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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進行一位資優自閉症國中生替代親職的個案研究。研究者對主要照顧者寬姨

進行深度訪談，並分析其量表填答與家人檔案紀錄等資料。結果發現寬姨的替代親職壓

力高達需轉介專業協助的程度。社會支持降低了替代親職壓力；其中，情感性支持有助

提昇其親職效能，資訊性支持不足則不利於親職效能。最後，建議未來提供特殊親職諮

商，並倡議替代親職相關法規與支援方案。 

關鍵詞：替代親職、資優自閉症、親職效能、親職壓力 

 

壹、緒論 

最新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

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 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2013)已將第四版的「廣泛性發展障礙」改

稱「自閉症類群障礙」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以下簡稱自閉症或 ASD），也將

亞斯伯格症 (Asperger’s Syndrome)列入

ASD 中。DSM-5 中 ASD 包含兩大特徵：

社交互動與溝通缺損，以及侷限重複的行

為和興趣。其中，社交及溝通缺損是指社

會 情 緒 的 相 互 性 (social-emotional 

reciprocity)有困難、在社交上難以表現非

語言溝通行為、以及難以發展與維繫關係

的能力。而在侷限重複行為及興趣方面，

則是表現如第四版原有的固定而有限的興

趣與行為模式（APA, 2013）。除此之外，

DSM-5 也首次清楚標明「對感覺刺激過高

或過低的反應性」為感覺症狀的一部分（吳

怡慧、趙家琛，2015；APA, 2013；Wu, Chao, 

& Hsu, 2014）。 

一般能力優異的亞斯伯格症者，可能

在事實及文字資料的記憶表現傑出；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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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向優異的亞斯伯格症者可能在數理方面

有突出表現；藝術才能或創造力優異的亞

斯伯格症者，則在視覺藝術或圖像方面優

異，也可能是其他的零碎天賦（如：曆法）

或棋藝、電腦程式設計等（蔡桂芳、侯雅

齡，2006）。亞斯伯格資優屬於認知障礙資

優（盧台華、鄒小蘭、胡宗光，2006），他

們在社會互動的質與量皆較典型資優生

低，肢體動作也略為笨拙，且較難彈性面

對改變（羅祥妤、張正芬，2014）。這些既

是身心障礙但又展現優異、或在某領域有

傑出表現的個體，又稱為雙重殊異學生（郭

靜姿，2011；鄒小蘭、盧台華，2007）。雙

重殊異學生受到正負面特質的影響，易顯

現出一些身心特質，包括：有著完美主義

卻因成就低下而易感挫敗、因受限於障礙

無法展現優異能力而感壓力、有企圖心卻

受限於發展限制而感孤立；這類學生可能

常感挫折和焦慮、很難集中注意力、長期

同儕關係困難、工作習性不佳、常需處理

社會情緒問題等（鄒小蘭、盧台華，2011）。 

一、資優自閉症的親職壓力與親職效

能 

Abidin (1990)提出親職壓力理論並指

出，親職壓力受到父母個人特質、親子互

動關係、子女難養特質及家庭情境因素的

交互影響。多位學者認為，ASD 子女父母

最大的親職壓力來源，並非來自 ASD 子女

溝通障礙或刻板行為等核心症狀(Davis & 

Carter, 2008; Tomanik, Harris, & Hawkins, 

2004)，反而源自 ASD 子女的情緒性、功

能性及行為問題 (Karst & Van Hecke, 

2012)。故他們建議 ASD 介入的目標應以

改善這類功能性困擾為重點，而非核心症

狀，以減輕親職壓力。然而，綜觀國內資

優 ASD 研究，探究家庭功能或親職教養者

仍少，多集中在這些個體的特質區辨及學

校適應，例如：優弱勢、心理社會能力分

析與智力檢核（吳怡慧、趙家琛，2015；

鄒小蘭、盧台華，2011；蔡明富，2014）、

學校適應（李佩憶，2011；周淑萍，2009；

胡金枝，2007；陳靜芝，2008；羅祥妤、

張正芬，2014）、教學策略之介入成效（李

式群，2014）、適性教育方案（郭靜姿，

2011）、及支援服務系統的建構（胡金枝，

2007；鄒小蘭，2012；鄒小蘭、盧台華，

2015）等。本研究以自閉症資優或資優自

閉症、亞斯伯格症資優、雙重殊異等為關

鍵字，查詢了國內家庭親職相關研究後發

現有兩篇，皆為對亞斯伯格症資優學生主

要照顧者之教養經驗敘事研究（徐培芬，

2011；廖彩妙，2013）。其中，徐培芬（2011）

發現，母親能正向思考、樂觀學習，積極

與配偶、褓母共同合作，並尋求治療師和

學校教師協助。廖彩妙（2013）也發現家

庭教養態度是個案學習成長的重要關鍵。

然而，有關資優 ASD 家庭親職之研究仍有

待累積。 

親職效能(parenting self-efficacy, PSE)

