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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小組先前在社會研究方法課程中所做的研究曾投稿並刊登在記疫網站，在

2021 年臺灣公衛學生聯合會也透過該文章聯絡到指導教授，邀請我們至《後疫情

時代 | 婦幼生活新型態講座》進行相關的分享，我們並藉此機會進行了後續的追

蹤研究。本文延續 2020 年之幼兒照顧與學習相關研究進行追蹤訪談，將焦點放在

台灣 2021 年實施三級警戒下家長的照顧實作，特別針對孩子停課期間之照顧模式

以及母職所面臨之困難與衝突兩大方面進行探討。第一波研究共訪問了 21 位家

長，在後續的追蹤研究中再次訪問有意願的 6 位家長。在三級警戒家長大多居家

辦公、幼兒園全面停課的情況下，母親仍作為主要照顧者承擔孩子多數的生活和

學習相關事務，且第二輪班現象依舊存在。家長與孩子關在家中長時間相處，同

時家長要面對工作與育兒的平衡，也為照顧者帶來莫大的壓力與無法全心照顧孩

子的愧疚感，甚至出現管教上情緒失控的情況。反觀幼兒園停課帶來的影響，多

數人普遍認為在幼兒階段上學最大的益處是提供孩子與他人互動、學習團體生活

與規範等機會，而非著重於知識上的學習，因此家長對孩子停課較不會有負面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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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新冠肺炎自 2020 年初爆發，疫情延燒至今尚未停擺，在疫情嚴峻的威脅下，

民眾在社會的各種層面上面臨了不同程度的衝擊，從醫療資源、經濟、運輸、衛

生環境、教育等，社會面貌也因此改變，而面對新冠肺炎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政

府提出了許多的應對政策，例如：進出公共空間與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須配戴口罩、

鼓勵民眾減少外出並避免前往高群聚場所、限制出入境等，種種的防疫政策都使

得大眾的生活模式被迫改變。新冠肺炎對於各個年齡層都有威脅，儘管幼兒的病

症較為輕微，但他們的身體抵抗較為低弱，也屬於高風險族群之一，且幼兒尚未

有自主管理的能力，因此如何保護幼兒免於疫情威脅，並維持生活秩序及品質，

便成為了許多家長關注的議題。 

除此之外，學齡前兒童的教育一直以來都是多數家長非常重視的部分，但在

疫情之下無論是幼兒園、托兒所、或其他幼兒課程也都受到巨大影響，幼兒在 3

到 6 歲的發展階段，無論是家長的照顧及教養方式，或是家庭之外的教育，都會

影響幼兒往後各個層面的發展。因此，我們想要深入了解，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

家長的照顧模式及教養型態是否產生主動的調整或被動的改變，是否進而影響幼

兒的學習發展，導致幼兒在成長階段學習的困難。 

由於 2020 年臺灣疫情狀況並不嚴峻，直到 2021 年五、六月疫情爆發，臺灣

進入三級警戒的情況，近乎封城，學校也開始實施線上教學，相較於去年對於封

城、遠距等狀況都僅限於想像，在真正面臨這樣的情況下，家長實際上的作為及

想法與過去想像的相比會產生什麼改變、實行與想像之間有什麼差距，會是我們

進行後續研究所關注的層面。 

 



疫情對幼兒照顧與學習模式的影響—以三鶯地區為例 

3 

 

貳、 文獻回顧 

一、 教養態度 

台灣少子化的趨勢，使得父母給予孩子的資源較為集中，同時也因為受到西

方教育的影響，許多父母針對孩子的教養方式漸漸產生改變，早期的填鴨式教育

開始轉向開明民主的方式。新冠肺炎的爆發影響了許多的社會層面，也改變了大

眾的生活模式，而針對孩子的照顧模式及教養方式也可能直接或間接的產生改變。

台灣父母對於小孩的教養態度具備一致性，且多數家長認為對於小孩的教育應該

是要循序漸進，並需要透過家長及老師的共同配合 (鍾怡靜，2009) 。在台灣，父

母將小朋友送去幼稚園的動機多是希望透過學校教育來導正小朋友的行為，並學

習團體生活與社會互動。而在疫情期間，家長對於送小朋友去幼稚園是否會有擔

憂，就學情況是否會因此而有所改變。 

對於小孩的教育方式會因為社會階級而有所不同，中產階級的父母對經濟、

社會與教育的變動較為敏感，會為孩子將來可能面臨的環境感到擔憂，這些父母

比起勞動階級的父母有更多的機會獲得有益於子女的相關資訊，也會設法去鼓勵

孩子發展以確保孩子處於優勢地位(朱俐嬛，2013)，中上階級的家長對於孩子的生

涯管教，較有規劃也較為綿密，子弟通常遵循家長安排的路，一步一步向前推進 

(張建成、陳珊華，2006)。  

二、 幼兒照顧及親職 

除了教育上的階級差異，父母親本身的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也會導致照顧方

式的不同，愈高教育程度的母親或家庭收入較高者更傾向於使用家庭外托育，但

對於許多家庭而言，最理想的托育方式仍是由母親自行托育(涂妙如，200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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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主流的家庭觀念與母職期待所強化—社會不但期待母親應對學齡前的子女全力

奉獻，孩子的養育與照顧更普遍被視為私己的責任(曾凡慈，2019)。 

夫妻之間對於彼此的態度也會影響雙方對於幼兒的照顧，若感受到配偶的抵

制，個人實質或心理資源有可能因此而更加減少，致使親職壓力明顯增加(林惠雅，

2007)，當幼兒父母雙方感受到其伴侶較多的支持，會有助於親職參與以及增加其

再扮演父母角色的自信。另外，在親職參與方面，母親仍是幼兒主要照顧教養者，

而母親在幼兒教養、生活調適、人際互動壓力高於父親，且整體幸福感受的程度

比父親低(林惠雅，2007)。疫情導致家庭間的相處時間變長，父母雙方也因此能擁

有較多的時間交流彼此對於幼兒照顧的想法，進而影響其對於幼兒照顧的態度，

而其中是否又以母親對於幼兒照顧的態度與模式產生較大的改變，母親在幼兒照

顧方面的負擔及壓力會不會因此有所增減。 

三、 第二輪班 

延續上述所言，母親多被賦予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即便在工作下班回家後，

仍需要負責照顧小孩與整理家務，也就是所謂的「第二輪班」。在疫情導致國外

封城時，大量的無償照顧工作迅速增加，其中女性承擔的多於男性(Baowen Xue, 

Anne McMunn，2021)，民眾待在家中的時間變長，可能會導致母親背負更多的家

務勞動與照顧小孩的責任，如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發表的文章中所述，封城使

得許多家長在尋求工作與照顧小孩之間的平衡時，為女性帶來與男性不相符的負

擔，因為平均而言，女性比男性多付出超過三倍的時間在照顧小孩及家務勞動(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2020)。 

此外，疫情之下正職工作、照顧小孩、照顧長者等，同時落在媽媽身上(Andrea 

O’Reilly，2020)，除了家務勞動、子女照顧外，高齡長者的照護工作也多由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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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並且職業婦女同時也得面對居家辦公的難題，在面對無償勞動與工作間的

