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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衝突是人際互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
親子衝突在本研究中被廣義定義為雙方中
的任一方因為對方的存在而有任何需求滿
足受挫，或是期望落空的「狀態」。這種
狀態可以出於單方的想像或認定，不一定
有事實基礎，也不一定會被任何一方察覺
－－被察覺的親子衝突則稱為「衝突知
覺」。研究者從個人的觀察指出，親子關
係中，「角色」對於親方行為的影響大於
子方，親子衝突在父母的主觀世界中，比
較容易以角色壓力（親職壓力）而非親子
衝突的形式被察覺，而在子女的主觀世界
中則比較容易以衝突知覺呈現。由於子方
的衝突感受通常比較明顯，本研究從子方
的觀點，以高中職學生為對象，探討親子
衝突的演變過程。首先作了一個較廣泛的
抽樣調查，分析青少年與父母的親子衝突
有哪些常見的內涵及模式，作為第二階段
研究的基礎。第二階段研究則從第一階段
的受訪者中徵求志願者，進行了三次的後
續訪查，探討衝突的演變過程。在1400名
接受第一階段調查的受訪者中，大約有250
位完成了三次後續追蹤調查。企圖回答的
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 測量工具有沒有可接受的信效度品
質，能不能清楚地展現各種不同的
親子關係內涵？ 

2. 青少年所察覺的親子衝突中，以哪
些方面為主？察覺親子衝突有沒有
「門檻」現象？有哪些常見的親子

衝突模式？ 
3. 除了研究者已經考慮到的影響因素
外，還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可能會影
響親子衝突的演變？如何影響？ 

4. 不同的親子衝突模式，各有怎樣的
演變過程？ 

 研究結果顯示親子衝突知覺的明朗
化，確實有相當的高的門檻，其間籠統的
親子關係指標（知心感和負向情感）是相
當好的門檻指標：在親子關係中知心感
低、負向情感高，而且衝突互動的程度也
到達某種臨界點的情況下，親子衝突才比
較傾向於維持或升高。此外，青少年的孝
道信念以及對自我主張價值觀的重視也是
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前者對親子衝突有
緩衝的效果，而後者則和親子衝突有微小
但顯著的正相關。 

 本研究進行得不算順利，延遲了一年
才完成。最主要的困難有二：一則是測量
工具對親子關係的變化不夠敏銳（穩定性
偏高），另一項問題可能和親子衝突的門
檻現象有關，那就是大多數受訪者的親子
衝突知覺其實都不明顯，因此要能在自陳
式的量化指標上分析衝突的演變，只有衝
突程度接近明朗化或已經明朗化的個案才

是有效的樣本，本研究所追蹤的將近 300
位受訪者中，大約只有數十人符合這個標
準，因此很難再作更進一步的量化統計分
析。如果測量工具不變，未來要用同樣方
式做研究，勢必要加大樣本。此外，如果
測量工具無法更敏銳，則短時期親子衝突
演變歷程的捕捉也會相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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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親子衝突、衝突知覺、衝突模式、
角色期待、親子關係、青少年 
 
Abstract 
 

Parent-child conflict is defined as a state 
wherein the need satisfaction or expectations of 
either side are frustrated.  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conflict’ and ‘perceived 
conflict’ is critical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asserts that parental behaviors depend more on 
their perceived ’roles,' and hence parent-child 
conflic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perceived 
as ’parental stress‘ rather than ’perceived 
conflict.'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d on the 
changing processes of the perceived conflict in 
adolescent childre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study 
was a survey that is aimed to display 
frequent-seem parent-child conflicts in terms of 
their content and pattern as well.  The second 
part included follow-up interview and repeated 
measures of perceived parent-child conflict for 
three times.  Specifical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Does the instrument show acceptab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2) What conflict patterns is 
common for the target population? (3) How the 
conflict patterns change over time? (4) What 
variables are important in moderating the 
transition or duration models of conflict? 

About 300 adolescents in high schools 
finished the survey as well as the follow up 
investigation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high 
threshold exists for parent-child conflicts to be 
obviously perceived or reported.  Two global 
measure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feeling of 
being understood and negative emotion toward 
parents, are good indicators of the threshold.  
The perceived conflicts will maintain in the same 
level or go higher only when the relationship has 
passed through the threshold, they tend to go 
down otherwise.  Belief of filial piety held by 
adolescents is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moderator during the changing processes of the 
perceived conflicts. 

