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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以澳門融合生家長為研究對象，探討家長在“互動壓力”、“人際感受”的中介

作用下的“社會支持”與“家庭參與”之關係。研究以 337 位融合生家長為研究對象，以“路徑分

析”進行統計假設檢驗。結果顯示：1.“情感支持”、“實質支持”、“整體社會支持”分別能對“互

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與”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並能分別通過“互動壓力”對“人際感

受”產生顯著的間接影響，也能分別通過“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產生顯著的間接

影響；2.“訊息支持”、“互動壓力”能對“人際感受”、“家庭參與”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訊息支

持”、“互動壓力”也能通過“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產生顯著的間接影響。最後依據研究結果，

對學校、政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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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在成長發展過程中，父母、主要照顧者為孩子提供的“家長參與”很重要，

所謂“家長參與”，是指父母、主要照顧者對孩子的教育、學習等過程中的參與，這包括親職教

育、親師溝通、家長在家庭跟進孩子的學習活動等。1
 而依“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的“微觀系統”觀點，家長與孩子直接互動的“家庭參與”，對孩子成長發展更有着直接的

影響。2
 因此，“家庭參與”在特殊教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近十多年，澳門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融合生數目有着明顯的增幅，根據政府資料顯示，2011/2012 學年至 2020/2021 學年之間，

澳門的融合生數目從 484 人增加至 2031 人，數目持續增加中。3
 為此，澳門政府早於 2016 年

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6 至 2025 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強調會推進特殊教育，優化融合

教育的支援。4
 另外，政府亦於 2020 年頒佈《第 29/2020 號行政法規：特殊教育制度》，提出

學校要為包括融合生在內的特殊教育需要孩子提供教學、課程、評量、輔導、無障礙環境、轉

銜等一系列的措施。5
 家長支援方面，政府於 2021 成立親職教育中心，為包括融合生在內的

非高等教育學生的父母提供“家庭參與”的支持，6
 而教育心理輔導及特殊教育中心也於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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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期間為有關家長開辨各項課程，課程針對家長與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親子互動、孩子

情緒處理、孩子在家學習支援、孩子居家訓練等親職教育。7
 可見，除了設立法規去規範學校

在融合教育的執行外，政府亦為有關家長提供不同的支援，提高家長在融合教育中的“家庭參

與”之能力。 

然而，澳門的融合生家長在不同支援下，他們在孩子“家庭參與”的表現是如何呢？有什麼

因素可能會影響家長在家庭上的教育參與呢？之前有研究顯示，身心障礙孩子的家長，他們感

受的“親職壓力”與他們在家中和孩子互動時的“親職行為”大多呈現負相關，教養孩子時的“親

職壓力”與他們感受的“社會支持”呈現負相關，而感受的“社會支持”與他們的“親職行為”大多呈

現正相關。8
 可見社會上所給予的不同支持，家長感受不同的壓力，也可能會對他們孩子的“家

庭參與”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而之前澳門的研究顯示，融合生家長感受的“互動壓力”與“人際

感受”的壓力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他們所感受各類型的“社會支持”與“互動壓力”、“人際感受”

等大多呈現顯著的負相關，而與“家庭參與”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他們感受的“人際感受”也與

“家庭參與”有顯著的負相關。9
 那麼融合生家長感受的“社會支持”會否通過他們的一些壓力、

感受，繼而影響着他們在障礙孩子的教育參與呢？“社會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

庭參與”這四者的深入關係又是如何？因此根據上述有關研究，選取“互動壓力”、“人際感受”

為中介變項，探討以融合生家長感受各類型的“社會支持”對“家庭參與”所建立的路徑分析模型，

以找出影響融合生家長的家庭教育參與之因素，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1）研究目的 

依據研究動機，本論文研究目的如下：1)瞭解“社會支持”對“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

庭參與”的直接影響；2)瞭解“互動壓力”在“社會支持”對“人際感受”的影響之中介效果；3)瞭解

“人際感受”在“互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影響之中介效果；4)瞭解“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在

“社會支持”對“家庭參與”的影響之中介效果；5)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作為學校、政府的

參考。 

（2）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問題，本論文研究問題如下：1)“社會支持”對“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

與”是否有顯著的直接影響？2)互動壓力”在“社會支持”對“人際感受”的影響中是否具有顯著的

中介作用？3)“人際感受”在“互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影響中是否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4) 

