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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
學對促進照顧者教養知能之效果

段慧瑩 *　楊曉苓 **　黃馨慧 ***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對

促進照顧者教養知能之成效；該教學採用融入多媒體內容的「0—2歲
親職教育之實體簡報教材」，共有「兒童發展」、「親子互動」、「生

活照顧」以及「生活安全」等 4個主題課程。以 185名嬰幼兒照顧者
為研究對象，採實驗組對照組前後測之準實驗設計，實驗組為參加主

題課程教學者，對照組係未參加該主題課程教學者，前後測實施自編

之「嬰幼兒教養知能測驗」，研究資料採共變數分析考驗。研究發現

該教學能有效提升照顧者「兒童發展」、「親子互動」之教養知能，

在「生活照顧」、「生活安全」的教養知能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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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Multimedia-Integrated 
Interactive Parent Education on 

Parenting Knowledge of Caregiver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Hui-Ying Duan*　Hsiao-Ling Yang**
Hsin-Hui Hua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at probing into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multimedia-
integrated interactive parent education program for caregiver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e content of the program is a set of multi-media 
materials of ‘parent education for 0-2 years old’, consisting of four theme 
courses: child development,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hild care practices 
and child safety. Participants were 185 caregiver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e study adopted a pretest-posttest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in which on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ttended the parent education 
courses.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parenting knowledge test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caregiv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roved their knowledge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but not in child care practices and chil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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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0至 2歲親職教育的重要性

從出生至 2歲是個體一生身體發育、行為型塑、能力養成及品

格培育的奠基期，這段期間的發展狀況對日後的人格養成具有關鍵

性的影響力。誠如 Bronfenbrenner生態系統發展（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觀點所強調，在幼兒最早接觸的小系統（microsystem）情境
下，通常是家庭環境中的活動、照顧者與幼兒彼此密切互動進而產

生影響（引自 Berk, 1991）。對幼兒而言，家庭是最重要的社會文化
脈絡情境，文化、社區等生態系統變項亦藉由家庭影響兒童。研究

亦支持，父母與子女間的主動關係對於兒童人格、心理、社會行為

及各方面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及密切的關係（Dehart, 2004；Shelov, 
2009）。因此，協助家長了解有關嬰幼兒發展知識，進而培養正確教

養技能與態度，適當扮演家長角色的親職教育，益顯其重要性，透過

如書籍、手冊、雜誌、報紙、收音機、電視等等大眾媒體傳達形成的

親職教育，深受重視（Croake & Glover, 1977）。

二、大眾媒體實施親職教育相關研究

過去研究顯示，透過大眾媒體如定期通訊、教育資訊、廣播等方

式來傳達親職教育，對於提升照顧者的親職教養知能都有顯著成效。

例如 Nelson和 Cudaback（1985）分析美國境內每月發行的親職教育

刊物 「育兒節奏通訊（Age-Paced Newsletters）」之影響成效，
該通訊每期約 4—8頁，內容著重孕產、兒童發展與親職角色，有 19
州是免費索取贈閱。因為是紙本發行，郵寄到家，同時可以和他人交

流分享，有一州還發行西班牙文版，受惠家庭超過 10萬戶。該研究
以其中 3州為對象，收回 880份家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該通訊最實
用的主題為嬰兒成長、學習、營養與安全等內容；超過 95%的讀者

認為對於學習嬰兒成長知識極有幫助，73%認為有助於增進為人父母
的自信心，65%認為有助於他們自己的寶寶照顧，50%覺得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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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有效地關心自己的需要。接著，Riley（1997）以 1 年的時間，以一

群沒有接受處遇治療的兒虐家長為研究對象，比較每月有收到和沒有

收到該通訊的家長發現，有收到刊物的家長對孩子的教養信念及打屁

股、打耳光的情況都有顯著改善。

為了評估該通訊對不同教養經驗母親的影響，Ostergren和 Riley
（2012）以中西部某州的 8個郡，家有 13—36個月學步兒的媽媽為
對象，在至少收到 6—12期之後，發出 1,967份自我評估問卷，收回
1,002有效問卷；其中，47%是新手媽媽，53%是有經驗的媽媽，平
均年齡約 31.53歲。該研究檢視學步兒家長對「育兒節奏通訊」的評
價，從有效的自我評量數據顯示，母親們普遍認為該刊物所提供的訊

