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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台灣地區單親家庭的數目在社會結構的變遷與離婚率升高的影響下

不斷增加，單親父母常需面臨比雙親家庭更多的生活壓力，及家庭結構改變後

的適應問題。本研究即是針對單親父母的情緒適應問題，探討生活壓力、因應

方式、社會支持與情緒適應情形及其彼此間的關係。資料蒐集乃以郵寄問卷方

法，採結構式問卷，立意選取 400 位高雄縣婦幼館向日葵聯誼會會員為研究對

象，結果共回收 119 份。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與其情緒適

應(憂鬱、焦慮程度)呈顯著相闕，亦即生活壓力愈大之單親父母其情緒適應

愈不理想。而單親父母生活壓力對其情緒適應的影響，並不因其一般社會支持

滿意度與認知因應-正向思考的使用頻率不同而有差異。再者，單親父母之一

般社會支持滿意度愈高者，其憂鬱程度較低。壓力因應方式、一般社會支持程

度、機構社會支持程度及滿意度等對單親父母的情緒適應(憂鬱與焦慮程度)

均無顯著影響。最後，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作為協助單親父母的參考1.協

助單親父母維持與建立社會支持系統 2. 規劃情緒管理相關課程，教導單親

父母在龐大生活壓力如何妥適的調整自己的情緒 3. 協助單親父母白組互助

及成長團體，藉由間體成員間的分享與相互支持，協助草親父母改善其情緒適

應的問題。

關鍵字:單親父母、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情緒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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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隨著工業化的急速發展，與社會結構的快速變遷，家

庭結構也產生很大的變化，加上社會價值觀的變異，及離婚的比

率逐年提高，使得單親家庭的數目不斷增加。在美國，單親家庭

的比例由 1970 年的 13% 上升至 1992 年的 30% (Lino , 1994) 。而離婚

率的上升是美國單親家庭數目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從 1970 年到

1993 年間，美國的離婚人口由 4， 300 ， 000 人增加至 16 ， 700 ， 000 人，佔

美國全部人口的 9%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4) 0 -óJ見，在

美國單親家庭已不是一種暫時性的現象，而已成為-種常態。

反觀台灣，根據台灣省省社會處 (1997) 針對全省單親家庭進行

需求調查發現，台灣的單親家庭占總家庭戶數(包括單人戶)之

3.9% '約 176 ， 000 戶，造成單親的原因以離婚最多( 54.3% ) ，其

次依序為喪偶( 36.7% )、遺棄( 4.2% )、未婚生子( 3.7% )及

其它原因( 1.1% )。儘管我國目前單親家庭所占比率並不如美國

或西方社會那麼高，但依目前台灣地區離婚率上升的速度來看，

粗離婚率由民國 40 年的千分之 0.5 上升至民國 82 年的千分之1.45

(內政部， 1994 ) , 41 年間增加將近三倍。又根據內政部的全國

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民國 84 年台閩地區二十歲以上婦女

中，離婚者佔 3.46% '與 74 年相較，比率幾乎增加一倍(內政

部， 1995 )。如此發展趨勢下，單親家庭的比率隨著離婚率的增

加而快速竄升已是不爭的事實。

單親父母常面臨比雙親父母更多更重的壓力，如子女教養體

力、經濟壓力與社會歧視壓力等(王孝仙， 1991 )在過去有關生

活壓力的研究領域中，壓力常被視為是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主要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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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一 (Chandler ， 1985; D'onofrio & Klesse, 1990; Strubbe, 1989 )。

在生活壓力與健康間，因應方式 (coping) 與社會支持則同被視為影

響適應結果的重要因素(陳秋香， 1994 )。個人如何因應 (coping)

壓力，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個人的健康(Jalowice & Poewer , 1981) 

因應方式不當會增加壓力，造成身心疾病。而當個人面對壓力時，

除了採取因應方式外，另一影響適應的重要因素則是從正式或非正

式資源中得到的情緒、實質、訊息上的協助，即個人是否有能力去

處理壓力，應視社會支持的質與量而定(井敏珠， 1991 )。此主要

來自於社會支持對壓力的緩衝效應 (buffering effect) ，可緩和壓力

對健康的負面影響 (Kahn & Autonucci , 1980) 。相關研究結果顯

示，在種種生活壓力的衝擊下，單親父母若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

極容易引起情緒調適上的困難，輕則產生憂鬱、焦慮等情緒症狀

(Burden, 1980; Maddison Walker , 1967; Bradburn, 1969; Lopa徊，

1979 王敬貞， 1983) ，嚴重時還可能引起精神症狀。一些致力於

離婚者適應研究的學者指出，離婚者容易感到寂寞、空虛、自卑及

焦慮，除此之外，離婚者也容易有憂鬱症的傾向及反社會性人格

(Cantor & Orake, 1983; Briscoe & Smth, 1973 )。而除了社會支持

不足會產生上述負向情緒外，其因應 (coping) 壓力的方式，亦可能

對其情緒適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單親父母乃一家之支柱，若其情緒適應狀況不佳，與家人互

動過程中，容易引發許多家庭問題，如親子溝通問題。而家庭乃

社會的基石，家庭關係不佳，嚴重時更會造成許多社會問題，如

青少年犯罪等。因此，在單親家庭數目有增無減的趨勢下，單親

家庭所可能引發的問題更值得我們正視。

有關單親家庭的研究，在國外已有一段很長的歷史，也累積了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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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結果。國內有關單親家庭的研究則是在剛起步的階段，研

究成果相當有限。綜觀國內目前關於單親父母之相關研究，大致可

分為三個不同的層面，第一個層面為探討社會變遷對單親家庭的影

響;第三個層面為探討有關單親家庭的社會福利政策;第三個層面

則是探討單親家庭本身的適應問題。其中與本研究有關之單親家庭

本身的適應問題方面的相關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單親父母的社會支

持、生活適應、親子關係等幾個面向的探討。關於單親父母的生活

壓力、因應方式 (coping) 與其情緒適應(焦慮、憂鬱程度)之相關

探討，國內至目前為止缺乏實證性研究。

隨著單親父母人數的逐年增加，為有效的協助這群人，實有

必要瞭解到底單親父母的壓力來源及其感受的壓力程度如何?她

(他)們是如何去因應壓力?社會支持的情況如何?情緒適應

(焦慮、憂鬱程度)情形如何?又其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

支持網絡是否會影響單親父母的情緒適應?本研究之資料收集，

主要以高雄縣政府社會科為單親家庭舉辦之[向日葵聯誼會 J 的

會員為研究對象。研究之發現，可提供該聯誼會之社工專業人員

作為參考，使之更暸解服務對象的需求，並據此擬定相關課程、

服務方案來滿足其服務對象的需求;使服務的提供與需求滿足能完

全配合，此乃研究資料的直接效益。除此之外，本研究結果期待

能提供相關社會福利機構服務單親父母或擬定相關政策之參考，

設計適合她(他)們的社會福利服務，期能協助單親父母擺脫可

能產生之焦慮、憂鬱的負面情緒，獲得較佳之情緒適應狀況 o

6 

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一)瞭解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國應方式、社會支持與情緒適

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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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與情緒適應的關係。

(三)探討單親父母的因應方式與情緒適應間的關係。

(四)探討單親父母的社會支持與情緒適應間的關係。

(五)探討單親父母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與其情緒適

應間的相關性。

(六)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可行性建議，供相關政府單位、社會

工作實務界作為相關政策、方案計劃制定的參考。

二、文獻檢閱

(一)單親父母的情緒適應問題

「情緒」一詞在 Drever (1 952) 之心理學辭典中，被定義為

「有機體的一種複雜狀態，涉及身體各部分發生的變化;在心理

上，它伴隨著強烈情感以及想以某種特定方式去行動的衝動 J

「適應 J 則是一種過程，藉此過程，個人與環境闊的互動關係形

成和諧平衡的關係，即個人內在的要求與外在世界加諸於個人身

上的要求產生和諧的狀態(王孝仙， 1991 )。所謂「情緒適應」

則是指個人在情緒上達成和諧、穩定的狀態，沒有負向情緒產

生。由於「情緒適應」的概念十分籠統，因此，在從事本研究

峙，必須借助一些指標來作為評定「單親父母情緒適應 J 的依

撮。筆者在參考相關文獻後，發現單親父母由於需承受比一般父

母較大的生活壓力，在心理壓力無法獲得適當籽解的情形下，容

易導致情緒適應上的困難，產生之負向情緒為憂鬱及焦慮(Brad-

bun , 1969; Gorer , 1965; Gurin, Veroff & Feld, 1960; Harvey & 
Ba祉， 1974; Hiltz , 1977; Lopa間， 1978; Maddison & Walker, 196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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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es, 1972; McIanahan 、 Wedemeyer 、 Adelberg ， 1981 王敬

