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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arenting stress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in Macau, an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of parenting stress in different con-
texts. The study included 337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and statistics were performed using sin-
gle-sample T-test,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one-way anova. The results show: 1) Parent’s 
overall parenting stress is moderate, and their “interaction stress” level is also low, but their “de-
velopment stress” and “environmental stress” levels are relatively high; 2) Two background va-
riables of the “child’s education stage” and “type of disorder presented by the child”, hav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parenting stress (P < 0.01). At last, we mak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s a reference for parents, schools and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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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澳门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现况，并了解不同背景下这些家长教养压力的差异情形。研

究一共收取了337位融合生家长的数据，以单一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进行

统计。结果显示：1) 家长在整体教养压力属于中等程度，其「互动压力」层面也属于较低程度，但其「发

展压力」、「环境压力」层面属于较高程度；2) 「孩子教育阶段」、「孩子呈现障碍类型」等两个背景

变项在教养压力中呈现显著差异(p < 0.01)。最后，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提出建议，以作为家长、学校及政

府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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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澳门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数目有显著的变化。根据澳门教育暨青年局官方网站的数据库

显示，2008/2009 学年至 2017/2018 学年间，学习能力较差的、需要在隔离式的公立学校或私立特殊学

校就学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数目从 471 人增至 767 人，而学习能力较佳的、可和普通学生一起入

读公立学校或私立普通学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融合生的数目从 333 人大幅地增加到 1349 人(澳门教育

暨青年局，2018)。可见在这十个学年之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数目显著提升，其中融合生的增长

速度则是十分惊人，升幅数字超过三倍，至 2018/2019 学年，融合生数目已增加至 1480 人(澳门教育暨

青年局，2019)。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在不停增加，说明澳门的融合教育将会有很殷切的需求。然而究竟在哪方

面有殷切的需求呢？近数年，澳门与邻近地区香港都会集中在学校对这些障碍孩子的学习支援部分，以

香港为例，他们针对融合教育制订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包括制订《全校参与政策》、落实了对主流普

通学校就学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三层教学支援模式，并提供各类融合教育师资培育工作及一系列拨

款资助(香港教育学院，2012a)。而澳门方面，早前澳门特区政府亦委托了香港教育大学(即香港教育学院

的前身)进行一项名为《澳门特殊教育专项评鉴》的研究，研究报告评细地分析了澳门特区政府、学校对

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支援现况，并提出了各项政策建议(香港教育学院，2012b)。可见，近数年香港以

至澳门在融合教育的推动上，比较关注的对象可能是以学校为主。不过，对于融合教育的另一份持份者

—家长呢？我们教育工作者又了解多少？这些在普通学校就学的障碍孩子的家长，他们的服务需求又是

什么？他们面对的又是什么问题？似乎仍是我们未清楚的地方，也是澳门特殊教育发展中有待亟力探讨

的一个范畴。早前有一个澳门融合教育研究发现：融合生家长认为澳门融合教育学额存在不足，同时一

所学校收取过多融合生时，会对融合生整体学习构成负面的影响(董志文，2016)。可见，澳门融合生家长

在养育障碍孩子的过程中，可能会面对不同程度的忧虑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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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动机 

过往已有研究显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家长所承受的生活压力、教养压力是巨大的，家长在照

顾孩子时，时常缺乏幸福感，身心也感到无力(张美云，2007)。也有文献显示，一旦家长发现子女具有缺

陷、特殊学习需求时，不论孩子身心障碍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获得，必将在家长心理上产生期望与现实

