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1）我國通勤家庭概況；（2）不同類

型通勤家庭中（父親通勤、母親通勤、父母皆通勤、父母皆不通勤），

父母管教方式的差異。（3）不同類型通勤家庭中，親子互動關係的差

異。（4）不同類型通勤家庭中，子女憂鬱、焦慮行為表現的差異。（5）

不同類型通勤家庭中，父母管教方式類型不同，子女的憂鬱、焦慮行

為表現的差異。（6）不同類型通勤家庭中，親子互動關係類型不同，

子女的憂鬱、焦慮行為表現差異。（7）了解在不同類型通勤家庭中，

父母對子女行為表現的要求與反應及子女所感受到與父母的身體互

動、心理互動對子女憂鬱及焦慮行為表現的預測力。 

    為達成研究目的，首先蒐集有關文獻與理論，建立研究架構、待

答問題與假設，再採用個人基本資料表、家庭社經地位調查表、父母

管教方式量表、親子互動關係量表、柯氏性格量表等研究工具，取得

研究之有效樣本 1229 人，經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

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行分析。茲將研究所得結論與建議分項說

明如下： 

第一節 結論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將所得結果分述如下： 

一、通勤家庭概況方面 

1、 通勤家庭樣本數約為全部樣本 9%左右，其中父親通勤佔全數樣本

4.5%，母親通勤佔 2.1%，父母皆通勤佔 2.6%。 

2、 樣本男女比例平均。 

3、 父親通勤家庭中，父親多從事工商業，而母親多為無業或家庭主

婦等工作。在母親通勤家庭中，父親仍以從事工商業居多，母親

亦以從事商業、其他或工業者居多，而父母親皆通勤的家庭中，

父母雙方皆以從事工商業職業者居多。 

4、 通勤家庭的通勤者年數皆以 1年以下為多數。 

5、 無論父親通勤、母親通勤或父母皆通勤家庭，親子聯繫方式都以



電話聯繫為最主要的方式 

6、 親子聯繫頻率，以每週 0-3 次居多。 

7、 在三種通勤家庭中，主要都以每次 5分鐘以內者居多。 

二、不同類型通勤家庭與父母管教方式的關係： 

1、 「父親通勤」家庭的父親對子女行為表現的要求較少於「父母皆

不通勤」的家庭。 

2、 「母親通勤」家庭中的母親對子女的反應較低於「父母皆不通勤」

或「父母皆通勤」的家庭，  

3、 「母親通勤」的母親對子女行為表現的要求，較少於「父母皆不

通勤」的母親。 

三、不同類型通勤家庭與親子互動的關係 

1、 「父親通勤」、「母親通勤」、「父母皆通勤」等三類通勤家庭在子

女所感受到與父親的心理互動上皆少於「父母皆不通勤」家庭。 

2、 「父親通勤」、「母親通勤」、「父母皆通勤」等三類通勤家庭在子

女所感受到與母親的心理互動上皆少於「父母皆不通勤」家庭。 

 

四、不同類型通勤家庭與子女憂鬱及焦慮行為表現的關係 

1、 不同類型通勤家庭的青少年，其憂鬱行為表現並沒有顯著的差異

存在。 

2、 不同類型通勤家庭的青少年，其焦慮行為表現並沒有顯著的差異

存在。 

五、不同類型通勤家庭中，父母管教方式類型不同，子女的憂鬱及焦

慮行為表現的差異 

1、 在「母親通勤」家庭中，母親對子女行為表現的反應程度和

子女的憂鬱表現間，存有顯著負相關的關係，換言之，母親

對子女行為表現的反應越高，子女憂鬱行為表現就越少。 

2、 在「母親通勤」家庭中，母親對子女行為表現的要求程度和

子女憂鬱表現間沒有顯著相關。 

3、 在「父親通勤」、「父母皆通勤」的家庭中，父母對子女行為



表現的要求及反應和子女憂鬱行為表現間的關係，沒有顯著

相關存在。 

4、 在「父親通勤」、「母親通勤」、「父母皆通勤」的家庭中，父

母對子女行為表現的要求及反應和子女焦慮行為表現間的關

係，皆沒有顯著相關存在，。 

六、不同類型通勤家庭中，親子互動關係類型不同，子女的憂鬱、焦

慮行為表現的差異 

1、 在「父親通勤」家庭中，子女與父親的心理互動，及與母

親的身體互動關係，和其憂鬱表現間，存有顯著負相關。 

2、 在「母親通勤」家庭中，子女與父親的心理互動，與其憂

鬱表現間，有顯著負相關。 

3、 在「父母皆通勤」家庭中，子女與母親的心理互動，與其

憂鬱表現間，存有顯著負相關。 

4、 在「父親通勤」家庭中，子女與父親的身體互動、心理互

動及與母親的身體互動、心理互動和其焦慮行為表現間，

皆沒有顯著相關存在。 

5、 在「母親通勤」家庭中，子女與父親的心理互動及與母親

的心理互動和子女焦慮行為表現間，存有顯著負相關。但

子女與父母親的身體互動與其焦慮行為表現間，都未存有

顯著的相關。 

6、 在「父母皆通勤」家庭中，子女與父親及母親的身體互動、

心理互動和其焦慮行表現間，皆未存有顯著相關存在。 

 