息和醫護人員提供的訊息同樣有用，而且與其他資訊相較更為實用。

研究發現新手媽媽比有經驗的媽媽更常閱讀，將近 3分之 2的媽媽會
在社交互動圈分享或是和爸爸討論，顯見該刊物的影響性是寄送家戶

數的倍數。新手媽媽也因為閱讀之後，正向改變他們照顧嬰幼兒的行

為，諸如：會和孩子一起參與更多日常瑣事；跟孩子說話的時候，更

會解釋為什麼；或設法安排家庭環境更安全更適宜學步兒生活與學習

等等。研究建議未來因應 E化趨勢，可以進一步分析郵寄資料與 E化
資料等不同特性。

除了以郵寄方式傳遞親職教養訊息之外，其他研究也顯示當家長

將子女委外托育時，從子女照顧者接受親職教育資訊的機會，也跟著

增加。如Weigel（1993）研究美國內華達州內 4個郡，278名合格托
育人員、108個托育中心、170個居家式托育服務，送托家長總計約
達 8,646個家庭，登記參與名為「Tune Into Kids」的方案，由托育人
員每週定期提供約 11種免費且圖文並茂、輕鬆易讀，有關嬰幼兒發

展、教養、親子溝通、家長信念、學習活動等親職教育資訊。研究發

現，父母行為以及幼兒正向行為均有所轉變，家長認為閱讀這些資訊

小冊之後，有助於他們安排學習活動、花較多時間關注在幼兒發展、

以及和幼兒的正向互動，對於父母角色更具信心，較能處理家長壓

力。

多媒體的親職教育管道也有助於提升照顧者的知能，如

Cudaback、Marshall和 Knox（1994）分析於美國境內的廣播電台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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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 Years（Los Anos Magicos de la Infancia）以西班牙語陸續播出

40段各 3—4分鐘有關嬰兒、學步兒的親職教育節目成效，總計 224
名女性參與者，其中 154名於節目播出前後受訪，完成家長信念之前

測與後測，發現收聽親職教育節目對了解兒童發展、正確教養信念等

都有顯著成效。Mullis（1999）亦研究肯定 Popkin創設於 1983 年以

影音影帶為媒介的親職教育方案「Active Parenting」具有相當成效，
有助於強化家庭互動與關係，受惠家庭超過百萬。此外，其他舉凡

為幼兒家長（Garton et al., 2003）、為父親（Brotherson & Bouwhuis, 
2007），以及對未來新手家長或家庭所設計的親職刊物，如「新手家

長指引（Guide for New Parents）」等研究，無不顯示提供親職教育資

訊的重要影響（Futris & Stone, 2011）。
反觀我國親職教育的施行管道也十分多元，至於親職教育的成

效，一般而言對於改善親子關係、學習傾聽與同理都有正面效益（陳

惠英，2003）。如江淑卿（2006，2007）以高屏地區新移民 /本國籍
母親與其學前幼兒對為對象，根據 Feuerstein學習潛能評估模式，由
評估者教導母親學習活動後，觀察新移民 /本國籍母親在遊戲情境和
數學學習情境的親子互動行為，解析不同國籍女性展現自發的引導策

略，以及幼兒反應類型。該研究發現，透過脈絡化的親子互動式學習

潛能評估，不僅能提升幼兒語言與數學能力，更能改變新移民 /本國
籍母親與幼兒的親子互動行為。林家興（2007）則透過家長評量的親

子關係和兒童行為問題，比較讀書會、班級教學以及團體輔導等 3種
方式對國小階段親職教育團體實施效果，結果顯示，上述方式對兒童

行為問題並無立即影響；但團體輔導和讀書會對親子關係和兒童行為

問題在 3個月後有顯著正向影響；班級教學則對受試子女的行為問題

在 3個月後有顯著效果。莊錦英、郭洪國雄（2009）研究也發現，
透過平面、影像媒體學習的親職性教育實施方式，最符合幼兒園家

長實際的需求。黃馨慧（2010）則探究不受時間地點的「部落格」

（Weblogs）資訊平臺，作為補充性親職教育形式的可行性，多位部

落客認為透過部落格可以提供新手父母便利的學習管道，只是網路資

料的正確性或適用性，要由讀者謹慎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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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原內政部兒童局部分業務自 102 年 7月 23日起移撥至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三、我國親職教育實施概況

