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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學習幼保專業課程中，常會發現父母的教養態度與方式對子女各方面的影響相當廣泛，例

如：行為舉止、人格特質、價值觀、自理能力與情緒問題等。由於個體在成長的過程中與父母親

的接觸是最密切的，父母對待子女的態度都將會影響一個人的內心，對於外在行為上的表現與控

制能力也會影響很大。又閱讀了「先別急著吃棉花糖」這本書，書中談到為什麼有人會成功？有

人會失敗？成功與失敗的差別，並不光是努力工作的程度或是夠不夠聰明，在於擁有「延遲享樂」

的本事，「延遲享樂」也是一種自我控制能力的表現方式。因此，本研究想了解父母的教養態度

與方式對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間的關係。 

 

貳●正文 

 

一、父母教養態度與方式 

 

『父母是和兒童相處最久，接觸最密切的人，所以父母是兒童心目中的重要他人，也是孩子

重要的認同與模仿對象』（簡茂發，1996）。『Muchael & Goldgerg也指出父母的價值觀或教養態度

會透過家庭內親子互動的過程，影響子女人格、認知能力及社會行為發展』（黃怡萍，2007）。由

此可知父母的言教、身教與價值觀對子女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Vygotsky 認為兒童會將重要

他人的態度和價值作為建構自己自我與後設認知的基礎』（李美慧，2003）。因此，國內對於父母

教養態度對子女的影響研究有相當多探討，研究主題包含『父母管教方式與子女生活適應的關係』

（施玉鵬，2001）；『與子女學業成就關係』（張怡雯，2000）『與子女自我概念、人格特質、歸因

及價值信念的關係（羅佳芬，2001）；『與子女行為的關係』（陳詩寧，1997）等。父母教養態度

常被分為『民主型、權威型、放任型與溺愛型等四種』（林佳蓉、林佳勳，2007），本研究針對四

種教養態度的內容整理如表一內容。 

表一：教養態度的分類 

民主型 權威型 放任型 溺愛型 

l 父母平時以身作

則，對子女的要

求與價值觀有一

致的標準。 

l 父母與子女站在

平等的地位。 

l 對問題採柔性溝

通，讓子女表達

自己看法，仍需

讓子女知道父母

的底線。 

l 尊重子女，子女

較有自信。 

l 父母屬於專制的方

式教養子女，認為

子女應扮演絕對服

從的角色。 

l 對問題採激烈的強

迫接受方式，子女

不知父母的底線。 

l 長期處於緊張的親

子關係，形成子女

畏首畏尾，不敢大

膽嘗試，難以發展

自己潛能。 

l 父母過度專注於

自己的工作、興

趣活動或是無責

任感的父母。 

l 子女所作所為不

聞不問，行為偏

差不做導正。 

l 以讓子女獨立做

為自己放任、不

關心的藉口。 

l 子女易發展為冷

漠、我行我素的

個性。 

l 父母過度保護子女

成長，或是一昧的

滿足子女需求。 

l 子女不懂得珍惜自

己擁有的資源，易

養成浪費的習慣。 

l 父母給予子女過度

的關愛，滿足子女

需求，讓子女覺得

理所當然，使子女

沒有感恩的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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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控制能力 

 

自我控制能力簡單的說是指不顧長期後果，喜歡採用捷徑的力量，亦即避免從事「眼前

獲益低於長期後果」行為的控制力。『造成個人低自我控制的主因為個人從小缺乏適當社會化

與父母管教，所以家庭的養育順練與學校的教育，是形塑個體成為社會人的最主要媒介』（黃

怡萍，2007）。 

 

自我控制能力低者會有立即想滿足當下的慾望或快樂的特徵，也就是選擇了即時的享

受，而不是為心中真正想要的東西去努力忍耐，老是只圖眼前小利，而不會將眼光放遠，這

就是不會「延遲享樂」的人，但這些所謂眼前的甜頭，往往都不會是長久的。反之，自我控

制能力高者就會將自己所想到的各種能夠轉移自己注意力的方式全部實行，雖然痛苦，但努

力過後，成功的機會和收穫卻都是加倍的，這就是會「延遲享樂」的人。如果能抗拒誘惑、

專注在長途的收穫上，對我們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們雖然沒辦法控制別人，也不能控制大多