貞， 1983 洪秋月， 1987) 。因此，本研究決定以憂鬱與焦慮程度

作為評定單親父母情緒適應的指標。

有關生活壓力與個人適應間的關係，吳英璋(1986) 之『個人對

生活變動的適應模式 J (見圖一)提供了三者關係的解釋。該模式

指出，生活事件引發生活變動與適應的過程。個人生活適應情形好

壤，取決於因應 (coping) 過程的成功與否。而影響因應過程成功與

否的重要因素，為個人對生活變動的認知、個人的支持網絡、支持

系統及個人特質。若個人特質、社會網絡、社會支持能互相配合，

便能得到較成功的因應方式，使生活愉快、滿足;反之，若個人缺

乏足夠社會網絡與支持，則不成功的因應方式便會引發身心疾病，

造成適應不良的結果。因此，單親父母面臨接腫而至的生活壓力，

若缺之足夠的社會支持，又無法適當因應 (coping) ，則容易產生情

緒調適上的困難，產生焦慮、憂鬱等情緒症狀。

對生活事件

的因應

團一 個人對生活變動的適應模式(摘自其英璋，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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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壓力、因應方式及身心健康三者間的關係， Slavin, 

Rainer, McCreary & Gowda (991)亦根據 Lazarus 等人之模式發展

出「壓力過程模式 J 說明因應方式在壓力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該模式共包含五個基本要素一)壓力事件二)對事件的

初級評估三)對事件的次級評估四)努力因應五)

身心健康的適應結果(圖二)。

初級評估 次級評估 努力因應 適應結果

是否陷入困 能做什麼: ﹒問題焦點 ﹒社會功能

夫~追兒< • . ﹒因應選擇 ﹒情緒焦點 ﹒道穗

﹒不相干 ﹒有效期待 ﹒身心健康

.在困境中 ﹒可用資源 .在壓力中

圖二壓力過程之標準化模式 (Stardard model of the stress 
process - based on Folkman & Lazarus, 1984) 

資料來源 Slavin ， Rainer, McCreary & Gowda (1 991) 

由該模型得知，個人面對壓力事件時，會先作認知上的評

估，接著考量自己能耐以決定如何因應，而在因應上的努力便直

接影響適應結果。由此可見因應方式在壓力過程中佔了一個相當

重要的角色。許多研究結果也發現，當個人受到壓力源刺激峙，

必然會採取一些因應方式，若其因應方式是適宜的，則個人可以

減輕或免除壓力的困擾;反之若使用了不當的因應方式，則個人

將無法減輕壓力，甚至會造成生活適應的困難，或導致身心疾病

的產生。

同樣的，社會支持在壓力調適上的功能，也已被許多研究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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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 (Cobb， 1976) 。社會支持能使個人產生安全感、歸屬感、促進

自信，增強應付壓力的能力(藍采風， 1982 )。因此，當個人處

於壓力情境或面臨生活危機峙，個人所擁有的社會支持能緩衝壓

力對身心健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提昇個人因應的能力(張主

雲 '1986 Cobb, 1976 )。

House (1 983) 指出社會支持在壓力與健康之間具有主要效果與

緩衝效果。社會支持與壓力、健康間的機轉關係，如下圖所示:

響影

c

要

L\ 賄
緩
和

會

b


LL 
A
4
4
』)/ 

影要

a

主

壓力 d 健康

House (1 983) 指出:

1.社會支持加強健康安和:社會支持可滿足人們在安全、社會

接觸、歸屬和情感上的需求(圖箭頭 c )。

2. 直接減少壓力程度並間接改善健康:社會支持可以減少壓力

與緊張，被支持的經驗可滿足個體與環境閑視和、認刊I 、被

肯定的需求(圖箭頭 a 、 d )。

3. 緩和壓力影響:改善、減少危機，並改變其所帶來之不幸結

果(圖箭頭 b )。

此外， Liberman (1983) 亦提出一驗證模式說明社會支持對壓

力的發生及其效應具有影響力。茲說明如下(圖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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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三 Liberm卸的社會支持影響模式

1.社會支持可以降低壓力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2. 社會支持可以緩衝壓力事件對個人的影響程度。

3. 社會支持可以改變壓力情境和角色緊張兩者間的關係。

4. 社會支持可以影響個人因應壓力而採取之策略，並改變壓力

事件和所造成影響之關係。

5. 社會支持可以改變個人因壓力而缺乏信心，與對自主性的不

良影響。

6. 社會支持可直接影響個人整體適應之好壞。

可見，社會支持不僅可發揮緩衝作用，亦影響個體之因應方

式及整體適應。本研究即參考 House (1 983) 對社會支持的看法與

Liberman (1 983) 的「社會支持影響模式 J 將單親父母的社會支

持視為對壓力所造成負面情緒具緩衝作用，並影響個人採用何種

因應方式。

(二)影響單親父母情緒適應之相關因素

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影響情緒適應的相關因素可分

為:個人背景因素、生活壓力、因應方式和社會支持;以下根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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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大因素分別陳述相關的實證研究發現。

1.個人背景因素

(1)性別

國外至目前為止，已有不少研究加以比較單親父母在心理健

康或情緒適應上的差異，但其結果並無一致性 (Doherty ， Susan, & 

Richard, 1989; Farnsworth et a l., 1989; Gove & Hee, 1989; Katz & 

Pesach , 1985; Kurdek , 1990) 0 Doherty 和 Needle (1 989) 的研究發現

女性單親比男性單親有較多的負面情緒，且持續較久。然而，也

有研究指出，男性在成為單親後，其所面臨的身心困擾比女性來

得嚴重 (Bloom et a l., 1978) 。同樣的也有研究指出女性在成為單親

後，明顯比單親男性來得快樂(Bloom & Caldwell , 1981 林萬

億、秦丈力， 1992) 。

(2) 年齡

Gove & Shin (1 989) 的研究結果發現，不論離婚或喪偶者，皆

是愈年輕者適應愈困難，不論男女單親家長，皆是年齡愈大者愈快

樂，生活滿意度較高。而 Chiriboga (1 982) 卻發現剛離婚的年老者

比年輕者憂鬱、悲觀(吳季芳， 1993) 。國內學者洪秋月(1987) 探討

寡婦的支持系統與生活適應時，亦發現較年輕的女性單親適應情形

較佳。可見年齡大小對單親父母生活適應的影響，至今仍無定論。

(3) 經濟狀況

lhigner-Tallman (1 986) 指出經濟狀況是影響單親父母生活適應

最重要的因素，收入多寡與適應里正相關(吳季芳， 1993) 。收入

較低者，通常需肩負較重的生活壓力，一般而言，適應情形較差

(Berman& Turk , 1981; Gove & Shin, 1989; Spanier & Lac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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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Pett & Vaughan-Cale, 1986; Pearlin & Johnson , 1977 王孝

仙， 1991)。

(4) 子女數與子女年齡

多數的研究發現子女數愈多，子女的年齡愈小之單親父母憂鬱

程度愈高 (Pearlin & Johnson, 1977; Umberson, 1989 吳季芳，

1993 )。不過也有研究指出，較沮喪的離婚婦女其子女數較少，且

子女年齡愈小者其焦慮程度愈高( Propst , 1986 王孝仙， 1992 )。

然而，國內學者洪秋月(1987) 研究寡婦的支持系統與生活適應，則

發現子女數與子女年齡的大小'並未造成適應上的差異。

(5) 造成單親的原因

離婚、分居、喪偶等皆為造成單親的原因，造成單親的原因

不同，也會形成適應情形的差異。相關研究指出，離婚、分居比

喪偶產生較多的傷害性(Bloom et al , 1978) 0 Kitson 等人(1989) 認

為此種情形導因於社會普遍對離婚者持病態看法，使離婚者產生

較多適應上的困擾。但是，也有研究發現喪偶者比離婚者有較高

的生理、心理困擾 (Gove & H間， 1989; Farnsworth et a l., 1989) 。

Gove & Hee (1 989) 比較離婚、喪偶的男女單親的心理適應情形，

在控制了其餘變項之後發現，喪偶者的心理適應較為困難。

(6) 成為單親迄今時間

許多研究均發現，剛成為單親者適應情形較差，容易產生心

理上的問題(Hetherington et a1., 1977) 0 Doherty 等人(1989) 的研

究即發現婚姻剛解組者，心理困擾較大。 Katz & Pesach (1985) 則

發現大多數單親父母，均可在成為單親後二至四年內逐漸撫平情

緒，重新規劃生活。

(7)教育程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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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st 等人(1986) 探究個人基本特質對離婚後適應情形的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受較高教育者，學習角色技巧的基礎較足夠，