平衡更顯得無力。台灣在 2021 年五月進入三級警戒，與國外封城的狀況相當類似，

我們好奇母親在必須面對居家辦公且家中幼兒停課的狀況下，是否會重演國外加

重的第二輪班現象，還有家長們是如何在工作與家務勞動間達成平衡。 

四、 國際疫情狀況 

            自從新冠肺炎爆發以來，有超過一百九十個國家受到疫情影響，至今為止已

經有超過四億人染疫，歐美國家各自鎖國封城，餐廳商家停止營業，其中超過 16

億的學生受到學校停課的影響(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21)，與在家上班的家長們全

天鎖在家中，再加上疫情下全球的經濟蕭條，帶給人們無處宣洩的壓力，長期的

居家衝突沒有緩衝的餘地，養育孩子的責任也全數落在家長身上，這樣的衝擊下

兒童不僅教育受到干擾，面臨家暴和飢餓的風險也跟著增加，104 個國家的暴力

預防和應對服務受到嚴重干擾，影響著 18 億位兒童，而有近 5000 萬位兒童患有

消瘦症狀，這是對兒童生命威脅最大的營養不良形式(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21)。

相較之下，生活模式沒有受到疫情重大改變、也從未停課的台灣，似乎對疫情帶

人們的影響較無感受，除了戴上口罩、實名制之外，生活也和好像與疫情前一般

自由，直到 2021 年的五月，台灣經歷了兩個多月的三級警戒，如同國外封城的景

況，餐廳全面禁止內用，甚至部分商家被迫歇業；各級學校停課導致學生必須在

家透過遠距教學上課；同時許多家長也必須採取居家辦公。而在全球疫情爆發短

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國外與疫情相關的研究與文章，例如美

國國立醫學圖書館的 PubMed 搜尋引擎上有超過七萬四千與疫情相關的論文，比

其他疾病多出超過兩倍(Yong, 2020)。反觀國內因為疫情尚未擴大，對社會各層面

的影響也不如國外的明顯，因此在 2020 年時並沒有太多相關的研究，但在疫情持

續延燒之下，台灣學術界也漸漸開始關注此議題，本研究即希望能夠透過訪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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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解台灣社會受到疫情影響之情形，也透過與國外文獻的呼應，探討國內外的

差異。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研究中指出，由於新冠肺炎導致兒童照顧與早期教育機

構的關閉，使得全球至少有四千萬名孩童錯過了學齡前的幼兒教育，幼兒照顧與

幼兒教育是兒童在各個方面的發展所依賴之基礎，許多留在家裡的幼兒無法獲得

健康發展所需的遊戲和早期學習支持，在最新數據的 54 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

家中，大約 40% 的 3 至 5 歲兒童沒有從家庭中的任何成年人那裡得到社會情

感和認知刺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20)，過去研究也指出，有參與學前教育

(Preschool)的孩童對於其學業、社會互動、情感與行動表現均有正相關影響，升學

後也比起未參與學前教育孩童有更佳的學習技巧(Barnett, 1995)，這樣的優勢差距

甚至高達四分之一個標準差(Li et al., 2020)，失去了學前教育對於幼兒的學習發展

也是令人擔憂的議題。 

另外，《今日美國》的報導中指出，由於疫情影響，幼兒教育的成本增加，

全國幼兒教育協會的調查也顯示，有將近兩成的幼兒照顧中心因為營運成本激增

而無限期關閉。即便父母能夠負擔費用，也有許多家長選擇不將孩子送去幼兒園，

為了避免孩子暴露於病毒之中，雖然所有孩童的入學率都下降，但其中又以幼稚

園及學前班更為明顯，例如，在科羅拉多，截至 2020 年 7 月為止，嬰兒、幼兒和

學齡前兒童的入學人數只恢復到疫情前的一半。(Alai Wong, 2021)在國外的疫情大

爆發的狀況下，為了使孩子免於病毒威脅，而停止幼兒園課程的家長不在少數，

即使國內的停課時間只有短暫的兩個多月，在三級警戒前後是否也會有家長因為

擔憂而暫停將孩子送至幼兒園的情形也令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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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問題 

在疫情最為嚴峻的時期，衍生出了許多道德上或是法規上的社會規範，而孩

童仍處於學齡前階段時，如何遵守社會規範本就是其主要學習重點之一，因此實

在難以期待孩童完全的「守規矩」，例如政府強制民眾在室內場所及大眾運輸工

具上要隨時配戴著口罩，但這樣的強制性對於較小的孩童來說有一定的困難度，

因此社會上也開始出現了一些關於「嬰幼兒及學齡前兒童是否也要強制戴口罩」

的聲音。且在《口罩下，兒童需要學習的臉部辨識與社交情緒中》(親子天下)這篇

文章中也提出，幼兒對於臉部辨識與社交情緒的學習仰賴面部觀察，民眾長時間

配戴口罩反而會降低幼兒學習成效，進而影響其社會化，而同時教育品質與教育

時長在疫情下的其他改變，如線上教學或是人數限制等，也可能造成學齡前兒童

學習成效不佳。 

             另外，學齡前兒童的照顧模式亦受到了影響，照顧者除了會減少具有高風險

的活動外，也會增加防疫相關措施，如在外出行為上，家長可能會避免前往高群

聚場所並且減少帶子女外出的次數；為了有效抗菌，勤洗手與酒精消毒也成為日

常生活的一部份。除了上述顯而易見的改變外，我們也對其他幼兒照顧模式的改

變感到興趣，是否有其他的照顧模式也受到了影響，以及家長改變其照顧模式背

後的原因及顧慮，以及這些改變對幼兒學習成效上的影響。 

綜合上述，針對 COVID-19 所帶來的改變，我們將著重於探討其對於幼兒所

造成的影響。問題分為兩個層面，一為幼兒照顧方面，疫情期間家長對於孩童在

日常生活中與學齡前的教育的擔憂，以及行為上是否產生任何改變， 另一部分則

是由於疫情所導致的社會互動的改變是否會影響幼兒的學習模式與成效。而在追

蹤研究的部分，由於台灣經歷了一段三級警戒的時間，許多公司改為居家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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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停課，因此本研究把焦點放在三級警戒期間，幼兒園停課的影響或是遠

距教學之成效、親職照顧工作之型態與轉變，以及有工作之家長如何同時面對居

家辦公與幼兒照顧兩個身份。同時，因本研究的受訪者原先就以母親居多，後續

追蹤研究之受訪者也全數為女性，將延續 2020 年研究所討論到的母職與第二輪

班，在三級警戒下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或展演，甚至是否在親職分工上出現更不平

衡的情形，也是本研究關注的問題之一。 

 

肆、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 2020 年的第一波訪談關心的主要焦點有兩大面向，分別為「疫情」

及「兒童照顧及學習模式」，在疫情方面上，我們蒐集並統整國內外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動機雖生於「新冠疫情下對孩童是否受到影響？」，然而由於 COVID-19 屬

較新興之傳染疾病，因此除新冠病毒本身外，我們亦加入了包括 SARS、腸病毒、

流感等，同對社會造成影響之大型傳染疾病案例，藉由過去對於流行性疾病所帶

來的影響及應對方式之研究作為一大參考依據。在幼兒照顧與學習的方面，探討

內容包含了日常生活方式、校內與校外之活動及教育方法的轉變，以滿足我們的

研究目的。我們認為透過談話的方式比起量化問卷更能夠全面了解幼兒一整天之

生活細節，因此以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來進行。 

           在受訪者方面，我們採取「便利抽樣」及「滾雪球抽樣」兩方法並行實施。

我們於三鶯地區隨機詢問符合資格之一般民眾是否有接受訪談之意願，並再由其

引薦其他受訪者，所謂「符合資格」是指育有 3 到 6 歲之學齡前兒童之養育者（父

母、祖父母等），共 21 位受訪者。而在 2021 年後續追蹤研究的部分，則是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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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21 位的受訪者中，和 6 位有意願之家長進行後續訪談，與先前研究同樣採取半