七、通勤家庭、父母對子女行為表現的要求與反應及子女所感受到與

父母的身體互動、心理互動對子女憂鬱及焦慮行為表現的預測力 

（一）就全體通勤家庭而言 

1、母子心理互動可預測子女憂鬱行為 10.7%、父子心理互動可

預測子女憂鬱行為 3.1 %，聯合此兩個變項可以解釋子女憂鬱

行為表現總變異量的 13.8%。 



２、母子心理互動可預測子女焦慮行為 6.2%、父子心理互動可

預測子女焦慮行為 1.2%，聯合此兩個變項可以解釋子女焦慮

行為表現總變異量的 7.4%。 

（二）就不同類型通勤家庭而言 

１、就「父親通勤」家庭而言 

  (1)父親通勤間距可預測子女憂鬱行為 8.1%、母子（女）心理互

動可預測子女憂鬱行為 6.5%，聯合此兩個變項可以解釋子女

憂鬱行為表現總變異量的 14.6%。 

(2) 母子（女）心理互動可預測子女焦慮行為 5.4%、父親通勤

間距可預測子女焦慮行為 8.7%，聯合此兩個變項可以解釋子

女焦慮行為表現總變異量的 14.1%。 

２、就「母親通勤」家庭而言 

(1)母親對子女行為表現的要求，可預測子女憂鬱行為 12.1%、

母親對子女行為表現的反應可預測子女憂鬱行為 28.1%，

聯合此兩個變項可以解釋子女憂鬱行為表現總變異量的

40.2%。 

(2)父子（女）心理互動，可預測子女焦慮行為 26.5%、母親反

應可預測子女焦慮行為 18.6%，聯合此二個變項可以解釋

「母親通勤」家庭中子女焦慮行為表現總變異量的 45.1%。 

３、就「父母皆通勤」家庭而言 

  母子心理互動可預測子女憂鬱行為 14.2%，此變項可以解釋子女

憂鬱行為表現總變異量的 14.2%。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各項研究結果，本研究擬對家庭、社會及未來研究等方

面，提出數點建議，以供參考： 

一、家庭方面 

1、 積極營造父母與子女心理互動品質的環境 

由研究結果得知，通勤家庭中的子女所感受到與父母親的心

理互動皆少於非通勤家庭，且通勤家庭中的子女所感受到的與父

母的心理互動和子女的憂鬱、焦慮行為表現有負相關的關係，若

父母與子女的心理互動程度越高，相對的，將會降低子女的憂鬱、

焦慮行為表現，而顯得較不憂鬱或焦慮，因此，通勤家庭中的父

母在日常生活中，除了要掌握與子女的相處時間外，也應重視與

子女相處時的品質，用心營造與子女相處時的互動關係，通勤在

外時，經常關心子女的生活狀況及學習情形，並且增加聯繫時間

及頻率，讓子女感受到即使在通勤家庭的狀態下，子女與父母仍

然是緊密不可分割的，也會減低子女憂鬱或焦慮行為表現的發生。 

2、 重視母親角色，調整管教彈性  

由研究結果得知，在「母親通勤」家庭中，母親對子女行為

表現的反應與子女的憂鬱行為表現存有負相關的關係，換句話

說，母親在外工作，母親對子女行為表現的反應越高，子女的憂

鬱行為表現越低。可能的原因在於，母親在一般家庭多扮演主要

的管教者，「母親通勤」的家庭中，以往家中的主要管教者工作在

外，但子女對母親的關懷需求仍在，因此若母親對子女行為表現

的反應回饋越多，子女的憂鬱行為表現就越低。因此，「母親通勤」

的家庭中，母親對子女行為表現應多加給予回饋，減少子女憂鬱

行為的發生。 

 



