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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傳統性、個人主義與對社會上老人的態度之探討 

第三組 林郁慈 鍾宜庭 劉柏里 王之鈺 

劉沛穎 陳佩筠 鍾嘉妤 李佳紜 

一、 研究議題 

 現代社會中的老人比例日趨增加，台灣也成為了高齡化社會的前幾名，面對

這樣的變化，社會做出許多因應的改變，例如老人福利政策的增加或擬訂，還有

一些相關醫療建設、照顧機構的建立，但即使有這麼多資源，還是會有遺棄老人

或老人照顧的議題存在，我們認為社會面對這樣的高齡化趨勢時，對於老人的態

度明顯重要，對老人的態度可能會影響制度或資源建立的不同，因此我們想了解

社會目前對老人的看法是如何?以及是怎樣的因素影響著對老人的態度? 

一個人的價值觀往往會影響到對事物的看法，每個人通常都會有一個預設立

場或者假定來影響對社會上事物人的看法，我們認為個人價值觀念會影響到對老

人的態度。而在時代變遷下，人們趨於各過各的生活，越來越多人秉持著個人主

義的生活態度。個人主義強調相異、獨立的個人，自我會與歸屬性團體例如家人、

親戚、社區、宗教做分離，依賴性不高。若一個人的個人主義程度強，代表較不

依賴其他人，會認為個人獨立於社會與家庭。另外，傳統觀念也是一大因素，傳

統觀念常常是敬老尊賢為主體，且我們認為家庭傳統觀念性強的，可能時常會面

臨到婆媳問題等等，會對老人態度有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家庭傳統觀念會對社會

上老人態度造成影響。我們好奇這兩個變項與對老人態度的影響為如何?會不會

有人口變項或其他因素影響依變項或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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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想探討對老人態度的影響，為了釐清主題與概念，並建構本研

究的架構基礎。於文獻探討部分，我們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和定義此次研究中

的依變數「對老人的態度」；第二節為控制變項的探討；第三節則是了解此次研

究中自變項的定義，以便我們觀念釐清，以及其對老人態度影響。 

(一)、依變項：對老人的態度 

老人的界定：洪淑媚（1997）認為因為個人老化的程度不一樣，可以從生

理年齡、社會年齡（退休年齡）、心理年齡來界定，但是生理和心理年齡沒有一

個明確的標準，因此本研究對老人的定義是基於個人對老人的認知去定義，而此

在對老人態度這部分的老人指的是社會上整體的老人。 

對老人態度的定義：Kogan（1961）指出對老人態度指的是個體對老人的

信念與感受，林霜吟（2010）認為個人對老人的態度是指個體對老人的主觀認

知，進而形成的一種相當持續且持久的好惡傾向，包括了心理認知和好惡感受，

而對老人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到個人對老人的想法和行為。而本研究主要把個人對

老人的態度分成兩個面向討論，第一個面向是個人對老人的正面態度，第二個是

個人對老人的負面態度。 

(二)、控制變項：早期經驗 

我們的研究假設為若小時後給祖父母輩帶大的時間越長，對社會整體老人看

法會越正向。現今隔代教養的情況並非新聞，幼時是否被老人教養過甚至會改變

對老人的行為（陳澤寶 2005）；也可能也會因祖父母參與的親職角色程度，例

如是全職照顧、隔週或假日照顧、或僅為陪伴非教育類型……等等，會呈現不一

樣的結果。在高齡社會中，不同年齡世代的關係便成為重要的議題。家庭中之祖

孫代間關係是青少年與老人互動的最初經驗，對於建立正向的老人態度與扭轉年

齡歧視偏見具有影響（林如萍 2008）。事實上，對於老人的刻板態度是由幼年

期開始發展（Blunk & Williams,1997），因此，改變對於老人的態度需要從幼兒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WCblf/search?q=auc=%22%E9%99%B3%E6%BE%A4%E5%AF%B6%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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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趙孟婕 2002），於是我們將問題設定為 10 歲以前是否有被祖父母帶大