我國早在 1945 年教育部即頒訂「推行家庭教育辦法」，將育嬰

教導定義為重要內涵；陸續成立「親職教育諮詢中心」，後更名為「家

庭教育服務中心」、「家庭教育中心」，進而提出「學習型家庭」概

念（林如萍，2003）。於 2003 年初次制定《家庭教育法》，以作為

鼓勵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之法源依據。2012 年修

正公布的《家庭教育法施行細則》其中，第二條指陳：親職教育係指

增進父母職能之教育活動。而不論是在《優生保健法》（2009）或《兒
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2012）亦明定主管機關應實施嬰、幼
兒健康服務及親職教育；鼓勵、輔導、委託民間或自行辦理對兒少及

其父母之親職教育。此外，更關注於弱勢家庭、外籍配偶子女的教育

照顧，透過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執行外籍及大陸配偶子

女教育輔導計畫作業原則」（2012），以建立親職教育支援體系。內

政部兒童局 1（2012）也特闢「育兒親職網」（http://babyedu.sfaa.gov.
tw/）專區，陸續提供各類主題之親職教育影音媒體資料，以協助家

長養育子女知能之提升。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即在探討我國在嬰幼

兒親職教育實施「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之成效。

以下分述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分析，最後提出結論與建議，供各界

參考。

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本研究之緣起，為內政部兒童局為幫助照顧者提升 0至 2歲親職
教育知能，及時獲取照顧寶寶及養育相關資訊，委託本研究團隊，針

對「兒童發展」、「親子互動」、「生活安全」、「生活照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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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發展嬰幼兒親職教育之數位化課程暨實體簡報教材，依嬰幼兒成

長階段介紹發展概況，以提供照顧者應有的認知。其中，實體簡報教

材係指由講師親自授課，融入多媒體內容，以增進嬰幼兒照顧者教養

知能之互動教學；數位化課程則係將嬰幼兒親職教養知能教材數位

化，建置 0至 2歲親職教育互動式學習網站（http://babyedu.sfaa.gov.
tw/）。

本研究針對其中之實體簡報教材，探討以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

教育之互動教學對照顧者「兒童發展」「親子互動」、「生活安全」、

「生活照顧」教養知能的成效。

二、研究目的

（一）比較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

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兒童發展」教養知能的

差異情形。

（二）比較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

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親子互動」教養知能的

差異情形。

（三）比較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

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生活照顧」教養知能的

差異情形。

（四）比較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

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生活安全」教養知能的

差異情形。

三、研究問題

（一）比較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

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兒童發展」教養知能是

否有差異？

（二）比較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

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親子互動」教養知能是

否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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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

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生活照顧」教養知能是

否有差異？

（四）比較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

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生活安全」教養知能是

否有差異？

四、研究假設

（一）排除前測之影響，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

動教學」的照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

能「兒童發展」分測驗之後測得分有顯著差異。

（二）排除前測之影響，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

動教學」的照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

能「親子互動」分測驗之後測得分有顯著差異。

（三）排除前測之影響，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

動教學」的照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

能「生活照顧」分測驗之後測得分有顯著差異。

（四）排除前測之影響，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

動教學」的照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

能「生活安全」分測驗之後測得分有顯著差異。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共 185人，參與「兒童發展」、

「親子互動」、「生活照顧」、「生活安全」四個主題課程者分別有

27、69、54、35人，涵蓋不同區域（北區、中區）、學歷（碩士以上、

大專、高中職、國中以下）、性別、年齡（50以上、49—40、39—
30、29—20）、及照顧者角色（保母、家長、祖父母）。研究對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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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料分析如表 1。