一詞，源自於 Bandura (1997)所提出之自

我效能(self-efficacy)。溫如盈（2015）歸

納指出，親職效能意涵包含：父母對親職

教養知識的瞭解與運用、協助處理子女問

題、及自己在親職角色的勝任程度等。

Rezendes 和 Scarpa (2011)發現，親職壓力

是介於子女行為問題和低親職自我效能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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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中介變項。而低親職自我效能，也反

過來影響增加親職壓力，並提高父母憂鬱

症、焦慮症的機率。溫如盈（2015）曾針

對臺灣北部 56 名國小高功能 ASD 兒童

（IQ≥70）的研究發現，家長在大部分心

理健康層面和親職效能，皆與情感性的社

會支持呈正相關。家長所感受的情感性和

資訊性社會支持，會影響其親職效能、對

子女的情感支持與親子互動的品質。溫如

盈也發現，家長的正向樂觀、焦慮、與所

接受情感性社會支持的程度，對親職效能

的預測力最佳。 

二、替代親職 

根據我國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Special Needs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SNELS, n.d.)97 學年度的統計資料

分析，身障國中生的主要照顧者為「（外）

祖父母」者佔國一家長之 4.4%和國三家長

2.1%；至 99 學年度略為提高至 4.7%（國

三）。其主要照顧者為「其他親友」者，在

97 學年度佔國一家長 3.9%（國一）和國

三家長 4.7%；至 99 學年度則略降至 3.0%

（國三）。由此可知，儘管多數身障國中生

的主要照顧者仍為父母親，但依然有近 5%

的主要照顧者，屬於非直系親屬、親戚代

養(kinship parenting)的替代親職角色，可

見今日社會變遷下家庭結構的複雜化，由

延伸家庭成員或親戚代養擔任替代親職

者，亦所在多有。 

國 內 針 對 替 代 親 職 (surrogate 

parenting)的研究，尚無親戚代養壓力的探

討，多僅止於祖代親職、隔代教養（邱珍

琬，2010；邱珍琬，2013；黃韻瑜、林如

萍，2007；傅秀媚、沈芳榕，2009）；或安

置機構（林妙容、蔡毅樺，2014），及安親

班（劉瑞美，2006）與托兒所（謝友文，

1980）的功能初探。其中，黃韻瑜、林如

萍（2007）發現，祖父母對參與研習、討

論會或支持團體較不踴躍，較傾向接受主

動提供且能滿足個別化需求的資訊與服

務。少部分祖父母即使沒讀過書，但因希

望使孫子女感覺被重視，仍會盡力參與學

校活動。 

吳怡慧、趙家琛（2015）曾針對一名

數理資優 ASD 國中生（化名阿寬）以自閉

症 類 群 障 礙 檢 核 表 華 文 版 （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ecklist-Chinese Version, 

CASD-C，趙家琛、吳怡慧、曹光文、陳

明終，2017）檢視其心理社會特質，並以

行為功能訪談重要他人問卷與行為動機評

量表（鈕文英，2009）探討其成長史、問

題行為的動機與功能，及困擾行為與家庭

環境作息之可能關聯。結果發現，個案的

ASD 特質，特別是在 CASD-C「社會互動」

與「情緒困擾」兩大群類，明顯影響其生

活適應，另一方面，「非典型的溝通及發展」

群類也驗證阿寬確實具備資優特質：年幼

時即有特殊的記憶能力、優異的視覺機械

技能，及驚人的詞彙量。然而，阿寬的心

理社會發展，可能也受制個人及家庭的因

素，學前即出現明顯的對立違抗，加上從

小家庭對鑑定安置的決定遲疑反覆，故雖

然聰明、輕鬆名列前矛，但仍沉迷電玩、

同儕關係不佳且親子衝突頻繁。因此阿寬

資優 ASD 特質及可能伴隨的共病（如：注

意力缺陷過動症），皆會對親子互動產生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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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此也符合過去研究所指的，雙重殊異