結構式訪談。 

 

伍、 2020 年之研究發現 

            由於本研究之家長受訪者大多為女性，以下分析內容主要以母親視角出發。 

一、 幼兒園防疫政策執行與家長之行動 

在疫情期間，國外處於人人自危的狀態，許多城市、甚至是國家皆強制人民

居家隔離，學校、公司等更是採取遠距視訊，亦或直接停課。但台灣因防疫成效

卓越，並無強制禁令加以限制人民行動，因此在我們訪談的對象中皆表示幼兒園

並無採取停課的手段，僅有極少數家長自行停課，而是著重於衛生環境的維持，

並以加強戴口罩、勤洗手、接觸物品消毒、進校前量體溫等方式，配合政府政策

步調進行。有許多家長亦發現因這些防疫措施的實施，使小朋友生病發燒的次數

及比例有明顯的下降，甚至原先季節性流行的腸病毒、流感等傳染性疾病也在疫

情期間較少發生。 

「她就是有點小感冒、或是說學校有其他學生感冒腸病毒，我們就自動讓

她停課，大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這樣，啊這和疫情多少有點關係。」—

O媽媽 

 

「整個學期都沒有什麼腸病毒流感，都沒啦，之前會是每年都會有個流感

或腸病毒。」—P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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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防疫措施的完整度則在幼兒園各自政策上有所差異，在訪談中雖僅有

極少數孩童曾經因轉學等因素就讀過不同體系之幼兒園，因此難以有直接的比較。

但通過在不同體制內的受訪者所提供的資訊進行間接分析會發現，大多私立幼兒

園相較起公立及非營利，在防疫上的實作較為嚴謹，例如更加全面性的消毒及全

天配戴口罩等。且因特定私立幼兒園有較大的腹地，擁有開放性的活動空間供孩

童玩耍，能夠更好的保持社交距離，這也是選擇私立幼兒園的部分家長非常重視

的特色。另外，受訪者在訪談中提到少數私立幼兒園，因為過去園內曾發生較嚴

重的腸病毒傳染事件，在當時便開始了師生全天帶口罩的規定，直至今日都仍在

實行。受訪者也表示，因為幼兒園長期以來戴口罩的規定，使得幼兒在面對疫情

時較沒有面臨適應上的問題，也不需再培養戴口罩的習慣，整體來說受到疫情衝

擊的程度較低。但並非所有幼兒園的防疫狀況都能持續嚴格執行，其中一位受訪

者便提到，在疫情較為趨緩後，某私立幼兒園孩童在園內戴口罩的習慣似乎有鬆

懈的情形，放學接送時受訪者觀察到許多孩童其實並沒有戴著口罩，大多都已經

拿掉，顯示台灣防疫的亮眼表現可能也讓民眾的防疫態度漸漸鬆懈。 

 

「我覺得 XXX是因為他跟其他幼兒園比起來我覺得他會比較方便的是因為

他是自己的地，所以他的戶外空間很大，他跟這附近的幼稚園不太一樣，

這附近的幼稚園其實基本上都是在大樓裡面，很密閉，可是他們的是自己

的地，又自己蓋教室，他們每間教室都還蠻大的，所以覺得在防疫措施上

應該是比其他幼稚園要來的好。」—H媽媽 

 

「那時候覺得這邊公立幼稚園都是在公寓大樓裡面比較多，那不然就是說

在騎樓的一樓，進去看以後發現空間都很小，然後比較滿意就 XXX跟 OOO，

OOO 的教育環境我蠻喜歡的，可是我覺得他的教室、他好像也沒有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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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沒有活動空間，我先生可能從小就住這邊，他就覺得要有活動空間才

適合小朋友。」—M媽媽 

 

「從很多年前的腸病毒開始，他們就是規定說小朋友就是在教室裡面就是

都要帶著口罩，對所以就是說其實從我們家姐姐在那邊唸幼稚園的時候，

小朋友是不愛戴口罩的嘛，他們也是在那裡練習戴口罩這件事情」—E 媽

媽 

 

「我覺得看起來是，比較、我是沒有注意到有人放學還戴著啦，但去的時

候應該是多少還是有戴吧，其實老師也沒有硬性規定，老師的話其實也不

一定會一直戴著，就感覺上他們是並沒有一直戴口罩的狀態。」—Q媽媽 

再談到額外課程的部分（才藝班、幼兒園課後課程等），疫情嚴峻期間則有

不少選擇停課數週，讓許多母親表示需耗費更多精力照護小孩，其中又尤以雙薪

家庭最為苦惱，幼兒長時間在家更加重了上述所提及之「第二輪班」的工作量。

受訪者中有一對夫妻本身就是共同經營才藝班的負責人，他們在訪談中也表示，

疫情剛進入高峰時許多家長都直接幫孩子請假數週，到疫情稍加趨緩時才恢復上

課，對經營者的經濟確實有帶來一定的衝擊。但此現象也顯示家長在疫情下確實

對幼兒與外界的接觸有所擔憂，也會採取應對措施來保持幼兒與他人的距離、減

少感染風險。然而，因為幼兒園相對於額外課程是較為正式的教育體制，我們認

為多數家長在台灣疫情嚴重程度的評估下，仍會持續讓孩童去幼兒園上課。一方

面維持孩童的教育進程，另一方面也不會造成雙薪家庭父母的困擾，這是我們透

過訪談所看到，家長在不同類型的課程上做出的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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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有(疫情)的時候，很多家長會自動停課半年，從寒假到暑假，疫

情緩和後才回來。但後來覺得好像也沒這麼嚴重，這個也不像安親班人很

多，因為小孩來也直接上樓上上課(1對 1)。」—O媽媽 

 

「......大家都不來，然後班上只有三個小孩，我就想說太好了去跳舞律

動只剩三個小孩，兩個就我們家的，這樣就等於家教班嘛。」—P媽媽 

 

「如果疫情再爆發的可能就停了，也沒有說非要讓他上課，因為他本身也

比較內向，想說跟外界接觸，那遊戲空間是我們家是 OK的。只是說到外面

比較多的小朋友接觸，對一起接觸。」—B媽媽 

 

 

二、 家長及幼兒園(才藝班)之配合與衝突 

家長對於幼兒園的防疫措施多採被動配合，較不會主動介入和干預園方作法，

全權交由園方處理並表示信任。然而除上述提及之防疫措施（戴口罩、洗手、量

體溫）等，有些園方的作法更加全面，在訪談中曾有家長提及，有幼兒園在入校

前需全身噴灑藥物消毒，並接著補充說道，對此作法對於小孩呼吸道產生影響的

可能性產生疑慮，因此較不認同，但其他合理並對小孩安全無慮的做法則亦順從

園方的政策及指示。家長對幼兒園的防疫措施極高的配合度與滿意度，以及在訪

談中幾乎沒有看到不滿或衝突，可能顯示了家長對於權威單位的服從。在疫情這

樣的特殊情況下，幼兒園遵照政府所宣布之防疫相關規定來執行，相對具有公信

力和說服力，且多數家長並非醫護相關職業，對於如何應對疫情沒有專業知識背

景的支持，因此傾向於相信園方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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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知道還有些學校有噴那個一種噴劑，聽說他是小朋友進學校的換