的經驗。 

(三)、自變項 

(1)家庭傳統性 

在中國傳統觀念裡，認為老人是必須尊敬的，儒家所提倡的「孝道」中，為

人子女也必須孝敬長輩。在這樣的風俗民情下，「養老敬老」的觀念更是根深蒂

固在中國傳統思想下（陳瓊玉 2003）。然而現今社會，現代化價值觀已逐漸取

代傳統，現代價值逐漸取代傳統的價值觀，但楊國樞（1992）卻提出現代化的

過程中，「孝親敬祖」這樣的傳統價值仍可和現代價值觀同時並存。這顯示了即

使傳統觀念落寞，但實行孝道、對老人的尊敬上在現代社會中仍是不可被忽視的。 

王麗容（1995）也提出家庭傳統會認同老人扮演核心的角色，也認為「孝」的

傳遞與執行是重要的，這使老人不僅受到尊重，在家庭中接受子女的奉養也被視

為天經地義。這些傳統價值觀塑造老年人在中國社會裡崇高的地位，也使人在對

老人態度上多了一份敬重的約束。另外，現今社會中，重視傳統的青少年，對於

對待老人態度方面，相較下也會較正向（黃彥樹）。也就是說，個人的價值觀是

會影響到對老人態度的。因此我們想了解是否三鶯地區的居民也會因為個人的傳

統價值觀而影響對老人的態度。 

(2)個人主義 

①個人主義涵義 

在現代社會中，個人在追求平等、競爭、自我的人格特質上有日益增加的趨

勢，而這些特質正是個人主義所強調的部分，Alexis deTocquerville（1835-1840）

認為個人主義的形成是由於現代民主社會個人的條件較為平等，擁有教育和財產

的人數增加，他們的影響力雖然不能夠左右他人，但可以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

所以無所求於人，也沒有幫助他人的義務，同時個人主義者養成了自主的習慣，

並認為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個人主義者有穩重、成熟的感覺，卻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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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寂寞。Triandis（1995）指出個人主義者害怕依賴內團體，避免接受公開的

幫忙，因此父母與孩子不相互依賴，父母訓練孩子獨立，也強調每個人都要有自

力更生的能力，不用管別人的事。而 Uichol Kim（1994）也提到個人主義強的

人，個人的行為動機是基於自己的需求，和人的互動建基於理性的利益關係，並

將個人目標擺在集體的目標之上。 

②個人主義對老人態度的影響 

Yang（1996）指出，二十多年來對個人傳統性和現代性的研究調查顯示，

台灣受訪者重視家庭與他人關係的人數減少了，然而自我、獨立、競爭力和平等

的重要性有增加的趨勢，也就是台灣民眾在個人主義重視的特質上有越來越高的

傾向。然而社會上老人是主要的被照顧者，老人也需要依賴他人才能生活，個人

主義強調的是自主，而老人是最不符合個人主義特質的一群人，所以我們研究想

探討個人主義的程度對老人態度的影響。但是個人主義對老人態度目前並沒有文

獻可以供參考，因此根據上述個人主義的文獻，我們假設個人主義程度越高者，

對老人態度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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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 

(1)家庭傳統性越強，對老人態度正面越高，對老人態度負面越低 。 

(2)個人主義越強，對老人態度負面越高，對老人態度正面越低 。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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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等結果，設計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期

達成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針對三鶯地區十八歲以上居民為對象，採用量化研究設計，以問

卷調查法蒐集資料，了解受試者個人主義程度、傳統家庭價值觀與傳統家庭道德

觀對老人態度的差異。本章節分成三節：第一節是問卷設計、第二節是研究對象、

第三節是研究工具。 

(一) 、問卷設計 

(1) 研擬「對老人態度概念架構」 

我們參考「台灣民眾對老人的態度：量表發展與信效度初探」及其他量表，

將這些資料納入概念的架構中，並挑選出較有代表性及貼近社會現實的題目，確

保概念架構的周延性。在量表部分，原則上涵蓋對老人的「心理與認知」與「人

際關係與社會參與」兩方面的態度，並且區分為正、反面的論述來進行後續的研

究分析。 

(2) 編寫題庫 

根據前述完成的「概念架構」，從「傳統家庭觀念」、「個人主義程度」、

「對老人的態度」我們研擬了許多可能可用的題目，並使用既有的測量工具，來

選擇其中可使用的選項，最後分別選出「傳統家庭觀念」9 題、「個人主義程度」

8 題，「對老人態度」則是針對兩大面向共編寫了 10 題。在編寫過程，我們也

考慮到題目的文意清晰度及流暢度，對選擇的題目進行修改，每一題並以 4 點量

尺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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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母群體以三峽、鶯歌地區 18 歲以上居民為研究對象，正式樣本以下