“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在“社會支持”對“家庭參與”的影響中是否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 

 

二、文獻探討 

（一）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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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身心障礙的探討上，“社會支持”被認為可以促進身心障礙父母在面對持續壓力的調適

歷程，它被視為個人經由與他人的互動，獲得實質需求、資訊的協助，得到主觀情感上的滿足

等，以減輕有關家長的壓力，為他們帶來正向的影響。10
 在分類上，依據“社會支持”理論的觀

點，“社會支持”主要涉及到為他人提供情感、資訊的協助。11
 華文的一些研究顯示，除了參考

情感和資訊的支援外，還會考慮有否為他人提供實質的協助，這主要會將“社會支持”分為“情

感支持”、“實質支持”、“訊息支持”等三個類型，其中“情感支持”是指從他人中得到情緒上的關

懷，“實質支持”是指能實際接受到的協助與支援，“訊息支持”是指得到建議以利個人解決問題。
12

 研究者綜上所述，認為本研究因對象是融合生家長，有關家長在所需的支援也可能涉及到

情感、實際、資訊等三方面的支援需求，況且依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者想知悉不同類型的“社

會支持”，究竟是如何影響有關家長各方面的壓力、感受及家庭的教育。因此研究者會選取“情

感支持”、“實質支持”、“訊息支持”以及這三者所構成的“整體社會支持”來作為本研究要探討的

“社會支持”之研究層面。 

（二）互動壓力 

家長與身心障礙者孩子互動過程中，會承受不同的壓力，當中“教養壓力”是其中一種。在

特殊教育上，“教養壓力”是指家長在教導、養育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過程中，承受着孩子在成

長發展上、周遭環境變化上，以及與孩子直接互動過程中所感受的壓力。13
 在分類上，依據“教

養壓力”理論的觀點，“教養壓力”主要涉及到父母教養孩子時所承受的“發展壓力”、“環境壓力”、

“互動壓力”等三層面。14
 而一些研究也以這三層面作為家長在教養身心障礙孩子時所承受的壓

力分類。15
 其中，“教養壓力”中的“互動壓力”是指因孩子障礙所產生的狀況，繼而令家長與孩

子溝通交流、相處、期望等出現壓力。16
 事實上，早前在澳門的相關融合生家長研究顯示，“互

動壓力”與各類型的“社會支持”大多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互動壓力”對家長的子女教育參與上

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17
 然而，當家長在感受“互動壓力”時，如果在之前能夠得到不同類型的

“社會支持”，那麼對家長在子女教育參與上所產生的影響又是如何？因此，研究者會從“教養

壓力”中選擇其內的“互動壓力”層面，作為本研究其中一個想要探討的壓力變量。 

（三）人際感受 

除了承受“教養壓力”，身心障礙孩子還會使家長在生活上承受另一種壓力－“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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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2001 年總第 7期，第 157－180頁。 

15 梅心潔、蔡昆灜、陳若琳：《聽損幼兒母親的親職韌性、配偶共親職與親職壓力之關係》，《應用心理研究》(臺

北)2008 年總第 38期，第 107－150頁。 

16 林宇慈：《學前聽損幼兒母親的親職壓力與因應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第 32－33

頁。 

17 董志文、張志樂、黃棟祥：《澳門融合生家長教養壓力、生活壓力、社會支持、家長參與之相關研究報告》，

澳門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第 19 頁、第 22－27頁。 



在特殊教育中，“生活壓力”是指家長因身心障礙孩子的狀況，繼而使父母、主要照顧者在日常

作息生活上、人際溝通交往上感受到壓力。18
 在分類上，依據“親職壓力理論”對“生活壓力”

的觀點，一些研究會將“生活壓力”界定為家長在個人生活調適上的“生活感受”，以及家長在人

際互動關係中的“人際感受”等兩個層面，當中，“人際感受”是指障礙孩子引起夫妻或親友之間

的衝突，或者使到家長比較難參與社交互動、個人休閒、應酬、較難與他人交往等。19
 而早

前在澳門的相關融合生家長研究顯示，“人際感受”與各類型的“社會支持”均全部呈現顯著的負

相關，“人際感受”對家長的子女教育參與上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20
 然而，當家長在知覺着“人

際感受”時，如果在之前能夠得到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那麼對家長在子女教育參與上所產