數事情的發生。但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而我們的行為會對其他人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上述指出，影響自我控制因素並非只限於家庭，也關係到學校，家庭與學校合作對於個

體自我控制的養成有很大的影響，外在的因素不會直接影響一個人的偏差行為，而是會透過

自我控制的因素間接的影響到。個體在成長中與父母親的接觸是最密切的，父母的管教方式、

對待子女的態度，都將影響一個人的內心，對行為上的決定影響很大，所以家庭方面的影響

因素遠超過學校的影響因素。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是想了解父母管教態度對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之探討，本研究針對 40位高中

學生，男女生各 20名進行問卷調查。 

 

父母教養態度

民主

30%

權威

10%

溺愛

60%

放任

0%

       

溺愛教養方式與家中排行

老大

25%

中間兒

33%

老么

25%

獨生子女

17%

 
     圖（一）父母教養態度       圖（二）溺愛教養方式與家中排行 

 
由圖（一）發現，青少年自認父母教養方式多採溺愛型為主，共佔了 60％，而民主型佔

了 30％、權威型佔了 10％。因為現在的青少年父母都很少讓子女做家事或對子女有太多的
要求，只要子女快樂成長就好，也很容易滿足子女在生活上的需求，因此近六成的青少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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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父母的教養方式是溺愛型的。再者，本研究進一步了解，在溺愛型教養態度中發現，由圖

（二）發現，以中間兒佔 33％最多，25％是老大、25％老么、最後 17％是獨生子女。然而，
通常一般人都認為獨生子女與老么是最受寵愛比較會偏向溺愛型，但是調查結果不是如此，

反而是中間兒的比例佔比較多，是因為中間兒不像老大一樣背負著父母許多的期望在身上，

且中間兒通常夾在老大和老么中比較懂得看父母的臉色，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自我控制

能力也比較好，因此得到了父母的寵愛也變多，因此溺愛型教養態度中間兒也最多。 

 

自認自我控制力良好與否

好

80%

不好

20%

     

教養方式與自我控制好者

民主

28%

權威

9%

溺愛

63%

放任

0%

 
圖（三）自認自我控制力良好與否       圖（四）教養方式與自我控制能好者 

 
由圖（三）和圖（四）可知，現在有 80％的青少年認為自我控制能力是好的，但仍有 20

％的青少年認為自我控制能力不是很好。而自認自我控制力好者溺愛型的教養方式佔了 63％

最多，民主型佔了 28％、權威型 9％、則放任型怎為極少數。通常一般人會認為溺愛型的孩

子由於父母的寵愛所以自我控制能力不會很好，但是結果發現是因為自我控制能力良好懂得

自律，所以父母會加以寵愛自我控制能力好的子女。因此，自我控制能力良好者會得到父母

較多的信任與寵愛，所以青少年為了想得到父母較多的信任與寵愛所以自我控制能力也提升

而得到寵愛，所以認為父母的教養態度多偏向溺愛型教養態度。 

 

性別與自我控制良好的關係

男生

50%

女生

50%

 
圖（五）性別與自我控制良好的關係 

 

由圖五可知，自認自我控制能力好的青少年，男女生的比例各佔 50%，所以自我控制能

力好與性別沒有很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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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本研究發現，現在青少年自我感覺良好，近八成青少年自認自我控制能力佳，且男女生

並沒有差異性存在，再者，自認自我控制良好的青少年在家排行為中間子女，且父母教養態

度多為溺愛型的。進一步探究原因，在實際生活中，父母對青少年的教養態度很少是完全採

用單一的民主、權威、溺愛或放任的教養方式，多半是重複型的，再者本研究對象為私立高

職部升學班的學生，因此，父母較尊重青少年的職業志向選擇，物質上也較易獲得滿足，因

此會認為父母的教養態度比較偏向溺愛型。 
 

通常一般人會認為溺愛型的孩子由於父母的寵愛所以自我控制能力不會很好，但是研究

結果發現，因為自我控制能力良好的青少年懂得自律，所以父母會加以寵愛自我控制能力好

的子女。因此，自我控制能力良好者會得到父母較多的信任與寵愛，所以青少年為了想得到

父母較多的信任與寵愛所以自我控制能力也提升而得到寵愛。因此，我可了解青少年自我控

制良好與父母教養態度有正相關，但非因果關係，若未來研究者想進一步探究其因果關係，

可進行相關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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