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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針對兩個家庭中的父母以及資優生本人進行深入訪

談與觀察，探討雙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父母對其子女生涯發展的看

法與作法，以及雙親詮釋家庭的意義。 

兩位研究主體雙親所扮演的角色中，父親較常扮演引導與提供建議訊息、輔導等

角色，母親則常扮演日常照顧、活動安排與實際訓練者，其中角色也隨著孩子年齡的

增長而改變。雙親對其生涯發展抱持彈性的看法，也十分關心他的發展。在詮釋家庭

的意義上，父母強調早期親子互動與良好環境及氣氛的重要性，父母教育知識的充實

也會有幫助。 

根據以上的結果後發現，決定權、獨立與依賴、時代轉變中的角色轉型等問題，

給研究者諸多啟示，另外，也提出一些研究上的建議供讀者參考。 

緒論 

『生涯』是近幾年國人開始重視的理念，

生涯教育與輔導也逐步在學校與社會各地推

廣，以協助個體澄清其持有的價值體系、熟悉

外在的工作世界，以及獲得適當的生涯選擇和

規畫為目標（Issacson, 1971）。由此可見，生

涯教育與輔導的實施以及對個人生涯發展的了

解，有其重要的價值。 

英國著名史學家 Toynbee 曾說：「社會的

存亡繫於創造能力發展機會的有無，社會中少 

數菁英所具有的傑出創造力，實乃人類最寶貴

的財富。」（Toynbee, 1964, p.4）資優生因其

本身具有的特性，可能遭遇許多生涯決定與發

展上的困境，以性別因素來說，資優女性生涯 

發展的過程比一般人更為複雜，受傳統性別角

色 刻 板 印 象 的 影 響 極 大 （ Hollinger, 1991; 

Perrone, 1997; Wells, 1985），其中，很多資優

女性在追求成就上的衝突因素，如：恐懼成

功、成就動機低等，都和家庭有著密切的關係

（洪儷瑜，民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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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 Satir 曾說：「家庭是塑造人性的

工廠。」（引自吳就君，民 83，頁 3）兒童自

出生獲得父母的遺傳開始，在父母所營造的環

境中生活，直接間接影響了兒童日後的發展與

成就（蔡典謨，民 85a）。家長對本身角色的

認識、教育子女的知識、技能、態度等，都將

對子女的成長將造成建設性或破壞性的影響

（Deuries & Webb, 1988）。 

就如美國教育學家 Buscagalia 所言：「不

論多少專業人員來教導特殊兒童，其影響之深

遠 ， 仍 遠 不 及 特 殊 兒 童 的 父 母 對 孩 子 的 影

響。」（引自陳昭儀，民 85，頁 17）由此可知

父母對子女生涯發展的影響甚巨。國內外許多

研究也發現資優生因其父母對子女的教育與生

活十分關注，而在資優生生涯發展中扮演著舉

足輕重的角色（Willings, 1985；陳長益，民

82；陳昭儀，民 80）。 

資優生的生涯發展是一個長期歷程，由父

母陪同孩子開始，透過教師的助成，進入工作

場所後再由專家引導後發展（Delisle & Squires, 

1989），而資優生父母在其生涯發展中之意

義、角色與地位為何？在資優生自主性強的影

響下，父母的角色是否有獨特之處？這些都值

得深入了解。此外，雙親對資優生生涯發展上

的影響可能有所不同（Shaughnessy, Stockard, 

Stanley, & Siegel, 1996），亦分別探討父母所

扮演的不同角色。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擬以質性研

究蒐集資料與進行分析，透過深度訪談與現場

觀察，探究雙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中所扮演的

角色，了解其整體面貌及意義。具體而言，本

研究的目的為： 

1. 探索雙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中所扮演之

角色。 

2. 詮釋雙親看待與處置其資優子女生涯發

展的方式。 

3. 探索雙親覺知之家庭因素對資優生生涯 

發展的意義。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的待答問題包

括： 

1. 父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中扮演的角色為

何？ 

2. 母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上扮演的角色為

何？ 

3.雙親如何看待其資優子女的生涯發展？ 

4. 雙親對其資優子女生涯發展所做的決定

與處置為何？ 

5. 雙親如何解釋家庭對其資優子女生涯發

展的意義？ 

文獻探討 

一、資優生的生涯發展 

(一)資優生生涯發展的特點 

生涯理論大師 Super（1976）曾對生涯（ca-

reer）一詞提出看法，他認為：「生涯統合個

人一生中所扮演的各種職業和生活的角色，由

此表現出個人獨特的自我發展組型；也包含人

生自青春期至退休之後，一連串有酬或無酬職

位的綜合。」（p.4）。國外調查發現資優生隨

著年齡的增長，在個人生涯上更容易堅守興

趣、並向高地位、高收入與成功挑戰。長期追

蹤也發現資優生確實比一般孩子容易獲得學業

與職業上的成功，其中父母在其生涯教育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Milgram, 1991）。 

國內資優生的生涯發展近幾年的研究有不

少，林幸台（民 86）進行資優生生涯定位與抉

擇之研究卻發現，其生涯定位比較偏向自主、

自我實現、人際關係等三個與個人與人文發展

有關的定位向度，其中，領導管理、自主、人

際關係與地位聲望四個向度上又明顯高於一般

學生。 

整體而言，資優生對未來職業的選擇仍以

個人興趣與社會價值體系及重要他人的意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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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其中受父母的影響最大，職業選擇比較偏