Two major problems have been interfering 
during this study.  The first one, the 
measurement of perceived parent-child conflicts 
may be not sensitive enough for detecting the 
change in 3 or 4 months.  The other, most of 
the subjects do not perceive strong parent-child 
conflict.  Consequently,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analyze the change across the time.  Better 
measuring tools or/and larger sample will be in 
need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 parent-child conflict, perceived 

conflict, conflict pattern, role 
expecta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dolescent 

 
二、緣由與目的 
 
研究者對這個研究主題產生興趣，起

因於觀察到一些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複
雜情結，它們通常都有相當悠久的歷史。
有些人因此努力設法逃離親子互動，有些
人則很無奈地在「想改善卻似乎無計可施」
的關係中掙扎。「為什麼親子衝突會演變
到難以化解的地步」、「為什麼那麼難以
化解」可以說是研究者一系列研究問題的
源頭。人際衝突在本研究中被定義為互動
中任一方的需求滿足因為對方的存在而受
挫，或是期望落空的「狀態」。所謂期望
落空包括對方讓自己失望、自己讓對方失
望或是以為自己讓對方失望。這些狀態未
必會引發明顯的衝突行為或衝突知覺，因
此這種定義方式所包含的現象比一般人定
義的要來得寬廣（較詳細的說明參見研究
計畫中的文獻探討，本文從略）。 
許多親子關係的文獻指出親子關係在

青少年階段常有明顯的改變，衝突增多是

其中之一（參見 Paikoff & Brooks-Gunn，1991
之文獻探討），西方文獻中的這項發現和
一般人的經驗相當一致。衝突增加雖然有
時是關係改善的契機，但也常常使人際關
係的惡化一瀉千里、不可收拾，這使得許
多青少年的父母嚴陣以待，惟恐錯過了改
善的機會。有點令人惋惜的是，親子衝突

的主觀經驗經常是不對稱的— — 親方所察
覺的衝突經常比子方所覺察的要來得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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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Krohn, Stern, Thornberry & Jang, 1992; 
Smetana, 1989）。研究者認為這種現象產生
的原因之一，是文化賦予親方與子方不同
的角色。對父母而言，他們容易從角色的
觀點來體驗親子互動。基於對親職的認
定，他們忙著扮演保護、監督、評價甚至
雕塑子女的角色，使他們容易忽略人際互
動行為所產生的衝突知覺，加上他們容易
把對子女未來的期望大量投注在互動過程
中，更增加衝突的可能性。但他們往往不
稱它們為「衝突」，而視之為「親職壓力」。
對子女而言，父母的過度期望、失職、不
當管教以及其他的不當行為都可能成為衝
突的來源，這些卻都可能被理解為「衝
突」。另一方面，文化環境又常常規範他
們不能輕易表達對父母的不滿或不悅，甚
至於不能輕易感到不滿或不悅。於是親子
互動行為或互動情境是否被子女嗅出衝突
的味道，本身也是衝突演變歷程中的一個
重要指標。在研究者與青少年的父母們接
觸經驗中，經常發現他們覺得孩子變得叛
逆是件很突然的事。他們之所以會覺得原
來乖巧聽話的孩子突然變了，很可能是因
為很多明顯的衝突其實經過相當長時間的
醞釀，而父母所察覺的衝突往往只是悠長
的親子關係變化的「冰山一角」。所以，
對於親子衝突究竟如何演變這個議題，也
許從子女這一方比較容易得到較多的資
料。 
無論是否將衝突狀態理解為衝突，或

進而發生明顯的衝突行為，如果處理不
當，很多衝突狀態不會自行消失，反而會
累積下來。這些處理不當（包括不予處理）
的衝突經驗，很可能演變為親子之間反覆
發生的循環性衝突。當然，相似的衝突形
式會反覆發生，常有家庭結構和環境條件
的因素涉入。葉光輝曾經用家庭系統中的
「優勢支配力量」的概念來分析循環性衝
突現象，企圖呈現家庭衝突一再發生的動
態歷程。他指出家庭中各種互動的系統力
量中，往往有一個和其他動力皆有關，而
且會引發一連串骨牌效應的因素，它很可
能是化解許多循環性家庭衝突的關鍵。此
外，某些暫時解決衝突的模式又往往會強
化不當的系統力量。例如一個具有僵化升
學主義觀念的父親在家庭系統中，由於其