可以預測較低的焦慮守較樂觀、調適力較好。

2. 生活壓力

在許多研究中，個人體驗生活事件改變所引起的壓力情境對

身心健康的影響，一直是研究者探討的中心議題。有些研究顯示

個人生活壓力事件與心理、情緒症狀有顯著的相關 (Birley & 

Brown, 1970; Jacobs & Myers, 1974) 有些研究則顯示相反的結

果，認為生活壓力事件與心理疾病的相關很低，或不顯著(Biel卜

的skas & Webb , 1974) 。對於單親父母而言，在其成為單親後，必

須父兼母職或母兼父職，面對來自經濟、社會、情緒、子女教

養、工作等方面的壓力。許多研究指出，單親父母在成為單親

後，必須承受較一般父母重的生活壓力，在缺乏支持的情形下，

容易產生憂鬱、焦慮、不幸福、寂寞的情緒感受 (Weiss ， 1976) 。

3. 因應方式

在有關因應方式與情緒適應的研究中， Terry (1 991)認為問題

焦點困應較能直接處理問題，經常使用對減少憂鬱、焦慮情緒有

正面影響;情緒焦點因應則無法有效處理問題，大量使用此種因

應策略和不良適應有關。但亦有研究發現問題焦點因應對情緒適

應影響不大( Menaghan, 1982 高明薇， 1996 )。至於單親父母

的壓力因應方式與情緒適應方面，國內至目前尚無實證研究加以

檢證'因此，單親父母的壓力因應方式與情緒適應的關係為何，

至今無法確知，有待本研究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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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在壓力與情緒適應之間已被許多研究證實有相當的

w緩衝效果。在與單親父母有關的研究方面， Berman & Oennis 

(1 980 指出單親家長若能自我充實、建立新生活、學習獨立、參與

就業、顯示自己才能，則對個人的情緒調適與生活滿意上將有很

大的幫助。在 Leslie & Grady (1 988) 的研究中也發現，提供支持給

離婚婦女，如經濟上的協助、情緒上的關懷等，可以使女性單親

獲得較佳心理適應。

藉由以上的討論發現，探討單親父母的情緒適應，除了探討

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之影響外，需要進一步考慮其他

影響單親父母情緒適應的相關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性別、年齡、

經濟狀況、子女數與子女年齡、成為單親原因、成為單親迄今時

間、教育程度等。

依據吐述文獻探討的分析，本研究參考吳英璋(1986) 的「個人

生活變動適應模式」及 Slavin ， Rainer, McCreary & Gowda(1 99 1)提

出的「壓力過程標準化模式」與Liberman (1 983) 之「社會支持影響

模式 J 加上由國內外相關文獻中發現之相關變項，擬出圖四的研

究架構。該理論架構以個人背景變項、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因應

方式為自變項，情緒適應為依變項。目的為瞭解不同背景之單親父

母的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及情緒適應狀況，探討單親父

母的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各個變項對情緒適應的影響。

此外，並檢視社會支持和因應方式是否分別和生活壓力對情緒適應

產生互動效應，亦即單親父母之生活壓力對情緒適應的影響是否因

其社會支持的程度及因應方式不同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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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教育狀況

經濟狀況

子女數

子女年齡
形成單親原因

單親迄今年數

能否接受成為

單親事實

加入向日葵聯

誼會時間

生活壓力

(一)樣本

社會支持

一般社會支持

多寡
滿意度

機構社會支持

多寡
滿意度

因應方式

圖四研究架構

三、研究方法

情緒適應

憂鬱程度

焦慮程度

本研究以所有類型的單親父母為研究對象，含括離婚、分

居、配偶死亡等。研究者採用調查研究法，透過立意取樣以高雄

縣政府婦幼青少年館為單親家庭所成立的向日葵聯誼會之會員為

研究樣本。

向日葵聯誼會於民國 85 年 9 月正式成立，主要是為單親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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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殊境遇婦女所成立的支持性團體。參加對象包括單親爸爸、

單親媽媽及特殊境遇婦女，其中以單親父母佔大多數。會員每月

聚會一至二次，聚會主題有聯誼聚餐、課程演講、親子旅遊、成

長團體等。該聯誼會之會員數，包括鳳山地區約 300 名與岡山地區

約 100 名，共約 400 名左右;本研究以郵寄問卷方式蒐集資料，共

計出問卷 400 份，最後共得到有效樣本 119 位，回收率約為 30% 。

(二)研究工具

在本研究中所使用之結構式問卷，其變項之測量方式如下:

1.自變項:包括個人基本變項、生活壓力、因應方式及

社會支持等。

(1)單親父母的基本資料 1) 性別。 2) 年齡:研究對象的實際

年齡。 3) 教育程度:分為國小(含以下)、國中(含肆業)、高

中職(含綽業)、專科(含綽業)、大學(含肆業)、研究所以

上等五個類別。 4) 每月收入(經濟狀況)分為一萬元以下、一

萬至二萬、二萬元至三萬、三萬至四萬元、四萬至五萬、五萬元

以上等六個類別。 5) 子女數:研究對象實際子女數。 6) 子女年

齡:研究對象最大與最小子女的年齡。 7) 成為單親原因:分為離

婚、配偶去世、分居、未婚與其它等五個類別。 8) 單親迄今年

數:成為單親實際年數。 9) 是否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分為是、

否三類。 10 )加入向日葵聯誼會至今時間(實際年數)。

(2) 生活壓力:

本研究在探討單親父母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壓力時，乃採用

陳斐娟 (1989) 修訂自 Holmes & Rahe (l 967( 編制之「社會再適應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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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的「單親婦女生活經驗量

表 J 共 38 題，依據研究需要，再加以修改而成。原量表分為生

活事件的發生與否、個人希望程度、可控制性與影響持續性等四

個向度，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α值)為:發生與否= .86 、個人希

望程度 =.84 、可控制性 =.86 、影響持續性 =.84 。本研究將量表修

改後共計 38 題，採用五分法測量單親父母的自覺壓力程度，自右

而左:“非常大" 4 分;“大" 3 分;“偶而有" 2 分;“很少"

1 分;“無" 0 分。以本研究之資料所得到的生活壓力量表內部一

致性係數頗高， α 值為 0.93 。

(3) 因應方式:

本研究將因應方式分成問題焦點因應 (problem-focoused) 與情

緒焦點因應 (emotion -focused) 二種。測量工具採用林麗嬋(1985) 譯

自 Bell (1977) 編制之因應方式量表，原量表題數 18 題。其中第 l 、

4 、 7 、 8 、 9 、 12 、 13 、 14 、 16 、 17 、 18 題屬情緒中心因應

方式;第 2 、 3 、 5 、 6 、 10 、 11 、 15 題為問題中心同應方式。該

量表之重測信度頗高( .93 )。計分方式為:回答"從未使用者，

得 O 分，“偶而使用得 l 分，“經常使用"者，得 2 分。按情

緒中心取向部分及問題中心取向部分分別計算其總分， 4于數愈高表

其該種因應取向愈明顯。然而，若考慮各問項之邏輯合理性，原二

分法中將問項 5 (相信神明或上帝會保佑我)玉之間項 6 (以體力上

的活動來消除緊張)二題納入問題取向的因應似乎有欠妥當。為確

定此分類方式是否適當，故本研究進一步採用因素分析來加以檢視

其內部之因素結構。經因素分析之後，第 l 、 4 、 17 、問題之

MSA 雖仍在可接受範間內 (>.50) ，但均相當低，若將此五個問項加

以排除，所有因素解釋變異量由 60.5% 提高到 64.3% 。而這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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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共產生 5 個因素，其中間項 5 (相信神明或上帝會保佑我)與

問項 2 (找其他人討論)、問項 3 (嘗試找出更多與問題相闊的資

料)及問項 15 (作幾個應變計劃處理問題)雖同樣納入第一個因素

中，然究其間項意涵，則發現問項 5 與其他三個問項在意義上不相

似，納入此一因素中並不符合問項含義上的邏輯性，故決定該問項

排除之後再分析一次。本次分析結果，整體 MSA 為 .72 '所有因素

解釋所有間項變異量的此例提高至 68.0% '因素結構與前一次分析

結果相當一致，筆者決定採用第三次的分析結果。

表一為單親父母因應方式之因素結構，在 12 個問項中有 5 個向

度，其中以第一個因素解釋的變異量最大，依序遞減。就問項的共

同內涵命名，因素一為行為因應_ r 尋求外在資源 J 代表單親父母

在面臨壓力時，會向外尋求協助，擬定計劃來解決問題。此因素由 3

個問項組成，能解釋 12 個問項所有變異量的 26.3% 。因素二為認知

因應_ r 正向思考 J 表示單親父母面臨生活難題時，仍有正面的想

法、樂觀的心態。此因素由 2 個問項所組成，共解釋 13.2% 的變異

量。因素三為行為因應_ r 善用自身資源 J 包括利用過去經驗來處

理問題，或就自己對問題的了解來採取行動，另外「服用藥品」一

項亦包含於該因素中，此可以解釋為單親父母可能參考過去經驗，

服用鎮定劑等來幫助自己冷靜思索問題解決的辦法。因素三可以解

釋 10.3% 的變異量。因素四為認知因應_ r 負向思考 J 由二個問項

所組成，包括詛咒、罵人及在心理上做最壞的打算。此因素的解釋

變異量為 9.3% 。第五個因素為認知因應_ r 緩和行為 J 即單親父

母在面臨壓力時，會藉由體力上的活動或吃東西、抽煙、嚼口香糖

等方法來緩和情緒消除緊張。該因素包含三個問項，共解釋 8.8% 的

變異量。本研究修訂後的的因應方式量表，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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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 r 行為因應-尋求外在資源 J .6573 、「認知因應-正向思

考 J .7454 、「行為因應-善用自身資源 J .6006 、「認知因應-負向

思考 J .5896 、「行為因應-緩和行為 J .5384 。

表一 單親父母壓力因應方式因素分析結果 (N=119)