向於從事發明研究的工作，調查中也顯示資優

生的職業生涯以從事具長期發展的性質與教育

工作居多，且是能符合個人興趣、學以致用的

工作（陳昭儀，民 80；陳長益，民 82）。 

(二)影響資優生生涯發展的因素 

影響一般人生涯發展的因素，可能來自個

人 、 家 庭 、 學 校 與 社 會 等 個 人 與 環 境 因 素 

（ Garrison, Stronge, & Smith, 1986; Kramer, 

1986）。其他如：適應能力、個人對情境或特

質的焦慮、模糊容忍力等，皆會影響其生涯適

應、決策力與滿意度，間接影響其生涯發展

（ Hartman, Fuqua, & Blum, 1985; Leong & 

Morries, 1989）。而資優生的生涯發展也受這

些因素影響。在國內的研究發現，資優生的生

涯發展仍以父母有較直接、絕對的影響，父母

不但對子女教育抉擇有左右的力量，父母本身

對某些工作積極或消極的經驗、過度補償的效

果與個人的興趣，對子女未來工作的選擇都有

重大的影響，甚至對子女婚姻的決定，都有相

當的影響力，尤以資優女性為甚（Willings, 

1985；王文科，民 81；林幸台，民 82；陳昭

儀，民 80）。 

性別也是影響資優生生涯發展的因素之

一，Terman 在 1921 年的研究指出，資優女性

受傳統的角色期待與工作機會的限制，在因比

較缺乏企圖心的影響下，成就動機較低（引自

吳武典，民 76），資優女性因受傳統性別角色

刻板印象的影響極大，比男性更早思考到生涯

的事情（Hollinger, 1991；Perrone, 1997；林幸

台，民 82）。 

在興趣方面，林幸台、張文啟、張正夫與

羅敏文（民 87）針對高中數理資優生與一般學

生進行興趣類型的比較顯示，資優生的興趣以

研究型居多，但也有三成以上是屬於藝術型與

社會型，一般學生則有三成偏向藝術型，餘者

分屬其他五種興趣類型。 

此外，被認為是資優生優越的身心特質，

反倒會使其遭遇一些生涯決定與發展上的困

境，許多國內外學者都曾分析影響其生涯發展

的 因 素 ， 整 體 而 言 可 能 與 以 下 原 因 有 關

（Emmett & Minor, 1993；Kerr, 1990；林幸

台，民 83；金樹人，民 79）： 

1. 因興趣廣泛而難以決定或決定後又頻頻

改變。 

2. 因某些才能過早突顯，太早做選擇，以

致沒有全面打好基礎，而將自己侷限住。 

3. 因過度的自我期望與完美主義，產生極

大的壓力，害怕失敗、失去自信。 

4. 因經驗過於豐富而忽略本身的理想與生

涯。 

5. 往往只看到自己的優點，而忽略缺點，

造成錯誤的抉擇。 

6. 受學科表現影響，未將實際能力與未來

生涯做聯結。 

7. 過於重視他人與社會期望，造成無法依

自己心意做選擇。 

8. 某些學生可能因社會投資觀與熱門賺錢

行業的影響，改變其生涯的方向。 

9. 對不能發揮自我能力的工作容易感到無

聊，而常換工作。 

10.因缺乏可供學習的成人角色模範而有所

影響。 

二、雙親對資優生的影響之相關研究 

(一) 一般家庭與雙親對其子女的影響之相關

研究 

依據帕森思學派所提出的核心家庭角色分

派理論，一般父親擔任家中的工具領導角色，

負責生計、決策與處理的技巧，也必須負擔子

女管教的最高權責；母親屬感情表現角色，負

責聯繫、照顧支持與安撫、和諧氣氛的營造

等，父親在家庭中係代表社會的價值與規範

者，母親則為親子交流的調停者（Biller & 

Zung,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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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孩子發展中的最主要的管理者，而

父母親的角色也是孩子社會化成敗的關鍵，對

子女性別角色的認同影響深遠，此外，父親的

工具領導角色與支配角色有利於子女的認知發

展（Blocks, 1971; Lamb, 1976；Silvern, 1988）。

國外研究指出，父親是家庭主要的經濟提供

者，也是家庭中的楷模，父親的存在對男嬰兒

在認知發展上會有所影響，父親能與孩子接

觸，較能增進孩子認知的發展，對女嬰兒也有

些許的影響，長大後，父親在子女的學業表現

上也有正向的影響（Alvino, 1985）。 

母親若為待在家中的家庭主婦，可以對家

中事務貢獻較多，提供更多交流與休閒娛樂，

且較多時間與孩子的接觸下，其智力與學業成

就表現都會較高，此外，若母親對孩子的學業

有很高的期待，往往也會促使孩子有好的表

現。而母親對資優生一般發展上的影響也比父

親大，負起孩子一般的日常生活起居與照顧的

責任，也與子女建立了密不可分的親密關係

（Alvino, 1985; Shaughnessy, Stanley, Siegal & 

Stockard, 1996）。 

(二) 雙親因素對資優生學習與成長的影響之

相關研究 

早期有關資優生的長期研究傾向於了解資

優生的身心特質與發展，有關於資優生家庭的

研究也僅限於數字統計與調查，很少有家庭關

係與歷程的研究（Terman, 1925）。Berbe 在

1956 年對資優生家庭背景的調查是家庭研究比

較早期的代表，他發現資優父母多半屬於中上

社經的家庭，父母本身接受良好的教育者居

多，之後研究者才紛紛重視起資優生家庭對其

的影響（Cornell, 1984）。其中，家庭的社經地

位、父母的人格與價值觀、父母期望、父母教

養態度與方式等，對資優生子女的人格、性別

角色、創造力、學業成就、行為適應與未來發

展都有深遠的影響（Noller & Callan, 1991；蔡

典謨，民 86）。 

國外的研究發現，父母、教師和其他人士

的支持和積極的增強在資優兒童的教育、自我

概念和創造力的發展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盧雪梅譯，民 83）。Bloom（1985）的研究

發現，資優生多半擁有機警而又關心自己的父

母，只要孩子一顯露有可造就之才的跡象，他

們便會警覺並鼓勵及培養孩子在該潛能領域發

展，而父母一致的管教態度、親子溝通、讚

美、給孩子選擇的機會等，都是他們的特色。 

由此可知，資優生雙親對資優生各方面的

發展都有極大的影響力，不論是內在的價值觀

與處事態度、或是外在的日常生活、學習與工

作的表現，父母對資優生的影響都在有形的引

導與無形的潛移默化中進行著。 

三、雙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中的角色之 
相關研究 

(一)雙親在資優生生涯抉擇上的影響 

綜合前文所述，父母在資優生的整個生涯

中具有極大的影響力。而在生涯抉擇方面，林

幸台（民 82）針對高一資優學生生涯發展歷程

進行訪談後發現，其幼年的夢想與心願，部份

是受到父母的影響，之後選擇或改變其夢想，

也受到父母意見的左右。 

Montgomery（1992）針對 15 位 18～21 歲

數理資優女性透過電話訪談深入研究，他們在

13 歲時 SAT-M 即有 700 以上的實力，研究結

果發現其中他們本身的數學能力會影響他們的

生涯抉擇，而興趣也是原因之一，這大部份是

受到其早期家庭與日後教育機會的影響，其中

有三分之二的人走入數學或科學的領域，當他

們在選擇數學或科學時，其實都受到父母的鼓

勵。 

國內資優女性生涯發展研究發現，父親的

職業地位與教育程度影響其資優子女的工作價

值觀與生涯發展取向，母親的職業地位僅在生

涯抉擇上有所影響，由此可知，在父系社會影

響下，父親對孩子的未來生涯發展比母親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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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的影響力（曾淑容、莊佩珍，民 84）。

