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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the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and 
test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Meth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and expert review to establish the pre-test items of the scale, and used item analysis, factor analy-
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with a pre-test. Result: Item 
analysis shows, except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first item and the scale is .190 
(p > .05),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each item and the scale is between .333 - .753 (p 
< .05), which shows that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tem’s test are relatively close; 
When the first item and item question were removed,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oad of each factor is between .684 - .861,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67.539%; Internal consis-
tency check display, the Cronbach alpha coefficient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emotional 
support”, “substantive support” and “message support” of the scale are .851, .839 and .909, the 
Cronbach alpha of the whole scale is .865. Conclusion: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has satisfactory validity, reliability, and can be used in the related researches fo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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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编制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量表，并检验社会支持量表的效度与信度。方法：利用文

献分析、专家检阅编制量表的预试题项，并以项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来对融合生家长进行了预

试。结果：项目分析显示，除了第1题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为.190外(p > .05)，其它每一个题项与量表总

分相关系数介于.333~.753 (p < .05)，显示每个题项所测量之心理特质是比较接近；当删除了第1题、第

11题后，其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各题项因素负荷量在.684~.861之间，解释总变异量为67.539%；内

部一致性检验显示，量表的[情感支持]、[实质支持]、[讯息支持]等三个层面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

是.851、.839、.909，整个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865。结论：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可在未来相关研究领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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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支持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学者对当时社会变迁、社会政策、工业化等现象的观察，且认为

有关现象会造成人类社会关系解离及社会统整丧失，也会使有关人士在心理上的幸福感受到负面影响，

继而引申出社会支持的概念(张美云，2007)。有文献显示，个体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则其压力就会越低(何
采萤，2015)。另外，之前有实证研究显示，身心障碍人士家长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压力呈现负

相关(冼嘉华，2014)。可见社会支持能减轻身心障碍人士家长的心理压力之负面影响。 
澳门政府于 2006 年颁布“第 9/2006 号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强调特殊教育优先在

普通学校内以融合的方式实施(董志文，2017)，澳门私立学校正式开始收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同

时澳门政府亦界定了融合生的定义：融合生是指经评估后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在学习或学校环境上

只需要少量的特别辅助，便能和普通学校同班同学一起学习、成长，以及发展潜能的学生，一般而言，

这些学生可包括身体机能障碍、智力范围在临界之内、学习困难、轻度的自闭症、情绪障碍、注意力不

足过动症等类别(澳门教育心理辅导暨特殊教育中心，2015)。在融合教育推行十多年下，近年澳门融合生

正在不停地增加，且引申其它问题。之前研究显示，融合生家长会对孩子的融合教育学额、学习状况、

教育支持等有不同的忧虑(董志文，2016)。可见当社会上有越来越多融合生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融合生

家长承受有关的忧虑、心理压力，而有关家长在教养孩子时所面对的压力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来

调适。然而，目前关于澳门融合教育研究不多，而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研究更是甚少，本地化的研究

工具又欠缺，因此有必要制定澳门本土化的融合生家长之社会支持量表，才能推广到日后的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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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之初步制订 

在测量这些家长所感受有关社会支持之前，就须在编制量表的初期，参考国外、国内学者对于社会

支持测量的文献。其中，社会支持理论有两位倡导者 House 与 Kahn，就提出了社会支持有两个层面，包

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House & Kahn, 1985)。这两个层面内容，主要是陈述个体承受压力时，给予调

适的社会支持之类型可以是什么，有关层面与本研究想探究的似乎符合。因此研究者认为以House与Kahn
所提出的两个层面来作为本量表的因素层面之制定是合适的，初步亦拟用有关层面来订出预试题项。另

外中国台湾在社会支持的测量上，黄宝园(2010)曾提出社会支持可包括[尊严的支持]、[讯息的支持]、[社
会情谊]、[工具的支持]、[评价支持]、[实质帮助]等六项，然而有关层面似乎太多，这样可能会造成题项

