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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澳門學生家庭關係調查研究報告 

 

第一章  基本情況 

 

一、研究背景 

俗語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家庭環境是青少年成長的第一環境，

在家庭關係的範疇中，親子關係對青少年的成長至關重要。作為家庭關係中最重

要的一種關係，親子關係指在血緣關係與共同生活基礎之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以

撫養、教養、贍養為基本内容的自然關係和社會關係的統一體。親子關係直接影

響著子女的身心健康、態度行為、價值觀念及未來成就。從一個人的嬰兒期開始，

親子關係就在潛移默化地對一個人的基本態度、行為模式和人格結構發生作用。

而青少年時期是一個人從幼稚走向成熟的過渡期，該群體的典型特徵是“強烈的

成人感、逆反心理比較強烈、獨立與依賴心理並存”。青少年階段的親子關係，既

影響深遠，又極易發生危機，引發親子衝突或青少年的問題行爲。因此，青少年期

的親子關係歷來深受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研究領域的重視，而本澳的青少

年親子關係情況不僅是需要持續性關注的社會課題，更對本澳社會的和諧穩定與

青少年的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基於此，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與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曾於 2016 年 7 月開展了

“澳門中學生親子關係調查”，為保持研究的持續性，跟進本澳中學生的家庭關

係發展變化情況，主辦方又於近期開展了是次“澳門學生家庭關係調查”，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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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調查研究，瞭解本澳學生家庭親子關係的現狀，為本澳家庭親子關係的改善、

鞏固和良性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為本澳教育部門、各學校、團體的有關家庭

關係的教育、研究和引導工作提供有效的意見和建議。 

 

二、研究對象 

本次調查於 2019 年 10 月 14 日開始，至 10 月 21 日結束。調查對象為本澳的

中學生。其定義為：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就讀於澳門政府認可的全

日制中學之學生。  

 

三、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資料，共發出問卷 900 份，收回問卷 899 份。

經核實，其中有效問卷為 838 份。調查分別在海星中學、勞工子弟學校（中學部）、

培道中學、澳門坊眾學校、東南學校中學部、培華中學、聖保祿學校、聖羅撒女子

中學中文部、鏡平學校（中學部）、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鄭觀應公立學校等 11

所學校進行。研究人員根據各間學校之回覆制定問卷樣本數配額，然後在各校的

配合下，於校內發放問卷給予學生作不記名的填寫。問卷回收後，研究人員將其

進行審核，再將有效問卷之資料輸入電腦，以 SPSS 統計軟件進行相關分析。  

由於調查方面的限制，本次調研採取的抽樣方法是配額抽樣及便利抽樣的混

合，取樣對研究結果有一定的影響，需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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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數據分析 

 

一、背景資料統計 

受訪者的性別分佈，在全部 838 名有效受訪者中，483 人 ( 57.6% ) 為男生，

355 人 (42.4%) 為女生。受訪者的性別分佈見圖 1： 

 

圖 1：受訪者的性別 

 

男, 57.6%

女, 42.4%

受訪者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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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年級分佈，初一/中一有 190 人 (22.7%)，初二/中二有 158 人 

(18.9%)，初三/中三有 245 人 (29.2%)，高一/中四有 92 人 (11.0%) ，高二/中

五有 137 人 (16.3%) ，高三/中六有 16 人 (1.9%) 。受訪者的年級分佈見圖

2：  

圖 2：受訪者的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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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分析 

受訪者父母的工作情況。在 838 名有效受訪者中，196 人(23.4%)父母雙方都

是白天上班，155 人(18.5%)父母雙方都是輪班工作制，110 人(13.1%)父母中只有

一方上班且是輪班制，94 人(11.2%)父母中只有一方上班且不是輪班制，283 人

(33.8%)父母上班時間彈性或不確定。見圖 3： 

 

圖 3：受訪者父母的工作情況 

 

父母雙方都是白

天上班, 23.4%

父母雙方都是輪

班工作制, 18.5%

父母中只有一方

上班且是輪班制, 

13.1%

父母中只有一方

上班且不是輪班

制, 11.2%

父母上班

時間彈性

或不確定, 

33.8%

受訪者父母的工作情況



6 

受訪者對父母與自己關係的總體評價如何？在 838 名受訪者中，有 224 人 

(26.7% ) 選擇非常好，有 307 人 (36.6% ) 選擇比較好，有 265 人 (31.6% ) 選擇一

般，有 32 人 (3.8% ) 選擇比較差，有 10 人 (1.2% ) 選擇非常差。見圖 4： 

 