的巨大差距，陷入悲伤与失望之间，这过程会使他们产生巨大的压力(胡嘉容，2016)。2019 年 12 月，香

港社区组织协会发表题为：《基层 SEN 儿童和照顾者需要》调查报告，调查共访问了 147 名确诊为有特

殊教育需要儿童的家长，其中一个结果发现：1) 家长最担心子女的学业和行为情绪问题；2) 家长当中有

73.8%具有情绪问题，主因是照顾有身心障碍的子女，44%家长需要看医生或覆诊，有 1.4%家长因情绪

问题曾入院，更有 7.8%家长因为障碍子女的问题而曾有个自杀念头(香港社区组织协会，2019)。由此可

见，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家长在教养子女时所面对的压力是不容忽视，这情况在基层家庭更甚。回看

澳门，当目前社会有越来越多融合生时，有关融合生的教育、家长教养压力等问题，亦渐受社会关注。

2019 年 8 月，有澳门传媒报导家长在孩子被澳门特区政府评估为可以在私立普通学校就学的融合生后，

在寻找学额上就遇到极大的困难，相关报导的影片，显示了有关家长在教养子女过程中有着一定的压力

(力报，2019)。然而，正如上述，虽然澳门也有相关报道显示融合生家长在教养子女时面对不同程度的困

难，然而关于针对本澳融合生家长在教养障碍子女时的教养压力方面，澳门似乎并没有太多有关的实证

研究。究竟澳门融合生家长在教养障碍子女时，他们的教养压力是如何？不同背景的融合生家长，他们

的教养压力是否相同？这是我们仍然未清楚的地方。故此，研究者开展以融合生家长的教养压力的实证

研究，对未来澳门融合教育的发展以至有关家长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1.3. 研究目的与问题 

1.3.1. 研究目的 
根据研究动机，研究目的有三个：1) 探究澳门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现况；2) 探究不同背景变项中

的澳门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差异；3) 根据研究结果对融合生家长、相关学校、特区政府提出建议。 

1.3.2. 研究问题 
依据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为两个：1) 澳门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现时状况是如何？2) 不同背景变项

中的澳门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是否有显著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量化研究实施，研究者采用自编的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包括澳门融合生家庭的基本资料，

另外也包括四份自编的量表。在本研究中，由于只探究澳门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状况，以及探究不同

背景中的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差异状况。所以本研究只说明背景资料及其中一份量表：「融合生家长

教养压力量表」的内容，说明如下： 

2.1.1. 基本资料 
问卷基本资料为十二项的背景变项，其中有八项为家长背景变项(家长出生地、家长与孩子关系、家

长年龄、家长教育程度、家长工作状况、与配偶关系、家中孩子数、家庭经济状况)，另外还有四项为孩

子背景变项(孩子受照顾情况、孩子性别、孩子教育阶段、孩子呈现障碍类型)。有关各背景变项的分组情

形，可见表 1：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5067


董志文，施达明 
 

 

DOI: 10.12677/ap.2020.105067 545 心理学进展 
 

Table 1. Summary table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groups 
表 1. 背景资料组别之摘要表 

变项名称 变项中的组别 

家长出生地 1) 澳门；2) 中国大陆；3) 其他 

家长与孩子关系 1) 父亲；2) 母亲；3) 其他 

家长年龄 1) 30 岁或以下；2) 31~40 岁；3) 41~50 岁；4) 51 岁或以上 

家长教育程度 1) 幼稚园或以下程度；2) 小学程度；3) 中学程度；4) 大专或学士程度；5) 硕士或博士程度 

家长工作状况 1) 不轮班全职；2) 不轮班兼职；3) 需轮班全职；4) 需轮班兼职；5) 未就业 

与配偶关系 1) 十分好；2) 好；3) 普通；4) 不好；5) 十分不好 

家中孩子数 1) 一个；2) 二个；3) 三个；4) 四个或以上 

家庭经济状况 1) 充裕；2) 刚好够用；3) 沉重；4) 十分沉重 

孩子受照顾情况 1) 主要由我照顾；2) 主要由配偶照顾；3) 主要由孩子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 
4) 主要由佣人照顾；5) 其他 