鞋區會在那邊噴，可是因為他們講說那個對小朋友氣管是不好的，所以我

們學校沒噴我是覺得ＯＫ」—F媽媽 

 

「學校的防疫措施 N媽媽沒有特別的了解，就是照著規定做，但是覺得幼

稚園都把小朋友保護得蠻好的。」—田野筆記(N媽媽) 

除新冠肺炎外，由於幼兒的抵抗力較成人弱，流感、腸病毒等傳染性疾病常

會造成大流行，因此幼兒園平時便會有相關的應對政策，甚至有幼兒園自腸病毒

過後便要求在室內一律配戴口罩，這些資訊通常在孩童進入此幼兒園前家長便會

得知。且孩童免疫系統尚不健全，相較於成年人其受病毒感染或生病的可能性較

高，因此幼兒園的衛生清潔等對孩童健康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各項政策，本就是

家長們選擇幼兒園時的一大考量。因此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孩童在幼兒園的作息

與教學並無非常巨大的改變及落差，雖因應新冠肺炎的確變得更加嚴謹小心，但

家長對此也不會有大動作的反彈，大多樂觀其成。 

「幼稚園的防疫政策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們還能再做些什麼更好，因為你要

小朋友一整天口罩都戴著，我覺得老師其實也是盡力了。」—S媽媽 

此外，家長對於園方防疫政策的被動性亦可從其兩方的資訊聯繫方式上有跡

可循，訪談中我們發現，僅有極少數班級有所謂「班群」來作為師長間資訊交流

的管道，最主要溝通方式依然是通過聯絡簿進行資訊的傳達，對於學校防疫政策

也常是透過通知單得知，因此兩者間的溝通大多時候並非即時的往來，亦增加了

家長介入政策的難易度。 

「幼稚園沒有，幼稚園目前我們也沒有群組。」—E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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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相較之下我就覺得他的溝通是比較屬於慢的，因為他聯絡簿、他們班

算是中大班嘛，所以一個星期才發回來一次，那對於小朋友在學校的消息

就沒有那麼即時。」—S媽媽 

 

三、 疫情對幼兒學習方式或表現之影響 

隨著嬰兒大約 6 到 8 個月大開始說話時，他們會改變觀看說話者的方式，不

再只集中觀察對方的眼睛，而是多數時間會「看著那個人的嘴巴，嘗試掌握自己

的母語。不只是以聽覺作為線索，視覺也是重要一環。」(David J. Lewkowicz, 2012)，

而到了學齡前階段，表情的觀察亦是幼兒了解環境的重要環節，在研究初期時我

們假設口罩將影響幼兒對於面部解讀的能力，並間接影響學習成效，因此我們詢

問受訪者是否擔心小孩的學習因口罩而不如預期，或有無已觀察到的實際影響。

然而受訪者們的回答大致相同，皆表示同意此一理論的可能性，但並無在自身孩

童身上觀察到改變。 

「他們還太小了，說真的你要叫他們讀懂所有周圍環境還太困難，他們可

能是比較大的肢體動作才會那個，所以他有沒有戴口罩基本上他沒有影響

這麼大，因為可能媽媽生氣他看的到，可是小朋友跟朋友之間你說要辨別

說，沒有影響這麼大。」—F媽媽 

此外，遠距教學也是疫情下對於幼兒學習的一大阻礙，國外學者紛紛表示遠

距教學可能不如實際課堂來的有成效，甚至擔憂現今的年輕人可能成為失落的一

代(Lost Generation)，雖然台灣尚未開始實施遠距教學的政策，但依據受訪者的回

答我們能夠得知，家長普遍對於遠距教學的態度皆不樂觀，其中最大的擔憂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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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專注力因長時間盯著螢幕及在家中誘因過多而容易不足，其次是認為透過螢

幕將無法習得人際互動方式，部分受訪者對於子女在幼兒園中的學習表現並無嚴

厲標準，並表示子女在幼兒園中最重要的課題應是學習如何與同儕、老師互動，

而若改採遠距教學，將少了肢體接觸與集體生活的規範，因此對於遠距教學抱持

疑慮。再者，孩童長時間使用 3C 產品所產生的影響一直以來都是一項大眾關注

的議題，社會上普遍的聲音都反對孩童過度的使用 3C 產品，擔心對孩童造成生

理及心理上的傷害，更枉論是身心都尚未發展完全的學齡前兒童。 

「我覺得一定會，因為畢竟他看的時間、小朋友本來就是有限制時間，小

朋友可能就是專注時間只有一小時但半小時，那你線上的他可能看個十五

分鐘就，欸旁邊有玩具、欸旁邊有車車，旁邊有什麼，對。……還有沒辦

法團體阿，等於就是放 YouTube給他看。」—K媽媽 

其餘尚有遠距技術上的不足、家長家務的增加、及雙薪家庭的不便等因素。

總體而言，在學齡前幼兒人格尚未穩定，此時期對於學習及社會互動上的發展可

能對於日後有重大影響，因此對於學齡前兒童實施遠距教學一事大多數受訪者皆

較為無法接受。 

四、 家長疫情資訊來源及對防疫政策之滿意度 

與 SARS 時期相比，現今資訊流通極度發達，人人手上皆有一台智慧型手機，

隨著資訊取得的便利，人們有漸漸不再使用如報紙、電視新聞等傳統媒體的趨勢，

新媒體成為了多數人的主要選擇，然而更多的選擇意味著需要更高的資訊審查成

本，在網路的世界中，每天與疫情相關的資訊可能上百、甚至上千則，因此在疫

情下，培養良好的媒體識讀能力亦對於防疫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我們訪問的過程

中，並無遇見單使用傳統媒體的受訪者，多數人皆是傳統媒體、新媒體並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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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何者的可信度較高，無法有一個客觀的定論，多方參考是訪問過程中最常得

到的答案，另外，有許多受訪者皆指出對於疾管署的資訊最為信賴，因其為政府

官方釋出資訊之管道。 

「我就是加那個疾管家的 LINE，因為我們家沒有裝那個第四台，網路新聞

會看，那時候通常都是網路新聞……對媒體的信任度喔，你是指，我覺得

是信任的耶，我比較少去質疑說這家它報的資訊是不是真的，我比較還好。」

—Q媽媽 

 

「可能就是網路或電視，55 到 50 內(電視頻道)都可以，就亂轉……可信

度？也不會太、就是就只是會稍微看，也不太會去採信或是，就只是看一

下喔可能今天新增幾個案例，或是大概怎麼樣怎麼樣。」—K媽媽 

至於在防疫政策的滿意度上則與前述對幼兒園政策的態度非常相似，信賴及

順從尚是大多數人的態度，儘管曾有受訪者對部分政策提出質疑，如口罩是否應

出口及 14 天隔離是否足夠等，但在提出質疑後皆會補充對於政策整體依舊滿意，

因根據其自身觀察及經驗，和與國外對比之下，認為台灣在防疫上尚維持在穩定

狀態，雖在某些小細節上有所不便，但並未對生活整體造成困擾。 

「我覺得還是需要在進步一點，……像那個之前那個口罩我也覺得，就是

我真的覺得台灣已經買不到了怎麼還可以，對，他們就是說台灣夠貨夠貨，

阿我們就買不到阿什麼叫夠貨」—K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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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K媽媽本身原先就屬醫療人員，認為隔離 14天時間不夠長，國外曾有