过多的状况，家长就未必愿意花太多时间填写较多的题项。而有更多学者，包括吴佳贤、张美云、林宏

炽、王龄竟、陈毓文、张桂贞等人，除在 House 与 Kahn 的基础上提出上述[情感支持]、[信息支持]等两

层面来测量社会支持外，也提出另一个层面来测量社会支持，该层面就是[实质支持] (也称作工具支持) (吴
佳贤，2002；张美云，林宏炽，2007；王龄竟，陈毓文，2010；张桂贞，2012)。研究者认为，若从量表

实际操作的便捷性、效益、可测量范围等角度来看，以三个层面来作为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的因素

会较合适。因此综合上述，本量表在研究层面之设定先以上述学者所提出的[情感支持]、[实质支持]、[信
息支持]为层面，作为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的三个因素，并以这三个层面为蓝本，参看上述提出三个层面

相关题项的学者来设计预试题项。每个层面最初订出了 7 个题项，全份预试量表共 21 个题项。本量表中

的[情感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在养育融合生孩子时所感受到他人在精神上、情绪上的支持；[实质支持]是
指融合生家长在养育融合生孩子时所感受到他人所给予之实际支援与帮助；而[信息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长

所感受到社会给予帮助融合生孩子的资讯。量表拟定使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 rating scale)的五点量表方

式塡答，从[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一半同意]、[少部分同意]到[不同意]，分别给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将每一位受试者在每层面的分数加起来，其分数就代表该受试者在该层面的心理表现，

三个层面分数相加后所得出的总分，即为量表的整体分数(量表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该名融合生家长所得

到的社会支持越大，反之越低。 
定出最初题项后，研究者将有关量表交给一位澳门的教育心理学教授、一位澳门教育系教授、两位

本地资深特殊教育教师等专家进行审阅，这四位专家依据题项的适宜性、重要性及题项语句流畅清晰度

对有关题项修正，考虑到上述两位教授指出因素分析的预试人数须与题项数目呈一定关系、以及过往澳

门融合教育研究较难抽取家长来作施测的状况，参考有关建议，研究者于是将量表的每个层面较不重要

的一个题项删除，因此[情感支持]、[实质支持]、[信息支持]等每个层面最后只保留了 6 个题项，整份量

表的题项总数为 18 题，有关量表预试题项，见附录所示，当中第 1 至第 6 题(A1~A6)为[情感支持]，第 7
至第 12 题(A7~A12)为[实质支持]，第 13 至第 18 题(A13~A18)为[信息支持]。 

2.2. 研究对象 

在实施本量表的预试前，须考虑预试取样数目。按预试对象人数须不少于题项数、最好按量表题项

总数的 3~5 倍之数目来作为预试人数(吴明隆，涂金堂，2016)。以此为准则的话，本研究量表的预试题

项有 18 个题项，因此预试人数就不能少于 18 人，即最少预试样本数要在 18 人以上。若也按上述所指出

的题项总数之 3~5 倍为原则，则可将预试人数定在 54 人~90 人之间会更好一些。所以研究者参看上述两

个预试取样准则，于 2017 年 6 月间，采用方便抽样方式，透过澳门非牟利社团：“澳门鲍思高青年服务

网络”向融合生家长派发有关预试量表填写，考虑到过往澳门融合教育的家长研究上，在正式施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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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数大概只可取 250 人左右(澳门特殊教育研究学会，2015)。因此本研究在预试上就不能派发太多量表，

以免影响正式施测时的取样数。因此最后只对两间在澳门参与了融合教育的学校之融合生家长派发预试

量表，家长除了是融合生的父母外，也包含融合生的其他主要照顾者。预试量表共发出 71 份，有效回收

数只有 43 份，有效回收率 60.56%，其中母亲有 20 份，父亲有 15 份，其他主要照顾者有 8 份。虽然 43
份有效量表数目少于理想预设的预试数目(54 人~90 人)，但仍多于预试最少样本数 18 人，按在特殊情况