他結構因素的配合，可以成為家中衝突不

斷的主要原因（葉光輝，1999）。 
除了反覆循環之外，親子之間也可能

在一次又一次的相似衝突發生時，逐漸累
積爆發明顯衝突的能量。就研究者看來，
親子衝突到了青春期會變得明顯，也有可
能並不是因為青春期的重大身心變化，而
是因為許多親子間的衝突剛好到這個時候
累積到了臨界點。換言之，衝突知覺或衝
突行為常常要等到關係惡化到一定的程度
才明顯起來。例如有些負向親子關係知覺
的分配偏態非常明顯，多數人的負向知覺
集中在很低的程度，而這些負向知覺和正

向關係知覺有明顯的非線性關係— — 它們
的關聯常在比較惡劣的親子關係中才比較

明顯，研究者稱這種現象為「門檻」現象1（註

一）*。衝突狀態的累積要到怎樣的程度才會
明朗化？有哪些因素會影響這種變化的過
程或方向？化解的契機在哪裡？父母或子
女如何調整自己的行為或期待，以因應或
解除逐漸累積的衝突所造成的關係張力？
哪些因素會阻礙衝突狀態的解除？專業助
人者介入的關鍵在哪裡？這些都是研究者
關心的問題。 
要解答上述問題當然不是一蹴可及的

事，研究親子衝突一直有個難題需要面
對，那就是主、客觀的定位。首先，親子
關係的變化經常缺乏外顯的客觀行為，我
們很難用客觀標準來定義或測量它們。其
次，雖然子女可能對親子衝突有較深的體
會，但是子女也只能描繪他們已經察覺到
的衝突。對於親子關係的變化過程，則可
能更需要較長時間的沈澱，才能在「暮然
回首」時，有一番個人的觀照。換言之，
在不同時間、不同情境，人們也許會報告
出不同的親子關係狀態，但他們卻很可能
說不出變化的原因或過程，甚至於察覺不
到其間的變化。因此，研究親子衝突的演
變歷程，既不能放棄個體的主觀觀點，也
不能完全依賴個人的體察。 
基於上述想法，研究者發展了一個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註一：研究者在 1997年「親子關係的測量」研究中

注意到這個趨勢，但尚未正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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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關係知覺量表（註二）* ，希望能找到適
當的指標來描繪親子關係及親子衝突的主
觀知覺，作為進一步研究親子衝突演變歷
程的工具。選擇主觀知覺作為親子關係的
指標，最主要是因為研究者認為它們是親
子互動歷程中相當穩定的中間產物（過程
中不穩定的中間產物是極難捕捉的）。研
究者期望它們能反映相當微妙的情感關
係，使我們在對照受測者在不同時空情境
下的親子關係知覺時，可以發現親子關係
的變化。這個量表已經發展了兩年，初步
的效度研究結果顯示它大致具備了一個有
效測量工具的雛形，但研究者也發現它在
測量親子間較負面的關係知覺上比較欠缺

描繪能力（羅國英，1997），正朝著加強
測量衝突知覺上努力。正在執行的這個研
究是利用橫斷面的調查，探討哪些指標適
合用來描述親子衝突，並發現各種親子衝
突的變貌，希望能歸納出數種類型的衝突
模式。本研究則是希望利用該研究所發展
的量表，進一步探討量化方法對於描繪親
子衝突演變歷程的可能性。所謂衝突模
式，是多種成分的綜合組型。由於研究者
對衝突採取廣義的定義，衝突模式的組型
成分包括正面親子關係、角色信念以及衝
突知覺，稍後將有較詳細的說明。 
近來雖然量化方法常在國內受到各種