孩子性别 1) 男；2) 女 

孩子教育阶段 1) 幼稚园；2) 初小；3) 高小；4) 初中；5) 高中 

孩子呈现障碍类型 1) 学习问题；2) 情绪行为问题；3) 沟通社交问题；4)上 述两个或以上障碍组合 

2.1.2. 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量表 
本研究所采用的「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量表」，是参考了陈若琳，李青松(2001)、梅心洁，蔡昆瀛，

陈若琳(2008)、张桂贞(2012)等提出的亲职压力之研究层面，再定出本研究中教养压力的三个层面，包括：

「发展压力」、「环境压力」及「互动压力」(董志文，黄栋祥，李嵩义，施达明，2018)。「发展压力」

是指融合生家长在孩子的语言、情绪、动作、智力、自理、身高、体重等各项生理发展、心理发展及学

习的压力感受，经预试后题目有 4 题；「环境压力」是指融合生家长对孩子在学校环境、外在环境的压

力感受，经预试后题目也为 4 题；「互动压力」是指融合生家长在与孩子互动时的压力感受，经预试后

题目有 5 题。量表使用五点量表方式塡答，从「不同意」、「少部分同意」、「一半同意」、「大部分

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给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每个样本在某层面分数的总分，即为

该样本在某层面之压力分数，而「发展压力」、「环境压力」及「互动压力」等三个层面分数的加总，

即为该样本的整体教养压力总分，分数越高，代表该名融合生家长的教养压力较大，反之，教养压力则

较低。量表预试结果为：项目分析中每个题目与总分相关系数介于 0.415~0.832 (p < 0.01)；探索性因素分

析显示各题目因素负荷量在 0.587~0.889 之间，解释总变异量为 70.546%；内部一致性检验显示整个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0，「发展压力」、「环境压力」、「互动压力」等三个层面的 Cronbach α 系数

分别为 0.844、0.794、0.897。因此，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 

2.2. 取样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澳门融合生家长，家长既可以是父母、或其他重要的主要照顾者，研究者通过

两个渠道获得家长资料，第一是询问澳门所有参与融合教育的学校是否愿意参与研究，从这渠道中得到

氹仔、澳门各区合共 10 所学校答应参与此次研究，并回收有关问卷。第二从两个家长社团中收取网上问

卷。最终研究者从这些学校、社团合共收取了 363 份问卷，其中癈卷 26 份，有效问卷 337 份，有效回收

率超过九成。以目前澳门共有 1480 名的融合生计算(澳门教育暨青年局，2019)，如果每名融合生有一名

家长填写问卷的话，本研究取样约占母群体的两成三，符合吴明隆，涂金堂(2016)所提出的抽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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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假设 

按研究目的，研究假设分两个部分：假设 1. 澳门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平均分数与教养压力中等水平

具有显著差异；假设 2. 不同背景变项中的澳门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具有显著差异。 

2.4. 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SPSS21.0 统计软体进行假设检定的推论统计，显著水准 α 设定为 0.05，信赖区间设置为

95%，使用“单一样本 T 检验”(One-Sample T Test)去验证研究假设 1，以“独立样本 T 检

验”(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One-Way ANOVA)，去验证研究假设 2。根

据吴明隆(2016)的观点，相关统计做法如下： 
针对研究假设 1，在使用“单一样本 T 检验”上，先确定检定值(Test Variables)。由于本研究中的量

表是一份“五点式量表”，中间分数为 3 分。所以共 13 题的教养压力量表之中等水平分数为 3 × 13 = 39
分，检定值为 39；分层面的「发展压力」、「环境压力」各有 4 题，这两层面压力中等水平分数为 3 × 4 
= 12 分，检定值为 12；分层面的「互动压力」有 5 题，这层面压力中等水平分数为 3 × 5 = 15 分，检定

值为 15。在实施“单一样本 T 检验”时，若统计达显著(p < 0.05)，则表示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平均分数

与教养压力中等水平有显著差异；若统计未达显著(p > 0.05)，则表示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平均分数与教