表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類別 區域 學歷 性別 年齡 照顧者角色

項目 北 /中

碩

士

以

上

大

專

高

中

職

國

中

以

下

女 男

50
歲

以

上

49
∣

40

39
∣

30

29
∣

20

保

母

家

長

祖

父

母

兒童發展

實驗組 15/0 0 4 6 5 15 0 10 3 1 1 9 1 5

對照組 12/0 0 6 3 3 11 1 4 0 8 0 4 5 3

合計 27/0 0 10 9 8 26 1 14 3 9 1 13 6 8
親子互動

實驗組 0/35 0 22 9 4 33 2 7 11 15 2 15 20 0

對照組 0/34 0 14 9 11 30 4 20 9 4 1 17 9 8

合計 0/69 0 36 18 15 63 6 27 20 19 3 32 29 8

生活照顧

實驗組 28/0 0 15 9 4 26 2 8 12 7 1 17 5 6

對照組 26/0 0 14 7 5 25 1 4 9 11 2 16 6 4

合計 54/0 0 29 16 9 51 3 12 21 18 3 33 11 10

生活安全

實驗組 0/18 0 11 4 3 15 3 3 5 9 1 6 9 3
對照組 0/17 0 9 3 5 16 1 6 8 3 0 9 3 5
合計 0/35 0 21 6 8 31 4 9 13 12 1 15 12 8

二、研究設計

採實驗組對照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前測係教學前實施「嬰幼兒

教養知能測驗」，後測係教學後實施「嬰幼兒教養知能測驗」；實驗

組係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顧者，對照

組係未參加對應實驗組主題課程的照顧者。

「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包含「兒童發展」、

「親子互動」及「生活照顧」及「生活安全」共 4個主題課程，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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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課程約 3小時，各主題課程可獨立或合併進行。本教學特色：（1）
運用「0—2歲嬰幼兒親職教育之實體簡報教材」。（2）融入多媒體
的影像、語音教材。（3）由講師講述學習重點，同時在教學過程中
重視講師和照顧者相互討論。

三、研究工具

（一）0—2歲親職教育之實體簡報教材
教材係內政部兒童局於 2012 年委託本研究團隊研發，以提升 0

至 2歲照顧者親職教育知能，針對「兒童發展」、「生活安全」、「親
子互動」及「生活照顧」等主題，分別從 0—6個月、7—12個月、以
及 13─ 24個月等階段，融入多媒體內容發展成為嬰幼兒親職教育之
實體簡報教材。本教材課程內容重點、研發方法等內容效度架構說明

如下。

1.教材內容重點：
（1）兒童發展：包括嬰幼兒發展的一般通則，以 0—6個

月、7—12個月、13—24個月等階段分齡從身體動作、認知、語言、
社會情緒等領域介紹兒童身心發展狀況、教養原則及發展篩檢的重要

指標，以及提供早期療育相關資源。

（2）生活安全：包含居家及外出場所時，判斷與照顧各階
段嬰幼兒需注意之安全事項，認識兒童安全相關法規，免於觸法，及

教導遇到緊急事故如何做出適當的判斷與處理。

（3）親子互動：說明親子互動對親與子的益處，介紹各個

不同年齡層進行親子互動時應留意的原則與各發展領域適合進行的趣

味親子遊戲活動範例等。

（4）生活照顧：包含如何照顧寶寶日常生活的基本觀念、

照顧技巧，特殊照護及預防保健方法等。

2.教材研發方法：
（1）專家諮詢會議：邀集不同地區、性別之幼兒教保育、

兒福、醫護與親職教育等領域之學專與機構團體代表，總計 15人。
以專長別區分為教保類 7位、醫護類 4位、社福類 4位；以區域別為
南區 2名、中區 2名、北區 11名；分別來自學術機構 9位、社團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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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代表 4位、服務於醫療院所 2位；男性 3位、女性 12位等多元背景。
就本教材內容召開 12次諮詢會議，審議教材內容，以及教材試用後
的修正方案。