方式進行抽樣：依照戶數的抽樣法抽中一戶，入戶後首先請問該戶 18 歲以上的

人口，並以該日訪問日期除以之。如 7 位，當日為 19 日，則 19/7，餘數為 5，

則以家中成年人中年紀由年輕至年長的第 5 順位為受訪者。 

其中，訪問的部分，研究者的主要職責是成功取得對方的同意開始訪問，並

在限定的時間內，與受訪者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並得到受訪者的信任、達到合

作，並在需要的時候適當地協助受訪者作答，嘗試適度調整自己說話的方式、語

氣，使訪問過程更加順利。研究者要努力尋找對不同對象的拜託手段，發現對方

正在猶豫時，要設法解決如何進一步「拜託」對方幫忙，並以微笑示人、帶著自

信。在訪談期間，研究者要以一個尊重、交朋友、請教並感恩的心態，用禮貌與

尊敬面對所接觸到的每一個人，在面對被拒絕、破口大罵的情況時也要有繼續完

成問卷發放的心、克服挫折。 

(三)、研究工具 

(1)變項測量 

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與文獻分析的結果，以性別、世代、家庭月收入、早期

經驗、教育年數、都市化程度做為這次研究的控制變項，家庭傳統性的家庭傳統

價值觀與家庭傳統規範、個人主義為自變項，對老人正面態度、對老人負面態度

則為依變項。以下依序說明各變項處理方式，測量方式與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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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控制變項 

性別：男性為 1，女性為 2。 

 

世代：我們運用問卷題目中「請問您甚麼時候出生的?民國___年」的題目，

經過換算而得到年齡。因為資料是幾年出生，所以用 103 年減掉出生年即可得到

年齡，並將 18 至 35 歲歸類為年輕世代，36 至 55 歲為中世代，56 至 84 歲為老

世代。 

家庭月收入：我們用問卷中「家庭月收入」的題目。我們為了減小各範圍的

樣本數差異，依照各組所占的百分比分成 3 組，大致將每個範圍的人數都取 30%

左右，重新分為「低家庭月收入」、「中家庭月收入」跟「高家庭月收入」，分別

為「0 萬-3 萬」、 「3 萬-5 萬」和「5 萬以上」。而為了讓報表可清楚看懂，我們

將新的收入單位設為萬。 

教育程度：我們將問卷題目中的教育程度依照各自接受教育的時間長短，重

新編碼為教育年數，單位為年，例如，沒受過教育的也就是無等於 0，小學等於

6，國(初)中等於 9，以此類推，另外，自修受教育的年數不明，因此我們將自修

重新編碼為小學教育年數的一半，等於 3，其他則歸類為遺漏值。 

十歲以前被老人家帶大的經驗：我們將問卷題目中的「請問您 10 歲以前，

有多久時間主要讓祖父母輩的老人家帶？」分類成沒被老人帶過與有被老人帶過

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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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自變項 

個人主義程度 

成份矩陣
a
 

 

元件 

1 

自己的事情就應該要自己負責 .758 

有困難時，我寧願自己解決，不依賴家

中其他人 

.658 

每個人所做的決定會影響到自己的家人 .650 

我堅持作一個獨立自主的人 .642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a. 萃取了 1 個成份 

根據因素分析結結果顯示，個人主義的題目大致可以歸類為一類，荷數落

在.64-.75 之間。 

我們從問卷題目中家庭觀念此大題選取有關個人主義的題目進行測量，題目

有「有困難時，我寧願自己解決，不依賴家中其他人。」、「自己的事情就應該

要自己負責。」、「有困難時，我寧願自己解決，不依賴他人」、「每個人所做

的決定會影響到自己的家人。」，惟最後一小題做反向處理，一共四題。每小題

依受訪者同意該小題的程度分別給予一到四分，計分時將全部分數加總並除以題

數，分數越高代表個人主義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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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傳統性 

結構矩陣 

 
元件 

家庭傳統價值觀 家庭傳統規範 

結婚是人生中必經的過程 .756 .377 

天倫之樂是我想追求的 .753 .045 

無論父母對您如何不好，仍

會善待他們 

.693 .101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666 .429 

女人應專心照顧家庭，已婚

婦女不應該出外工作 

-.051 .796 

既然結婚，就不應該離婚 .432 .628 

委託養老院照顧自己的父

母是不孝順的行為 

.382 .595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Oblimin 法。 

根據因素分析結結果顯示，家庭傳統性的題目大致可以歸類為二類，因此我

們將其分為家庭傳統價值觀和家庭傳統規範，荷數分別落在.66~.75 和.59~.79 之

間。 

家庭傳統價值觀: 

