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  論 

 

公平分配概念的探究，代表追尋人類生命價值的一種行動。探究的過程中，

看到了兒童對於不同的情境故事所表現出來的沈思表情，代表了每個未來世界的

組成份子都在為了如何與他人互動訂下一個可能的規則，而這些規則有哪些？要

如何運用？都是研究者想要瞭解的內容。 

本研究修改了前人對於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研究工具。把測驗中提供受試者

表現其公平分配概念的情境故事，參考過去的研究與貼近台灣兒童生活經驗的內

容進行修改；並加入可能影響不同性別表現其公平分配概念的情境角色間情感關

係的因素，以及過去僅針對成人進行過的負向分配的情境因素，希望瞭解兒童在

公平分配概念上的表現情形。 

其結果顯示，第一，不同性別兒童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發展階段並沒有顯著

差異。亦推翻了研究者先前的研究假設。但是若進一步與情境差異的因素連結來

看，則會發現性別差異仍然對於兒童在某些類型情境故事的表現上有所影響。 

第二，兒童在不同情境之下，對於公平分配判斷的原則有差異。這一點不但

支持了研究者的研究假設，也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說明了兒童在使用公平分

配的原則時，會考量不同情境脈絡的意涵，進而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分配方式，

來解決在情境當中所遭遇到的難題。研究結果發現，情境人物間的情感關係是兒

童決定公平分配原則的考量因素。 

第三，兒童的性別差異與不同的情境之間，並未出現交互作用的結果。代表

這個年齡的兒童在使用公平分配判斷原則時，主要受到面對的公平分配情境不

同，才會表現出運用不同公平分配原則的情形。而這樣的表現情形不會受到兒童

性別差異所影響。 

 88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進行過程所遭遇之限制，分述如下： 

 

壹、 文獻收集方面 

由於國內外對於公平分配概念的實徵研究並不豐富，尤以中文相關資料更為

稀少，僅有三篇。故研究者在文獻資料的取材上，大抵仰賴外國的研究文獻。除

了造成資料取得的困難度之外，在運用文獻的過程中，研究者亦難以處理各國研

究資料本身隱含該地區社會文化環境的潛在因素。 

 

貳、 選擇研究樣本方面 

礙於研究者的精力與經費有限，在探究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的過程中，無法進

行普遍性的採樣，僅抽取兩所台北市的公立幼稚園為對象。因此，對於本研究在

結果上的解釋與代表性，均有所限制。 

本研究選取 40 名兒童進行公平分配概念相關資料的收集，但因研究者未多

加考慮因不同變項導致各類別受試者的情形，如：在性別差異方面，男女受試者

的人數各僅有 20 名，堪稱不足，容易提高統計過程中產生誤差的可能性。 

 

參、 施測過程方面 

由於抽樣園所為避免研究者進行施測的過程，影響受試者參與班級活動的機

會與意願，所以在施測的時間上，無法固定在某一時段；此外，在施測過程中，

容易出現研究者無法預期的事件而影響受試者的情緒，甚至因而中斷施測程序。

如：利用下午時間進行施測的受試者，當測驗進行到一半，已至放學時間，其家

人已在班級教室外等待，使的受試者的心情突然受到影響，無法繼續完成測驗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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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  議 

 

壹、 因研究者能力所限，在本研究中，僅針對情境因素中的分配物和情境人物

間的情感關係進行探究，但情境脈絡所包含的要素除此二者之外，尚有其

他因素如：「受試者或是否為情境中的角色」、「受試者對情境內容分配的

結果是否即為真實生活的分配原則」、「情境人物的特徵」…等內容。仍須

持續進行研究與分析。另外，在回顧過去與公平分配相關研究的過程裡，

尚有許多研究針對年齡、文化、城鄉地域等因素是否可能影響兒童在公平

分配概念上的表現進行探究，此亦為後續我國兒童公平分配概念相關研究

值得發展之方向。 

 

貳、 如前一節內容所提及，由於研究樣本的來源與人數影響研究結果甚鉅，未

來在進行此類相關研究時，應特別考量研究樣本代表性的問題。 

 

參、 雖然本研究於正式施測前，尚有一段研究者與受試者之間相互建立關係的

步驟，但部分的受試者仍對測驗內容感到困惑或焦慮。因此，建議未來進

行類似的情境測驗時，研究者除了與受試者建立初步的互動關係之外，應

另備前導題，讓兒童熟悉測驗題目可能的進行方式，避免兒童在施測初期

的適應過程，影響其表現。 

 

肆、 施測過程中，是由研究者面對受試者以口述方式講述各類別公平分配情

境。建議未來研究者能以錄影或錄音的方式呈現各個公平分配情境的內

容，除了可提高測驗過程的一致性之外，亦可減少施測者記憶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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