（2）家長焦點座談：分區舉辦北中 2場家長焦點座談，邀
集育有 0—2歲幼兒之家長計 10名與會。蒐集有關照顧孩子最大的問
題或困難，並審議修正有關教材課程大綱草案內容，以符合家長照顧

嬰幼兒需求。

（3）教材試用方案：為測試教材內容之實用性，分北中區

辦理實地課程計 12小時試用，121人次參與。蒐集有關課程內容之回

饋意見及作成紀錄，作為修正教材成品之依據。

（二）嬰幼兒教養知能測驗

本研究編製「嬰幼兒教養知能測驗」，目的在評量照顧者有關 0—
2歲嬰幼兒教養知能。本測驗包括「兒童發展」、「親子互動」、「生
活照顧」、「生活安全」等 4個分測驗，各 12題，每題有 4個選項，
答對 1題得 1分。

「兒童發展」分測驗內容包括發展的一般原則與個別差異、身體

動作 /認知 /語言 /社會情緒等領域發展、教養原則與發展警訊等；

題幹舉例如「關於嬰幼兒的粗動作能力哪一個最早發展？」「處理幼

兒搶玩具而攻擊的問題，以下何者最為適當？」。「親子互動」分測

驗內容包括親子互動原則與技巧、遊戲環境、各領域發展的親子互動

遊戲範例等；題幹舉例如「為嬰幼兒預備的書，應符合之原則？」、

「幼兒在遊戲過後不肯收拾玩具時，何者處理方式不適合？」。「生

活照顧」分測驗內容包括生活照顧的一般原則與概念、生活習慣養

成、清潔技巧與原則、預防保健與護理等；題幹舉例如「副食品添加

的原則？」「什麼時候開始幫孩子清潔口腔？」。「生活安全」分測

驗內容包括生活安全的一般原則、安全守則與信念態度、居家環境 /
玩具用品 /外出生活 /遊戲 /乘車等安全議題；題幹舉例如「帶幼兒

使用戶外遊戲設施，下列何者不正確？」「有關幼兒居家安全環境的

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在內容效度方面，試題依 4個主題課程的學習重點與目標，以及
知識、理解、應用等層次進行命題。在專家效度方面，邀請本研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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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題顧問群進行審題據以修正。教材內容與知能測驗雙向細目表如

附錄 1。
在重測信度方面，僅「生活安全」分測驗相關係數 .24較弱，

「兒童發展」、「親子互動」、「生活照顧」分測驗相關係數依序為 
.67，.50，.81，皆達 .05顯著水準，顯示重測信度頗佳。 

四、資料處理

以 SPSS進行共變數分析考驗，進行共變數分析前，先考驗組內

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若符合假設，表示共變項對依變項進行迴歸

分析所得的斜率並無不同，才能進行共變數分析，排除前測（共變項）

對後測（依變項）的影響，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自變項）在各分測

驗調整後的後測得分（依變項）之差異。

肆、結果與討論

一、「兒童發展」主題課程之成效

表 2為兩組在前測、後測、調整後測得分之平均數與標準差。先

考驗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F值為 .71，未達 .05顯著水準，符
合假設接著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 3為共變數分析結果摘要，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在各分測驗調

整後測之差異，F值為 19.91，達 .05顯著水準，顯示排除前測（共變
項）對後測（依變項）的影響，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嬰幼兒教養知能「兒

童發展」分測驗之後測得分有顯著差異。進一步事後比較發現，實驗

組與對照組有顯著差異，且實驗組（M’ ＝ 9.52）高於對照組（M’ ＝
6.61）。

由上述結果發現：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

的照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兒童發展」教養知

能有顯著差異，亦即該教學的「兒童發展」主題課程，能有效提升照

顧者「兒童發展」教養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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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能「兒童發展」分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組別 N

前    測 後    測 調整    後測

M SD M SD M’ SD’

實驗組 15 6.33 1.40 9.27 1.79 9.52 .43

對照組 12 7.08 1.44 6.92 2.07 6.61 .48

表 3

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能「兒童發展」分測驗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實驗處理 52.66   1 52.66 19.91*