圖 4：受訪者對父母與自己關係的總體評價 

 

研究人員對 2019 年和 2016 年受訪者對父母與自己關係的總體評價進行了對

比分析。數據顯示，2019 年受訪者對父母與自己關係的總體評價要稍好於 2016

年的數據。2019 年，選擇“非常好”和“比較好”的受訪者為 63.3%，而 2016 年

是項數據為 59%。詳情可見下表： 

表：2019 年和 2016 年受訪者對父母與自己關係總體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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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吃飯和睡覺外，受訪者和父母每天相處、溝通的時間一般有多久?有 88 人 

( 10.5% ) 選擇幾乎沒有，有 162 人 (19.3% ) 選擇半小時以內，有 161 人 (19.2% ) 

選擇半小時至一小時，有 151 人 (13.7% ) 選擇一至兩小時，有 101 人 (12.1% ) 選

擇二至三小時，有 89 人 (10.6% ) 選擇三至四小時，有 122 人 ( 14.6% ) 選擇四小

時或以上。見圖 5： 

 

圖 5：受訪者除了吃飯和睡覺外，每天和父母相處、溝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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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和父母平時交流最多的三個話題 (多選，選三項 )。有 518 人（61.8%）

選擇“在校學習情況”，有 342 人（40.8%）選擇“生活瑣事、心得體會”，有 336

人（40.1%）選擇“我感興趣的話題”，有 286 人（34.1%）選擇“社交/親友情況”，

有 248 人（29.6%）選擇“社會新聞、評論”，有 220 人（26.3%）選擇“生涯規劃

（目標、理想等）”，有 160 人（19.1%）選擇“各種道德和行為規範、安全教育”，

有 39 人（4.7%）選擇“其他”。見圖 6： 

 

圖 6：受訪者和父母平時交流最多的三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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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平時和父母出現衝突的主要三個方面（多選，選三項）。有 529 人（63.1%）

選擇“學業成績”， 有 525 人（62.6%）選擇“生活習慣”， 有 453 人（54.1%）

選擇“家庭瑣事”， 有 237 人（28.2%）選擇“健康管理”， 有 208 人（24.8%）

選擇“社交行為”，有 176 人（21.0%）選擇“興趣愛好”，有 120 人（14.3%）選

擇“未來規劃”，有 36 人（4.3%）選擇“其他”。見圖 7： 

 

圖 7：受訪者平時和父母出現衝突最多的主要三個方面 

 

 

529

176
208

525

120

237

453

36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受訪者平時和父母出現衝突的主要三個方面

人數



10 

    受訪者和父母發生衝突時通常的解決方式。有 306 人（36.5%）選擇當面傾

談，有 51 人（6.1%）選擇找其他中間人（親人、朋友）幫助溝通，有 18 人

（2.1%）選擇“通過電子郵件、信件、社交軟件等進行溝通”，有 93 人

（11.1%）選擇“父母使用權威強制自己服從”，有 315 人（37.6%）選擇“不去

解決，過去了就好了”，有 28 人（3.3%）選擇“矛盾不可調和，無法解決”，

有 10 人（1.2%）選擇“家庭暴力”，有 17 人（1.2%）選擇“其他”。見圖 8： 

 

圖 8：受訪者和父母發生衝突時通常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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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眼中，父母對受訪者充滿信心，感到滿意嗎？有 155 人 ( 18.5% ) 選

擇“總是”，有 240 人 (28.6% ) 選擇“經常”，有 383 人 (45.7% ) 選擇“偶爾”，

有 60 人 (7.2% ) 選擇“從不”。見圖 9： 

 

圖 9：父母對受訪者充滿信心，感到滿意嗎？ 

受訪者和父母有衝突的次數多嗎？有 44 人 (5.3% ) 選擇“總是”，有 177 人 

(21.1% ) 選擇“經常”，有 581 人 (69.3% ) 選擇“偶爾”，有 36 人 (4.3 % ) 選擇

“從不”。見圖 10： 

 