养压力中等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在考验研究假设 2时，如果背景变项为两组，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如果达显著(p < 0.05)，

则表示两组有显著差异；反之，统计如果未达显著(p > 0.05)，则表示两组没有显著差异。如果背景变项

为三组或以上，则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并且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前先进行变异数同质

性检定，如果变异数同质性检定未达显著(p > 0.05)，则直接以“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进行统计；“单

因子变异数分析法”中，如果 F 值达显著(p < 0.05)，则代表各组中至少有两组会有显著差异，这时采用

Scheffe 进行事后检定。如果 F 值未达显著(p > 0.05)，则代表各组中没有显著差异，不需要事后检定。如

果变异数同质性检定达显著(p < 0.05)，则以“Welch 法”取代“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如果“Welch
法”中近似的 F 值达显著(p < 0.05)，则代表各组中至少有两组会有显著差异，这时采用 Tamhane’s T2 进

行事后检定；如果近似的 F 值未达显著(p > 0.05)，则代表各组中没有显著差异，不需要事后检定。 

3. 研究结果 

3.1. 现况分析 

表 2 显示了教养压力的单一样本 T 检验的统计结果。结果显示：融合生家长整体教养压力平均分数

为 40.10 分，t 值为 1.555(p > 0.05)，统计未达显著，表示澳门融合生家长的整体教养压力处于中等水平；

分层面方面，融合生家长「发展压力」平均分数为 13.24 分，t 值为 4.636 (p < 0.001)，统计达显著，高于

「发展压力」中等水平的 12 分，显示融合生家长「发展压力」处于较高水平，亦即澳门融合生家长感受

「发展压力」比较大；融合生家长「环境压力」平均分数为 12.78 分，t 值为 2.813 (p < 0.01)，统计达显

著，高于「环境压力」中等水平的 12 分，显示融合生家长「环境压力」处于较高水平，亦即澳门融合生

家长感受「环境压力」比较大；融合生家长「互动压力」平均分数为 14.07 分，t 值为−3.141 (p < 0.01)，
统计达显著，低于「互动压力」中等水平的 15 分，显示融合生家长「互动压力」处于较低水平，亦即澳

门融合生家长感受「互动压力」比较少。 
综合上述可知，融合生家长整体教养压力属于中等水平，但从分层面上看，融合生家长感受「互动

压力」显著较低，而感受「发展压力」及「环境压力」显著较高。因此研究假设 1 有较多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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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arenting stress status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表 2. 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现况 

变项及层面 平均分 标准偏差 题数 中等水平 t 值 

发展压力 13.24 4.912 4 12.00 4.636*** 

环境压力 12.78 5.112 4 12.00 2.813** 

互动压力 14.07 5.410 5 15.00 −3.141** 

整体教养压力 40.10 12.959 13 39.00 1.555 

注：**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01。 

3.2. 不同背景变项下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差异分析 

本部分以“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去检验研究假设 2。统计发现：十二个背

景变项中，有十个背景变项在融合生家长的整体教养压力及各分层面「发展压力」、「环境压力」、「互

动压力」里没有显著差异。而「孩子教育阶段」、「孩子呈现障碍类型」等两个背景变项，在融合生家

长的整体教养压力及其各分层面「发展压力」、「环境压力」、「互动压力」中，均最少在一项层面中

有显著差异。如下： 

3.2.1. 「孩子教育阶段」在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差异分析 
表 3 发现：「环境压力」、「互动压力」、整体教养压力的 F 值分别为 1.991、1.279、2.235，p > 0.05，

统计未达显著，这表示当孩子处于不同教育阶段，澳门融合生家长的「环境压力」、「互动压力」、整

体教养压力等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发展压力」的 F 值为 5.376，p < 0.01，统计达显著，这表示当孩