我們從問卷題目中家庭觀念此大題選取與家庭傳統性相關的題目進行測

量，題目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結婚是人生中必經的過程。」、「天

倫之樂是我想追求的。」、「無論父母對您如何不好，仍會善待他們。」，一共

四題。每小題依受訪者同意該小題的程度分別給予一到四分，計分時將全部分數

加總並除以題數，分數越高代表個人家庭傳統價值觀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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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傳統規範: 

我們從問卷題目中家庭觀念此大題選取與家庭傳統性相關的題目進行測

量，題目有「委託養老院照顧自己的父母是不孝順的行為。」、「女人應專心照

顧家庭，已婚婦女不應該出外工作。」、「既然結婚，就不應該離婚。」，一共

三題。每小題依受訪者同意該小題的程度分別給予一到四分，計分時將全部分數

加總並取平均數，分數越高代表個人家庭傳統規範越高。 

③依變項 

老人態度 

成份矩陣a 

 

元件 

正面態度 負面態度 

能教導後輩 .789 .107 

人生的導師 .785 .151 

對社會有貢獻 .660 .082 

能夠分擔家務例如：

照顧孩子、家事 

.565 .218 

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自由自在 

.485 .100 

自私自利 -.456 .423 

時常埋怨自己 .022 .754 

經常抱怨別人 -.192 .728 

貪小便宜 -.306 .689 

就算受到別人的欺負

還是會忍耐 

.190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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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因素分析結結果顯示，我們將對老人態度的題目大致可以歸類正面態度

與負面態度兩類，荷數分布大致如上。 

對老人正面態度: 

我們從關於對社會上整體老人印象此大題裡選取正面描述的題目進行測

量，正面的題目有「老人家能對社會有所回饋。」、「老人家能教導後輩。」、

「老人家是人生的導師。」、「老人家能夠分擔家務。」、「老人家能做自己想

做的事，自由自在。」，一共五題。每小題依受訪者同意該小題的程度分別給予

一到四分，計分時將全部分數加總並除以題數，分數越高代表對老人態度越正面。 

對老人負面態度: 

我們從關於對社會上整體老人印象此大題裡選取負面描述的題目進行測

量，負面的題目有「老人家會經常抱怨別人。」、「老人家會時常埋怨自己。」、

「老人家就算受到別人的欺負還是會忍耐。」、「老人家會貪小便宜。」、「老

人家會自私自利。」，一共五題。每小題依受訪者同意該小題的程度分別給予一

到四分，計分時將全部分數加總並除以題數，分數越高代表對老人態度越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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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發現 

我們針對樣本進行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同時依序將以下的研究結果加以討

論。第一節進行基本資料分析；第二節討論各研究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第三節

探討個人背景變項與對老人態度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第四節則分析個人主義、

家庭傳統性對老人態度的迴歸整理。 

（一）、基本資料分析 

敘述統計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894 1 2 1.51 .500 

教育程度 893 .00 22.00 12.4244 3.41162 

世代 894 1.00 3.00 1.9306 .72679 

家庭平均月收入 884 1.00 3.00 1.8959 .81494 

個人主義程度 893 2.00 4.00 3.1128 .40224 

早期經驗 890 .00 1.00 .2865 .45239 

傳統家庭價值觀 889 1.25 4.00 2.9828 .50286 

傳統家庭規範 894 1.00 4.00 2.2476 .52756 

對老人態度負面 890 1.00 4.00 2.4643 .43285 

對老人態度正面 892 1.00 4.00 3.0096 .38002 

有效的 N (完全排除) 870     

 

我們可以看到個人主義程度平均數 3. 11，超過中間數 2.5，代表三鶯地

區居民的個人主義程度偏高(1 為程度最低、4 為程度最高)。 

另外，早期經驗平均數大約 0. 28，三鶯地區居民大多沒被家中長輩帶過(從

下頁表可看到沒被老人帶過的就有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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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經驗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的 沒有被老人帶過 635 71.0 71.3 71.3 