生的影響又是如何？因此，研究者會從“生活壓力”中選擇其內的“人際感受”層面，作為本研究

另一個想要探討的壓力變量，同時也可以從中得知“人際感受”與“互動壓力”的關係。 

（四）家庭參與 

對身心障礙孩子來說，“家長參與”是孩子進步的一個關鍵，它是父母、主要照顧者對孩子

所有教育過程中的參與，這包括在家的親職教育、家校合作等。21
 從“生態系統理論”的“微觀

系統”、“中間系統”、“外圍系統”角度看，22
 “家長參與”的類型可包括了“家庭參與”、“學校參

與”、“社區參與”等三個層面，一些研究會以這三個層面來研究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家長在孩子

的教育參與，當中，“家庭參與”是指身心障礙學生的家長能夠在家中協助子女的學業，培養孩

子各項生活習慣，並能夠花時間與孩子溝通、互動、閱讀、玩耍等。23
 而之前澳門的研究顯

示，融合生家長感受各類型的“社會支持”與“家庭參與”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他們感受的“人

際感受”也與“家庭參與”有顯著的負相關，“互動壓力”、“人際感受”也會對“家庭參與”產生顯著

的負向影響。24
 跟進的研究也顯示，“與配偶關係”、“孩子受照顧情況”、“孩子呈現障礙類型”、

“家庭經濟狀況”等會是影響融合生家長的“家庭參與”的背景因素。25
 綜上所述，影響融合生家

長的“家庭參與”還有哪些因素呢？上述所提及各類型的“社會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

會否以特定的路徑來影響“家庭參與”呢？因此，研究者從“學校參與”中選取其內的“家庭參與”

層面，作為本研究想要探討的依變量。 

 

三、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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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工具 

（1）社會支持的測量：融合生家長社會支持量表 

本研究採用融合生家長社會支持量表來測量澳門融合生家長的社會支持，全份量表預試後

為 16 個題目，量表有三個層面分量表，包括“情感支持”(共 5 個題目)、“實質支持”(共 5 個題

目)、“訊息支持”(共 6 個題目)；其中“情感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長在教養孩子時所得到的鼓勵、

肯定、言語等精神上支持；“實質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長在教養孩子時所得到的實際支援；“訊

息支持”是指融合生家長感受到周遭社會所給的資訊、福利等協助。量表為 Likert 五點量表，

分數越高，代表家長感受有關支持越高；項目分析顯示每個題目與總分相關係數介於

0.333~0.753(p<0.05)；因素分析顯示總解釋變異量是 67.539%，各題目因素負荷量在 0.684~0.861

之間；信度分析顯示“情感支持”、“實質支持”、“訊息支持”的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是 0.851、

0.839、0.909，總量表 Cronbach α 係數是 0.865。26
 

（2）互動壓力的測量：融合生家長教養壓力量表 

本研究採用融合生家長教養壓力量表來測量澳門融合生家長的“互動壓力”，全份量表預試

後為 13 個題目；該量表共有三個層面分量表，包括“發展壓力”(共 4 個題目)、“環境壓力”(共 4

個題目)、“互動壓力”(共 5 個題目，本研究只使用此分量表來測量“互動壓力”)；其中“互動壓

力”是指融合生家長在與孩子互動時的壓力感受；量表為 Likert 五點量表，分數越高，代表家

長感受有關壓力越高；項目分析顯示每個題目與總分相關係數介於 0.415~0.832(p<0.01)；因素

分析顯示總解釋變異量是 70.546%，各題目因素負荷量在 0.587~0.889 之間；信度分析顯示“發

展壓力”、“環境壓力”、“互動壓力”的Cronbach α係數分別是 0.844、0.794、0.897，總量表Cronbach 

α 係數是 0.890。27
 

（3）人際感受的測量：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量表 

本研究採用融合生家長生活壓力量表來測量澳門融合生家長的“人際感受”，全份量表預試

後為 11 個題目；該量表共有兩個層面分量表，包括“生活感受”(6 個題目)、“人際感受”(5 個題

目，本研究只使用此分量表來測量“人際感受”)；其中“人際感受”是指融合生家長與家人、親

友、鄰居、他人等的互動時之感受；量表為 Likert 五點量表，分數越高，代表家長有關感受越

高；項目分析顯示每個題目與總分相關係數介於 0.572~0.827(p< 0.01)；因素分析顯示總解釋變

異量是 66.837%，各題目因素負荷量在 0.597~0.903 之間；信度分析顯示“生活感受”、“人際感

受”的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是 0.918、0.824，總量表 Cronbach α 係數是 0.909。28
 