14天無症狀後發病的案例，但因目前無本土案例，無法評估危險性，因此

總體而言對政府成效滿意度仍感到不錯。」—田野筆記(K媽媽) 

 

五、 不同家庭防疫措施與態度之比較 

在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中，有來自不同階級家庭的受訪者，各自的背景也不盡

相同。國內有不少文獻討論過不同階級、性別的教養態度差異，我們原先預測在

疫情這樣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下，家長的防疫實作可能會趨於統一。然而，在訪談

過後我們發現，不同背景與角色的家長對疫情容易有略為不同的見解，在真對幼

兒的防疫作為、照顧模式上也有所不同。 

首先，學歷較高的家長通常對自己孩子所上的幼兒園之防疫措施有更全面的

了解，大多能夠全面地掌握校方的資訊及行動。相較來說，學歷較低或隔代的照

顧者對幼兒園的狀況較不清楚，同時似乎也對防疫手段沒有太高的要求，傾向於

完全的交付給校方。從另一方面來看，高學歷以及中產階級的家長在一開始選擇

幼兒園時，便有許多的考量和要求。儘管在我們訪談的對象中大多表示公立幼稚

園非常難抽到，或是因為雙薪才選擇私立，但對同一體制內的不同幼兒園都做足

了功課，對幼兒園能夠提供孩童良好、健全的學習環境非常重視。因此家長在面

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時，便減少了許多恐慌和擔憂，也對自己為孩子選擇的幼兒園

有信心。 

「其他幼兒園我不知道，可是因為我選擇 XXX是因為，他跟其他幼兒園比

起來我覺得他會比較方便是因為他是自己的地，所以他的戶外空間很大，

他跟這附近的幼稚園不太一樣，這附近的幼稚園基本上都是在大樓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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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它們的是自己的地都自己蓋教室，他們每間教室都還蠻大的，所以我

覺得在防疫措施上應該是比其他幼稚園更好的，因為他們還有自己的操場。」

—H媽媽(碩士、雙薪家庭、中產階級) 

此外，不同階級的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防疫行為也有些微落差。某一受訪者

便提到，先生的家庭是非常傳統的鄉下家庭，現在也仍維持著許多人同住的大家

庭型態。然而他們的防疫態度明顯較為消極，資訊接收地少導致對疫情的危機意

識不夠強烈，因此在生活中沒有辦法完整落實政府宣導的防疫措施。在根深蒂固

的觀念下，受訪者無法建立有效的溝通橋樑，便只能仰賴自己監督幼兒的防疫照

顧，無奈與壓力之外，家庭的生活習慣也可能讓幼兒暴露在風險當中。此現象或

許能看到政府疫情與防疫措施的宣導仍需加強的部分，也讓我們看到不同家庭在

面對疫情時所面臨的兩難。 

「我自己會比較重視洗手，就是因為我剛剛有講啊，我們那個鄉下家庭這

個觀念比較薄弱，變成我覺得我自己就要多做一點，然後我在家就一直盯

著孩子吃飯前洗手，吃飯ㄧ也要洗手，要勤洗手……我也不會在意別人會

不會覺得我太誇張什麼的，就堅持要洗手。」—N媽媽 

 

六、 幼兒如何應對防疫措施並成為監督者 

幼兒如何戴好口罩是許多家長在疫情下最為頭痛的點之一，小孩認知還尚未

發展完全，其難以理解疫情的嚴重性及危險性，小孩年齡越小此情況越發明顯，

雖然年齡的確是一大主因，然小孩個體間的性格不同、是否有哥哥姊姊、家庭及

幼兒園是否有長期訓練、從小便接觸過口罩等因素亦決定其對於口罩的接受度，



疫情對幼兒照顧與學習模式的影響—以三鶯地區為例 

19 

 

有些受訪者小孩始終無法接受口罩，須以利誘或條件交換等方式來使小孩配合，

也有些小孩不用多久便非常適應，甚至回到家也忘記摘下口罩。 

「不會耶，因為她有姊姊，小小孩就是因為都跟著姊姊，所以我們家小朋

友，最小的妹妹，她從小就知道她譬如說她有感冒，她就必須要戴口罩，

然後因為我的習慣也是這樣，有三個小孩子最怕的狀況就是說，一個感冒

三個都感冒，所以我們家只要有一個感冒，就是三個都戴起來，在家裡也

是，大人也是。」—E媽媽 

但不論小孩的適應速度快慢，家長皆須經歷一段溝通期，柔性勸導是最主要

的方式之一，家長會教導小孩在公共場所、大眾運輸上配戴口罩的重要性，除以

自身為典範外，亦會提及他人可能投來異樣眼光，而儘管兒童難以理解何謂新冠

肺炎，但其仍會透過觀察及模仿，發覺大眾確實都有配帶口罩，便會慢慢妥協，

是一種社會化的展現。然而儘管接受了戴口罩，要教導孩童主動戴上口罩仍有難

度，多數時間仍需師長的提醒和督導，不過有趣的是，當孩童佩戴著口罩時，其

身分可能從被監督者轉為監督者，開始督促同儕、兄弟姊妹、甚至是師長配戴口

罩的情形。 

「欸，戴口罩其實小朋友都會有一種模仿的心態，就是大人會做什麼，小

朋友也要跟著做，也想一起做，那口罩這個東西的話，要看小朋友他自己

的個性，像我家小朋友他會選，自己挑他自己喜歡的。」—C爸爸 

 

「對，那他看大家帶他也會跟著戴，他也是觀察，看大家都戴他就會跟著

戴，對然後他坐公車或捷運他很快就可以適應，那像這種地方他看我們不

戴也就會自動拿下來。」—A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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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譬如說我常常會念姐姐說你口罩不要戴在下巴，沒有用啊，妹妹看

到姐姐這樣她會說，姐姐你這樣口罩戴在下巴沒有用，就是還是會，對。」

—E媽媽 

 

七、 台灣及國外幼兒園現況之比較 

台灣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上表現亮眼，防疫成績全球有目共睹。然而，儘

管疫情對台灣人民的生活造成影響、社會發生轉變，我們現在擁有的生活對許多

國家而言已是一種奢求。截至 2020 年底，全球確診新冠肺炎的人數已經突破八千

兩百萬人，死亡人數也來到一百八十萬。多數國家大舉封城、限制公共場所出入、

取消各種活動、學校也幾乎全數關閉，全面採取線上教學，而幼兒園也不例外。

從各國的報導中得知，有一定的比例的家長直接選擇不讓孩子上幼兒園，也因為

家長大多都必須留在家工作，能夠隨時照顧家中幼兒，便承接了學前教育的工作。

其他仍希望讓孩子接受幼兒園教育的家長，開始讓孩童適應遠距教學，透過家長

的從旁協助與監督，以視訊上課的方式在家中上課。 

遠距教學對於幼兒的學習成效或發展，是否有任何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仍需

要時間來觀察驗證。但能肯定的是，要讓幼兒在線上教學中保持專注力，以及適

應新的互動方式，需要耗費家長不少精神跟時間。且正常運作下的幼兒園所提供

給幼兒最大的優勢之一，也是幼兒發展階段非常重視的社會互動，在線上教學只

能透過影像和聲音溝通的形式底下，勢必會帶來影響，這也是許多家長擔憂的部

分。 

再從幼兒園角度來看疫情下的應對，首先是實體課程的取消、註冊率的降低，

對整體經營一定會帶來衝擊。再者，幼兒園老師在教學上面臨了極大的困難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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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不只要重新產出一套教學策略，以配合線上教學的方式；也需要仰賴與家