有被老人帶過 255 28.5 28.7 100.0 

總和 890 99.6 100.0  

遺漏值 系統界定的遺漏 4 .4   

總和 894 100.0   

傳統家庭價值觀與傳統家庭規範兩個變項有不一樣的趨向，傳統家庭價

值觀平均值比中間數 2.5 高(平均值為 2.98)，代表三鶯地區居民傳統家庭價

值觀中間偏高，但我們看到傳統家庭規範程度的平均數時，發現比中間值

2. 5 低(平均值為 2. 24)，雖然沒低很多，但整體看來傳統家庭規範程度是偏

低的，令人覺得有趣的是傳統家庭價值觀與傳統家庭規範感覺上是同一概念

下的(我們認為都與傳統家庭觀有關)，但卻有著相反方向的趨勢。 

我們看到對老人態度正負面，對老人態度負面的平均值為 2. 5，對老人

態度正面平均值為 3，所以三鶯地區居民對老人態度負面程度呈現中間無明

顯偏向，而對老人態度正面偏程度高，居民對老人態度正面較同意。 

最後我們發現，傳統家庭觀不論是價值觀或是規範都沒有比個人主義程

度高，也就是說三鶯地區居民的個人主義程度已比傳統家庭觀。我們認為在

這樣的現代社會，不論是住宅型態、人際相處的模式都已改變，社會人們越

來越趨於獨立自主，也許是因此個人主義程度比較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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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 

相關
a
 

 

對老人態度

正面 

對老人態度

負面 教育程度 

傳統家庭價

值觀 

傳統家庭道

規範 個人主義程度 

對老人態度正面 Pearson 相關 1 -.034 -.017 .350
**
 .184

**
 .224

**
 

顯著性 (雙尾)  .316 .622 .000 .000 .000 

對老人態度負面 Pearson 相關 -.034 1 -.037 .065 .063 .130
**
 

顯著性 (雙尾) .316  .278 .053 .063 .000 

教育程度 Pearson 相關 -.017 -.037 1 -.163
**
 -.126

**
 .139

**
 

顯著性 (雙尾) .622 .278  .000 .000 .000 

傳統家庭價值觀 Pearson 相關 .350
**
 .065 -.163

**
 1 .405

**
 .368

**
 

顯著性 (雙尾) .000 .053 .000  .000 .000 

傳統家庭道規範 Pearson 相關 .184
**
 .063 -.126

**
 .405

**
 1 .175

**
 

顯著性 (雙尾) .000 .063 .000 .000  .000 

個人主義程度 Pearson 相關 .224
**
 .130

**
 .139

**
 .368

**
 .175

**
 1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a. 完全排除的個數=884 
 

由相關的表格中可看出，受試者的的「個人主義」程度與「對老人的正、負

面態度」皆有正向的關聯，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負面態度r=0.131,p<0.05；正面

態度r=0.224,p<0.05)。而在「傳統家庭價值觀」與「傳統家庭規範」方面，都在

對「老人的正面態度」上皆有正向的關聯 (價值觀 r=0.35,p<0.05 ；規範

r=0.184,r<0.05)，也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個人在家庭價值觀與規範的程度愈



 
16 

 

強，對老人的態度越正面。 

在個人主義程度方面，顯示「個人主義」與「對老人態度正面」呈正向相關，

個人主義越高，對老人態度越正面。個人主義程度越高者越傾向尊重個人平等，

較能包容、尊重老人行為或想法，因此在老人態度正面也會呈現同樣趨勢。而個

人主義程度越高者，同時也對老人態度負面程度越高，根據文獻，個人主義程度

越高者越重視的自主能力，而老人是屬於社會上較需要依賴他人的一群人，因此

個人主義程度越高，對老人態度會較負面。 

在傳統價值觀方面，傳統家庭價值觀對老人態度正面有所影響，根據文獻參

考，傳統家庭價值觀越高者，在對於敬老尊賢的想法、或對老人孝順的觀念都是

越高的，傾向越尊重老人，也會對老人態度正面程度越高。在傳統規範方面，傳

統家庭規範主要是在強調社會對人的規範，此家庭道德規範越強，對老人的態度

越正向。 

然而，在「傳統家庭價值觀」與「傳統家庭規範」兩方面，皆對於「老人負

面態度」呈現正相關，但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與我們原先假設有負相關不同。

顯示個人在傳統家庭觀念的接受，不一定會減少對老人負面的態度，仍會受到現

實上與老人相處的感受，或傳統刻板印象的影響，而決定對老人的負面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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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變項對老人態度 