（4）家庭參與的測量：融合生家長參與量表 

本研究採用融合生家長參與量表來測量澳門融合生家長的“家庭參與”，全份量表預試後為

15 個題目，該量表共有三個層面分量表，包括“家庭參與”(6 個題目，本研究只使用此分量表

來測量“家庭參與”)、“學校參與”(6 個題目)、“社區參與”(3 個題目)；“家庭參與”是指融合生家

長在與障礙子女中的聊天、陪伴、學業跟進、娛樂、建立習慣等方面的親職教育參與；量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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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rt 五點量表，分數越高，代表家長感受有關教育參與程度越高；項目分析顯示每個題目與

總分相關係數介於 0.508~0.851(p<0.01)；因素分析顯示總解釋變異量是 72.081%，各題目因素

負荷量在 0.592~0.899 之間；信度分析顯示“家庭參與”、“學校參與”、“社區參與”的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是 0.901、0.926、0.779，總量表 Cronbach α 係數是 0.935。29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澳門融合生家長，家長可以是父母、親屬等主要照顧者。研究者在澳

門、氹仔兩個地區，通過兩個身心障礙家長團體、十所普通學校共收取了 363 位融合生家長填

寫的量表，去除 26 份無效量表，最終得到有效樣本為 337 份。以目前政府公佈澳門共 2031

名的融合生計算，30
 每名融合生由一名家長填寫量表的話，本研究樣本數目符合抽樣數目的

要求。31
 雖然因客觀因素不能抽取更多的學校，但卻能兼顧了澳門、氹仔等不同地區的學校，

樣本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問題，本研究的假設如下：1.“社會支持”能對“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

與”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2.“互動壓力”在“社會支持”對“人際感受”的影響中是具有顯著的中介

作用；3.不論何種類型的“社會支持”，“人際感受”在“互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影響中是具有

顯著的中介作用；4.“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在“社會支持”對“家庭參與”的影響中是具有顯著

的中介作用。 

（四）資料分析方法 

首先以 SPSS 27.0 軟件輸入所有樣本的量表資料，依據研究假設，本研究採用“多元線性

迴歸”演變的“路徑分析”來進行統計；按研究假設，首先會以“社會支持”每一層面對“互動壓力”

設立迴歸方程，然後以“社會支持”每一層面及“互動壓力”對“人際感受”設立迴歸方程，最後以

“社會支持”每一層面、“互動壓力”及“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設立迴歸方程；在考慮建立預測

模型的可信性上，由於“多元迴歸分析”在統計時可能會出現多元共線性問題，因此統計時會進

行共線性診斷，如果條件指標（Conditional Index，簡稱 CI 值）少於 30，變異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簡稱 VIF 值）少於 10，則共線性問題就比較緩和，所建立的迴歸模型就比較

可靠；而在檢定研究假設上，會以標準化迴歸系數 β 作為路徑係數，並將顯著水平 α 設定為

0.05，如果 p<0.05，則效果為顯著，當 p>0.05 時，則效果為不顯著；研究者依研究假設、統

計結果繪畫路徑分析圖，在路徑分析圖中，會寫上每一條路徑的路徑係數，如果 p>0.05，會在

係數旁邊寫上「n.s」，如果 p<0.05，會在係數旁邊寫上「*」，如果 p<0.01，會在係數旁邊寫上

「**」，如果 p<0.001，會在系數旁邊寫上「***」；對於不顯著的路徑，該路徑會以虛線表示，

而顯著的路徑，該路徑會以實線表示。然後，根據繪畫的路徑分析圖每一條路徑的路徑係數(即

直接效果)，去計算每一個自變數對依變數的間接效果及總效果，並以表格作出總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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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一）情感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和家庭參與的關係 

以“情感支持”為外生變數，與“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與”所產生的路徑分析如

圖 1 所示，其各項效果分解如表 1 所示。“情感支持”對“互動壓力”解釋變異量為 4.2%，“情感

支持”、“互動壓力”對“人際感受”的解釋變異量為 42.1%，“情感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