圖 10：受訪者和父母有衝突的次數多嗎？ 

總是, 18.5%

經常, 28.6%偶爾, 45.7%

從不, 7.2%

父母對受訪者充滿信心，感到滿意嗎

總是, 5.3%

經常, 21.1%

偶爾, 69.3%

從不, 4.3%

受訪者和父母有衝突的次數多嗎

總是

經常

偶爾

從不



12 

受訪者和父母會互相交流，傾訴快樂或苦惱嗎？有 78 人 (9.3% ) 選擇“總

是”，有 146 人 (17.4% ) 選擇“經常”，有 396 人 (47.3% ) 選擇“偶爾”，有 218

人 (26.0 % ) 選擇“從不”。見圖 11： 

 

      圖 11：受訪者和父母會互相交流，傾訴快樂或苦惱嗎？ 

受訪者遇到挫折時，父母能為其提供有效的安慰和引導嗎？有 124 人 (14.8% ) 

選擇“總是”，有 190 人 (22.7% ) 選擇“經常”，有 362 人 (43.2% ) 選擇“偶

爾”，有 162 人 (19.3 % ) 選擇“從不”。見圖 12： 

 

    圖 12：受訪者遇到挫折時，父母能提供有效的安慰和幫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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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和父母常有肢體接觸（如摸頭、拍肩、擁抱等）嗎？有 75 人 (8.9% ) 

選擇“總是”，有 155 人 (18.5% ) 選擇“經常”，有 419 人 (50.0% ) 選擇“偶

爾”，有 189 人 ( 22.6% ) 選擇“從不”。見圖 13： 

 

圖 13：受訪者和父母常有肢體接觸嗎？ 

受訪者最近一年會與父母一起外出（如買菜、逛街、看電影等）嗎？有 117 人 

(14.0% ) 選擇“總是”，有 202 人 (24.1% ) 選擇“經常”，有 437 人 (52.1% ) 選

擇“偶爾”，有 82 人 (9.8 % ) 選擇“從不”。見圖 14： 

 

圖 14：受訪者最近一年與父母一起外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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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學習方面給受訪者較大的壓力嗎？有 110 人 (13.1% ) 選擇“總是”，

有 158 人 (18.9% ) 選擇“經常”，有 353 人 (42.1% ) 選擇“偶爾”，有 217 人 

( 25.9% ) 選擇“從不”。見圖 15： 

 

圖 15：父母在學習方面給受訪者較大的壓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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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 選擇“經常”，有 414 人 (49.4% ) 選擇“偶爾”，有 86 人 ( 10.3% ) 選

擇“從不”。見圖 16： 

 

圖 16：平時受訪者會主動關心父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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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自己與父親目前關係的評分情况（由 1-10 分，1 分是專制，越高分

代表越放任）。详情可见图 17。受訪者對自己與父親目前關係評分的平均值为 5.7

分。 

 

圖 17：受訪者對自己與父親目前關係的評分 

 

受訪者對自己與母親目前關係的評分情况（由 1-10 分，1 分是專制，越高分

代表越放任）。详情可见图 18。受訪者對自己與母親目前關係評分的平均值为 5.6

分。 

 

圖 18：受訪者對自己與母親目前關係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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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理想中自己與父親關係應該為何（由 1-10 分，1 分是專制，越高分代

表越放任）。详情可见图 19。受訪者理想中自己與父親的關係平均值为 6.4 分。 

 

圖 19：受訪者理想中自己與父親關係應該為何 

 

受訪者理想中自己與母親關係應該為何（由 1-10 分，1 分是專制，越高分代

表越放任）。详情可见图 20。受訪者理想中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平均值为 6.4 分。 

 

圖 20：受訪者理想中自己與母親關係應該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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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總結 

 