(1)性別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1 

ANOVA 

變項 男 女  

傳統家庭價值觀 3.0611 2.9017  

F=24.374***，p<0.001 

傳統家庭規範 2.3726 2.1215  

F=51.685***，p<0.001 

個人主義 3.1565 3.0702  

F=10.363**，p=0.001 

對老人態度負面 2.4477 2.4808  

F=1.271，p=0.260 

對老人態度正面 3.04 2.9801  

F=5.570*，p=0.018  

由anova表1可知，性別對於老人態度正面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p＝

0.018<0.05)，代表男性、女性對老人態度正面有差異；而男性的分數高於女性；

而性別對於老人態度負面的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p＝0.26>0.05)；所以男性

和女性對老人態度負面沒有差異。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男女之間的傳統家庭價值觀與傳統家庭規範都有顯著的差異

(p<0.001)，皆為男性比女性高，男性的傳統家庭價值觀與傳統家庭規範程度皆比

女性來的高。 

而男女之間的個人主義程度也達到顯著差異(p=0.001)，男性的個人主義程度高於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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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代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2 

ANOVA 

變項 年輕世代 中世代 老世代 Post Hoc Scheffe 

傳統家庭價值觀 3.0093 2.9548 3.0049  

F=1.214，P=2.97 

傳統家庭規範 2.3123 2.1906 2.2786 年輕>中 

F=4.860**，P=0.008 

個人主義 3.2138  3.0911 3.0254 年輕>中>老年 

F=4.860***，P<0.001 

對老人態度負面 2.4813  2.4737 2.4232  

F=1.214，P=0.290 

對老人態度正面 3.0254  3.0043 3  

F=0.337，P=0.714 

由anova表2可知，世代對於老人態度正負面在統計上皆沒有達到顯著的差異

(p＝0.714>0.05 p＝0.29>0.05)，所以不同世代對老人態度沒有差異。 

但其中傳統家庭規範(p=0.008<0.05)與個人主義(p<0.001)在世代之間皆有顯

著差異，家庭傳統規範以年輕世代程度為最高，其次為老世代，最低為中世代，

這樣的結果令我們訝異，居然會以年輕世代之傳統家庭規範程度為最高，其次才

是老世代，代表這樣的傳統家庭規範仍然約束著社會。而個人主義程度以年輕世

代為最高，其次為中世代，老世代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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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平均月收入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3 

ANOVA 

變項 低收入 中收入 高收入 

傳統家庭價值觀 

F=0.794，P=0.452 

2.9993 2.9502 2.9871 

 

傳統家庭規範 

F=1.573，P=0.208 

2.2762 2.2025 2.2487 

 

個人主義 

F=2.755，P=0.064 

3.0792 3.1124 3.1567 

 

對老人態度負面 

F=2.800，P=0.061 

2.4913  2.4737 2.4088 

 

對老人態度正面 

F=2.336，P=0.097 

2.8949 3 3.0086 

 

 

由anova表3可知，家庭平均月收入對於老人態度正負面在統計上皆沒有達到

顯著的差異(p＝0.097>0.05 p＝0.061>0.05)，所以不同家庭月收入對老人態度沒有

差異。而其他自變項也皆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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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早期經驗對於老人態度 

表4 

ANOVA   

變項 有被家中老人帶過 沒有被家中老人帶過 

老人態度負面 

F=0.628 P=0.428 

2.4808 2.4555 

老人態度正面 

F=4.236 P=0.04* 

3.0502 2.9924 

 

由anova表4可知，早期經驗對於老人態度負面在統計上有達到顯著的差異(p＝

0.428>0.05)，所以早期有沒有被老人帶過對老人態度負面無著差別;而早期經驗

對於老人態度正面達到顯著的差異(p＝0.04<0.05)，所以早期有沒有被老人帶過

對老人態度正面有顯著差異，有被家中老人帶過的受訪者，對於老人態度正面程

度比沒被家中老人帶過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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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迴歸分析 

對老人態度負面 

模式摘要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

方 估計的標準誤 

1 .178
a
 .032 .020 .42694 

a. 預測變數:(常數), generation2, 傳統家庭價值觀, income2, 早期經驗, 性

別, 個人主義程度, 傳統家庭規範, income1, 教育程度, generation1 

Anova
b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1 迴歸 5.127 10 .513 2.813 .002
a
 