受”對“家庭參與”的解釋變異量為 17.2%。效果量上，“情感支持”對“互動壓力”、“人際感受”的

直接效果分別是-0.205、-0.196，統計均達到顯著(p<0.001)，“互動壓力”對“人際感受”的直接效

果是 0.580 ，統計達到顯著 (p<0.001) ， “ 情感支持 ” 對 “ 人際感受 ” 的間接效果是

-0.205×0.580=-0.119，對“人際感受”的總效果是-0.196-0.119=-0.315。另外，“互動壓力”、“人際

感受”對“家庭參與”的直接效果分別是 0.221、-0.220，統計均達到顯著(p<0.01)，“互動壓力”對

“家庭參與”的間接效果是 0.580×(-0.220)=-0.128，“互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總效果是

0.221-0.128=0.093。此外，“情感支持”對“家庭參與”的直接效果為 0.344，“情感支持”透過“互

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間接效果是-0.205×0.221=-0.045，“情感支持”透過“人際感受”對“家庭參

與”的間接效果是-0.196×(-0.220)=0.043，“情感支持”透過“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

的間接效果是 -0.205×0.580×(-0.220)=0.026， “情感支持 ”對 “家庭參與 ”的總間接效果為

-0.045+0.043+0.026=0.024，因此，“情感支持”對“家庭參與”的總效果為 0.344+0.024=0.368。 

 

 

 

 

 

 

 

 

 

 

 

 

 

表 1.情感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與各項效果分解說明 

自變數 
依變數：內生變數 

互動壓力 人際感受 家庭參與 

外生變數     

情感支持 直接效果 -0.205 -0.196 0.344 

 間接效果 - -0.119 0.024 

 總效果 -0.205 -0.315 0.368 

內生數數     

互動壓力 直接效果 - 0.580 0.221 

R
2
=0.172 

R
2
=0.421 

R
2
=0.042 

-0.205*** 

0.344*** 

0.580*** 

-0.220** 

情感支持 

互動壓力 

人際感受 

家庭參與 

0.221** 

-0.196*** 

圖 1.情感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和家庭參與關係的路徑分析圖 



 間接效果 - - -0.128 

 總效果 - 0.580 0.093 

人際感受 直接效果 - - -0.220 

 間接效果 - - - 

 總效果 - - -0.220 

 

（二）實質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和家庭參與的關係 

以“實質支持”為外生變數，與“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與”所產生的路徑分析如

圖 2 所示，其各項效果分解如表 2 所示。“實質支持”對“互動壓力”解釋變異量為 3.5%，“實質

支持”、“互動壓力”對“人際感受”的解釋變異量為 41.7%，“實質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

受”對“家庭參與”的解釋變異量為 10.3%。效果量上，“實質支持”對“互動壓力”、“人際感受”的

直接效果分別是-0.188、-0.183，統計均達到顯著(p<0.001)，“互動壓力”對“人際感受”的直接效

果是 0.586 ，統計達到顯著 (p<0.001) ， “ 實質支持 ” 對 “ 人際感受 ” 的間接效果是

-0.188×0.586=-0.110，對“人際感受”的總效果是-0.183-0.110= -0.293。另外，“互動壓力”、“人

際感受”對“家庭參與”的直接效果分別是 0.218、-0.267，統計均達到顯著(p<0.01)，“互動壓力”

對“家庭參與”的間接效果是 0.586×(-0.267)= -0.156，“互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總效果是

0.218-0.156=0.062。此外，“實質支持”對“家庭參與”的直接效果為 0.202，“實質支持”透過“互

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間接效果是-0.188×0.218=-0.041，“實質支持”透過“人際感受”對“家庭參

與”的間接效果是-0.183×(-0.267)=0.049，“實質支持”透過“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

的間接效果是 -0.188×0.586×(-0.267)=0.029， “實質支持 ”對 “家庭參與 ”的總間接效果為

-0.041+0.049+0.029=0.037，因此，“實質支持”對“家庭參與”的總效果為 0.202+0.037=0.239。 

 

 

 

 

 

 

 

 

 

 

 

 

表 2.實質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與各項效果分解說明 

自變數 
依變數：內生變數 

互動壓力 人際感受 家庭參與 

外生變數     

實質支持 直接效果 -0.188 -0.183 0.202 

R
2
=0.103 

R
2
=0.417 

R
2
=0.035 

-0.188*** 

0.202*** 

0.586*** 

-0.267*** 

實質支持 

互動壓力 

人際感受 

家庭參與 

0.218** 

-0.183*** 

圖 2.實質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和家庭參與關係的路徑分析圖 



 間接效果 - -0.110 0.037 

 總效果 -0.188 -0.293 0.239 

內生數數     

互動壓力 直接效果 - 0.586 0.218 

 間接效果 - - -0.156 

 總效果 - 0.586 0.062 

人際感受 直接效果 - - -0.267 

 間接效果 - - - 

 總效果 - - -0.267 

 