因素 尋求外在 正向思考 善用自身 負向思考 緩和行為
間項 資 源 資 源

因素一:行為因應-尋求外在資源， eigenvalue=3.16 '解釋變異量 =26.3%

2. 找其他人討論 .76 

3.嘗試找出更多與問題相 .72 
關的資料

15. 作幾個應變計畫處理 .65 
問題

因素一:認知因應-正向思考， eigenvalue= 1.59 '解釋變異量 =13.2%
8.不擔心，反正船到橋頭 .84 
自然直

7.嘗試看事情有趣的一面 .81 

因素三:行為因應-善用自身資源， eigenvalue= 1.24 '解釋變異量 =10.3%

16. 服用藥品 .74 

10. 就我當時對問題的暸 .64 
解程度立即採取行動

11.利用過去的經驗來處 .63 
理

因素四:認知因應-負向思考， eigenvalue= 1.11 '解釋變異量 =9.3%

14. 詛咒、罵人 .85 

13. 在心理上作最壞的打 .60 
算

因素五:行為因應-鱷和行為 ~ert\lalue= 1.06 '解釋盤異量 =8.8%
6. 以體力上的活動來消除 .77 
緊張

12. 以吃東西、抽煙、嚼 .58 
口香糖或檳榔等方式

消除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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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支持:

本研究在探討單親父母的社會支持時，首先，將社會支持分成

一般性的社會支持與機構(指向日葵聯誼會)的社會支持三個部

分。其中一般性社會支持部分，經考慮後決定採用邱書璇(1993) 修

訂而來的社會支持量表，量表內容包括:金錢、情緒、人際糾紛、

工作上的困難、休閒、家事處理、子女照顧、管教及課業指導、做

重大決定等共十四項。其中第 l 、 2 、 3 、 5 、 6 、 7 、 8 題屬於一

般生活方面，第 4 、 9 題屬於勞務方面，第 10 、 11 、 12 、 13 、 14

題屬於子女方面。原社會支持總體量表及其各次向度的內部一致性

係數 (α值)分別為:社會支持總量表 .85 '一般生活方面 .86 '勞

務方面 .93 '子女方面 .97 。在機構(向日葵聯誼會)所提供的社會

支持部分，則採用研究者自編量表，其內容包括:自我成長、情緒

籽解、拓展人際關係、改變認知與想法、學習問題解決辦法、改善

親子關係、會員間的相互支持、會員間的相互分享等共 8 題。此二

個量表之計分方式均分成兩部分，第一部份主要在了解受試者遇到

難題時，獲得幫助的程度大小，選擇“總是如此"者給 4 分，“經

常如此"者給 3 分，“有時如此"者給 2 分，“從未如此"者給 l

分，總分越高表示其所獲得社會支持的量愈大。第二部分在了解受

試者對其所獲得幫助之滿意程度，採用四點計分方式，選擇“非常

滿意"者給 4 分，“滿意"者給 3 分，“不太滿意"者給 2 分，

“非常不滿意"者給 l 分，總分越高表示其對社會支持之滿意程度

愈、高。本研究修訂後之社會支持量表，其內部一致性 (α 值)為:

一般性社會支持程度 .95 、滿意程度 .97 、機構社會支持 .96 、滿意

程度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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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變項:情緒適應

單親父母之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

與其情緒適應之相關性研究

基於相關學者提及單親父母可能出現的情緒症狀，本研究決

定以憂鬱及焦慮程度為測量單親父母情緒適應情形的指標，二者

皆以量表方式加以測量。

(1)憂鬱量表:

憂鬱程度部分，本研究決定選用由 Radloff (1 977) 編製的憂鬱

情緒量表 (CES-D;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ed 

Mood) 共 20 題，將各問項在過去一週內出現之頻率分成四個等級

(從 O 至 3 分別為少於 l 天、卜2 天、 3-4 天 5-7 天) ，總分 16 分

以上代表落入憂鬱範圍 (Schulz & Williamson, 1991 ) ，分數愈高代

表其憂鬱程度愈明顯。原量表之折半信度與 Spearman - Brown 信

度係數從 .77 至 .92 '二至八週後的重測信度為 .51 到 .67 '此外，

亦具有很高的同時效度 (Radloff ， 1977) 。用本研究中的資料分析結

果呈現，該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亦相當高， α 值為 0.90 。

(2) 焦慮量表:

經選擇後決定採用由俞筱鈞修訂自 Zung (1 965) 之焦慮量表

S.A.S. 共 20 題，作答時由左而右分四個等級:“'沒有或偶而"

、“有時"、“常常"、“經常或一直"。計分方式除第 5 、

7 、 13 、 17 、 19 題，由左而右依序為 4 、 3 、 2 、 l 分外，其餘

由左而右為 1 、 2 、 3 、 4 分。總分相加， 50 分為異常/正常之臨

界值，超過 50 分者，代表有焦慮傾向，而得分愈高者表示其焦慮

程度愈高。原量表之信度及效度分別為 .70 與 .60 (Zung , 1965) 。在

本研究中該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良好， α 值為 0.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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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分析方法

1.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roy Fador Analysis) 

這部份將針對壓力因應量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瞭解該量表

之因素結構。由於因應方式屬於事實問題，因此採用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再者，單親父母之因應方式之間不見得相

關，即某種因應方式使用頻率高者，其他因應方式的頻率未必高，

在假定因素與因素間互為獨立，沒有相關存在的情形下，本研究決

定採用正交轉軸 varimax 之轉軸方式。目的在設法找到新的參照

軸，即轉到某一位置，使某幾個問項在某一個共同因素的負荷量盡

量大，而在其他共同因素的負荷量盡量接近零，以達到「簡單結

構」的要求。分析時首先依因應方式量表問項間的整體相關程度

( Kaiser-Meyer一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MSA) )及

個別變項與其他變項之間的相關程度 (MSA) 診斷該資料是否適合進

行因素分析，若 MSA 低於 .50 則代表資料不適於因素分析( Stew

art , 1987 宋麗玉， 1997 )。再者，決定個別問項是否適合納入分

析時，亦一併檢視個別間項被所有因素解釋的變異量 (commonality) 。

而因素數目的決定則須綜合以下標準(1) Eigenvalue 1 (2) 所有

問項之變異量被所有因素解釋的程度 (3) 因素結構的清楚程度，即

是否有太多的問項同時與一個以上的因素有高度相關。另外，關於

問項與因素之歸屬基本上以 factor loadingO.3 為標準，但必須同時

檢視邏輯上的適切性(宋麗玉， 1997 ) 0 

2. 描述性統計分析:

以描述性統計，如平均數、標準差、次數、百分比作基本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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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親父母之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

與其情緒適應之相關性研究

生活壓力、因應方式、憂鬱程度、焦慮程度等單一變項的分析。

3. 雙變項分析

本研究共含括 20 個白變項，而研究樣本只有 119 位單親父

母，再加上可能因資料缺失而扣除者，將無法達到迴歸分析中變

項數與樣本數比例達 1 :10 的理想比例。對於此理想比例，目前各

家學者並無定論。 Tabachnick & Fidel1 (1 989) 認為在進行迴歸分析

時，至少應包括 100 個樣本數，變項數與樣本數的最佳比例為 1 : 

20 '即每一個變項最好能合括 20 個樣本，若無法達到此標準，至

少也須達 1:5 的比例。 Stevens (1 986) 則認為變項數與樣本數的比

例至少應達 1:15 的要求。筆者認為若將比例訂為 1 :5 似乎過於寬

鬆，而 1:15 的比例則又顯得標準太高，依據該標準，則許多研究

均不合格。因此，本研究便折衷上述二種說法，將變項數與樣本

數的理想比例調整為 1:10 。

在此，為了避免因樣本數太少而影響分析結果的穩定程度，

本研究將根據前途雙變項分析先篩檢出與憂鬱程度、焦慮程度顯

著相關的變項為自變項，再分別以憂鬱程度與焦慮程度為依變

項，進行複迴歸分析。

首先藉由以下幾種雙變項分析方法，篩檢出與憂鬱、焦慮程

度達顯著相關的變項:

(1)皮爾遜積差相關 (Pearson produd-monent correlation cofficient) 

24 

1)探討基本變項中之連續變項，如年齡、子女數、于女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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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情緒適應(憂鬱、焦慮程度) ，兩兩變項間的關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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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別探討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因應方式與情緒適應間的關

聯程度。

(2) T-檢定 (T -test) 

1)檢定男女單親在生活壓力、因應方式、情緒適應(憂鬱、焦

慮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2) 檢定「是否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在生活壓力、因應方式、

情緒適應(憂鬱、焦慮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3) 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檢視教育程度、職業、每月收入、居住區域、成為單親的原因

等各個變項在生活壓力、因應方式、情緒適應(憂鬱、焦慮程

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4) 複迴歸分析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在進行迴歸分析之前，本研究須先進行自變項間的相關分析，

以確定無存在複共線性 (multi -colinearity) 問題。在迴歸分析中

採「同時放入 J (simultaneous entry) 的方法，即當檢驗某一白

變數與「憂鬱程度」、「焦慮程度」時，控制了其他可能影響

憂鬱程度、焦慮程度的因素，以求得二者間的淨相關。再者，

將比較各自變項的標準化回歸係數 (Beta) ，以區分各個自變項

之相對重要性。另外，在分析整體自變項解釋依變項之變異量

時，將採用調整後的解釋變異量 (Adjusted R2) ，此乃考慮到當

樣本數太小或自變項太多峙，一般的時容易被高估，而

Adjusted R2 為就樣本數與白變項數調整後的統計值，故較原

來的 R2 精確(宋麗玉， 1997 )。在迴歸分析中，非連續變項

(如:性別、教育程度、職業等)將採虛擬變項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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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分析

單親父母之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

與其情緒適應之相關性研究

四、研究結果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本研究中的男女比例懸殊，女性單親古大多數( 81.5% )。在

