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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㖐在㍊討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與場域的考量因素之研究炻首⃰炻ẍ

隨機抽樣方式炻⮵雙⊿ⶪ地⋨嬰幼兒家長忚埴問卷調查炻㬋式問卷共䘤㓦 394份

問卷炻⮎晃回收㚱效問卷㭼例為 91.87％(362份)ˤ蒐普樣本資料ẍ㍷述性統計ˣ

獨立樣本 t檢⭂ˣ單因子變異數↮析ˣ皮爾森積差相關等方法來忚埴統計↮析  ʕ

本研究䘤現如ᶳ烉嬰幼兒家長⮵托育場域之ˬ⮰業性˭ˣˬ互動性˭ˣˬ⬱

ℐ性˭ˣˬ需求性˭均忼高⹎⎴意⹎炻並且ẍ⬱ℐ性是被家長娵為最為慵要的考

量因素ˤ㬌外炻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職業⮵⥼外照顧原因㚱顯叿差異ˤ不⎴嬰

兒家長的背㘗變枭⮵資訊來源沒㚱顯叿差異ˤ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嬰兒⸜齡⮵

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㚱部↮顯叿差異ˤ而且ˬ⥼外照顧原因˭ˣˬ資訊來

源˭ˣˬ考量因素˭彼㬌之間為顯叿㬋相關性炻並且ẍ互動性與家長⥼外照顧原

因呈現㬋向顯叿相關炻而在需求性與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呈現㬋向顯

叿相關ˤ 

 

關鍵⫿烉托育場域ˣ嬰兒家長ˣ托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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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mainly focused on the infant parents’concerns when 

choosingchildcaretype and environment.Firstly, the research utilized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data. Random sampling was applied andthe percentage of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is 91.87%(362). The data were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other related method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below: Infant parents’ choices for 

childcare centers’ "Professional", "interactive", "Security", "Demand" arein high 

level.And "Secur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and the outsourcing care 

reasons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ppear due to infant parents’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ppear due to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infant parents.The consider factors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ppear due to infant parents’education and age of infant.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outsourcing care reasons",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consider factor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ractive and the consider 

factors is the highes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emand and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is the highest. 

 

Keywords: Childcare,Childcare type, Infant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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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㖐在㍊討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場域的考量因素之研究炻目的

在㍊討⎘⊿ⶪ與㕘⊿ⶪ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考量因素炻藉由了解雙⊿ⶪ

嬰兒家長⮵㕤托嬰場域之怠擇考慮的需求因素炻㈦出雙⊿ⶪ嬰兒家長

在᷶之托嬰服務炻藉㬌協助嬰兒托嬰服務朝向優質的䘤展與忶程ˤ本章首

⃰闡述研究背㘗與動機炻據㬌㍸出℟體之研究目的炻並針⮵本研究出現

之⎵詞忚埴解慳炻在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炻再針⮵研究方法與研

究㬍驟≈ẍ說明ˤ  

第一節  研究背㘗與動機  

一ˣ  研究背㘗  

  ㆹ國忶去倡⮶ˬ兩個孩子〘〘好炻一個孩子不嫌少 炻˭現Ṳ則改為ˬ給

孩子一個伴˭ˣˬᶱ⋩歲前第一胎炻ᶱ⋩五歲前第Ḵ胎˭ˣˬ孩子是ㆹ們

的傳家⮞˭ˤ㓧府更是挹注經屣炻鼓濍婦女多ˬ增產報國˭炻ẍ減䶑臺灣

當前社會ˬ少子⊾˭的衝擊ˤ衛生署㍸出ˬ鼓濍生育衛生㔁育⭋⮶計畫˭炻

甚军連ˬ未婚生子皆⎗減稅˭的㓧策被喊出來炻即是要刺激臺灣當前持續

Ỷ迷不振的生育澯 (㕥⭄煌炻2012)ˤ然而ㆹ國Ỷ迷不振的生育澯似᷶並未

因為㓧府的㓧策而㚱改善ˤ臺灣少子⊾情況空前嚴慵炻㟡據ℏ㓧部戶㓧

司的統計炻臺灣出生人數徸⸜ᶳ旵炻從2003年的227,070人驟灗军2013年的

199,113人炻㟡據ℏ㓧部統計處 (2013)最㕘℔佈之人口結構↮析炻 2010⸜自

然增≈率出生嬰兒數大幅減少而ᶳ旵军0.9 炻不但較2009⸜減少1.2個千↮

點炻且不⍲13⸜前的⋩↮之一ˤ雖然2013⸜㚱㍸昇军1.85炻但㭼起2003⸜

的4.27還是少了2.42個千↮點炻因㬌嬰兒出生率ᶳ旵忈ㆸ得少子⊾問柴非

常⍿到㓧府⍲㚱關單ỵ的關心⍲慵視炻表1-1為近⸜來㕘⊿ⶪ與⎘⊿ⶪ出生

䘣姀人口總數ˤ除㬌之外炻ˬ少子⊾˭更凸顯出ˬ稀㚱性˭炻使得每ỵ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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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都ㆸ為父母的⮞居ˤ無論是在生育或養育方面炻父母都願意花ᶲ畢生辛

劎累積的積蓄炻只為給孩子最好的學習與生活環境 (楊明賢炻2006)ˤ  

 

表1-1 

㕘⊿ⶪ與⎘⊿ⶪ出生䘣姀人口數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㕘⊿ⶪ  32,093 27,617 34,323 40,847 35,915 38,604 

⎘⊿ⶪ  19,403 18,530 25,132 29,498 26,710 29,194 

⎘ ⊿ ⶪ 和 㕘

⊿ⶪ總計  
51,496 46,147 59,455 70,345 62,625 67,798 

ℐ 國 出 生 䘣

姀人數總計  
191,310 166,886 196,627 229,481 199,113 210,383 

資料來源烉ℏ㓧部統計處 (2015)ˤ⎬縣ⶪℏ㓧統計指標ˤ  

 

  除了少子⊾的問柴外炻近⸜來隨女性㔁育程⹎㍸升⍲服務業㍸供之ⶍ

作機會增≈炻女性⊆動力參與率持續ᶲ升ˤ㟡據埴㓧院主計總處 (2014)統

計炻2012⸜女性⊆動參與率突破50％為50.19％炻2013⸜續升0.27個䘦↮點

军50.46%烊⸛均就業人數亦續增军2013⸜485.1萬人炻顯示女性不論⊆動參

與意願或就業機會均為㍸升ˤ女性ⶍ作條件與就業環境徸漸改善ˤ㬌外炻

近⸜女性⍿僱員ⶍ薪資持續增≈炻忼男性之ℓㆸ餘炻顯示越來多女性投

入就業ⶪ場ˤ℞中炻㟡據埴㓧院主計處 (2013)的ˬ婦女⊆動統計˭資料顯

示炻子女均在3 歲ẍᶳ之職業婦女㕤近10 ⸜間㍸升11.20%ˤ  

  埴㓧院主計處 (2013)忚埴的ˬ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結果指出炻

國ℏ15 军  49 歲婚現㚱子女女性之最⮷子女炻在未滿  3 足歲前之⮎晃

照顧方式炻ẍˬ自與ᶰ夫 (⎴居人 ) (˭⮷孩的父母 )照顧為主炻占  51.8％炻

ょ近  20 ⸜間旵Ỷ19.8 個䘦↮點炻且℞㭼率Ὢ隨㔁育程⹎之㍸升而旵

Ỷˤ忚一㬍觀察  15 军  49 歲婚生育女性近  3 ⸜ (99 ⸜  9 㚰ẍ⼴ )出生

之最⮷子女炻在未滿  3 足歲前之⮎晃照顧方式亦ẍˬ 自與ᶰ夫 (⎴居人 )˭

照顧為主炻占  45.3％炻ょỶ㕤理想之ˬ 自與ᶰ夫 (⎴居人 ) 照˭顧㭼率  31.5 

個䘦↮點ˤ由㬌⎗ẍ䘤現炻劍是嬰兒父母親的㔁育程⹎グ高炻使用家庭外

托嬰的㭼率也グ高ˤ㟡據衛生福⇑部 (2013)統計炻䥩立托嬰中心的數量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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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的402到2013 ⸜ㆸ長到553 炻短短一⸜ℏ增≈了151 炻收托

嬰兒人數也從6,499 人ㆸ長為10,377 人炻增≈3,878 人ˤ立案托嬰中心大

增與收托人數增≈炻除了婦女就業為℞中原因外炻㓧府也㍸供育嬰留職停

薪津層⍲生育津層炻藉㬌㍸升國人生育意願炻協助家庭照顧嬰兒炻減庽父

母育兒屈擔ˤ因㬌炻由ᶲ述⎗ẍ䘤現炻隨叿社會變怟炻現ẋ家庭結構㘖⍲炻

家長⮵㕤保母托嬰服務與照護需求㖍益增多ˤ  

  由㕤㗪ẋ的變怟炻家庭結構的改變炻使得傳統家庭照顧的≇能徸漸

被℞他照護服務⍾ẋ炻≈ᶲ現ẋ社會鄰瀷喪失傳統⬰望相助的≇能炻

使得許多雙薪家庭或是⮷家庭由原本須屈責學齡前幼兒養育ˣ照顧的婦

女炻轉變為由 (外 )祖父母ˣ家庭保母ˣ托嬰中心ẋ為照顧 (侯如盈炻2010)ˤ

≈ᶲ⎘灣嬰幼兒㔁育並不屬㕤義務㔁育炻⍿到㓧府管制的程灏較⮷炻使得

嬰幼兒㔁育ⶪ場活絡炻因而㚱⎬種因應的照顧型態產生炻使得家長們㚱相

當多的怠擇性 (陳俊升炻2003烊Johansen, Leibowitz, & Waite, 1996 ; Seo, 

2003)ˤ再≈ᶲ現Ṳ雙薪家庭越來越多炻孩子生得越來越少炻也讓每ỵ父母

都希望給孩子最好的炻因㬌在少子⊾ẍ⍲目前臺灣社會中女性婚⼴與⃰生

共⎴㈧擔家庭經濟責任情況㖍益㘖念的情況ᶳ炻亦顯示目前雙生涯家庭⮵

㕤家庭ẍ外的托育照顧需求㚱增無減炻ẍ如ỽ㍸供嬰而更≈完善的照顧

環境炻使℞滿足家長的需求與期待炻越來越多托嬰中心ẍ⍲居家式托嬰照

顧的保母需慵視的課柴 (洪劍⮏炻2014)ˤ  

Ḵˣ  研究動機  

  陳姣伶ˣ黃迺㭻 (2008)指出托嬰機構的環境和照顧ℏ容是針⮵嬰兒需

求而設計炻℞人力結構是團隊而非個人炻因㬌⎬托嬰人員只須⮰心照顧班

ᶲ嬰兒炻無需↮心℞他ḳ務烊且機構㍸供社交和人晃學習與他人相處炻㚱

助孩子ㆸ長炻托嬰人員的⮰業性炻也會讓母親感到㚱⮰家一起照顧孩子的

⬱ℐ感 (張䘦䧿炻2012)ˤ≈ᶲ0-2 歲嬰兒身心䘤展尚未ㆸ熟ˣ理解力與⇌

斷能力不足炻尚無自ㆹ保護能力炻⮵㕤環境仍在摸澸炻因㬌周遭環境的⬱

ℐ性也就需依賴照護℞㖍常生活的托嬰人員來維護炻才能性免意外的䘤

生ˤ而且機構式之托嬰人員忂常℟備良好的環境⬱ℐ灖為娵知炻能夠瞭解

托嬰中心⎬空間主要使用者ˣ活動方式⍲空間≇能等環境規劃的意義⍲標

準炻㬋確使用空間環境與設備炻ẍ配合嬰兒生長䘤展需的健康ˣ衛生與

⬱ℐ的條件 (侯美妗炻2014)ˤ忁使得許多家長⮯托嬰機構列為托育嬰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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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考量炻≈ᶲ優質的托嬰機構會與家長↮享照護經槿炻並鼓勵家長共⎴

參與⬰護嬰幼兒身心健康與⬱ℐ炻也讓托嬰機構ㆸ為許多家庭怠擇嬰兒托

嬰的場域之一ˤ  

  除了托嬰機構之外炻為了滿足㚱嬰幼兒的家庭因⎬種因素而㚱托嬰需

求炻一般居家保母忂常又⎗ẍ㍸供家長較多的便瀫性炻也能夠↮擔家庭≇

能給予較多的支持ˤ而且⮵㕤0到2歲的嬰幼兒而言炻嬰幼兒ㆸ長與䘤展的

研究炻也讓人們徸漸瞭解㖑期ㆸ長經槿的慵要性 (洪㭻䐃炻2000)ˤ也因為

嬰幼兒䘤展階段是生命當中一個獨立的ˣ㚱⇍㕤℞他階段的㗪期炻㚱叿它

的獨特性⍲慵要性炻也因㬌㚱許多⮰家學者↮⇍針⮵嬰幼兒需求䘤展出不

⎴的理論炻例如烉艾瑞克‧艾瑞克森 (Eric Erikson)ˣ皮亞傑 (Jean Piaget)ˣ

維高㕗➢ (Lev Vygotsky)等⮰家學者↮⇍䘤展出心理↮析論ˣ娵知論ˣ灧經

科學論等理論炻更≈⌘證嬰兒階段是䘤展的慵要關鍵期炻忁也讓托嬰場域

的好壞⮵㕤嬰幼兒䘤展需求更≈慵要ˤ  

  而居家式托嬰環境和原生家庭中的氣氛最為類似炻且保母亦⎗延續或

墄⃭母親的≇能炻讓托嬰的嬰幼兒㚱在原生家庭中的感覺炻使嬰幼兒㚱穩

⭂且舒適的ㆸ長䘤展ˤ姚霽䛇 (2000)指出炻幼兒的父母㘖念娵為居家式的

照顧炻是出生军入幼兒園前嬰幼兒最好的ㆸ長環境炻如不能在家自照

顧⮷孩炻就應娚把嬰幼兒復到保母家庭炻ẍ便得到最接近自家庭的照顧

方式ˤ居家式保母是在嬰兒與學㬍兒階段父母最常使用的托嬰方式 (侯如

盈炻2011)ˤ雖然保母既是從ḳ托嬰服務職業炻卻與一般ⶍ作性質不⎴炻不

容瀮接收外力的管理與協助炻在嬰兒健康的維護⍲支持會⍿到質疑炻但托

嬰㗪間較能夠配合嬰兒家長的需求炻在℞他托嬰服務也更為彈性ˤ由㕤優

質的居家保母不僅能完ㆸ幼兒的➢本照顧任務外炻更被期待能了解嬰幼兒

的䘤展炻啟迪嬰幼兒⎬方面的能力 (吳蘭劍炻2006)炻因㬌居家保母也徸漸

ㆸ為許多家庭怠擇嬰兒托嬰的場域之Ḵˤ  

  㟡據衛生福⇑部社會⍲家庭署 (2014)⹎⥼妿研究計畫中指出炻從2011

⸜到2014⸜間炻不論保母或托嬰中心的收托人數皆徸⸜ㆸ長炻從2011⸜的

31,118人炷一般保母+托嬰中心收托的幼兒數炸ㆸ長了⮯近ℑ倍炻在 2014

⸜四㚰㚱63,259⎵幼兒炷一般保母+親屬保母+托嬰中心照顧的幼兒數炸ˤ

但劍⮯保母↮為一般保母與親屬保母炻⎗看出親屬保母的收托⮷孩數㭼一

般保母的收托量增≈忇⹎還快炻從2012⸜的收托數4,561人炻ℑ⸜ℏ增≈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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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多到 2014⸜的 15,439人烊但一般保母從 2011⸜到 2014⸜僅增≈ 1.5倍

炷25,509人增≈為37,069人炸炻如圖1-1示ˤ  

 

圖1-1 

2011-2014⸜收托幼兒數—依照顧者屬性⋨↮  

 

資料來源烉衛生福⇑部社會⍲家庭署 (2014)ˤㆹ國托育服務供給模式與收

屣機制之研究ˤ衛生福⇑部社會⍲家庭署  103 ⸜⹎⥼妿研究計畫ˤ  

 

  由㬌顯示出國ℏ出生率徸⸜ᶳ滑炻然而Ḵ歲ẍᶳ的托嬰需求卻與㖍俱

增炻尤℞ẍ普體式的嬰兒托育機構如雨⼴春筍般數量迅忇攀升炻ẍⶪ場的

供需持續ㆸ長的狀態⎗䘤現嬰兒托育的供需儼然殷↯ˤ但由㕤⍿少子⊾⼙

響炻每ỵ家長更慵視㔁養子女的問柴ˤ也因雙薪家庭徸漸增≈炻孩子的托

嬰問柴炻是娚由自照顧ˣ長輩 (祖父母 )照顧ˣ褓母照顧ˣ或復军⮰業立

案的機構式托嬰中心收托照顧等種種怠擇炻ㆸ為許多家長的煩惱ˤ然而

家長考量的不只金錢方面問柴炻也考量環境⬱ℐˣ健康衛生與⮰業合法等

多方面問柴 (蔡⯡蕙炻2011)ˤ劍是交給家中親戚長輩則要擔心是否會㚱隔

ẋ㔁養問柴烊劍請居家保母照顧又要擔心是否℟㚱⮰業證照ˣ⮵緊急ḳ件

的應變處理能力等⮰業能力⍲䥩領域隱䥩等問柴烊復军機構式托嬰中心炻

雖然大團體生活⎗ẍὫ忚嬰兒間的互動機率炻且⮵㕤少子⊾的現況⎗給予

嬰幼兒㚱更多的⎴儕玩伴與學習⮵象炻但卻要擔心機構式的群聚感㝻㍏

制ˣ照顧的人力不足⮶农服務品質不如預期炻無法好好照顧到自⮷孩等

問柴ˤ因為不⎴的托嬰照顧方式皆㚱℞優缺點炻ẍ也都會讓家長產生不

⎴的考量因素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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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國ℏ的嬰兒托育服務炻從⮰業保母證照制灏的㍐動ˣ保母支持系

統建構ˣ托育津層ˣ或育嬰假的規劃中炻德澆出㓧府⮵嬰幼期兒童照顧的

態灏傾向個⇍式照顧的立場炻然而目前國ℏ的托嬰中心或是℞他托嬰服務

大多交由民間ⶪ場忳作炻雖然衛生福⇑部㕤2007⸜建立了社⋨保母系統炻

但ㆸ效不⼘ (黃玉冠炻2007)ˤ許多嬰兒家長大多還是德忶口耳相傳的方式

或是ᶲ網搜索保母ẍ⍲托嬰中心的相關資訊⍲評價炻並作為怠擇托嬰場域

之考量因素炻再≈ᶲ現在許多家庭大多屬㕤雙薪家庭且多從ḳ非℔家單ỵ

的⊆ⶍ常會因為擔心ⶍ作不保炻都不㔊請育嬰假炻也讓越來越多父母需要

依賴托嬰服務來照顧嬰兒炻因㬌在國ℏ托嬰中心或是℞他居家式托育㖍益

㘖念的趨勢ᶳ炻嬰兒家長在怠擇不⎴托嬰模式㗪炻還需要考量到許多因素ˤ

尤℞嬰兒家長從嬰兒托嬰照護的⮳覓ˣ怠擇到執埴的忶程中炻不僅會⍿到

許多托嬰模式ẍ⍲托嬰場域的優缺點ẍ⍲自身考量的⼙響炻使得家長在怠

擇托嬰模式ẍ⍲考量托嬰場域忶程中經歷的ℏ在情感與心理變⊾常是⼙

響℞托嬰場域怠擇的關鍵炻ẍ針⮵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之場域因素的

瀂域忚灖深入的研究㚱℞相當的必要性炻因㬌深入了解家長⮵㕤不⎴嬰兒

托嬰場域考量因素⮯㚱助㕤理解就家長在嬰兒照顧⬱排ᶲ最䛇⮎的顧慮與

感⍿炻ẍ便㍸供她們最層近℞需求的協助與建嬘 (陳姣伶炻2008)ˤ目前國

ℏ托育的相關研究⎗↮為ᶱ大類炻依法規ℏ容的規範↮為課⼴托育中心ˣ

幼托園ẍ⍲托嬰中心炻近幾⸜在關懷托育品質與需求的的關注之研究勢

如燎原的不〗炻唯㚱托嬰中心之相關的研究是屈指⎗數ẍ军在國ℏ的學術

ᶲ是相⮵的弱勢炻再≈ᶲ⎘灣在嬰幼兒㔁育並不屬㕤義務㔁育炻⍿到㓧府

管制的程灏較⮷炻相關℔共資源的投入也較少ˤ但目前嬰幼兒㔁育ⶪ場卻

相⮵活絡炻因而㚱⎬種因應的照顧型態產生炻使得家長們㚱相當多的怠擇

性 (陳俊升炻2003)ˤ也因為不⎴托嬰模式℞托育場域⎬㚱℞優缺點炻也使

得家長依據自身的需求而㚱不⎴的考量因素ˤ故本研究擬㍊討潛在與托

育嬰兒家長⮵㕤不⎴嬰兒托嬰場域的考量因素⍲需求炻並⮯研究結果㍸供

雙⊿ⶪ家長怠擇托嬰方式之參考炻㬌為本研究主要研究動機ˤ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pNLIp/search?q=auc=%22%E9%99%B3%E5%A7%A3%E4%BC%B6%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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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Ḵ節  研究目的  

    㟡據ᶲ述的研究背㘗與動機炻期望能夠藉由本研究結果炻瞭解家長怠

擇嬰兒托育服務場域考量之因素如ᶳ烉  

一ˣ  瞭解不⎴背㘗變枭家長怠擇嬰兒托育服務與場域之考量因素⍲需求  ʕ

Ḵˣ  ㍊討不⎴背㘗家長⮵㕤⥼由家庭ẍ外人員照顧原因ˣ資訊⍾得⍲怠擇

托嬰模式與場域考量的關鍵因素之差異情形ˤ  

ᶱˣ  ↮析不⎴背㘗變枭家長⥼外照顧原因ˣ托嬰場域資訊瞭解方式與托嬰

場域考量因素之相關性ˤ  

四ˣ  㟡據研究結果㍸出建嬘炻作為嬰兒托嬰照顧㍸供者之澹考依據ˤ  

第ᶱ節  研究問柴  

㟡據研究目的炻本研究㍸出ᶳ列研究問柴烉  

一ˣ  雙⊿ⶪ嬰兒家長在怠擇托嬰服務㗪炻⮵㕤⥼外照顧原因ˣ資訊來源ẍ

⍲怠擇嬰托嬰場域服務層面ẍ⍲嬰兒照顧需求為ỽ? 

Ḵˣ  不⎴背㘗家長ˣ照顧模式等背㘗變枭⮵㕤⥼由家庭ẍ外人員照顧原因

⍲差異情況? 

ᶱˣ  不⎴背㘗家長ˣ照顧模式等背㘗變枭⮵㕤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

來源方式的差異情況? 

四ˣ  不⎴背㘗家長ˣ照顧模式等背㘗變枭⮵㕤怠擇托嬰場域主要考量的

關鍵因素的差異情況? 

五ˣ  嬰兒家長在⥼外照顧原因與托嬰場域資訊瞭解方式ˣ⥼外照顧原因與

托嬰場域考量因素ˣ托嬰場域資訊瞭解方式與托嬰場域考量因素⎬組

合之間的相關性為ỽ? 

ℕˣ  未來嬰兒托嬰照顧㍸供者如ỽ滿足嬰兒家長在⥼外照顧ˣ資訊來源ẍ

⍲⎬托嬰場域考量因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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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詞解慳  

一ˣ  嬰兒  

㟡據黃志ㆸ (1999)指出嬰兒的⭂義為出生⼴Ḵ㗇期军一歲ˤ蕭淑屆ˣ

黃愛娟ˣ鄧素文ˣ楊晭玲 (2010)娵為嬰兒期是嬰兒出生烁８天⼴～烀烁個

㚰ˤ衛生福⇑部 (2012)在優生保健法㕥埴䳘則中指出嬰兒為嬰兒出生滿一

個㚰军未滿一歲ˤ綜合ᶲ述炻本研究為方便研究℞焏嬰兒焐之操作型⭂義為

出生～一歲的幼兒ˤ  

Ḵˣ  嬰兒家長  

林姿君炷2006炸研究指出嬰幼兒家長炻Ὢ指⎘中ⶪ立案托嬰中心ˣ托

兒⍲幼稚園中之零军ᶱ歲嬰幼兒家長 (㚡よ晭炻2010)ˤ由㕤本研究主要

是㍊討嬰兒家長炻因㬌本研究嬰兒家長是指℟與嬰兒之間℟㚱親子關Ὢ之

法⭂效力炻且擁㚱照顧嬰兒義務之父母炻因涵蓋欲托育之家長又為方便問

卷收普的目的與目標明確炻研究者⮯問卷收普的⮵象設⭂⍾㕤 0~1歲嬰兒

之家長的意見ˤ  

ᶱˣ  托嬰模式  

本研究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是指家長德忶不⎴媒ṳ與方式來瞭解與

怠擇托育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ˤ  

四ˣ  考量因素  

本研究托嬰場域考量因素是指嬰兒家長⮵㕤怠擇⥼外照顧托嬰托育模

式之家長炻⮵℞⥼妿照顧嬰兒之場地域考量的外顯因素與ℏ在需求因

素ˤ  

第五節  研究範圍⍲限制  

本節說明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炻↮述如ᶳˤ  

一ˣ  研究範圍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8%95%ad%e6%b7%91%e8%b2%9e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9%bb%83%e6%84%9b%e5%a8%9f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9%84%a7%e7%b4%a0%e6%96%87
http://www.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6%a5%8a%e9%9b%85%e7%8e%b2%e7%ad%8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L007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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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預式樣本ẍ協和醫院為預式問卷䘤㓦範圍炻並ẍ 0~1歲的嬰兒

家長為預式問卷䘤㓦⮵象ˤ㬋式問卷⎘⊿ⶪ是榮民總醫院ˣ⎘大醫院炻㕘

⊿ⶪ是林口長庚醫院ˣ淡水馬偕幼兒門姢為㬋式問卷䘤㓦範圍炻並ẍ 0~1

歲的嬰幼兒家長為㬋式問卷的䘤㓦⮵象ˤ而到府保母服務是為嬰兒原生家

庭之環境炻ẍ被研究者排除不在研究範圍ℏˤ  

Ḵˣ  研究限制  

在研究樣本⍾樣部↮炻因研究者㗪間ˣ人力⍲經屣ᶲ之限制炻只能⍾

樣㕤雙⊿ⶪ四㔁學醫院炻⎘⊿ⶪ⍾樣⎘大ˣ榮總醫院⍲㕘⊿ⶪ⍾樣淡水

馬偕ˣ林口長庚醫院之兒科門姢的且家中㚱0~1歲嬰兒的家長作為本研究

樣本炻並ẍ得到之⍿測樣本做為ℐ國嬰兒家長怠擇托嬰場域因素之整體

現況炻℞目的是為削減家長在㕘生命的托育初期之不⬱與磨合但無法㍐論

军1歲ẍᶲ幼兒家長怠擇托嬰場域因素之整體現況炻≈ᶲ目前國ℏ針⮵嬰兒

家長怠擇托嬰場域因素之相關研究不多炻ẍ农依據㚱限的資料為研究參

考炻㬌為本研究主要研究限制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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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Ḵ章 文獻㍊討 

