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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研究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族群認同與自

尊。本章共分為六節，將針對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

工具、實施程序、資料處理與分析、研究限制作介紹。茲分節說明如

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不同個人背景變項的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在族群

認同與自尊之情形，及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是否與自尊存在

相關性，依據研究設計與相關文獻，建構出以下研究架構圖。 

一、自變項 

(一)個人背景資料：因研究對象設定為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因此在個 

人背景資料上，自變項包括性別、年級、母親原國籍、家庭社經 

地位及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 

1.性別：男生與女生兩個變項。 

2.年級：九年一貫教育之七年級、八年級及九年級。 

3.家庭社經地位：依黃毅志(2008)發展之社經地位表，將其職業依序 

    分九種 (A.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理人員；B.專業 

    人員；C.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D.事務工作人員；E.服務工作 

    人員及售貨員；F.農、林、漁、牧工作人員；G.技術工及有關工 

    作人員；H.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I.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 

4.母親原國籍：包括印尼、越南、泰國、菲律賓、柬埔寨、馬來西亞 

    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5.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分為「人數多」及「人數少」兩大類。 

    將外籍配偶子女在各學校人數超過 70人設為人數多的學校(東港

國中、新園國中、林邊國中、萬丹國中、枋寮國中、恆春國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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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於 15 人的學校設為人數少的學校（佳冬國中、竹田國中、至正

國中、新埤國中、滿州國中、來義中學、獅子國中、陸興國中、美和

國中）。 
 

二、依變項 

 (一)族群認同：個人對某族群團體的歸屬感覺，以及由此族群身分 

     所產生的想法、知覺、感情和行為，以及個人對團體模式的習 

     得。包含族群歸屬感、族群身分自我認定、族群態度及族群行 

     為四個面向。 

 

 (二)自尊：受試者整合重要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將評價產生的感受。 

     包含家庭自尊、身體自尊、學業自尊及社會自尊四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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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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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據相關文獻，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會因「個人背景因素」之 

    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1-1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會因「性別」之不同而有顯著 

    差異存在。 

1-2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會因「年級」之不同而有顯著 

    差異存在。 

1-3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會因「家庭社經地位」之不同 

    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1-4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會因「母親原國籍」之不同而 

    有顯著差異存在。 

1-5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會因「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 

    人數」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假設二、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自尊」會因「個人背景因素」之不同 

    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2-1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自尊」會因「性別」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存在。 

2-2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自尊」會因「年級」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存在。 

2-3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自尊」會因「家庭社經地位」之不同而有 

    顯著差異存在。 

2-4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自尊」會因「母親原國籍」之不同而有顯 

    著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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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自尊」會因「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 

    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假設三、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及「自尊」有顯著相關性 

    存在。 

3-1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及「自尊」有顯著正相關性存 

    在。 

 

假設四、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個人背景因素」能有效解釋其「族群 

    認同」、「自尊」，且「族群認同」能有效解釋「自尊」。 

4-1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個人背景因素」對「族群認同」具顯著解 

    釋力。 

4-2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個人背景因素」對「自尊」具顯著解釋力。 

4-3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族群認同」對「自尊」具顯著解釋力。 

4-4 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個人背景因素」、「族群認同」對「自尊」 

    具顯著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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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母群及研究對象基本條件 

    本研究的母群體，以屏東縣九十八學年度國民中學七、八、九年

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根據屏東縣政府教育局學務管理課（2009）統計

資料顯示，屏東縣 98 學年度 41 所(含高中附屬之國中)學校中，其中

無外籍配偶子女就讀之學校有 3 所，其他 38 所學校均有外籍配偶子

女就讀(如附錄一所示)，統計全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人數為 1,298

人。  

    在研究對象基本條件上，除了必須是 98 學年度，就讀於屏東縣

公私立國中的學生之外，還必須加上母親原國籍為越南、印尼、泰國、

菲律賓、柬埔寨、馬來西亞及其他東南亞等國家，才是本研究需求之

對象。 

 

二、預試樣本及抽樣方法  

    預試樣本採便利取樣法，抽取屏東縣公立內埔國中、公立高樹國

中及公立萬巒國中之外籍配偶子女進行預試，總共 94 份，回收率為

66％。根據所得資料進行量表之信度檢定，並作正式施測量表之修訂。 

 