年齡的分布上，則大致集中在 31-50 歲之間，共有 104 人( 88.2 

% )。教育程度以高中職者最多( 42 人，佔 35.3% ) ，其次為國

中( 25 人， 21.0% ) ，專科再次之( 20.2% )。職業方面，以從事

自由業者( 23.3% )與工者( 21.6% )最多。在月收入方面，以

10000 至 20000 元最多( 31.35% )。另在子女數與子女年齡方面，

研究樣本的子女數以 2 個居多( 46.2% ) ，其次是 3 個( 23.9% ) 

男外，在子女年齡方面，最大子女年齡多分布於 11-20 歲( 52.6 

% ) ，最小子女年齡多分布於 6-15 歲( 63.5% )。居住地區以住

在高雄縣者居多，有 70 人佔 58.8% '居住於高雄市者次之有的

人，其餘為來自鄰近縣市，如台南縣市、屏東縣市。另外，本研

究之單親父母，其形成單親原因以離婚為主( 52,9% ) ，配偶去世

者次之( 42.0% ) ，只有極少數正處於分居狀態( 2.5% )或為未

婚生子( 0.8% )。在研究對象中計有約超過半數( 52.9% )成為

單親至今仍未超過 5 年。且大多數的研究對象均巳能接受成為單親

的事實( 88.2% )。

至於本研究單親父母在聯誼會活動的參與情形方面，約三分

之一( 38.9% )的研究對象均在向日葵聯誼會初期(民國八十五年

九月正式成立)便加入至今。他們大多數示透過親戚、朋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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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知活動訊息(在2.2% ) ，由婦幼館月訊得知者次之，佔 25.2

%'另外由報紙得知者亦佔了 16.0% 。在活動參與度與滿意度方

面，以平均每月參加 l 次活動者最多(佔 50.5% ) ，但是也有不少

人從加入聯誼會後卻很少參加聯誼會所舉辦的活動，平均每月參

加次數為 O 次( 27.6% )。在所有活動中，單親父母父母最常參加

的活動與其最滿意的活動依序為:系列講座、成長團體、親子旅

遊烤肉。單親父母認為參加聯誼會活動的收穫以拓展人際關係

( 58 人)最多，其次為自我成長( 53 人) ，而只有少數會員認為

參加聯誼會活動能改善親子關係( 28 人)。

2. 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與情緒適

應情形

在生活壓力部分，令單親父母感到壓力程度較高的十項生活

事件，依序為(1)對子女課業輔導的擔心 (2) 工作職務上的壓

力; (3) 對子女行為管教的擔心; (4) 經濟狀況不如從前; (5) 家事

的負擔加重 (6) 過年及其他重要節日的安排 (7) 自己健康狀況

變差 (8) 生活條件或品質不如從前 (9) 個人情緒變化大(10)

抵押或負債(見表二)。而整體壓力平均數 M=1.l 2 (此 M 數值乃

取各題分數加總之後除以總題數之平均數，即問項平均值的平均

數) ，以每一壓力程度可能之最高分 4 分來看，研究對象之生活壓

力程度居中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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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父母之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

與其情緒適應之相關性研究

表二 單親父母生活壓力事件前十項排序

生活壓力事件 平均數 (等級)

對于女課業輔導的擔心 1.74 (1) 

工作職務上的壓力中 1.72 (2) 

對子女行為管教的擔心 1.68 (3) 

經濟狀況不如從前 1.62 (4) 

家事的負擔加重 1.42 (5) 

過年及其他重要節 H 的安排 1.41 (6) 

自己健康情況變差 1.40 (7) 

生活條件或品質不如從前 1. 37 (8) 

個人情緒變化大 1.36 (9) 

抵押或負債 1. 28 (1 0) 

生活壓力量表

N=112 M= 1.l2 Md= 1.03 Sd= .64 

在因應方式部分，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見表三) ，單親父

母最常使用之壓力因應方式，依序為:行為因應-尋求外在資源

( M= l.06 )、認知因應-正向思考( M= l.Ol )、行為因應一善用自

身資源( M=O.91 )、認知因應-負向思考( M=O.65 )、行為因應

緩和行為( M=O.57 )。其中「經常被使用」之因應行為，前三項

分別為(1)利用過去的經驗來處理( 36.5%) (2) 就我當時對

問題的暸解程度立即採取 A些行動( 33.9%) (3) 嘗試找出更多

與問題相關的資料( 29.3% ) 0 r 從未使用」的[:6]應行為比例最高

之前三項依序為(1)服用藥品( 83.5%) (2) 以吃東西、怕

煙、嚼檳榔、嚼口香糖等方法來消除緊張( 75.2%) (3) 詛咒或

罵人( 6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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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單親父母因應方式量表各向度之平均數、中位數、標準差

平均數 1.06 1.01 0.91 0.65 0.57 

中位數 1.00 1.00 1.00 0.50 0.50 

標準差 0.48 0.59 0.40 0.49 0.52 

在社會支持方面，由表四可知，單親父母的整體社會支持分

數( M=2.33 ) , (此 M 值為社會支持量表各問項加總分數除以問

項數之平均數) ，與量表每題可能最高分( 4 分)相較，落在中度

偏高的位置，代表其社會支持情形良好。其中在一般社會支持部

分，獲得的支持程度，以勞務部分最高( M= 1.92 ) ，其次是子女

的平時照顧( M= 1.89 )在滿意程度方面，則以一般生活與勞務

方面 (M=2.43) 略高於子女平時照顧( M=2 .41 )。而在機構所獲得

的支持部分，以自我成長方面的支持程度最高 (M=2.25) ，其次是

改變觀念與想法 (M=2.22) ，再者為情緒抒解( M=2.21 )在滿意

程度方面，也是以自我成長最高( M=2.99 ) ，其次是情緒籽解

( M=2.98 ) ，再者為拓展人際關係( M=2.96 )。該結果顯示單

親父母所獲得機構社會支持的程度與其感受到的滿意度二者間，

其中，除了「自我成長」均位居最高外，其餘各項在支持程度與

滿意度間的排序似乎不太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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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單親父母的社會支持情形

總體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程度多寡 滿意程度

M=2.33 , Md=2.31 , Sd=O.“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案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案數
一般社會支持次量表 1.88 0.58 101 2.42 0.63 102 

一般生活方面 1.86 0.60 108 2.43 0.63 102 

勞務方面 1.92 0.70 110 2.43 0.79 108 

子女照顧方面 1.89 0.73 109 2.41 0.73 98 

機構社會支持次量表 2.17 0.64 96 2.93 0.50 95 

自我成長 2.25 0.81 95 2.99 0.50 95 

情緒籽解 2.21 0.83 97 2.98 0.60 95 

拓展人際關係 2.20 0.77 94 2.96 0.61 92 

改變觀念與想法 2.22 0.86 96 2.92 0.63 94 

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 2.09 0.74 92 2.87 0.65 92 

改善親子關係 2.19 0.77 92 2.92 0.64 91 

會員間的相互支持 2.02 0.8吐 94 2.84 0.71 93 

會員間的經驗分享 2.08 0.76 92 2.90 0.66 89 

在單親父母的情緒適應情形部分，先就憂鬱程度來看，本研

究中單親父母的憂鬱程度平均數( M=13.80 )與變異數( SD=lO.8 

4 ) ，比美國白人的平均數( M=7.94-9.25 )高出許多( Corcoran 

& Fisher, 1994 宋麗玉， 1997 ) ，若進 s步與落入憂鬱範圍之分

數( 16 分以上) (Schulz & Wi1l iamson , 1991 宋麗玉， 1997 ) 

相較，則有 36.8% 的單親父母可能有憂鬱方面的困擾。在此要強調

的是，雖然美國的常模未必能適用於台灣，但仍可供作參考。

再者，在焦慮程度方面，本研究單親父母焦慮程度之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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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標準差分別是 36.70 與 8 .47 '與正常/異常臨界值( 50 分)相

比，大多數單親父母的焦慮程度都算正常( 93.2% ) ，只有極少數

單親父母( 6.8% )有焦慮方面的困擾。

(二)相關分析

1.雙變項分析

茲將各自變項與單親父母憂鬱、焦慮程度的關係呈現如下:

(1)憂鬱程度

經 T 檢定結果發現:單親父母是否能夠接受其成為單親的事

實，則會影響其憂鬱量表上的分數( t=-2.83 , p=0.005 ) ，能接受

自己成為單親者在憂鬱量表上的分數( M= 1.66 )顯著低於無法接

受自己成為單親者( M=2.11 ) ，即無法接受自己成為單親者，其

憂鬱程度明顯高於已能接受自己為單親者。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得知:不同教育程度之單親父母在憂鬱量表上的得分有顯著不同

( F=3.57 ' P<.05 )由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教育程度為高中

職者，其憂鬱程度( M= 1.89 )顯著高於大專以上者( M= 1.57 )。

再由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發現:單親父母成為單親的年數與其憂

鬱程度有顯著相關( r=-0.22 , p=0.015 ) ，即成為單親迄今的年數

愈長，憂鬱程度愈、低，二者問呈現低度相關。另外，單親父母的

生活壓力與憂鬱程度也達顯著相關( r=0 .41, p=.OOO ) ，表示單親

父母的生活壓力愈大，則憂鬱程度愈高，二者間為中度相關。一

般社會支持滿意度與憂鬱程度的相關亦達顯著( r=-0.20 , p=.046) , 

顯示對一般性社會支持滿意度愈高的單親父母，其憂鬱程度愈不

明顯，二者呈現低度相關。除上述變項外，其他自變項與憂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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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兩兩變項間的關係則皆未達顯著。