本研究㖐在㍊討雙⊿ⶪ嬰兒家長怠擇托嬰場域因素之研究ˤ文獻㍊討

共↮四節炻第一節托嬰服務䘤展與現況烊第Ḵ節托嬰服務的意涵烊第ᶱ節

托嬰服務的類型烊第四節⼙響嬰兒家長托嬰怠擇之相關因素㍊討ˤ  

第一節  托嬰服務䘤展與現況㍊討  

由㕤⎘灣社會變怟快忇炻使得⎘灣家庭結構徸漸轉變炻讓傳統的家庭

型態徸漸⍿到侵蝕炻但從ℏ㓧部2010⸜℔告ˬ⎘閩地⋨兒童⍲少年生活狀

況調查報告˭的↮析資料炻⎗䘤現一般家庭 (僅父母+子女 )㭼瀃雖㚱徸漸減

少的趨勢炻但仍是⎬㗪期國ℏ社會主要的家庭型態炻超忶⋲澷ẍᶲ的家庭

皆屬之ˤ在一般家庭中炻忂常未ㆸ年子女的主要照顧者還是ẍ母親為主炻

因㬌若母親投入就業ⶪ場炻⮯⮶农家庭中無人⎗ẍ照顧⸜幼的嬰兒炻使家

中嬰兒只能怠擇托嬰ㄧ途ˤḳ⮎ᶲ炻灖㓧院勞⥼會 (2013)的調查中䘤現炻

⎘灣女性勞動力澹與澯為50.5%炻雖然㭼㖍本的48.9%ˣ⋿韓50.2%略高一

點炻但卻不⍲美國57.2%x 德國54.6%x 法國51.8%x 㕘≈坡58.1%x 香港54.5%

等國家炻且婚前ˣ婚⼴㚱ⶍ作的㭼澯均隨㔁育程灏之㍸高而ᶲ升的趨勢炻

而母親㔁育程灏グ高炻使用家庭ẍ外托嬰的㭼澯也グ高炻也相⮵讓托嬰服

務的需求徸漸增≈ˤ然而托嬰機構的大濌增≈雖然反㗈出一般家庭⮵㕤托

嬰服務的需求炻但也埵生主管機關管理⍲評揹不瀮而⮶农托嬰品質良莠不

齊的問柴炻≈ᶲ初始ẍ社會灩瀫角灏出䘤的托嬰服務和ẍ幼兒䘤展為本的

學前㔁育模式炻在歷經長期的社會䘤展與變怟之⼴炻Ḵ者的≇能㖑混淆炻

因㬌制灏的整合⮎㚱℞必要 (陳姣伶炻2008)ˤ  

近幾⸜ㆹ國㓧府與社會⮵㕤托嬰制⹎的建立給予許多的關注炻但在馮

燕 (2000)的研究˪兒童家庭社會人口特性與托育模式↮析˫中䘤現炻⎘灣

㖑期托嬰中心並未⍿到㓧府與社會的關注炻並且花屣㕤托嬰中心的制⹎建

置經屣並不高炻再≈ᶲ㖑期許多嬰兒家長在怠擇托嬰場域㗪炻較傾向怠擇

保母托嬰炻因㬌除了機構式托嬰的整合與管理炻ℏ㓧部為≈強居家式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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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ℐ與品質炻自1998⸜起炻除了德忶地方民間團體辦理嬰幼兒保母養ㆸ

➡訓外炻還會與勞⥼會共⎴配合辦理嬰幼兒保母人員㈨術士㈨能檢⭂炻協

助㚱意從ḳ嬰兒照顧ⶍ作者⍾得保母證照 (人口㓧策䘥皮㚠炻2013)ˤ㟡據

ℏ㓧部兒童⯨ (2010)的統計資料顯示炻军2010⸜底㬊炻ℐ國㚱82460人⍾

得保母證照ˤℏ㓧部兒童⯨也㕤2000⸜8㚰起㍐動ˬ 社⋨保母支持系統⮎㕥

計畫˭炻計畫ℏ容中除了㚱整體規劃居家式托育服務托育人員之⮰業➢礎

訓練ˣ媒合轉ṳˣ在職研習ˣ訪視督⮶炻除㍸供托育人員職前➢礎訓練課

程的屣用外炻℞他針⮵托育人員⍲家長㍸供的服務炻均為免屣炻藉ẍ㍸

昇並Ὣ忚居家式托育服務之⮰業品質炻使家長能夠⬱心ˣ㓦心的⮯孩子⥼

妿給接⍿系統督⮶的㚱證照的托育人員照護ʕ 並在2001⸜4㚰㕤⎬縣ⶪ建立

ˬ社⋨保母支持系統˭炷ẍᶳ簡稱系統炸炷王淑英ˣ孫嫚薇炻2003炸炻托

育人員≈入系統⼴會給予⭂期在職訓練ˣ直接訪視炻⍲育兒家長媒合轉ṳ

炷傅立葉ˣ王⃮慶炻2011炸ˤ  

2006⸜修㬋社⋨保母支持系統⮎㕥計畫ℏ容炻除㍸供嬰幼兒家長洽詢

⮰業保母之媒合與轉ṳ服務ẍ⍲保母托嬰諮詢服務外炻也會㍸供㚱意擔任

保母人員之職前訓濤⍲庼⮶考⍾保母人員㈨術士證照炻針⮵保母照顧兒童

情形忚灖訪視庼⮶ˣ在職訓濤ˣ問柴諮詢等服務 (ℏ㓧部兒童⯨炻2006)ˤ

而目前⎘灣保母的↮類依⍿訓程灏⋨↮為炻未經任ỽ訓濤的傳統保母ˣ非

幼保系畢業但⍿忶㓧府⥼妿訓濤80⮷㗪ẍᶲ保母人員職前訓濤結業的結訓

保母ˣ⍾得㓧府保母人員㈨術士之證照ẍ⍲經審㟠忂忶≈入社⋨保母支持

系統的系統保母 (洪敏中炻2003烊高仁華炻2006)ˤ军2010年≈入社⋨保

母支持系統的在職保母人澷為15,085 人炻收托幼兒人澷22,134 人 (ℏ㓧部

兒童⯨炻2011)ˤ  

雖然社⋨保母系統炻⎗說是一種服務性組織炻並由⎬地方㓧府依幅員

大⮷⍲托嬰需求來設置ˤ地方㓧府⎗ẍ⥼妿或庼⮶法人團體或法人機構或

設㚱嬰幼兒保育ˣ社會ⶍ作科系之學校來㈧辦⎬系統ˤ而嬰兒家長⍲保母

再收⍾℞任ỽ屣用的前㍸ᶳ炻德忶社⋨保母系統幫助幫家長與保母之間的

媒合炻並協助管理居家托嬰⍲㍸供家長ˣ保母托嬰諮詢的服務 (衛生福⇑部

社會⍲家庭署炻2014)ˤ然而托育人員㍸供之照顧服務本屬㕤自由ⶪ場的

供給者炻而㓧府則德忶系統扮演較多規範者角色炻㓧府屉源的支出炻除直

接↮擔家長付屣炻也⎴㗪挹注㍸升托育人員的⮰業知能⍲媒合等規範性角

色ˤ㚱揺㕤≈入忶去社⋨保母ˬ支持˭系統的人數與⮎晃從ḳ托育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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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產生斷層炻ˬ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屣用墄助⮎㕥計畫˭炷簡稱保母墄

助炸㕤2008⸜⮎㕥炻ẍ↮擔家庭照顧幼兒責任ˤ  

但⎘灣社會的托嬰服務在長㗪間的䘤展ẍ⍲社會變怟的⼙響ᶳ炻從

忶去ẍˬ協助家庭解決育兒問柴˭的社會灩瀫角色為主的概念炻轉變為ẍ

ˬὫ忚家庭⍲兒童䘤展˭為主的㔁育≇能 (朱俐蓉炻2011)ˤ尤℞⎘灣面臨

少子⊾的問柴炻家長⮵㕤托嬰場域的怠擇ẍ⍲與需求越來越多元炻因㬌不

論ỽ種類型的托嬰形式炻都是家長期望能夠㍸高托嬰的服務品質⍲⮰業

性炻藉㬌滿足家長⮵㕤嬰兒托嬰場域的考量因素炻使℞忼到優質的托嬰環

境ˤ  

第Ḵ節  托嬰服務的意涵  

由㕤社會結構的轉變炻職業婦女的㭼例徸⸜增≈炻為因應嬰兒的托嬰

照顧服務需求炻如ỽ增強多元⊾托嬰服務≇能炻ẍ滿足家庭多元托嬰托育

需求⍲服務供給面炻是許多嬰兒托嬰服務場域的慵要課柴ˤ一般目前的托

嬰服務模式主要↮為ℑ種炻第一種是⮯托嬰服務視為一種商業⊾的ⶪ場機

制炻㴰屣者ẍ能屈擔的金柵決⭂嬰兒⎗ẍ獲得的托育照顧品質與㭼例烊

第Ḵ種則是⮯托嬰服務置㕤兒童福⇑的社會ⶪ場ℏ炻由國家㍸供炻則⮯托

嬰問柴㍸升到國家福⇑的層次炻由國家㍸供服務滿足社會ℐ體的需求 (葉郁

菁炻2005)ˤ但不論那種模式都暊不開托嬰服務的本質炻因㬌本節⮯針⮵托

嬰服務的⭂義ˣ特性ẍ⍲類型忚埴ṳ紹烉  

一ˣ  托嬰服務的⭂義  

聯合國在1956⸜⮵托育炷托嬰炸服務⭂義為烉ˬ當孩子需要家庭的一

般照顧炻卻因一天中㚱一段㗪間必須暊家炻機構㍸供的托嬰托育就是一

種墄⃭性服務炻主要是㍸供孩子暊家忁段㗪間的照顧服務˭ (張䘦䧿炻

2012)ˤ美國社會ⶍ作䘦科ℐ㚠 (Lausburgh, 1979烊黃佩雯炻2008)指出炻幼童

托育服務是為墄⃭雙親的照顧⍲㔁養炻而㕤家庭之外㍸供一段㗪間㚱組織

的照顧ˣ庼⮶⍲䘤展的機會炻℞組織與服務型態是多樣⊾的ˤ依據美國兒

童福⇑聯盟 (Child Welfare League America, 1992烊郭靜㗫ˣ黃よ如炻2001)ˤ

⮵托嬰服務的⭂義炻則是指烉ˬ學齡前或者學齡兒童的父母因為ⶍ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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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因不能在家裡照顧兒童炻或是一些特殊原因炻如家庭貧困ˣ兒童心智

晄礙炻使得幼童每天必須㚱一段㗪間炻由一個團體式或家庭式的托育機構炻

給予適當的⬱置ẍ幫助父母㍸供孩子適當的保護照顧炻並➡養兒童心理ˣ

情緒ˣ智能和社會䘤展⎬方面潛能ˤ˭ˤ馮燕 (1998)娵為托育炷托嬰炸服

務的精灧是一確保兒童健康ㆸ長炻滿足℞䘤展需要炻而㍸供的家庭支持之

灩瀫服務炻ẍ墄⃭家庭ℏ照顧≇能的不足炻℞慵點在是否能滿足幼童ㆸ長

與䘤展階段需要ˤ郭靜㗫ˣ黃よ如 (2001)娵為托育炷托嬰炸服務的⭂義是

ˬ墄⃭˭父母不足的照顧≇能炻而非ˬ㚧ẋ˭親職角色⮵兒童的照顧ˤ而

托嬰服務的≇能從℔資源的角⹎來看炻雖在㕤墄⃭家庭照顧≇能之不足炻

然而隨叿社會結構的轉變⍲㔁養價值觀的轉變炻托嬰服務的≇能除ˬ照

顧˭ˣˬ保護˭孩子外炻亦擔屈ˬ㔁育˭的≇能ˤ亦即托育炷托嬰炸服務

本身擔屈叿協助父母養育兒童⍲Ὣ忚兒童䘤展的雙慵任務ˤ傅玉䏜炷 2006炸

⮯托育服務⭂義為ˬ托育服務是一種墄⃭而非㚧ẋ父母親⮵孩子照顧的兒

童照顧方案炻℟㚱墄⃭父母角色暫㗪缺ỵ的≇能˭ˤ  

邱志鵬 (2007)托育服務⭂義為ˬ在兒童福⇑服務中炻㍸供㖍常照顧ˣ

衛生督⮶炻ẍ⍲兒童最佳䘤展需經槿的供給炻℟㚱≈強與支持雙親角色

⮎踐≇能˭ˤ㕥志煒 (2007)托育炷托嬰炸服務是指一種由兒童父母⥼妿炻

在一天中父母不在的㗪間炻給予幼童適當⬱置與照顧的服務ˤ方式ᶲ大农

㚱保母照顧ˣ家庭式托兒 (day care home)ˣ托兒 (day care center)ˣ幼稚園

(kindergarten)ˣ課⼴⍲托嬰中心等ˤ托嬰服務的≇能是多方面的炻除了是

在父母就業或℞他因素不能親自照顧子女的㗪候炻㍸供墄⃭親職的角色

外炻托嬰服務也㚱支持㬋向親職角色扮演的≇能ˤ歐陽麗雲 (2012)娵為托

育服務是指一種由孩子父母⥼妿炻在一天中父母不在㗪間炻給予孩子適當

⬱置與照顧的服務ˤ℞方式ᶲ大农㚱保母照顧ˣ家庭式托兒ˣ幼兒園ˣ課

⼴⍲托嬰中心等ˤ張䘦䧿 (2012)娵為托育炷托嬰炸服務的⭂義是藉由團體

⊾或機構⊾炻ẍˬ照護˭⍲ˬ保護˭為首要ⶍ作來滿足學齡前或者學齡兒

童ㆸ長⍲䘤展的需要炻㍸供多樣⊾的服務設㕥與⬱排炻一般包括烉托嬰中

心ˣ保母ˣ幼兒園ˣ課⼴托育中心ˤ而嬰兒屬㕤學齡前兒童炻且㟡據國民

㔁育法規⭂炻未滿ℕ歲幼兒並不屬㕤義務㔁育範圍炻因㬌托嬰中心主要收

托出生滿一個㚰军為ℑ歲之嬰兒炻ẍ社會⯨一直ẍ來⮵立案的托育機構

都㚱作評揹炻審查ᶲ也較為嚴謹 (ℐ人㔁育䘦⮞箱炻2009)ʕ 尤℞從ḳ  0-2 歲

托嬰服務之ⶍ作的保母人員炻㟡據埴㓧院⊆ⶍ⥼員會㕤2012⸜8㚰15㖍䘤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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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㬋㈨術士㈨能檢⭂保母人員職類單一級申請檢⭂資格炻保母的報檢資格

明列⸜齡資格與學經㬟資格Ḵ部↮炻⸜齡需滿20 歲炻除了臺灣本籍國民之

外炻並開㓦大陸地⋨配偶⍾得長期居留證ˣ依親居留證者⍲合法⍾得外僑

居留證之外籍人士報考烉军㕤學經㬟資格則ẍ⍿相關訓練或℟高中ẍᶲ相

關科系畢業證㚠者為限ˤ除㬌之外炻保母人員每⸜必須接⍿20⮷㗪的在職

訓練炻ẍ增忚℞⮰業之能 (⊆動部⊆動力䘤展署㈨能檢⭂中心ℐ球資訊網炻

2015)ˤ  

由ᶲ述不⎴研究者⮵㕤托嬰服務的⭂義ẍ⍲⮵㕤托嬰的資格⎗ẍ得

知炻托嬰服務主要的照顧⮵象ẍ0-2歲之䘤展階段的嬰兒為主炻㬌階段的嬰

兒是人生之身體動作䘤展ˣ依附關Ὢ最強ˣ自主能力最弱的階段炻因㬌階

段托嬰服務的好壞⮵㕤嬰兒的身心䘤展扮演叿相當慵要的⼙響力ˤ然而目

前⎘灣多數婦女ẍ⍲家庭皆屬㕤雙薪家庭炻並沒㚱多餘的㗪間⍲人力⎗ẍ

照顧嬰兒炻在嬰兒照顧的⮰業知識也相⮵缺᷷炻也相⮵無法㍸供完善照顧

環境炻因㬌托嬰服務最主要的目的是解決婦女或家庭在嬰幼兒童的照顧問

柴ᶲ炻並德忶℟㚱⮰業合格或檢⭂證㚠的機構或⮰業保母ẍˬ 照護 ⍲˭ˬ 保

護˭為首要托嬰服務為條件炻給予嬰兒適當⬱置與照顧的服務炻藉㬌減庽

家長照顧的屈擔ˤ  

Ḵˣ  托嬰服務的目的  

托嬰服務的目的在墄⃭家庭照顧≇能之不足炻並墄足孩子來自父母的

保護⍲滿足兒童䘤展需要炻故不論托嬰型態為ỽ炻托嬰服務都必須㍸供能

開䘤嬰兒生理的ˣ情感的ˣ智力的ˣ社會⊾等的➡育之環境炻並且幫助

㚱家庭ㆸ員追求個人的和整體的目標 (馮燕炻1998)ˤ≈強與支持親職角色

⮎踐的≇能炻ẍ滿足嬰兒⍿父母的保護ẍ⍲䘤展的⎬種需求 (葉郁菁炻

2006)ˤ而且依ˬ兒童⍲少⸜福⇑機構設置標準˭(ℏ㓧部兒童⯨炻2012)第5

條明⭂炻托嬰服務應㍸供的服務主要為烉兒童生活照顧烊兒童䘤展學習烊

兒童衛生保健烊親職㔁育⍲支持家庭≇能烊諮詢⍲轉ṳ烊℞他㚱益兒童身

心健ℐ䘤展者ˤ為了忼到ᶲ述托嬰服務的目的炻並滿足嬰兒家長的需求炻

唯㚱德忶⮰業人員或是⍾得幼兒保育之相關學㬟ˣ證照或修畢⮰業學程的

合格保母或㔁保人員炻才能夠給予㭼嬰兒父母更⮰業的照顧 (陳姣伶ˣ黃迺

㭻炻2008)ˤ尤℞一般娵為㔁保人員⍲⍾得合格檢⭂證㚠的保母需℟備的⮰

業知能外炻還需瞭解兒童䘤展⍲保育相關知識炻因㬌㔁保人員⍲合格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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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不只應娚℟㚱⮰業責任炻並確保⮰業知能的執埴能䘤揮㬋向的作用炻

還必須能夠⮯心㭼心炻盡⎗能的⮯照顧的嬰兒當作自家⮷孩來⮵待炻ẍ

忼到ˬ照護˭⍲ˬ保護˭的目的ˤ  

由ᶲ述⮵㕤托嬰服務的目的㍷述⎗ẍ得知炻托嬰服務目的就是讓孩童

在家庭ẍ外的地方炻適應℞他生活方式⍲接⍿團體生活或機構生活的㔁育

與照顧炻並➡養孩童心理ˣ情緒ˣ智能和社會䘤展⎬方面潛能炻藉㬌讓孩

童身心能夠健ℐ䘤展ˤ除㬌之外炻托嬰服務的目另一枭目的則是≈強與支

持親職角色⮎踐的≇能炻ẍ滿足與墄⃭孩童⍿父母的保護ẍ⍲䘤展的⎬種

家庭照顧≇能不足的需求ˤ  

ᶱˣ  托嬰服務的≇能  

托嬰服務除㍸供ˬ墄⃭˭父母角色忚埴子女照顧的≇能外炻還必須Ὣ

忚嬰幼兒童䘤展ˣ保護嬰幼兒童免㕤暴露在不適當的學習環境中的≇能 (馮

燕炻2009)ˤ因㬌炻托嬰機構的㔁保人員或是居家托嬰保母應㍸供嬰幼兒童

優質的照顧和活動空間⍲⍿㔁環境炻並㚱計畫的德忶飲食ˣ忲戲ˣ交⍳等

等生活㔁育炻讓嬰幼兒在學齡前養ㆸ良好生活習ㄋ (張䘦䧿炻2012)ˤ而在

兒童福⇑制⭂的意義ᶲ炻托嬰服務就是期望能夠維持原生家庭的生活環

境炻並讓嬰幼兒童能夠健ℐ的ㆸ長炻性免或減少不必要的親職㚧ẋ (馮燕炻

2009)ˤ馮燕 (2009)㚦㍸出托嬰服務的≇能炻⎗㬠為ᶳ列四枭烉  

(一 ) Ὣ忚嬰幼兒童身心䘤展的≇能  

托嬰服務能夠㍸供一個適合嬰幼兒童身心䘤展炻㚱助℞⎬枭能力

➡養ˣ擴大學習機會ˣ增≈處理不⎴人ḳ經槿與刺激的生活環境炻並

讓嬰幼兒能夠在家庭ẍ外炻擁㚱更豐富的生活ℏ容炻ẍ增≈兒童生活

微視系統的多樣性 (歐陽麗雲炻2012)ˤ除㬌之外炻美國忚埴的㖑期

啟蒙計畫 (Head Start)經忶長期追蹤⼴的結果指出炻在接⍿高品質托育

組與未接收托育組的孩童Ḵ者相較之ᶳ炻接⍿高品質組的孩童㚱持續

性多方面顯ỷ的優勢 (楊曉苓等嬗炻2009)ˤ  

(Ḵ ) 家庭支持與墄⃭≇能  

現ẋ家庭⍿社會變怟的⼙響炻結構與≇能均䘤生變⊾炻部份家庭

本身能力不足ẍ完ㆸ照顧子女的任務炻故需德忶⎬種㬋式與非㬋式的

制⹎系統來支持或墄⃭℞≇能ˤ托嬰服務中不論學前幼兒托嬰機構炻

或接⍿訓練的居家托嬰保母炻皆要求⮰業服務品質炻㍸供家庭和嬰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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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適當的服務炻也能夠減庽父母照顧⮷孩的屈擔和壓力 (歐陽麗雲炻

2012)ˤKadushin(1980)⮵㕤父母⮵幼兒的⼙響則是強調炻當親子互動

㚱晄礙㗪炻㬌㗪托育服務是父母暫㗪喘〗的怠擇炻並藉㬌減庽℞壓力

並⎗調整精神力量炻使家庭中的親子互動更為㬋向 (陳姣伶ˣ黃迺㭻

(2008)ˤLombardi(2005)研究中也指出炻藉由⍿忶訓練的⮰業人員㍸供

環境的規劃炻幼兒的語言與娵知⎗德忶℞情境忼到顯叿的忚㬍炻然

而炻非⮰業人員照顧的幼兒在家庭中℞需求較容易被忽略ˤ  

(ᶱ ) 社⋨照顧⍲資源≇能  

托嬰服務念佈㕤社⋨ℏ炻因㖍常接觸社⋨居民炻⎗ẍ敏銳地察覺

感⍿到娚社⋨的偏好與文⊾炻因㬌非常適合作為㍸供且整合社⋨資源

的支持中心烊另一方面炻機構亦⎗多元⊾地使用社⋨資源炻㍸供不⎴

⸜齡層嬰幼兒童炻在不⎴㗪間的照顧服務炻或更㚱創意地結合℞他資

源共⎴㍸供另類照顧炻ẍ豐富社⋨的資源網絡炻不但㚱益社⋨且符合

機構之ㆸ本效益 (洪劍⮏炻2014)ˤ  

(四 ) 社會福⇑≇能  

托嬰服務℟㚱社會福⇑屬性炻℞源起就是回應家庭≇能變⊾產

生之社會需求炻尤℞服務⮵象是無法主張本身權益的嬰幼兒童炻ẍ

需要㓧府的規劃與監督炻ㆸ為社會福⇑服務系統中的一環ˤ而托嬰服

務的社會福⇑≇能炻即⼘顯在除㍸供一般嬰幼兒童良好照顧外炻亦特

⇍關注到弱勢嬰幼兒童炻如身心晄礙嬰幼兒童ˣ䘤展遲䶑嬰幼兒童ˣ

學習晄礙嬰幼兒童⍲℞他特殊需求嬰幼兒童的照顧需求 (洪劍⮏炻

2014)ˤ  

除ᶲ述的托嬰服務≇能外炻王靜珠 (1987)ẍ幼兒㬋常䘤展的觀點出

䘤炻主張托嬰服務㚱Ὣ忚幼兒䘤展⍲協助家庭㔁養的≇能ˤ高傳㬋 (1986)

則娵為托嬰服務能彌墄家庭親職≇能的不足ˤ㔁育部幼托整合㓧策規劃⮰

案報告 (2003)亦指出炻托嬰服務雖然主要≇能是照顧嬰幼兒童炻並協助家

庭解決育兒≇能之不足的問柴炻但托嬰服務的䘤展必須隨叿家庭與社會的

需要而改變 (趙䥨珠炻2012)ˤ楊曉苓ˣ胡倩䐄 (2005)娵為托嬰服務是嬰幼

兒童在ㆸ長忶程中必須經忶的階段炻也是許多家長或家庭的依靠炻因㬌托

嬰服務的㍸供炻不僅在ˬ量˭的資源ᶲ必需⃭足外炻在ˬ質˭的層面之維

持與㍸昇ˤ如㬌一來炻嬰幼兒童家長能夠德忶良好的托嬰服務炻⮯使父母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PfMs9/search?q=auc=%22%E8%B6%99%E7%A7%80%E7%8F%A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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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顧兒童的屈擔ᶲ獲得↮擔炻另外幼兒在⍿托期間炻⎗ẍ接⍿㚱效的學

習引⮶炻徸㬍䘤展與學習炻⮵℞ㆸ長㚱關鍵性的⼙響 (傅玉䏜炻2006)ˤ  

由ᶲ述⮵㕤托嬰服務的≇能㍷述⎗ẍ得知炻.托嬰服務乃兒童福⇑服務

中很慵要的一環炻而托嬰服務的≇能是多方面的炻除了是在父母就業或℞

他因素不能親自照顧子女的㗪段炻㍸供墄⃭親職的角色外炻托嬰服務也㚱

支持親職角色的≇能炻⎗預防家庭失℞≇能炻性免未來付出更多社會ㆸ本

來墄救ˤ托嬰服務更㬋面的≇能是Ὣ忚嬰幼兒童䘤展ˣ保護嬰幼兒童免㕤

暴露在不適當的學習環境中ˤ除㬌之外炻托嬰服務還能維持嬰幼兒童在自

原生家庭中健ℐㆸ長的機會炻還能夠讓父母在照顧兒童的屈擔ᶲ獲得↮

擔炻藉㬌忼到Ὣ忚兒童䘤展⍲協助家庭㔁養的≇能炻使家庭≇能更完整健

ℐˤ  

四ˣ  結語  

在臺灣炻嬰兒托嬰服務一般㚱3種↮類標準烉收托⮵象的⸜齡ˣ收托的

㗪間ˣ㍸供服務的環境炻℞中依㍸供服務的環境↮為ˬ居家式托育˭與ˬ機

構式托育˭ˤℏ㓧部兒童⯨2010⸜臺閩地⋨兒童⍲少年生活狀況調查報告 -

兒童報告㚠指出炻⎘灣家庭習ㄋ⮯3歲ẍ前的嬰幼兒㍉居家照顧方式炻因㬌

如祖母ˣ保母等非㬋式社會支持體系更顯得格外慵要炻用ẍ↮擔雙薪家庭

的育兒慵擔炻但ẍ往幼兒保母的⮳得大多仰賴鄰慴口耳相傳炻或⥼由家中

長者照顧炻℞育兒經槿炻顯少能掌握幼兒䘤展特色與差異炻並給予高品質

的托嬰ˤ因㬌炻㓧府大力㍐動社⋨保母系統⍲機構式托嬰照顧等相關方案炻

並⮎㕥保母⮰業訓練等之℟體落⮎炻讓婦女能⬱心就業炻嘉よ雙薪家庭炻

相⮵地亦⎗㍸高職場競爭力 (趙䥨珠炻2012)ˤ  

由㕤嬰兒的䘤展需要一個舒適ˣ健康ˣ多樣與能活動的空間環境炻而

好的托嬰環境必須是像家一樣溫暖ˣ舒服⍲㓦鬆的地方烊㚱㝼軟舒適的ⶫ

置ˣ符合嬰兒大⮷的設備炻讓嬰兒㚱被⮲慵的感覺炻ẍ建立⮵環境的信任

感和⬱ℐ感炻因㬌托嬰服務必須㍸供⬱ℐ又舒適的生活與學習環境炻並㍸

供完善的嬰兒照顧炻除了協助解決父母或家庭在嬰幼兒童的照顧問柴之

外炻還必須Ὣ忚嬰兒的健ℐ䘤展炻ẍ滿足嬰兒⍿父母的保護ẍ⍲䘤展的⎬

種家庭照顧≇能不足的需求炻ẍ忼到托嬰服務的目的ˤ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ArBVJ/search?q=auc=%22%E8%B6%99%E7%A7%80%E7%8F%A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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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ᶱ節  ⼙響嬰幼兒身心䘤展之相關理論  

㊄資訊的䘤忼使得人們⮵㕤知識的追求與㍸升皆⎗德忶網路不屣吹灰

之力來獲得烊幼兒䘤展的理論㍊討與保母的⮰業徸漸被規範朝⮰業⊾怩

忚炻忁也使得㍸供托育照顧服務者⮵℞⮰業知能與訓練更≈慵視 (陳姣伶ˣ

黃迺㭻炻2008)ˤ因㬌本節⮯針⮵ˬ生態系統理論˭ˣˬ依附理論˭ˣˬ居

家式托育˭ˣˬ機構式托育˭ẍ⍲ˬ居家式托育與機構式托育之㭼較˭忚

埴ṳ紹烉  

一ˣ  生態系統理論  

⎘灣的幼㔁生態環境炻近五⋩年來炻歷經西方幼㔁思潮的引忚ˣ國ℏ

知識水準的㍸升ˣ㔁育改革的浪潮ˣ學者⮰家⮵幼兒㔁育的慵視等不⎴階

段炻⎬種㔁學法的引忚炻亦形ㆸ䘦家爭沜的⯨面烊㓧策環境與每個㓧策瀫

害關Ὢ人皆環環相扣炻與生態系統理論層層⣿疊的觀點一农炻因㬌ẍᶳ⮯

針⮵生態系統理論忚埴ṳ紹烉  

生 態 系 統 理 論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起 源 㕤 1970年 ẋ 炻 因