（三）訊息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和家庭參與的關係 

以“訊息支持”為外生變數，與“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與”所產生的路徑分析如

圖 3 所示，其各項效果分解如表 3 所示。“訊息支持”對“互動壓力”解釋變異量為 0.4%，“訊息

支持”、“互動壓力”對“人際感受”的解釋變異量為 39.7%，“訊息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

受”對“家庭參與”的解釋變異量為 9.6%。效果量上，“訊息支持”對“互動壓力”沒有直接效果，

統計未達到顯著(p>0.05)、“訊息支持”對“人際感受”的直接效果是-0.112，統計達到顯著(p<0.01)，

對“人際感受”沒有間接效果。另外，“互動壓力”對“人際感受”的直接效果是 0.613，統計達到

顯著(p<0.001)，“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的直接效果分別是 0.207、-0.293，統計

均達到顯著(p<0.01)， “互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間接效果是 0.613×(-0.293)=-0.180，“互動壓

力”對“家庭參與”的總效果是 0.207-0.180=0.027。此外，“訊息支持”對“家庭參與”的直接效果為

0.178，而透過“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的間接效果是-0.112×(-0.293)=0.033，因此，“訊息支持”

對“家庭參與”的總效果為 0.178+0.033=0.211。 

 

 

 

 

 

 

 

 

 

 

 

 

表 3.訊息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與各項效果分解說明 

自變數 
依變數：內生變數 

互動壓力 人際感受 家庭參與 

外生變數     

R
2
=0.096 

R
2
=0.397 

R
2
=0.004 

-0.063
n.s

 

0.178** 

0.613*** 

-0.293*** 

訊息支持 

互動壓力 

人際感受 

家庭參與 

0.207** 

-0.112** 

圖 3.訊息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和家庭參與關係的路徑分析圖 



訊息支持 直接效果 -0.063 -0.112 0.178 

 間接效果 - - 0.033 

 總效果 -0.063 -0.112 0.211 

內生數數     

互動壓力 直接效果 - 0.613 0.207 

 間接效果 - - -0.180 

 總效果 - 0.613 0.027 

人際感受 直接效果 - - -0.293 

 間接效果 - - - 

 總效果 - - -0.293 

 

（四）整體社會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和家庭參與的關係 

以“整體社會支持”為外生變數，與“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與”所產生的路徑分

析如圖 4所示，其各項效果分解如表 4所示。“整體社會支持”對“互動壓力”解釋變異量為 3.1%，

“整體社會支持”、“互動壓力”對“人際感受”的解釋變異量為 42.1%，“整體社會支持”、“互動壓

力”、“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的解釋變異量為 14.1%。效果量上，“整體社會支持”對“互動壓

力”、“人際感受”的直接效果分別是-0.176、-0.195，統計均達到顯著(p<0.01)，“互動壓力”對“人

際感受”的直接效果是 0.586，統計達到顯著(p<0.001)，“整體社會支持”對“人際感受”的間接效

果是-0.176×0.586= -0.103，對“人際感受”的總效果是-0.195-0.103=-0.298。另外，“互動壓力”、

“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的直接效果分別是 0.212、-0.237，統計均達到顯著(p<0.01)，“互動壓

力”對“家庭參與”的間接效果是 0.586×(-0.237)=-0.139，“互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總效果是

0.212-0.139=0.073。此外，“整體社會支持”對“家庭參與”的直接效果為 0.288，“整體社會支持”

透過“互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間接效果是-0.176×0.212= -0.037，“整體社會支持”透過“人際感

受”對“家庭參與”的間接效果是-0.195×(-0.237)=0.046，“整體社會支持”透過“互動壓力”、“人際

感受”對“家庭參與”的間接效果是-0.176×0.586×(-0.237)=0.024，“整體社會支持”對“家庭參與”

的總間接效果為-0.037+0.046+0.024=0.033，因此，“整體社會支持”對“家庭參與”的總效果為

0.288+0.033=0.321。 

 

 

 

 

 

 

 

 

 

 

 
圖 4.整體社會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和家庭參與關係的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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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整體社會支持、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家庭參與各項效果分解說明 