學生的負向特質會對正向特質產生不利影

響。 

然而，前項研究只對個體社會心理特

質及其衍生的行為支持需求加以探究，有

鑑於其家庭屬替代親職，故似有必要了解

此類家庭的親職功能對個體成長適應的影

響，故本研究欲延伸前項研究，對阿寬家

庭替代親職的壓力與效能進行初探，同時

深究可能存在的脈絡要素，俾供資優 ASD

相關支持實務之參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對象 

個案研究強調就個案「原有的脈絡」

展開研究，深入完整地瞭解研究對象的各

層面，目的仍在建構理論，而其他目的尚

包括找出問題發生的原因、提出解決問題

的方法和有效的預防措施、提供假設的來

源、提供日後相關事件具體的實例等（楊

政學，2016）。本研究站在既有之個案脈絡

背景，啟發與探索 ASD 替代親職效能，嘗

試發掘 ASD 家庭中少有的替代親職命題

與價值，並與過去理論對話。 

本研究之主要對象為獨生子阿寬的阿

姨（化名寬姨），是寬母家中姊妹唯一未婚

者，從阿寬滿月起即代為照顧，形同母職。

寬姨身體因長期照顧阿寬的壓力而導致自

律神經失調及焦慮症，並服用藥物。外婆

寬嬤與寬姨兩人常為了共同照顧而陷入緊

張的關係。 

二、研究工具與資料收集 

基於上述研究設計與目的之特殊性，

研究者依據文獻概念架構進行訪談諮詢及

兩個親職表現量表等資料收集，進行理論

的呼應與議題的初探。本研究第一作者自

阿寬小四起不定期提供寬嬤諮詢，後來得

知寬姨為主要照顧者後，遂邀其先接受量

表施測。兩個親職表現的量表包括：1. 親

職壓力量表簡式版（Parenting Stress Index: 

Short Form，簡稱 PSI/SF），本量表雖僅有

十二歲以下的常模，但因國內尚無正式的

青少年親職壓力量表，故考量工具取得之

方便性與文字中立性而採用之。本量表修

訂自 Abidin 所發展的原 PSI/SF（1990） 

（翁毓秀譯，2011），內容擷取自詳版之其

中 36 題並重新翻譯修訂而成，皆為五點量

表，包括父母困擾、親子失功能互動、及

困難兒童等三個分量表（各 12 題）。2. 親

職效能量表(Parenting Efficiency Scale，簡

稱 PES)：為歐春如（2009）依據 Sigel 與

MeGillicuddy-DeLisi 所提的親職信念之動

態信念系統模式及自我效能指標，及自我

效能的意義(Bandura, 1997)與其他相關親

職效能的概念等，修訂而成的三個分量

表，包括教養、感情支持、及親職能力與

肯定，共 23 題。 

填完量表後，即進行初次半結構式訪

談，之後第一作者回去分析量表，並選取

其中顯示為較困擾或有特殊意義（如非常

同意或不同意）的題項，延伸設計成第二

次訪談大綱。初次訪談（約 2 小時）之目

的在收集寬姨家庭背景，包括教育程度、

生活型態、原生家庭關係。第二、三、四

次訪談（共約 8 小時）在收集親子或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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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軼事，並補足現有訪談遺漏的相關資

