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罕見疾病基金會第四屆博碩士獎助論文摘要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華人母親的人際義務－以罕見疾病兒童的家庭為例 

羅一中 

論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華人社會的母親因為子女罹患罕見疾病

而在照護子女的角色任務上遭遇到挫折，是否會比其他人更容易表現

出子女的「生養教護」是他們必須承擔的人際義務？ 

 

透過批判性的回顧和理論推演，本研究提出四個研究假設：（1）

在華人社會中，由於子女的「生養教護」是母親的人際義務，罕病兒

母親在這項角色任務上遭到挫折時，其因應心理壓力的方式會異於一

般母親；罕病兒父親的因應方式則和一般父親沒有顯著差異。（2）配

偶對罕病兒母親照護子女的義務要求會比一般母親多，而配偶對罕病

兒父親在此項角色任務上的義務要求則與一般父親沒有差異；相反

的，配偶對罕病兒母親「事業發展」的義務要求則比一般母親少，配

偶對罕病兒父親在此項角色任務上的義務要求與一般父親沒有差

異。（3）罕病兒母親對「事業發展」的義務感比一般母親低，而罕病

兒父親對此項角色任務的義務感與一般父親沒有差別；另一方面，罕



病兒母親對照護子女的義務感與一般母親沒有差異，但罕病兒父親對

此項角色任務的義務感則比一般父親少。（4）兩種家庭對於配偶在「夫

妻同心」的義務要求不會有差異，然而，罕病兒家庭對此項角色任務

所承擔的義務感，卻會比一般家庭低。 

 

本研究以三項實徵資料說明和檢驗上述假設。研究一以訪談方

式，蒐集七位罕病兒母親和一位父親的照護經驗，結果顯示出上述四

項命題所主張的趨勢。研究二以故事情境法，探討由研究一導衍出的

假設，並以求助風水命理的比率作為個人因應心理壓力的指標。結果

顯示：罕病兒母親求助風水命理的比率高於一般母親，罕病兒父親和

一般父親則沒有差異。研究三先編制一份「子女、事業、婚姻與人際

義務」的問卷，繼而測量罕病兒家庭和一般家庭對上述三種角色任務

的義務感，以及配偶對個人分內之事的要求，變異數分析的結果支持

第二到第四項假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