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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雖然曾有文獻指出，在升學競爭高度激烈的台灣社會，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可能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但是對兩者之間關連機制的探究仍然不足。對子女

懷有高教育期望的父母，一方面可能對子女付出更多情感關注，但又可能因求好

心切、頻頻督促子女課業，而與子女的互動關係變差。這兩種親子互動關係到底

是否並存、是否同時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又是否會隨家庭社會階層有所差異？我

們並不清楚。因此，本研究以「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的長期追蹤調查結果

作為分析資料；利用結構方程模型推估國中青少年所經歷的壓力過程（stress 

process），探討不同社會階層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如何透過生活支持、負

面互動、以及自尊的中介，影響國中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研究結果顯示：社

經地位較低者，父母的高教育期望會同時透過子女自身教育期望、負面互動、生

活支持、自尊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產生增強和抑制作用。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父

母教育期望雖同樣能影響子女教育期望，但子女教育期望並未對憂鬱症狀產生顯

著影響。本研究的發現，除了有助於了解當今台灣社會的親子互動關係，也可供

有類似社會文化背景的其他東亞國家做為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