三、正式樣本及抽樣方法  

    本研究係以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母群體

總數為 1,298 人(屏東縣政府教育局學務管理課，2009)。根據 Krejcie 

and Morgan(1970)建議之樣本推估方法，當母群達 1,200 人時，則抽

取樣本數在 291 人已足夠，但考慮統計方法對樣本數之要求、問卷

回收率及廢卷等因素，擬擴大本研究樣本人數至 6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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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立意取樣方式進行調查。由於考量屏東縣國民中學的

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分配不均之因素，此外，研究者經比較學校外籍

配偶子女數比率與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兩種個人背景後認

為，使用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作為本研究個人背景最適合，

其原因為各校總人數懸殊過大，以比率相同之學校來說，之間外籍

配偶子女人數可能差距會過大，例如東港國中與竹田國中(詳見附錄

七)。 

      因此，本研究以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人數來選擇抽樣之學校，

針對人數較多(70 人以上)及人數較少(15 人以下)之學校以普查方式

進行調查。本研究先將人數從多至少作為排名順序，之後各別從人

數較多往下及較少往上開始選取學校至足夠樣本數為止。因此，本

研究扣除外籍配偶人數為零之學校後，抽取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前六

名以及後九名之國民中學進行普查，並且分成「人數多」及「人數

少」兩個類別。前五名分別為東港國中 148 人、新園國中 102 人、

林邊國中 93 人、萬丹國中 86 人、枋寮高中附屬國中 76 人及恆春國

中 72 人(如表 3-3-1)；後九名分別為佳冬國中 14 人、竹田國中 13

人、至正國中 12 人、新埤國中 10 人、滿州國中 7 人、來義國中 3

人、獅子國中 2 人、陸興國中 1 人、美和國中 1 人(如表 3-3-2)。 

本研究共發放 640 份問卷，總計取得正式樣本 552 份，有效樣

本 527 份，回收率 86%，其有效率達 95%。各校回收有效問卷情形

見表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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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1  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人數前六名 (70 人以上) 

學校 人數 

東港國中 148 

新園國中 102 

林邊國中 93 

萬丹國中 86 

枋寮高中附屬國中 76 

恆春國中 72 

合計 577 

 

表 3-3-2  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人數後九名 (15 人以下) 

學校 人數 

佳冬國中 14 

竹田國中 13 

至正國中 12 

新埤國中 10 

滿州國中 7 

來義中學 3 

獅子國中 2 

私立陸興高中附屬國中 1 

私立美和高中附屬國中 1 

合計 63 

 

 

 



47 
 

表 3-3-3  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問卷回收狀況表  

學校 總人數 有效樣本

 640 527 

1.就讀學校外籍配偶人數多者(70 人以上) 577 468 

 東港國中 148 119 

 新園國中 102 91 

 林邊國中 93 86 

 萬丹國中 86 79 

 枋寮高中附屬國中 76 66 

 恆春國中 72 25 

2.就讀學校外籍配偶人數少者(15 人以下) 63 59 

 佳冬國中 14 14 

 竹田國中 13 11 

 至正國中 12 12 

 新埤國中 10 10 

 滿州國中 7 7 

 來義中學 3 3 

 獅子國中 2 2 

 私立陸興高中附屬國中 1 0 

 私立美和高中附屬國中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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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分為三個部分：「個人背景資料表」、「族群

認同量表」及「自尊量表」。茲說明如下： 

 

一、 量表初稿介紹 

   本研究依據文獻、量表之構念，蒐集相關測量工具，決定之量表

初稿(如附錄二所示)簡述如下。 

   「個人背景資料表」採自編方式，分成性別、年級、家庭社經地

位、母親原國籍及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 

   「族群認同量表」引用龔元鳳(2007)所編製的族群認同量表，適

用於外籍配偶子女，內容分成族群歸屬感、族群身分自我認定、族群

態度及族群行為四個向度。 

「自尊量表」為自編量表。主要參考吳天堂（2005）之「自 

尊量表」以及林杏足(2003)「青少年自尊量表」為問卷基礎及依據，

選擇適合題目並修改詞句編製而成，分作家庭、身體、學業及社會四

個構面。 

 

二、 專家內容效度檢驗 

    初步問卷於預試前，為使量表內容更能測出外籍配偶子女之問

題，故於量表初稿完成後，函請相關領域專家共三名(表 3-4-1)，進行

專家意見調查，請其針對初稿內容進行審閱並提供意見，以作為研究

修正量表初稿內容之重要依據。再經由統計分析及歸納個專家意見

後，與指導教授進行討論，形成本研究之預試問卷(如附錄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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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內容效度評定之專家名單(按筆畫順序排列) 