下，预试样本取样数可以少一些为依据(吴明隆，2016)。因此，有关预试数目仍符合预试取样的基本要求。 

2.3. 统计方法 

本量表编制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对回收的 43 份量表之数据进行输入处理，接着以教育统计学者

吴明隆的问卷预试方法，依次实施项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项目分析采用[同侧性考验法]，以求

出量表每个题项与量表整体分数(总分)的相关，按有关数值来决定量表的题项所测量之心理特质属性是否

非常接近；因素分析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以此求出量表的建构效度；最后利用[内部一致性考验]，以

检验本量表的可靠性及稳定度(吴明隆，2016；吴明隆，涂金堂，2016)。 

3. 统计过程与结果 

3.1. 项目分析 

同侧性考验上，先将各题项的分数相加，计算出量表的总分，之后运用[积差相关分析] (prod-
uct-moment correlation)，以计算量表中每个题项与量表总分之相关性系数，在有关考验的准则上，除了

定立题项与预试量表总分的相关不仅要达到显著水平(p < .05)，也要求两者间呈现一定相关性，按吴明隆、

涂金堂(2016)指出，同侧性考验的相关系数至少在.30 以上，倘若有题项不符合有关要求，则可将其删除。

表 1 及表 2 之结果显示，采用同侧性考验实施的积差相关分析下，除了第 1 题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为.190 
(p > .05)外，其它每一个题项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介于.333~.753 (p < .05)，表示第 2 题至第 18 题等题项

与量表总分相关达到显著，相关系数达到.30 以上。因此有关项目分析，显示了除了第 1 题外，其它各个

题项符合同侧性考验要求，有关题项所测量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心理特质属性是比较接近。因此，

预试量表上，首先将第 1 题删除，之后再进行因素分析。 
 
Table 1. The item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A1~A9) 
表 1. 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项目分析(A1~A9)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相关系数 .190 .413** .341* .402** .500** .333* .542** .589** .429** 

p 值 .223 .006 .025 .007 .001 .029 .000 .000 .004 

**表示 p < .01，*表示 p < .05。 
 
Table 2. The item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A10~A18) 
表 2. 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项目分析(A10~A18)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相关系数 .699** .673** .550** .665** .696** .723** .753** .737** .682** 

p 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示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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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因素分析 

在项目分析删除第 1 题后，对整份量表其它 17 个题项实施探索性因素分析，先考验 Bartlett 球形检

定显著性及 KMO 系数，若 Bartlett 球形检定小于.50，KMO 系数大于.50，则表示量表各题项适合因素分

析(吴明隆，2016)。结果显示，Bartlett 球形检定卡方值为 501.630，自由度为 136，显著性为.000，小于.50，
KMO 系数为.683，大于.50；这表示预试量表 17 个题项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由于量表编制时，在文献分析后，已将题项归类为三个明确的层面([情感支持]、[实质支持]、[信息

支持])，因此探索性因素分析就选取了[限定抽取共同因素法]，在因子分析萃取上，限定萃取三个因素，

对量表 17 个题项采用[主成份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转轴采用直交转轴的[最大变异

法](varimax)，主成份分析发现，17 个题项的共同性在.542 至.785 间，按共同性须大于.20 为准则，显示

每一个题项与其它题项可测量之共同特质较多，适合主成份分析(吴明隆，2016)；实施最大变异法、主成

份分析法后的结果发现，由于限定萃取三个共同因素，转轴大于 1 的特征值也会为三个共同因素，转轴

后三个共同因素的特征值分别为4.646、3.348、3.323，相应转轴后的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7.329%、19.695%、