此外，母親較能以關懷的態度面對自己的資優

子女，但傾向於幫子女做決定，並會干涉其生

活事務（王文科，民 81）。 

由此可知，雙親在資優生生涯抉擇中有極

大的影響，其中女性資優更需要父母的支持與

鼓勵，以便更有勇氣面對未來的生涯。 

(二)雙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所扮演的角色 

研究雙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所扮演的角色

之文獻並不多見，國內研究發現資優生的父母

所扮演的角色不一定是知識的給予者，但確實

是一個重要的鼓勵、支持及經驗的引導者與環

境的設計及提供者（吳武典，民 76）。他們多

半是扮演提供意見者與支持者的角色居多，部

份會給予協助，比較少數才會介入干涉（林幸

台，民 82）。 

Margarent 和 Anne 在 1973 年針對 25 位傑

出女性的研究中發現，父親是支持資優女性的

重要角色，他們的父親會鼓勵他們去冒險，他

們非傳統的父親比拘泥於傳統的母親在其認同

過程中所佔的地位更重要（引自陳昭儀，民

82，19 頁）。原則上，一個父母親健全且都關

心子女的家庭，孩子的各方面表現確實比一般

家庭好（Alvino, 1985）。至於雙親對自己角色

的滿意度上，在 Strom 等人（1995）的研究發

現，雙親對其教養資優子女的方式感到滿意，

他們也認為自己成功的扮演了資優生父母的角

色，此外，母親滿意度的評比又比父親來得

高。 

由以上的研究，我們發現雙親在資優生生

涯發展中扮演極重要的地位，他們可能是知

識、經濟的提供者、生活的照顧者、特定事件

的決定者、學習的楷模與示範者，或成長的引

導者，繼而成為資優生生涯發展最重要的影響

人物。本研究為了更清楚瞭解雙親在資優生生

涯發展中關鍵性之角色，因此將採用質性研

究，而非一般的調查，透過深入的訪談與觀 

察，希望獲得更真實與生動的描述與詮釋，說

明家長對資優生生涯發展的看法與處置，也透

過家長自我覺知的歷程，探索雙親認為家庭在

其資優子女生涯發展的意義，作為本研究的方

向。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選定符合目標的研究

主體，由受過訓練的研究者進行深入訪談與現

場觀察，再將蒐集的資料透過嚴謹的步驟加以

處理與分析，以得到研究結果。 

一、研究取向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研究方法，透過深入

訪談與觀察，作為資料蒐集與研究的工具，藉

以深入瞭解研究主體的世界。以往的科學研究

以量化研究為主導，在嚴謹客觀的科學理念

下，運用機率論所發展出的抽樣與統計技巧，

形成研究者爭相奉為圭臬之寶。然而質性研究

注重多元、彈性、創造、省思、動態的特質，

逐漸被部份學者所留意到，也使質性研究在多

次知識論（epistemology）的演變中，從單純的

現象探索與描述發展到理論建構的重頭戲，再

演變至科學知識體系的省思與批判，並將研究

結果納入實際行動的層次，因此有其重要的精

神所在（胡幼慧，民 85）。根據以上原則，質

性研究正符合本研究所欲瞭解的雙親在資優生

生涯發展過程中角色的脈絡等現象，因此選擇

用質性研究作為研究的方法。 

二、研究主體 

本研究採合目標抽樣法，針對畢業於高中

資優班的大一學生，請原校輔導老師或資優班

導師推薦在校表現比較優秀或參加過國際性比

賽者。研究主體男女各取一名，針對其父母與

本人三人進行深度訪談，並善用觀察以方便日

後的檢核。因針對雙親做深度訪談，單親家庭

背景的資優生不在本研究取樣與解釋的範圍，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146‧ 

此外，為避免家長間的個別差異過大，故雙親

取樣的條件為兩人中至少一人需有固定收入的

正當職業以及具高中職以上的教育程度。其基

本資料如表一所示。 

表一  研究主體的基本資料 

代號 身份 性別 學歷 職業 訪談次數 訪談時間 

A1 

A2 

A3 

B1 

B2 

B3 

父 

母 

本人 

父 

母 

本人 

男 

女 

男 

男 

女 

女 

大學 

大學 

高中 

大學 

大學 

高中 

國中國文老師 

國中數學老師 

高三升大學之學生 

自家公司老闆 

自家公司會計 

高三升大學之學生 

2 

2 

1 

1 

2 

1 

3 

4 

2 

1.5 

4 

2 

 

三、研究者角色 

本研究者係大學特教系畢業，修畢資優組

課程，在特研所進修期間，修習資優專題研

究，並於課程中有實際訪談奧林匹亞得主的經

驗，也於心輔所修習生涯諮商研究課程與質性

研究課程，以期在研究過程中健全應具備的知

識。研究者在正式訪談前，先以一位資優生家

長進行非正式的訪談，談完後與受訪者討論訪

問技巧與受訪的感受，作為正式訪談的參考，

並請專家根據錄音帶給予技術上的修正與指

導。訪談內容也謄寫為逐字搞，反覆閱讀，並

嘗試作初步的分析與處理，藉以修正訪談指

南。 

四、資料蒐集策略 

本研究所欲蒐集的資料包括以下四項，以

便針對研究主題能充分而深入的瞭解： 

(一) 訪談記錄：將資優生父母與本人個別的

深入訪談，並以錄音協助，於事後將內容轉為

逐字稿的記錄。 

(二) 觀察筆記：現場觀察家庭的整個環境、

家人的互動與相處的情形而寫下的筆記。 

(三) 田野日記：將研究者在訪談時個人的感

受、反省、問題與聯想記錄下，作為再次訪談

與日後啟示與省思之用。 

(四) 其他文件：針對結果，亦請父母與資優

生本人給予回饋，以做結果修正的參考。 

五、研究程序 

(一)研究者的事前工作 

1. 研究相關工具的準備：如錄音機、筆

記、日記的準備。 

2. 研究者訪談技巧的訓練與練習，並邀請

協同編碼者於日後協助編碼。 

3. 擬定訪談指南，透過訪談引導法，將訪

談所需涵括的主題事先以綱要的形式訂出，訪

談時依階段性將所需得知的主題逐一呈現，有

系統地蒐集資料。 

(二)前導性研究 

尋找與研究主體相仿的對象，與其父或母

一人進行前導性研究，以瞭解訪談指南的適用

性，以及訪談技巧是否有需改善之處。其次，

修正訪談的程序與訪談指南的內容，改採回溯

式訪談，以便使研究主體更能發揮、更符合需

要。 

(三)正式初次訪談 

1. 推介名單，主動以電話與家長聯繫，聯

繫時說明本研究的目的與意義、進行的方式，

確定受訪者的意願。 

2. 與受訪者建立關係。先與其中一人訪談

並錄音，以開放的方式切入主題，同時填寫田

野日記，記錄研究者的感受、受訪者非語言的

表達等。 

3. 利用寒暄時間觀察家中互動情形，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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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觀察筆記中。 

4. 訪談結束當天再記錄田野日記，記錄一

些重要訊息。 

(四)資料整理與第二次訪談 

1. 將第一次訪談錄音轉錄成逐字稿，配合

田野日記將所有口語、非口語訊息記錄。 

2. 詳讀逐字稿，確定掌握受訪者原意後，

去除無關資料，製成濃縮稿並註明其中疑問或

需進一步了解之處。 

3. 送家長過目修正，並針對田野日記中記

錄有疑問之處再進行第二次訪談。 

(五)後續資料的蒐集 

1. 視需要決定是否需做第三、四次的訪

談。 

2. 回饋表的設計：設計訪談後欲請父母與

資優生本人填寫的回饋表，以蒐集父母對分析

結果的意見。 

(六) 訪談資料分析：參考相關質性研究者楊

育儀（民 86）分析資料的形式，本研究訪談資

料的分析過程如下： 

 

 

  

 

 

 

 

 
圖一   訪談資料分析步驟 

 

六、研究信度與效度 

(一)信度方面 

為符合質性研究所主張的『三角校正』

（triangulation）原理，建立蒐集資料與現場實

際事件的可信度。在確定資料分析的可信度部

份，研究者邀請一位曾修習生涯發展的師大特

教系碩士班同學做協同編碼者。在初步溝通研 

究的重點後，由協同編碼者先檢核錄音內容與

逐字稿是否有所差異，再針對逐字稿各自進行

編碼，第一次結果初步核對，如有不一致之

處，則針對兩人的編碼進行討論，達到共識後

再予以重編。編碼者一致性係數的計算公式如

下，X 碼表示編碼相同者，Y 碼表示編碼不同

者：

總和）（X的總和）＋（Ｙ的

X的總和
編碼者一致性係數   

圖二  編碼者一致性係數的計算公式 

 

計算得到編碼者一致性係數為 92.86%，顯

示研究者與協同編碼者經討論後，所編出的碼

一致性頗高。此外，在第一次訪談後，研究者

針對記錄在田野日記上父母雙方提及的相同主 

題的符合度予以比較，作為第二次訪談應再澄

清與諮詢之處，作父母雙方的相互校正。也以

資優生本身所說的內容，與父母資料做相互校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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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度部份 

