代會傳承給成年之下一代、也對第三代

的正向行為有影響，儘管貧困的生活似乎會傳承，而正向行為與親職亦同，到

底是因為正向親職協助這些人度過窮困難關、還是正向態度也無助於窮困之現

實？有待進一步釐清；針對290個家庭兩代做正向親職（即對親職效能的信任與

積極因應策略）的延續調查發現，儘管第一代家長的正向親職表現可能受制於

個人資源不足，但是第二代若持有對自己親職效能的信任與積極因應之道等特

質，也可展現正向親職（Schofield et al., 2014）。

八、正向親職介入的效益

如前所述，母親的身心狀況或文化因素都可能影響父母親的正向親職，因

此，針對風險或文化特定家庭進行正向親職介入是否能帶來效益？將180位曾

有過憂鬱症狀之家長分為「認知行為介入」與「書面資訊」（對照組）兩組，

間隔半年後做檢測，發現在介入組的家長憂鬱情緒減少、同時較多有效親職行

為（Forehand et al., 2012），這個研究似乎說明了適時的有效親職介入是有效

益的，同時也暗示了家長的憂鬱情況影響其正向親職運作。另一個研究也證明

短期親職介入的有效性。以37位曾患有憂鬱症之母親為對象安排至實驗組，另

以28位母親為控制組（營養諮詢），做正向親職的介入，以觀察方式記錄，發

現實驗組母親們的積極傾聽、微笑與讚許，增加了孩子的正向情緒，即便只是

短暫介入也收到不錯的效果（Cullum et al., 2022）。對於有重創後遺症（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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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家長進行「在家優勢－家長」（Strength at 
Home—Parents [SAHP]）的正向親職介入以增進家長的執行力與功能，以21位
家長為研究對象進行SAHP，發現介入的接受度信賴度與滿意度都達顯著水準，

同時看見家庭功能之改善、減少失功能親職的展現，也增加了正向親職的實

務、減少親職壓力（Creech et al., 2022）。

軍人家庭或許在親職教養上較為嚴謹或多要求，少情緒表達，因此Julian et 
al.（2018）以34個軍人家庭為對象（與另一組42個非軍人家庭之對照組提供心

理教育教材），以依附理論及親職反思為內涵、分成實驗（介入與支持團體，

進行10–12週的團體正向親職訓練）與控制（資訊提供）二組，發現實驗組在

正向親職上（如情感反應、正向感受）等方面，有增加但是負面親職並未減少

（Julian et al., 2018）。同樣以41位軍眷（子女年齡3–9歲）為研究對象（Riegler 
et al., 2020），採用線上親職教育及現場指導的方式做介入，結果發現22位完成

6次線上親職教育者在憂鬱、壓力與家庭失能的指數上有顯著下降，且子女行為

有改善。

以73位3–4歲的兒童及其家長為對象，隨機分派到三組實驗（數位閱讀故

事與提問）、控制（數位閱讀故事）與觀察組（成員可選擇數位閱讀故事或合

併提問）做親子共讀，發現實驗組親子在互動（如反應、互惠、合作）、任務

行為、與親子正向上行為上都有顯著長進（Stuckelman et al., 2022）；Runze et 
al.（2022）以257對平均年齡7–8歲雙生子家長（九成為女性）為對象，進行影

音回饋的正向親職介入，做兩次前測（一次在介入後一個月）與一次後測，結

果發現雖然介入處理對於家長敏銳度有提升，但是對於較年長的孩子親職與管

教敏銳度無顯著效果。綜而觀之，遑論何種形式的正向親職的介入，至少給家

長另外的選項執行有效親職，也可以給家長一些省思做改善動作，而正向親職

之介入與執行是愈早效果愈佳。

九、結論

正向親職與子女之身心適應、自律或自我控制有關，母親本身的因素（如

家暴受害、憂鬱）會影響其親職執行，母職也影響父親涉入親職程度，甚至

代間傳承，而不同族裔的親職實踐還需要考量其他資源等因素才能竟其功，另

外，對高風險庭提供短暫的正向親職介入已被發現有不錯效益。綜觀近二十年

來的國內外文獻，可以看到當國外已將正向心理學運用在親職不同面向的領域

時，國內研究仍針對民主威權與專制權威的親職方式作探討，固然不同親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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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分類方式是針對親職實務做更深入瞭解的方式之一，然而當心理學已經不從

病態觀點來看人類行為時，似乎給予我們許多希望，特別是在親職教養上。正

向心理學的內容涵括甚廣，不是僅限於正向情緒、反應或思考而已，即便是創

傷後成長也可以是正向心理特質，因此，儘管目前諸多有關正向親職的研究已

經朝向從長期的觀點來看，甚至是從因果關係來看，接下來或許會從更多元的

脈絡或情境來探索親職（如災後親職復原、罹患心理疾病者之親職策略或計畫

等），加上親職已經不是母親之專擅，也是可以期待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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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Future Trend of Positive 
Parent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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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itive parenting has been proved its importance to children’s health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is scary here in Taiwan.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this author found that most of parenting-related research in Taiwam was on Baumrind and 
colleagues’ parenting styles. On the contrary, for the past decad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nds to use positive parenting as intervention and has applied to dysfunctional, minorties/
ethnics, even different mental status parenting and result in a variety of effects. Due to 
Chinese traditional parenting-demanding and high expectations, positive parenting can be 
a promising and effectiv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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