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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發展的重要性研究發展的重要性研究發展的重要性研究發展的重要性 

「三十歲了，妳怎麼還不想結婚、怎麼還住在家裡？」 

「呵，我們同學也沒幾個人結婚啊，而且多陪陪爸媽很好啊！」 

 

「你女兒三十歲了，怎麼還住在家裡，不嫁出去啊？」 

「哈，她還不想嫁囉，也不想隨便找個人嫁了，她過的開心最重要啦！」 

 

隨著女性經濟獨立、教育程度提高、多元生涯價值觀形成、現代婚姻問題等

因素的影響，台灣女性主動地或被動地延長單身期。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2005 年台灣 30-34 歲女性未婚比率為 28.7%，

35-39 歲女性未婚比率為 15.9%，較 1995 年各提高 12.8%與 6.86%，相較 1985

年到 1995 年增加的 6.57%與 3.34%的比例，明顯提高。 

另外，隨著台灣經濟成長趨緩、消費觀的改變，以及華人父母對於子女同住

的期待，未婚女性與父母同住的比例也隨之提高。「同住」也讓代間互動更為頻

繁且直接。 

以往台灣社會的對適婚而未婚的女性存在某些成見，而且多為非正向的偏

見，傳統規範對於女性婚嫁的期待以及女性被賦予家庭角色中的母職與妻子角色

等觀念，前述未婚女性族群的父母世代仍受這樣的傳統婚姻觀所制約，於是，新

舊價值觀與婚姻觀的折衝與磨合在所難免。因此，關心未婚女性族群的代間關係

也就更加重要與急迫。 

然而，以往相關研究對此ㄧ未婚女性族群的議題關照，多停留在對個人或他

人對此狀態想法或適應，而且研究的對象主要以未婚女性個人為主，鮮少觸及未

婚女性族群代間關係的探究，僅以壓力關係來說明父母的角色，並未針對其他層

面深入探討，忽略了考慮家庭、文化的脈絡因素對此現象的意義（趙淑珠，2003）。 



 2 

 

然而這幾年「單身寄身族」的議題，開始讓社會大眾關注到這群未婚女性

與同住父母的關係。愈來愈多該嫁未嫁的未婚女性跟父母同住，兩代因為生活方

式不同，思想有別，若同住是否會彼此影響？當未婚女性仍與父母同住時，父母

是否延續以往的角色提供子女生活上的照顧？還是會有所改變呢？而且隨著婚

齡的延長，同住時間也會拉長，對於處在其中的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的代間關

係，夾雜著傳統規範的期待矛盾與親子的情感與互動，相當不同於已婚子女與父

母的代間關係，對家庭教育又有何啟示？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討的。 

研究者本身是已達適婚年齡而未婚的成年女性，與父母的互動過程中，感

受到父母對我的婚姻期待，也可能必須隨著父母的健康狀況改變，調整彼此的相

處模式，例如增加自己在家務與個人事務上的參與。 

研究者身邊也有相當多處於適婚年齡仍未婚的女性，觀察她們與父母的互

動過程中，發現代間關係蘊藏著相當多元的面貌，並受個人或是家庭因素所影

響。有的女性仍持續未成年時與父母的關係模式，單純的接受父母生活上的照

顧，也有與父母同住的女性，不僅打理家裡的多數家務，更是父母主要的經濟來

源。也有女性因為過去的親子衝突事件，持續影響親子情感至今，也改變了她提

供父母的協助情形。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儘管未婚女性族群的父母世代受傳統婚姻觀與教養

觀念左右，但有可能因為受到未婚女性族群的女兒角色觀念改變，以及整個外在

社會價值觀的變遷，而不僅僅呈現出上述的代間關係面貌，研究者在家庭教育領

域學習，深覺這部分是家庭教育應該加以重視及瞭解的，故希望此研究的發展可

以提供未來家庭教育在設計課程或是實施時的背景參考。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的代間協助、代間情感與代

間孝道責任期待，瞭解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的代間關係。因此本研究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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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未婚狀態對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關係的影響。 

二、瞭解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的代間關係面貌，包括未婚成年女性與

父母的代間協助、情感關係及孝道責任期待。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界定名詞界定名詞界定名詞界定  

一、未婚成年女性 

本研究所指的未婚成年女性，為年齡介於 30-40 歲，尚未有婚姻經驗，並

且與父母同住之女性。 

二、代間關係(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本研究所指代間關係，主要為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提供彼此協助的情形、

情感關係與孝道責任的期待三面向。 

三、代間協助(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 

本研究所指代間協助，包括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提供彼此的各種協助。 

四、代間情感(intergenerational affection) 

本研究所指代間情感為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對彼此情感關係的描述。 

五、代間孝道責任期待(intergenerational filial responsibility 

expectation) 

本研究所指代間孝道責任期待為未婚成年女性對父母的孝道責任知覺與期

待，以及父母對未婚成年女性的孝道責任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