誤差 63.49 24   2.65

  * p＜ .05

二、「親子互動」主題課程之成效

表 4為不同組別在前測、後測、調整後測得分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先考驗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F值為 4.04，未達 .05顯著水準，
符合假設接著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 4

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能「親子互動」分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組別 N

前    測 後    測 調整 後測

M SD M SD M’ SD’

實驗組 35 8.69 2.37 10.14 1.35 9.39 .25

對照組 34 7.00 1.71 6.88 1.65 7.09 .26

表 5為共變數分析結果摘要，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在各分測驗調

整後測之差異，F值為 58.60，達 .05顯著水準，顯示排除前測（共變
項）對後測（依變項）的影響，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嬰幼兒教養知能「親

子互動」分測驗之後測得分有顯著差異，且實驗組（M’＝ 9.94 ）高
於對照組（M’＝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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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結果發現：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

的照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親子互動」教養知

能有顯著差異，亦即該教學的「親子互動」主題課程，能有效提升照

顧者「親子互動」教養知能。

表 5

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能「親子互動」分測驗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實驗處理 119.42   1 119.42 58.60*

誤差 134.50 66     2.04

  * p＜ .05

三、「生活照顧」主題課程之成效

表 6為不同組別在前測、後測、調整後測得分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先考驗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F值為 .02，未達 .05顯著水準，
符合假設接著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 6

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能「生活照顧」分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組別 N

前    測 後    測 調整 後測

M SD M SD M’ SD’

實驗組 28 10.82 1.63 11.25 1.24 11.20 .14

對照組 26 10.65 1.62 10.81 1.17 10.86 .14

表 7為共變數分析結果摘要，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在各分測驗調

整後測之差異，F值為 2.98，未達 .05顯著水準，顯示排除前測（共
變項）對後測（依變項）的影響，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嬰幼兒教養知能

「生活照顧」分測驗之後測得分未有顯著差異。

由上述結果發現：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

的照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生活照顧」教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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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未有顯著差異，亦即該教學的「生活照顧」主題課程，未能有效提

升照顧者「生活照顧」教養知能。

表 7

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能「生活照顧」分測驗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實驗處理 1.59 1 1.56 2.98

誤差 27.13 51 0.53

四、「生活安全」主題課程之成效

表 8為不同組別在前測、後測、調整後測得分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先考驗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F值為 .09，未達 .05顯著水準，
符合假設接著進行共變數分析。

表 8

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能「生活安全」分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組別 N

前    測 後     測 調整 後測

M SD M SD M’ SD’

實驗組 18 9.28 1.90 9.78 1.80 9.79 .35

對照組 17 9.35 1.58 9.88 1.11 9.87 .39

表 9為共變數分析結果摘要，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在各分測驗調

整後測之差異，F值為 .03，未達 .05顯著水準，顯示排除前測（共變
項）對後測（依變項）的影響，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嬰幼兒教養知能「生

活安全」分測驗之後測得分未有顯著差異。

由上述結果發現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

的照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生活安全」教養知

能未有顯著差異，亦即該教學的「生活安全」主題課程，未能有效提

升照顧者「生活安全」教養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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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照顧者在嬰幼兒教養知能「生活安全」分測驗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實驗處理     .07   1   .07 .03

誤差 69.75 32 2.18

五、小結

承上述研究結果：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

學」的照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兒童發展」、

「親子互動」教養知能有顯著差異，可知該教學能有效提升照顧

者「兒童發展」「親子互動」教養知能。本研究結果誠如 Klein和
Hudeide（1996）所認為家長透過有關認知發展的特定任務，與幼兒
互動，有助於家長教養知能，可激發幼兒心智發展。同時，亦呼應

Brown（2001）分析多媒體互動課程（Interactive multimedia curricula, 
IMC）具備眼見為真（to see is to believe）等特質，經由影像技術之
輔助，提高學習效果，促進轉變為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ered）
的教育經驗。但必須注意一次使用一種媒體輔助解釋內容，以避免學