姓名 職稱 單位 

柯澍馨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所 

郭妙雪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 

潘恩伶 助理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系

 

三、 研究工具之發展過程 

   於 2010 年 2 月初進行預試，以屏東縣公立內埔國中、公立高樹國

中及公立萬巒國中，總共 94 名外籍配偶國中學生為對象。預試後，

進行信度分析，依據統計分析之結果改進缺失，修訂為本研究之正式

問卷(如附錄四所示)。 

 

四、問卷發展情形 

(一)個人背景資料表 

   為瞭解受試者之背景，本問卷個人背景因素調查表包括：  

1.性別：男生與女生兩個變項。 

2.年級：九年一貫教育之七年級、八年級及九年級。 

3.家庭社經地位：以家庭社經地位指數來評斷。 

    家庭社經地位指數方面是根據黃毅志(2008)之「改良版台灣地區

新職業社經地位量表」，以職業作為各階層的單一指標，並分成五等

社經地位(五為高社經地位；四為中高社經地位；三為中社經地位；

二為中低社經地位；一為低社經地位)，等級數值愈高即社經地位愈

高，反之則愈低，如表 3-4-2。而此社經地位指數並非完整，必須將(新

職業社經地位量表-55)×3，所得出之指數才為真正社經地位指數，後

可將指數進行統計。 



表 3-4-2  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量表 

職業項目 社經地位 五等 
社經地位

A.民意代表、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理人員 
  雇主與總經理 83.3 五 
  主管、校長、民意代表 81.4 五 
B.專業人員 
  大專教師與研究人員 87.9 五 
  中小學(學前特教)教師 81.1 五 
  醫師、法律專業人員(屬高層專業人員) 86.0 五 
  語文、文物管理、藝術、娛樂、宗教專業人員(屬
  藝文專業人員) 

80.0 五 

  藥師、護士、助產士、護理師(屬醫療專業人員) 79.1 五 
  會計師及商學專業人員 85.1 五 
  工程師 83.2 五 
C.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助教、研究助理、補習班、訓練班教師(屬教育

  學術半專業人員) 
78.4 四 

  法律、行政半專業助理 80.1 四 
  社工員、輔導員、宗教半專業人員 74.5 四 
  藝術、娛樂半專業人員 78.1 四 
  醫療、農業生物技術員、運動半專業人員(屬生

  物醫療半專業人員) 
77.5 四 

  會計、計算半專業助理 78.8 四 
  商業半專業服務人員 77.2 四 
  工程、航空、航海技術員 80.1 四 
  辦公室監督 81.9 四 
D.事務工作人員 
  辦公室事務性工作 76.5 三 
  顧客服務事務性工作、旅運服務生 74.3 三 
  會計事務 76.0 三 
  出納事務 76.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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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表)

 



續表 3-4-2  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量表 

資料來源：黃毅志（2008）。如何精確測量職業地位？「改良版台灣地區新職業

聲望與社經地位量表」之建構。台東大學教育學報，19（1），151～

160。 

職業項目 社經地位 五等 
社經地位

E.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餐飲服務生、家事管理員 66.8 二 
  廚師 68.9 二 
  理容整潔、個人照顧 73.1 二 
  保安工作 76.9 二 
  商店售貨 71.8 二 
  固定攤販與市場售貨 67.3 二 
F.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農林牧工作人員 66.0 一 
  漁民 65.9 一 
G.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營建採礦技術工 72.0 二 
  金屬機械技術工 74.2 二 
  其他技術工 71.1 二 
H.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車輛駕駛及移運、農機操作半技術工 70.7 二 
  工業操作半技術工 70.8 二 
  組裝半技術工 69.4 二 
I.非技術工及體力工 
  工友、小妹 66.1 一 
  看管 71.0 一 
  售貨小販 65.7 一 
  清潔工 64.5 一 
  生產體力非技術工 64.6 一 
  搬送技術工 69.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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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親原國籍：印尼、越南、泰國、菲律賓、柬埔寨、馬來西亞及 

               其他。 

(五)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分為「人數多」及「人數少」兩類。 

    將外籍配偶子女在各學校人數超過 70人設為人數多的學校(東港

國中、新園國中、林邊國中、萬丹國中、枋寮國中)，以及少於 15 人

的學校設為人數少的學校（佳冬國中、竹田國中、至正國中、新埤國

中、滿州國中、來義中學、獅子國中、陸興國中、美和國中）。 

(二)、族群認同量表  

    本量表係採用龔元鳳（2007）所編製之「新移民女性子女族群認

同態度量表」，以檢測外籍配偶子女的族群認同。龔元鳳（2007）之

「新移民女性子女族群認同態度量表」原是參考黃森泉(2000)、凌平

(2001)、卓石能(2002)、賴慶安(2002)、莊家欣(2006)等所編之族群認

同調查問卷，自行改編而成。 

    本研究將族群認同量表分為兩部分，各別以層面與以題目內容進

行分析： 

1.族群認同量表(依層面): 