19.550%，解释总变异量为 66.574%。以解释总变异量须在 50%以上为准则(吴明隆，2016)，预试量表的

因素分析所决定萃取的三个因素层面之结果是理想的。 
表 3 显示了转轴后的因素矩阵之第一个共同因素所包含的题项，结果显示，第 13 至第 18 题，以及

第 11 题(A13~A18、A11)，这 7 个题项在共同因素一的负荷量较大，在共同因素二、共同因素三的负荷

量较少，因此共同因素一包含了第 11 题、第 13 题、第 14 题、第 15 题、第 16 题、第 17 题、第 18 题(A11、
A13、A14、A15、A16、A17、A18)，由于共同因素一的第 13 题至第 18 题属于[信息支持]，只有第 11
题：[若有需要时，有人会协助我处理孩子的学业、情绪、行为或其他各项问题]不属于[信息支持]，在最

初预试量表的设计上，第 11 题属于[实质支持]，因此必须要将第 11 题删除；表 4 显示了转轴后的因素矩

阵之第二个共同因素所含的题项，结果显示，第 7 至第 10 题、以及第 12 题(A7~A10、A12)，这 5 个题

项在共同因素二的负荷量较大，在共同因素一、共同因素三的负荷量较少，因此共同因素二包含了第 7
题、第 8 题、第 9 题、第 10 题、第 12 题(A7、A8、A9、A10、A12)。表 5 显示了转轴后的因素矩阵之

第三个共同因素所含的题项，结果显示，第 2 题至第 6 题，这 5 个题项在共同因素三的负荷量较大，在 
 
Table 3.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first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1 contains the items 
表 3. 第一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一包含的题项 

 A17 A15 A16 A18 A14 A13 A11 

因素一 .858 .852 .844 .761 .753 .742 .606 

因素二 .133 .233 .150 .063 .337 .121 .440 

因素三 .129 −.063 .138 .208 −.090 .186 .020 

 
Table 4.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first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2 contains the items 
表 4. 第一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二包含的题项 

 A9 A8 A12 A10 A7 

因素一 .034 .150 .176 .344 .292 

因素二 .836 .801 .756 .685 .672 

因素三 −.174 .073 .053 .201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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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first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3 contains the items 
表 5. 第一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三包含的题项 

 A3 A4 A2 A5 A6 

因素一 −.081 .073 −.002 .294 .223 

因素二 .080 .058 .137 −.087 −.244 

因素三 .858 .802 .779 .773 .728 

 
共同因素一、共同因素二的负荷量较少，因此共同因素三包含了第 2 题、第 3 题、第 4 题、第 5 题、第

6 题(A2、 A3、A4、A5、A6)。由于共同因素二、共同因素三所包含题项都能归类于同一层面，所以不

需删除题项， 最终在整个因素分析中只删除了第 11 题，删题后，就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 
删除第 11 题重申再做另一次因素分析，第二次分析显示，Bartlett 球形检定卡方值为 455.963，自由

度为 120，显著性为.000，小于.50，KMO 系数达到.689，大于.50，这表示删除题项后、剩下 16 个题项

的预试量表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二次主成份分析法结果显示，所有题项

的共同性在.560 至.782 间，按共同性须大于.20 为准则，这表示每个题项与其它题项可测量的共同特质较

多，适合主成份分析(吴明隆，2016)；采用最大变异法、主成份分析法所得出的结果显示，转轴后三个共

同因素的特征值分别为 4.283、3.316、3.208，相应转轴后的解释变异量分别为 26.767%、20.724%、20.047%，

解释总变异量为 67.539%。以解释总变异量须在 50%以上为准则(吴明隆，2016)，预试量表的因素分析所

决定萃取的三个因素层面之结果是理想的。而第二次因素分析的解释总变异量大于第一次因素分析的解

释总变异量(第二次的 67.539%大于第一次的 66.574%)，说明删除第 11 题是适合。 
表 6~表 8 均分别显示了第二次因素分析中、在转轴后的因素矩阵之第一个共同因素、第二个共同因