自變數 
依變數：內生變數 

互動壓力 人際感受 家庭參與 

外生變數     

整體社會支持 直接效果 -0.176 -0.195 0.288 

 間接效果 - -0.103 0.033 

 總效果 -0.176 -0.298 0.321 

內生數數     

互動壓力 直接效果 - 0.586 0.212 

 間接效果 - - -0.139 

 總效果 - 0.586 0.073 

人際感受 直接效果 - - -0.237 

 間接效果 - - - 

 總效果 - - -0.237 

 

 

五、綜合討論 

（一）結果討論 

本研究顯示，除了“訊息支持”沒有顯著的直接效果外，其它類型的“社會支持”均對“互動

壓力”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各類型的“社會支持”也對“人際感受”、“家庭參與”產生顯著的直接

影響。研究假設 1 大部分成立。過往有研究顯示，“社會支持”中的“情感支持”能夠對身心障礙

家長所感受的壓力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且影響為負向，即是家長感受的“情感支持”越高，其

所感受的各類壓力就越低，而家長感受的“情感支持”越少，其所感受的各類壓力就越高。33
 也

有研究顯示，各類型“社會支持”均會對家長的教育參與產生顯著、直接、正向的影響。34
 而本

研究除了有很類似的結果外，更發現其它類型的“社會支持”也會對“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壓

力產生不同程度的直接、負向影響。因此，本研究再次說明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既可以緩

和家長的一些壓力外，也可以對家長在家庭的教育參與上帶來良好的正面作用。 

另外，研究亦顯示除了“訊息支持”並不能通過“互動壓力”對“人際感受”產生顯著的間接影

響外，其它類型的“社會支持”均能透過“互動壓力”對“人際感受”產生顯著的間接影響，且影響

均是負向，即除了“訊息支持”外，“互動壓力”在其它類型的“社會支持”對“人際感受”的影響中

是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研究假設 2 大部分成立，這說明“社會支持”確實能緩和融合生家長不

同類型的壓力。而不論何種的“社會支持”，“互動壓力”也能通過“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產生

顯著的間接影響，且影響為負向，即“人際感受”在“互動壓力”對“家庭參與”的影響中是具有顯

著的中介作用，研究假設 3 完全成立。過往有文獻顯示，家長的一些壓力，會與他們的親職參

                                                      
33 汪俐君：《學前身心障礙子女母親親職壓力與社會支持相關因素之探討》，台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

年，第 83－85頁。 

34 張桂貞：《身心障礙幼兒父親的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與親職參與之相關研究》，輔仁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第 91－112 頁。 



與行為呈現負相關。35
 因此，本研究中此部分的結果，再次說明融合生家長的壓力，可能會

對他們教育子女上帶來負向的影響。 

本研究顯示，“訊息支持”除了未能通過“互動壓力”、“互動壓力”與“人際感受”路徑對“家庭

參與”產生顯著的間接影響外，“訊息支持”能夠單獨通過“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產生顯著的間

接影響，而且其餘類型的“社會支持”均能完全通過“互動壓力”、“人際感受”、“互動壓力”與“人

際感受”路徑對“家庭參與”產生顯著的間接影響，即是除了“訊息支持”外，“互動壓力”、“人際

感受”在其它類型的“社會支持”對“家庭參與”的影響中是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研究假設 4 大

部分成立。這說明較多類型的“社會支持”能通過家長不同類型的壓力而對“家庭參與”產生顯著

的間接影響。有研究顯示，部分的“社會支持”能在家長感受的一些壓力和他們的教育參與中起

着顯著的調節作用。36
 因此，本部分的發現，說明家長在與身心障礙孩子互動時所產生的壓

力，會對他們日常生活中也產生壓力，繼而影響他們在家的教育參與。而要調整好有關壓力，

則需要以“情感支持”、“實質支持”等形式為家長提供足夠的“社會支持”，才能有效調控“互動壓

力”、“人際感受”對“家庭參與”的影響。 

（二）研究限制 

（1）抽樣 

本研究從兩個身心障礙家長團體、十所普通學校成功收取 337 位家長來進行有關研究，雖

然抽樣符合統計學的要求。但澳門目前收取融合生的學校共超過 40 所，因此研究結果並不能

完全代表全澳融合生家長的情況，結果未必能完全推論到所有融合生家長，因此未來可以從更

多的學校抽取更多的樣本數，以找出更完善的“家庭參與”路徑分析。 

（2）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家長填寫量表的方法，雖然量表經過統計學的信效度之檢驗，能夠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量表的有效性、可信性，但仍難以保障每位家長在填寫過程中都能認真填寫有關量表。