    此量表將族群認同分為四個層面，共計 36題，茲分別敘述如下(詳

見表 3-4-3)： 

(1) 族群歸屬感(第 1~8 題，共計 8 題)：用以了解受試者對父母雙族群 

之語言、風俗、文化、慶典等內在主觀之心理感受。 

(2) 族群身分自我認定(第 9~19 題，共計 11 題)：係就受試者是否能認 

同於承繼自父母雙方的族群身分、正確辦認父母所屬族群、了解

父母族群的標記。 

(3) 族群態度(第 20~26 題，共計 7 題)：係以受試者對於父母雙方整 

體族群之人、地、語言的好惡傾向作為評估指標。 



(4) 族群行為(第 27~36 題，共計 10 題)：係就受試者是否參與父母雙

族之社會文化習俗方面進行了解。 

 

表 3-4-3 族群認同量表之分量表題目內容 

(續下表) 

分量表 題目 
1.我願意學習母親家鄉的語言、音樂、舞蹈與文化。 
2.我希望在學校的鄉土語言課中，能夠學到母親家鄉的語言。

3.在公共場合中，如果遇到會說母親家鄉語言的人，而我也

會說這種語言，我會用母親家鄉的語言與他交談。 
4.如果有機會，我願意參加母親家鄉的慶典及民俗活動。 
5.我願意宣傳並發揚母親家鄉的文化。 
6.當母親跟我講家鄉話時，我感到討厭。 
7.我喜歡聽老師說台灣各地的風俗民情與神話傳說。 

族 
群 
歸 
屬 
感 

8.我會把母親家鄉的景物、節慶或風俗民情，說給同學或朋

友聽。 
9. 聽到有人談論母親的家鄉時，我會注意聽他們在說些什 
麼。 
10.如果有人讚美母親的家鄉，我會感到非常高興。 
11.當別人問起母親來自哪一個國家時，我會告訴他，而不會

覺得說不出口。 
12.我知道母親家鄉吃食物的方式、口味等，與台灣有些不同。

13.我知道母親國家的文字和台灣的文字不同。 
14.我知道屏東縣的節慶或民俗活動（例如：東港王船祭、墾

丁風鈴祭…等）。 
15.我喜歡參加社區舉辦的活動。 
16.我知道母親家鄉的節慶或民俗活動和台灣有些不同。 
17.我能在世界地圖上指出媽媽的國家在哪裡。 
18.我知道母親家鄉的傳統服飾和台灣不一樣。 

 
族 
群 
身 
份 
自 
我 
認 
定 

19.當學校有大陸或東南亞各國的相關表演活動時，我願意穿

上母親家鄉的傳統服飾，進行表演。 

 

53 
 



續表 3-4-3 族群認同量表之分量表題目內容 

 

分量表 題目 
20.長大後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願意和母親家鄉的人結婚。 
21.我希望能到母親的家鄉玩。 
22.我希望母親能教我說她家鄉的話。 
23.我喜歡爸爸的親人、朋友。 
24.我喜歡和從各地來的小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玩遊戲。 
25.我願意認識母親也是來自大陸或東南亞國家的小朋友。 

族 
群 
態 
度 

 

26.我喜歡上學校的鄉土語言課。 
27.我認為政府對於母親來自大陸或東南亞國家的人或家

庭，應該保障他們的生活及權利。 
28.我喜歡與母親談論母親家鄉的景物、節慶或風俗民情。 
29.我喜歡吃母親家鄉口味的食物。 
30.我喜歡吃屏東小吃。 
31.我喜歡聽或唱國語(或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 歌曲。 
32.我喜歡聽或唱母親家鄉的歌曲。 
33.在家裡我會和母親用她的家鄉話聊天。 
34.在各國的文字中，我能辨認出屬於母親國家的文字。 
35.我的朋友中，有些人的母親也是來自大陸或東南亞國家。

族 
群 
行 
為 

 
 
 
 
 
 

36.如果長大後有能力，我願意為母親來自大陸或東南亞國家

的孩子或家庭，爭取在社會上公平生存的權益。 

 