素、第三个共同因素所包含的题项，结果显示，共同因素一[讯息支持]包含了第 13 题、第 14 题、第 15
题、第 16 题、第 17 题、第 18 题(A13、A14、A15、A16、A17、A18)；共同因素二[情感支持]包含了第

2 题、第 3 题、第 4 题、第 5 题、第 6 题(A2、A3、A4、A5、A6)；共同因素三[实质支持]包括含了第 7
题、第 8 题、第 9 题、第 10 题、第 12 题(A7、A8、A9、A10、A12)。所有题项在经过第二次因素分析

后，每一个题项能有效归类于原预试量表设计中的因素层面，因素一[讯息支持]的 6 个题项(A13、A14、
A15、A16、A17、A18)之因素负荷量介于.729 至.861 之间；因素二[情感支持]的 5 个题项(A2、A3、A4、
A5、A6)之因素负荷量介于.725 至.858 之间；因素三[实质支持]的 5 个题项(A7、A8、A9、A10、A12)之
因素负荷量介于.684 至.844 之间。各因素层面之题项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在.500 以上，转轴结果可以接

受。第二次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删除第 11 题后，预试量表剩下的 16 个题项能归类于原有预试量表的

层面，也能够测量出融合生家长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3.3. 信度分析 

内部一致性考验结果如表 9 显示，[情感支持]所包含的 5 个题项(A2、A3、A4、A5、A6)，其 Cronbach 
α系数是.851；[实质支持]所包含的 5 个题项(A7、A8、A9、A10、A12)，其 Cronbach α系数是.839；[讯
息支持]所包含的 6 个题项(A13、A14、A15、A16、A17、A18)，其 Cronbach α系数是.909；另外整个量

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865。按层面的 Cronbach α 系数在.80~.90 间为[理想]、在.90 或以上为[十分理想]
作准则、以及以总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在.80~.90 间为[理想]作准则来判定(吴明隆，涂金堂，2016)，[情
感支持]、[实质支持]的信度是理想的，而[讯息支持]的信度则是十分理想，整个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

也是相当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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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second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1 contains the items 
表 6. 第二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一包含的题项 

 A17 A16 A15 A14 A18 A13 

因素一 .861 .858 .843 .763 .763 .729 

因素二 .125 .131 −.064 −.097 .205 .186 

因素三 .147 .171 .239 .358 .074 .121 

 
Table 7.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second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2 contains the items 
表 7. 第二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二包含的题项 

 A3 A4 A2 A5 A6 

因素一 −.071 .070 −.002 .300 .233 

因素二 .858 .804 .780 .770 .725 

因素三 .083 .054 .135 −.084 −.240 

 
Table 8. The factor matrix after the rotation of the second factor analysis: Common factor 3 contains the items 
表 8. 第二次因素分析的转轴后因素矩阵：共同因素三包含的题项 

 A9 A8 A12 A10 A7 

因素一 .034 .153 .146 .333 .295 

因素二 −.175 .070 .060 .202 −.077 

因素三 .844 .811 .743 .686 .684 

 
Table 9.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表 9.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之信度分析 

 情感支持 实质支持 讯息支持 整个量表 

Cronbach α系数 .851 .839 .909 .865 

4. 结论 

本研究对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之编制，首先透过文献分析，建立量表的三个理论层面([情感支持]、
[实质支持]、[信息支持])，并在专家多次检验、及对题项进行反复修改下，构建了较好的专家效度。项目

分析上，删除第 1 题后，其它各个题项与量表总分具有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在.30 以上，说明量表中除

第 1 题外，各个题项所测量融合生家长的社会支持之心理特质属性是非常接近。综合上述因素分析、信

度分析的部分，整理如表 10。 
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结果表明，在删除第 1 题、第 11 题后，剩下 16 个题项的共同性在.560 以上，