研究者將研究主體的文本描述，寄給各受

訪者，要求針對資料內容給予批評與修正，並

依資料與實際情況的符合程度予以評分，看其

內容符合的程度，以此作為其內在效度的依

據，也可從父母的回饋了解其對此研究的看

法。 

從心頤（化名）的雙親與本人所填寫的回

饋意見表得知，他們認為所有的項目大部份都

很符合，回饋意見表採五點量表，大都符合的

向度是屬於 4 分。僅在身心特質部份，心頤並

不那麼確定自己是否有那麼多的特質，所以僅

勾選部份符合（3 分）。明澤（化名）的雙親

與明澤本人所填寫的回饋意見表看來，他們認

為所有的項目都蠻符合的，勾選的以完全符合

與大都符合為主，根據五點量表統計，資料分

析結果約 4.5 分的符合度。另外，父親仔細的

看過後，提供一些建議，父親認為逐字稿部份

應再多加修飾補足。 

在請父母與資優生本人回饋的過程當中，

他們十分善意且熱心的給予意見，也十分肯定

研究的意義，令研究者十分感動，而回饋的意

見也顯示分析的結果多半與家裡的狀況符合，

大都符合以上的程度，顯示分析內容效度頗符

合真實情形。 

資料分析步驟與研究結果 

一、資料分析步驟 

本節將訪談資料分析的過程加以敘述，讓

讀者清楚資料分析的程序與考慮的因素。由於

訪談資料乃根據不同的問題加以分析，不同研

究問題的分析過程進展有所不同，分析的步驟

如下： 

(一)撰寫逐字稿 

將錄音帶的內容如實填寫成逐字稿，並附上

研究主體各種非口語的表達，然後反覆閱讀。 

(二)畫出重要敘述句 

以每段完整的段落為一個單位，並根據研

究的主題，畫出相關意義的重要敘述句。研究

者與協同編碼者個別畫出跟研究主題相關的敘

述。 

(三)編碼 

與協同編碼者根據畫出不同的敘述進行討

論取得共識後，決定該敘述句是否保留，並補

足遺漏的訊息，再將每一主題的重要敘述進行

編碼。 

(四)第三人稱改寫 

將第一或第二人稱改寫成第三人稱，形成

有意義的單元。將其中父親所說的第一人稱

『我』都改為『爸爸』、『父親』或『他』，

『我們』則改為『他們』、『他父母』或『父

母』，第二人稱『你』改為『他』、『她』或

『一般人』，此外，將研究主題姓名處的代號

○○改為『她』或『他』，並將文句加以簡

化。 

(五)群聚與命名 

將相關的意義單元加以群聚，並為之命

名。 

(六)歸類與發展核心主題 

將命名的群聚加以歸類，並發展核心主

題。 

(七)加入發展階段 

針對核心主題，進行脈絡分析，呈現整體

的架構與歷程。 

二、簡史與角色分析 

(一)數學小才女－心頤（化名） 

1.簡述 

黃家搬來汐止已十六個年頭，一如一般在

半山腰的住戶，有著一小片翠綠的草皮與一棟

精緻的住宅，「有自己的空間，視野好，又可

以種種樹，這樣的環境小孩子的心胸也比較寬

廣。」黃爸爸是這麼認為。早上，黃爸爸開著

車將大女兒可頤、小女兒心頤送到火車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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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黃媽媽一起到自家開的科學儀器公司上班。

可頤今年已大學畢業，打算出國去歷練歷練。

相差四歲的心頤則剛剛進入大學。 

心頤算是媽媽一手帶大的，黃媽媽認為自

己帶會比較瞭解孩子的習性，跟孩子也比較有

話講。心頤小時候十分乖巧，不過從小地方仍

可發現他固執的一面。此外，心頤最喜歡纏著

爸爸玩象棋，黃爸爸發現心頤喜歡動腦筋思

考。上了小學的心頤，媽媽開始上班，所以心

頤下課後就會被黃媽媽安置在公司附近的書

店，不過心頤倒是很自得其樂，這也養成她喜

歡看書的習慣。至於小學的課業對心頤來說似

乎很簡單，完全不用父母督促或操心，每天晚

上八、九點就就寢，有時她已經想好要做的

事，如果朋友找她出去玩，甚至找到家門口，

心頤還是不為所動。此外，上了國中的心頤此

時已經立志念基礎科學了，家裡對心頤所堅持

的選擇尊重她的決定。 

高一的心頤因數學資優營當年沒有舉辦，

所以選擇參加了清大的物理資優營，不過這也

讓心頤一度不知如何選擇她的未來，是走數學

還是物理好呢？黃爸爸希望心頤選擇會讓自己

快樂的，心頤因此選擇了數學。參加數學奧林

匹亞對心頤來說也是很重要的歷練，這也讓她

保送數學系。不過心頤對於一般人比較歧視女

生的態度曾向黃爸爸抱怨，不過黃爸爸告訴

他，唯有接受這種現象並突破它，才能真正成

功。此外，心頤十分堅持自己的理想，正如心

頤說的：「我對於自己想要做的自己很清楚，

只要我決定了就不會再改變。」 

上了數學系的心頤如魚得水，適應得很愉

快，除參加了一個有趣的社團外，也補習法

文，在課程上黃爸爸建議心頤修哲學，父親認

為讀哲學可以適應未來能夠去突破她思想的瓶

頸。修了後的心頤也覺得蠻有趣的，也常利用

閒暇和黃爸爸討論。 

對心頤來講，能夠不斷進步，而且做自己

想要做的工作會是她的目標。對於家庭，心頤

覺得家給了她充分的自由，對她堅持的事也會

給予支持與尊重，不會讓自己形成一個很僵化

的觀念。黃爸爸與黃媽媽都認為自己很平凡，

只是提供給她一個環境讓她可以自由發展。對

於心頤的未來，家裡也給予其充分自由的發展

與支持，他們相信她或許會遇到阻礙，但也相

信她可以克服，或許這也是家裡管教孩子成功

之處吧！ 

2.角色分析 

(1)三個生涯發展階段中父母的角色： 

綜合以上的敘述得知，心頤父母在其生涯

發展三階段所扮演的角色如下：

表二  心頤父母在其生涯發展中的角色 

身份 高中以前的發展 高中時代的發展 上大學後的發展 

父 引導與提供建議者 

輔導者 

知識諮詢者 

提供訊息者 

玩伴與朋友 

支持者 

引導與提供建議者 

輔導者 

知識諮詢者 

提供訊息者 

朋友 

支持者 

參考者 

引導與提供建議者 

知識諮詢者 

提供訊息者 

朋友 

母 日常生活照顧者 

活動安排者 

實際訓練者 

協助者 

朋友 

日常生活照顧者 

提供訊息者 

協助者 

朋友 

日常生活照顧者 

提供訊息者 

協助者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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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得知，父母兩人基本上相似的角色

包括是心頤的朋友與提供訊息者，他們都以像

朋友的方式和心頤相處，在獲得和心頤日後有

關的各種訊息時都會告知她。但其中也有些角

色有些許差別，許多輔導與觀念引導的角色多

半由父親在扮演，至於日常生活照顧、早期生

活的安排與實際的訓練與協助者，則由母親負

責。 

至於三個階段父母的角色基本上並無太大

的差別，父親扮演輔導性的角色出現在早期，

支持性的角色則出現在中、後期，主要日常照

顧者仍是母親，不過活動安排與訓練的角色僅

出現在年幼的時期，等到孩子大了能主動學習

並自己安排自己的時間時，就不再需要媽媽為

其做主。 

(2)心頤的身心特質、家庭對其的影響與父母的

角色 

表三  心頤的身心特質、家裡的影響與父母的角色 

類別 身心特質 家庭對其可能的影響 父母的角色 

認知 喜愛思考、推理，能做

獨立的思考判斷 

小時候喜歡下棋，父親有空也和她玩 

小時候在書店喜歡看科學書籍、推理小說 

對於父親提供的建議自己也會判斷 

玩伴與朋友（父） 

活動安排者（母） 

引導與提供建議者（父） 

 自我規畫能力佳 家裡尊重孩子的決定，讓孩子自己去規畫，

家長再給予協助 

協助者（母） 

 頭腦好、反應快   

 資料整理能力佳   

 能自我覺知   

 喜愛數理與英文，對從

事研究工作有興趣 

小時候媽媽會帶她到書店看科學類的圖書，

家裡也有訂閱科學雜誌 

父親重視邏輯觀念，有時也會一起討論 

孩子喜歡科學館會盡量帶她去看 

活動安排者（母） 

知識諮詢者（父） 

 好問 父母都會接受孩子的發問 知識諮詢者（父） 

 興趣極為廣泛、但對文

學的東西較排斥 

小時候母親會讓她自己一個人在書店看書，

可依自己喜好作選擇 

活動安排者（母） 

動機 固執   

堅持，有自己的原則 父母對於孩子堅持但合理的事情，會尊重孩

子的決定 

 