批評，但研究者仍然相信它的價值，也相
信動態的、非線性的歷程未必不能用量化
的指標來呈現。要用量化方法顯現親子衝
突的演變歷程，有幾個關鍵性議題值得考
慮。首先是衝突性質的分類：研究者相信
不同性質的親子衝突自有不同的演變軌
跡，而即使性質相似，也可能有多種不同
的演變模式，這是在進行量化分析時必須
考慮的變數。第二個重要關鍵在於量化資
料取得的時機：許多量化研究基於方便或
成本考慮，採用橫斷面的調查，喪失掉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註二：該研究為國科會贊助的研究，名稱為「青少

年家庭中的親職壓力與親子衝突」，依據研

究者對親子衝突的概念架構，尋求穩定而容

易測量的親子關係描繪指標，並探討它們與

若干相關變數間的關聯方式及程度。 

 

間的線索，自然在推論上產生很大的限
制，但這不應該是「量化」方法的罪過。
最後一個關鍵性思考是數學模式的選擇：
如果將量化方法侷限在常見的線性統計模
式中，自然很可能使得量化工具的描繪與
解析功能大受限制。事實上已經有許多學
者開始嚐試著使用各種非線性的數學模式

來模擬家庭中的各種動態歷程，例如 Cook
等人(1995)提出了一種所謂的「質性動態數
學模式」來模擬婚姻互動過程，便充分運

用了量化資料。另外，Markov models常用
來檢測類別變數在不同時空情境下的延續
或轉變的趨向，有時也會用來分析類別變
數的轉變速度是否會隨著不同的時空條件

而改變。研究者認為運用Markov model來
分析親子衝突模式的持續或改變，也是值

得嘗試的方法（有關 Markov models 的介
紹，可參見 Plewis, 1985）。 
綜合上述考慮，本研究採用 panel study

的方式，在不同時間進行多次的測量，運
用時間序列資料來補足橫斷面資料無法推
論動態變化方向的缺失。此外，由於量化
方法的最大弱點在於研究者的概念體系會
限制研究所能發現的現象，因此本研究也
將對部份受訪者進行個別的深入訪談，以
便對量化研究方法的盲點作適度的補充。
總之，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對衝突
性質適度歸類，有充足的相關資訊」的條
件下，嘗試用研究者發展出來的量化指標
來描繪各種親子衝突模式，以及各種不同
衝突模式的演變過程，並與質化的訪談資
料作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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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研究原本希望以大學生為對象，主要

是考慮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較好，以及「親
子關係的體察需要時間來沈澱」這兩個理
由，但後來因為大學生已是青少年晚期甚
至成人，最後決定用高中生作為研究對
象，假設他們已經有不錯的表達能力以及
對親子關係的省察。研究者先作一個廣泛
的調查，再對部份樣本進行多次的後續訪
查。先進行廣泛調查的主要目的有二：一
則是先進一步檢查量表的品質，二則是藉
此發現大學生群體中常見的親子衝突內涵
及模式，作為進一步分析演變歷程的基礎
資訊。本研究企圖回答的具體研究問題共
有四項，請參見下一頁研究問題與方法的
摘要表。 

 
研究設計    本研究利用前後大約一

年的期間，對同一群高中職或專科生（年

齡 15~18歲），進行了四次問卷調查，並
對其中 30位同學作了補充性的當面訪問。
第一次問卷調查被稱為基礎調查，其目的
一方面是建立一些基本資料，同時尋求願
意繼續接受郵寄問卷調查的受訪者。結果

在回收的 1400份基礎調查問卷中，約有
720位受訪者表示願意接受後續的郵寄問
卷調查。之後每隔約四個月對這些志願受
訪者進行一次郵寄問卷，共進行三次。雖
然已經徵得同意，但郵寄問卷的回收率仍
然不算理想，每一次的回收率都不到四
成，而且逐次遞減，還好遞減的情況還不
算嚴重。第一次（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

月）回收約 350份；第二次（民國九十年
二月）回收 304份；第三次（民國九十年
六月∼七月）回收 284份。我們發現願意
接受後續調查的同學，平均而言有比較好
的親子關係，所幸差異並不算太大，估計
這種樣本上的選擇性不致於造成太多推論
上的偏差。其他特徵則沒有顯著的差異。
女生的問卷回覆率較高，最後有效回收的