根據以上數據分析，研究人員總結出以下幾項主要的研究發現： 

 1、本澳中學生對父母與自己關係的總體評價較好。 

調查顯示，近六成半的受訪者認爲父母與自己關係“非常好”或“比較好”，

較 2016 年的數據（近六成）又有所提高。約三分之一受訪者認爲父母與自己關係

“一般”，僅有 5%的受訪者表示“比較差”或“非常差”。 

2、過半本澳中學生每天與父母相處和溝通的時間較爲充足，但仍有部分家

庭親子時間不足。至少三分之一的本澳中學生表示其父母中至少一方從事輪班制

工作。 

半數以上受訪者每天與父母相處和溝通的時間超過一小時，近四成受訪者每

天與父母相處和溝通的時間在一小時以内，約一成受訪者幾乎與父母沒有溝通和

交流。 

近四成受訪者表示“總是”或“經常”會與父母一起外出（如買菜、逛街、看

電影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選擇“偶爾”，約一成的受訪者選擇“從不”。 

3、本澳中學生和父母平時交流最多的三個話題依次是在校學習情況、生活瑣

事/心得體會、中學生本人感興趣的話題。 

選擇“在校學習情況”的受訪者超過六成，選擇“生活瑣事/心得體會”、

“我感興趣的話題”的各超過四成，選擇“社交/親友情況”、“社會新聞/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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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目標、理想）”的也分別在三成上下。 

4、總體而言，本澳中學生與父母發生矛盾的頻率不高；本澳中學生平時和父

母出現衝突最多的主要三個方面依次是學業成績、生活習慣和家庭瑣事。本澳中

學生和父母發生衝突時，選擇最多的通常解決方式是“不去解決，過去了就好了”

和“當面傾談”。 

問及受訪者和父母發生衝突的頻率時，近四分之三受訪者表示“偶爾”或

“從不”與父母發生矛盾；表示“經常”或“總是”與父母發生矛盾的受訪者約

佔四分之一。 

問及受訪者平時和父母出現衝突最多的主要三個方面時，選擇“學業成績”

和“生活習慣”的受訪者均超過六成，選擇“生活瑣事”的受訪者超過五成。此

外，選擇“健康管理”、“社交行為”、“興趣愛好”的受訪者也均在二成到三

成之間。 

問及受訪者和父母發生衝突時通常的解決方式，選擇“不去解決，過去了就

好了”和“當面傾談”的受訪者分別超過三分之一，一成受訪者選擇了“父母使

用權威強制自己服從”。 

5、總體而言，在本澳中學生眼中，父母對中學生子女的滿意度和信心度不佳。 

超五成受訪者表示父母對受訪者“偶爾”或“從不”充滿信心並感到滿意。

選擇“總是”或“經常”的受訪者不到五成。 

6、本澳中學生與父母真誠溝通、傾訴交流以及獲得父母有效安慰和引導、肢

體接觸（如摸頭、拍肩、擁抱等）的總體程度和頻次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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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七成半的受訪者“偶爾”或“從不”與父母互相交流，傾訴快樂或苦惱；

在遇到挫折時，超過六成的受訪者“偶爾”或“從不”能從父母處得到有效的安

慰和引導；超過七成受訪者“偶爾”或“從不”與父母有肢體接觸（如摸頭、拍

肩、擁抱等）。 

7、總體而言，本澳中學生主動關心父母的情況有待提高。 

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者“偶爾”或“從不”主動關心父母；四成受訪者表

示“經常”或“總是”關心父母。 

8、總體而言，本澳中學生來自父母的學習壓力較小。 

近七成受訪者表示其父母“很少”或“從不”在學習方面給予受訪者較大壓

力，表示“總是”或“經常”的受訪者共佔三成。 

9、總體而言，本澳中學生對自己與父母的目前關係評價處於專制和放任的中

間值，而理想關係則是放任稍多於專制。 

研究人員考察了受訪者分別對自己與父、母目前關係的評分情况以及理想關

係的評分情況，設定打分區間為 1-10 分，1 分是專制，越高分代表越放任。結果

顯示，受訪者對自己與父、母目前關係的評分分別為 5.7 和 5.6，基本位於專制和

放任的中間值；而受訪者對自己與父、母理想關係的評分均為 6.4 分，希望父母對

自己放任稍多於專制。 



20 

 

第四章 建議 

 

為此，研究人員提出以下建議： 

（一）父母方面 

1、本澳中學生父母應努力構建和諧的家庭關係和良好的親子關係。 

和諧的家庭關係和良好的親子關係不僅僅是關係著家庭當前的幸福，更是影

響子女未來、家庭未來的關鍵要素；良好的親子關係不僅關係著一個家庭的可持

續發展，更推動著青少年其他社會關係、人生格局的建立和發展。因此，本澳中學

生父母營造和諧的家庭環境和良好的親子關係對子女成長非常重要。同時父母也

應積極應對現代資訊的挑戰，順應時代的潮流，勇於接受新知識新思想，為穩定

婚姻關係、創造和諧家庭氛圍和良好的親子關係奠定基礎。在子女出現困惑或犯

錯時給予正確的引導，減少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與子女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減少代溝，增強親子溝通。 