子处于不同教育阶段，澳门融合生家长的「发展压力」会有显著差异。Tamhane’s T2 事后比较发现，「高

中」的家长比「幼稚园」的家长显著高 3.982 分，「初中」的家长比「幼稚园」的家长显著高 3.320 分。

这显示当融合生就读年级为中学阶段时，有关家长所感受的「发展压力」，会显著比那些幼稚园融合生

家长的「发展压力」为高。 
综合上述可知，孩子的不同教育阶段，家长所感受的整体教养压力，以及在「环境压力」、「互动

压力」上均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发展压力」就有显著差异，就读中学的融合生的家长，所感受有关压

力较大。 
 
Table 3. Differences analysis of child education stage on parenting stress 
表 3. 孩子教育阶段在教养压力的差异分析 

变项层面 孩子就学阶段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 值 事后比较 

发展压力 

1.幼稚园 68 11.37 5.528 

5.376** 5 > 1, 4 > 1 

2.初小 146 13.21 4.926 

3.高小 55 13.62 4.700 

4.初中 48 14.69 3.926 

5.高中 20 15.35 3.133 

环境压力 

1.幼稚园 68 11.32 5.729 

1.991  

2.初小 146 13.04 5.039 

3.高小 55 13.35 5.132 

4.初中 48 12.71 4.217 

5.高中 20 14.50 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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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互动压力 

1.幼稚园 68 13.22 5.430 

1.279  

2.初小 146 14.76 5.362 

3.高小 55 13.78 5.463 

4.初中 48 13.38 5.595 

5.高中 20 14.45 4.915 

整体教养压力 

1.幼稚园 68 35.91 15.064 

2.235  

2.初小 146 41.01 12.628 

3.高小 55 40.75 12.515 

4.初中 48 40.77 11.080 

5.高中 20 44.30 10.668 

注：**代表 p < 0.01。 

3.2.2. 「孩子呈现障碍类型」在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差异分析 
表 4 发现：「发展压力」的 F 值为 4.187 (p < 0.01)，统计达显著，这表示当孩子呈现不同障碍类型，

澳门融合生家长的「发展压力」会有显著差异。Tamhane’s T2 事后比较发现，「上述两个或以上障碍组合」

比「沟通社交问题」显著高 2.688 分，这显示当融合生有两个以上的障碍时，有关家长所感受的「发展压

力」，会显著比那些只有沟通、社交问题的融合生家长高；「环境压力」的 F 值为 7.381 (p < 0.001)，统计

达显著，这表示当孩子呈现不同障碍类型，澳门融合生家长的「环境压力」会有显著差异。Scheffe 事后比

较发现，「上述两个或以上障碍组合」分别比「情绪行为问题」、「沟通社交问题」显著高 2.782 分、3.60
分，这显示当融合生有两个以上的障碍时，有关家长所感受的「环境压力」，会显著比那些只有情绪行为

问题或只有沟通社交问题的融合生家长高；「互动压力」的 F 值为 5.186 (p < 0.01)，统计达显著，这表示

当孩子呈现不同障碍类型，澳门融合生家长的「互动压力」会有显著差异。Scheffe 事后比较发现，「上述

两个或以上障碍组合」比「沟通社交问题」显著高 3.194 分，这显示当融合生有两个以上的障碍时，有关

家长所感受的「互动压力」，会显著比那些只有沟通、社交问题的融合生家长高；最后，整体教养压力的

F 值为 7.033(p < 0.001)，统计达显著，这表示当孩子呈现不同障碍类型，澳门融合生家长的整体教养压力

会有显著差异。Scheffe 事后比较发现，「上述两个或以上障碍组合」比「沟通社交问题」显著高 9.483 分，

这显示当融合生有两个以上的障碍时，有关家长所感受的整体教养压力，会显著比那些只有沟通、社交问

题的融合生家长高。综合上述可知，孩子呈现障碍类型的不同，家长感受的教养压力会有显著差异，当中

可以发现，孩子有两个以上的障碍问题，他们家长所感受的教养压力会较高。 
 
Table 4. Differences analysis of child presenting disorder type on parenting stress 
表 4. 孩子呈现障碍类型在教养压力之差异分析 