殘差 156.580 859 .182   

總數 161.707 869    

a. 預測變數:(常數), generation2, 傳統家庭價值觀, income2, 早期經驗, 性

別, 個人主義程度, 傳統家庭規範, income1, 教育程度, generation1 

b. 依變數: 對老人態度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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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
a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1 (常數) 2.040 .177  11.525 .000 

性別 .039 .031 .045 1.268 .205 

教育程度 -.006 .005 -.045 -1.097 .273 

早期經驗 .023 .033 .024 .717 .474 

傳統家庭價值觀 -.012 .034 -.014 -.349 .727 

傳統家庭規範 .033 .031 .040 1.058 .291 

個人主義程度 .143 .040 .132 3.559 .000 

income1 -.017 .035 -.019 -.491 .623 

income2 -.085 .038 -.089 -2.216 .027 

generation1 -.016 .036 -.018 -.432 .666 

generation2 -.073 .046 -.071 -1.582 .114 

a. 依變數: 對老人態度負面 

我們想要瞭解是控制變項(性別、世代、早期經驗、教育程度)還是個人家庭

傳統觀(傳統家庭價值觀加上傳統家庭規範)或是個人主義這幾個因素會影響個人

對老人態度負面。透過複迴歸分析，這個研究想要達到兩個目的：(1)瞭解影響

個人對老人態度負面的因素；(2)瞭解是控制變項、個人家庭傳統觀、個人主義

的何種因素對老人態度負面具有較大的影響力(3)比較世代、收入兩兩成對比

較，看看各類別之間有無顯著的解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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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瞭解影響個人對老人態度負面的因素 

結果顯示，我們所建立的迴歸模型的模型解釋力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F=2.813, p=0.002)。整體的模型解釋力(R2=0.134)，調整過後的模型解釋力則為

0.02，顯示此模型解釋了個人對老人態度負面約12.4%的總變異量。從迴歸係數

來看，我們發現控制變項皆無達顯著。 

其次，在自變項中，只有個人主義程度的解釋力有達到顯著，表示在模型中

的變數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個人主義程度，則個人對老人態度負面

程度增加 0.143 個單位，這顯示個人主義程度越高者，對老人態度負面程度也會

越高。其他傳統家庭價值觀、傳統家庭規範皆無顯著。 

研究顯示個人主義程度越高者，對老人態度負面程度越高，與我們的假設相

同。根據文獻，個人主義程度越高者越傾向不依賴他人，他們重視的是個人的自

主能力，但是老人不管在生活上或是心理層面上都是社會中較需要依賴他人的一

群人，所以我們推測三鶯地區個人主義程度越高者對於老人的態度負面程度越

高，是因為他們認為老人沒有能力照顧自己，也因此對老人產生比較不好的觀感。 

(2)控制變項、個人家庭傳統觀、個人主義對於老人態度負面的影響比較 

從標準化的迴歸係數可以看出，個人主義程度對老人態度負面的影響最大

(Beta=0.132)由於尚有超過八成的變異量不被模型中的變數所解釋，未來的研究

仍可持續找尋影響對老人態度負面的因素。 

(3)世代、收入兩兩成對比較 

另外，我們做了收入與世代的虛擬變數。收入以低收入為基準，income1 為

低收入與高收入比較，income2 以低收入與中收入做比較，結果發現僅僅低收入

與中收入有顯著也就是說在模型中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中收入戶其平均對老

人態度負面程度低於低收入戶 0.085 分。而世代以年輕世代為基準，generation1

為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做比較，generatoin2 為年輕世代與中年世代做比較。但

結果顯示皆無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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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人態度正面 

 

模式摘要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

方 估計的標準誤 

1 .366
a
 .134 .124 .35281 

a. 預測變數:(常數), generation2, 傳統家庭價值觀, income2, 早

期經驗, 性別, 個人主義程度, 傳統家庭規範, income1, 教育程度, 

generation1 

 

Anova
b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1 迴歸 16.585 10 1.658 13.324 .000
a
 

殘差 107.171 861 .124   

總數 123.756 871    

a. 預測變數:(常數), generation2, 傳統家庭價值觀, income2, 早期經驗, 性別, 

個人主義程度, 傳統家庭規範, income1, 教育程度, generation1 

b. 依變數: 對老人態度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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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
a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1 (常數) 1.948 .146  13.331 .000 