長之間的溝通、配合，來協助孩童達到最大的教學受益。國際間亦持續針對遠距

教學對這一世代幼兒的影響進行討論，社會化的延遲、人際互動的不足與模式轉

變、家長的角色擴大，這些都是疫情下學前教育的隱憂。 

反觀台灣，由於疫情的掌控良好，多數幼兒園都仍維持實體上課，只是增加

相關防疫措施。戴口罩、消毒、量體溫等防疫措施對幼兒學習發展的影響，我們

認為應遠不及遠距教學的大幅度轉變，因此台灣的幼兒能夠繼續接受正常、專業

的學前教育，實是一大優勢。教育是社會發展極為重要且具指標性的一環，幼兒

園得以維持正常營運、老師不必大舉調整上課形式、幼兒也能夠享有一般教育的

優勢，這點即是台灣與其他疫情嚴重國家最顯著的不同之一。 

 

陸、 2021 年之研究發現 

在 2020 年訪談當時，台灣疫情並未爆發，因此當時家長的回應的話語間經常

有「可能」、「應該」等，較為具有不確定性的用詞，也間接說明了在當時家長

對於三級警戒生活模式的態度大多停留在猜想階段。而隨著 2021 年經歷了幾波疫

情嚴峻期過後，許多公司、學校都改採遠距方式進行，也促成了家長與孩童一同

待在家一至兩個月，過去的猜想成為了現實，補足了 2020 年時訪談所缺少的實際

經驗。因此本段將著重在三級警戒對於家長與孩童造成的影響，試圖了解三級警

戒對於學齡前幼兒及其家庭所帶來的利弊為何。 

在三級警戒期間，多數受訪家長表示幼兒園都採取直接停課，對此家長表示

並不非常擔心小孩因此產生學業銜接上的困難，並也認為這個年齡的幼兒並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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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實施遠教學。公私立幼兒園的課程雖然部分會與學習注音、字母等相關，但較

主要的目的並非知識型的學習，而是給予幼兒與他人互動、學習團體生活與規範

的機會，加上三級警戒停課的時間也沒有太長，家長多數便不太擔心孩子的學業

表現受到影響。甚至有一位受訪家長表示，孩子在停課期間因為有許多自己獨處

的時間，反而透過看書、玩具等途徑自己學會了認字，這種自學的形式效果比幼

稚園的教學來得更顯著。 

「就他現在還沒有到小學啊，因為幼稚園就是玩的階段啊，然後你現在幼稚園學

的國小是會在學，這我就覺得幼稚園沒學到也沒關係了。」—L媽媽 

「我覺得幼稚園可能還真的不適合，對可能比較大的小孩子才有辦法，就是他們

要有一定的自制力。」—O媽媽 

再者，受訪家長多表示遠距上課對於幼兒來說並不是好的替代方案，其中最

主要的原因在於家長不認為幼兒園階段的孩童在面對視訊裝置時能夠展現出足夠

的自制力，專注力也無法維持太久。且由於身處家中環境，有許多能夠使其分心

的事物，在距離下老師難以管教、讓幼兒專心上課，教學成效大打折扣，家長也

可能需要身兼老師的身份在旁盯著孩子上課，對於遠距上班的家長來說也是一大

負擔，因此家長對於學校直接停課而非採遠距教學的決策並無明顯的反對。在疫

情趨緩後，因家庭狀況及疫情考量，有的家長選擇因應政府政策提前將孩童送回

幼兒園，也有家長擔心群聚問題而自行暫緩孩童回到幼兒園。 

「其實自己每天這樣子帶小孩還要在家上班真的是蠻累的，所以那時候 7月底開

放那種就是雙薪家庭的小朋友先去上學」—O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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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好像又多停了一個月才去學校(10 月)……因為想說大家一窩蜂去學校應

該滿可怕的」 —P媽媽 

比起學習中斷的問題，家長們似乎更擔心長期的停課對於幼兒社交能力培養

是否有所影響，如在先前 2020 年的研究結果所提，幼兒園的目的除使孩童更順暢

地銜接國小課程規劃，培養幼兒之人際互動能力時常是更加被重視的，而在三級

警戒實施後，幼兒與他人的互動機會大大降低，儘管有些幼兒園實施遠距教學，

但通常形式依然以老師對學生為主，缺乏學生之間的溝通與肢體互動，因此並未

因遠距教學而改善。此外，有趣的是其中一位受訪者除學齡前幼兒外，還育有一

年齡較大的孩童，該家長指出三級警戒期間增加了兩位孩童的相處時間，反而使

得年齡較小者的語言能力顯著成長，由此便可看出與他人互動在此年齡層是相當

重要且顯著的學習過程；亦有另一位受訪者表示，幼兒園雖然沒有每天進行遠距

教學，但會定期組織線上會面的時間，讓同班的孩童可以跟班上同學聊天、聯絡

感情，這樣的設計也是反映了其對於幼兒互動、溝通的重視，但也凸顯了若三級

警戒長期實施可能為缺乏人際互動機會之幼兒所帶來的隱憂。 

「就是會擔心小朋友會很習慣去用電腦啊，對其實嗯我們去學校上課就是除了去

學東西之外， 還要有跟同學之間的互動，遠距離教學他就只是單向的，老師可以

叫學生回答問題沒有錯，  但是同學(間)就沒有辦法……。」—O媽媽 

而在有實施遠距教學的案例中，家長表示有明顯的感受到責任的增加，對於

家長來說，過去實體上課時，監督、督促幼兒的學習狀況是由老師與家長共同分

擔，老師負責幼兒在校時的學習狀況，而家長則監督幼兒放學後的作業及複習情

形，且由於幼兒園教學性質多並非將重心放於學科，因此課餘時間也不會有過多

的額外功課，家長也並不用特別多花心力於此。然而，在實施遠距教學後，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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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即時或非即時的教學方式，家長都必須接替原先老師的責任，注意幼兒上課狀

況，此外也由於無法去實體學校，因此原先課堂上得以完成的功課也須改由父母

指導，增加家長不少負擔，甚至有家長表示最後都變成自己先看完教學影片後，

再直接協助孩子完成作業。 

「遠距離有個缺點……都沒有認真坐在那邊，真的聽老師在上課，然後小孩子如

果不會操作媽媽還要陪著操作，那簡直太太消耗媽媽的時間。」—I媽媽 

「就是他(老師)會在臉書上面公告說會有那個當天的影片，然後給小朋友看說今

天要教什麼，然後大概每個禮拜都回學校拿那些材料…之前變成說媽媽下班之後

還要上課、要花時間教作業」—U媽媽 

除此之外，上述所提責任負擔的增加在家長間也存在差異，在過去未受疫情

影響時，父親與母親間的育兒職責分工不均已是長期受到關注的議題，在我們的

受訪家庭中，也皆以母親為主要照顧者，雙薪家庭即使是在受到疫情的影響、夫

妻皆採居家辦公的情況下，母親仍然被賦予照顧幼兒的期望，甚至使得母親面對

的不僅僅是第二輪班，而是在工作的當下同時須顧及幼兒狀況，造成工作與母職

的衝突。面對此問題，對母親而言該如何在工作與育兒兩者間達到平衡是最大的

考驗，甚至有受訪者表示取得平衡是不可能的，而是必須做出取捨，必定會在其

一有所犧牲。 

「在工作跟照顧小朋友之間，我覺得不是一個平衡，而是你要取捨，你很難平衡。」

—I媽媽 

而當工作與母職兩者失衡時，也將對於母親造成莫大的精神壓力，其中一位

受訪者表示，由於上司較為嚴厲，導致儘管居家辦公仍需花大量時間開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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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無法長期離開電腦前陪伴孩子。加上由於幼兒認知能力還未完全，難以