(2) 焦慮程度

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不同教育程度之單親父母在焦慮

量表上的分數有顯著差異( F=3.60, P<.05 ) ，經 Scheffe 事後比較

發現，教育程度國中以下的單親父母( M= 1.95 ) ，其焦慮程度顯

著高於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者( M= 1.70 )。另外，由 pearson 積

差相關分析結果得知，基本變項中之年齡( r=-0 .18, p=0.050 )、

加入聯誼會至今月數( r=-0.20 , p=0.036 )與單親父母的焦慮程度

有顯著相關存在，即單親父母的年齡愈高，加入聯誼會的時間愈

久，則其焦慮程度較低。另外，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 r=0 .45, p= 

0.000 )、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 r=-0.22 , p=0.027 )、正向思考

( r=-0.23 , p=0.016 )均與其焦慮程度有顯著相關，顯示單親父母

的生活壓力越高、一般社會支持的滿意度越低與較少使用正向思

考因應方式者，其焦慮程度愈高。除此之外，其餘變項與焦慮程

度間的相關接未達顯著。

2. 複迴歸分析

根據上述雙變項分析結果，與憂鬱程度顯著相關的變項如

下:教育程度、是否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成為單親至今年數、

生活壓力、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與正向思考;與焦慮程度顯著相

關的變項為單親父母的年齡、教育程度、加入聯誼會至今月數、

生活壓力、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與正向思考等。

在迴歸分析前，為避免複共線性問題產生，影響研究結果的

精確度，本研究先進行自變項間的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各自變項

間的相關均不高( .25 以下) ，且各變項之 tolerance 值均高達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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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tolerance 值愈高代表白變項間的相關愈小。因此，本研究

之分析應不受複共線性 (multi -colinearity) 問題影響。

在下面的迴歸分析中，本研究將依相同的程序，分別將與憂

鬱、焦慮程度有顯著相闊的變項納入三個迴歸模型中進行分析，

以檢驗在控制了其他變項之後，這些自變項是否與依變項(憂

鬱、焦慮程度)達顯著相關。

(1)單親父母憂鬱程度之相關因素

從迴歸分析結果來看(見表五) ，以憂鬱程度為依變項，在 9

個自變項中只有「是否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 J (Beta=.221)、「生

活壓力 J (Beta=.276) 、「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 J (Beta=-.255) 三個

變項有達顯著 (p<.05) 。結果顯示生活壓力較大、一般社會支持滿

意度較低與未能接受成為單親事實之單親父母，其憂鬱程度較

高。而「生活壓力」分別與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認知因應中的

「正向思考」對憂鬱程度的互動效應則皆未達顯著，亦即生活壓

力對單親父母憂鬱程度的影響，並不因其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高

低與使用認知因應-正向思考的頻率而異。可見，本研究之假設並

未完全被驗證。再者 r 教育程度」、「成為單親至今年數」、

「認知因應-正向思考」、「是否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生活

壓力」、「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生活壓力×正向思考」

「生活壓力×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等 9 個自變項共可解釋憂鬱程

度 27.85% 的變異量，預測情形不是非常理想，因此，可能還有其

他重要變項未被納入。

33 

....... ←一一



陳惠君宋麗玉
單親父母之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

與其情緒適應之相關性研究

表五 單親父母憂鬱程度之迴歸分析結果(加入互動變項)

(N=88) 

自變項 B Beta 淨相關 T 值 Pf商

單親父母之基本變項

教育程度一圈中(1) -.047 -.032 -.030 -.325 .746 
高中(1) -.039 -.028 -.026 -.282 .779 

成為單親至今年數 - .019 - .154 -.137 -1.503 .1 37 
是否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 .408 .221 .212 2.325 .023 
生活壓力 .230 .276 .242 2.662 .009 
認知因應-正向思考 -.137 -.143 -.128 -1. 406 .164 
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 -.230 .255 -.206 -2.258 .027 
生活壓力×認知因應-正向思考 .045 .034 .032 .350 .727 
生活壓力×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 .127 -.082 -.066 -.725 .471 

調整後之解釋變異量= 27.85% F 值= 4.73(9 ,78) P 值 =.000

(2) 單親父母焦慮程度之相關因素

由表六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只有「生活壓力 J (Beta= .40 

2 )與焦慮程度的相關達顯著( P<.05 ) ，其餘白變項及二個互動

變項對焦慮程度的影響則皆未達顯著，即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對

焦慮程度的影響並不因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與認知因應一正向思考

之使用頻率而異。因此，之前的假設並未被完全驗證。而單親父

母的「年齡」、「教育程度」、「加入聯誼會至今月數」、「生

活壓力」、「認知因應-正向思考」、「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

「生活壓力×正向思考」、「生活壓力×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

等 8 個變項共解釋 25.71%的焦慮程度變異量，預測情形不是非常

理想，可見仍有其他重要變項未被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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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單親父母焦慮程度之迴歸分析結果(加入互動變項)
(N=87) 

自變項 B Beta 淨相關 T 值

單親父母之基本變項

年齡 -.008 -.l 44 -.139 -1. 497 
教育程度一國中(1) .090 .086 .081 0.867 

高中(1) .172 .172 .162 1.748 
加入聯誼會至今時間 -.007 -.098 -.091 -.979 
生活壓力 .258 .402 .358 3.849 
認知因應-正向思考 -.055 -.082 .073 -.790 
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 -.042 -.065 -.054 -.576 
生活壓力×認知因應-正向思考 -.049 -.052 -.049 -.524 
生活壓力×一般杜會支持滿意度 .152 .134 .l09 1.168 

調整後之解釋變異量= 25.71% F 值 =4.3 1( 9 ， 77) P 值 =.0001

四、研究結果討論

(一)描述性分析

1.個人基本資料

第二期

P 值

.139 

.389 

.085 

.331 

.000 

.432 

.566 

.602 

.246 

本研究之單親父母以女性單親占大多數( 81.5% ) ，年齡大致

集中在 31-50 歲之間( 88.2% ) ，教育程度多為中等教育程度(高

中職者佔 35.3% ) ，低教育程度(國小以下)與高教育程度者(大

學以上)均不多。職業方面，多從事自由業者( 23.3% )與工業

( 21.6% )。月收入以 10000 至 20000 元最多( 31.35% )。子女數

以 2 個居多( 46.2% )最大子女年齡多分布於 11-20 歲(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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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小子女年齡多分布於 6-15 歲( 63.5% ) ，可見多數單親

父母的最大子女年齡以未成年居多，最小子女年齡以國中、小階

段為主。形成單親原因以離婚為主( 52,9% ) ，配偶去世者次之

( 42.0% ) ，只有極少數正處於分居狀態( 2.5% )或為未婚生子

( 0.8% )。此結果與台灣省社會處( 1997 )針對全省單親家庭的

調查發現:單親的形成原因以離婚最多( 54.3% ) ，其次為喪偶

( 36.7% )、未婚生子( 3.7% )在比例上十分相似。在研究對象

中計有約超過半數( 52.9% )成為單親至今仍未超過 5 年。且大多

數的研究對象均已能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 88.2% ) ，然此結果可

能因「社會預期」的影響而被高估。

大多數研究對象均在向日葵聯誼會初期(民國八十五年九月

正式成立)便加入至今( 38.9% )。多數單親是透過親戚、朋友介

紹而得知活動訊息( 42.2% ) ，然由報紙得知者亦佔了 16.0% '可

見傳播媒體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此調查結果值得做為向日葵

聯誼會日後活動宣導的參考。約半數的單親每月只參加 1 次活動

( 50.5% ) ，但是也有不少人從加入聯誼會後卻很少參加聯誼會所

舉辦的活動，平均每月參加次數為 O 次( 27.6% ) ，此可能與其必

需忙碌於工作與家庭，缺少空閒時間有關。

2. 生活壓力、因應方式、社會支持與情緒適應情形

單親父母感到壓力程度較高的十項生活事件，依序為:對于

女課業輔導的擔心、工作職務上的壓力、對于女行為管教的擔

心、經濟狀況不如從前、家事的負擔加重、過年及其他重要節日

的安排、自己健康狀況變差、生活條件或品質不如從前、個人情

緒變化大、抵押或負債。此結果與劉淑娜(1984) 研究喪偶婦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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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壓力，所得結果有:工作、健康、養育子女、失眠和忙碌;以