問卷，男女生比例大約是 10：17，好在我
們發現兩性在本研究中有關價值觀、親子
關係及人際衝突因應上的差別都不算太
大。 

測量工具    本研究採用了研究者之
前所發展的多種親子關係的測量工具，另

外也參考黃�莉的人際和諧與衝突模式的
敘述，發展成評估量表，由受訪者評估親
子關係與各種模式敘述的符合度（七點尺
度）。本研究依據因素分析及各種基本統
計特性，從親子關係的測量中計算了五種
親子關係指標，分別是： 
1.知心感，代表青少年能從父母那裡，得到
正面的支持、理解、樂於分享生活經驗等

感受的程度；2. 負向情緒，代表青少年會
對父母產生焦慮、不安、生氣或無奈等負

面情緒的程度；3. 親子衝突知覺，代表青
少年對十種常見的父母管教行為，明顯表

現不悅或反抗的程度；4.自主感（缺乏），
代表青少年在親子互動中，感受到限制束

縛，不能自己作主的程度；5. 對教養行為
的抱怨，代表青少年對於自己父母的不當
教養或教養過當的描述的符合度評定。以
上四項指標階層在過去的研究中使用過，
也做過信效度的檢查，這一次再度運用，
各方面的測量特性相當一致，不再贅述。 
上述親子指標中的前四項都曾在第一

次的後續問卷中再測，但分析結果發現多
數受訪者的親子衝突並不明顯，並不容易
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推論親子衝突的轉變歷
程，因此在後兩次的後續訪查中，調查的
重點較偏向親子衝突歷程的主觀描述，以
及企圖發現影響親子衝突互動的相關因
素，如價值觀及孝道信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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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及方法摘要表：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資料分析方法  

 1. 測量工具有沒有可接受的信效度品質，能不能清

楚地展現各種不同的親子關係內涵？ 

調查法 

(階段一) 

因素分析及各種關

聯統計方法 

 

 2. 青少年所察覺的親子衝突中，以哪些方面為主？

察覺親子衝突有沒有「門檻」現象？有哪些常見

的親子衝突模式？ 

(同上) 描述性統計：次數

分配、相關等 

聚落分析 

 

 3. 除了研究者已經考慮到的影響因素外，還有哪些

重要的因素可能會影響親子衝突的演變？如何影

響？ 

後續深度訪談 

(階段二) 

內容分析  

 4. 各種親子衝突模式，各有怎樣的演變過程？ 
(1) 前一時段的親子關係知覺（含衝突知覺）如何
影響下一時段的關係知覺？這種關聯會不會因
為衝突模式的不同而有差異？對相同樣本而
言，這種關聯在不同時段會不會不同？ 

(2) 各種衝突模式的穩定度如何？最容易往什麼方
改變？「時間」扮演什麼角色？ 

(3) 家庭壓力事件以及親子互動頻率等變數會不
會影響衝突模式的演變？影響的方式如何？ 

後續多次訪查 

(階段二) 

 

徑路分析及徑路模

式比較 

Markov model 

對數線性模式 

其他各種數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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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進行得不算順利，一部份原因

是測量親子關係的測量工具對於關係的變
遷似乎不夠敏銳，研究者將預計階段二的
部分訪談工作提前，仍然無法找到更敏感
的量化工具。另外，前後四次的調查本身
便需要至少一整年的時間，因此整個研究

計畫的完成延遲了一年。大體而言，多數
研究問題可以得到一些結論，但細部的分
析尚待繼續完成。由於親子有明顯衝突的
比例偏低，使得模式變遷的量化分析相當
困難，有些結論還需要進一步擴大調查規
模才能檢驗。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用列
表的方式呈現本研究的初步研究結果。 

 
 

研究問題 初步研究結果或結論 

1. 測量工具有沒有可接受
的信效度品質，能不能
清楚地展現各種不同的
親子關係內涵？ 

(1) 幾個親子關係向度的測量（羅國英，1999）都有相當
一致的量表特性 

(2) 再測一致性方面，知心感的再測相關最高，為 .73，
衝突知覺與負向情緒的再測相關則較低，分別為 .62 
及 .63 

(3) 上述幾個親子關係或衝突指標代表相當穩定的親子
關係知覺，對於衝突關係的變遷也許會不夠敏感 

2. 青少年所察覺的親子衝
突中，以哪些方面為
主？察覺親子衝突有沒
有「門檻」現象？有哪
些常見的親子衝突模
式？ 

(1) 有接近三成的受訪者表示在三個月內不曾和父親或
母親發生任何不愉快 

(2) 有關教養不當或過當的抱怨，對父親而言，最常見的
是「主觀強、不聽子女意見」以及「霸道」和「小題
大作」三項，分別有23%、19%及16%的受訪者覺得「相
當符合」或「很符合」他們的父親 