理解為何母親在家中卻不能花時間陪伴自己，而經常在母親工作時打擾，大多時

候母親必須將之拒之門外，並暫以玩具、電子產品分散孩子注意力，待工作完成

才能重拾照顧工作。這位受訪媽媽表示上班之餘還要面對孩子的頻繁打擾有時也

會使其心煩氣躁，以嚴厲的語氣告誡其行為，甚至出現情緒失控的情況，長期下

來使母親心生愧疚，對於沒能給予孩子更好的照顧品質和更多陪伴感到非常自責，

認為自己沒有擔任好母職的角色。 

「那個時候就覺得比較對不起他們了，因為我自己在家可是我沒有辦法陪他們。」

—O媽媽 

即使是原先即為家管的受訪者也表示，長時間的與孩子待在家中難免造成心

情煩悶，少了原先孩子的上課時間，也無法出去散步、遊玩，導致缺乏了喘口氣

的機會，容易使得母親心力憔悴，此時如何調適心情、與孩子溝通，也是母親必

須面對的問題。 

「防疫的時候，因為都跟小孩在一起，所以情緒會比較煩悶，就是要有極大的耐

心跟小朋友相處、多了解小朋友的想法，然後願意跟她耐心的溝通，我覺得這還

蠻重要的。」—A媽媽 

相較之下，父親在三級警戒下的育兒職責似乎沒有加重太多，在受訪者家庭

為父親居家辦公、母親出外工作的例子中，母親的第二輪班情形並無得到改善。

雖然父親是 WFH 的狀態，但其重心仍多放在工作上，對孩子的需求採取較被動

的做法，當孩子提出問題或要求時才去做回應，使幼兒的作業、照護工作等，仍

多由母親下班回家後處理。且夫妻間的觀念差異也導致育兒方式的落差，如母親

較會避免讓幼兒使用電子產品，仍以親身陪伴為主，而父親則會以此來分散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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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避免其打擾工作；又或者是在防疫觀念上產生衝突，都可看到父親與母親

在幼兒的照顧工作方面還是有一些不同之處，雖說在訪談中我們並無觀察到有夫

妻因此對彼此不快，但由此也能發現父親與母親對於育兒職責的想像與實踐確實

有著不同的觀點。 

「爸爸照顧小孩時會每餐都出門買外食，不想自己煮，或許是想出去走走看看吧。

跟我避免外出的觀念出現衝突。」—U媽媽 

回到幼兒本身，長期待在家中也為幼兒帶來了身心上的負面影響。在身理方

面，某些受訪者指出由於無法外出，且幾乎所有課外活動課程也因應疫情而暫停，

導致幼兒的活動範圍被侷限在家中，難以實行較為劇烈的運動，導致體能明顯下

降。 

「我兒子因為他之前就是上游泳課，然後以前也有做一些小鐵人的訓練，但是因

為就停掉了嘛。後來就是上游泳課，然後他就(游)20公尺啊，他說哦好喘哦，但

是以前就是不會，所以我覺得原來小孩子也會體力下降。」—I媽媽 

而在心理方面，待在家中也使部分幼兒逐漸習慣父母親隨時處於身邊的狀態，

當疫情解封後產生了分離焦慮的現象，開始抗拒離開父母，雖說這樣的現象具受

訪者所述，皆在幾周內得到了改善，然也證實疫情的影響確實也為學齡前幼兒帶

來了心理壓力。 

「他可能覺得這家也太美好了吧，就是每天都跟媽媽相處在一起，……，然後在

那段期間大概後來又去上課的時候，大概是有焦慮的，就是每天早上他都會說，

我可以不要去上課，就是開始排斥。」—I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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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從 2020 年與家長的深度訪談所獲得的資訊和發現，新冠肺炎帶來的疫情當時

在台灣確實造成了部分家庭在幼兒照顧上的影響，有些是較不易察覺的個案，有

些則是許多人共同的問題或現象。 

有鑒於台灣的疫情與國際普遍情況相比下較不嚴重，尤其 2020 並沒有經歷所

謂全國的三級警戒，公私立幼稚園等正式的教育機構得以維持正常運行，家長基

於對政府掌控疫情的信任，和對於孩子教育的考量，大多都選擇讓孩子繼續到校

上課。但在持續上課的前提之下，家長也會主動了解幼兒園的防疫措施，並透過

聯絡簿、班群等形式關注班級和幼兒園整體的狀況，即使在面對未知疫情的情況

下，仍體現出家長對老師的高度配合(鍾怡靜，2009)。對於疫情導致幼兒也必須佩

戴口罩，或是幼兒園未來可能改為線上教學等情況，大多數的家長非但沒有過多

的擔憂和質疑，反而對幼兒學習與適應的能力持正面樂觀的態度。包括通過觀察

身邊的人之行為，認知到戴口罩的必要性並進而使此舉動成為生活中的習慣之一，

甚至成為主動提醒他人的監督者，這個從幼兒時期就開始學習適應疫情的世代，

未來將可能經歷完全不同於疫情前的生活常態，而此長期且或許不可逆的影響則

需要在未來才能觀察到。 

本研究的受訪者社會地位、教育程度以及經濟能力不盡相同，從中可以發現

的是這些不同背景的家庭對於幼兒的教育和照顧的確有著不同的作法。教育程度

高的家長傾向於主動掌握幼兒園防疫作為的資訊，而經濟能力高的家長在起初選

擇幼兒園時就有更多的考量與要求，此類型家長因為對幼兒園的標準通常較高，

如文獻提即一般，社經地位較高之家長會對幼兒教育環境縝密安排，並高度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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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資訊(朱俐嬛，2013)，致使他們在疫情爆發後並沒有太多恐慌或害怕的情緒產

生，而是相信自己為孩子選擇了足夠安全與良好的環境。 

在各界大多著重於討論疫情對各行各業造成的衝擊、對人類健康形成的威脅，

和對社會生活帶來的負面轉變，本研究卻看見了在幼兒園中發生的正面影響。幼

兒的免疫力不如成人，因此每年在幼兒群體中都會有季節性的傳染性疾病潮，例

如流感、水痘、腸病毒等。然而，自從疫情爆發後所有幼兒園的老師和幼兒都必

須配戴口罩，也更加注重清潔、消毒等衛生條件的維護，使得過去家長擔心的腸

病毒、流感高峰期減緩許多。 

在 2020 年的研究中我們從幼兒照顧、幼兒學習兩大方面作為研究問題的出發

點，在生活層面也和受訪者有許多不同方向的討論，當時疫情在台灣才剛展開，

家庭對於突如其來的改變做出哪些應對，對於學齡前兒童實際的影響又有哪些，

本研究給出了一個較全面而直觀的觀察與解釋。但也可以看到，由於台灣當時疫

情尚在掌握之中，也沒有大規模的感染情況，相較於國外的情況而言可說是輕微

許多，本研究所看到的幼兒學習方面之影響也相對不那麼顯著。然而隨著疫情發

展起伏，到了 2021 年台灣經歷了較為嚴峻的疫情爆發，三級警戒也衝擊到許多行

業和民眾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是三級警戒下各級學校取消實體上課，採取遠距教

學或停課，此情況引起了社會大量的關注，我們也更加好奇幼兒的學習以及家庭

的照顧情況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因此進行了追蹤研究。 

2020 年當時受訪的家長們大多對於遠距教學抱持著懷疑、悲觀的態度，預見

幼兒在線上的學習成效會遠遠不如實體上課的有利，在執行上也有許多困難。這

個想像在 2021 時成為了現實，有遇到幼兒園採取遠距教學的家長明顯感受到孩子

專注力、自制力的缺乏，受限於年紀幼兒沒有辦法像國小高年級或國高中的學生



疫情對幼兒照顧與學習模式的影響—以三鶯地區為例 

29 

 