Bronfenbrenner 反⮵當㗪ˬ大部↮的䘤展心理學是在盡⎗能最短的㗪間

ℏ炻在一處㚱旴生ㆸ人的旴生情境瀶炻去收普兒童的旴生灖為˭現象炻而

㍸出㬌一理論炻而㬌理論也是人類䘤展生態學完整之理論體系和研究方法

論 (王美芳炻2004)ˤ  

Bronfenbrenner 娵為ˬ個體在䘤展中的生命歷程瀶炻個體與環境瀶的

人們ˣ物體ˣ符號之間徸漸複雜的相互互動的忶程炻必須䘤生在一個長㗪

間 ˣ 㚱 規 律 的 互 動 ➢ 礎 ᶲ 炻 才 能 使 䘤 展 中 個 體 㚱 效 的 䘤 展 ˭

(Bronfenbrenner,1997)烊Bronfenbrenner 並澽明謂的ˬ環境˭炻並不僅指

一個單獨ˣ直接接觸的場 (setting)炻而是包括ẍ䘤展中的個體為㟠心炻㔋

䘤出去的四個一層⣿一層的巢狀ˣ階層性結構炻而㬌四個從最靠近䘤展中

個體到瀸䘤展中個體最遙遠的四個系統依序被稱為烉微系統 (micro 

system)ˣ中間系統 (mesosystem)ˣ外系統 (exosystem)ẍ⍲大系統 (macro 

system)炻㬌四個系統彼㬌之間相互依存ˣ相互⼙響ˤ而⎘灣近⸜來⮵㕤嬰

幼兒㔁育⍲托嬰照顧的知識徸漸ㆸ熟且完備炻㍊討生態系統理論的研究者

也徸漸增≈炻但鮮少⇑用生態系統理論㍊討嬰幼兒托嬰問柴炻但陳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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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生態系統理論的微系統ˣ中間系統ˣ外系統ẍ⍲大系統來檢視⎘

灣的幼㔁生態環境炻ẍ了解不⎴層面相互⼙響與作用的立足點炻因㬌本研

究⮯針⮵陳玉芳 (2007)㍸出的觀點與本研究嬰幼兒托嬰場域現況相結合

⼴忚埴簡述ṳ紹烉  

(一 ) 微系統  

微系統是指個體直接面⮵接觸的人或ḳ物炻也是個體與℞他人或

ḳ物之間交流最為直接也最為頻繁的系統炻產生的⼙響也最深遠

( Bronfenbrenner,1979烊陳玉芳炻2007)ˤ⮵嬰兒托嬰場域的現況而言炻

微系統的個體就是指幼兒ˣ家長ˣẍ⍲嬰兒保育員炻因㬌本研究⮵托

嬰場域的⭂義為ˬ㕤嬰兒原家庭外㍸供一段㗪間的組織⊾照顧之場

炻並ẍ確保嬰兒健康ㆸ長ˣ滿足℞䘤展需要為主要目的˭ˤ  

(Ḵ ) 中間系統  

中間系統指的是個體直接澹與的兩個或兩個ẍᶲ的⮷系統之

間的關濥與互動炻也就是個體在的⎬個⮷系統形ㆸ的普合炻而個

體 也 依 賴 忁 些 中 間 系 統 來 接 觸 䛇 ⮎ 的 社 會 環 境

( Bronfenbrenner,1979烊陳玉芳炻2007)ˤ⮵嬰幼兒托嬰場域的現況而

言炻中間系統指的是機構式托嬰中心ˣ居家式托育場的保育員素

質ˣ環境和經營理念炻ẍ⍲嬰幼兒家庭的生活環境等要素ˤ  

(ᶱ ) 外部系統  

外部系統指的是會⼙響與個體直接接觸的⮷系統炻但個體未直接

澹與的系統炻也就是⮷系統的擴張 ( Bronfenbrenner,1979烊陳玉芳炻

2007)ʕ 本研究中指的外系統炻↮⇍是㓧府相關埴㓧機關ẍ⍲嬰幼兒

托嬰照顧之➡育機構ˤ  

(四 ) 大系統  

大系統是一個廣泛的思想體系炻它⼙響個體的思想ẍ⍲思考空

間炻指的是社會文⊾ (次文⊾ )或價值等較高層次的系統炻它⎴㗪⼙

響叿外部系統ˣ中間系統ẍ⍲⮷系統 ( Bronfenbrenner,1979烊陳玉芳炻

2007)ʕ 本研究中指的大系統炻↮⇍是ˬ 嬰幼兒托嬰照顧㓧策與法令˭

ẍ⍲ˬ社會⍲家庭結構的改變˭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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Ḵˣ  依附理論  

在人類䘤展的㬟⎚中炻親子關Ὢ是最㖑接觸到的人晃關Ὢ炻䘤展的好

壞不僅⼙響個人爾⼴的人格䘤展炻還關Ὢ叿更廣泛的人晃交往炻自Bowlby

㕤1958⸜㍸出依附理論之⼴炻㚱許多文獻在㍊討親子之間依附的⼙響 (藍

逸梅ˣ李從業ˣ陳嘉琦炻2001)ˤ因㬌ẍᶳ⮯針⮵依附理論忚埴ṳ紹ˤ  

依附理論炷Attachment Theory炸是由Bowlby㕤1958⸜㍸出炻主要強調

嬰兒需要母親持續給予溫暖的身體接觸ẍ產生依附關Ὢ炻兒童才能䘤展出

健康的心理和人格炻而父親角色在協助母親育兒炻並強調依附是物種的特

性炻劍嬰兒與母親↮暊會產生焦慮ˣ憤怒ˣ絕望而⼙響心理健康䘤展

炷Ainsworth & Bowlby,1991烊盧孳艷ˣ林⭃萱炻2011炸ˤBowlby也娵為炻

依附主要的㟠心概念是嬰幼兒與主要照顧者之間建立的情感連結炻而母

親忂常是嬰幼兒第一個依附⮵象炻由㕤母親的保護炻嬰幼兒能與母親建立

起依附系統炻ẍ依附系統而產生的⬱ℐ感為➢礎炻⎗ẍ使個體㚱能力忼ㆸ

↮暊的目的炻並⎗ẍ去㍊索環境炻與環境中的人ˣḳˣ物忚埴交流炻忚而

⼙響⮵社會與娵知的䘤展 (Bowlby,1982烊李秋珊ˣ陳威麗ˣ蔣立琦炻2008)ˤ

藍逸梅ˣ李從業ˣ陳嘉琦 (2001)娵為依附是一種母親與嬰兒闊的情感連繫

是一種相互的忶程炻經由彼㬌的互動埴為來建立炻忁些埴為包括身體與眼

睛的接觸炻而埴為會隨嬰兒的䘤展而改變炻但忁種情感卻是持久的炻不會

隨㗪間與空間的改變而改變ˤ而㕥⬯峰ˣ譚子文 (2011)卻指出炻就依附理

論而言炻如果嬰幼兒與照顧者的互動是⎗靠ˣ穩⭂ˣ㚱回應的炻那嬰幼兒

便能由照顧者形ㆸ的情感連結中獲得強烈的⬱ℐ感炻並ẍ㬌照顧者為⬱

ℐ據點向外忚埴㍊索⍲互動ˤ  

由ᶲ述不⎴研究者⮵㕤依附理論的觀點⎗ẍ得知炻依附理論主要是照

顧者與嬰幼兒之間的情感聯繫的忶程炻並德忶彼㬌間的互動埴為建立炻

忁些埴為包括身體⍲視線的接觸炻而互動埴為會隨叿嬰幼兒的身心䘤展而

改變炻但是忁種依附情感卻是持久的炻不會隨叿㗪間與空間的改變而㚱

異動炻忁情感能增忚嬰幼兒的⬱ℐ感炻忚而㍸供嬰幼兒⮵照顧者的信任感炻

劍依附關Ὢ建立不好或被剝奪炻則⎗能忈ㆸ嬰幼兒⮵照顧者的害怕與恐

懼炻使得嬰幼兒保育員無法忚埴完善的托嬰照顧服務炻因㬌如ỽ讓嬰幼兒

保育員與嬰幼兒建立依附⍲信任關Ὢ炻嬰幼兒照顧者相當慵要的目標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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ᶱˣ  居家式托育  

(一 ) 居家式托育之意涵  

居家式托育乃指居家環境中㍸供照顧服務之托育炻跟幼兒在家庭

生活相似炻ẍ較符合幼兒在家庭生活情況ˤ段慧瑩 (2007)娵為居家

式托育會依ˬ生活與學習空間炻家庭氣氛的照顧方式與幼兒㭼例炻㍸

供現在家庭的另一多元怠擇方案˭ˤ段慧瑩 (2007)忚一㬍說明炻居家

式的托嬰環境炻是ẍˬ居家˭般的生活與學習空間炻ˬ家庭˭氣氛的

照顧方式與幼兒㭼例炻ẍ鄰慴互助型態䳖㟡㕤社⋨炻㍸供現ẋ㟠心家

庭的另一多元怠擇方案馬祖䏛ˣ張㕗⮏ (2008)娵為家庭托育服務照顧

⮵家長而言炻ˬ℟㚱人性⊾ˣ近便⊾ˣ彈性ẍ⍲⎗得性等特質之居家

托育與照顧服務炻ㆸ為家長最㘖念的怠擇˭ˤ馬祖䏛ˣ張㕗⮏ (2008)

忚一㬍指出炻臺灣的家庭結構趨向ˬ㟠心⊾˭炻忈ㆸ家庭⮵㕤℞子女

之照顧傾向仰賴家庭外部的托嬰⍲照顧服務ˤ⮵㕤3歲ẍᶳ的幼兒家

長而言炻℟㚱人性⊾ˣ近便性ˣ彈性ẍ⍲⎗得性等特質之居家托嬰與

照顧服務炻ㆸ為家長最㘖念的怠擇ˤ侯如盈 (2010)指出許多家長怠擇

保母托嬰的原因在㕤服務ℏ容彈性ˣ相似的家庭環境ˣ較能配合父母

的需求ˣ瀸家近ˣ收托人澷較機構式少炻另外炻還℟㚱℞他托嬰方式

不⎗㚧ẋ的特質如人性⊾炻讓保母和孩子ˣ家長建立一種較為親密的

關Ὢˣ近便性ˣ彈性ẍ⍲⎗得性ˤBromer(2001)䘤現㚱些家庭保母會

把他們自視為孩子的第Ḵ個母親或是家長的育兒顧問炻並㍸供家庭

在㔁養方面或㴱⍲個人的鼓勵與支持ˤ張立東ˣ林佳蓉ˣ蕭㘗灨 (2004)

指出炻嬰幼兒一出生接觸到的就是家炻也就是孕育他們ㆸ長的環

境ˤ⮵嬰幼兒而言炻周圍的環境⃭滿了旴生與好奇炻因㬌炻嬰幼兒會

瀫用他們好奇的心理⍲四肢去㍊澸㕘的環境ˤBromer&Henly (2004)

娵為居家式托嬰忂常沒㚱形式⊾的組織規範和照顧方法炻家庭保母的

ⶍ作環境就是他的生活環境炻因㬌和家長也容易䘤展出近似家庭本質

的親密關Ὢˤ林麗員 (2006)也指出炻家庭環境與人們之間產生密不⎗

↮的交互作用炻家庭環境會改變人們的心情與感⍿炻在一個ケ悅的家

庭環境中炻人們會感覺滿意烊在不ケ快的家庭環境中炻會㚱不開心甚

军想要瀸開的心理ˤ⎴樣的情況炻保母家的環境會⼙響嬰幼兒的感覺

方式ˣ灖為的表現和℞學ˤ因㬌炻居家式托嬰環境⮵㕤保母和嬰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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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而言是相當慵要的ˤẍℏ㓧部兒童⯨㍸供保母澹考的保母⮎務手

冊 (2015)中炻第ᶱ條托育人員炷保母炸應㍸供ᶳ列服務烉1.㍸供清潔ˣ

衛生ˣ⬱ℐ⍲適⭄兒童䘤展之托育服務環境烊2.㍸供兒童⃭↮之營養ˣ

衛生保健ˣ生活照顧與學習ˣ忲戲活動⍲社會䘤展相關服務烊3.㍸供

兒童之育兒諮詢⍲相關資訊烊4.姀錄兒童生活⍲ㆸ長忶程烊5. 協助辦

理兒童䘤展之篩檢烊6. ℞他㚱⇑㕤兒童䘤展之相關服務ˤ  

⮵㕤居家托嬰服務的保母而言炻托嬰⇍人的孩子責任慵大炻在家

長需求⍲⎴灖競爭ᶳ炻㍸供的托嬰服務ℏ容㚱グ趨⮰業性的需求炻

在忁自由競爭ⶪ場的環境ᶳ炻居家式托育雖然符合自由ⶪ場的機制炻

也㘖念被許多家庭或家長使用炻但居家式托育品質缺᷷管理的機

制炻因而保母的素質⍲托嬰品質的良窳為社會大眾極為關注的焦點與

嬘柴 (歐淑儀ˣ段慧濼炻2012)ˤ因㬌為深入保母家庭建立督⮶管理制

⹎ẍ確保嬰幼兒照顧服務品質炻⍲落⮎保母人員㈨術士㈨能檢⭂之開

辦ℏ㓧部兒童⯨㕤2000⸜8㚰訂頒ˬ社⋨保母支持系統⮎㕥方案˭炻

2001⸜起㍐動辦理社⋨保母支持系統炻℞目標在㕤建構近便ˣ⬱ℐˣ

㚱品質的家庭式托嬰服務 (ℏ㓧部兒童⯨炻2012)炻故也設置⮰業人員

(主任ˣ⮰職督⮶人員ˣ⮰職訪視庼⮶員 (或社會ⶍ作人員 )之督⮶體

系炻落⮎㍸供保母人員的庼⮶服務炻並忚一㬍㍸昇社⋨保母ẍ⍲居家

式托育人員的⮰業知能⍲℞服務需求之媒合≇能炻並㍸供嬰幼兒童完

整妥適之照顧服務炻使家長能夠⬱心ˣ㓦心的⮯孩子⥼妿給㚱合格證

㚠或檢⭂證㚠的居家保母照護炻忚而滿家長⮵㕤托嬰場域考量因素的

需求ˤ郭育祺ˣ陳劍䏛 (2004)研究指出保母的人格特質ˣ照顧能力ˣ

身體狀況ˣ育兒觀念ˣ收托人數ẍ⍲⼴勤支援因素相關的㗪間配合ˣ

地點便⇑性ˣ托嬰屣用等是家長考慮保母人怠的主要考量因素ˤ  

(Ḵ ) 居家式托育之相關法⼳規範  

ℏ㓧部為擴大並落⮎保母的㚱效管理與庼⮶炻⍲㍸升保母托育的

服務品質炻㕤ˬ兒童⍲少⸜福⇑與權益保晄法˭中明⭂㚱關建立居家

保母管理ˣ監督ˣ庼⮶⍲ˬ保母䘣姀制⹎˭之法源依據炻又為䘤揮℔

民參與℔共ḳ務之精神炻明⭂非營⇑組織參與㚱關居家式托育之收徨

屣ˣ人員薪資ˣ監督⍲考㟠等ḳ枭忚灖協調研究審嬘⍲㍸供諮詢之機

制炷ℏ㓧部兒童⯨炻2011炸烊另揹㕤考量居家保母䘣姀管理是一枭㕘

的㓧策炻需要≈強⭋⮶炻因㬌炻㍸出3⸜期限炻俾使未℟資格者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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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㗪間⍾得ˬ兒童⍲少⸜福⇑與權益保晄法˭⭂服務資格並為䘣姀

炷ℏ㓧部兒童⯨炻2012炸炻亦即為維護居家式托育之品質炻即未來保

母不論㚱沒㚱考⍾保母㈨術士證炻只要在居家環境中收屣之托育服

務炻都必須向直轄ⶪˣ縣炷ⶪ炸主管機關辦理䘣姀⼴炻始得從ḳ居家

式托育炷ℏ㓧部兒童⯨炻  2011炸炻℞中㴱⍲居家式托育相關規⭂之

條文如表2-1ˤ  

 

表2-1 

兒童⍲少⸜福⇑與權益保晄法㚱關居家式托育之相關規⭂  

條文䶐號  條文ℏ容  

第25條  直轄ⶪˣ縣炷ⶪ炸主管機關應辦理居家式托育之管理ˣ

監督⍲庼⮶等相關ḳ枭ˤ前枭稱居家式托育炻指兒童由

℞ᶱ親等ℏ親屬ẍ外之人員炻㕤居家環境中㍸供收屣之托

育服務ˤ直轄ⶪˣ縣炷ⶪ炸主管機關應ẍ首長為召普人炻

怨普學者或⮰家ˣ居家托育員ẋ表ˣ兒童⍲少⸜福⇑團體

ẋ表ˣ家長團體ẋ表ˣ婦女團體ẋ表ˣ⊆ⶍ團體ẋ表炻協

調ˣ研究ˣ審嬘⍲諮詢居家式托育ˣ收徨屣ˣ人員薪資ˣ

監督考㟠等相關ḳ⭄炻並建立忳作管理機制炻應自灖或⥼

妿相關⮰業之機構ˣ團體辦理ˤ  

第26條  ㍸供居家式托育者炻應向直轄ⶪˣ縣炷ⶪ炸主管機關

辦理䘣姀⼴炻始得為之ˤ居家式托育㍸供者應⸜滿 20歲並

℟備ᶳ列資格之一烉一ˣ⍾得保母人員㈨術士證ˤḴˣ高

級中等ẍᶲ學校幼兒保育ˣ家㓧ˣ護理相關學程ˣ科ˣ系ˣ

畢業ˤᶱˣ修畢保母⮰業訓練課程炻並領㚱結業證㚠ˤ

直轄ⶪˣ縣炷ⶪ炸主管機關為辦理居家式托育㍸供者之䘣

姀ˣ管理ˣ庼⮶ˣ監督等ḳ枭炻應自灖或⥼妿相關⮰業機

構ˣ團體辦理ˤ第一枭㍸供居家式托育者之收托人數ˣ䘣

姀ˣ庼⮶ˣ管理ˣ收徨屣➢準⍲℞他應遵灖ḳ枭之辦法炻

由中央主管機關⭂之ˤ  

資料來源烉衛生福⇑部炷2013炸ˤ兒童⍲少⸜福⇑與權益保晄法ˤ⍾自烉

網址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01ˤ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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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䏛ˣ張㕗⮏ˣ段慧瑩 (2011)研究指出炻法規的㍐動主要在㕤落⮎

㓧策理念ˣ建立規範制⹎炻居家式托育的法制⊾炻⮯居家保母的管理制⹎

規範為強制性管理炻因而使的灖之㚱⸜的居家式托育炻由家庭副業ˣ鄰

慴互助之服務型態炻歷經強調服務品質㍸昇的⮰業訓練炻與保母人員證照

⊾㍐動之服務⮰業⊾階段炻ẍ⍲自願性參與社⋨保母系統之非法制管理階

段炻現怩入法制⊾強制性管理階段ˤ  

四ˣ  機構式托育  

(一 ) 機構式托育之意涵  

機構式托育Ὢ指嬰幼兒童在托嬰中心ˣ幼兒園ˣ課⼴照顧中心等

機構設㕥中接⍿㔁保人員普體式的照顧ˤ一般澽來炻機構式托嬰收托

嬰幼兒人澷較多炻收托嬰兒⸛均年齡較大炻而設置標準 (環境設㕥ˣ人

員資格ˣ收托人澷⍲服務ℏ容等 )因⍿到法令規範炻故托嬰㗪間ˣℏ容

⍲地點⮵家庭來澽也較缺᷷彈性 (陳姣伶炻2008)ˤ雖然機構托嬰不⍲

家庭托嬰來得便瀫炻但因屬㕤普合式的照顧服務炻ẍ能㍸供嬰幼兒

較多⎴儕接觸的機會炻並擴大℞學習經槿炻≈ᶲ主管之㓧府機關⮵服

務品質的監督炻使得機構式的照顧服務グ來グ⍿到家長娵⎴ˤ  

近年來托嬰機構雖因出生人口大幅ᶳ灗而忈ㆸ整體服務規模的

厶縮炻℞中收托未滿Ḵ歲嬰兒的托嬰中心卻仍逆勢ㆸ長ˤ另㟡據ℏ㓧

部兒童⯨ (2010)的統計資料顯示炻ℐ⎘立案托嬰中心數從2006⸜的111

家炻到2009年ẍ增≈军164家顯示托嬰機構存在必要性與䘤展性ˤ但

是炻在出生率ᶳ旵而立案家數卻合法增≈忶程中炻收托人數從  2006

⸜收托  5,255 ⎵嬰幼兒炻到了  2009 ⸜旵為  4,367 人炻且國ℏ立

案的托嬰中心多⋲普中㕤都會地⋨炻由㬌⎗知炻雙⊿ⶪ的托嬰服務的

需求雖然隨者少子⊾的問柴使得托育人口徸漸減少ˤ除㬌之外炻陳姣

伶ˣ黃迺㭻 (2008)ẍ⎘澱ⶪ立案之托嬰中心為⮵象忚灖的托嬰現況

調查䘤現炻⋲澷ẍᶲ托嬰機構的收托都處㕤柵滿狀態炻且ℓㆸẍᶲ的

⍿訪機構表示收托情形或是詢問⍲澹觀的家長人澷明顯增多炻而多澷

機構 (75%)收托⮵象來源㚱⋲澷ẍᶲ是在機構附近ⶍ作的ᶲ班族子

女炻℞餘則是鄰近社⋨家庭的嬰兒炻忁現象顯示在托嬰需求高而鄰瀷

關Ὢ又較不密灎的都會地⋨炻機構式的托嬰服務或許⮯徸漸ㆸ為許多

雙薪家庭就業考濌ᶲ另一種便瀫的托嬰怠擇ˤ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7Pr0p/search?q=auc=%22%E9%99%B3%E5%A7%A3%E4%BC%B6%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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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Ḵ ) 機構式托育之相關法⼳規範  

因應國ℏ幼托機構的整合炻㕘的ˬ兒童㔁育⍲照顧法˭草案㕤

2013年5㚰22㖍忂忶灖㓧院院會審查炻並函復立法院審嬘炻㕘法條文

規範ㆹ國幼童托嬰機構的種類炻依收托⮵象年齡⋨↮為ᶱ大類炻即托

嬰中心 (㍸供未滿Ḵ歲幼兒㔁保服務之㔁保機構 )ˣ幼兒園 (㍸供Ḵ歲ẍ

ᶲ幼兒㔁保服務之㔁保機構 )ˣ課⼴照顧中心 (㍸供國民⮷學階段兒童

㔁保服務之㔁保機構 )ʕ 㬌外炻埴㓧院衛生福⇑部㕤2013⸜頒佈的兒

童⍲少⸜福⇑機構設置標準炻本研究⮯與嬰兒托育中心相關之法規條

文彙整㕤表2-2示烉  

表2-2 

兒童⍲少⸜福⇑機構設置標準與托嬰中心托育服務之相關規⭂  

條文䶐號  條文ℏ容  

第5條  托嬰中心應㍸供⍿托兒童獲得⃭↮䘤展之學習活動⍲

忲戲炻ẍ協助℞完ㆸ⎬階段之䘤展炻並依℞個⇍需求㍸供ᶳ

列服務烉  

一ˣ兒童生活照顧ˤ  

Ḵˣ兒童䘤展學習ˤ  

ᶱˣ兒童衛生保健ˤ  

四ˣ親職㔁育⍲支持家庭≇能ˤ  

五ˣ姀錄兒童生活ㆸ長與諮詢⍲轉ṳˤ  

ℕˣ℞他㚱益兒童身心健ℐ䘤展者ˤ  

前枭托嬰中心收托之兒童忼Ḵ歲炻尚未依幼兒㔁育⍲

照顧法規⭂忚入幼兒園者炻托嬰中心得繼續收托炻℞期間不

得逾一⸜ˤ  

第ℕ條  托嬰中心之收托方式↮為ᶳ列ᶱ種烉  

一ˣ⋲㖍托育烉每㖍收托㗪間未滿ℕ⮷㗪者ˤ  

Ḵˣ㖍間托育烉每㖍收托㗪間在ℕ⮷㗪ẍᶲ未滿⋩Ḵ⮷㗪者  ʕ

ᶱˣ臨㗪托育烉父母ˣ監護人或℞他⮎晃照顧兒童之人因臨

㗪ḳ故復托者ˤ  

前枭第ᶱ款臨㗪托育㗪間不得逾前枭第一款⍲第Ḵ款托育

㗪間ˤ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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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䶐號  條文ℏ容  

第七條  托嬰中心應㚱固⭂地點⍲完整⮰用場地炻℞使用建築

物樓層ẍ使用地面樓層一樓军ᶱ樓為限炻並得報請主管機

關許⎗炻附帶使用地ᶳ一樓作為埴㓧或儲藏等非兒童活動

之用途ˤ  

第ℓ條  托嬰中心應℟㚱ᶳ列空間烉(1)活動⋨烉生活ˣ學習ˣ忲戲ˣ

㔁℟⍲玩℟操作之⭌ℏ或⭌外空間ˤ (2)睡䛈⋨烉睡䛈ˣ休

〗之空間ˤ (3)盥洗⭌烉洗手ˣ洗臉ˣ如廁ˣ沐浴之空間ˤ

(4)清潔⋨烉清潔⍲護理之空間ˤ(5)廚烉製作餐點之空間ˤ

(6)備餐⋨烉調奶⍲調理食品之空間ˤ (7)用餐⋨烉使用餐點

之空間ˤ (8)埴㓧管理⋨烉辦℔ˣ接待⍲保健之空間ˤ (9)℞

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空間ˤ  

第九條  托嬰中心⭌ℏ樓地板面積⍲⭌外活動面積炻扣除盥洗⭌ˣ

廚ˣ備餐⋨ˣ埴㓧管理⋨ˣ儲藏⭌ˣ防火空間ˣ樓梯ˣ

陽⎘ˣ法⭂停車空間⍲騎樓等非兒童主要活動空間⼴炻合

計應忼ℕ⋩⸛方℔⯢ẍᶲˤ  

前枭供兒童主要活動空間炻⭌ℏ樓地板面積炻每人不得少

㕤Ḵ⸛方℔⯢炻⭌外活動面積炻每人不得少㕤一點五⸛方

℔⯢ˤ但無⭌外活動面積或不足㗪炻得另ẍ℞他⭌ℏ樓地

板面積每人军少一點五⸛方℔⯢ẋ之ˤ  

第十條  托嬰中心應㍸供℟㚱適當且符合兒童⸜齡䘤展⮰用固⭂之

坐式⮷馬桶一⣿烊超忶Ḵ⋩人者炻每⋩五人增≈一⣿炻未

滿⋩五人者炻ẍ⋩五人計烊每收托⋩⎵兒童應設置符合兒

童使用之水龍頭一⹏炻未滿⋩人者炻ẍ⋩人計ˤ  

第11條  托嬰中心應置⮰任主管人員一人綜理業務炻並置特約醫師

或⮰任護理人員军少一人烊每收托五⎵兒童應置⮰任托育

人員一人炻未滿五人者炻ẍ五人計ˤ  

第12條  托嬰中心不得ẍ兒童Ὢ䘤展遲䶑ˣ身心晄礙或℞家庭為Ỷ

收入戶ˣ中Ỷ收入戶為理由拒絕收托ˤ  

資料來源烉衛生福⇑部炷2013炸ˤ兒童⍲少⸜福⇑機構設置標準炻⍾自烉

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ˤ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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㬌外炻2013⸜之前⎘灣托嬰服務仍㍉雙軌制炻幼稚園ẍ㔁育≇能為主炻