2、本澳中學生父母應轉變傳統權威家長姿態，增進親子溝通，建立亦師亦友

的親子關係。 

在傳統的家庭關係中，父母往往處於權威姿態，以管教方式處理親子關係。

反而會增強青少年子女的逆反心理，給子女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壓力，加劇親子

關係的緊張。因此無論是日常生活、家務勞動、消費、隱私方面，還是在交友、學

業、教養態度和教養方式等方面，家長都應當轉變傳統的家長制觀念，努力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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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建立亦師亦友的親子關係，真誠傾聽、耐心包容。父母對子女應既是保護者，又

是知心朋友，即使在發生衝突時也能和諧妥善地化解矛盾；既尊重子女的主動性

和獨立性，同時又要對子女施以必要的教育和指導，充滿關心和愛護；給予子女

發展興趣和愛好的自由，經常與子女交流對事物的看法；常常對子女表示信任，

適時以擁抱和拍肩等肢體接觸鼓勵子女，即使子女在失敗時也要給予孩子熱情的

鼓勵。父母與子女平等相處應是以理解、尊重、鼓勵為教育前提的。在這樣的家庭

氛圍中，青少年更容易發揮自身的潛能，形成具有創新意識、活潑開朗的人格。 

3、本澳中學生家長應善於發現子女的閃光點，懂得尊重子女獨立人格和意願。 

父母要尊重孩子，尊重子女的行為表現，尊重子女的個性差異。每個孩子都

有自身獨特的氣質、天賦和潛能，父母必須善於發現和認同自己的子女，信任他

們，使他們充滿認同感和自信心；用同理心去傾聽、觀察他們的需求，感受他們的

感覺，並作出適當的回應。當子女能感受到父母的尊重、認可與平和，良好的親子

關係便水到渠成。 

4、本澳中學生家長應確保與子女有足夠的溝通交流時間，並注重溝通質量；

增加父母與子女在生活中的互動。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結果表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的多少決定了人們之間關係

的密切程度。本澳不少中學生家長的工作是輪班制，這就要求家長留意安排足夠

有效的親子溝通時間。本澳父母也應該多安排與子女的互動，可以一起旅行、逛

街、看球賽等，發展相同興趣愛好。通過溝通多了解子女的思想和情感，父母以真

誠回應，從而形成子女對父母的信任和良性交流。當子女有什麼想法或困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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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時想到父母，和諧的親子關係就形成了。 

5、可以採用角色互換的方法，加深父母與子女的相互理解和關心。 

由於親子角色的固定性和界限分明的特征，親子交往時往往站在各自的立場

上看待問題，這樣極易造成親子的意見分歧和信任危機，父母無法理解孩子，孩

子也因此不理解和較少關心父母。因此，親子雙方可以學習角色互換的交流方式，

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思考和看待問題，從而能夠較好地理解對方的行為，達到心理

相融。 

（二）社會和學校支持方面 

1、本澳社會與學校應多宣傳家庭的親子教育，關注親子問題和家庭問題，營

造有利於青少年身心發展的內外部環境。 

健康和諧的親子關係對於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構成本澳社

會和諧進步的基礎。因此，良好親子關係的形成不僅僅是單個家庭的責任和義務，

也是本澳社會共同的責任。因此，本澳政府、相關社團應加強對親子關係的宣傳

教育，學校應多向家長反饋學生的在校表現，多了解學生的家庭問題。全社會、學

校和家長共同營造有利於青少年身心發展的內外部環境。 

2、本澳可以開設家長學校，為家長提高親子關係提供有效引導。 

學校在教育孩子的同時，也應該重視對家長的教育。本澳可以開設一些家長

教育學校，通過家校溝通，為家長提供親子教育、親子關係的有效指導。家長教育

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家長感受到做父母的樂趣，與子女能更好地溝通，勇於面對青

少年成長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全面參與子女成長中的教育事務。簡單來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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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家長都能有心有力地擔當為人父母的角色。 