能夠自發地待在螢幕前上一整天課，連一週一小時的教學影片都沒有辦法引發興

趣。受訪時有在場的孩子也自己表示對於幼兒園的教學影片沒有興趣，在家更不

會想上課或做作業，即使沒有遇到遠距教學的家庭也一致認為幼兒階段並不適合

進行遠距教學。值得思考的是，若幼兒長期無法參與幼兒園，也因為疫情無法有

其他戶外活動以及與人群接觸的機會，受限於家中的照顧工作應該如何應對，幼

兒的社會化以及溝通互動發展是否會面臨缺失，家庭又該如何補足此需求；在疫

情下一路成長至學齡階段，甚至未來的教育都透過線上的方式進行，會對個人以

及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台灣是否也會出現 Lost Generation，上述猜想都需要更長

期密切的討論與關注。有趣的是，有不少受訪者在此議題上有著相對樂觀的態度，

認為每個世代都有其特質與互動形式，差異與轉變本來就存在，雖然疫情是較特

殊的情況，但整個社會也會跟著調整，這個世代的孩童也就可能形成能夠適應新

的社會形態之互動模式，且這樣的轉變並非個案，而是社會全體共同的趨勢，因

此家長並沒有表現出過多的擔憂。 

當幼兒園停擺後幼兒家庭的生活產生了劇烈的變化，停課期間孩子全天待在

家中便需要有家長的照顧，對於家長無疑是額外的負擔，更遑論家中有不只一位

孩子、家長同時要上班等條件，都增加了三級警戒下照顧工作的難度與壓力。從

文獻以及 2020 年第一波的研究都證實了家務分工的性別差異，社會至今仍期待母

親承擔大部分的照顧工作，並且認為母職對於幼兒的發展是比起父職更具重要性

的(曾凡慈，2019)，此情況在追蹤研究中亦是如此。即使白天是由居家辦公的父親

陪伴孩子，照顧工作有部分仍會落回母親身上，甚至是幼兒園老師的監督工作，

也成為了母親的責任，這些第二輪班現象在疫情之下明顯加重。在追蹤研究中特

別聚焦在三級警戒期間的親職，從與六位母親的訪談中可以發現無論是家管或是

職業婦女，對於長期與孩子在家中相處都很容易產生一定程度的心理壓力，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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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到家長的精神狀態，也會部分間接影響到照顧品質。在職業媽媽的訪談中

確實明顯感受到家長在同時要顧及工作與陪伴孩子的疲勞，和情緒勞動對個人產

生的負面心理影響，不斷累積的壓力與負面情緒可能影響親子間互動的狀態，也

可能因為衍生的愧疚感壓垮幼兒照顧者。國外在長期的封城與 WFH 下，都有研

究指出自殺率、離婚率等指數的上升，雖然台灣至今全國的三級警戒並沒有維持

很久，但若疫情再持續數年後，要如何透過政策、社會福利體制來提供幼兒照顧

者支持與實質幫助，以及照顧者心理問題加劇的可能，都是需要持續被關注的議

題。 

 

捌、 研究限制 

            在疫情方面，本研究在 2020 年進行第一波訪談時新冠肺炎爆發僅約一年的時

間，世界各國都仍在學習如何與其對抗。除了疫苗的研發外，如何在這樣的非常

時期中，取得日常生活上的平衡也是大眾仍在努力的課題，而這類對於社會造成

大規模影響的事件勢必是社會學家非常感興趣的。但因其僅僅一年的時長與極高

的不穩定性，與新冠肺炎相關已出版的社會研究及資料仍不完整，大大增加了與

國外情形比較時的難度，許多的空白僅能以相對較不嚴謹的新聞媒體來填補。除

此之外，臺灣在防疫方面的成果可說是有目共睹，相較於其他各國封城的情形，

疫情對於臺灣民眾的生活較無重大影響，加上人民大多相信政府施政方向，因此

在疫情的資訊接收上不如疫情嚴峻的地區之民眾積極，國家的政策也不如他國一

般嚴格。例如，我們原先假設在疫情的影響之下，許多幼兒園將長期停課以應對

難以預測的病毒，然事實上恰恰相反，幼兒園雖嚴防病毒的傳播，但卻不曾有全

面停課的情形發生。即便是在疫情較為嚴重的時期，採取遠距教學之幼兒園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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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中也僅止一位，而隨著疫情趨緩，許多的防疫政策鬆綁，導致許多國外相當

嚴重及受關注的議題，在臺灣並無顯著的熱度及討論，更甚有些受訪者對特定情

況毫無概念。 

再者，由於社會風氣影響，即便臺灣近年來在性別平權上有一定程度的進步，

但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務分工依然是大宗，女性在家務和親職上的勞動依

然被視為理所當然。儘管雙薪家庭比例日益提升，女性還是得面臨上述提及的「第

二輪班」，幼兒照顧的重擔不論在何種狀況下，大多還是落在女性身上，甚至曾

在詢問男性受訪者意願時，其直接表示我們應該尋找女性受訪者，或者原先表示

有意願的男性受訪者，在後續邀請進行訪談時改以媽媽出面，因此在二十人的總

訪談樣本中，男性受訪者僅僅佔了一位。 

             在抽樣誤差面上，我們在三峽的大型親子活動及網路地區社團尋找受訪者，

使得研究的受訪者大多來自北大特區，此區域之組成型態大多為中產階級之小家

庭或退休人士，總體平均收入偏高，可能無法反映母體之情形。而後續追蹤研究

的部分，由於訪談人數少，因此後續的研究發現只能限於個案，無法代表整體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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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受邀參加《後疫情時代 | 婦幼生活新型態講座》之過程紀錄照 

 

 

▲講者與聽眾之合照，宇翔教授與本組組員（右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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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翔教授報告國際疫情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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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陳昱珊報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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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林立威報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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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圓滿結束，與教授與主辦單位（上圖最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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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刊登《記疫》網站 

《疫情對家長幼兒照顧與學習模式的影響—以三鶯地區為例》於 2020 撰寫完成，

2021 刊登 

https://covid19.nctu.edu.tw/article/7996?fbclid=IwAR3iVda71mv8tmTJoCpvoP64JcAX8BcjGNZzK

wgrsFhRlbV3t01habVZJJE 

 

https://covid19.nctu.edu.tw/article/7996?fbclid=IwAR3-0Qck5DsoMo3nik6fyaAoPprotJMLuuTLwk4U4iHz62UV2Sxba1KXxcg
https://covid19.nctu.edu.tw/article/7996?fbclid=IwAR3-0Qck5DsoMo3nik6fyaAoPprotJMLuuTLwk4U4iHz62UV2Sxba1KXxc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