3、 加強父親對教養子女責任的參與 

     研究結果發現，通勤家庭中，父母對子女的管教與互動上

面，父親對於子女的影響較不顯著，是否因為父親在家庭中所扮

演的角色較為薄弱，許多教養的重擔仍落在母親身上，過去男主

外、女主內的家庭生態逐漸在被雙薪家庭所取代，但是，父親所

扮演的教養角色是否相對成長仍有所疑惑。其實，父親和母親皆

對成長中的青少年的身心發展扮演不同的角色，任何一方皆不應

疏離於子女的教養，況且通勤家庭中，通勤者與子女的互動已經

減少，若不通勤的家長能夠扮演起協調角色，一起管教子女，才

能充分結合雙方的長處，使子女的成長及學習更為寬廣，對於子

女的生活才能給予更貼切的協助。若要降低通勤狀況對成長中的

青少年的影響，父母親所應該學習的課題還包括彼此對於子女教

養態度的溝通及父親對於子女教養任務的參與，如此才能避免成

長中的青少年有不適應的狀況產生，造成子女發展的偏差及自己

與子女關係永遠的疏離。 

 

4、 對不同類型通勤家庭親職教育的強化 

（1） 父親通勤家庭： 

由研究結果得知，在「父親通勤」家庭中，父親通勤間距的

長短可以預測子女憂鬱及焦慮行為表現，換句話說，父親通勤在

外，回來的間距越大，子女憂鬱及焦慮行為就越多，因此，在通

勤家庭中，盡可能縮短通勤間距，增加聯繫互動的時間，讓子女

與通勤者的親密感不致因為與通勤者久未見面而有所疏離，造成

子女憂鬱及焦慮行為的產生，以減少子女憂鬱及焦慮行為。另

外，在「父親通勤」家庭中，母親所扮演的角色也不可忽略，由

結果顯示，母子心理的互動在父親通勤時，也是一重要影響變

項，在此類型家庭中，母親更應注意關懷子女的生活狀況，並與



子女多做溝通，使母子心理互動增加，避免因管教角色吃重，而

忽略了心理層面的互動，以降低子女憂鬱及焦慮的行為表現。 

（2） 母親通勤家庭 

由研究結果顯示，在「母親通勤」家庭中，更加不能忽略母

親的角色扮演，因母親雖然通勤在外，但對於子女而言，與母親

的親密感及需求感仍舊需要，女性所扮演的柔性角色，對青少年

的感受而言仍有其需求性，因此母親通勤在外時，母親應多加注

意與子女的通勤聯繫，對子女生活表現多加關心，隨時透過各種

聯繫管道了解子女的生活狀況及情緒，加強與子女的心理互動，

並對子女的生活表現多給予回饋讚賞反應，父親也應彈性扮演起

與子女溝通的角色，並重視與子女的心理互動，讓通勤家庭中的

子女感受到，母親雖通勤在外，仍時時刻刻關心其生活情形，母

愛的照顧並未因為通勤家庭型態的形成而有所減少，父親也能適

時扮演起協助的角色，作為妻子與子女的橋樑，以降低子女的憂

鬱及焦慮行為的產生，增加生活適應情形。 

（3） 父母皆通勤家庭 

研究結果發現在「父母皆通勤」家庭中，母親更應注意與子

女的心理互動及關懷，可見在父母皆無法有充足時間陪伴子女的

情形下，子女對於母親的信任及依賴仍較父親高，若遇到問題及

困擾也多以母親為求助對象，因此在「父母皆通勤」家庭中，母

親更應該關心子女的生活需求，隨時注意子女的身心發展，並且

隨時與丈夫多做溝通，協調出夫婦雙方管教子女的適當方式，如

此才能讓子女對父母無法陪伴在身邊的困境有所諒解，降低子女

因生活環境的差異而產生憂鬱或焦慮行為。 

 

 

 



二、學校教育方面 

1、 導師親職角色功能的提升 

研究結果顯示，通勤家庭中，父母與子女的心理互動多寡，

會影響子女的憂鬱行為表現，也就是說，父母與子女的心理互動

越高，子女的憂鬱行為表現會越低。在學校裡，老師對學生的家

庭狀況有相當程度的了解，對於有家長通勤在外情形的學生，老

師可藉由調查家庭狀況得知學生的家庭背景，且藉由觀察學生人

際互動、生活態度來了解學生的憂鬱行為表現，透過深入了解其

父母與學生的心理互動是否緊密，密切注意且提高覺察性，並且

扮演父母與子女溝通橋樑的角色，有助於及早發現青少年的憂鬱

行為，並提供父母與子女溝通互動的正確方法，協助父母採用良

好正向的互動模式，減少長時間無效的相處，以降低通勤家庭狀

況對子女所帶來的影響。 

2、 諮詢系統的建立 

    研究結果顯示，「母親通勤」家庭中，母親對子女的要求，會

影響到子女的憂鬱行為表現，但對於子女要求的掌握卻有一定的

難度，因此藉由與教師的聯繫互相協調，使父母對子女的要求彈

性能夠有更確切的掌握，並且透過教師的訊息管道可以更加了解

子女的適應狀況，增加與子女心理上的互動，以降低青少年的憂

鬱及焦慮行為表現的發生機率。另外，學校應建立輔導諮詢網，

讓教師在面對通勤家庭的學生問題時，提供教師諮詢，並且與家

長、相關教師、社福人員等相互協助配合，形成諮詢網，相互協

助交換資訊，以降低通勤家庭型態而形成的學生問題。 

 