显示这 16 个题项中、每个题项与其它题项可测量的共同特质会较多，三个共同因素在转轴后的解释变异

量分别为 26.767%、20.724%、20.047%，解释总变异量为 67.539%；在删除第 1 题、第 11 题后的转轴因

素显示，每一个题项能有效归类于原预试量表设计的因素层面，各因素之题项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

在.684~.861 之间，整份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而对量表结构的可靠性、稳定度上，以内部一致性考

验，可发现各层面的 Cronbach α系数均在.839 以上，整份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在.80 以上，各项系数

都能符合心理测量之要求，量表具较好的信度。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的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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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The pre-test summary table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表 10.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之预试摘要表 

 讯息支持的因素负荷量 情感支持的因素负荷量 实质支持的因素负荷量 共同性 正式题项 

A2 −.002 .780 .135 .626 01 

A3 −.071 .858 .083 .747 02 

A4 .070 .804 .054 .653 03 

A5 .300 .770 −.084 .691 04 

A6 .233 .725 −.240 .637 05 

A7 .295 −.077 .684 .560 06 

A8 .153 .070 .811 .686 07 

A9 .034 −.175 .844 .744 08 

A10 .333 .202 .686 .622 09 

A12 .146 .060 .743 .577 10 

A13 .729 .186 .121 .581 11 

A14 .763 −.097 .358 .720 12 

A15 .843 −.064 .239 .771 13 

A16 .858 .131 .171 .782 14 

A17 .861 .125 .147 .779 15 

A18 .763 .205 .074 .630 16 

特征值 4.283 3.316 3.208   

解释变异量 26.767% 20.724% 20.047%   

累积解释总变异量 26.767% 47.492% 67.539%   

Cronbach α系数 .909 .851 .839   

 
良好的信效度，可在未来相关研究领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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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融合生家长社会支持量表 
以下部分主要了解您在照顾融合生的孩子时，您心里的感受状况。请您在最适当的一个□中打 
 

 完全同意 大部分

同意 
一半同

意 
少部分

同意 不同意 

A1. 我在养育孩子之辛苦，身旁的人能感同身受 □ □ □ □ □ 
A2. 我在养育孩子的做法，能获得身旁的人支持 □ □ □ □ □ 
A3. 当我教养孩子遇到挫折时，有人会鼓励我 □ □ □ □ □ 
A4. 当我教养孩子遇到困难时，有人可以与我倾诉 □ □ □ □ □ 
A5. 在教养孩子时，有人会欣赏、肯定我为孩子的付出 □ □ □ □ □ 
A6. 当我教养孩子有压力时，有人会教我缓解压力的方法 □ □ □ □ □ 
A7. 若有需要时，有人可以协助照顾我的孩子 □ □ □ □ □ 
A8. 若有需要时，有人可以帮忙解决孩子接送的问题 □ □ □ □ □ 
A9. 若有需要时，有人会协助我处理家务工作 □ □ □ □ □ 
A10. 若有需要时，有人会向我提供经济或物质方面协助 □ □ □ □ □ 
A11. 若有需要时，有人会协助我处理孩子的学业、情绪、行为 
或其他各项问题 □ □ □ □ □ 
A12. 若有需要时，有人会协助我带孩子去看医生或接受治疗 
训练服务 □ □ □ □ □ 
A13. 有人会向我提供教导孩子学习的资讯 □ □ □ □ □ 
A14. 有人会向我提供孩子的医疗或治疗训练的资讯 □ □ □ □ □ 
A15. 有人会向我提供申请特殊需求孩子的福利资源 □ □ □ □ □ 
A16. 有人会向我提供教养特殊需求孩子的技巧 □ □ □ □ □ 
A17. 有人会与我交换意见共同讨论教养孩子的事情 □ □ □ □ □ 
A18. 有人会向我提供所需要的家长教育课程 □ □ □ □ □ 

注：项目分析后，删除了 A1 题项；因素分析后，删除了 A11 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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