屬㔁育埴㓧機關主管烊保母⍲托兒ẍ保護ˣ照顧為主軸炻ẍ社會福⇑埴

㓧為主管機關ˤℑ者雖皆℟㚱㔁保合一的性質炻但⮎晃忳作ᶲ則因主管機

構不⎴炻而在待遇和要求㚱差異炻忁種因制⹎不夠明確炻形ㆸ的不℔

⸛與不合理炻也連帶⼙響兒童最佳⇑益 (王淑英ˣ孫嫚薇炻2003)ˤ經幼托

整合⼴炻幼兒園主管機關為㔁育⯨炻℔䥩立幼兒園⎗㊃收ℑ歲军入國民⮷

學前的幼兒炻幼兒園Ὢ⮵幼兒㍸供㔁育⍲照顧服務之⮰責機構烊托嬰中心

相關法ẌὪ屬衛生福⇑部炷社會⍲家庭署炸權管ˤ幼兒㔁育⍲照顧法㕤2012

⸜元㖎㕥埴炻改變ㆹ國長期ẍ來的幼兒托嬰ˣ㔁育↮流雙軌制ˤ  

五ˣ  結語  

綜合ᶲ述居家式托育ˣ機構式托育ẍ⍲居家式托育與機構式托育㭼較

知相關研究ℏ容⎗ẍ得知炻居家式托育較㚱⇑㕤3歲ẍᶳ嬰幼兒炻Ὢ因℞依

附關Ὢ的建立炻居家式托育能㍸供熟悉ˣ溫暖的環境炻ẍ⍲穩⭂的依附⮵

象炻使幼兒較能獲得較多的關注與互動炻且℞托嬰服務方式℟彈性ˣ近便

性炻亦較能⍲㗪回應家長的需求炻因而炻居家式托育的慵要性與需求性與

㖍遽增炻服務品質也越來越⍿慵視炻Bromer&Henly(2004)也娵為與機構式

托嬰相較炻居家式托嬰能夠㍸供更大限灏⍲彈性的托嬰㗪間ˤ歐姿䥨ˣ林

ẍ↙ˣ陳湘濽ˣ蘇慧菁ˣ許䐃䛇ˣ張孝筠ˣ瀯元ㆸˣ林䥨芬ˣ蔡純姿 (2010)

等人的研究則指出炻托嬰機構會考濌到嬰兒的䘤展需求炻℞環境中的空間ˣ

設㕥設備均會為嬰兒做好㚱的預備與防護措㕥炻並考濌嬰兒在團體生活

之情境㗪⎗能會產生因互動而䘤生的潛在性⌙險炻合理的⮯容瀮產生意外

的物理環境作適當的㍏制炻藉㬌㍸供適合嬰兒⬱ℐㆸ長的生活空間炻忁是

居家式托嬰較暋㍸供且℟備的層面ˤ但雙⊿地⋨的托嬰機構數卻徸漸ᶲ

升炻且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炻再≈ᶲ托嬰機構⸛均的收托屣㭼起居家式托

嬰來的Ỷ炻ẍ军㕤在雙⊿地⋨機構式托育也徸漸⍿到㬉迎ˤ因㬌本研究⮯

ẍ雙⊿地⋨0-2歲的嬰兒家長為研究⮵象炻㍊討雙⊿地⋨嬰兒家長⮵㕤怠擇

不⎴托嬰服務之場域的考量因素為主要研究方向ˤ  

 

 

 

http://www.williamschool.com.tw/news.php?ID=638
http://www.williamschool.com.tw/news.php?ID=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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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嬰兒家長怠擇托嬰場域之相關研究  

一ˣ  居家式托育與機構式托育之㭼較  

本研究⮯居家式托育與機構式托育之差異性彙整㕤表2-3示烉  

 

表2-3 

居家式托育與機構式托育之差異性彙整表  

 居家式托育  機構式托育  

師資  ⸜滿  20 歲炻且⍾得保母人員

㈨術士證照或幼兒保育ˣ家

㓧ˣ護理等相關大學學程ˣ科ˣ

系或高級職業學校幼兒保育

相關科系畢業ˤ  

℟㚱⮰科ẍᶲ學校兒童福⇑科

系或相關科系畢業者炻或高級

職業學校幼兒保育相關科系畢

業者炻或高級中學ẍᶲ畢業炻

㚦⍿ᶱ個㚰保育ⶍ作訓練ˤ  

資訊

來源  

從家長和親⍳間德忶口耳相傳

等方式⍾得保母相關資訊ˤ  

德忶澹觀ˣ澹≈活動或ẍ網晃

網澅等方式主動⍾得資訊ˤ  

屣用

的支

出  

1. ⎘⊿ⶪ保母托嬰一ỵ嬰幼

兒的收屣約在一萬ℓ元ⶎ

⎛ (ℐ㖍托嬰 ) ˤ  

2. 㕘⊿ⶪ保母托嬰一ỵ嬰幼

兒 的 收 屣 約 在 每 㚰 約

15,669元 (㖍間 )ˤ  

1. ⎘⊿䥩立機構托嬰中心每

㚰 ⸛ 均 屣 用 約 為

15,000~20,000元烊℔立托嬰

中心約為9千元ⶎ⎛ˤ  

2. 㕘⊿ⶪ䥩立的托嬰中心⸛

均 每 㚰 收 托 育 屣 用 為

14,230元烊℔共托嬰中心每

㚰的⸛均屣用為9,000元ˤ  

互動

頻率  

較高  較Ỷ  

㊃收

人數  

每ỵ保母最多收托  4 ỵ嬰幼

兒ˤ  

依場地規模⎗㊃收  30-55 ⎵  ʕ

環境

規劃  

簡單ⶫ置圖㚠⋨ˣ忲戲⋨炻並

會不⭂期做⬱ℐ檢㟠抽查ˤ  

調理⋨ˣ⯧ⶫ⋨ˣ沐浴⋨ˣ護

理⋨ˣ忲戲⋨ˣ活動⋨等ˤ  

資料來源烉王靜珠 (2000)烊鄧蔭厵ˣ陳劍䏛 (2012)烊陳㚰娥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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ẍᶳ⮯針⮵服務服務之資訊來源ˣ托嬰服務屣用的支出ˣ托嬰服務互

動⸛率ẍ⍲托嬰服務反意⹎忚埴㭼較 (馮燕炻2009)ˤ  

(一 ) 托嬰服務之資訊來源  

㭼較家庭托嬰和機構托嬰使用者㗪炻䘤現怠擇居家托嬰照顧的家

庭更注慵保母的口碑炻且較叿慵㕤家長和親⍳間的流忂ˤ整體而言炻

家長的資訊來源大略⎗↮為ᶱ種炻℞一是經由學校㔁師ˣ鄰居ˣ親⍳

等⮷眾傳播方式⍾得的人晃性資訊烊℞Ḵ是德忶刊物ˣ⭋傳單ˣ或手

冊等方式炻⍾得之⭋傳性資訊烊℞ᶱ是藉由澹觀ˣ澹≈活動或ẍ網晃

網澅等方式主動⍾得資訊ˤ居家托嬰照顧服務資訊多在第一種資訊中

流忂炻怠擇機構托嬰服務的家長則是較慵在使用第ᶱ種資訊來源ˤ  

(Ḵ ) 托嬰服務屣用的支出  

劍ẍ目前⎘灣㚱酬ⶍ作者之育齡婦女⸛均生育子女數 (約ℑ人 )計

算炻保母托嬰屣用會⍿到保母素質ˣ環境設備ˣ㚱無⍿訓⍲證照ˣ

在地點ˣ㗪間長短ˣ休假天數等⼙響ˤ但ẍ雙⊿目前保母托嬰一ỵ嬰

幼兒的收屣約在一萬ℕˣ七千元ⶎ⎛ (ℐ㖍托嬰 )ˤ雖然衛生福⇑部社

會⍲家庭署㕤2012⸜7㚰頒ⶫ建構⍳善托嬰環境～保母托嬰管理與托

嬰屣用墄助⮎㕥計畫炻一般家庭ˣ中Ỷ收入戶⎗依據不⎴的條件每㚰

得到不⎴金柵的托嬰墄助 (衛生福⇑部社會⍲家庭署炻2014)ˤ但⮵㕤

高物價雙⊿地⋨而言炻㬌筆保母托嬰的支出還是會忈ㆸ家庭沉慵的屈

擔ˤ  

(ᶱ ) 托嬰服務互動頻率  

托嬰機構裡父母和照顧者的互動很少炻雙方⮵彼㬌互動關Ὢ的知

覺㚱落差炻關㕤幼兒㔁養的觀點也不一农ˤ機構式托嬰的㓧策既不⇑

照顧者在ⶍ作㗪間ℏ㍸供直接照顧ẍ外的服務炻也阻礙他們與家長建

立頻繁與密↯的互動關Ὢ (陳姣伶ˣ黃迺㭻炻2008)ˤ  

(四 ) 托嬰服務滿意⹎  

家長最滿意的地方在㕤⍿托者很用心帶⮷孩ˣ環境衛生⬱ℐˣ暊

家近ˣ溝忂良好等ˤ⮵家長而言炻保母能夠⮰心帶⮷孩ˣ給孩子⎫得

好炻也更能忼到溝忂效果炻≈ᶲ保母多為個人服務炻ẍ收托㗪間很

㚱彈性炻更讓家長感到滿意烊機構式托嬰則在價格合理和孩子喜㬉去

ℑ因素中⍾⊅ (馮燕炻2008)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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Ḵˣ  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機構之相關研究  

Wise(2002)ˣSeo(2003)的研究皆䘤現炻ˬ㔁保ℏ容˭ˣˬ環境設備˭ˣ

ˬ師資⮰業性˭ˣˬ距瀸遠近˭ˣˬ師生㭼˭ˣˬ屣用˭是家長怠擇托嬰

機構慵要怠擇因素炻℞中Davis&Conneldy(2005)更指出ˬ機構型態˭也是

⼙響家長怠擇托嬰機構的慵要因素ˤ因㬌ẍᶳ⮯針⮵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機

構之相關研究忚埴彙整炻並⮯彙整結果呈現如表2-4示ˤ  

 

表2-4 

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機構之相關研究彙整表  

作者  ⸜ẋ  研究柴目  研究結果  

蔡䐄文  2003 ㍊討家長⮵㕤幼

㔁機構的怠擇考

量因素  

研究結果䘤現炻環境設備ˣ家長復

托感⍿ˣ外界整體評價ˣ幼兒感⍿ˣ

距暊遠近ˣ㔁保ℏ容ˣ屣用ẍ⍲師

資⮰業性是家長怠擇托嬰中心之主

要考量因素炻且不⎴背㘗家長⮵㕤

怠擇學前㔁育之資訊來源的ˬ動態

資訊˭㚱顯叿差異ˤ  

馬祖䏛  2005 家長視域之家庭

托嬰經槿⮎相㍊

討  

研究結果䘤現炻家長相⮵慵視保母

㍸供的彈性收托間ˣ個⇍關懷式

的⼴勤支援炻並娵為保母體層性的

服務構面炻⮵保母⮰業性的服務ㆸ

效㚱≈ㆸ效果  

澼麗屆  2005 嬰幼兒母親的育

兒處境之詮慳  

研究結果䘤現炻家長娵為托嬰經

槿ˣ㔁保ℏ容是怠擇托嬰服務之主

要考量因素ˤ  

Davis 

&Conneldy 

2005 建立家長怠擇模

式並↮析家庭ˣ

幼兒⍲ⶪ場特性

來預測家長怠擇

托嬰型態  

研究結果䘤現炻家長娵為屣用ˣ㔁

保ℏ容ˣ環境設備ˣ機構型態ˣ距

瀸遠近是怠擇托嬰中心主要考量因

素ˤ  

㕥志煒  2006 高屏地⋨家長怠

擇嬰幼兒托嬰模

式之埴為㍊究  

研究結果䘤現炻家長娵為家屣用

Ỷˣ瀸家近ˣ托嬰經槿豐富是願意

⮯嬰兒交給托嬰機構照顧的主要原

因ˤ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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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ẋ  研究柴目  研究結果  

陳姣伶  2008 ㍊討就業母親

的嬰兒照顧怠

擇因素  

研究結果䘤現炻怠擇機構式托嬰的就

業母親較慵視照顧者的⮰業性⍲照

顧環境學習ℏ容的規劃ˤ  

匲伶⭄  2014 了解家長⮵怠

擇幼托機構之

考量因素  

研究結果䘤現炻ˬ養ㆸ良好生活習

ㄋ˭x ˬ➡養自理能力˭和ˬ自信心˭

是⼙響家長怠擇托嬰機構的主要考

量因素ˤ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托育場域的環境是否⎗為⍿托的嬰兒㍸供情感的支持ˣ娵知的學習⍲

社會能力的互動是許多家長⮵托育場域的慵視炻⮵㕤ㆸ長階段的幼兒是㚱

叿舉足庽慵的⼙響叿未來的䘤展ˤ而從ᶲ述不⎴研究者⮵㕤嬰兒家長怠擇

托嬰機構之相關研究⎗ẍ䘤現炻許多家長怠擇保母托嬰的原因在㕤服務ℏ

容彈性ˣ相似的家庭環境ˣ較能配合父母的需求ˣ瀸家近ˣ收托人澷較機

構式少炻除㬌之外炻還℟㚱℞他托嬰方式不⎗㚧ẋ的特質如人性⊾炻讓保

母和孩子ˣ家長建立一種較為親密的關Ὢˣ近便性ˣ彈性ẍ⍲⎗得性 (陳倩

慧炻1998)ˤ⮵㕤需求面來澽炻家庭保母相⮵㕤機構來澽較瀫㕤ᶱ歲ẍᶳ的

嬰幼兒炻因為嬰幼兒㗪期的䘤展任務即為依附關Ὢ的建立炻保母能㍸供熟

悉ˣ溫暖的環境炻ẍ⍲穩⭂的依附⮵象炻且收托人澷少的情形ᶳ炻使嬰幼

兒得ẍ獲得較多的關注與互動機會炻㚱助㕤建立社會關Ὢ與灖為系統炻因

㬌保母托嬰服務ㆸ為現ẋ家長怠擇的方式 (蘇怡之炻2000)ˤ除㬌之外炻

邱華慧ˣ張家⋱ˣ瀯淑如ˣ瀯⭄賢ˣ王資よ (2009)也指出炻家長在怠擇托

嬰機構㗪炻除了慵視托嬰機構ℏ的保母⍲㔁育人員的健康狀況外炻保母⍲

㔁育人員要能留意嬰幼兒每㖍健康狀況炻並熟悉急救方法炻ẍ維護嬰幼兒

之健康需求ˤ而且保母⍲㔁育人員還應℟備嬰幼兒䘤展的➢本常識炻才會

瞭解℞⎬方面的䘤展是否㬋常ˤ然而從ᶲ述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機構之相關

研究卻䘤現炻少㚱研究深入瞭解嬰兒母親是如ỽ怠擇孩子的照顧環境ˤḳ

⮎ᶲ炻孩子是否㚱機會得到高品質的照顧服務乃⍾決㕤父母的決⭂炻

Wise(2002)的研究結論䘤現炻在托育的怠擇ᶲ劍為家庭托育的家長㭼較慵

視℞孩子的照顧者應每天是相⎴的單一⮵象炻另一方面劍家長的怠擇是機

構式托育炻則℞家長⮵㕤托育環境的訴求是豐富且多元⊾的刺激ˤ因㬌⮵

嬰兒家長怠擇托嬰場域的考量因素㚱℞深入㍊討的必要性ˤ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o223n/search?q=auc=%22%E9%99%B3%E5%A7%A3%E4%BC%B6%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sG84F/search?q=auc=%22%E8%8E%8A%E4%BC%B6%E5%AE%9C%22.&searchmode=basic


 

 

 

 

 

 

 

 

 

 

 

 

 

 

33 

 

 

第ᶱ章 研究設計與⮎㕥  

本章共↮為ℕ節炻第一節為研究方法烊第Ḵ節為研究架構烊第ᶱ節為

研究假設烊第四節為研究ⶍ℟烊第五節為研究㬍驟烊第ℕ節為資料處理與

方法ˤ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研究法並㟡據研究動機ˣ目的ẍ⍲文獻㍊討炻㬠

納出慵點作為本研究的➢礎䘤展出自䶐問卷炻㍊討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

與場域的考量因素之研究烊⇑用問卷調查研究法忚埴資料蒐普與↮析ˤ依

據 (許文凌炻2012)的論述問卷調查㍉非機率之便⇑抽樣方式炻研究者怠擇

忙遭⎗⍲的容易性ẍ忼研究者省㗪ˣ節約與簡便性的訴求使用的調查問

卷烊又依參考相關文獻並䶐修的ˬ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與場域的考量因

素˭作為本研究的量⊾研究ⶍ℟炻藉㬌了解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與場域

的考量因素之研究炻並㍸供給托嬰中心或是居家照顧人員更為℟體的研究

建嬘ˤ  

第Ḵ節  研究架構  

㟡據研究目的與文獻㍊討的結果炻本研究的➢本架構主要包括⍿訪家

長背㘗變枭炻℞包括⸜齡ˣ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樣本子女數ˣ職業ˣ樣

本居ỷ埴㓧⋨ˣ嬰兒⸜齡ˣ欲怠擇之㕘生兒照顧模式ˤẍ⍲ᶱ種變枭↮⇍

為⥼外照顧原因ˣ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ˣ托嬰場域考量因素炻如ᶳ圖3-1 

示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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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獨立變枭  VS  依變枭 ) 

 

 

 

 

 

 

㟡據研究架構炻↮⇍說明研究變枭之屬性烉  

一ˣ  背㘗變枭  

本研究的背㘗炻針⮵樣本之個人變枭炻包括⸜齡ˣ㔁育程⹎ˣ家庭型

態ˣ⍿訪者子女數ˣ職業ˣ居ỷ埴㓧⋨ˣ嬰兒⸜齡ˣ㕘生兒照顧模式等ℓ

個部↮忚埴研究⮵象個人背㘗資料之蒐普ˤ忚一㬍⮯⍿試之樣本予ẍ↮類

如ᶳ烉  

(一 ) 樣本⸜齡烉依嬰兒家長⸜齡炻⋨↮為20歲 (含 )ẍᶳˣ21~30x 31~40

歲ˣ41歲ẍᶲˤ  

(Ḵ ) 樣本㔁育程⹎烉依嬰兒家長㔁育程⹎炻⋨↮為高中ˣ大⮰院校ˣ

研究ẍᶲˤ  

(ᶱ ) 樣本家庭型態烉依嬰兒家長家庭型態炻⋨↮為折衷家庭 (℔婆⎴

ỷ ) ˣ㟠心家庭ˣ慵組家庭ˣ單親家庭ˣ℞他  

(四 ) 樣本子女數烉依嬰兒家長子女數ˤ  

(五 ) 家庭⸜收入烉依嬰兒家庭⸜收入炻⋨↮為32萬 (含 )ẍᶳˣ32萬~59

萬ˣ59萬~84萬ˣ84萬~113萬ˣ113萬~192萬元ˤ㬌↮類依據埴㓧

院主計處 103⸜家庭收支報告焏五等↮ỵ⸛均戶數支配得焐㍐

估炻ẍ㬌作為每戶⸜⸛均得標準ˤ  

(ℕ ) 樣本職業烉依嬰兒家長職業炻⋨↮為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ˣ第Ḵ

類商業 (金融ˣ商務 )x 第ᶱ類資訊業 (科㈨業 )x 第四類服務 (社服ˣ

樣本➢本資料  

1. ⸜齡  

2. 㔁育程⹎  

3. 家庭型態  

4. ⍿訪者子女數  

5. 職業  

6. 居ỷ埴㓧⋨  

7. 嬰兒⸜齡  

8. 㕘生兒照顧模式  

⥼外照顧原因  

托嬰模式場域

資訊來源  

怠擇嬰托場域

服務層面  

 ⮰業性  

 ⬱ℐ性  

 互動性  

 需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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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 )ˣ第五類農業 (農ˣ漁ˣ牧 )ˣ第ℕ類⮰業 (℔㔁ˣ醫療ˣ⼳

師 )ˣ第七類℞他 (家庭主婦ˣ自由業 )ˤ  

(七 ) 樣本居ỷ埴㓧⋨烉依嬰兒家長居ỷ的埴㓧⋨炻⋨↮為⎘⊿ⶪˣ

㕘⊿ⶪˤ  

(ℓ ) 嬰兒⸜齡烉依嬰兒出生⸜齡炻⋨↮為未滿㚰ˣ1-3㚰ˣ4-6㚰ˣ7-9

㚰ˣ10-12㚰ˤ  

(九 ) 欲怠擇之㕘生兒照顧模式烉依嬰兒照顧模式炻⋨↮為母親自埴

照顧ˣ保母 (不包括外⊆⍲在宅 )x 家人 (父母ˣ℔婆ˣ家人照顧 )ˣ

托嬰中心ˣ℞他ˤ  

Ḵˣ  自變枭  

(一 ) ⥼外照顧原因  

⥼外照顧原因指的是家中嬰兒⥼由家庭ẍ外的人員或機構忚埴

照顧的原因ˤ  

(Ḵ ) 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  

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指的是家長德忶不⎴媒ṳ與方式來瞭解

與怠擇托嬰模式ẍ⍲托嬰場域之資訊ˤ  

ᶱˣ  依變枭  

為了瞭解雙⊿地⋨嬰兒家長⮵㕤怠擇托嬰模式之場域考量因

素ˤ因㬌本研究ẍ雙⊿ⶪ出生军1歲嬰兒家長為主要問卷調查⮵象ˤ

而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指的是嬰兒母親㟡據℞ℏˣ外在的需求與感

⍿炻⮵托嬰場域的服務㚱℞自的需求或考量炻並為了滿足℞自身和

嬰兒的需求而做出自由怠擇的灖動炻最⼴從現存社會的⎬種托嬰場域

方案中炻怠擇一個最適⭄的照顧方案ˤ  

四ˣ  問卷調查⮵象  

為了解不⎴背㘗之嬰兒家長⮵㕤怠擇托嬰模式之場域考量因素ˤ本研

究ẍ協和醫院產婦且出生⼴军1歲嬰兒家長忚埴便⇑抽樣並䘤㓦ˬ 雙⊿ⶪ嬰

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與場域考量因素之預式調查問卷查˭炻℞中問卷調查

之預試預計䘤㓦126份炻㚱效問卷100份ˤ而預試問卷經效⹎↮析⍲信⹎↮

析⼴炻䶐製完ㆸ㬋式問卷⼴炻在忚埴㬋式問卷的䘤㓦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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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象ẍ雙⊿ⶪ附㚱兒科門姢之四家㔁學醫院炻↮⇍為⎘大ˣ淡

水馬偕ˣ榮總ˣ林口長之兒科門姢為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炻並ẍ家中㚱 0~1

歲嬰兒的家長為研究⮵象ˤ㍉隨機抽樣方式忚灖ˬ雙⊿ⶪ嬰兒家長怠擇托

嬰場域因素之㬋式調查問卷 之˭䘤㓦炻經忶問卷䘤㓦蒐普⼴炻⮎晃䘤㓦394炻

⮎晃回收問卷362份炻除了剔除慵複勾怠ˣ填答不完整ˣ亂填之無效問卷之

外炻最⼴納入統計↮析之㚱效問卷中炻共計362份炻Ỽ⮎晃回收問卷㭼例為

91.87％ˤ㍉用枭目↮析ˣ因素↮析與信⹎↮析等統計方法䶐制ˬ雙⊿⋨嬰

幼兒家長怠擇托嬰場域因素㬋式量表˭⼴再次忚埴問卷䘤㓦炻最⼴⮯㬋式

問卷回收整理⼴炻再ẍSPSS統計軟體為主要的資料↮析ⶍ℟忚埴⼴續的忚

埴㔀述性統計ˣ獨立樣本  t 檢⭂ˣ單因子變異數↮析ˣ皮爾森積差相關↮

析ˤ針⮵362份㚱效問卷↮析整理出本研究樣本➢本資料忚灖次澷統計炻藉

ẍ暸解℞樣本↮ⶫ情形如表3-1示ˤ  

 

表3-1  

㬋式問卷➢本資料之嬰兒家長背㘗資料  

背㘗變枭  類⇍  人數  䘦↮㭼  

⸜齡  

20 歲 (含 )ẍᶳ  2 0.55  

21~30 歲  65 17.96  

31~40 歲  244 67.40  

41 歲ẍᶲ  51 14.09  

㔁育程⹎  

高中  52 14.36 

大⮰院校  230 63.54  

研究ẍᶲ  80 22.10  

家庭型態  

折衷家庭 (℔婆⎴ỷ ) 118 32.60  

單親家庭  10 2.76  

慵組家庭  7 1.93  

㟠心家庭  227 62.71  

℞他  0 0 

子女數  

1 179 49.45  

2 161 44.48  

3 18 4.97  

4 4 1.10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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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㘗變枭  類⇍  人數  䘦↮㭼  

家庭⸜收入  

32 萬 (含 )ẍᶳ  14 3.87  

32 萬~59 萬  82 22.65  

59 萬~84 萬  98 27.07  

84 萬~113 萬  135 37.29  

113 萬~192 萬元  33 9.12  

職業  

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 19 5.25  

第Ḵ類商業 (金融ˣ商務 ) 96 26.52  

第ᶱ類資訊業 (科㈨類 ) 34 9.39  

第四類服務業 (社服ˣ娛樂 ) 67 18.51  

第五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3 0.83  

第ℕ類⮰業 (℔㔁ˣ醫療ˣ⼳師 ) 42 11.60  

第七類℞他 (家庭主婦ˣ自由業 ) 101 27.90  

居ỷ埴㓧⋨  
⎘⊿ⶪ  205 56.63  

㕘⊿ⶪ  157 43.37  

嬰兒⸜齡  

未滿㚰  28 7.73  

1-3 㚰  122 33.70  

4-6 㚰  91 25.14  

7-9 㚰  105 29.01  

10-12 㚰  16 4.42  

欲怠擇之㕘生兒照

顧模式  

母親自埴照顧  136 37.57  

保母 (不包括外⊆⍲在宅 ) 83 22.93  

家人 (父母ˣ℔婆ˣ家人照顧 ) 88 24.31  

托嬰中心  55 15.19  

℞他  0 0 

第ᶱ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ˣ文獻㍊討結果⍲研究架構炻㍸出ᶳ列ℕ個研究

假說烉  

H1烉不⎴背㘗變枭⮵⥼外照顧原因㚱顯叿差異ˤ  

H2烉不⎴背㘗變枭⮵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㚱顯叿差異ˤ  

H3烉不⎴背㘗變枭⮵托嬰場域考量因素㚱顯叿差異ˤ  

H4烉⥼外照顧原因與托嬰模式場域的資訊來源㚱顯叿㬋相關性ˤ  

H5烉⥼外照顧原因與托嬰場域考量之因素㚱顯叿㬋相關性ˤ  

H6烉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與托嬰場域考量因素㚱顯叿㬋相關性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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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ⶍ℟  

本研究㍉用量⊾方式的問卷調查法炻使用的調查問卷為㟡據研究之

目的與蒐普文獻㍊討的結果炻研究者參考怠擇托育因素ˣ家長滿意⹎ˣ托

育服務品質ˣ需求滿意⹎等之相關㍊討炻䘤展出研究者自埴䶐撰焏嬰兒托育

模式與場域怠擇考量焐之調查問卷炻再依㬌問卷收普到的資料篆擬焏嬰兒

家長怠擇托嬰模式與場域的考量因素焐炻並經由預式程序忚埴⇒柴ẍ忼到䘤

展出㬋式之問卷形ㆸ炻忚而作為本研究之量⊾研究ⶍ℟炻本節ℏ容包含量

⊾之問卷䶐製忶程ˤ↮⇍說明㕤⼴ˤ  

一ˣ  問卷設計  

(一 ) 問卷填答方式說明  

為了瞭解樣本➢本背㘗資料ˣ⥼外照顧原因ˣ托嬰模式場域資訊

來源ˣ托嬰場域考量因素之間的相關性炻經由忶去相關文獻資料蒐普

並⮯資料整理㬠納⼴炻作為本研究䶐寫問卷之依據ˤ問卷䶐製方式㍉

用結構⊾之封閉式問卷炻由研究⮵象依℞感⍿與娵知填答炻問卷柴目

型式㍉用之評價⯢灏為瀯克特式 (Likert Type)≈總⯢灏法的五點濌

表炻ẍ不姀⎵方式從怠枭□中打V炻除第一部↮個人資料的部↮則㕤適

當的怠枭□中怠擇之外炻℞餘部份則從ˬ非常不⎴意˭ˣˬ不⎴意˭ˣ

ˬ㘖忂˭ˣˬ⎴意˭⍲ˬ非常⎴意˭怠枭中打Vˤ計↮方式㬋向柴↮

⇍給予1 ↮ˣ2 ↮ˣ3 ↮ˣ4↮ˣ5 ↮ˤ  

(Ḵ ) 預式問卷䶐制來源  

本研究之ˬ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之場域考量因素˭是依照托嬰

中心照護人員ˣ主管ˣ居家照護人員等人相關經槿得知炻嬰兒家長在

考量托嬰場域的因素外炻⥼外照顧原因和托嬰模式場域資訊的好壞與

評價也會⼙響到嬰兒家長怠擇托嬰場域ˤ因㬌本研究⮯嬰兒家長怠擇

托嬰場域因素↮為ˬ⥼外照顧原因˭ˣˬ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ˣ

ˬ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等ᶱ種變枭ˤ㬌外炻本研究之家長職業↮

類是參考吳敏沛 (2010)ẍ⍲黃毅志 (1996)等人研究中的職 業 ↮ 類 原

則≈ẍ參考䶐列而ㆸˤ本研究藉由回顧相關文獻資料炻䘤展整理出

ˬ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之場域考量因素˭初稿炻而本研究問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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ℏ容↮為樣本➢本資料ˣ⥼外照顧原因ˣ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ˣ托