 獨立 小時候都是自己獨處的時間多，也蠻習慣一

個人，對自己的事物也是自己掌控、做決

定。小學自己一個人上下學。小學一、二年

級，母親就訓練她一個人坐公車。 

實際訓練者（母） 

活動安排者（母） 

 做事積極主動 求學階段課業都是自己念，不用父母督促  

 好勝不服輸，勇於挑戰 在下棋過程中會一直想贏父親 玩伴與朋友（父） 

 對喜愛的事持續且投入 對自己喜愛的事情家裡多半給予支持 支持者（父） 

 做事直接不會拐彎抹角   

 喜歡自己決定、控制自

己的事物 

父母不會干涉屬於她範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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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心頤的身心特質、家裡的影響與父母的角色（續） 

類別 身心特質 家庭對其可能的影響 父母的角色 

動機 凡是盡力、自我要求高   

 習慣一個人獨處，並能

享受獨處的樂趣 

  

 內控歸因   

 排斥從眾的行為   

 對性別刻板印象的排斥 父母對孩子沒有男生、女生的差別  

 能適當的使用金錢   

 早立定志向   

 對日後的工作以自己想

做為主，不考量金錢 

  

 對休閒較不講究   

 追求自我超越不斷進步   

創造 挑戰心強 小時候就喜歡和父親下棋，向父親挑戰 玩伴與朋友（父） 

有開放的心胸，勇於嘗

試接納 

  

 不拘小節   

社會 適應力佳 小時候媽媽就讓她一個人在書店看書 活動安排者（母） 

負責   

 不會刻意尋求友誼   

 

由身心特質、家裡的影響與父母的角色可

以看出，許多幼年的生活對孩子的身心特質影

響甚多，這些特質也是影響日後生涯發展的主

因，在其幼年生活中，母親對她活動的安排與

父親的玩伴、知識諮詢角色，當中可能給孩子

很多影響，包括：獨立、堅持、積極主動、適

應力強、對喜愛的事持續且投入、挑戰心強、

好勝、興趣廣泛、喜愛思考、推理，能做獨立

的思考判斷與對數理的興趣等特質的發展，其

次知識諮詢者、支持者等角色，對其好問、自

我決定也有所影響。 

綜合心頤的身心特質發現，家庭對其資優

子女的生涯發展有某種程度的影響，但是也在

父母沒有刻意約束的情況下發展出許多個人的

特質，或許影響資優生生涯發展的某些身心特

質是與生俱來的，但是也有一部份可能也是在 

求學生涯中，透過自我學習與師長同儕的影響

慢慢得來的。 

(二)電機小尖兵－明澤（化名） 

1.簡述 

明澤是林家的老大，有個小他四歲的弟弟

明祺，因為林爸爸與林媽媽都是擔任教職，到

明澤四、五個月大的時候，就交給保母帶，直

帶到兩歲多。媽媽覺得保母的選擇蠻重要的，

也肯定早期的刺激對孩子的重要性。因為是第

一個孩子，林媽媽花了比較多的心力在他身

上，爸爸那時候晚上在報社兼差，林爸爸談

到：「我們兩個都是白手起家，但我們總是想

辦法，不讓小孩子在各方面有欠缺。」經過努

力，現在座落在臺北精華地段的林家，是父母

努力給孩子溫暖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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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媽媽讓明澤學習認字，也利用錄

音帶讓他自己去聽。此外，媽媽從小也指導明

澤養成存錢的好習慣，包括國中以後得到的獎

學金，他都會自己存起來，所以他的電腦是自

己和弟弟兩人花錢買的。小時候的明澤活潑好

動，喜歡玩牌、下棋，小學也學過圍棋，甚至

得過林海峰盃比賽的獎盃。曾經學過的才藝很

多，也參加過一些科學營。 

上了小學的明澤在媽媽的訓練下都是自己

去上學回家的，即使才藝班也是自己去的。在

學習上媽媽著墨甚多，會督導他的課業。在管

教上，林媽媽是扮演黑臉的角色，不過明澤都

會接受，明澤表示父母處罰之後，都會跟他解

釋，讓他知道錯在哪裡。 

此外，媽媽覺得明澤碰到的老師也都蠻懂

得啟發性的，給他些什麼也都很樂於去做，再

加上家人的從旁協助，使他比較樂於去參與學

校的活動。上國中時，為了讓明澤念比較好的

學校，爸爸調校以便明澤能隨父就讀，雖然如

此，但明澤卻很少去找爸爸，顯示其獨立的個

性。國三時參加了資優保送，也因此得以如願

進入第一志願。 

高一時，明澤參加了清大物理資優營，在

一群同學的陪伴之下，明澤認為那是非常愉快

的經驗。高二，明澤參加奧林匹亞的甄試，家

人都很支持他，讓他沒有後顧之憂。最後，明

澤得到了物理奧林匹亞的金牌。因為這個機會

使明澤得以保送各種科系，對父母來講，社會

地位較高的醫生是個不錯的選擇，但因為明澤

沒有興趣，在尊重孩子的意見與多方討論下，

明澤選擇了電機系，除了因為興趣，要好的同

學想一起去讀也是原因之一。高三時，明澤就

已經開始至臺大修課，不過當時的他不是很習

慣，感覺跟同學有些隔閡，令他有點難過，反

映了明澤十分重視友誼。 

上大學後，明澤適應愉快，許多高中同學

也在同系。另外加入臺大交響樂團，也讓他認

識比較多的朋友，練琴對明澤來說成為日常休

閒極大的樂趣來源，也是他持續較久的才藝項

目。對於日後的工作選擇，父母都認為要靠機

緣，希望他選擇實用、有挑戰性的工作，這似

乎也影響了明澤，本來對大學教授的教育與研

究工作蠻憧憬的明澤，但是擔心研究工作圈太

窄，因此目前並沒有定論，對父母及他本人來

講，先唸完學位之後，投入社會再來考慮或許

比較適當。 

2.角色分析 

(1)三個生涯發展中明澤父母的角色 

綜合以上的敘述得知，明澤父母在其生涯

發展三階段所扮演的角色如下： 

表四  明澤父母在其生涯發展中的角色 

身份 高中以前的發展 高中時代的發展 上大學後的發展 

父親 輔導者 
生活習慣管教與規勸者 
知識諮詢者 
玩伴 

引導與提供建議者 
輔導者 
生活習慣管教與規勸者 
支持者 
協助者 

生活習慣管教與規勸者 
支持者 
朋友 

母親 課業督導者 
活動安排者 
日常生活照顧者 
行為管教與輔導者 
實際訓練者 
知識與生活諮詢者 
協助者、觀念引導者 
鼓勵者 

課業督導者 
日常生活照顧者 
行為管教者 
支持與鼓勵者 
引導與提供建議者 
生活諮詢者 
 

日常生活照顧者 
引導與提供建議者 
支持者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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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得知，父母兩人基本上相似的角色