变项层面 障碍类型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F 值 事后比较 

发展压力 

1.学习问题 136 13.51 4.990 

4.187** 4 > 3 
2.情绪行为问题 45 12.44 4.860 

3.沟通社交问题 59 11.56 5.292 

4.上述两个或以上障碍组合 97 14.25 4.301 

环境压力 

1.学习问题 136 12.71 5.033 

7.381*** 4 > 2, 4 > 3 
2.情绪行为问题 45 11.73 5.136 

3.沟通社交问题 59 10.92 5.315 

4.上述两个或以上障碍组合 97 14.52 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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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压力 

1.学习问题 136 13.69 5.495 

5.186** 4 > 3 
2.情绪行为问题 45 15.07 5.902 

3.沟通社交问题 59 12.14 4.787 

4.上述两个或以上障碍组合 97 15.33 5.059 

整体教养压力 

1.学习问题 136 39.91 12.938 

7.033*** 4 > 3 
2.情绪行为问题 45 39.24 14.381 

3.沟通社交问题 59 34.61 12.116 

4.上述两个或以上障碍组合 97 44.09 11.571 

注：**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01。 
 
综合上述可知，孩子呈现不同障碍类型，家长的整体教养压力及各分层面的压力均有显著差异，但

在前述中孩子的不同教育阶段，家长只有在「发展压力」层面有显著差异。而除了「孩子教育阶段」、

「孩子呈现障碍类型」在教养压力中会有显著差异外，其他十个背景变项在整体教养压力及各分层面的

压力中均没有显著差异。因此研究假设 2 部分成立。 

4. 综合讨论 

4.1. 结果讨论 

本研究显示，虽然澳门的融合生家长，他们在整体教养压力属于中等水平，家长感受「互动压力」

也较低，但却在感受「发展压力」及「环境压力」较大，这说明家长所感受这两层面的压力是不容忽视

的。之前有研究显示，当每所学校的融合生数目越来越多，融合生家长其实也会比较担心这会对其障碍

孩子构成影响，同时也会担心因融合生数目的增多，影响教师在跟进时的效能(董志文，2016)。这当中，

也包括家长会比较担心孩子的各项发展、学习，以至担心孩子在各种环境、社交沟通等方面的适应。亦

即是说，目前澳门有大量的融合生被评估出来，且融合生每年也在不停的增加，会极可能导致每所学校

收取融合生的数量都在增加。当同一所学校有越来越多融合生的时候，有关家长在孩子的成长、学习过

程中，首先会担心学校教师是否能有充足的时间来跟进其孩子，继而会较担心孩子的健康、身高、体重、

语言、情绪、动作、智能、自理以至学习能力，同时亦会担心孩子在适应环境、社交沟通的能力，因而

造成他们有较大的「发展压力」及「环境压力」。所以，当现今澳门社会似乎较难控制到融合生数目增

加的时候，那么学校是否具有充足数量、具备良好沟通能力与经验的教师及辅导员等专业人员，就成为

能否为有关家长提供合宜支持的一个关键。另一方面，近年特区政府在特殊教育，尤其是早期疗育服务

上实施不同的政策，包括为障碍孩子及家长开办不同的治疗、训练的工作坊(澳门卫生局，2017)，而其他

一些与特殊教育有关的复康组织，也就家长与孩子的互动提供不同形式的支援(澳门聋人协会，2018)。因

此，在各种政策推行下，就可以使有关障碍孩子的家长学习与子女互动的技巧，「互动压力」因而可能

会较低些。 
本研究显示，当融合生所就读的教育阶段是初中或高中时，有关家长所感受的「发展压力」显著较

高。有研究发现，孩子呈现的障碍类型、问题越多，则有关融合生家长所感受的教养压力都会较高。针

对融合生的教育阶段对家长教养压力的影响，之前有研究显示，升中的融合生与普通生的能力有很大的

差距，纵使与同年级的后进生比较，融合生的学习能力也较差，未能达到该年级应有的水平；另外，部

分融合生升中后的学习态度较差，会认为教师进行补救教学也是理想当然，并往往有各种学习不积极的

表现(何司行，2018)。因此，部分升中后的融合生，他们不单止因为学习上未能跟得上同级的程度，同时