及徐良熙和張英陣 (1986) 的研究發現:單親婦女主要有工作、經

濟、子女教養、婚姻、心理等五方面的壓力等二個研究結果十分

相似。可見工作、子女教養、健康、經濟、家務負擔等，是多數

單親父母的壓力來源。

單親父母最常使用之壓力因應方式，依序為:尋求外在資

源、正向思考、善用自身資源、負向思考、緩和行為。其「經常

使用」之三項因應行為分別為:利用過去的經驗來處理、就我當

時對問題的暸解程度立即採取一些行動、嘗試找出更多與問題相

關的資料。「從未使用」的三項依序為:服用藥品、以吃東西、

抽煙、嚼檳榔、嚼口香糖等方法來消除緊張、詛咒或罵人。可

見，本研究之多數單親在面臨生活壓力時，多能使用正向積極的

因應方式，只有少數會採取負向消極的因應方式。

單親父母的整體社會支持情形良好( M=2.33 )。其中在一般

社會支持部分，獲得的支持程度，以勞務部分最高，其次是子女

的平時照顧;在滿意程度方面，子女平時照顧則較一般生活及勞

務方面略低。可見，單親父母對其在子女照顧方面所得到的社會

支持似乎不甚滿意。機構支持程度，以自我成長方面的支持程度

最高，在滿意程度方面，則以情緒支持最高，可見機構(向日葵

聯誼會)提供的服務，除帶給單親自我成長的收穫'也提供了相

當大的情緒支持。

就單親父母的情緒適應情形來看，本研究中有 36.8% 的單親父

母可能有憂鬱方面的困擾。大多數單親父母的焦慮程度都算正常

( 93.2% ) ，只有極少數單親父母( 6.8% )有焦慮方面的困擾。

顯示單親父母的情緒症狀中，憂鬱程度要比焦慮程度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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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單親在憂鬱量表上的得分並無顯著不同，即單親父母的

憂鬱程度不因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此與前述文獻中的相關發

現並不一致。而不同教育程度之單親父母在憂鬱量表上的得分並

無顯著不同，即教育程度的高低並不影響單親父母的憂鬱程度。

此與 Propst 等人(1986) 的研究結果發現:高教育程度之離婚者，

因學習角色技巧的基礎較足夠，可以預測較低的憂鬱、焦慮，調

適力也較好並不相同。而單親父母是否接受自己成為單親的事

實，則會影響其憂鬱程度的高低，無法接受自己已成為單親者，

其憂鬱程度明顯高於已能坦然接受自己是單親者。再者，單親父

母成為單親的年數與其憂鬱程度有顯著相關，即成為單親年數愈、

久，憂鬱程度愈低，此與許多研究發現:剛成為單親者適應情形

較差，容易產生情緒、心理上的問題頗為一致(IIetheringtonet 泣，

1977; Doherty, 1989) 。

從迴歸分析結果來看，以憂鬱程度為依變項，在 7 個自變頃。中

只有「是否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生活壓力」、「一般社會

支持滿意度」三個變項有達顯著。結果顯示牛，活壓力較大、 -般

社會支持滿意度較低與未能接受成為單親事實之單親父母，其憂

鬱程度較高。而「生活壓力」分別與「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

認知因應中的「正向思考」對憂鬱程度的互動效應則皆未達顯

著，亦即生活壓力對單親父母憂鬱程度的影響，並不因其一般社

會支持滿意度高低與使用認知因應可正向思考的頻率而異。可見，

本研究假設: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對憂鬱程度的影響，會因其壓

力因應方式與社會支持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此並未被驗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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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國外學者 Weiss (1 976) 的研究發現一致，本研究發現單親

父母的生活壓力是其憂鬱程度最重要的相關變項;單親父母的生

活壓力愈大，其憂鬱程度也愈高。此結果對單親家庭社會工作實

務有很深的意涵，即若能減輕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便能有助於

憂鬱症狀之減緩。另外，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愈高的單親父母其

憂鬱程度愈低;此結果與 Leslie & Grady (1 988) 的研究結果相同。

然而，在本研究中 r 教育程度」、「成為單親至今年數」、

「認知因應-正向思考」、「是否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生活

壓力」、「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生活壓力×正向思考」

「生活壓力×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等 8 個自變項共可解釋憂鬱程

度 27.85% 的變異量，預測情形不是非常理想，因此，可能還有其

他重要變項未被納入。

單親父母的年齡對其焦慮程度有顯著影響，年齡愈長的單親

其焦慮程度愈低。此研究結果與 Gove & Hee (1 989) 、 Balkwell

(1 981)等的研究發現:年長的單親，適應情形較年輕者佳一致，但

卻不同於洪秋月(1987) 、 Chiriboga (1 982) 的研究發現。但是，不

同性別之單親父母，其焦慮程度並無顯著差異，不同於前述文獻

中 Doherty & Needle (1 989) 、 Kurdek (1 990) 、 Bloom et al., 1978) 

等的研究發現。此外，成為單親迄今年數、每月收入不同的單親

父母在焦慮程度上均無顯著不同，此亦與前述文獻中之相關研究

發現不符。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只有「生活壓力」與焦慮程度的相關達

顯著( P<.05 ) ，其餘白變項及二個互動變項對焦慮程度的影響則

皆未達顯著，即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對焦慮程度的影響並不因一

般社會支持滿意度與認知因應-正向思考之使用頻率而異。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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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了前述假設:生活壓力對單親父母焦慮程度的影響會因其因

應方式與社會支持的不同而有差異。然與許多研究發現一致，生

活壓力除了影響憂鬱程度外，同時也是焦慮程度的重要影響變

項，即生活壓力愈高之單親父母其焦慮程度亦愈高。要減輕單親

父母的焦慮程度必須由減輕其生活壓力著手。

本研究結果發現 r 教育程度」、「加入聯誼會至今月數」

「生活壓力」、「認知因應-正向思考」與「一般社會支持滿意

度 J 、「生活壓力×正向思考」、「生活壓力×一般社會支持滿

意度」等 8 個變項共解釋 25.71% 的焦慮程度變異量，預測情形不

是非常理想，可見仍有其他重要變項未被納入。

三'A.
u冊﹒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統計分析與結果討論，大致可歸納出以 F幾點結

(1)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與其情緒適應(憂鬱、焦慮程度)里顯著

相關，亦即生活壓力愈大之單親父母其情緒適應愈不理想(憂

鬱、焦慮程度愈高)。

(2) 單親父母的生活壓力對其情緒適應的影響，並不因其一般社會

支持滿意度與認知因應-正向思考的使用頻率不同而有所差

異，與之前的研究假設不符。

(3) 單親父母之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對其憂鬱程度有顯著影響，即

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較高的單親父母，其憂鬱程度較低。

(4) 整體而言，壓力因應方式、一般社會支持程度、機構社會支持

程度與滿意度等對單親父母的情緒適應(憂鬱、焦慮程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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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顯著影響，此結果與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不符。

立基於上述結論，本研究分別針對向日葵聯誼會、社會工作

實務及未來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1)對向日葵聯誼會的建議

1)針對不同類型的單親，提供不同的服務

研究結果顯示，形成單親原因分別與認知因應-正向思考及機

構社會支持程度有顯著相關存在，即離婚者較配偶去世者更常使

用正向思考的因應方式，其所獲得之機構社會支持亦顯著高於配

偶去世者。由此研究結果，大致可看出不同類型的單親其對機構

的服務需求可能有所差異。向日葵聯誼會應參考此研究發現針對

不同類型單親提供不同服務，並加強對喪偶者設計相關的課程或

方案，以增加其正向思考的使用，並提高其機構社會支持程度。

2) 協助單親父母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

研究結果發現，在 119 位單親父母中，仍有 14 名單親至目前

為止尚無法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且由於這個數字可能因社會預

期的影響而被低估，所以無法接受自己成為單親者可能多於 14

位。又研究顯示 r 是否接受成為單親的事實」會影響單親父母

的憂鬱程度，即無法接受自己成為單親者，較已能接受自己成為

單親者有較高的憂鬱程度。因此，未來向日葵聯誼會應可採用團

體方式，透過成員彼此分享，相互支持的力量，或藉由個別會談

方式，改變單親父母的觀念與想法，協助其早日接受成為單親的

事實。

3) 加強服務宣導，造福更多單親

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單親父母是透過他人介紹，或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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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報紙上得知服務相關訊息，會主動尋求相關服務的比例很

少。因此，向日葵聯誼會應善用各種宣傳管道，如:電視、廣

播、報紙等，並印製福利服務簡介小朋，放置於各區的市政單位

(如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等 ) ，提供給有需要者取閱，以加強服

務宣導工作的廣度，確實讓每一位急待求助的單親家長能適時得

到妥善的協助。

4) 推行單親父母情緒管理方案

此方案應能發揮以下二項功能:

a) 提供單親父母有效的壓力因應策略

本研究發現生活壓力較高的單親父母，其情緒適應(憂鬱、

焦慮程度)普遍不佳。雖然生活壓力與因應方式對情緒適應的互

動效應並未在本研究中獲得證實。然研究結果卻發現，一般社會

支持滿意度會影響單親父母的憂鬱程度;再者，經常使用行為因

應中的「向外尋求資源」或「善用自身資源」二種因應方式之單

親父母，可獲得較高的一般社會支持與機構社會支持。換言之，

遭受同等生活壓力的單親，由於其因應方式的差異，會獲致不同

程度的社會支持。因此，為協助單親父母因應生活壓力，本方案

將提供有效的壓力因應策略，使單親父母能獲得較佳的社會支

持，從容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壓力，獲得較佳的情緒適應。

b) 提供單親父母情緒管理相關課程

研究結果發現，有 36.8% 的單親父母有憂鬱方面的困擾 6.8%

的單親父母有焦慮方面的困擾，此為聯誼會需要密切注意的現

象。至於是否單親父母具有憂鬱、焦慮傾向的比率較之非軍親父

母嚴重，則需後序研究加以論證。然而，向日葵聯誼會仍應重視

單親父母情緒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對具有下列特徵的單親父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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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較低、年紀較輕、無法接受成為單親事實者、成為單親