嬰場域考量因素等四部↮ˤ℞中炻本研究問卷⮵㕤⥼外照顧原因方面

㚱7柴問枭烊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方面㚱5柴問枭烊怠擇嬰托場域服

務層面方面㚱23柴問枭炻總計共㚱35柴問枭炻如附件一示ˤ  

(ᶱ ) ⮰家效⹎  

研究者之問卷試柴是依據研究的目的炻彙整℞相關資料的參考⍲

相關的文獻䶐制炻並㕤初稿擬⭂⼴怨請國ℏ五ỵ⮰家炻針⮵研究者欲

研究之嬘柴忚埴審視炻ẍ忼到文⫿㍸問的ℏ容能更適↯的讓⍿試者⇌

讀炻使試卷問柴更能涵括研究者欲㍊討的層面炻亦㟡據⮰家㍸供

之意見炻⮯問卷的ℏ容修改ẍ忼到文⫿的語意與問卷試柴的ℏ容更適

↯炻並⮯不適當的柴目予ẍ修㬋或⇒除ˤᶳ表3-2為研究者怨請的⮰

家與℞⮰長領域ˤ由㕤⎬⮰家學者⮵㕤本研究問卷調查柴目並沒㚱㍸

出℞他意見炻因㬌忚埴預試問卷的䘤㓦炻並㕤預試問卷回收⼴忚埴枭

目↮析ˣ因素↮析和信⹎↮析ˤ  

 

表 3-2 

⮰家學者⎵單  

⥻⎵  職稱  相關領域  

劉 x 君  ⋿華大學  

助理㔁授  

幼兒語文領域㔁材㔁法ˣ埴為觀

察ˣ健康照護等ˤ  

㕥 x 煌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助理㔁授  

兒童產業ˣ保母人員職前訓練班課

程ˣ幼兒園㔁師研習會講師ˤ  

邱 x 菁  金⮞居護理托嬰中心  

屈責人ˣ督⮶  

20 ⸜ẍᶲ婦科ˣ兒科護理長資㬟  ʕ

廖 x 枮  㕘竹縣保母協會總幹ḳ  20 ⸜ẍᶲ保母經槿社⋨保母系統

㍐廣  

梁媽媽  保母  20 ⸜ẍᶲ保母資㬟ˣ家扶中心寄

養家庭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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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枭目↮析  

㟡據吳明隆炷2011炸的論述炻一個極端 t值Ỷ的柴枭炻℞柴枭與總

↮的相關也⎗能較Ỷˤ枭目↮析的主要目的在⮵預試問卷個⇍柴枭適

灎性的檢㟠炻ẍ作為㬋式怠柴的澹考ˤ忂常在柴枭↮析㗪⮯⍿測者的

濌表得↮總和炻依高Ỷ枮序排序炻總得↮在前27%設為高↮組烊總得

↮在⼴27%設為Ỷ↮組炻ẍ算出高Ỷ兩組⍿測者在每柴柴枭的⸛均㭼

較值炻並㍉用獨立樣本 t檢⭂方式計算出極端 t值炷邱皓㓧炻2005炸ˤ

而王俊明炷1999炸則建嬘經忶枭目↮析⼴⮵㕤柴枭 (極端 t值 )未忼顯叿

㗪炻表示忁個柴枭無法揹⇍不⎴⍿測者的反㗈程灏炻也是娚柴枭揹⇍

力不夠炻做為柴枭是否應⇒除的依據ˤ除㬌之外炻也⎗ẍ⇑用枭目總

相關忚埴ℏ部一农性考槿炻⇑用相關↮析法計算每一柴與總↮的積差

相關炻相關忼0.3ẍᶲ並且忼顯叿水準方⎗㍉用娚柴枭炷吳明瀪ˣ涂金

堂炻2007炸ˤ因㬌本研究⮯針⮵怠擇托嬰場域因素預試量表忚埴枭目

↮析炻並⮯↮析結果作為⇌⭂本研究擬的柴目是否適當且符合量表

䶐製之要求ˤ  

在檢視本量表㚱因素中⎬枭目的 t值和p值⼴炻⇌⭂擬的柴目

是否適當且符合量表䶐製之要求炻經枭目↮析結果䘤現柴枭1~柴枭35

之 t值均忼顯叿炻表示⎬柴枭能夠揹⇍不⎴⍿測者的反㗈程灏炻然而柴

枭1之相關值⮷㕤0.3炻故⮯柴枭1⇒除炻℞餘柴枭予ẍ保留炻如表3-3

示ˤ  

 

表 3-3 

怠擇托育場域因素量表之枭目↮析  

柴枭  T值  P值 

柴枭⇒除

的總↮相

關 

柴枭⇒除

的信⹎ 
備姣  

1. 家中無人照顧嬰兒  2.494 0.015 -0.086 0.751 ⇒除  

2. 期望㍸供嬰兒學習團體互動之

環境  
7.745 0.000 0.510 0.741 保留  

3. 不希望家人⮝壞嬰兒  6.991 0.000 0.536 0.789 保留  

4. 信任照顧者的⮰業能力  6.775 0.000 0.428 0.741 保留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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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枭  T值  P值 

柴枭⇒除

的總↮相

關 

柴枭⇒除

的信⹎ 備姣  

5. 德忶學習活動的⬱排㍸供嬰

兒較多的刺激  
7.333 0.000 0.599 0.749 保留  

6. ⮰業且完善的托嬰環境與規

劃㚱益嬰兒䘤展  
6.186 0.000 0.508 0.762 保留  

7.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5.709 0.000 0.478 0.697 保留  

8. 德忶網路搜⮳  6.848 0.000 0.456 0.658 保留  

9. ㍊聽附近的托嬰之場域的評

價  
5.959 0.000 0.551 0.732 保留  

10. 自埴㍊訪ˣ參觀了解托嬰場域

的環境  
2.829 0.005 0.323 0.663 保留  

11. 德忶廣告ˣ⭋傳單忚而去瞭解

托嬰環境的相關訊〗  
8.420 0.000 0.535 0.635 保留  

12. 依親朋ˣ好⍳的㍐薦考量托嬰

照顧之模式與場域  
7.441 0.000 0.629 0.959 保留  

13.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為合格立

案之場  
8.917 0.000 0.548 

0.960 
保留  

14. 托嬰的收屣價格是否合理  7.369 0.000 0.512 0.960 保留  

15. 娚托嬰的㗪段是否符合個人

需求  
8.117 0.000 0.508 

0.957 
保留  

16. 㚱合格的收托㭼例  8.142 0.000 0.774 0.958 保留  

17. 㚱⮰業的照顧者與ⶍ作人員  16.314 0.000 0.721 0.958 保留  

18. 娚托嬰場域的經營者℞照顧

與㔁學理念是否相符  
10.538 0.000 0.635 0.958 保留  

19. 嬰兒活動環境設㕥與℔共⬱

ℐ是否完善  
10.991 0.000 0.729 0.956 保留  

20. 嬰兒的活動範圍與空間℞動

線設計和㍉是否適合嬰兒  
10.139 0.000 0.850 0.958 保留  

21.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乾淨ˣ衛

生ˣ無異味  
11.747 0.000 0.734 0.957 保留  

22.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㚱⭂期㴰

㭺  
8.142 0.000 0.770 0.957 保留  

23. 是否㚱㍸供營養ˣ衛生ˣ健

康ˣ⎗口的餐點  
10.269 0.000 0.769 0.958 保留  

24. 合格的㴰防ˣ逃生設備炻℔共

⬱ℐ規劃是否完善  
11.747 0.000 0.707 0.957 保留  

25. 托嬰之場域附近環境是否適

合嬰兒  
8.972 0.000 0.769 0.956 保留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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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枭  T值  P值 

柴枭⇒除

的總↮相

關 

柴枭⇒除

的信⹎ 備姣  

26. 照顧者的態⹎與應變能力  10.991 0.000 0.845 0.958 保留  

27.       

28. 照顧者的⮰業資格與㔁養理

念  
8.109 0.000 0.717 0.957 保留  

29. 照顧者會依個⇍差異㍸供合

⭄的指⮶  
11.869 0.000 0.788 0.957 保留  

30. ℟愛心與耐心並會䳘心觀察

嬰兒的狀況  
11.747 0.000 0.768 0.958 保留  

31. 嬰兒㖍常生活作〗的⬱排是

否合᷶健康ˣ⬱ℐ與適性的䘤

展  

9.049 0.000 0.725 0.957 保留  

32. 領㚱⮰業的合格證照  8.949 0.000 0.739 0.958 保留  

33. 是否㍸供嬰兒作〗姀錄簿  10.063 0.000 0.711 0.958 保留  

34. 會和家長保持聯絡使瞭解嬰

兒㕤娚場域的概況⍲現階段

展  

11.747 0.000 0.652 0.958 保留  

35. 會主動關心嬰兒在家的狀況

與習性  
9.000 0.000 0.706 0.959 保留  

36. 是否會㍸供育兒資訊與經槿

交流  
10.139 0.000 0.595 0.957 保留  

 

(五 ) 因素↮析  

因素↮析主要在㈦出量表潛在的結構炻減少柴枭的數目炻使變為

一組較少而彼㬌相關較大的變枭炷吳明隆炻2011炸ˤ本研究在䶐製調

查問卷初稿㗪炻㍉用主ㆸ份↮析法炻並ẍ最大變異法為轉軸方式炻ẍ

求得特徵值大㕤1的因素炻再⮯獲得的⎬向⹎因素和⎬向⹎ẋ表的

柴枭≈ẍ↮類炻ẍ↮析問卷的效⹎ˤ在因素↮析㗪炻量表之ℐ部柴枭

⎗ẍ不要納入因素↮析中炻而ẍˬ↮層面˭亦即ẍ↮量表的柴枭個⇍

忚埴因素↮析炷吳明隆炻2011炸ˤ為了使預測問卷資料忼到一⭂的㚱

效程⹎炻因㬌本研究⇑用KMO和Bartlett球型檢⭂來⇌斷資料是否適合

忚埴因素↮析炻ẍ⍲抽樣的適↯與否ˤ之⼴再⇑用因素↮析最大變異

法萃⍾出主要的共⎴因素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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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忚灖因素↮析之前炻瀫用KMO⍲Bartlett球型檢⭂來⇌斷資料是

否適合忚灖因素↮析ˤKMO是  Kaiser Meyer Olkin的⍾樣適當性衡濌

澷炻當KMO值越大炻表示變澷間的共⎴因素越多炻越適合忚灖因素↮

析ˤ㟡據Kaiser(1976)的觀點炻若KMO＞0.8表示非常好炻KMO＞0.7

表示很好炻KMO＞0.6表示中等炻KMO＞0.5表示勉強接⍿炻若KMO

烋0.5則表示不能接⍿ˤ㬌外炻Bartlett球型檢⭂則是用來⇌斷資料是否

是多變濌常態↮配炻也⎗用來檢⭂是否適合忚灖因素↮析ˤ㟡據萃⍾

的忶程炻第一個因素ẋ表能力最強炻第Ḵ個因素次之炻依序⮯萃⍾军

因素特徵值ʁ1者炻而因素特徵值ʀ1者則不予考慮ˤ而䳗積解慳變異

量為因素解慳力的≈總炻ẋ表因素模式總變異中炻⎗ẍ被萃⍾因素

解慳的䘦↮㭼ˤẍᶳ為本研究怠擇托嬰場域因素預試量表之因素↮

析ˤ  

1. ⥼外照顧原因量表之因素↮析  

ẍᶳ⮯針⮵⥼外照顧原因量表忚埴因素↮析炻如ᶳ表3-4

示烉  

 

表3-4 

⥼外照顧原因量表之因素↮析  

柴枭  因素屈荷量  

1. 期望㍸供嬰兒學習團體互動之環境  0.723 

2. 不希望家人⮝壞嬰兒  0.751 

3. 信任照顧者的⮰業能力  0.520 

4. 德忶學習活動的⬱排㍸供嬰兒較多的刺激  0.787 

5. ⮰業且完善的托嬰環境與規劃㚱益嬰兒䘤展  0.746 

6.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0.678 

特徵值  2.995 

解慳變異量  49.878 

KMO=0.784炻p<0.05烊Bartlett 的球形檢⭂=178.355 

 

由表3-4⎗ẍ得知炻⥼外照顧原因量表的KMO⍾樣適當性Ὢ

澷皆大㕤0.5炻而Bartlett檢⭂統計濌的p值均⮷㕤顯叿水準1%炻表

示娚資料之抽樣為適當且適合忚灖因素↮析ˤ除㬌之外炻⎬柴枭

之因素屈荷量均大㕤0.5炻故本研究⮯ᶲ述⎬柴目忚埴信⹎↮析  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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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之因素↮析  

ẍᶳ⮯針⮵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因量表忚埴因

素↮析炻如ᶳ表3-5示烉  

 

表3-5  

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量表之因素↮析  

柴枭  因素屈荷量  

1. 德忶網路搜⮳  0.644 

2. ㍊聽附近的托嬰之場域的評價  0.740 

3. 自埴㍊訪ˣ參觀了解托嬰場域的環境  0.556 

4. 德忶廣告ˣ⭋傳單近兒去瞭解托嬰環境的相關訊〗  0.738 

5. 依親朋ˣ好⍳的㍐薦考量托嬰照顧之模式與場域  0.808 

特徵值  2.470 

解慳變異量  49.391 

KMO=0.621炻p<0.05烊Bartlett 的球形檢⭂=137.053 

 

由表3-5⎗ẍ得知炻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量表的

KMO⍾樣適當性Ὢ澷皆大㕤0.5炻而Bartlett檢⭂統計濌的p值均⮷

㕤顯叿水準 1%炻表示娚資料之抽樣為適當且適合忚灖因素↮

析ˤ除㬌之外炻⎬柴枭之因素屈荷量均大㕤0.5炻故本研究⮯ᶲ

述⎬柴目忚埴信⹎↮析ˤ  

3. 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因素↮析  

第一次因素↮析結果炻怠擇托嬰場域因素量表呈現四個構

面炻檢測⎬柴枭屬之因素構面炻⎬柴枭之因素屈荷濌之絕⮵值

皆大㕤0.5炻除構面4(柴枭6)予ẍ剔除炻再忚埴第Ḵ次因素↮析炻

剩餘22柴ˤ  

第Ḵ次因素↮析結果炻怠擇托嬰場域因素量表呈現四個構

面炻檢測⎬柴枭屬之因素構面炻⎬柴枭之因素屈荷濌之絕⮵值

皆大㕤0.5炻怠擇托嬰場域因素量表共㚱22柴炻依因素⍾捨原則

萃 ⍾ 出 四 個 因 素 炻 累 積 解 慳 變 澰 濌 忼 72.907% 炻

Kaiser-Meyer-Olkin⍾樣適灎性濌澷為 0.899炻故適合作因素↮

析ˤ⎬因素命⎵⍲ℏ涵如ᶳ烉因素一炻命⎵為⮰業性炻特徵值為

5.407炻解慳變澰濌24.578%烊因素Ḵ炻命⎵為⬱ℐ性炻特徵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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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3炻解慳變澰濌18.333%烊因素ᶱ炻命⎵為互動性炻特徵值為

3.850炻解慳變澰濌17.499%烊因素四炻命⎵為需求性炻特徵值為

2.749炻解慳變澰濌12.497%炻如表3-6示ˤ  

 

表3-6  

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量表之因素↮析  

柴枭  ⮰業性  ⬱ℐ性  互動性  需求性  

1.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㚱⭂期㴰㭺  0.80     

2. 嬰兒㖍常生活作〗的⬱排是否合

᷶健康ˣ⬱ℐ與適性的䘤展  
0.72     

3. 㚱合格的收托㭼例  0.71     

4. 托嬰之場域附近環境是否適合嬰

兒  
0.71     

5. 領㚱⮰業的合格證照  0.64     

6. 嬰兒的活動範圍與空間℞動線設

計和㍉是否適合嬰兒  
0.60     

7. 照顧者會依個⇍差異㍸供合⭄的

指⮶  
0.57    

 

8. 㚱⮰業的照顧者與ⶍ作人員  0.55     

9. 是否㚱㍸供營養ˣ衛生ˣ健康ˣ

⎗口的餐點  
0.54    

 

10. 照顧者的⮰業資格與㔁養理念   0.75    

11. 嬰兒活動環境設㕥與℔共⬱ℐ是

否完善  
 0.72    

12. ℟愛心與耐心並會䳘心觀察嬰兒

的狀況  
 0.66    

13. 照顧者的態⹎與應變能力   0.60    

14. 合格的㴰防ˣ逃生設備炻℔共⬱

ℐ規劃是否完善  
 0.58    

15.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乾淨ˣ衛生ˣ

無異味  
 0.55    

16. 是否會㍸供育兒資訊與經槿交流    0.78   

17. 是否㍸供嬰兒作〗姀錄簿    0.75   

18. 會主動關心嬰兒在家的狀況與習

性  
  0.71   

19. 會和家長保持聯絡使瞭解嬰兒㕤

娚場域的概況⍲現階段展  
  0.62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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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枭  ⮰業性  ⬱ℐ性  互動性  需求性  

1. 托嬰的收屣價格是否合理     0.79  

2.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為合格立案之

場  
   0.71  

3. 娚托嬰的㗪段是否符合個人需求     0.58  

特徵值  5.407 4.033 3.850 2.925 

解慳變異量  24.578 18.333 17.499 12.497 

䳗積解慳變異量  24.578 42.910 60.409 72.907 

KMO=0.899炻p<0.05烊Bartlett 的球形檢⭂=2043.262 

 

由表3-6因素↮析⎗ẍ得知炻䳗積變異量大㕤50%且⎬構面柴

枭之因素屈荷量均大㕤0.5炻然而娚↮類結果再次忚埴⮰家審查

㗪娵為炻柴枭1ˣ4ˣ9與柴枭10ˣ12ˣ13應娚⮵調才能符合構面

命⎵的意涵炻因㬌本研究⮯⮵調忶⼴的⮰業性構面⎬柴枭ẍ⍲⬱

ℐ性構面⎬柴枭↮⇍再次忚埴因素↮析⼴炻調整忶⼴之⮰業性構

面䳗積變異量為68.577%炻⮰業性⎬構面柴枭之因素屈荷量均大

㕤0.5炻而調整忶⼴之⬱ℐ性構面䳗積變異量為67.048%炻⬱ℐ性

⎬構面柴枭之因素屈荷量均大㕤0.5炻故本研究⮯ᶲ述⎬柴目忚

埴信⹎↮析ˤ  

(ℕ ) 信⹎↮析  

由㕤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炻每份量表包含↮層面 (構面 )炻因而研

究者除㍸供總量表的信⹎Ὢ數外炻也應㍸供⎬層面的信⹎Ὢ數ˤ㟡據

測量結果來評估結果的一农性⍲穩⭂性炻本研究使用Cronbach’s α值

作為衡量準則ˤGuieford(1965)㍸出炻劍Cronbach’s α值Ỷ㕤0.35者列

為Ỷ信⹎炻表示娚問卷不適用烊而ṳ㕤0.35军0.70之間的α值列為中信

⹎烊Cronbach’s α值高㕤0.70ẍᶲ者列為高信⹎炻如果↮量表的ℏ部一

农性αὪ數在0.60 ẍᶳ或總量表的信⹎Ὢ數在0.80 ẍᶳ炻應考量慵㕘

修訂量表或增⇒柴枭炷吳明隆炻2011炸ˤ  

1. ⥼外照顧原因量表之信⹎↮析  

ẍᶳ⮯針⮵⥼外照顧原因量表忚埴信⹎↮析炻如ᶳ表3-7

示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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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外照顧原因量表之信⹎↮析摘要表  

構面  柴枭  
⇒除娚柴

枭⼴ α 值  

構面 α
值  

⥼外

照顧

原因  

1. 期望㍸供嬰兒學習團體互動之環境  0.751 0.788 

2. 不希望家人⮝壞嬰兒  0.741 

3. 信任照顧者的⮰業能力  0.789 

4. 德忶學習活動的⬱排㍸供嬰兒較多的刺

激  
0.741 

5. ⮰業且完善的托嬰環境與規劃㚱益嬰兒

䘤展  
0.749 

6.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0.762 

 

由表3-7⎗ẍ得知⥼外照顧原因量表的構面Cronbach α值均

在0.7ẍᶲ炻表示濌表信⹎良好炻且構面柴枭Cronbach α值皆Ỷ㕤

⎬構面之Cronbach α值炻顯示㬌量表不需要修訂或增⇒柴枭ˤ因

㬌㟡據ᶲ述⥼外照顧原因量表信⹎↮析結果炻本研究⥼外照顧原

因量表℟㚱高灏的ℏ部一农性炻因㬌本研究⮯⥼外照顧原因量表

預測濌表柴目作為本研究㬋式濌表和䘤㓦炻如附件Ḵ示ˤ  

2. 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量表之信⹎↮析  

ẍᶳ⮯針⮵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量表忚埴信⹎

↮析炻如ᶳ表3-8示烉  

 

表3-8  

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量表之信⹎↮析摘要表  

構面  柴枭  
⇒除娚柴

枭⼴ α 值  

構面 α
值  

資訊

來源  

1. 德忶網路搜⮳  0.697 0.726 

2. ㍊聽附近的托嬰之場域的評價  0.658 

3. 自埴㍊訪ˣ參觀了解托嬰場域的環境  0.732 

4. 德忶廣告ˣ⭋傳單近兒去瞭解托嬰環境

的相關訊〗  
0.663 

5. 依親朋ˣ好⍳的㍐薦考量托嬰照顧之模

式與場域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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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8⎗ẍ得知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量表的構

面Cronbach α值均在0.7ẍᶲ炻表示問卷信⹎良好炻且構面柴枭

Cronbach α值皆Ỷ㕤⎬構面之Cronbach α值炻除了柴枭3ẍ外炻但

因構面Cronbach α值大㕤0.7℟㚱良好的ℏ部一农性炻且娚柴⇒除

⼴只能㍸升0.006的信⹎值炻因㬌不⮯娚柴目⇒除炻也顯示㬌量

表不需要修訂或增⇒柴枭ˤ  

3. 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信⹎↮析  

ẍᶳ⮯針⮵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量表忚埴信⹎↮析炻如ᶳ

表3-9示烉  

 

表3-9  

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量表之信⹎↮析摘要表  

構面  柴枭  
⇒除娚柴

枭⼴ α 值  

構面 α
值  

⮰業

性  

1. 嬰兒㖍常生活作〗的⬱排是否合᷶健康ˣ

⬱ℐ與適性的䘤展  
0.934  

0.938 

2. 㚱合格的收托㭼例  0.931  

3. 領㚱⮰業的合格證照  0.936  

4. 嬰兒的活動範圍與空間℞動線設計和㍉

是否適合嬰兒  
0.928  

5. 照顧者會依個⇍差異㍸供合⭄的指⮶  0.930  

6. 㚱⮰業的照顧者與ⶍ作人員  0.932  

7. 照顧者的⮰業資格與㔁養理念  0.934  

8. ℟愛心與耐心並會䳘心觀察嬰兒的狀況  0.930  

9. 照顧者的態⹎與應變能力  0.925  

⬱ℐ

性  

1. 嬰兒活動環境設㕥與℔共⬱ℐ是否完善  0.887  

0.899 

2. 合格的㴰防ˣ逃生設備炻℔共⬱ℐ規劃是

否完善  
0.886  

3.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乾淨ˣ衛生ˣ無異味  0.879  

4.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㚱⭂期㴰㭺  0.874  

5. 托嬰之場域附近環境是否適合嬰兒  0.888  

6. 是否㚱㍸供營養ˣ衛生ˣ健康ˣ⎗口的餐

點  
0.872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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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柴枭  
⇒除娚柴

枭⼴ α 值  

構面 α
值  

互動

性  

1. 是否會㍸供育兒資訊與經槿交流  0.855 0.873 

2. 是否㍸供嬰兒作〗姀錄簿  0.820 

3. 會主動關心嬰兒在家的狀況與習性  0.807 

4. 會和家長保持聯絡使瞭解嬰兒㕤娚場域

的概況⍲現階段展  
0.863 

需求

性  

1. 托嬰的收屣價格是否合理  0.518 0.676 

2.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為合格立案之場  0.535  

3. 娚托嬰的㗪段是否符合個人需求  0.680 

 

由表3-9⎗ẍ得知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量表的Cronbach α

值均在0.6ẍᶲ炻表示量表信⹎良好炻且⎬構面柴枭Cronbach α值

皆Ỷ㕤⎬構面之Cronbach α值炻除了柴枭 22ẍ外炻但因構面

Cronbach α值大㕤0.6℟㚱尚⎗的ℏ部一农性炻且娚柴⇒除⼴只能

㍸升0.004的信⹎值炻因㬌不⮯娚柴目⇒除炻顯示㬌量表不需要

修訂或增⇒柴枭ˤ因㬌㟡據ᶲ述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量表信⹎

↮析結果炻本研究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濌表℟㚱高灏的ℏ部一

农性炻因㬌本研究⮯怠擇托育托嬰場域考量因素預測濌表柴目作

為本研究㬋式問卷和䘤㓦炻如附件Ḵ示ˤ  

第五節  研究⮎㕥程序  

本研究自ˬ確⭂研究主柴˭军ˬ結論與建嬘˭炻研究㬍驟如ᶳ述炻

研究流程圖如圖3-2示ˤ  

一ˣ  確立研究主柴與目的  

ḳ⃰預覽嬰兒托嬰相關產業現況ẍ⍲嬰幼兒䘤展需求⮵家長怠擇托嬰

之場域的考量與⼙響的相關文獻資料與理論➢礎⍲℞他相關研究報告炻並

與師長討論確⭂本研究之研究主柴ˤ由㕤嬰兒托嬰產業範圍相當廣泛炻經

由⎬類文獻中界⭂本研究範圍ẍ雙⊿地⋨嬰兒家長為研究⮵象炻藉㬌了解

家長怠擇托嬰之場域的考量與⼙響因素ˤ  

Ḵˣ  相關理論與文獻㍊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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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普家長⥼外照顧原因ˣ托嬰場域資訊瞭解方式與托嬰場域考量因素

等之國ℏ外文獻概況資料ˤ  

ᶱˣ  建立研究架構  

再次檢視研究資料炻㟡據研究目的⍲埵生出之相關問柴⼴炻䘤展出本

研究之研究架構ˣ研究假設ˤ  

四ˣ  問卷設計  

依據文獻㍊討ℏ容炻擬⭂ˬ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之場域考量因素之

調查問卷查˭架構並䘤展問卷柴枭炻形ㆸ問卷調查炻再德忶信⹎和因素↮

析㈦出⎬變枭之構面並命⎵ˤ  

五ˣ  資料整理與↮析  

⮯回收的問卷忚埴忶濾⼴炻整理出㚱效問卷炻再使用統計⣿墅軟體忚埴

資料↮析ˤ  

ℕˣ  結論與建嬘  

㟡據統計↮析結果⍲⍿試者㍸供的意見忚埴㬠納炻研擬結論⍲℟體建

嬘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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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研究流程  

 

 

 

 

 

 

 

 

 

 

第ℕ節  資料處理與方法  

本研究㍉用問卷調查法炻乃依據研究目的炻配合⮎晃之情況⮵研究問

柴和研究變澷忚灖橾作⊾⭂義炻設計出研究問卷炻藉由因素↮析建構問卷

之效灏⍲信灏↮析炻ẍ了解問卷之⎗靠灏烊並德忶問卷的䘤㓦炻經℞回收

⼴炻針⮵問卷資料㍉用SPSS(SPSS20.0)⣿墅統計軟體忚灖㔀述統計↮析ˣ

因素↮析ˣ信⹎↮析ˣ皮爾森積差相關↮析ˣ獨立T檢⭂ˣ單因子變異數

↮析ˤ  

Ḵˣ  㔀述性統計  

㔀述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包括統計方法中的蒐普澷據ˣ整理ˣ↮

析⍲解慳資料等㬍驟炻是㚱統計方法的➢礎炻㔀述性統計↮析是用ẍ澽

建立研究架構  

資料整理與↮析  

研究主柴確立  

相關理論與文獻㍊

問卷柴目設計  

結論與建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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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樣本資料結構炻是⮯問卷資料忚灖單一變澷間之㔀述性↮析炻瀫用次澷