3、 通勤家庭親職教育的推廣 

  目前針對通勤家庭的親職教育主題，仍未多見，但父母對子

女的要求及反應、親子的身體與心理互動，對於子女的憂鬱及焦



慮行為，或多或少有所影響，因此學校方面，也須重視通勤家庭

的親職教育，讓通勤家庭中的父母能夠掌握更多管教子女及與子

女互動的技巧與方法，增加通勤家庭彼此間的互動，分享彼此的

經驗，並且透過專題演講、座談會、讀書會等交流，積極協助家

長了解在通勤家庭型態中，父母所應負起的重要角色任務及父母

相關管教知能。 

4、 重視通勤家庭中子女的心理建設 

  雖在此次研究結果中，並未明顯看出通勤家庭的型態會對子女造

成憂鬱及焦慮行為表現，但通勤家庭中的子女，面對管教者的疏離，

及與其他同學生活型態的差異，心中的失落感及孤寂感，學校方面仍

須密切注意此種家庭型態學生，協助同學面對不同家庭型態有更開闊

的心胸，減少因家庭型態差異而造成的學生異常行為表現。 

三、社會方面 

1、職場工作的保障 

由研究結果可以知道，社會上對於通勤家庭中的婦女的工作

選擇，仍會因為家庭因素的考量有所限制，婦女也會因考量子女

的成長，而放棄了自我成長的機會，選擇較具有彈性的工作，社

會上，仍應多提供婦女更多的職場彈性工作機會，需要出差的工

作，也可以提供更多往返通勤的補助及照料，讓子女與母親的互

動維繫穩定，這樣可以降低通勤家庭中婦女無暇照料子女，管教

子女，使得子女面對多變的生活無所適從，進而產生憂鬱及焦慮

的行為表現。 

 

2、傳播媒體的教育 

透過廣播、電視、廣告、網路、平面文宣及各種不同的媒體

力量，加強宣導父母通勤對子女管教品質及心理互動間的關係，

及其所帶來的衝擊，使家長了解通勤家庭型態所形成的影響，引



起通勤父母對子女管教的重視，並且善用各種社會相關資源與管

道，協助通勤家庭中的子女有正向面對自我家庭型態的態度，減

少因通勤家庭型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3、充實家庭相關教育的學習機會 

為使得通勤家庭父母更能掌握與子女互動的方式，充實正確

親職教育資訊乃為必要的，因此，增進並充實有關單一管教者如

何有效管教子女，與子女親密互動的方式，乃為主要的課題，而

這些可以透過社區中心、圖書館、文化中心、里民課程、以講習、

工作坊、團體等形式，藉由社福機構的規劃、安排，提升通勤家

庭家長的學習成效，增加通勤家庭家長的管教知能，以利親子關

係的和諧，降低因通勤家庭中的親子問題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四、未來研究方面 

1、擴大有效樣本數 

本研究雖然發出問卷 1229 份，但獲得有效通勤家庭樣本僅佔

113 份，可能原因是蒐集取樣的方式採取便利取樣，在進行結果分

析時，對於通勤家庭的樣貌就有所限制，因此仍有待未來有更進

一步擴大有效樣本的數量，以期望能夠窺視通勤家庭對青少年子

女的影響。 

2、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樣本來自全省各地區的國民中學，但因採取便利取樣

的方式，較不易看出整體的城鄉差距或區域上面的變化，因此無

法兼顧城鄉差距，且通勤年數上，本次所蒐集的樣本通勤年數多

在一年以內，差異性不大，因此未來研究可進一步考慮取樣時排

除取樣上面的地域限制，以及通勤樣本的通勤年數差異性，以求

更精準探究通勤家庭中青少年子女的憂鬱及焦慮狀況。 

 



3、研究主題方面 

     本研究乃為針對通勤家庭進行初探性的研究，主要針對通勤

家庭中的青少年子女的憂鬱及焦慮行為表現進行探究，但憂鬱及

焦慮行為乃為內隱性的問題行為較不易看出其差異性，其實在通

勤家庭中，由於父母親的長期不在身邊，可能產生的問題尚有子

女的生活適應行為問題及學業成就的表現、身心健康等外顯行

為，這些也都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議題，也可作為後續研究者關

心和討論的重點。 

 

4、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主要利用問卷調查法來了解通勤家庭中父母管教方

式、親子互動關係及子女憂鬱和焦慮表現，未來或許可加入通勤

家庭的子女及父母的訪談，進行質化研究方法，以求進一步了解

通勤家庭的家庭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