性別 -.005 .025 -.006 -.189 .850 

教育程度 .001 .004 .007 .184 .854 

早期經驗 .055 .027 .066 2.047 .041 

傳統家庭價值觀 .216 .028 .284 7.574 .000 

傳統家庭規範 .025 .026 .034 .961 .337 

個人主義程度 .098 .033 .104 2.957 .003 

income1 .019 .029 .024 .651 .515 

income2 .061 .032 .073 1.937 .053 

generation1 .020 .030 .027 .672 .502 

generation2 .020 .038 .022 .520 .603 

a. 依變數: 對老人態度正面 

 

我們想要瞭解是控制變項(性別、世代、早期經驗、教育程度)還是個人家庭

傳統觀(傳統家庭價值觀+傳統家庭規範)或是個人主義這幾個因素會影響個人對

老人態度正面。透過複迴歸分析，這個研究想要達到兩個目的：(1)瞭解影響個

人對老人態度正面的因素；(2)瞭解是控制變項、個人家庭傳統觀、個人主義的

何種因素對老人態度正面具有較大的影響力(3)比較世代、收入兩兩成對比較，

看看各類別之間有無顯著的解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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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響個人對老人態度正面的因素 

結果顯示，我們所建立的迴歸模型的模型解釋力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F=13.324, p<.01)。整體的模型解釋力（R2）0.134，調整過後的模型解釋力則為

0.124，顯示此模型解釋了個人對老人態度正面約13%的總變異量。 

從迴歸係數來看，我們發現控制變相中，早期經驗達顯著(b=0.055,p=0.041)，

代表 10 歲以前有被家中老人帶過的對老人態度正面會高 0.055 個單位。 

其 次 ， 在 個 人 家 庭 傳 統 觀 的 變 項 中 ， 只 有 傳 統 家 庭 價 值 觀 達 顯 著

(b=0.216,p<0.001)，顯示在其他變數不變時，傳統家庭觀中的價值觀對老人態度

正面程度具影響力，每增加一單位的傳統家庭價值觀，對老人的正面態度就增加

0.216 個單位。 

最後，個人主義程度的變數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b=0.098, p=0.003)，在模型

中的變數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個人主義程度，則個人對老人態度正

面程度增加 0.098 個單位，這顯示個人主義程度越高者，對老人態度正面程度也

會越高。 

 

(2)控制變項、個人家庭傳統觀、個人主義對於老人態度正面的影響比較 

從標準化的迴歸係數可以看出，傳統家庭價值觀對老人態度正面的影響最大

(Beta=0.284)，其次為個人主義(Beta=0.104)，第三為早期經驗 (Beta=-0.066)。 

由於尚有超過八成的變異量不被模型中的變數所解釋，未來的研究仍可持續找尋

影響對老人態度正面的因素。 

 

(3)世代、收入兩兩成對比較 

另外，我們做了收入與世代的虛擬變數。收入以低收入為基準，income1 為

低收入與高收入比較，income2 以低收入與中收入做比較，而世代則以年輕世代

為基準，generation1 為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做比較，generatoin2 為年輕世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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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世代做比較。但結果顯示皆無顯著。 

在個人家庭傳統觀的部份，傳統家庭價值觀對老人態度正面有所影響，依據

文獻參考，傳統家庭價值觀越高者，在對於敬老尊賢的想法或是在對老人孝順的

觀念都是越高的，所以對老人態度正面程度越高，然而傳統家庭規範主要是在強

調社會對人的規範，違反了也只會受到良心的譴責，這對老人的態度不會有太大

的影響。 

六、結論  

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家庭傳統性中的家庭傳統價值觀與老人正面態度

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然而家庭傳統價值觀與老人態度負面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我們猜想可能的原因為，中國傳統社會對於老人多抱持正面的態度，因此

不管傳統性高還是低的人，對於老人態度皆會保持較正面的看法，在對老人負面

態度較不容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個人主義方面，與老人正面態度、負面態度皆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個人主義越高，對老人正面態度、負面態度皆為正相關，由

於文獻中並沒有個人主義與老人態度的文獻，我們就結果推論可能的原因為個人

主義雖然批判老人沒有自主性，卻而肯定老人存在的價值，因為它無視個體之間

的差異，尊重每個個體的存在。 

研究限制方面，家庭傳統性和對老人態度其實包含很多層面的概念，需要勇

比教朵的題目來測量與涵蓋，但由於我們的題數有限制，因此沒有辦法全面地測

量出家庭傳統性與老人態度的實際情形，未來在做相關研究時，題目設計方面需

要再多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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