年數較短、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低以及生活壓力較大者。聯誼會

可提供情緒管理相關課程，教導單親父母如何感知自己的情緒變

化、發掘導致情緒困擾的原因以及各種情緒籽解的方法，使單親

父母能遠離負面情緒的困擾，減少憂鬱、焦慮症狀的產生。

5) 協助單親父母維持與建立社會支持系統

本研究結果發現，單親父母的一般社會支持程度與其生活壓

力有負相關，即一般社會支持程度愈高，其所感受到的生活壓力

愈小。再者，一般社會支持的滿意度對其憂鬱程度有顯著影響，

一般社會支持滿意度愈高的單親父母其憂鬱程度愈低。只是一但

成為單親，許多原本存在的社會支持系統，便很容易因為社會歧

視的眼光或是單親父母過於忙碌，沒有時間與精力從事社交活動

而逐漸消弱。因此，向日葵聯誼會的社工員應提供單親父母建立

社會支持網絡的專業知識與技巧，如:溝通訓練與人際關係訓

練，以協助單親父母維繫與建立人際支持，以降低生活壓力與憂

鬱程度，獲得較佳的情緒適應。

6) 提供良好親子關係建立與子女管教技巧

研究發現，生活壓力對單親父母的憂鬱、焦慮程度有顯著影

響，即生活壓力較大之單親父母，其憂鬱、焦慮程度均比生活壓

力較小的單親父母低。另外，在單親父母所面臨的生活壓力事件

中，有關子女教養的部分，在前十項壓力事件中即佔了三個，可

見，子女管教與親子關係的建立乃是另單親父母頭痛的問題。據

此研究結果，向日葵聯誼會應經常舉辦親子關係系列講座，邀請

專家講授適當的子女管教與良好親子關係建立的技巧;並利用假

日經常舉辦親子活動，邀請親子共同參與，以培養其親子間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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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促進親子關係的和諧。對於部分無暇參加此類活動者，社工

員可利用個別會談的時間教導其正確的子女管教及良好親子關係

建立的技巧。

7) 繼續辦理相關系列講座與單親父母成長團體

本研究調查發現，向日葵聯誼會現已提供之相關系列講座

(尤其是人際關係、情緒管理與兩性溝通)與單親父母成長團體

均頗受好評，參加者均有相當高的滿意度。未來此二類服務均應

繼續辦理，並因應單親父母的需求，成立各式團體，藉由團體輔

導的力量，增強單親父母的人際支持與社會適應。

8) 設置單親父母諮詢專線

研究結果發現，已有一些聯誼會會員於活動中受益。然而，

向日葵聯誼會目前所協助對象，僅限於已經能從單親陰影中走出

來的單親父母，這些人希望藉由向日葵聯誼會的協助以獲得較佳

的生活適應。對於那些尚未能走出單親陰霾或因害怕社會烙印而

不願主動尋求協助的家庭，其實更需要政府與民間社會福利機構

的關注。為協助更多單親，向日葵聯誼會可設置單親父母諮詢專

線，為那些礙於種種因素而無法參加聯誼會活動的單親家長提供

相關諮詢服務與情緒上的支持。

9) 定期評估相關服務、方案的推行成效

向日葵聯誼會自成立至今，已為單親父母推行過許多相關服

務與方案。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有些推行已久的方案、活動，

如:重要節日聯歡晚會、談心會、電影欣賞、卡拉 OK 等，並未如

預期的獲得會員的支持與肯定。為避免資源的浪費，對於向日葵

聯誼會現已在辦的各式服務與方案，應定期進行評估研究，使服

務內容能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並有效掌握其目標達成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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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社會福利資源的運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則。

(2) 對社會工作實務的建議

1)加強預防教育宣導工作

單親家庭的成長與高離婚率有很大的關聯性，為減少單親家

庭的形成，須從學校或社會進行教育預防工作，讓未婚青年男女

建立正確的婚姻觀念，並培養和諧的兩性關係，盡可能減少離婚

事件的產生，或當離婚事件產生後，相關社會福利機構應教導離

婚者以正確的觀念面對離婚後的生活，協助其獲得較佳的適應。

2) 廣設單親家長支持機構

宜多為單親父母成立依些支持性的機構，協助單親父母白組

互助及成長團體藉由團體成員間的分享與相互支持，協助單親父

母改善其情緒適應的問題，逐漸化解生活中的危機，或透過個別

諮商，適時給予單親父母心理層面的支持，教導其適當的壓力因

應技巧，使其在面臨生活壓力時能夠採取適當的因應行為，減少

因壓力所帶來的情緒困擾 o

3) 規晝。情緒管理的相關課程

相關機構應規劃情緒管理相關課程，教導單親父母在龐大生

活壓力如何妥適的調整自己的情緒，使情緒能夠維持在平衡的狀

態，以維持身心的健康。

(3)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僅限於向日葵聯誼

會的會員，然而，對於那些尚未加入向日葵聯誼會的單調父母，

其實更有必要加以了解其未參加的原因。因此，未來研究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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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蒐集未參加聯誼會的單親父母或非單親父母，分別與參加聯

誼會的單親父母進行一比較性的研究，以了解其在生活壓力、因

應方式、社會支持與情緒適應等各方面的差異情形。

再者，與情緒適應有關的實證研究，在國內目前仍寥寥無

幾，更不用說以單親父母的情緒適應為主的研究了。然在情緒適

應這個主題逐漸受到關注，處處高談情緒管理的今天，實在應該

增加這方面的研究，以提供社會工作實務相關人員服務案主的參

考，灌輸給案主正確的情緒管理技巧，使其獲得較佳的情緒適

應。

另外，社會支持與因應方式間的關係雖非本研究所要探討的

重點，然研究結果發現一般社會支持程度、機構社會支持程度與

尋求外在資源及善用自身資源二種因應方式有顯著正相關。其可

能為社會支持程度為因，而尋求外在資源與善用自身資源為果，

亦即可能社會支持程度愈高者，愈容易傾向向外尋求資源或運用

自身資源;但是也有可能以尋求外在資源及善用自身資源為因，

而社會支持程度為果，間l尋求外在資源與善用自身資源者二種因

應方式的使用，能幫助其得到較多的社會支持。總之，社會支持

與因應方式兩者間的因果關係至今尚未釐清，而這個問題無法由

量化研究中獲得解答，未來應藉由質性研究以獲得較為深入的資

料來解釋此二者間的因果關係。

六、研究限制

在樣本方面，本研究曾計劃採隨機取樣方式，從戶政單位獲

得名單，隨機抽取一定數量之單親家長進行施測。但後來因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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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研究對象過於分散，且基於人力、物力及財力等的限制，故最

後決定僅以高雄縣政府婦幼館向日葵聯誼會的會員為本研究之研

究對象，研究結果可直接對向日葵聯誼會有所貢獻。雖因研究樣

本係採自機構，研究結果嚴格來說僅能推論至有參與向日葵聯誼

會的單親。然若將該研究結果中樣本特性分布情形與過去王孝仙

(1991)、王慧琦(1992) 、徐良熙、張英陣(1987) 、吳季芳(1993) 、

林萬億、秦文力(1992) 等五篇相關研究比較，則本研究樣本的基本

特質分佈與前五篇研究十分類似，也同樣具有變異性，故仍可稍

微概推至其他單親父母。

在研究工具方面，本研究以結構性的問卷為研究工具，在問

卷中有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對於部分單親父母可能因為不願透

露個人隱私而有不實回答，而造成測量結果上的誤差。關於這

點，研究者於問卷回收整理的過程中已謹慎檢查，儘可能將此誤

差減至最低。再者，因本研究乃以向日葵聯誼會與研究者的立場

來郵寄問卷，故研究問題中有關機構社會支持部分，單親父母填

答時可能因特殊顧慮而多傾向於正向的回答。

至於問卷郵寄過程方面，本研究採用郵寄問卷方式來收集資

料，希望單親父母可以有較為充裕的時間來填寫該問卷。由於問

卷的填答係由研究對象獨立進行，填寫問卷的情境非研究者所能

控制，故很難保證研究對象是在不被干擾的情境下填答的。再

者，郵寄問卷的另一缺點乃是當研究對象對於問卷內容有疑問

時，無人可詢問，可能因為個人理解仁的錯誤，而造成研究結果

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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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Stress, 
Cop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and Emotion 

of Adjustment of Single Parents in 
Kaohsiu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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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understanding the extent of life stress, 
cop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nd anxiety) , as well as examining the correlates 
of emotional adjustment. Data were colleded through mailed ques 
tionnaire from the 119 single parents who received services from 
the Sunf10wer Association sponsored by the Kaohsiung County 
Government.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explained 27.85% of the variance in the single parents'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nd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es were: life stress 
and satisfadion with general social support. Life stres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orrel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Further
more, independent variables explained 25.71% of the variance in 
the extent of anxiety among single parents. Life stress was the 
only significant variable that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while other 
variable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Base on these findings , this 
study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ocial work praditioners 
who work with single parent fam i1ies: ]) to help single parents 
maintain and establish social support network; 2) to pay attention 
to single parents' emotional adjustment , 3)to provide training 
courses regarding the management of emotion; 4) to help single 
parents in forming self-help groups. 

Key words: Single Parent , Emotional Adjustment, Life Stress, 
Cop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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