包括都是明澤的管教者與諮詢者，只是角色上

仍有區別，而父母角色的差異在於，日常生活

照顧、早期活動的安排、課業的督導與實際的

訓練者，是由母親在扮演的，而父親輔導者的

角色，都出現在上大學前，這顯示父親是扮演

比較重點性著墨的角色。 

至於三個階段父母的角色的轉變，比較明

顯的是上大學後父母的影響已減少。父親角色 

中，習慣的管教仍持續出現，支持性的角色則

出現在上大學後。母親角色的部份可看出，主

要日常照顧者仍是母親，不過活動安排與訓

練、課業督導的角色僅出現在年幼的時期，而

父母在明澤上大學後也增加朋友的角色，用溝

通的角度和孩子相處。 

(2) 明澤的身心特質、家庭對其的影響與

父母的角色 

表五  明澤的身心特質、家裡的影響與父母的角色 

類別 身心特質 家庭對其可能的影響 父母的角色 

認知 對數理有興趣、數理能

力佳 

媽媽是數學老師，有時間會出一些作業給

他，媽媽家教，他有時候也會在旁邊聽 

他媽媽是數學老師，他爸爸對自然科也蠻

有興趣的，那小時候有問題就可以直接問

他們 

知識諮詢者（父） 

課業督導者（母） 

 喜歡思考，重視邏輯 小時候媽媽會讓他玩一些迷宮、拼圖等遊

戲 

 

 喜歡大自然、興趣廣泛 小時候學很多才藝，接觸很多領域的知識 

父母常會帶孩子到戶外活動 

活動安排者（母） 

玩伴（父） 

 希望能擴充知識範疇   

 口才不錯   

動機 專注力佳 媽媽從小有透過拼圖或迷宮之類的遊戲來

訓練他專心度。每次看書的時間家裡環境

都比較安靜，所以專注度比較高 

實際訓練者（母） 

 企圖心強   

 自動自發 小時候媽媽會規定他回家要先做功課才可

以玩 

課業督促者（母） 

 獨立 媽媽讓他小時候自己上學、自己回來，才

藝班也自己去，稍長媽媽也訓練他自己去

辦存錢 

實際訓練者（母） 

 做事積極、不輕易放棄 父母常常鼓勵他，所以讓他養成積極的習

慣，此外，媽媽也比較積極，做事不喜歡

拖 

媽媽會提醒他，譬如說媽媽要求他完成什

麼事情時，會給他時間去完成，之後給他

一點獎勵 

鼓勵者（父、母） 

 受教、對事物接受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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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明澤的身心特質、家裡的影響與父母的角色（續） 

類別 身心特質 家庭對其可能的影響 父母的角色 

動機 堅持但會做必要的取捨   

 講求腳踏實地   

 凡事盡力但會適時調整   

 內控歸因   

 喜歡自己做決定   

 好勝心強 他想要得到的事物，家裡就盡量去滿足他  

 自我瞭解深   

 需要鼓勵   

 希望學以致用   

 對未來擔心   

 希望工作與休閒兼顧   

 不是很重視金錢，但有

所規畫 

媽媽從小讓他存錢，也給他零用錢、獎學

金 

實際訓練者（母） 

創造 追求有挑戰、能突破的

工作 

媽媽希望他能做比較有挑戰、競爭性的工

作 

引導與提供建議者

（母） 

 勇於嘗試 父母常鼓勵他有機會就試試看 鼓勵者(父母) 

 不拘小節   

社會 辦事能力佳   

活潑熱情、熱心助人、

參與度高 

小學時期如果學校要求什麼活動，家裡會

幫忙他，也讓他樂於參與。媽媽希望他合

群。 

協助者（母） 

 有時會緊張、放不開   

 重視人際，喜歡交友、

和人接觸 

父母十分重視他的人際關係，希望他有自

己要好的朋友 

輔 導 者 、 觀 念 引 導 者

（父、母） 

 做事負責 因為每天要簽聯絡簿，所以就順便看看功

課做完了沒有，讓他養成今日事今日畢的

習慣 

課業督促者（母） 

 重視團體向心力   

 

從分析得知，明澤受家庭影響的部份蠻

多，父母在其生涯發展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數理方面的能力與興趣、喜歡思考，重視邏

輯、興趣廣泛、專注、獨立自動、好勝、不

重視金錢但有所規劃、積極、參與度高、重人

際關係、負責、勇於嘗試都多少受家裡的影

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對人際關係的重視，這 

也是父親最關心的，至於其他的特質可能是源

自天生或是學習後自己產生的一些動機。 

這些家庭的影響與父母的角色之間可看

出，母親所扮演的是活動安排、實際訓練與課

業督促角色，對其專注力、獨立自動與對數理

的興趣與能力影響較多，此外父母鼓勵、引導

與提供建議的角色，對其積極、勇於挑戰與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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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與重視人際關係的調和等，也都有所影響，

而這些特質其實也是決定明澤日後生涯發展的

方向的關鍵。 

三、結果與討論 

(一) 資優生的身心特質與父母的角色、家裡

的影響 

綜合以下兩個家庭父母的角色可以看出，

某些特定角色有共同的演變情形，以下個別討

論之： 

1. 日常生活照顧者：日常照顧者是母親較

常扮演的角色，包括：三餐的打理、照顧其日

常起居等等，在孩子生涯發展過程中，這個角

色扮演雖然會隨孩子的成長與獨立逐漸減低，

但仍有其重要性，且不能匱乏。 

2. 支持者：支持的角色，是父母都在扮演

的，它象徵父母對孩子所選擇或作主的予以支

持，支持的角色多半於高中階段逐漸出現，這

顯示父母在資優生年齡逐漸增長時，開始對他

的選擇予以尊重與支持，且會不斷持續到將

來。 

3. 鼓勵者：鼓勵的角色母親較常在扮演

的，它象徵家長會鼓勵孩子勇於嘗試或挑戰，

鼓勵的角色早期就會出現，但隨著資優生年齡

逐漸增長時，建立自信後，鼓勵的角色逐漸轉

換成支持的角色。 

4. 引導與提供建議者：引導與提供建議的

角色，父親、母親都有可能扮演，它象徵父母

會引導孩子的觀念並提供他一些建議供其參

考，它從早期就會出現，甚至隨著孩子所面臨

的抉擇與問題越多，逐漸增加出現的比率。 

5. 輔導者：輔導者的角色似乎以父親會扮

演的比例較高，多半以溝通的方式和孩子交

談，但因人而異。它象徵父親會針對孩子的行

為加以輔導或給予必要的心理建設，早期出現

的比例較多，隨著孩子年齡增長與學識能力的

增加，程度也漸減少。 

6. 行為管教者：相對於輔導者的角色，行 

為管教者是以比較嚴肅的方式對孩子的不當表

現予以懲處，母親可能因為接觸的時間多，用

這種方式對待孩子的較多，但因人而異。它隨

著孩子年齡增長而減少，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溝

通的方式，但若是針對生活習慣的管教可能會

持續出現。 

7. 諮詢者：諮詢者的角色，父母都可能會

扮演，它象徵孩子會針對生活或知識層面的問

題向父母詢問，前者以母親會扮演的居多，後

者以父親會扮演的居多，但仍視個別家庭的背

景而有差異，此外它在孩子生涯發展的多寡程

度也有所不同，可能因專業或學識領域與孩子

所學是否相符而有不同的情形。 

8. 活動安排者：活動安排者以母親扮演的

居多，它象徵母親會為孩子安排一些才藝活

動，它出現在早期，隨著孩子上高中後就會消

失，顯示孩子自主性提昇，會自己決定自己想

要的，也會自己去充實。 

9. 實際訓練者：實際訓練的角色以母親在

扮演的居多，它象徵母親會針對孩子某些能力

加以訓練，它出現在早期，隨著孩子上高中後

就會消失，顯示孩子自主性提昇，會自己去充

實。 

這些角色隨著孩子生涯發展而有所變化，

但不見得適用在每個家庭，從整個架構來看，

早期的活動安排、實際訓練、與輔導，晚期的

支持、鼓勵、引導與提供建議，是資優生生涯

中不可或缺的，這也從 Montgomery（1992）與

林幸台（民 82）的研究可看出支持角色的重要

性。當然諮詢的角色與母親所扮演的日常生活

照顧者也是最基本的角色，也看出父母所扮演

的不見得是知識的給予者，但確實是重要的鼓

勵、支持、經驗的引導與環境的設計與提供者

（吳武典，民 76）。 

兩位資優生的身心特質部份，因為家庭、

性別與性格的差異，所以顯示特質上有些差異

存在。心頤是比較直接、固執、排斥從眾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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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喜歡獨處、以及不會主動尋求友誼的，但