2.預試與正式信效度分析 

   族群認同原量表信度為.8919。本研究預試經信度分析，全量表內

部一致性 α係數為.911，各分構面之 Cronbach α值介.796~.746 之間；

正式問卷經信度分析，全量表內部一致性 α係數為.918，各分構面之

Cronbach α值介.791~.724 之間(見表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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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族群認同量表預試與正式信度 

分量表 題數 
預試 

Cronbach α 
正式 

Cronbach α
整體  .911 .918 

族群歸屬感 1,2,3,4,5,6,7,8 .796 .724 

族群身份自我

認定 
9,10,11,12,13,14,15,16,17,18,19 .746 .791 

族群態度 20,21,22,23,24,25,26 .750 .744 

族群行為 27,28,29,30,31,32,33,34,35,36 .767 .791 

 

3.族群認同量表(依題目內容): 

    另外，此量表依題目內容，將其各自分作父母雙族族群認同，茲

分別敘述如下(見表 3-4-5)： 

(1)對父親的族群認同：係就受試者對於父親方面之台灣當地語言、 

   文化、風俗、飲食等等辨識及認同。 

(1)對母親原國家的族群認同：係就受試者對於母親原國家方面之當 

   地語言、文化、風俗、飲食等等辨識及認同。 

 

表 3-4-5  父母雙族族群認同題目 

(續下表) 

族別 題目 
1.我願意學習母親家鄉的語言、音樂、舞蹈與文化。 
2.我希望在學校的鄉土語言課中，能夠學到母親家鄉的語言。

3.在公共場合中，如果遇到會說母親家鄉語言的人，而我也會

說這種語言，我會用母親家鄉的語言與他交談。 
4.如果有機會，我願意參加母親家鄉的慶典及民俗活動。 
5.我願意宣傳並發揚母親家鄉的文化。 
6.當母親跟我講家鄉話時，我感到討厭。 

母 
親 

8.我會把母親家鄉的景物、節慶或風俗民情，說給同學或朋友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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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4-5  父母雙族族群認同題目 

(續下表) 

族別 題目 
9. 聽到有人談論母親的家鄉時，我會注意聽他們 
在說些什麼。 
10.如果有人讚美母親的家鄉，我會感到非常高興。 
11.當別人問起母親來自哪一個國家時，我會告訴他，而不會覺

得說不出口。 
12.我知道母親家鄉吃食物的方式、口味等，與台灣有些不同。

13.我知道母親國家的文字和台灣的文字不同。 
16.我知道母親家鄉的節慶或民俗活動和台灣有些不同。 
17.我能在世界地圖上指出媽媽的國家在哪裡。 
18.我知道母親家鄉的傳統服飾和台灣不一樣。 
19.當學校有大陸或東南亞各國的相關表演活動時，我願意穿上

母親家鄉的傳統服飾，進行表演。 
20.長大後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願意和母親家鄉的人結婚。 
21.我希望能到母親的家鄉玩。 
22.我希望母親能教我說她家鄉的話。 
25.我願意認識母親也是來自大陸或東南亞國家的小朋友。 
28.我喜歡與母親談論母親家鄉的景物、節慶或風俗民情。 
29.我喜歡吃母親家鄉口味的食物。 
32.我喜歡聽或唱母親家鄉的歌曲。 
33.在家裡我會和母親用她的家鄉話聊天。 
34.在各國的文字中，我能辨認出屬於母親國家的文字。 

母 
親 

35.我的朋友中，有些人的母親也是來自大陸或東南亞國家。 
14.我知道屏東縣的節慶或民俗活動（例如：東港王船祭、墾丁

風鈴祭…等）。 
15.我喜歡參加社區舉辦的活動。 
23.我喜歡爸爸的親人、朋友。 
26.我喜歡上學校的鄉土語言課。 
30.我喜歡吃屏東小吃。 

父 
親 

31.我喜歡聽或唱國語(或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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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4-5  父母雙族族群認同題目 

 

族別 題目 
7.我喜歡聽老師說台灣各地的風俗民情與神話傳說。 
24.我喜歡和從各地來的小朋友一起聊天、一起 
玩遊戲。 
27.我認為政府對於母親來自大陸或東南亞國家的人或家庭，應