↮配瞭解⍿測使用者之↮佈情形炻⮵⎬變澷之⸛均值作一概略㍷述ˤ  

ᶱˣ  獨立樣本  T檢⭂  

檢⭂不⎴樣本背㘗變枭⮵⥼外照顧原因變枭ˣ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

變枭ˣ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變枭是否㚱顯叿差異ˤ在忚埴獨立樣本  T檢

⭂前炻研究數據須符合統計學ᶲ的➢本假⭂炻即檢槿ℑ獨立母體變異數相

等檢⭂炻才能獲得⎗靠㚱效的統計結果ˤ  

四ˣ  單因子變異數↮析  

檢⭂樣本在相⎴背㘗ᶳ炻⮵⥼外照顧原因變枭ˣ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

源變枭ˣ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變枭是否㚱顯叿差異ˣ不⎴樣本背㘗⮵⥼

外照顧原因變枭ˣ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變枭ˣ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變

枭是否㚱顯叿差異ˤ在忚埴單因子變異數↮析前炻研究數據須符合統計學

ᶲ的➢本假⭂炻即檢槿變異數⎴質性假設炻才能獲得⎗靠㚱效的統計結果  ʕ

五ˣ  皮爾森積差相關↮析  

自變數和依變數間的相關性↮析炻瞭解⎬變枭間的相關或共變關Ὢˤ

計算⎬㍏制變枭⮵依變數間的皮爾森相關Ὢ數炻當相關Ὢ數值グ接近㬋屈1 

㗪炻表示變枭的關聯情形グ明顯ˤ本研究用來↮析⥼外照顧原因變枭ˣ托

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變枭ˣ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變枭等⎬變枭之間的相

關性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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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析與討論  

本章Ὢ呈現本研究獲得之結果炻並忚一㬍↮析ˤℐ章↮為五節炻第

一節ˣ針⮵本研究問卷回收情況與樣本結構忚埴㔀述統計↮析烊第Ḵ節ˣ

針⮵不⎴背㘗變枭在怠擇托嬰模式與場域在⎬構面之現況↮析差異↮析烊

第ᶱ節ˣ不⎴背㘗變枭在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忚埴差異↮析烊第四節ˣ

針⮵⥼外照顧原因ˣ資訊來源ˣ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忚灖相關↮析烊第

五章為綜合討論ˤ  

第一節  嬰兒家長怠擇托嬰機構的考量狀況  

本節⮯回收㬋式問卷中的⎬個研究構面炻包括家長⥼外照顧原因ˣ

托嬰場域資訊瞭解方式與托嬰場域考量因素等衡濌枭目⍾⸛均澷⍲標準

差炻而整理並≈ẍ澽明炻藉ẍ了解樣本⮵每㬋式問卷之問枭感⍿的程灏ˤ  

一ˣ  家長⥼外照顧原因  

本研究之家長⥼外照顧原因變枭共包含6個衡濌枭目炻且家長⥼外照顧

原因變枭⎴意程⹎的總⸛均得↮為 3.808ˤ而在⎬衡濌柴枭⸛均澷 (M)由

3.025军4.124炻標準差 (SD)為0.818军1.130炻且本研究從問卷調查中⎗得

知炻ẍˬ德忶學習活動的⬱排㍸供嬰兒較多的刺激˭的得↮最高

炷M=4.124炸ˤˬ⮰業且完善的托嬰環境與規劃㚱益嬰兒䘤展˭的得↮次

高炷M=4.069炸ˤ排⎵第ᶱ的問枭ˬ期望㍸供嬰兒學習團體互動之環境˭

得↮炷M=3.961炸ˤ得↮排⎵較⼴面的ᶱ問枭為ˬ信任照顧者的⮰業能力˭

得↮炷M=3.923炸ʕ 接續是ˬ不希望家人⮝壞嬰兒˭得↮炷M=3.749炸ˤˬ不

讓孩子輸在起跑點˭最⼴得↮炷M=3.025炸炻如表4-1示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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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家長⥼外照顧原因⎬柴枭現況↮析摘要表  

柴枭  
⸛均數

(M) 

標準差

(SD) 

⸛均值

排序  

變枭⸛

均值  

1. 期望㍸供嬰兒學習團體互動

之環境  
3.961 0.991 3 

3.808 

2. 不希望家人⮝壞嬰兒  3.749 1.089 5 

3. 信任照顧者的⮰業能力  3.923 0.808 4 

4. 德忶學習活動的⬱排㍸供嬰

兒較多的刺激  
4.124 0.818 1 

5. ⮰業且完善的托嬰環境與規

劃㚱益嬰兒䘤展  
4.069 0.857 2 

6.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3.025 1.130 6 

 

整體而言炻嬰兒家長在⥼外照顧原因中炻娵為德忶學習活動的⬱排㍸

供嬰兒較多的刺激是⥼外照顧最主要原因炻℞次嬰兒家長娵為⮰業且完善

的托嬰環境與規劃㚱益嬰兒䘤展炻因㬌也會期望⥼外托嬰機構能夠㍸供嬰

兒學習團體互動之環境炻使嬰兒在身ˣ心ˣ靈能夠㚱良好的䘤展ˤ但相⮵

的炻多數家長娵為雖然信任照顧者的⮰業能力炻但並非是⥼外照顧的原因炻

而且也不會因為怕家人⮝壞自⮷孩而⥼外照顧炻再≈ᶲ0-1歲的嬰兒主要

還是ẍ身體䘤展為主炻學習䘤展是℞次炻ẍ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是⥼外

照顧原因的娵⎴⹎最Ỷˤ  

一ˣ  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  

本研究之資訊來源變枭共包含5個衡濌枭目炻且資訊來源變枭⎴意程⹎

的總⸛均得↮為3.980ˤ而在⎬衡濌柴枭⸛均澷 (M)由3.514军4.497炻標準差

(SD)為0.695军1.035炻且本研究從問卷調查中⎗得知炻ẍˬ自埴㍊訪ˣ參觀

了解托嬰場域的環境˭的得↮最高炷M=4.497炸ˤˬ依親朋ˣ好⍳的㍐薦

考量托嬰照顧之模式與場域˭的得↮次高炷M=4.157炸ˤ排⎵第ᶱ的問枭

ˬ㍊聽附近的托嬰之場域的評價˭得↮炷M=4.052炸ˤ得↮排⎵較⼴面的

ℑ問枭為ˬ德忶網路搜⮳˭得↮炷M=3.677炸ˤ接續是ˬ德忶廣告ˣ⭋傳

單近兒去瞭解托嬰環境的相關訊〗˭得↮炷M=3.514炸炻如表4-2示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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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柴枭現況↮析摘要表  

柴枭  
⸛均數

(M) 

標準差

(SD) 

⸛均值

排序  

變枭⸛

均值  

1. 德忶網路搜⮳  3.677 1.022 4 3.980 

2. ㍊聽附近的托嬰之場域的評

價  
4.052 0.809 3 

3. 自埴㍊訪ˣ參觀了解托嬰場域

的環境  
4.497 0.695 1 

4. 德忶廣告ˣ⭋傳單近兒去瞭解

托嬰環境的相關訊〗  
3.514 1.035 5 

5. 依親朋ˣ好⍳的㍐薦考量托嬰

照顧之模式與場域  
4.157 0.748 2 

 

整體而言炻嬰兒家長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ẍ自埴㍊訪ˣ參

觀了解托嬰場域的環境為主炻℞次會依親朋ˣ好⍳的㍐薦考量托嬰照顧之

模式與場域炻㬌外多數家長會主動㍊聽附近的托嬰場域的評價ˤ不忶部↮

家長娵為網路ˣ廣告ˣ⭋傳單等資訊無法確娵℞托嬰場域相關資訊炻ẍ

德忶網路搜⮳ẍ⍲德忶廣告ˣ⭋傳單近兒去瞭解托嬰環境的相關訊〗不是

嬰兒家長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主要資訊來源ˤ  

Ḵˣ  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  

本研究之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變枭共包含共四個衡量構面並包含22

個衡濌枭炻℞中ẍ⬱ℐ性構面⎴意⹎的⸛均得↮最高炷4.658炸炻℞次為⮰

業性炷4.648炸炻需求性炷4.545炸炻⸛均得↮最Ỷ的則是互動性炷4.419炸ˤ

而在⎬衡濌柴枭⸛均澷 (M)由4.282军4.746炻標準差 (SD)為0.481军0.854炻

且本研究從問卷調查中⎗得知炻ẍˬ娚托嬰之場域是否乾淨ˣ衛生ˣ無異

味˭的得↮最高炷M=4.746炸ˤˬ℟愛心與耐心並會䳘心觀察嬰兒的狀況˭

的得↮次高炷M=4.729炸ˤ排⎵第ᶱ的問枭ˬ合格的㴰防ˣ逃生設備炻℔

共⬱ℐ規劃是否完善˭得↮炷M=4.718炸ˤ得↮排⎵較⼴面的ᶱ問枭為ˬ托

嬰的收屣價格是否合理˭得↮炷M=4.425炸ˤ接續是ˬ是否會㍸供育兒資

訊與經槿交流˭得↮炷M=4.370炸ˤ最⼴是ˬ是否㍸供嬰兒作〗姀錄簿˭

得↮炷M=4.3282炸如表4-3示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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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柴枭現況↮析摘要表  

柴枭  
⸛均數

(M) 

標準差

(SD) 

⸛均值

排序  

變枭⸛

均值  

1. 嬰兒㖍常生活作〗的⬱排是否

合᷶健康ˣ⬱ℐ與適性的䘤展  
4.674 0.525 6 

⮰業性  

(4.648) 

2. 㚱合格的收托㭼例  4.624 0.629 12 

3. 領㚱⮰業的合格證照  4.610 0.662 13 

4. 嬰兒的活動範圍與空間℞動線

設計和㍉是否適合嬰兒  
4.630 0.606 10 

5. 照顧者會依個⇍差異㍸供合⭄

的指⮶  
4.572 0.606 15 

6. 㚱⮰業的照顧者與ⶍ作人員  4.663 0.569 9 

7. 照顧者的⮰業資格與㔁養理念  4.630 0.563 11 

8. ℟愛心與耐心並會䳘心觀察嬰

兒的狀況  
4.729 0.481 2 

9. 照顧者的態⹎與應變能力  4.688 0.515 5 

1. 嬰兒活動環境設㕥與℔共⬱ℐ

是否完善  
4.669 0.591 8 

⬱ℐ性

(4.658) 

2. 合格的㴰防ˣ逃生設備炻℔共

⬱ℐ規劃是否完善  
4.718 0.545 3 

3.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乾淨ˣ衛

生ˣ無異味  
4.746 0.484 1 

4.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㚱⭂期㴰㭺  4.699 0.527 4 

5. 托嬰之場域附近環境是否適合

嬰兒  
4.528 0.666 18 

6. 是否㚱㍸供營養ˣ衛生ˣ健康ˣ

⎗口的餐點  
4.586 0.590 14 

1. 是否會㍸供育兒資訊與經槿交

流  
4.370 0.711 21 

互動性  

(4.419) 

2. 是否㍸供嬰兒作〗姀錄簿  4.282 0.854 22 

3. 會主動關心嬰兒在家的狀況與

習性  
4.481 0.637 19 

4. 會和家長保持聯絡使瞭解嬰兒

㕤娚場域的概況⍲現階段展  
4.544 0.536 16 

5. 托嬰的收屣價格是否合理  4.425 0.738 20 需求性  

(4.545) 6. 娚托嬰之場域是否為合格立案

之場  
4.671 0.547 7 

7. 娚托嬰的㗪段是否符合個人需

求  
4.539 0.636 17 



 

 

 

 

 

 

 

 

 

 

 

 

 

 

57 

 

 

整體而言炻嬰兒家長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ẍ⬱ℐ性為主炻尤℞⮵㕤

托嬰場域是否乾淨ˣ衛生ˣ無異味等等忈ㆸ嬰兒身體ᶲ任ỽ⌙害之環境因

素最為慵視炻℞次照顧人員是否℟愛心與耐心炻是否會䳘心觀察嬰兒的狀

況則是次要考慮的因素ˤ㬌外⮵㕤嬰兒家長也會⮯托嬰場域中是否㚱合格

的㴰防ˣ逃生設備ẍ⍲℔共⬱ℐ規劃是否完善列為主要環境⬱ℐ考量因素

中ˤ但相⮵的多數家長⮵㕤嬰兒的㔁育⍲ㆸ長相當慵視炻因㬌托嬰的收屣

價格是否合理不是主要考量因素ˤ除㬌之外炻托嬰場域是否會㍸供育兒資

訊與經槿交流ˣ托嬰場域是否㍸供嬰兒作〗姀錄簿雖然不是嬰兒家長怠擇

嬰托場域服務層面炻在㚱考量因素中的得↮也最Ỷ炻但整體↮數還是超

忶4.2↮炻表示嬰兒家長娵為雖然托嬰場域是否會㍸供育兒資訊與經槿交

流ˣ托嬰場域是否㍸供嬰兒作〗姀錄簿不會是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的主

因炻但劍能夠㍸供育兒資訊與經槿交流炻ẍ⍲㍸供嬰兒作〗姀錄簿則⮵㕤

家長在怠擇托嬰場域ᶲ㚱≈↮的效果ˤ  

第Ḵ節  不⎴背㘗變枭在怠擇托嬰模式與場域在⎬構面  

之現況↮析  

本節⮯⇑用㬋式問卷針⮵不⎴背㘗之嬰兒家長忚埴↮析炻並⇑用獨立

樣本 t檢⭂和單因子變異數炻↮⇍㍊討不⎴背㘗的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

因ˣ資訊來源ˣ考量因素是否㚱顯叿差異炻本研究⮯⥼外照顧原因ˣ資訊

來源ˣ考量因素變枭中炻⎬柴目≈總⼴的⸛均值忚埴檢⭂ˤ由㕤嬰兒家長

背㘗變枭之⸜齡變枭中炻20歲 (含 )ẍᶳ只㚱2人炻Ỽℐ體0.55%炻但因為20

歲 (含 )ẍᶳ的樣本數忶少炻因㬌在⼴續的差異↮析中炻20歲 (含 )ẍᶳ2ỵ⮯

和21~30歲65ỵ合併烊家庭型態變枭中炻慵組家庭只㚱7人炻Ỽℐ體1.93%炻

但慵組家庭的樣本數忶少炻因㬌在⼴續的差異↮析中炻慵組家庭⮯和單親

家庭合併烊子女數變枭中炻4ỵ子女數只㚱4人炻Ỽℐ體1.10%ˤ但因為子

女數4ỵ的樣本數忶少炻因㬌在⼴續的差異↮析中炻子女數4ỵ⮯和子女數3

ỵ合併烊職業變枭中炻第五類農業 (農ˣ漁ˣ牧 )只㚱3人炻Ỽℐ體0.83%炻

但因為第五類農業 (農ˣ漁ˣ牧 )的樣本數忶少炻因㬌在⼴續的差異↮析中炻

第五類農業 (農ˣ漁ˣ牧 )3ỵ⮯和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19ỵ合併ˤẍᶳ⮯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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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背㘗變枭中炻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因ˣ資訊來源ˣ考量因素之

差異↮析忚埴說明ˤ  

一ˣ  ⸜齡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長⥼外照顧原因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析炻

不⎴⸜齡的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因 (F=2.312)ˣ資訊來源 (F=0.968)沒㚱

顯叿差異炻如表4-4示ˤ由㬌⎗知炻在ˬ家長⥼外照顧原因˭ˣˬ怠擇托

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中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齡的不⎴而㚱

差異ˤ  

 

表4-4  

⸜齡⮵⥼外照顧原因與資訊來源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齡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外

照顧

原因  

(1)30 歲ẍᶳ  67 3.775  0.635  

2.312  (2)31~40 歲  244 3.778  0.674  

(3)41 歲ẍᶲ  51 3.997  0.731  

資訊

來源  

(1)30 歲ẍᶳ  67 3.916  0.737  

0.968  (2)31~40 歲  244 3.978  0.565  

(3)41 歲ẍᶲ  51 4.071  0.539  

 

Ḵˣ  㔁育程⹎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長⥼外照顧原因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析炻

不⎴㔁育程⹎的嬰兒家長⮵㕤資訊來源 (F=1.072)沒㚱顯叿差異外炻不⎴㔁

育程⹎的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因 (F=12.748炻p<.05)㚱顯叿差異ˤ再⇑

用Scheffe’s法針⮵顯叿差異的構面忚埴ḳ⼴㭼較炻結果䘤現⥼外照顧原因

之⸛均值ẍ㔁育程⹎在高中的嬰兒家長 (M=4.029)的⎴意⹎最高炻且高中

(M=4.029)ˣ大⮰院校 (M=3.866)的嬰兒家長⎴意⹎顯叿大㕤㔁育程⹎在研

究ẍᶲ的嬰兒家長 (M=3.498)炻如表4-5示ˤ由㬌⎗知炻經由Scheffe’s

法ḳ⼴㭼較⼴䘤現炻在ˬ⥼外照顧原因˭變枭之⎴意⹎中炻嬰兒家長會因

為㔁育程⹎的不⎴而㚱差異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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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㔁育程⹎⮵⥼外照顧原因與資訊來源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㔁育程⹎  人數  
⸛均

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外

照顧

原因  

(1)高中  52 4.029  0.641  

12.748*** (1)(2)>(3) (2)大⮰院校  230 3.866  0.642  

(3)研究ẍᶲ  80 3.498  0.709  

資訊

來源  

(1)高中  52 4.077  0.563  

1.072  (2)大⮰院校  230 3.949  0.613  

(3)研究ẍᶲ  80 4.005  0.569  

***p<.001 

 

ᶱˣ  家庭型態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長⥼外照顧原因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析炻

不⎴家庭型態的嬰兒家長⮵㕤資訊來源 (F=0.112)沒㚱顯叿差異外炻不⎴家

庭型態的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因 (F=2.650炻p<.05)炻再⇑用Scheffe’s

法針⮵顯叿差異的構面忚埴ḳ⼴㭼較炻結果䘤現⥼外照顧原因之⸛均值ẍ

家庭型態是折衷家庭的嬰兒家 (M=3.941)的⎴意⹎最高炻且顯叿大㕤㟠心家

庭的嬰兒家長 (M=3.745)炻如表4-6示ˤ由㬌⎗知炻經由Scheffe’s法ḳ⼴

㭼較⼴䘤現炻在ˬ家長⥼外照顧原因˭ˣ變枭中炻嬰兒家長會因為家庭型

態的不⎴而㚱差異炻℞中又ẍ㟠心家庭的嬰兒家長⮵㕤家長⥼外照顧原

因的⎴意⹎最高ˤ  

 

表4-6  

家庭型態⮵⥼外照顧原因與資訊來源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家庭型態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

較  

⥼外

照顧

原因  

(1)折衷家庭  118 3.941  0.595  

3.387* (1)>(3) (2)單親家庭和慵組家庭  17 3.735  0.687  

(3)㟠心家庭  227 3.745  0.710  

資訊

來源  

(1)折衷家庭  118 3.959  0.551  

0.104  (2)單親家庭和慵組家庭  17 3.976  0.587  

(3)㟠心家庭  227 3.990  0.623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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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ˣ  子女數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長⥼外照顧原因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析炻

不⎴子女數的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因 (F=0.479)ˣ資訊來源 (F=0.579)沒

㚱顯叿差異炻如表4-7示ˤ由㬌⎗知炻在ˬ家長⥼外照顧原因˭ˣˬ怠擇

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中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子女數的不⎴而

㚱差異ˤ  

 

表4-7  

子女數⮵⥼外照顧原因與資訊來源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子女數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外

照顧

原因  

(1)1 ỵ  179 3.775  0.693  

0.479  (2)2 ỵ  161 3.834  0.661  

(3)3 ỵ和 4 ỵ  22 3.886  0.698  

資訊

來源  

(1)1 ỵ  179 3.954  0.615  

0.579  (2)2 ỵ  161 4.016  0.564  

(3)3 ỵ和 4 ỵ  22 3.918  0.695  

 

五ˣ  家庭⸜收入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長⥼外照顧原因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析炻

不⎴家庭⸜收入的嬰兒家長⮵㕤資訊來源 (F=0.117)沒㚱顯叿差異外炻不⎴

家庭⸜收入的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因 (F=2.911炻 p<.05)炻再⇑用

Scheffe’s法針⮵顯叿差異的構面忚埴ḳ⼴㭼較炻結果䘤現⥼外照顧原因之

⸛均值ẍ家庭⸜收入是32萬~59萬的嬰兒家 (M=4.020)的⎴意⹎最高炻但經

ḳ⼴㭼較⼴䘤現不⎴家庭⸜收入之間沒㚱顯叿差炻如表4-8示ˤ由㬌⎗

知炻經由Scheffe’s法ḳ⼴㭼較⼴䘤現炻在ˬ家長⥼外照顧原因˭ˣˬ怠擇

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中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家庭⸜收入的不

⎴而㚱差異ˤ  

 

  



 

 

 

 

 

 

 

 

 

 

 

 

 

 

61 

 

 

表4-8  

家庭⸜收入⮵⥼外照顧原因與資訊來源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家庭⸜收入  人數  
⸛均

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外

照顧

原因  

(1)32 萬 (含 )ẍᶳ  14 3.607  0.601  

2.911* 
無顯叿差

異  

(2)32 萬~59 萬  82 4.020  0.511  

(3)59 萬~84 萬  98 3.788  0.739  

(4)84 萬~113 萬  135 3.735  0.685  

(5)113 萬~192 萬元  33 3.727  0.771  

資訊

來源  

(1)32 萬 (含 )ẍᶳ  14 3.914  0.507  

0.117  

(2)32 萬~59 萬  82 3.959  0.662  

(3)59 萬~84 萬  98 3.973  0.597  

(4)84 萬~113 萬  135 3.996  0.544  

(5)113 萬~192 萬元  33 4.012  0.696  

*p<.05 

 

ℕˣ  職業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長⥼外照顧原因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析炻

不⎴職業的嬰兒家長⮵㕤資訊來源 (F=1.154)沒㚱顯叿差異外炻不⎴職業的

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因 (F=3.156炻p<.05)炻再⇑用Scheffe’s法針⮵顯叿

差異的構面忚埴ḳ⼴㭼較炻結果䘤現⥼外照顧原因之⸛均值ẍ職業是第四

類 (社服ˣ娛樂 )的嬰兒家長 (M=3.965)的⎴意⹎最高炻且顯叿大㕤職業是第

ℕ類 (℔㔁ˣ醫療ˣ⼳師 )的嬰兒家長 (M=3.476)炻如表4-9示ˤ由㬌⎗知炻

經由Scheffe’s法ḳ⼴㭼較⼴䘤現炻在ˬ⥼外照顧原因˭變枭之⎴意⹎中炻

嬰兒家長會因為職業的不⎴而㚱差異ˤ℞中炻職業是第四類 (社服ˣ娛樂 )

的嬰兒家長⮵㕤ˬ⥼外照顧原因˭之⎴意⹎最高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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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職業⮵⥼外照顧原因與資訊來源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

枭  
職業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

較  

⥼

外

照

顧

原

因  

(1) 第一類ⶍ業 (製忈

業 )和第五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22 3.674  0.854  

3.156** (4)>(5) 

(2) 第Ḵ類商業 (金

融ˣ商務 ) 
96 3.835  0.676  

(3) 第ᶱ類資訊業 (科

㈨類 ) 
34 3.902  0.640  

(4) 第四類服務業 (社

服ˣ娛樂 ) 
67 3.965  0.535  

(5) 第ℕ類⮰業 (℔

㔁ˣ醫療ˣ⼳師 ) 
42 3.476  0.874  

(6) 第七類℞他 (家庭

主婦ˣ自由業 ) 
101 3.814  0.605  

資

訊

來

源  

(1) 第一類ⶍ業 (製忈

業 )和第五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22 4.055  0.371  

1.154  

(2) 第Ḵ類商業 (金

融ˣ商務 ) 
96 3.990  0.558  

(3) 第ᶱ類資訊業 (科

㈨類 ) 
34 3.753  0.566  

(4) 第四類服務業 (社

服ˣ娛樂 ) 
67 3.991  0.578  

(5) 第ℕ類⮰業 (℔

㔁ˣ醫療ˣ⼳師 ) 
42 4.033  0.572  

(6) 第七類℞他 (家庭

主婦ˣ自由業 ) 
101 4.000  0.693  

*p<.05 

 

七ˣ  居ỷ埴㓧⋨之背㘗變枭  

    不⎴居ỷ埴㓧⋨的嬰兒家長⮵㕤ˬ⥼外照顧原因˭ (t=1.130)ˣˬ資訊

來源˭ (t=1.207)構面沒㚱顯叿的差異炻如表4-10示ˤ由㬌⎗知炻嬰兒家

長在ˬ⥼外照顧原因˭ˣˬ資訊來源˭變枭不會因為嬰兒家長居ỷ埴㓧⋨

的不⎴而㚱差異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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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居ỷ⋨⮵⥼外照顧原因與資訊來源之 t檢⭂↮析表  

變枭  居ỷ⋨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t值  

顯叿性

(雙⯦ ) 

⥼外照顧

原因  

⎘⊿ⶪ  205 3.843  0.697  
1.130 0.259 

㕘⊿ⶪ  157 3.762  0.653  

資訊來源  
⎘⊿ⶪ  205 4.013  0.632  

1.207 0.228 
㕘⊿ⶪ  157 3.936  0.547  

 

ℓˣ  嬰兒⸜齡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長⥼外照顧原因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析炻

不⎴嬰兒⸜齡的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因 (F=0.685)ˣ資訊來源 (F=0.762)

沒㚱顯叿差異炻如表4-11示ˤ由㬌⎗知炻在ˬ家長⥼外照顧原因˭ˣˬ怠

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中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嬰兒⸜齡的不

⎴而㚱差異ˤ  

 

表4-11  

嬰兒⸜齡⮵⥼外照顧原因與資訊來源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嬰兒⸜齡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外

照顧

原因  

(1)未滿㚰  28 3.661  0.601  

0.685  

(2)1~3 個㚰  122 3.850  0.757  

(3)4~6 個㚰  91 3.810  0.597  

(4)7~9 個㚰  105 3.823  0.668  

(5)10~12 個㚰  16 3.646  0.688  

資訊

來源  

(1)未滿㚰  28 4.000  0.563  

0.762  

(2)1~3 個㚰  122 3.970  0.648  

(34~6 個㚰  91 4.002  0.558  

(4)7~9 個㚰  105 3.931  0.585  

(5)10~12 個㚰  16 4.200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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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ˣ  㕘生兒照顧模式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長⥼外照顧原因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析炻

不⎴㕘生兒照顧模式的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因 (F=0.596)ˣ資訊來源

(F=0.960)沒㚱顯叿差異炻如表4-12示ˤ由㬌⎗知炻在ˬ家長⥼外照顧原

因˭ˣˬ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中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㕘

生兒照顧模式的不⎴而㚱差異ˤ  

 

表4-12  

照顧模式⮵⥼外照顧原因與資訊來源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㕘生兒照顧模式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

㭼較  

⥼外

照顧

原因  

(1)母親自埴照顧  136 3.827 0.699 

0.596  
(2)保母  83 3.738 0.739 

(3)家人  88 3.795 0.695 

(4)托嬰中心  55 3.888 0.480 

資訊

來源  

(1)母親自埴照顧  136 3.950 0.663 

0.960  
(2)保母  83 4.058 0.573 

(3)家人  88 3.923 0.552 

(4)托嬰中心  55 4.025 0.525 

 

⋩ˣ  ⥼外照顧模式之背㘗變枭  

    不⎴⥼外照顧模式⮵㕤ˬ⥼外照顧原因˭ (t=-1.447)ˣˬ資訊來源˭

(t=0.336)構面沒㚱顯叿的差異炻如表4-13示ˤ由㬌⎗知炻嬰兒家長在ˬ⥼

外照顧原因˭ˣˬ資訊來源˭變枭不會因為⥼外照顧模式的不⎴而㚱差

異ˤ  

 

表4-13  

⥼外照顧模式⮵⥼外照顧原因與資訊來源之 t檢⭂↮析表  

變枭  
⥼外照顧

模式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t值  

顯叿性

(雙⯦ ) 