明澤卻是比較重視友誼、重視團體向心力的孩

子。當然這部份與家庭影響也有關係，心頤父

母比較開放，比較重視讓孩子自己發展的，小 

時候讓她獨處的機會也比較多，而明澤的父母

則比較重視他的人際關係，但兩人仍有相似之

處，綜合這兩位相似的身心特質包括： 

表六  資優生的身心特質、家裡的影響與父母的角色 

 身心特質 家裡的影響 父母角色 

認知 喜歡思考 

興趣廣泛 

對數理有極高的興趣 

從小會讓他看這方面的書籍，或安排與進

行這方面的活動 

活動安排 

諮詢 

引導與提供建議 

動機 堅持 

獨立、喜歡自己做決定 

積極主動、好勝 

對喜愛的事持續且專注 

凡事盡力、自我瞭解深 

有些是母親加以訓練或獎勵，但動機方面

絕大部份的特質是孩子與生俱來或自行發

展成的，父母則僅站在旁觀角度予以支持

與尊重。 

實際訓練 

活動安排支持鼓勵 

 

創造 挑戰心強 

勇於嘗試 

不拘小節 

小時候父母會鼓勵或不干預的角度，並不

試圖改變，但即使改變有些似乎無法影響 

引導與提供建議、支持鼓

勵 

社會 負責 多半從小寫作業的情形就可以判斷出，可

能是父母會加以訓練或本身的個性 

課業督導 

 

從上列敘述的歸納得知，母親早期活動的

安排與實際訓練對孩子的身心特質有某種程度

的影響，至於引導與提供建議、支持與鼓勵的

角色，也是讓孩子得以自由與正向發展的主

因。 

若以資優大師 Renzulli 所提出資優生的三

大特質：中等以上的智力、持續與堅持、創造

力，他們確實符合這些特質。而心頤身為女

性，但卻無一般觀念認為資優女性可能存在的

如恐懼成功、成就動機較低、受制於傳統刻板

角色束縛的身心特質這部份正如女性諾貝爾科

學家所兼具的特質一般（李靜宜譯，民 83），

具有突破女性角色、持續執著、追求理想與不

斷超越的特質。 

(二)雙親在資優子女生涯發展中的看法與作法 

父母對其生涯上的看法隱約可以看出父母

的期望，心頤父母對她生涯的看法是採比較彈 

性角度來看待，雖然早期母親曾對基礎科學的

研究有所擔心，但後來也認同了她的決定。而

女性角色的突破、自身能力的提昇、全方位的

發展、具世界觀，是父母對她的期許。而父母

的看法與期許也反映了孩子的身心特質，包

括：獨立自主、尋求自我超越與進步、自我要求

高等，顯示孩子也正朝父母期望的方向發展。 

父母對明澤未來的生涯發展的看法，除了

希望他能選擇學術與實用兼顧的科系外，一些

應有的態度與習性的建立，父母都有所期許，

甚至婚姻或很多方面也表示會關心，不過父母

也很在乎他自身能力的加強，以便能應付未來

的生活。而目前明澤所選擇的科系也是理論與

實用兼顧。 

心頤父母對其生涯發展上的處置與作法，

多半都以支持、輔導與協助的方式面對心頤的

發展，且會提供訊息給他參考，但針對她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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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觀念會予以輔導，從這三項處置作法配合

父母的角色來看，確實與對生涯發展上的作法

相符合，且相信會隨著心頤的生涯發展不斷延

續下去，正可以看出父親對孩子未來生涯發展

的 影 響 力 大 於 母 親 （ 曾 淑 容 、 莊 佩 珍 ， 民

84），非傳統的父親角色比拘泥於傳統的母親

角色其認同過程所佔的地位更重要（引自陳昭

儀，民 82，頁 19）。 

而明澤父母對其生涯發展上的處置與作

法，比較偏重用討論的方式與孩子溝通，對於

孩子行為上的問題則仍會利用輕微的懲處來管

教，但上大學後也比較傾向用朋友般的方式相

處，此外，父母也會不時給予協助，至於其他

角色的部份，如從整個生涯發展過程中父母角

色的演變與多寡分析可知，早期是以母親所扮

演的角色居多，行為管教等角色，不過上大學

後逐漸減低，此外，父母支持、鼓勵的角色卻

逐漸增加，除了顯示對孩子能力的信任與尊

重，所以衍發成支持的角色。 

綜合以上明澤父母在其生涯發展上的作法

可以發現，因為父母的職業都是老師，父母認

為老師過於安定、沒有挑戰性，所以會試著引

導明澤選擇比較有挑戰的發展與職業，這也符

合 Willing（1985）與王文科（民 81）所研究

的結果，父母本身積極或消極的工作經驗，對

孩子未來職業的選擇會有所影響。配合父母的

角色可以發現，顯示父母對明澤生涯發展上的

潛在影響。 

(三)雙親認為家庭對資優子女的意義 

雙親認為家庭對資優子女的意義在於提供

一個好的環境，讓其可以充分學習、不受干

擾。從兩家父母對家庭的意義中，都強調早期

經驗的重要性，所以早期的刺激、保母選擇都

應特別注意到。而必要時仍會處罰、恩威並濟

的民主管教方式，被父母認為是好的，此外，

父母認為對教育子女方面知識的自我充實也十

分重要，這些都會影響孩子身心的發展。 

從上面的分析得知，父母一致認為良好的

環境、充足的刺激與親子互動是很重要的，而

開放或民主的管教態度，給孩子一些自主權，

可以幫助其子女獨立自主的訓練，當然適時的

協助引導是需要的，此外，和諧的家庭氣氛、

父母本身教育知識的充實與良好的居住環境也

是父母認為對孩子有益的。不過，父母也都強

調孩子本身的資質與自身的努力，才是他目前

表現好的主因。 

以上的敘述，也反應與吳武典（民 86）所

做的 32 位數理奧林匹亞得主所指出家庭的影響

一樣，都認為自由、民主與開明的管教態度，

以及溫馨、支持與期許的家庭氣氛對孩子的學

習與日後發展會有所影響，也與蔡典謨（民

85b）所提出資優生父母的教養態度與經驗符

合，父母都重視和諧的家庭氣氛、會安排一個

自然的學習環境、尊重孩子並給予其發展的空

間，以及重視思考能力與生活習慣的培養。其

中一位父母因從事教職，對教育與管教孩子的

經驗比較豐富，無形中也會影響子女（蔡典

謨，民 86）。 

而針對田野日記的分析，研究者發現自己

在訪談的過程中，仍主觀地提出一些問題，不

過在父母的解釋與澄清下，也使研究者得以釐

清想法。此外，從深入的訪談與質性分析後得

知，父母雖僅扮演著照顧、輔導、支持等的角

色，但卻給孩子一個良好的學習環境與充足的

刺激，讓孩子得以無憂無慮地健全發展，是身

為資優生雙親無可取替的關鍵角色，具體說明

父母的重要性。 

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精神，透過深入的訪

談與觀察，進行雙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中的角

色之研究，根據兩個研究主體的研究結果，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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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雙親在其資優子女生涯發展中的角色可發