該保障他們的生活及權利。 

父母 
雙方 

36.如果長大後有能力，我願意為母親來自大陸或東南亞國家的

孩子或家庭，爭取在社會上公平生存的權益。 

4.預試與正式信效度分析 

   父母雙族族群認同原量表信度為. 8919。本研究預試經信度分析，

全量表內部一致性 α 係數為 .911，各分構面之 Cronbach α 值

介.728~.900 之間；正式問卷經信度分析，全量表內部一致性 α 係數

為.918，各分構面之 Cronbach α值介.796~.913 之間(見表 3-4-5)。 

 

表 3-4-6  父母雙族族群認同量表預試與正式信度 

分量表 題數 
預試 

Cronbach α 
正式 

Cronbach α
整體 .911 .918 

對父親之族群

認同 
7, 14,15, 23,24, 26,27, 30,31, 36 .782 .796 

對母親原國家

之族群認同 

1,2,3,4,5,6,7,8,9,10, 

11,12,13,16,17,18,19,20, 

21,22,25,27,28,29, 

32,33,34,35,36 

.900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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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分方式 

    本量表採李克特(Likert)四點式計分方式，依照「完全符合」、「大

部分符合」、「大部分不符合」、「完全不符合」之順序，除第 6 題反向

題，給予 1、2、3、4 分計算之外；其餘為正向題，分別給予 4、3、

2、1 分計算。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試者之「族群認同」程度越高；

得分越低者，即表示受試者「族群認同」程度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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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尊量表  

1.量表來源與介紹 

本研究「自尊量表」主要參考吳天堂（2005）之「自尊量表」以 

及林杏足(2003)「青少年自尊量表」改編而成。經過專家修正及預試

後，本研究將量表建構成「家庭自尊」、「身體自尊」、「學業自尊」及

「社會自尊」，共四個層面，計 29 題，茲分別敘述如下： 

(1) 家庭自尊(第 1~6 題，共計 6 題)：指個人對自己在做為家庭成員 

及家人關係上的評價和感受。 

(2) 身體自尊(第 7~13 題，共計 7 題)：指個人對自己在身體意象、外 

  表及體能上的評價和感受。 

(3) 學業自尊(第 14~20 題，共計 7 題)：指個人對自己在課業認知上 

  及工作表現上的評價和感受。 

(4) 社會自尊(第 21~26 題，共計 6 題)：指個人對自己在社交互動同 

  儕關係上的評價和感受。 

    

2.預試與正式信效度分析 

(1) 效度：本量表效度分析採專家內容效度分析(見附錄二)。 

(2) 信度：預試經信度分析，全量表內部一致性 α係數為.8852，各分 

   構面之 Cronbach α值介.562~.838 之間。刪去第 2 題(我不知道要 

   怎麼做才能使家人明白我心中的想法或意見)、第 15 題(我對自己 

   在青春期的生理發展與變化感到厭煩)及第 28 題(我沒有辦法處理 

   人際相處的問題)後，全量表內部一致性 α係數為.891，各分構面 

   之 Cronbach α值介.8312~.6995 之間。正式信度內部一致性 α係 

   為.904，各分構面之 Cronbach α值介.687~.896 之間(見表 3-4-4)。 

 

 



表 3-4-7  自尊量表預試與正式信度 

 

分量表 
原預試 
題數 

預試 
Cronbach α

刪題後題數 
刪題後 

Cronbach 
α 

正式 
Cronbach 

α 
整體 1~29 .8852 1~26 .891 .904 

家庭自尊 1~7 .728 1~6 (刪原 2) .7954 .852 

身體自尊 8~15 .562 7~13(刪原 15) .6995 .687 

學業自尊 16~22 .838 14~20  .838 .782 

社會自尊 23~29 .785 21~26 (刪原 28) .8312 .896 

 

 

 (三)計分方式 

    本量表採李克特(Likert)五點式計分方式，依「非常同意」、「同

意」、 「部份同意部分不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之順序，

正向題分別給予 5、4、3、2、1 分計算外，其餘反向題(第 10 及 18

題)給予反向計分。得分越高者，即表示受試者之「自尊」程度越高；

反之則「自尊」程度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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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可分為以下步驟： 

