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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發現的綜合討論，經由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

父母的代間互動、情感與期待來說明他們的代間關係，第二節為研究限制，說明

本研究可能的不足之處，第三節提出對於家庭教育的建議，藉由本研究發現，以

做為未婚成年女性與中老年父母的代間方案或相關家庭教育的一個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一一一一、、、、平和的未婚狀態角力戰平和的未婚狀態角力戰平和的未婚狀態角力戰平和的未婚狀態角力戰 

本研究訪談年齡介於 30-40 歲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的父母對於未婚女性目

前婚姻狀態的想法，發現代間的觀念並沒有很大的矛盾點，多數未婚女性只是尚

未準備好進入婚姻，而這些父母也對未婚女性抱持較高的婚姻期待，至於比較沒

有意願結婚的未婚女性，父母的觀念是接納甚至認同這樣的婚姻狀態。 

在代間觀念不至於衝突的情況下，即使多數未婚女性都歷經父母的催婚，但

是都未感壓力過大，或是與父母因為未婚狀態發生嚴重摩擦。 

二二二二、、、、頻繁多樣的代間協助頻繁多樣的代間協助頻繁多樣的代間協助頻繁多樣的代間協助 

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之間有相當頻繁且多樣的協助，未婚成年女性提供

同住父母重要的情感協助，無論是分享生活、提供新的訊息或建議及安慰與鼓

勵，都讓同住父母感到幸福與滿意。 

不同家庭的家務分工情形雖然有所差異，多數仍以同住父母為主要擔負者，

未婚成年女性則彈性的提供部分的協助，但還是有未婚成年女性幾乎未參與家務

工作。未婚女性也提供父母財務上的協助，形式除了給予生活費或支付家裡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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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還有添購家用物品與不定期的給錢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沒有收入的失

業未婚女性，不僅未提供父母經濟上的支持，還必須仰賴父母提供生活費。 

在影響代間協助行為部分，受訪的未婚女性與父母都是經過考量自己的狀

況，例如時間與體力，以及對方是否有需求，提供協助或接受協助。孝道責任亦

是另一影響未婚女性提供協助原因。 

此外，本研究發現「同住」對整體代間協助造成某些的影響，未婚女性認為

與父母同住而有責任協助家務，或提供生活費，同住也讓情感支持更有機會提

供，例如陪伴與聊天。 

三三三三、、、、有所差異的代間情感知覺有所差異的代間情感知覺有所差異的代間情感知覺有所差異的代間情感知覺 

未婚成年女性知覺與同住父母的代間情感可以分為親密支持的情感及平淡

疏遠的情感，因為對父母的依附感以及接受到父母在情感與生活上的支持與照

顧，讓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尤其是對母親有深厚正向的情感。但是以往與父母

的互動經驗、一些生活與觀念上的差異，及受自己本身的個性影響，讓未婚女性

知覺到的代間情感是平淡甚至是疏遠的。然而受訪父母知覺的代間情感與未婚女

性的知覺則有些許差異，或許是觀念比較保守，也或許是防備心，父母很少直接

談論到情感，但是從他們談論到這些未婚女性的貼心及孝行，可以感受到與未婚

女性的正向情感。 

家家有本難念經，對於這些未婚女性的家庭也曾因為一些衝突經驗或事件撼

動著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的關係，這樣的影響關鍵並非一定是未婚成年女性與父

母的直接衝突，例如以往傳統家庭常見的姑嫂問題也在這些未婚家庭中出現，延

伸影響到未婚女性與父母的關係。此外傳統的招贅觀念導致代間擇偶條件的不一

致也導致代間衝突，而不滿父親未盡家庭責任則影響未婚女性主動疏離與父親的

代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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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情感支持的代間情感支持的代間情感支持的代間情感支持的代間孝道責任期待孝道責任期待孝道責任期待孝道責任期待 

傳統孝道規範受父系觀念影響，男性與女性被賦予不同的孝道責任，從未婚

女性與父母的孝道責任期待可以看到傳統規範的改變。未婚成年女性都知覺到自

己對父母有盡孝的責任，不過還是認為男性手足似乎還是被賦予較重的責任，孝

道實踐可能會因婚姻狀態而改變，但期望能盡力而為，甚至以父母需求為優先。

受訪父母也對未婚女性抱有孝道期待，不過談及照顧問題還是發現父母的奉養責

任是在兒子身上。無論未婚女性或父母對於孝道責任的期待都以情感性支持為

主，而滿足父母所需協助也是未婚女性對自己的孝道責任期許。。 

五五五五、、、、代間關係面向的相關性代間關係面向的相關性代間關係面向的相關性代間關係面向的相關性    

綜觀未婚女性與父母的代間關係各面向，發現的確如代間連帶理論所主張

的，代間連帶面向間具有某部分的關連性，孝道責任期待（規範連帶）為主要影

響角色，影響代間協助，進而影響代間情感，代間協助也獨立影響代間情感。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壹壹壹壹、、、、研究結果推論上的限制研究結果推論上的限制研究結果推論上的限制研究結果推論上的限制 