⥼外照顧

原因  

保母  83 3.738  0.739  
-1.447 0.150 

托嬰中心  55 3.888  0.480  

資訊來源  
保母  83 4.058  0.573  

0.336 0.737 
托嬰中心  55 4.025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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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ᶱ節  不⎴背㘗變枭怠擇托嬰的差異↮析  

一ˣ  ⸜齡之背㘗變枭  

    㟡據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析炻不⎴⸜齡的嬰兒家長⮵㕤⮰業

性 (F=0.278)ˣ⬱ℐ性 (F=0.771)ˣ互動性 (F=2.092)ˣ需求性 (F=0.858)沒㚱顯

叿差異炻如表4-14示ˤ由㬌⎗知炻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ˬ⮰業性˭ˣ

ˬ⬱ℐ性˭ˣˬ互動性˭ˣˬ需求性˭構面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齡的不

⎴而㚱差異ˤ  

 

表4-14  

⸜齡⮵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齡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業

性  

(1)30 歲ẍᶳ  67 4.662  0.410  
0.2

78 
 (2)31~40 歲  244 4.635  0.465  

(3)41 歲ẍᶲ  51 4.682  0.393  

⬱ℐ

性  

(1)30 歲ẍᶳ  67 4.706  0.448  
0.7

71 
 (2)31~40 歲  244 4.637  0.461  

(3)41 歲ẍᶲ  51 4.690  0.400  

互動

性  

(1)30 歲ẍᶳ  67 4.545  0.483  
2.0

92 
 (2)31~40 歲  244 4.386  0.585  

(3)41 歲ẍᶲ  51 4.412  0.552  

需求

性  

(1)30 歲ẍᶳ  67 4.532  0.563  
0.8

58 
 (2)31~40 歲  244 4.566  0.479  

(3)41 歲ẍᶲ  51 4.464  0.585  

 

Ḵˣ  㔁育程⹎之背㘗變枭  

    㟡據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析炻不⎴㔁育程⹎的嬰兒家長⮵㕤

⮰業性 (F=2.251)ˣ需求性 (F=0.245)沒㚱顯叿差異外炻不⎴㔁育程⹎的嬰兒

家長⮵㕤⬱ℐ性 (F=4.837炻p<.05)ˣ互動性 (F=6.350炻p<.05)㚱顯差異ˤ再

⇑用Scheffe’s法針⮵顯叿差異的構面忚埴ḳ⼴㭼較炻結果䘤現⬱ℐ性之⸛

均值ẍ㔁育程⹎在高中的嬰兒家長 (M=4.821)的⎴意⹎最高炻且顯叿大㕤㔁

育程⹎在㔁育程⹎在大⮰院校 (M=4.649)和研究ẍᶲ的嬰兒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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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577)烊互動性之⸛均值ẍ㔁育程⹎在高中的嬰兒家長 (M=4.654)的⎴

意⹎最高炻且顯叿大㕤㔁育程⹎在大⮰院校 (M=4.405)和研究ẍᶲ的嬰兒

家長 (M=4.306)炻如表4-15示ˤ由㬌⎗知炻經由Scheffe’s法ḳ⼴㭼較⼴䘤

現炻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ˬ⬱ℐ性˭和ˬ互動性˭構面之⎴意⹎中炻

嬰兒家長會因為㔁育程⹎的不⎴而㚱差異ˤ℞中炻㔁育程⹎是高中的嬰

兒家長⮵㕤ˬ⬱ℐ性˭和ˬ互動性˭之⎴意⹎最高ˤ  

 

表4-15  

㔁育程⹎⮵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㔁育程⹎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業

性  

(1)高中  52 4.767  0.408  

2.251  (2)大⮰院校  230 4.629  0.462  

(3)研究ẍᶲ  80 4.621  0.406  

⬱ℐ

性  

(1)高中  52 4.821  0.389  

4.837** (1) >(2)(3) (2)大⮰院校  230 4.649  0.446  

(3)研究ẍᶲ  80 4.577  0.476  

互動

性  

(1)高中  52 4.654  0.462  

6.350** (1) >(2)(3) (2)大⮰院校  230 4.405  0.564  

(3)研究ẍᶲ  80 4.306  0.587  

需求

性  

(1)高中  52 4.590  0.543  

0.245  (2)大⮰院校  230 4.535  0.507  

(3)研究ẍᶲ  80 4.546  0.507  

**p<.01 

ᶱˣ  家庭型態之背㘗變枭  

    㟡據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析炻不⎴家庭型態的嬰兒家長⮵㕤

⮰業性 (F=0.301)ˣ⬱ℐ性 (F=0.199)ˣ互動性 (F=1.655)ˣ需求性 (F=0.169)

沒㚱顯叿差異炻如表4-16示ˤ由㬌⎗知炻在ˬ⮰業性˭ˣˬ⬱ℐ性˭ˣ

ˬ互動性˭ˣˬ需求性˭構面中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家庭型態的不⎴而㚱

差異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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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家庭型態⮵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

枭  
家庭型態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

㭼較  

⮰

業

性  

(1) 折衷家庭  118 4.670 0.465 

0.301  (2) 單親家庭和慵組家庭  17 4.601 0.423 

(3) 㟠心家庭  227 4.638 0.436 

⬱

ℐ

性  

(1) 折衷家庭  118 4.678 0.468 

0.199  (2) 單親家庭和慵組家庭  17 4.627 0.419 

(3) 㟠心家庭  227 4.649 0.444 

互

動

性  

(1) 折衷家庭  118 4.409 0.593 

1.655  (2) 單親家庭和慵組家庭  17 4.662 0.432 

(3) 㟠心家庭  227 4.406 0.556 

需

求

性  

(1) 折衷家庭  118 4.534 0.514 

0.169  (2) 單親家庭和慵組家庭  17 4.490 0.636 

(3) 㟠心家庭  227 4.555 0.501 

*p<.05 

 

四ˣ  子女數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析炻不⎴子女數的嬰兒家長⮵㕤

⮰業性 (F=0.452)ˣ⬱ℐ性 (F=0.828)ˣ互動性 (F=0.510)ˣ需求性 (F=1.035)

沒㚱顯叿差異炻如表4-17示ˤ由㬌⎗知炻在ˬ⮰業性˭ˣˬ⬱ℐ性˭ˣ

ˬ互動性˭ˣˬ需求性˭構面中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子女數的不⎴而㚱

差異ˤ  

 

表4-17  

子女數⮵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子女數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業

性  

(1)1 ỵ  179 4.635  0.459  

0.452  (2)2 ỵ  161 4.668  0.430  

(3)3ỵ和 4ỵ  22 4.586  0.442  

⬱ℐ

性  

(1)1 ỵ  179 4.643  0.471  

0.828  (2)2 ỵ  161 4.685  0.408  

(3)3ỵ和 4ỵ  22 4.568  0.558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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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枭  子女數  
人

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 值  ḳ⼴㭼較  

互動

性  

(1)1 ỵ  179 4.411  0.564  

0.510  (2)2 ỵ  161 4.443  0.570  

(3)3ỵ和 4ỵ  22 4.318  0.536  

需求

性  

(1)1 ỵ  179 4.507  0.547  

1.035  (2)2 ỵ  161 4.586  0.473  

(3)3ỵ和 4ỵ  22 4.561  0.476  

 

五ˣ  家庭⸜收入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析炻不⎴家庭⸜收入的嬰兒家長

⮵㕤⮰業性 (F=1.305)ˣ⬱ℐ性 (F=1.611)ˣ需求性 (F=0.834)沒㚱顯叿差異

外炻不⎴家庭⸜收入的嬰兒家長⮵㕤互動性 (F=2.888炻 p<.05)炻再⇑用

Scheffe’s法針⮵顯叿差異的構面忚埴ḳ⼴㭼較炻結果䘤現互動性之⸛均值

ẍ家庭⸜收入ẍ113萬~192萬元的嬰兒家長 (M=4.561)的⎴意⹎最高炻但經

ḳ⼴㭼較⼴䘤現不⎴家庭⸜收入之間沒㚱顯叿差炻如表4-18示ˤ由㬌⎗

知炻經由Scheffe’s法ḳ⼴㭼較⼴䘤現炻在ˬ⮰業性˭ˣˬ⬱ℐ性˭ˣˬ互

動性˭ˣˬ需求性˭構面中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家庭⸜收入的不⎴而㚱

差異ˤ  

 

表4-18  

家庭⸜收入⮵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

枭  
家庭⸜收入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

業

性  

(1)32 萬 (含 )ẍᶳ  14 4.587  0.363  

1.305  

(2)32 萬~59 萬  82 4.691  0.473  

(3)59 萬~84 萬  98 4.650  0.430  

(4)84 萬~113 萬  135 4.595  0.458  

(5)113 萬~192 萬元  33 4.764  0.371  

⬱

ℐ

性  

(1)32 萬 (含 )ẍᶳ  14 4.643  0.546  

1.611  

(2)32 萬~59 萬  82 4.728  0.431  

(3)59 萬~84 萬  98 4.660  0.410  

(4)84 萬~113 萬  135 4.591  0.479  

(5)113 萬~192 萬元  33 4.753  0.425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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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枭  
家庭⸜收入  

人

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 值  ḳ⼴㭼較  

互

動

性  

(1)32 萬 (含 )ẍᶳ  14 4.179  0.787  

2.888* 
無顯叿差

異  

(2)32 萬~59 萬  82 4.543  0.522  

(3)59 萬~84 萬  98 4.327  0.582  

(4)84 萬~113 萬  135 4.402  0.552  

(5)113 萬~192 萬元  33 4.561  0.488  

需

求

性  

(1)32 萬 (含 )ẍᶳ  14 4.690  0.357  

0.834  

(2)32 萬~59 萬  82 4.516  0.535  

(3)59 萬~84 萬  98 4.575  0.448  

(4)84 萬~113 萬  135 4.506  0.560  

(5)113 萬~192 萬元  33 4.626  0.470  

*p<.05 

 

ℕˣ  職業之背㘗變枭  

    㟡據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析炻不⎴職業的嬰兒家長⮵㕤⮰業

性 (F=0.725)ˣ⬱ℐ性 (F=0.382)ˣ互動性 (F=0.695)ˣ需求性 (F=2.193)沒㚱顯

叿差異炻如表4-19示ˤ由㬌⎗知炻在ˬ⮰業性˭ˣˬ⬱ℐ性˭ˣˬ互動

性˭ˣˬ需求性˭構面中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職業的不⎴而㚱差異ˤ  

 

表4-19  

職業⮵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

枭  
職業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

㭼較  

⮰

業

性  

(1) 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和第五

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22 4.727  0.321  

0.725  

(2) 第Ḵ類商業 (金融ˣ商務 ) 96 4.635  0.488  

(3) 第ᶱ類資訊業 (科㈨類 ) 34 4.667  0.372  

(4) 第四類服務業 (社服ˣ娛樂 ) 67 4.585  0.534  

(5) 第ℕ類⮰業 (℔㔁ˣ醫療ˣ⼳

師 ) 
42 4.730  0.339  

(6) 第七類℞他 (家庭主婦ˣ自由

業 ) 
101 4.639  0.421  

(7) 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和第五

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22 4.705  0.329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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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枭  
職業  

人

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 值  

ḳ⼴

㭼較  

⬱

ℐ

性  

(1) 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和第五

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96 4.644  0.480  

0.382  

(2) 第Ḵ類商業 (金融ˣ商務 ) 34 4.706  0.333  

(3) 第ᶱ類資訊業 (科㈨類 ) 67 4.602  0.548  

(4) 第四類服務業 (社服ˣ娛樂 ) 42 4.671  0.371  

(5) 第ℕ類⮰業 (℔㔁ˣ醫療ˣ⼳

師 ) 
101 4.675  0.440  

(6) 第七類℞他 (家庭主婦ˣ自由

業 ) 
22 4.341  0.620  

(7) 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和第五

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96 4.453  0.602  

互

動

性  

(1) 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和第五

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34 4.287  0.485  

0.695  

(2) 第Ḵ類商業 (金融ˣ商務 ) 67 4.474  0.526  

(3) 第ᶱ類資訊業 (科㈨類 ) 42 4.381  0.519  

(4) 第四類服務業 (社服ˣ娛樂 ) 101 4.428  0.586  

(5) 第ℕ類⮰業 (℔㔁ˣ醫療ˣ⼳

師 ) 
22 4.621  0.452  

(6) 第七類℞他 (家庭主婦ˣ自由

業 ) 
96 4.535  0.513  

(7) 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和第五

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34 4.510  0.459  

需

求

性  

(1) 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和第五

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67 4.413  0.603  

2.193  

(2) 第Ḵ類商業 (金融ˣ商務 ) 42 4.730  0.411  

(3) 第ᶱ類資訊業 (科㈨類 ) 101 4.561  0.492  

(4) 第四類服務業 (社服ˣ娛樂 ) 22 4.727  0.321  

(5) 第ℕ類⮰業 (℔㔁ˣ醫療ˣ⼳

師 ) 
96 4.635  0.488  

(6) 第七類℞他 (家庭主婦ˣ自由

業 ) 
34 4.667  0.372  

(7) 第一類ⶍ業 (製忈業 )和第五

類農業 (農ˣ漁ˣ牧 ) 
67 4.585  0.534  

 

七ˣ  居ỷ埴㓧⋨之背㘗變枭  

    不⎴居ỷ埴㓧⋨的嬰兒家長⮵㕤⮰業性 (t=-0.535)ˣ⬱ℐ性 (t=0.995)ˣ

互動性 (t=0.622)ˣ需求性 (t=0.951)構面沒㚱顯叿的差異炻如表4-20示ˤ

由㬌⎗知炻嬰兒家長在ˬ⮰業性˭ˣˬ⬱ℐ性˭ˣˬ互動性˭ˣˬ需求性˭

構面不會因為嬰兒家長居ỷ埴㓧⋨的不⎴而㚱差異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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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居ỷ⋨⮵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 t檢⭂↮析表  

變枭  居ỷ⋨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t值  

顯叿性

(雙⯦ ) 

⮰業性  
⎘⊿ⶪ  205 4.636 0.453 

-0.535 0.593 
㕘⊿ⶪ  157 4.661 0.434 

⬱ℐ性  
⎘⊿ⶪ  205 4.678 0.436 

0.995 0.320 
㕘⊿ⶪ  157 4.631 0.467 

互動性  
⎘⊿ⶪ  205 4.435  0.576  

0.622 0.534 
㕘⊿ⶪ  157 4.398  0.550  

需求性  
⎘⊿ⶪ  205 4.567  0.516  

0.951 0.342 
㕘⊿ⶪ  157 4.516  0.504  

 

ℓˣ  嬰兒⸜齡之背㘗變枭  

    㟡據家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析炻不⎴嬰兒⸜齡的嬰兒家長⮵

㕤⮰業性 (F=1.462)x ⬱ℐ性 (F=1.072)x 需求性 (F=0.787)炻沒㚱顯叿差異外炻

不⎴嬰兒⸜齡的嬰兒家長⮵㕤互動性 (F=3.822炻p<.05)炻再⇑用Scheffe’s

法針⮵顯叿差異的構面忚埴ḳ⼴㭼較炻結果䘤現互動性之⸛均值ẍ嬰兒⸜

齡是滿4個㚰的嬰兒家長 (M=4.703)的⎴意⹎最高炻且顯叿大㕤嬰兒⸜齡是

滿3個㚰 (M=4.264)的嬰兒家長炻如表4-21示ˤ由㬌⎗知炻經由Scheffe’s

法ḳ⼴㭼較⼴䘤現炻在ˬ互動性˭構面之⎴意⹎中炻嬰兒家長會因為嬰兒

⸜齡的不⎴而㚱差異ˤ℞中炻嬰兒⸜齡是滿4個㚰的嬰兒家長⮵㕤在ˬ互

動性˭之⎴意⹎最高ˤ  

 

表4-21  

嬰兒⸜齡⮵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嬰兒⸜齡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業性  

(1)未滿㚰  28 4.726  0.411  

1.462  

(2)1~3 個㚰  122 4.628  0.507  

(3)4~6 個㚰  91 4.663  0.420  

(4)7~9 個㚰  105 4.601  0.411  

(5)10~12 個㚰  16 4.854  0.277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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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枭  嬰兒⸜齡  
人

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 值  

ḳ⼴㭼

較  

⬱ℐ性  

(1)未滿㚰  28 4.708  0.453  

1.072  

(2)1~3 個㚰  122 4.641  0.478  

(3)4~6 個㚰  91 4.678  0.432  

(4)7~9 個㚰  105 4.617  0.449  

(5)10~12 個㚰  16 4.844  0.282  

互動性  

(1)未滿㚰  28 4.571  0.526  

3.822** (5)>(4) 

(2)1~3 個㚰  122 4.455  0.570  

(3)4~6 個㚰  91 4.453  0.550  

(4)7~9 個㚰  105 4.264  0.567  

(5)10~12 個㚰  16 4.703  0.430  

需求性  

(1)未滿㚰  28 4.512  0.525  

0.787  

(2)1~3 個㚰  122 4.609  0.510  

(3)4~6 個㚰  91 4.520  0.547  

(4)7~9 個㚰  105 4.498  0.481  

(5)10~12 個㚰  16 4.563  0.483  

**p<.01 

 

九ˣ  㕘生兒照顧模式之背㘗變枭  

    㟡據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析炻不⎴㕘生兒照顧模式的嬰兒家

長⮵㕤⮰業性 (F=0.925)ˣ⬱ℐ性 (F=0.390)ˣ互動性 (F=1.217)ˣ需求性

(F=0.109)沒㚱顯叿差異炻如表4-22示ˤ由㬌⎗知炻在ˬ⮰業性˭ˣˬ⬱

ℐ性˭ˣˬ互動性˭ˣˬ需求性˭構面中炻嬰兒家長不會因為家庭型態的

不⎴而㚱差異ˤ  

 

表4-22  

照顧模式⮵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析表  

變枭  㕘生兒照顧模式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值  ḳ⼴㭼較  

⮰業

性  

(1)母親自埴照顧  136 4.637  0.496  

0.925  
(2)保母  83 4.714  0.358  

(3)家人  88 4.630  0.438  

(4)托嬰中心  55 4.596  0.437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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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枭  㕘生兒照顧模式  
人

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F 值  

ḳ⼴㭼

較  

⬱ℐ

性  

(1)母親自埴照顧  136 4.680  0.491  

0.390  
(2)保母  83 4.663  0.412  

(3)家人  88 4.652  0.435  

(4)托嬰中心  55 4.603  0.429  

互動

性  

(1)母親自埴照顧  136 4.460  0.554  

1.217  
(2)保母  83 4.473  0.519  

(3)家人  88 4.344  0.630  

(4)托嬰中心  55 4.359  0.540  

需求

性  

(1)母親自埴照顧  136 4.542  0.544  

0.109  
(2)保母  83 4.550  0.446  

(3)家人  88 4.527  0.525  

(4)托嬰中心  55 4.576  0.507  

 

⋩ˣ  ⥼外照顧模式之背㘗變枭  

    不⎴⥼外照顧模式⮵㕤⮰業性 (t=1.728)ˣ⬱ℐ性 (t=0.819)ˣ互動性

(t=1.241)ˣ需求性 (t=-0.312)構面沒㚱顯叿的差異炻如表4-23示ˤ由㬌⎗

知炻嬰兒家長在ˬ⮰業性˭ˣˬ⬱ℐ性˭ˣˬ互動性˭ˣˬ需求性˭構面

不會因為⥼外照顧模式的不⎴而㚱差異ˤ  

 

表4-23  

⥼外照顧模式⮵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 t檢⭂↮析表  

變枭  
⥼外照顧

模式  
人數  

⸛均數

(M) 

標準差  

(SD) 
t值  

顯叿性

(雙⯦ ) 

⮰業性  
保母  83 4.714  0.358  

1.728 0.086 
托嬰中心  55 4.596  0.437  

⬱ℐ性  
保母  83 4.663  0.412  

0.819 0.414 
托嬰中心  55 4.603  0.429  

互動性  
保母  83 4.473  0.519  

1.241 0.217 
托嬰中心  55 4.359  0.540  

需求性  
保母  83 4.550  0.446  

-0.312 0.756 
托嬰中心  55 4.576  0.507  

 



 

 

 

 

 

 

 

 

 

 

 

 

 

 

74 

 

 

第四節  ⥼外照顧原因ˣ資訊來源ˣ考量因素之相關↮析  

本節㖐在↮析家長⥼外照顧原因變枭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

源變枭ˣ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間的相關性ˤ相關Ὢ數 (r)為標準⊾

↮數不⍿變枭特性的⼙響炻相⎴Ὢ數值ṳ㕤 -1.00 與+1.00之間ˤ當相關Ὢ

數值越接近±1.00 㗪炻表示變枭的關聯情形越明顯ˤ1.00 或 -1.00相關Ὢ數

稱為完ℐ㬋炷屈炸相關炻ょ在社會與埴為科學領域中炻完ℐ相關甚少出現ˤ

军㕤相關Ὢ數的大⮷與相⮵應的意義為烉0.10 ẍᶳ為微弱或無相關炻0.10 

军0.39之間為Ỷ⹎相關炻0.40 军0.69 之間為中⹎相關炻0.70 军 .99 之間為

高⹎相關炻1.00 為完ℐ相關炷邱皓㓧炻2000炸ˤ本研究之家長⥼外照顧原

因變枭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變枭ˣ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

構面間的相關↮析炻如表4-24示ˤ  

 

表4-24  

相關↮析摘要表  

 
⥼外照

顧原因  

資訊來

源  
⮰業性  ⬱ℐ性  互動性  需求性  

⥼外照

顧原因  
1      

資訊來

源  
0.164** 1     

⮰業性  0.156** 0.322*** 1    

⬱ℐ性  0.189*** 0.370*** 0.869*** 1   

互動性  0.239*** 0.358*** 0.649*** 0.593*** 1  

需求性  0.049 0.414*** 0.620*** 0.635*** 0.433*** 1 

**p<.01ǵ***p<.001 

 

由表4-24⎗ẍ得知炻家長⥼外照顧原因變枭與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

資訊來源的相關Ὢ數呈現㬋向顯叿相關 (r=0.164)炻顯示家長⥼外照顧原因

與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之間㚱顯叿的㬋向相關性烊家長⥼外照

顧原因與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業性ˣ⬱ℐ性ˣ互動性之間㚱顯叿㬋

相關性炻℞中在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中炻互動性與家長⥼外照顧原

因呈現㬋向顯叿相關Ὢ數值最大 (r=0.239)ˤ㬌外炻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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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訊來源與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之⮰業性ˣ⬱ℐ性ˣ互動性ˣ需求性

之間㚱顯叿㬋相關性炻℞中在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中炻需求性與怠

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呈現㬋向顯叿相關Ὢ數值最大 (r=0.414)ˤ

而在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中炻⮰業性與⬱ℐ性呈現㬋向顯叿相

關Ὢ數值最大 (r=0.869)炻顯示越注慵托嬰場域考量之⮰業性的家長⮵㕤托

嬰場域之⬱ℐ性也會相⮵慵視炻反之亦然ˤ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假說ẍ⍲ᶲ述研究䘤現忚埴槿證炻並⮯槿證結果彙整

㕤表4-25示烉  

 

表4-25  

研究假說整理表  

研究假說  研究槿證  槿證結果  

假設一烉不⎴家

長背㘗變枭⮵⥼

外照顧原因㚱顯

叿差異  

折衷家庭>㟠心家庭烊高中ˣ大⮰院校>研

究ẍᶲ烊第四類 (服務 )>第ℕ類 (℔㔁ˣ

醫療 )ˤ  

部↮ㆸ立  

假設Ḵ烉不⎴家

長背㘗變枭⮵托

嬰模式場域資訊

來源㚱顯叿差異  

⸜齡ˣ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子女數ˣ家

庭⸜收入ˣ職業ˣ居ỷ⋨ˣ嬰兒⸜齡ˣ㕘

生兒照顧模式ˣ⥼外照顧模式沒㚱顯叿差

異ˤ  

不ㆸ立  

假設ᶱ烉不⎴家

長背㘗變枭⮵托

嬰場域考量因素

㚱顯叿差異  

1. ⸜齡ˣ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子女數ˣ

家庭⸜收入ˣ職業ˣ居ỷ⋨ˣ嬰兒⸜

齡ˣ㕘生兒照顧模式ˣ⥼外照顧模式

⮵⮰業性構面沒㚱顯叿差異ˤ  

不ㆸ立  

2. 㔁育程⹎⮵⬱ℐ性構面㚱顯叿差異炻

且高中ˣ大⮰院校>研究ẍᶲˤ  
部↮ㆸ立  

3. 㔁育程⹎和嬰兒⸜齡⮵互動性構面㚱

顯叿差異炻且高中>大⮰院校ˣ研究

ẍᶲ炻10~12 個㚰>4~6 個㚰ˤ  

部↮ㆸ立  

4. ⸜齡ˣ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子女數ˣ

家庭⸜收入ˣ職業ˣ居ỷ⋨ˣ嬰兒⸜

齡ˣ㕘生兒照顧模式ˣ⥼外照顧模式

⮵需求性構面沒㚱顯叿差異ˤ  

不ㆸ立  

(續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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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說  研究槿證  槿證結果  

假設四烉⥼外照

顧原因與托嬰模

式場域資訊來源

㚱顯叿㬋相關性  

⥼外照顧原因與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

㚱顯叿㬋相關性 (r=0.164) 
ㆸ立  

假設五烉⥼外照

顧原因與托嬰場

域考量因素㚱顯

叿㬋相關性  

⥼外照顧原因與⮰業性 (r=0.156)ˣ⬱ℐ性

(r=0.189)ˣ互動性 (r=0.239)之間㚱顯叿㬋

相關性  
部↮ㆸ立  

假設ℕ烉托嬰模

式場域資訊來源

與托嬰場域考量

因素㚱顯叿㬋相

關性  

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與⮰業性

(r=0.322)ˣ⬱ℐ性 (r=0.370)ˣ互動性

(r=0.358)ˣ需求性 (r=0.414)之間㚱顯叿㬋

相關性  

ㆸ立  

 

由表4-25⎗ẍ得知炻不⎴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職業⮵⥼

外照顧原因㚱顯叿差異炻故本研究假設1烉ˬ 不⎴家長背㘗變枭⮵⥼外照顧

原因㚱顯叿差異˭部↮ㆸ立烊忚一㬍㍊討⎗ẍ䘤現炻嬰兒㍊索世界的第一

㬍就是德忶感官與身體動作的學習來與外界溝忂互動炻說明嬰幼兒粗䳘動

作之協調㈨ⶏ是德忶不斷的反覆操作練習炻使得神經元彼㬌間得到強⊾的

連結炻忼到腦匱快忇忚展的元素炻使得慵肢體動作的䘤展ㆸ為嬰幼兒ㆸ長

䘤育的的慵要指標 (Albrecht& Miller, 2001)ʕ 現Ṳ不⎴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

職業的嬰兒家長⮵㕤嬰兒的㔁育⍲照顧都㚱不⎴的看法炻然而現ẋ父母ⶍ

作繁忙炻ẍ⍲ˬ不能輸在起跑點˭和ˬ㔁育要從⮷開始˭等口號ᶳ炻期望

子女擁㚱良好的學習互動環境外炻也能解決家長ⶍ作繁忙無法在家照顧⮷

孩的問柴炻再≈ᶲ居家托育或是機構托育中心除了㚱⮰業嬰兒照顧員和⮰

業的嬰兒䘤展規劃課程外炻也℟㚱⮰業的托育場域炻能夠刺激嬰兒學習炻

忼到䘤展ᶲ的滿足與鼓勵炻ẍ滿足不⎴嬰兒⍲不⎴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

職業的嬰兒家長的需求炻故不⎴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職業⮵

⥼外照顧原因㚱顯叿差異ˤ  

不⎴嬰兒家長的背㘗變枭⮵資訊來源沒㚱顯叿差異炻故本研究假設2烉

ˬ樣本➢本資料⮵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㚱顯叿差異˭不ㆸ立烊忚一㬍㍊

討⎗ẍ䘤現炻家長⮵㕤怠擇托育場域的怠擇與滿意會因℞形象表現而⍿⼙

響炻因㬌托育場域的評價會ㆸ為家長怠擇托育場域的考量因素炻㬌研究結

果與高義展 (2006)ˣ蔡䐄文 (2003) 研究結果相⎴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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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嬰兒⸜齡⮵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㚱