一、準備階段 

    研究者自 2007 年 10 月開始，廣泛蒐集及閱讀有關新移民女性子

女之相關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論研究相關議題後，確定方向朝新移

民女性子女之族群認同與自尊的方向進行。在 2008 年 4 月，確定研

究主題與架構後，開始著手撰寫。 

二、研究工具的蒐集 

    根據整理的文獻資料，找尋與本研究之架構、內容與對象相符合

之研究工具。於 2009 年 4 月，確定使用龔元鳳(2007)之「新移民女

性子女族群認同態度量表」，2010 年 1 月取得授權。自尊量表為自編

式量表，於 2010 年 2 月進行專家效度，並於同年 3 月進行預試。 

三、研究對象的選取 

    以立意取樣法，以屏東縣外籍配偶國中子女為對象。學校選擇方

面，由於考量國民中學中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分配不均的因素，因此本

研究以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人數來選擇抽樣之學校，針對人數較多

(70 人以上)及人數較少(15 人以下)之學校以普查方式進行調查。本研

究擬先將人數從多至少作為排名順序，之後各別從人數較多往下及較

少往上開始選取學校至足夠樣本數為止。 

四、問卷調查的實施 

(一)行政協調及聯繫： 

    於預試和正式施測前，將先以電話與施測學校取的聯繫，並確定

問卷發放日期、問卷份數及施測注意事項。 

 

 



(二)預試施測： 

    本研究於 2010 年 1 月進行問卷預試，發放 94 份問卷。施測過程

由研究者親自前往施測，並且透過學校輔導室老師協助找到研究對象

進行施測。 

(三)正式施測： 

本研究於 2010 年 3 月初，進行問卷施測，共發放 640 份問卷。

施測過程由研究者親自前往施測，並且透過學校輔導室老師協助找到

研究對象進行施測。 

五、資料處理與分析 

    問卷全數回收後，進行問卷整理、校對及剔除廢卷之工作，並將

有效問卷輸入電腦，進行編碼工作，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12.0 for 

Windows 進行資料統計與分析。 

六、撰寫論文 

  根據統計資料，將結果進行討論與分析，之後撰寫研究結果及建議。 

七、研究進度規劃 

 
2007    2008                 2009                 2010  

10.11.12.1.2.3.4.5.6.7.8.9.10.11.12.1.2.3.4.5.6.7.8.9.10.11.12.1.2.3.4.5.6.7

決定研究方向  
資料蒐集與文獻

撰寫 
 

研究架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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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預口試  
預試  
研究對象的確定

與聯繫 
 

問卷調查實施  
資料處理與分析  
撰寫論文  
口試  

圖 3-5-1 研究進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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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擬採用 SPSS 12.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資料之

統計與分析，統計方法如下，詳見表 3-6-1： 

一、信度分析 

     預試施測後以 Cronbach α考驗問卷中各量表的信度，並考驗內

容的一致性。 

二、次數分配、百分比、平均數、標準差 

    本研究以次數分配、百分比、平均數、標準差，瞭解外籍配偶國

中子女之「個人背景變項」、「族群認同」與「自尊」。 

三、單一樣本 t 檢定 

    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考驗「族群認同」與「自尊」是否與理論 

中點有顯著差異，並考驗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對台灣族群認同與母親原 

國家族群認同是否與理論中點有顯著差異。 

三、相依樣本 t 檢定 

    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對父親的族群認同

與對母親原國家族群認同是否有顯著差異。 

三、獨立樣本 t 檢定 

    以獨立樣本 t 檢定考驗外籍配偶國中子女不同「個人背景變項」 

中的「性別」及「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在「族群認同」與「自 

尊」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四、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使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外籍配偶國中子女「個人背景變項」 

中的「年級」、「家庭社經地位」及「母親原國籍」在「族群認同」 

與「自尊」上是否存在顯著差異。 

 



五、雪費事後比較 

    當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達.05，顯示為有顯著差異時，則採雪

費事後考驗進行各組事後比較。根據吳明隆(2009)表示，若變異數分

析整體考驗的 F 值達到顯著，則進一步以雪費法進行事後比較。但由

於此雪費法為事後比較方法中最嚴格的方法，因此，若發生整體的 F

值達到顯著，但事後組間比較均不顯著時，可改用其他事後比較方

法。故本研究若有上述情形時，則改用 LSD 法作為事後比較方法。 

六、皮爾森積差相關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係數來檢驗族群認同與自尊之間的相關程度。 

七、多元迴歸 

    以多元迴歸並以強迫進入法，分析考驗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個

人背景因素」是否能有效解釋其「族群認同」、「自尊」，且「族群認

同」是否能有效解釋「自尊」。為了進行多元迴歸分析，茲將「性別」、

「母親原國籍」及「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等類別變項轉換成

虛擬變項編碼方式。 

表 3-6-1 本研究統計考驗方法一覽表 

研究問題 測量水平 研究工具 資料分析方式 
樣本特質：外籍配

偶國中子女「個人

背景因素」為何? 
(1)性別 
(2)年級 
(3)家庭社經地位 
(4)母親原國籍 
(5)就讀學校外籍配 
  偶子女人數 

 
 
 
類別變項 
類別、連續變項

類別、連續變項

類別變項 
類別變項 

個人背景

調查表 
次數分配 
百分比 
平均數 
標準差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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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3-6-1  本研究統計考驗方法一覽表 

研究問題 測量水平 研究工具 資料分析方式 
問題一：外籍配偶國

中子女之「族群認

同」現況及其對父親

族群認同與母親原

國家族群認同之差

異為何? 
 