踏入青少年阶段的这批孩子之心理亦会有负面变化，而这些负面的交互作用，不单止可能对孩子自己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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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良的影响，对家长来说，更可能使到他们更为担心孩子的身心发展、以至学业的状况，因此就会使

这些中学的融合生家长有更大的「发展压力」。另一方面，针对融合生障碍类型对家长教养压力的影响，

过往有研究显示，有多重障碍类别的孩子，他们所拥有的某些特质，如适应能力、活动量、行为问题及

孩子伴随的障碍等需求，容易使他们家长在跟进时有较大的压力(何采萤，2014)。因此，当融合生的障碍

类别较为多样化、问题较复杂时，家长所感受孩子的教养压力就会更大。 

4.2. 建议 

依据本研究的结果，本研究对家长、学校、特区政府提出建议，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如下： 

4.2.1. 家长 
本研究显示，家长在整体的教养压力处于中等一般的水平，在「互动压力」层面也较低，可是在「发

展压力」、「环境压力」等层面却呈现较高的程度。而之前已有研究显示知觉社会上给予的支持，与家长

所感受的压力呈现一定的负向关系(赖育桦，2009)，显示寻求社会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些融合

生家长的压力。因此，有融合生子女的父母与主要照顾者，除了跟进孩子每天的学习及生活状况外，也应

该多主动寻求社会上的支持，这当中除了找寻其他亲人、朋友的支持外，同时家长亦需要寻求各个复康机

构、承办融合教育的学校所给予的支持。寻求更多的支持来源，将可以适当降低家长各个层面的教养压力。 

4.2.2. 学校 
本研究显示，孩子在初中、高中的学习阶段里，家长所承受的「发展压力」会较大，另外，当孩子

呈现的障碍类型更为多样时，则家长会有更大的教养压力。因此有关收取这些孩子、开办融合教育的学

校，必须要特别留意升上中学阶段的融合生的学习与心理状况，同时也要将较大问题、较多障碍类型的

融合生视为重点辅助的对象，并要为这些孩子提供足够的心理支持，以让孩子能维持较好的学习态度与

心理状态，从而减少家长们的忧虑，降低他们教养压力的程度。 

4.2.3. 政府 
由于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会深深影响这批融合生的发展，同时亦可能会对融合生家长产生深远的影

响。因此研究者认为，政府首要做的，就是除了继续持续优化现今的融合教育政策外，更要正视、关顾

这批弱势孩子的家庭，尤其是需要对融合生的主要照顾者有更大的关注。建议政策启动跨部门的协调机

制，协调其他非牟利的心理辅导专业社团，为有关融合生家长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同时针对收取升上

中学阶段的融合生的学校，或者针对收取多种障碍类别融合生的学校，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及财政上的

支持，以更好地解决融合生家长潜在压力的影响。 

4.2.4. 未来研究的建议 
虽然本研究以“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的统计发现了「孩子教育阶段」、「孩

子呈现障碍类型」是影响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因素，但是否真正的影响因素，还需要通过更深入的分

析。因此未来可以通过共变数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调节分析、中介效应，甚至结构方程模型等各种不

同的统计方法，以进一步探讨影响融合生家长教养压力的因素。另外，未来亦可以加大取样的数目，使

统计结果能达到更佳的推论。此外，除了采用量化研究方式外，亦可以透过质性的访谈，以进一步了解

家长教养压力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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