顯叿差異炻故本研究假設3烉ˬ 樣本➢本資料⮵托嬰場域考量因素㚱顯叿差

異˭部↮ㆸ立烉忚一㬍㍊討⎗ẍ䘤現炻嬰兒隨叿⸜齡的增長℞䘤展會產生

不⎴的變⊾炻尤℞嬰兒⸜齡在4～6個㚰㗪炻身體的動畫會依序從簡單到複

雜的動作ˣ↮⊾到整合的動作ˣ軀幹到四肢的動作ˣ近到遠的動作ㄊㄊ䘤

展 (Gesell,1925)ˤ而高中學㬟的家長為了讓嬰兒能夠㍸㖑㚱良好的䘤育環

境炻再≈ᶲ⮵㕤⮰業照顧人員的依賴炻因㬌期望托嬰場域不論是在焏⬱ℐ性

焐和焏互動性焐都㚱良好的規劃炻忚而㔁育程⹎為高中之家長會ẍ焏⬱ℐ性焐

和焏互動性焐作為怠擇托育場域的主要考量因素炻且㬌研究結果與蔡䐄文

(2003) 研究結果相⎴ʕ 而與嬰兒⸜齡在4～6個㚰之家長㕤因素層面的焏互動

性焐㚱差異ˤ  

從相關↮析⎗ẍ得知⥼外照顧原因與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㚱顯叿㬋

相關性炻故本研究假設4烉ˬ ⥼外照顧原因與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㚱顯叿

㬋相關性˭ㆸ立烊忚一㬍㍊討⎗ẍ䘤現炻無論是在生育或養育方面炻父母

都願意花ᶲ畢生辛劎累積的積蓄炻只為給孩子最好的學習與生活環境 (楊

明賢炻2006)ˤ因㬌德忶䘤忼的資訊網絡在現Ṳ環境ᶳ炻㈦到適合自孩子

的ㆸ長環境ẍ⍲滿足家長本身的需求炻ẍㆸ為多數家長的共識⍲期望ˤ  

⥼外照顧原因與托嬰場域考量因素之⮰業性ˣ⬱ℐ性ˣ互動性構面㚱

顯叿㬋相關性炻故本研究假設5烉ˬ⥼外照顧原因與托嬰場域考量因素㚱顯

叿㬋相關性˭部↮ㆸ立烊忚一㬍㍊討⎗ẍ䘤現炻學齡前幼兒㔁育朝精緻

⊾ˣ優質⊾怩忚炻未來托育場域的優劣ẍㆸ為家長怠擇孩子托育環境的慵

要關鍵 (吳家慧炻2013)ˤ家長⮵㕤托育場域的滿意⹎首⃰慵視的即是嬰兒

與照顧者之間的互動性炻再來則是托育場域的環境設備是否⬱ℐẍ⍲是否

㗪常維護環境衛生炻最⼴才是照顧者是否℟備⮰業的知識 (鍾榮中炻2003烊

洪ⶏ音炻2004烊康淑雲炻2004烊劉育吟炻2006烊黃淑儀炻2009)炻且㬌研究

結果與澼麗屆 (2005)ˣDavis &Conneldy(2005)ˣ㕥志煒 (2006)ˣ陳姣伶 (2008) 

研究結果相⎴ˤ  

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與托嬰場域考量因素⎬構面均㚱顯叿㬋相關

性炻故本研究假設6烉ˬ 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與托嬰場域考量因素㚱顯叿

㬋相關性˭ㆸ立烊忚一㬍㍊討⎗ẍ䘤現炻嬰兒家長在蒐普資料㗪炻會ẍ滿

足自家需求ẍ⍲嬰兒需求為主要考量因素炻℞次才是⬱ℐ性ˣ互動性和⮰

業性炻因㬌托嬰模式場域資訊來源與托嬰場域考量因素㚱顯叿㬋相關性ˤ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o223n/search?q=auc=%22%E9%99%B3%E5%A7%A3%E4%BC%B6%22.&searchmode=basic


 

 

 

 

 

 

 

 

 

 

 

 

 

 

79 

 

 

第五章 結論與建嬘 

本研究ẍ⎘⊿ⶪ和㕘⊿ⶪ0~1歲嬰兒家長為問卷之⍿測⮵象炻㍊討嬰

兒家長怠擇托嬰模式之場域的考量因素之研究炻並藉由不⎴嬰兒家長的個

人背㘗變枭⮵㕤⥼外照顧原因ˣ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ẍ⍲怠擇

嬰托場域服務層面來≈ẍ↮析炻經忶問卷調查得的資料炻㬠納得到研究

結果炻並㍸出建嬘炻作為未來研究者之參考依據ˤ而本章↮為ℑ節炻第一

節為本研究的結論烊第Ḵ節為本研究㍸出之研究建嬘ˤ  

第一節  結論  

綜合本研究㬋式問卷調查結果ẍ⍲文獻㍊討的↮析與討論炻整理㬠納

出ᶳ列結論炻並作為本研究建嬘的依據烉  

一ˣ  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職業⮵⥼外照顧原因㚱

顯叿差異  

從問卷ℏ容⎗ẍ䘤現炻嬰兒家長⮵㕤⥼外照顧原因中炻ẍ德忶學習活

動的⬱排㍸供嬰兒較多的刺激ˣ⮰業且完善的托嬰環境與規劃㚱益嬰兒䘤

展ˣ期望㍸供嬰兒學習團體互動之環境ẍᶲᶱ種原因的娵⎴⹎最高ˤ  

Ḵˣ  不⎴嬰兒家長的背㘗變枭⮵資訊來源沒㚱顯叿差異  

從問卷ℏ容⎗ẍ䘤現炻嬰兒家長⮵㕤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

中炻ẍ自埴㍊訪的方式炻參觀了解托嬰場域的環境來得到相關資訊為最高炻

℞次是依親朋ˣ好⍳的㍐薦炻顯見嬰兒家長⮵㕤德忶網路⍲媒體獲⍾資訊

是持保留的態⹎ˤ  

ᶱˣ  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嬰兒⸜齡⮵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

構面㚱部↮顯叿差異  

(一 ) 從問卷ℏ容的22個衡量枭目⎗ẍ䘤現炻嬰兒家長⮵㕤怠擇嬰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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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服務層面中炻托嬰場域是否乾淨ˣ衛生ˣ無異味是最慵要

的考慮因素炻℞次是托嬰場域的保母或是照顧員是否℟㚱愛

心ˣ耐心與䳘心觀察嬰兒的狀況炻㬌外炻托嬰場域是否㚱合格

的㴰防ˣ逃生設備炻℔共⬱ℐ規劃是否完善也是相當慵要的考

量因素炻表示嬰兒家長⮵㕤托育場域之⬱ℐ性的注慵ˤ  

(Ḵ ) 嬰兒家長不會因為家長⸜齡的不⎴在焏家長⥼外照顧原因焐ˣ焏

資訊來源焐ˣ焏托嬰場域考量因素之構面焐變枭中而㚱差異ˤ  

(ᶱ ) 依家長㔁育程⹎⮵⥼外照顧的原因㚱顯叿差異炻且ẍ高中程⹎

的嬰兒家長 (M=4.061)的⎴意⹎最高烊在焏托嬰場域考量因素之構

面焐ẍ高中ẍᶳ⮵㕤互動性的⎴意⹎最高ˤ  

(四 ) 家庭型態之背㘗變枭⮵㕤焏⥼外照顧原因焐㚱顯叿差異炻且ẍ折

衷家庭的嬰兒家長 (M=3.941)的⎴意⹎最高ˤ但家庭型態之背㘗

變枭⮵㕤焏資訊來源焐炻經ḳ⼴㭼較並無顯叿差異炻⮵㕤焏托嬰場

域考量因素之構面焐變枭中亦無差異ˤ  

(五 ) 依家庭子女數之背㘗變枭與焏⥼外照顧原因焐ˣ焏資訊來源焐ˣ焏

托嬰場域考量因素之構面焐變枭經↮析⼴炻並無顯叿差異ˤ  

(ℕ ) 依據家庭⸜收入⮵㕤焏⥼外照顧原因焐ˣ焏資訊來源焐炻經ḳ⼴㭼

較並無顯叿差異ˤ⮵㕤焏托嬰場域考量因素之構面焐變枭中亦差

異ˤ  

(七 ) 㟡據職業之背㘗變枭不⎴職業的嬰兒家長⮵㕤焏資訊來源焐ˣ焏

托嬰場域考量因素之構面焐變枭中並無顯叿差異ˤ然而⥼外照顧

原因忚埴ḳ⼴㭼較炻䘤現⸛均值ẍ第四類職業之嬰兒家長

(M=2.623)的⎴意⹎最高ˤ  

(ℓ ) 居ỷ埴㓧⋨之背㘗變枭與焏⥼外照顧原因焐ˣ焏資訊來源焐經變枭

↮析焐ˣ焏托嬰場域考量因素之構面焐變枭經↮析⼴炻並無顯叿差

異ˤ  

(九 ) 嬰兒⸜齡之背㘗變枭與焏⥼外照顧原因焐ˣ焏資訊來源焐經變枭↮

析炻並無顯叿差異烊ˤ依焏托嬰場域考量因素之構面焐䘤現互動

性⸛均值ẍ10～12個㚰之嬰兒家長的⎴意⹎最高 (M=4.703)ˤ  

(⋩ ) 不⎴⥼外之照顧模式與焏⥼外照顧原因焐ˣ焏資訊來源焐ˣ焏托嬰場

域考量因素之構面焐經↮析⼴炻並無顯叿差異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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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ˣ  ⥼外照顧原因ˣ資訊來源ˣ考量因素彼㬌之間為顯叿㬋相

關性  

從相關↮析䘤現炻家長⥼外照顧原因與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

源㚱㬋向顯叿的相關性烊家長⥼外照顧原因與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㚱㬋

向顯叿的相關性炻℞中ẍˬ家長⥼外照顧原因˭⮵ˬ互動性˭的相關性最

高烊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與怠擇嬰托場域服務層面㚱㬋向顯叿

的相關性炻℞中ẍˬ怠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來源˭⮵ˬ需求性˭的相

關性最高ˤ  

第Ḵ節  建嬘  

一ˣ  建嬘  

(一 ) ⮵托育場域的建嬘  

  依研究顯示嬰兒家長在⥼外照顧的原因中炻本研究建嬘保母和托

嬰中心能德忶⮰業完善的活動設計刺激嬰兒的學習炻ẍ㍸供符合嬰兒

⎬階段的䘤展滿足ˣ課程規劃≈強⮵㕤嬰兒能力➡養強⊾家長的期

許烊㬌外也建嬘保母和托嬰中心㕤嬰兒的活動空間與環境⬱ℐ設備之

規劃應ẍ孩子為本ỵ炻並且注慵衛生ˣ整潔域⬱ℐ炻要求照顧者℟備

敏銳的觀察力與擁㚱⌙機處理的機制炻再與家長交談㗪炻要能㚱效率

的與家長⮵娙⍲回饋孩子的學習ㆸ長炻還須农力營忈溫暖ˣ穩⭂嬰兒

身心之學習空間炻讓嬰兒⎗ẍ很⬱ℐ的在娚托育的環境中快樂ㆸ長炻

使得嬰兒家長⎗⬱心ˣ信任的⮯嬰兒⥼外托育照顧ˤ  

(Ḵ ) ⮵機構式托嬰中心的建嬘  

 依研究顯示不⎴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職業⮵⥼外照顧

原因㚱顯叿差異外炻不⎴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嬰兒⸜齡⮵怠擇嬰托

場域服務層面構面也㚱部↮顯叿差異炻而且托嬰中心的優勢在㕤團隊

服務ˣ⮰職⮰場域的㍸供符合嬰兒䘤展的環境炻且托嬰中心是屬㕤開

㓦空間的普體托育模式炻因㬌本研究建嬘機構式托嬰中心要㚱效監㍏

預防群聚感㝻炻建立⮰業㚱效的SOP機制是業者的責任炻並ẍ⮰業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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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家長的肯⭂炻ẍ滿足不⎴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職業ˣ嬰兒⸜齡的

家長之需求與期望ˤ  

    除㬌之外炻合格的機構式托嬰中心㕤空間設㕥ˣ㴰防⬱ℐˣ營養

衛生ˣ㔁保資格ˣ保育活動⍲師生㭼例等做了嚴謹的初㬍審㟠炻⼴

續亦㚱評揹與庼⮶姀錄做品質追蹤炻因㬌建嬘機構式托嬰中心要能夠

建立完善的托育制⹎ẍ㍸供嬰兒完善托育之環境ˤ  

(ᶱ ) ⮵居家式托育的建嬘  

依研究顯示不⎴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職業⮵⥼外照

顧原因㚱顯叿差異外炻不⎴嬰兒家長的㔁育程⹎ˣ嬰兒⸜齡⮵怠擇嬰

托場域服務層面構面也㚱部↮顯叿差異炻而且居家保母㍸供的是家

庭氛圍的照顧炻不僅嬰兒㭼例少且人晃的互動亦會單純些炻然而在多

數居家保母的照顧環境多ẍ保母自家為主炻照顧環境較容易⍿到限

制炻且⬱ℐ設備是否⃭足也容易讓家長在意ˤ因㬌本研究建嬘居家保

母℞照顧環境之動線規劃必須更≈謹慎排除⌙險因子炻㕤環境設置ᶲ

亦要注意嬰兒的䘤展考量炻另活動的⬱排要注意適性的滿足嬰兒的䘤

展需炻還要必須㚱䳘心與耐心⮵每一ỵ嬰兒炻並且䳘心觀察嬰兒狀

況炻如㬌一來才能滿足㔁育程⹎ˣ家庭型態ˣ職業ˣ嬰兒⸜齡的家長

之需求與期望ẍ⍲炻ẍㆸ為嬰兒家長願意⥼外照顧嬰兒的動機ˤ  

除㬌之外炻也建嬘居家保母≈入保母系統炻除了能讓合格保母每

⸜接⍿在職訓練的忚修ˣ⭂期健康之⬱ℐ檢查ˣ⭂期接⍿訪視督⮶居

家⬱ℐ環評炻不適任者會被徨出ẍ確保嬰兒的生活照護⬱ℐ炻忚而德

忶埿訪鄰居口耳相傳的資訊來打響知⎵⹎ˤ  

(四 ) ⮵家長的建嬘  

  近⸜來㓧府積極的⮯㓧策向ᶳ䳖㟡建立⍳善的托育機制炻在保母

業務的部↮鼓勵設置社⋨保母系統⍲保母≈入支持系統埴之㚱

⸜炻⮵機構的部↮亦廣設℔共托育⍲托嬰中心立案的建置炻目的就是

要確保嬰兒㕤㚱善且⬱ℐ的環境之ᶳ健康ˣ快樂的ㆸ長ˤ因㬌本研究

建嬘家長亦⎗ẍ德忶㓧府或民間團體㍸供的⸛⎘資訊服務ᶳ炻㈦到

最符合個人需求的⥼外托育方式炻減少⮳覓的挫折與㗪間ˤ  

(五 ) ⮵㓧府的建嬘  

  少子⊾的現象改變ㆹ國人口的結構炻生育率偏Ỷ是人口老⊾的主

因炻婦女之就業率徸⸜的攀升使得婦女面臨ⶍ作與照顧㕘生命的怠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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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ˤ埴㓧主單ỵ應積極㍐動⮎務的忳作炻建構㚱效的托育評估服務

品質與執埴改善之庼⮶炻ẍ㍸升家長⮵㕤托嬰服務的滿意⹎炻讓⸜庽

世ẋ的人願意生ˣ⬱心養ˤ因㬌本研究建嬘㓧府因建構⍳善的婦女ⶍ

作環境炻並獎勵企業支持婦女職場生育計畫ˣ福⇑結構照顧婦女育兒

津層炻德忶環境的⍳善支持讓㚱意願生育者不再卻㬍炻藉㬌從制⹎面

與社會面改善生育與托育的環境炻ẍ㍸高國人生育意願ˤ㬌外炻本研

究也建嬘保母與℔共托育的社⋨⊾須㚱效⇑用社⋨的便近性ˣ與方便

性讓鄰慴間的互動更為緊密炻ẍ忼到共⎴監督與營忈⍳善社⋨的ℐ方

ỵ≇能ˤ  

Ḵˣ  ⼴續研究之建嬘  

(一 ) 研究⮵象  

  本研究之研究⮵象為⎘⊿ⶪ和㕘⊿ⶪ 0~1歲嬰兒家長ˤ劍在未來

的研究ᶲ⎗ẍ擴展研究⮵象军℞他⸜齡層的嬰幼兒家長炻並⮯研究結

果與℞他不⎴類型的研究⮵象忚埴㭼較炻使研究結果更ℐ面且更℟意

義ˤ  

(Ḵ ) 研究地域  

  由㕤本研究針⮵⎘⊿ⶪ和㕘⊿ⶪ0~1歲嬰兒家長忚埴研究炻℞研

究無法完ℐẋ表℞他地⋨0~1歲嬰兒家長的看法ˤ因㬌炻建嬘⎗ẍ在

擴大研究範圍炻⮯澱中⋿地⋨之0~1歲嬰兒家長的意見⍲看法忚埴㬠

納與統合炻做深入的㍊討ˤ由㕤⍿限㕤⍿測顧⭊居ỷ地⋨不⎴或㔋佈

不均炻⮯多少⼙響本研究之信灏與效灏ˤ  

(ᶱ ) 研究方法  

  本研究⮵㕤⎬變枭㍉用的量表炻為本研究自埴䶐製的量表炻並

未參考國ℏ外研究者的研究量表炻雖然本研究忚埴信效⹎↮析⼴炻⎬

構面的信效⹎狀況良好炻但還是些許會⍿到無法預期的因素⼙響炻

因㬌本研究建嬘⼴續研究者除了㍉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外炻也⎗ẍ㍉用

㍉用觀察或的深⹎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炻並搭配量⊾的問卷研究方法

忚埴交互槿證和↮析炻使⼴續研究者在針⮵ⶪ 0~1歲嬰兒家長忚埴研

究㗪能兼℟深⹎與廣⹎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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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親愛的家長您好 !  

這份問卷主要的目的在瞭解您對於選擇托嬰場域之考量因素，此數據

除作為學術研究之外，並研擬具體意見，以供相關單位未來改進相關決策

之參考Ƕ  

您寶貴的意見對本研究具有重要價值，敬請先၁細閱讀填答說明，再

根據您實際的情形逐題作答Ƕ非常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敬祝  

闔家安康  

指導教授：郭春在博士  

研究生：周秀莉敬上  

 

Ȝ第一部分：基本資料ȝ  

(一) 樣本年齡：□20 歲 (含 )以下ǵ□21~30ǵ□31~40 歲ǵ□41 歲以上  

(二) 樣本教育程度：□高中ǵ□大專院校ǵ□研究所以上  

(三) 樣本家庭型態：□折衷家庭 (公婆同住 ) ǵ□核心家庭ǵ□重組家庭ǵ

□單親家庭ǵ□其他  

(四) 樣本子女數：位  

(五) 家庭年收入：□32 萬 (含 )以下ǵ□32 萬~59 萬ǵ□59 萬~84 萬ǵ□84

萬~113 萬ǵ□113 萬~192 萬元Ƕ  

(六) 樣本職業：□第一類 (製造業 )ǵ□第二類 (商業 )ǵ□第三類 (資訊 )ǵ□

第四類 (服務 )ǵ□第五類 (農 )ǵ□第六類 (公教ǵ醫療 )ǵ□第七類 (其他 ) 

(七) 樣本居住行政區：□台北市ǵ□新北市  

(八) 嬰兒年齡：□未滿月ǵ□1-3 月ǵ□4-6 月ǵ□7-9 月ǵ□10-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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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欲選擇之新生兒照顧模式 □母親自行照顧ǵ□保母 (不包括外勞及在

宅 )ǵ□家人 (父母ǵ公婆ǵ家人照顧 )ǵ□托嬰中心ǵ□其他  

承上題第9項題目新生兒照顧模式，依據您的理念與其需求依序向下作答，

謝謝 !    

題

號  
請您針對下列各問題圈選出最接近您想法之答案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請問您將家中嬰兒委由家庭以外的人員照顧的原因為何? 

1 家中無人照顧嬰兒........................... □  □  □  □  □  

2 期望提供嬰兒學習團體互動之環境............. □  □  □  □  □  

3 不希望家人寵壞嬰兒......................... □  □  □  □  □  

4 信任照顧者的專業能力....................... □  □  □  □  □  

5 透過學習活動的安排提供嬰兒較多的刺激....... □  □  □  □  □  

6 專業且完善的托嬰環境與規劃有益嬰兒發展..... □  □  □  □  □  

7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  □  □  □  □  

請問您會透過何種媒介與方式來瞭解與選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 

1 透過網路搜尋............................... □  □  □  □  □  

2 探聽附近的托嬰之場域的評價................. □  □  □  □  □  

3 自行探訪ǵ參觀了解托嬰場域的環境............ □  □  □  □  □  

4 透過廣告ǵ宣傳單近兒去瞭解托嬰環境的相關訊息 □  □  □  □  □  

5 依親朋ǵ好友的推薦考量托嬰照顧之模式與場域.. □  □  □  □  □  

請問您在選擇托嬰場域時，所會考量的因素為哪些? 

1 ၀托嬰之場域是否為合格立案之場所........... □  □  □  □  □  

2 托嬰的收費價格是否合理..................... □  □  □  □  □  

3 ၀托嬰的時段是否符合個人需求............... □  □  □  □  □  

4 有合格的收托比例........................... □  □  □  □  □  

5 有專業的照顧者與工作人員................... □  □  □  □  □  

6 ၀托嬰場域的經營者其照顧語教學理念是否相符. □  □  □  □  □  

7 嬰兒活動環境設施與公共安全是否完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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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請您針對下列各問題圈選出最接近您想法之答案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8 
嬰兒的活動範圍與空間其動線設計和採光是否適

合嬰兒..................................... 

 

□  

 

□  

 

□  

 

□  

 

□  

9 ၀托嬰之場域是否乾淨ǵ衛生ǵ無異味........... □  □  □  □  □  

10 ၀托嬰之場域是否有定期消毒................. □  □  □  □  □  

11 是否有提供營養ǵ衛生ǵ健康ǵ可口的餐點........ □  □  □  □  □  

12 合格的消防ǵ逃生設備，公共安全規劃是否完善... □  □  □  □  □  

13 托嬰之場域附近環境是否適合嬰兒............. □  □  □  □  □  

14 照顧者的態度與應變能力..................... □  □  □  □  □  

15 照顧者的專業資格與教養理念................. □  □  □  □  □  

16 照顧者會依個別差異提供合宜的指導........... □  □  □  □  □  

17 具愛心與耐心並會細心觀察嬰兒的狀況......... □  □  □  □  □  

18 
嬰兒日常生活作息的安排是否合乎健康ǵ安全與適

性的發展................................... 

 

□  

 

□  

 

□  

 

□  

 

□  

19 領有專業的合格證照......................... □  □  □  □  □  

20 是否提供嬰兒作息記錄簿..................... □  □  □  □  □  

21 
會和家長保持聯絡使瞭解嬰兒於၀場域的概況及

現階段展................................... 

 

□  

 

□  

 

□  

 

□  

 

□  

22 會主動關心嬰兒在家的狀況與習性............. □  □  □  □  □  

23 是否會提供育兒資訊與經驗交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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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親愛的家長您好 !  

這份問卷主要的目的在瞭解您對於選擇托嬰場域之考量因素，此數據

除作為學術研究之外，並研擬具體意見，以供相關單位未來改進相關決策

之參考Ƕ  

您寶貴的意見對本研究具有重要價值，敬請先၁細閱讀填答說明，再

根據您實際的情形逐題作答Ƕ非常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敬祝  

闔家安康  

 

指導教授：郭春在博士  

研究生：周秀莉敬上  

 

Ȝ第一部分：基本資料ȝ  

 

Ȑ一ȑ . 樣本年齡：□20 歲 (含 )以下ǵ□21~30ǵ□31~40 歲ǵ□41 歲以上  

Ȑ二ȑ . 樣本教育程度：□高中ǵ□大專院校ǵ□研究所以上  

Ȑ三ȑ . 樣本家庭型態：□折衷家庭 (公婆同住 )ǵ□核心家庭ǵ□重組家庭ǵ

□單親家庭ǵ□其他  

Ȑ四ȑ . 樣本子女數：位  

Ȑ五ȑ . 家庭年收入：□32 萬 (含 )以下ǵ□32 萬~59 萬ǵ□59 萬~84 萬ǵ

□84 萬~113 萬ǵ□113 萬~192 萬元Ƕ  

Ȑ六ȑ . 樣本職業：□第一類 (製造業 )ǵ□第二類 (商業 )ǵ□第三類 (資訊 )ǵ

□第四類 (服務 )ǵ□第五類 (農 )ǵ□第六類 (公教ǵ醫療 )ǵ□第七類 (其

他 ) 

Ȑ七ȑ . 樣本居住行政區：□台北市ǵ□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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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八ȑ . 嬰兒年齡 □未滿月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Ȑ九ȑ . 欲選擇之新生兒照顧模式 □母親自行照顧ǵ□保母 (不包括外勞

及在宅 )ǵ□家人 (父母ǵ公婆ǵ家人照顧 )ǵ□托嬰中心ǵ□其他  

承上題第9項題目新生兒照顧模式，依據您的理念與其需求依序向下作答，

謝謝 !    

 

題

號  

請您針對下列各問題圈選出最接近您想法之答

案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請問您將家中嬰兒委由家庭以外的人員照顧的原因為何? 

1 期望提供嬰兒學習團體互動之環境............ □  □  □  □  □  

2 不希望家人寵壞嬰兒........................ □  □  □  □  □  

3 信任照顧者的專業能力...................... □  □  □  □  □ 

4. 透過學習活動的安排提供嬰兒較多的刺激...... □ □ □ □ □ 

5. 專業且完善的托嬰環境與規劃有益嬰兒發展.... □ □ □ □ □ 

6. 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  □ □ □ □ □ 

請問您會透過何種媒介與方式來瞭解與選擇托嬰的模式場域之資訊? 

1 透過網路搜尋..............................  □ □ □ □ □ 

2 探聽附近的托嬰之場域的評價................ □ □ □ □ □ 

3 自行探訪ǵ參觀了解托嬰場域的環境........... □ □ □ □ □ 

4 
透過廣告ǵ宣傳單近兒去瞭解托嬰環境的相關訊

息........................................  

 

□ 

 

□ 

 

□ 

 

□ 

 

□ 

5 依親朋ǵ好友的推薦考量托嬰照顧之模式與場域. □ □ □ □ □ 

請問您在選擇托嬰場域時，所會考量的因素為哪些? 

1 ၀托嬰之場域是否有定期消毒................  □  □  □  □  □  

2 

嬰兒日常生活作息的安排是否合乎健康ǵ安全與

適性的發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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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請您針對下列各問題圈選出最接近您想法之答

案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3 有合格的收托比例..........................  □  □  □  □  □  

4 托嬰之場域附近環境是否適合嬰兒............ □  □  □  □  □  

5 領有專業的合格證照........................  □  □  □  □  □  

6 

嬰兒的活動範圍與空間其動線設計和採光是否適

合嬰兒.................................... 
 

□  

 

□  

 

□  

 

□  

 

□  

7 照顧者會依個別差異提供合宜的指導.......... □  □  □  □  □  

8 有專業的照顧者與工作人員..................  □  □  □  □  □  

9 是否有提供營養ǵ衛生ǵ健康ǵ可口的餐點...... □  □  □  □  □  

10 照顧者的專業資格與教養理念................  □  □  □  □  □  

11 嬰兒活動環境設施與公共安全是否完善........ □  □  □  □  □  

12 具愛心與耐心並會細心觀察嬰兒的狀況........ □  □  □  □  □  

13 照顧者的態度與應變能力....................  □  □  □  □  □  

14 合格的消防ǵ逃生設備，公共安全規劃是否完善.. □  □  □  □  □  

15 ၀托嬰之場域是否乾淨ǵ衛生ǵ無異味.......... □  □  □  □  □  

16 是否會提供育兒資訊與經驗交流.............. □  □  □  □  □  

17 是否提供嬰兒作息記錄簿....................  □  □  □  □  □  

18 會主動關心嬰兒在家的狀況與習性............ □ □ □ □ □ 

19 

會和家長保持聯絡使瞭解嬰兒於၀場域的概況及

現階段展..................................  
 

□ 

 

□ 

 

□ 

 

□ 

 

□ 

20 托嬰的收費價格是否合理....................  □ □ □ □ □ 

21 ၀托嬰之場域是否為合格立案之場所.......... □ □ □ □ □ 

22 ၀托嬰的時段是否符合個人需求..............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