再者，研究結果雖然能夠運用過往的實證研究去作出解釋，但這個解釋只是根據文獻作出推論，

真正出現結果的原因，本研究仍然是不清楚的。因此未來需要進行相關的質性分析，以找出影

響融合生家長的“家庭參與”之真正原因。 

（三）建議 

（1）學校 

本研究顯示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均能夠改善有關家長的“人際感受”及“家庭參與”，尤

其是“情感支持”與“實質支持”，除了能通過改善家長的“人際感受”而影響“家庭參與”外，更能

通過家長的“互動壓力”，繼而再影響家長的“人際感受”，從而為“家庭參與”帶來良好的影響。

因此，學校應該重視為家長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在“情感支持”上，駐校學生輔導員、資源教

師、班主任，需要針對每位融合生及其家庭的情況，為學生的父母、主要照顧者提供合宜的心

理支援。交談上，需要多一點同理心，並認真聽取家長們的擔憂與期望，同理他們的感受，言

談之間要讓家長感受校方對他們精神上、言語上、情感受上的支持。在“實質支持”上，對家長

來說，他們最擔憂的，可能是障礙子女的學業，以至其社交、情緒、在校適應等部分。因此，

                                                      
35 賴育樺：《台中縣市幼兒園家長親職壓力、社會支持與親職行為之研究》，朝陽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第 169－173頁。 

36 董志文：《澳門融合生家長環境壓力和家長參與之間的關係：情感支持的調節作用》，《社會科學前沿》(武漢)2022

年總第 11卷第 6期，第 2275－2284頁。 



學校首要做的，就是落實融合教育的「個別化教育計劃」，為孩子提供教學、課程、評量的合

宜調整，教學上應因應孩子能力狀況，設計不同的小組、朋輩教學、個別教學等；課程上，應

通過「簡化」、「減量」、「添加」等多種調整方式，調節融合生的教材；評量上，則應以多元評

核的方式來實施。而孩子的社交、情緒及在校適應部分，資源教師、駐校輔導員需要為針對融

合生提供緊密的支援，除個別輔導外，可以為他們提供多類型的共融小組活動，提高他們與普

通生的交流與合作。在“訊息支持”上，學校可以根據家長與孩子的互動情況，給予建議，並鼓

勵家長作出嘗試，定期對家長在孩子的教育參與上給予回饋。 

（2）政府 

本研究顯示，“社會支持”是改善融合生家長“互動壓力”、“人際感受”及“家庭參與”的重要

因素。而實施有關的支持部分，往往是需要學校為有關家長作出支援，學校老師、資源教師、

駐校輔導員就成為支援家長的關鍵人物，他們必須需要掌握“情感”、“實質”、“訊息”等三方面

的支援知識與技巧，才能為有關家長提供到良好的支援。因此，教育行政當局，需要在未來日

子中，設法提升這些學校人員在有關方面的專業知能。做法上，首先需要為這些專業人員開辦

有關的課程，提升他們在“情感”、“實質”、“訊息”等三方面的支援技巧；其二，政府可以為學

校多宣傳有關支援的重要性，鼓勵學校管理層多為前線教師開辦有關的校本課程；其三，政府

可以作為主導一方，開辦有關內容的學校分享會，邀請一些成功學校去作出分享，從而提升其

他學校在支援家長的專業知識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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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participation of inclusive students’ parents in Macao: Path 

analysis with interactive pressure and interpersonal feelings as mediating variables 

 

University of Saint Joseph, School of Education, Visiting Scholar, Tong Chi Man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parents of Macao inclusiv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action pressure" and 

"interpersonal feelings". The study took 337 parents of inclusiv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ed statistical 

hypothesis testing with "path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motional support", "substantial support", and "overall 

social support" can have a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on "interaction pressure" and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on 

"interpersonal feelings" through "interaction pressure". It can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ndirect impact on "family 

participation" through "interaction pressure" and "interpersonal feelings", respectively. 2.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interaction pressure" can have a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on "interpersonal feelings" and "family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interaction pressure" can also have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s on "family participation" 

through "interpersonal feeling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to parents, schools 

and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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