現，母親不管負不負責諮詢、引導與提供建議

或支持者的角色，但都是家中負責孩子日常生

活照顧，以及孩子幼年活動安排與實際訓練的

人，父親這部份反倒成為旁觀的角色，但當孩

子有問題時，父親多半也會站出來做輔導、引

導與提供建議、支持等的角色，而協助者也是

以母親扮演的比較多，所以顯出母親在家中的

角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此外，雙親的角色實與他們對資優生生涯

發展上的處置與作法環環相扣，父母的期望也

顯現在對其未來生涯發展的看法上，而孩子的

發展方向正如父母所預期的，也正可以看出雙

親的影響力實在不容忽視，家庭的意義其實也

是雙親在教育資優生之後所發現的。 

若就孩子的角度來看，對於未來漫長的道

路，孩子在何種狀態下可以悠遊於未來的職業

生涯與個人生活中呢？本研究的兩個研究主

體，他們獨立自主、負責、自我決定、堅持與

執著的特質，使得他們的人生方向得以自己掌

控，對現況也頗為滿意，他們的父母以自由開

放的方式，支持尊重的態度讓孩子為自己的生

涯作抉擇，其中除了受家庭的影響外，孩子的

教師、同儕，以及自我學習等因素也都影響著

孩子的發展。但父母身為孩子成長的第一個老

師，何種父母的角色有助於孩子這樣的發展，

是我們要深思的，這也正是本研究當初的動機

所在。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有以

下幾點限制： 

(一)時間的限制 

在有限的時間內進行質性研究確實很冒

險，僅透過半年的時間進行深入訪談與觀察，

所得資料頗為有限，故將盡量透過質性研究中

進行的嚴謹過程，希望所獲得的資料有其參考

價值。 

(二)研究者主觀的偏見 

質性研究中影響其內在效度最大的威脅就

是研究者本身主觀的偏見，使得所觀察的記錄

與訪談的內容有所誤差，為避免此現象的發

生，研究者透過田野日記的記載，隨時記錄自

己的感受與想法，避免做出干擾研究或錯誤理

解的判斷，也透過田野日記的記載，作為當下

澄清與下次訪談進一步詢問的記錄。此外，亦

從半數的訪談錄音帶，邀請一位協同研究者，

針對編碼與分析過程作相互校正，判斷是否有

偏誤，所整理的資料亦請當事人加以檢核，並

針對結果做回饋。 

(三)推論的限制 

質性研究採小樣本進行深入的訪談與觀

察，希望根據所得的資料進行詮釋，並不重視

推論的問題，因此本研究的結果也不應視為具

有普遍性，應視個案的背景而定。 

三、啟示與建議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與研究主體及其父母實

際接觸，並進行訪談與觀察，作為蒐集資料的

依據。整個研究的過程與結果帶給研究者一些

啟示，也提供讀者參考： 

(一)雙親在家庭中對孩子的意義之啟示 

對於資優生父母在家中對孩子的意義見仁

見智，父母的角色也有所不同，對孩子管教態

度與方式孰優孰劣也不能一概而論，但就孩子

的未來發展來談，或許可以從孩子的角度反應

父母對他（她）的意義。 

1. 自己決定與他人決定：從許多接觸經驗

得知，仍有部份資優生的家長會以比較強硬的

要求態度對待孩子，包括其未來的生涯選擇，

這種狀況或許與本研究的兩個研究主體不太相

似，但若想像孩子日後的發展，父母能為孩子

決定多久，孩子在他人的決定中他又能獲得多

少快樂與滿足，這都是值得慎重考慮的。從本

研究的兩個例子可以看到，這兩個資優生獨立

自主，父母也以支持與尊重的態度來面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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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與決定，使得他們對自己的選擇與未來

的發展充滿信心，這種狀況值得資優教育工作

者及家長重視。 

2. 獨立與依賴：從本研究的兩個例子可以

看到他們勇於接受挑戰、嘗試、追求自我超

越、喜歡自我控制等特質，這使得他們有更多

的機會接觸新事物、學習新知識、也學習獨立

與不斷進步，過程或許會碰壁連連，但之後所

結出的果實卻也是最甜美的，畢竟人無法永遠

依靠他人，還是必須走出自己的路。而身為他

們的父母應該給孩子什麼呢？至少從本研究中

看到，他們的父母鼓勵孩子嘗試、訓練獨立、

專注與自我學習，讓孩子也能在長大後有自己

的堅持與執著，不會隨意受外在影響而徬徨，

父母的影響其實是點點滴滴在無形中塑造出不

同的個體。 

3. 時代變遷與角色轉型：從本研究的發現

可以看出，父母的角色與存在的意義極為重

要。傳統父母比較權威的角色，對孩子賦予較

多的期望，也替孩子做較多的決定與安排，這

對孩子的未來發展中能獲得什麼呢？而在現今

這個變遷快速的時代中，父母的角色也在轉

型，或許這些是父母與孩子都必須不斷調適的

地方，雖然本研究是以資優生為對象，但父母

的角色與對孩子生涯發展上的看法與處置，以

及對孩子的意義，這種種應該都可提供一般家

長作為參考。 

(二)研究上的建議 

本研究僅以一男一女的家庭作為本研究的

主體，以深入訪談與觀察的質性研究作為研究

的方法，因而有數量與推論上的限制，無法將

研究結果作廣泛的推論或解釋，如果對本研究

有興趣者，可以再以不同個案進行研究，或找

出其他新的脈絡，擴充本質化研究的應用性。

而以下可以作為日後比較研究的方向： 

1. 性別上的比較：為比較父母對於不同性

別的研究主體是否會扮演不同的角色，有不同 

的看法與作法？針對這些課題，可透過其他研

究方法來做比較分析，支持或修正本研究所發

現的意義。 

2. 地區上的比較：北部與中南部的父母對

其資優子女的生涯發展是否有其他比較不同的

看法或作法呢？這相信也是本研究可以繼續往

下深入思考的地方。 

3. 不同對象的比較：雙親在資優生生涯發

展上的角色演變如運用在一般生的身上適用

嗎？因此，如能透過相同的研究方法，瞭解一

般生的父母在其子女生涯發展上的角色，並與

資優生的家長做一比較，更能充分了解家長對

子女生涯發展的影響。 

4. 生涯發展階段的延伸：本研究的研究主

體僅為大一學生，如能以已入社會就業數年的

資優生為研究主體，相信更可看出雙親對其資

優子女生涯上更深一層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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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was on the role which parents of gifted played i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their 

children, what they saw and did with career development, and how they interpreted the definition 

of family.  The study, which was obtain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based on in-depth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of two gifted and their parents.  

As to the roles of parents, father was usually a guide and a provider of advice and information; 

her mother took care of her daily life, arranged her activities and gave her proper training. The role 

which parents of gifted played in their children’s career development would change with the 

growth of gifted.  The parents held flexible view of his/he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are about 

them. They tried their best to provide support, advice, information and counseling to assist his/her 

career developmen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mily, the parents emphasized on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interaction and an amicable family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Thus, this dissertation would b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research outcome, and be introspected 

by the researcher on the view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such as the right of choice, 

independence or dependence, change about the parents' role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indings, 

there were personal inspiring conclusions, and some suggestions proposed for reader’s re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