連續變項 族群認同

量表 
次數分配 
百分比 
平均數 
標準差 
單一樣本 t 檢定

相依樣本 t 檢定

問題二：屏東縣外籍

配偶國中子女之「自

尊」為何? 

連續變項 自尊量表 次數分配 
百分比 
平均數 
標準差 
單一樣本 t 檢定

問題三：屏東縣外籍

配偶國中子女「個人

背景因素」對其「族

群認同」之差異性為

何? 

自變項： 
類別變項 
類別變項 
依變項： 
連續變項 

個人背景

調查表 
 
族群認同

量表 

獨立樣本 t 檢定

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 
雪費事後檢定 

問題四：屏東縣外籍

配偶國中子女「個人

背景因素」對其「自

尊」之差異性為何? 

自變項： 
類別變項 
依變項： 
連續變項 

個人背景

調查表 
 
自尊量表 

獨立樣本 t 檢定

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 
雪費事後檢定 

問題五：屏東縣外籍

配偶國中子女「族群

認同」與「自尊」之

相關性為何? 

連續變項 族群認同

量表 
 
自尊量表 

皮爾森積差相

關 

問題六：屏東縣外籍

配偶國中子女「個人

背景因素」是否能有

效解釋其「族群認

同」? 

自變項： 
虛擬變項 
連續變項 
依變項： 
連續變項 

個人背景

調查表 
 
 
族群認同

量表 

線性多元迴歸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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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3-6-1  本研究統計考驗方法一覽表 

研究問題 測量水平 研究工具 資料分析方式 
問題七：屏東縣外籍

配偶國中子女「個人

背景因素」是否能有

效解釋其「自尊」? 

自變項： 
虛擬變項 
連續變項 
依變項： 
連續變項 

個人背景

調查表 
 
 
自尊量表 

線性多元迴歸 

問題八：屏東縣外籍

配偶國中子女「族群

認同」是否能有效解

釋其「自尊」? 

連續變項連續

變項 
族群認同

量表 
自尊量表 

線性多元迴歸 

問題九：屏東縣外籍

配偶國中子女「個人

背景因素」、「族群認

同」是否能有效解釋

其「自尊」? 

自變項： 
虛擬變項 
連續變項 
依變項： 
連續變項 

個人背景

調查表 
 
 
族群認同

量表 
自尊量表 

多元迴歸 

 

表 3-6-2 虛擬變項調整方式 

預測變項 調整方式 調整結果 

性別 虛擬變項 男生(1) 
對照組：女生(0) 

年級 轉換成 
連續變項 

七年級(7) 
八年級(8) 
九年級(9) 

母親原國籍 虛擬變項 

印尼(1,0) 
菲律賓(1,0) 
對照組：越南、泰國、柬埔寨、馬來

西亞及其他(0) 

就讀學校外籍

配偶子女人數 
虛擬變項 

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多(1) 
對照組：就讀學校外籍配偶子女人數

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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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部分變相樣本數不足 30 人，於是將問卷調查表中之個

人背景變項稍做調整，茲將修改狀況與調整方式說明如下(表 3-6-3)： 

表 3-6-3 個人背景變項調整方式 

變項 原項目 合併結果 

高社經地位 

中高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以上 
家庭社經地位 

中低社經地位 中低社經地位 

低社經地位 
 

無業 
低社經地位與無業 

印尼 印尼 

菲律賓 菲律賓 

越南 

泰國 

柬埔寨 

馬來西亞 

母親原國籍 

其他 

越南、泰國、柬埔寨、馬來西亞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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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及抽樣方面 

    本研究因限於研究者人力、物力與地緣，故研究範圍為屏東縣地

區，因此研究結果僅能代表屏東縣之外籍配偶國中子女，無法推論至

全台灣所有外籍配偶國中子女之狀況。 

二、研究架構方面 

    本研究無法把所有可能影響外籍配偶國中子女族群認同與自尊

的個人背景因素考量在內，其中同儕關係、父母管教方式等因素也可

能是影響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