同時，在家長教育中，也要注重因材施教，課程多元化，適應不同文化層次、

不同家庭特點或性格特點的父母的需求；在執行上也要進行科學而系統的規劃，

讓即使是輪班工作制的家長也能得到支援。 

3、本澳學校應注重對學生的感恩教育，為學生和家長的深入、雙向溝通創造

契機，營造氛圍。 

學校應以科學的心理學、教育學理念為指導，開展多種形式的親子主題教育

活動，例如在學生間開展感恩活動、舉辦學生和家長共同參與的互動性活動等。

以此激發青春期學生對父母的感恩情懷，引導他們理解父母、關心父母，讓子女

和父母從行動和情感上相向而行，增進情感，促進溝通，從而潛移默化地引導本

澳親子關係的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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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澳門學生家庭關係研究調查 2019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青年研究協會主辦 

您好，本調查目的在於了解本澳中學生的親子關係情況，您的答案僅用於統計研究，有關
您的個人資料我們將嚴格保密，請放心據實作答。感謝您對我們調查的支持！  

  
Q1. 你的性別： 1. 男      2. 女 
Q2. 你的年級： 1. 初一／中一    2. 初二／中二      3. 初三／中三 
               4. 高一／中四    5. 高二／中五      6. 高三／中六  
Q3. 你父母的工作情況是： 

1. 父母雙方都是白天上班              2. 父母雙方都是輪班工作制 
3. 父母中只有一方上班且是輪班制      4. 父母中只有一方上班且不是輪班制   
5. 父母上班時間彈性   

Q4. 你對父母與自己關係的總體評價是： 
1. 非常好    2. 比較好    3. 一般     4. 比較差     5. 非常差 

Q5. 除了吃飯和睡覺外，每天你和父母相處、溝通的時間一般有多久？ 
1. 幾乎沒有    2. 半小時以內     3. 半小時至一小時     4. 一至兩小時    
5. 二至三小時  6. 三至四小時     7. 四小時或以上 

Q6. 你和父母平時交流最多的三個話題是（多選，選三項）： 
1. 我感興趣的話題    2. 在校學習情況   3. 社交/親友情況      
4. 生涯規劃（目標、理想等）  5. 各種道德和行為規範、安全教育  
6 .生活瑣事、心得體會 7.社會新聞、評論    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Q7. 你平時和父母出現衝突的主要三個方面是？（多選，選三項）： 
1. 學業成績   2. 興趣愛好   3. 社交行為  4. 生活習慣   5. 未來規劃         
6. 健康管理   7. 家庭瑣事   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Q8. 你和父母發生衝突時通常的解決方式是： 
1. 當面傾談       2. 找其他中間人（親人、朋友）幫助溝通   
3.通過電子郵件、信件、社交軟件等進行溝通     4. 父母使用權威強制自己服從   
5.不去解決，過去了就好了   6.矛盾不可調和，無法解決   7.家庭暴力    
8.其他（請註明）______ 

以下問題，請根據你的實際情況作答：（單選） 
Q9.父母對你充滿信心，感到滿意嗎？ 1.總是 2.經常 3.偶爾 4.從不 
Q10.你和父母有衝突的次數多嗎？ 1.總是 2.經常 3.偶爾 4.從不 
Q11.你和父母會互相交流，傾訴快樂或苦惱嗎？ 1.總是 2.經常 3.偶爾 4.從不 
Q12.你遇到挫折時，父母能給你提供有效的安慰和
引導嗎？ 

1.總是 2.經常 3.偶爾 4.從不 

Q13.你和父母常有肢體接觸（如摸頭、拍肩、擁抱
等）嗎？ 

1.總是 2.經常 3.偶爾 4.從不 

Q14.你最近半年會與父母一起外出（如買菜、逛
街、看電影等）嗎？ 

1.總是 2.經常 3.偶爾 4.從不 

Q15.父母在學習方面給你較大的壓力嗎？ 1.總是 2.經常 3.偶爾 4.從不 
Q16.平時你會主動關心父母嗎？ 1.總是 2.經常 3.偶爾 4.從不 
  
Q17. 我對自己與父親目前關係的評分，由 1-10 分，1 分是專制，越高分代表越放任。 
Q18. 我對自己與母親目前關係的評分，由 1-10 分，1 分是專制，越高分代表越放任。 
Q19. 我理想中自己與父親應該為何，由 1-10 分，1 分是專制，越高分代表越放任。 
Q20. 我理想中自己與母親應該為何，由 1-10 分，1 分是專制，越高分代表越放任。 

  

問卷完畢，感謝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