習者感官刺激的混淆；此外，鼓勵學習者對問題情境的互動回應設計，

以促進學習者了解問題與提高學習興趣，更是多媒體互動課程成功的

重要核心。而本課程教材之實施與知能測驗結果，顯現親職教育方案

對家長的教養知能的影響性，與Waterston 等人（2009）的實驗結果
雷同，家長經過一年定期收到相關教養資訊，不論在親職經驗、態度，

以及教養嬰幼兒行為等都有所改變。除此之外，能延續嬰兒期的教養

資訊提供至幼兒階段，更能發揮其影響性（Landry, Smith, Swank, & 
Guttentag, 2008）。

再者，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顧者，

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生活照顧」、「生活安全」教

養知能未有顯著差異，可知該教學對於提升照顧者「生活照顧」、「生

活安全」教養知能之效果較有限。研究者推測由於此兩主題的前測分

數也較高，又可能是因為照顧者已經具備基本知識，因此課程內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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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提升測驗分數，此外「生活安全」的分測驗重測信度較低，也

可能影響分析結果。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我國在嬰幼兒親職教育實施「多媒體融入嬰幼

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之成效，獲得下列結論：（1）參加「多媒

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顧者，與未參加對應主題課

程的照顧者，在「兒童發展」、「親子互動」教養知能有顯著差異。

（2）參加「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的照顧者，與

未參加對應主題課程的照顧者，在「生活照顧」、「生活安全」教養

知能未有顯著差異。

研究發現運用實體簡報教材，由講師親自授課，融入多媒體內容

之「多媒體融入嬰幼兒親職教育之互動教學」，能有效提升照顧者「兒

童發展」、「親子互動」教養知能，對於「生活照顧」、「生活安全」

的教養知能之促進效果有限。建議未來可結合各地「家庭教育中心」、

「家庭婦幼中心」、「托育資源中心」等，應用多媒體融入教學之互

動教學，推廣親職教育，以有效幫助家長或照顧者，了解嬰幼兒階段

的心理需求，學習親子互動技巧與教養知能。另也建議政府與民間可

積極投入各類多媒體、數位、網際網路等 E化平臺之親職教育教材研
發，以符應現代家長資訊管道之多元性，除提供免費光碟於各社教醫

療等婦嬰機構供索取外，同時廣於各政府網路平臺連結可隨時下載個

別化需求的親職教育方案內容，不收費、不受任何時間地點限制，以

普及親職教育知能。

本研究亦有限制，由於本教材研發成果係公開於內政部兒童局

網站（配合組織改造後移轉至衛生福利部社會及家庭署），以嬰幼兒

照顧者為對象，未限定專為保母或家長（父母或祖父母），因此，施

測樣本涵蓋上述對象，分析時並未將照顧者是否具備嬰幼兒教保專業

背景納入考量，建議未來研究可更進一步分析已取得相關證照或訓練

者，實施親職教育課程的影響有何差異性。其次，本研究 4項主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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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實施各為 3小時，受試者係主動報名參與，學習動機較為強烈，施

測範圍僅限本教材研發之內容，檢測結果不能代表實際的教養方式或

能力，為本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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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教材內容與知能測驗雙向細目表

主題 教材內容 知能測驗題號

兒童發展

發展的一般原則

發展的黃金時期：敏感期

寶寶的氣質、個別差異

身體動作、認知、語言、社會情緒等領域

發展

教養原則、發展警訊

1、2
3
7
4、6、8、12

5、9、10、11

生活安全

生活安全的一般原則

安全守則、信念與行為態度

居家環境如何避免危險

安全玩具與用品

外出生活安全

安全遊戲設施

乘車安全

1、3
2、7、10
6、11
4、8、9
5
12

親子互動

親子互動原則與技巧

照顧者停看聽

親子遊戲環境

增進身體動作、認知、語言、社會情緒等

領域發展的親子互動遊戲

3
10、11
1、2
4、5、6、7、8、9、12

生活照顧

生活照顧的一般原則與概念 
哺乳、營養、衣物、睡眠、如廁、刷牙等

生活習慣建立與養成

寶寶清潔技巧與原則

預防保健與特殊照護

視力 聽力 口腔保健 過敏 用藥等護理

1、2、6、8、9、11、12

3
4
5、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