(3) 對母親而言，抱怨最多的是「小題大作」及「遷怒」，
比例分別是30%及17% 

(4) 頻率最高的教養行為未必引發最多的親子緊張或衝
突。最容易引發親子關係緊張的是子女對父母的態度
不夠尊重，其次則是子女交友的問題 

(5) 親子衝突的惡化有相當高的「門檻現象」：在親子情
感疏離、衝突明顯到某一程度之後，親子衝突的狀況
才會變得難以減低或化解，這種情況在全部受訪者
中，大約僅占5%以下 

(6) 青少年對父親與對母親的常見衝突互動模式也有一
些差異：對父親而言，比較多的子女會採取區隔、疏
離或隱抑的方式來面對緊張或衝突關係；對母親而
言，則有相當多的子女（約四分之一）會發展出類似
親密朋友的關係來，比較負面的衝突互動模式則相對
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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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初步研究結果或結論 

3. 除了研究者已經考慮到
的影響因素外，還有哪

些重要的因素可能會影

響親子衝突的演變？如

何影響？ 

(1) 量化資料顯示，自我主張或自我肯定的價值觀和孝道
信念都是重要的影響親子衝突互動的因素。強調自我

主張或自我肯定的青少年，傾向於有較負面的親子關

係及較明顯的親子衝突。孝道信念則相反，而且孝道

信念具有緩衝青少年在親子關係中自主感不足，因而

產生親子衝突的緩衝作用。 

(2) 從訪談資料來看，青少年對於衝突意義的理解，對於
親子角色的取替能力，以及對於父母行為的解釋方式

（歸因）都會是親子衝突發展的重要關鍵性變數。影

響方向和一般人的常識一致，並沒有什麼特殊發現。 

4. 各種親子衝突模式，各
有怎樣的演變過程？ 

(1) 前一時段的親子關係
知覺（含衝突知覺）

如何影響下一時段的

關係知覺？這種關聯

會不會因為衝突模式

的不同而有差異？對

相同樣本而言，這種

關聯在不同時段會不

會不同？ 

(2) 各種衝突模式的穩定
度如何？最容易往什

麼方向改變？「時間」

扮演什麼角色？ 

(3) 家庭壓力事件以及
親子互動頻率等變

數會不會影響衝突

模式的演變？影響

的方式如何？ 

(1) 親子衝突容易向衝突較不明顯的方向發展，相當高比
例的受訪者和父母的關係屬於「親和型和諧」，這是

很穩定的親子互動模式。 

(2) 由於衝突明顯的案例在本研究中偏向少數，在統計上
很難分析衝突模式的演變趨勢（很難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以下結論都只能算是一些暫時現象的敘述，

仍須進一步檢驗： 
時間通常是有利於親子衝突的緩和的−−「和模式和
諧」是所有親子互動形式中最容易有變化的形式，多

數這一類的親子關係會走向「親和型和諧」或包含「親

和型和諧」的其他混合型；「緊張親密型親子關係」

經常搭配「和模式和諧」，這種類型的親子衝突關係

容易演變成「緊張親密型」與「親和型和諧」的搭配； 
「負向情緒」高或「知心感」低都可能使得親子衝突

的明顯程度容易維持甚至升高，顯示這兩個關係指標

是相當好的「門檻指標」；「疏離型和諧」和「隱抑

型和諧」相對也比較穩定（不易改變，85%以上的受
訪者在四個月內維持在同一類別），但後者的親子衝

突知覺和負向情緒通常偏高，更容易成為有高度親子

衝突且衝突不易化解的案例。 

(3) 由於在第二次後續調查時已經發現量化統計的不夠
敏感，考慮到家庭壓力事件並不是會大量出現的問

題，將會更難在統計上得到具體結論，因此決定不做

這方面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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