為了瞭解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的代間關係，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透

過訪談未婚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來收集資料。由於本研究所選取的受訪者都是居

住在宜蘭的親子，有地域上的限制，而且選取的受訪親子對數不多，研究結果僅

能解釋這六個家庭的代間關係，提供以後類似對象之解釋參考，並不做所有未婚

成年女性與同住父母的代間關係推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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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受訪對象選取的限制受訪對象選取的限制受訪對象選取的限制受訪對象選取的限制 

本研究原先預計父母皆為受談對象，研究者希望藉由父母共同訪談可以相互

補充研究者所需資訊，或是有特殊的想法差異。但是在實際接洽過程，部分家庭

因為父親的工作關係或個性保守，無法接受訪談，因此六個家庭中，有兩個家庭

僅有母親接受訪問，訪談結果無法從父親部分獲得資料補充。 

接受本研究受訪的父母，在年齡層的分佈上有所差異，但是經濟、健康狀況

都很類似，有自主及自足的能力，而這樣的特質與健康狀況不佳或無自理能力的

父母在需求與期待上應該是有所差異的，包括影響代間情感、相互協助與孝道期

待。但是本研究的受訪父母無法呈現出這樣的差異，僅能呈現在健康、生活與經

濟部份無虞的父母想法。此外，受訪的未婚成年女性年齡分佈以 30-34 歲居多，

僅有兩名年齡超過 35歲，故本研究的發現並不能完全代表 30-40 歲宜蘭未婚女

性的想法。 

叁叁叁叁、、、、研究面向的限制研究面向的限制研究面向的限制研究面向的限制 

本研究欲探討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的代間關係，代間關係包含的面向相當

多，依代間連帶理論可以分為六個關係面向，由於本研究對象是同住的親子，無

法探究代間關係是否因為居住型態（結構連帶）差異而呈現不同面貌，也無法進

而探討代間在互動聯繫的程度與模式差異（關連連帶），本研究僅針對代間協助

（功能連帶）、代間情感（情感連帶）與孝道責任期待（規範連帶）進行探究，

其他代間關係面向則無法從研究中得以瞭解。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對於未婚成年女性的家庭教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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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的關係是相當緊密，尤其與父母同住者更甚，無論是生

活上或是情感上，親子間常常相互提供協助與支持。也因為代間互動相當頻繁且

直接，一言一行都影響著雙方的感受。本研究發現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因為親子

間溝通方式不良、認知差異、過去的互動經驗而造成或加劇家庭衝突，負面影響

代間關係，這樣的相處問題也造成在代間協助、代間情感上的差異。但是未婚成

年女性與父母的代間關係議題在以往的家庭教育似乎比較未被看見，研究者認為

需重視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的代間關係，而且處理女兒與父母的代間問題時，應

該多考量其他可能的因素，引導未婚成年女性去發掘影響代間關係的真正癥結為

何，才能真正改善他們的代間關係。 

二、對於中老年父母的家庭教育建議 

通常達適婚年齡的未婚成年女性的父母都是處於中老年，這些父母過去並未

經歷與原生家庭這麼長時間的代間關係，以前年紀輕輕就嫁娶，建立新的家庭，

改變了與原生家庭生活的模式，但是現在女性婚齡普遍的延後，適婚卻未婚的女

兒可能會愈來愈多，父母要如何與這些女兒互動？是維持過去對孩子的照顧模

式？還是發展出的相互協助關係？在中老年人的家庭教育中，應該重視這個議

題。在代間關係的方案或教育的推動，研究者建議可以教導中老年父母如何與未

婚成年女兒在代間協助上取得共識與分工，在代間情感上如何成為彼此支持對

象，在婚姻、代間孝道責任上如何溝通彼此的期待與協調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調整

方式，以增進中老年父母與他們的未婚成年女兒的代間關係，進而提高彼此的福

祉。 

三、對於後續研究發展建議 

接受本研究訪談的未婚成年女性都與父母同住，除了工作時間，幾乎都相處

一起，他們的互動相當頻繁且緊密，可能跟未與父母同住的女性所呈現的代間關

係有所差異，例如代間協助的項目，影響代間情感的因素或是代間孝道責任期待

等，而過去的研究也指出同住與否的未婚成年女性，感受父母的催婚壓力程度與

因應的方式是有差別的。因此未來研究者若希望對於未婚成年女性與父母的代間

關係有更完整、全面的瞭解，在樣本的選擇上可以針對未同住的親子來進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