料（如寬嬤的母女及祖孫互動）。 

三、資料分析與信賴度 

訪談與檔案紀錄皆採事後編碼，第一

個脈絡主軸為家庭背景，第二主軸為親職

表現則分學前（B1）、國小（B2）、國中（B3）

三階段。編碼敍寫方式如「1040731-B2-01」

即表示 104 年 7 月 31 日訪談之國小階段

（B2）之第一件軼事。為了探詢寬姨量表

填答與訪談的關聯，研究者亦試圖歸結各

軼事的重點，並將之與各量表構念或題項

反覆對照，思考可能浮現的新議題。如：

阿寬國小軼事（B2-01 至 B2-05）顯示，寬

姨覺得自己與之互動常起衝突，研究者便

將其對照 PES「親職能力與肯定」分量表

之「我覺得自己和孩子互動良好」。 

為增進資料的飽和度，研究者於訪談

結束後仍持續以通訊軟體向寬姨尋求補

充，並新增外婆寬嬤的訪談資料，作為二

人共親職的交叉檢證。再者，為了促進議

題思考，研究者也以研究日誌記錄研究歷

程的觀察及省思。此外，也進行不同資料

來源檢證（如過去研究收集的成長史、學

校適應、特教鑑定、CASD-C 六大群類等）

（吳怡慧、趙家琛，2015），例如：將 PSI/SF

「困難兒童」分量表對照吳怡慧、趙家琛

（2015）以 CASD-C 評定阿寬 ASD 及資

優特質之結果，俾提出其對替代親職壓力

的可能解釋。 

四、研究倫理 

本研究所有資料的使用皆遵守保密原

則，並先取得寬姨知後同意書。量表性質

相近，且內容兼含正負面敍述，故不致產

生填答時的內在干擾。但寬姨談及和個案

的互動時情緒不免激動，故以基本諮商技

巧（如專注傾聽、情感反映、摘要……等）

同理回應並儘量謹慎措辭，適時提供其立

即的支持，避免情緒傷害。 

參、結果與討論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列表呈現詳細量

表結果，故以文字呈現如下。 

一、親職壓力極大 

隨著阿寬進入青春期、及其資優 ASD

的特殊才智與氣質，使照顧者面對高度的

教養挑戰。寬姨在 PSI/SF 分量表得分最高

者為「困難兒童」（PR > 99），符合家有特

殊子女的條件，表示宜依子女特質提供特

殊化的照顧技巧，才有助疏解親職壓力（翁

毓秀譯，2011）。寬姨覺得阿寬很容易不高

興，對不喜歡的事反應非常激烈、對小事

易怒；若要求他做事或停止做事、形成睡

眠或飲食常規，都比想像中難得多。比起

大多數孩子，阿寬對她有更多的要求，也

更常哭泣或小題大作；升國中後寬姨與阿

寬之間的衝突，常與玩手機或網路遊戲有

關（吳怡慧、趙家琛，2015）。 

「他（阿寬）回家先開電腦，不寫功

課；早上叫不起來，心想去到學校再

寫即可，反正會考考好就好了。」（訪

1040731-C2-25） 

「他（阿寬）喜歡責怪我或對我動手。」

（訪 1040731-C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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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騎摩托車我不小心緊急煞車害

他（阿寬）撞到頭，結果他竟然無法

原諒我，還踩我的腳、出言頂撞，一

路一直罵到回家。」（訪 1040731- 

C5-76） 

「每天晚上半夜常要起來叫他（阿寬）

去睡覺，至少叫 3 次，他才會真的上

床去睡覺。」（訪 1040731-D1-04） 

其次，寬姨在「親子失功能互動」百

分等級亦為 99 以上，這顯示寬姨面對與阿

寬之間的互動未如自己期待而感到失望，

也可能與親職相關知能缺乏有關（翁毓秀

譯，2011）。量表項目顯示，寬姨感覺阿寬

並不感激她的努力，且也無法以她期待的

方式互動，甚至有時覺得他是故意惹她苦

惱。阿寬很少做讓寬姨感覺好的事、也不

願意接近寬姨、很少對她笑；當她想到自

己要對阿寬更親密與溫暖，便覺苦惱；她

覺得為人父母是件很困難的事。 

「他（阿寬）小時候兩三歲時就非常

有主見，還會自己哭到昏倒、氣到昏

倒，而且過馬路都不看紅綠燈的。……

我對於教養和擔起責任，實在感到很

大的壓力。」（訪 1040731-D1-02） 

「有一次，跟他說好了玩電玩兩小時

後，要來叫他停，結果我忘了，他反

過來怪我說：『妳發誓是不是妳眼瞎

了，不然妳出去會被車撞死』。我氣得

回罵他……［不好的話］，搞到後來我

媽（寬嬤）出來勸架。」（訪 1040731- 

B3-04） 

再者，寬姨在「父母困擾」百分等級

為 95，顯示其需要提昇自信與自我親職形

象（翁毓秀譯，2011）。寬姨常感到無法把

事情處理好、對親職責任感到束縛，也影

響到親密友誼關係的發展。此外，寬姨自

己比期待中的放棄更多自己的生活來滿足

孩子的需求，但並未「對上次買給自己的

衣服不滿」（項目）。這顯示寬姨的生活確

實身處拉鋸之中，被迫在現實中妥協，但

尚能從僅有的物質生活得到滿足。 

「因為連續與他有嚴重的衝突，所以

我就暫時搬離那邊［阿寬家］，回到我

自己原來住的地方，兩個多月了沒見

過他。」（訪 1040731-D1-03） 

「朋友說我（寬姨）被親情綁架了！」

（訪 1041010-G3-06） 

「我想起年輕時喜歡看作家三毛的

書，那裏面提到她也喜歡安靜。書中

有一句名言：『天倫之樂有時是很累

的』。我就是這種感覺。」（訪 1040731 

-D4-02） 

最後，因寬姨的 PSI/SF 全量表總分為

143（高於 115），已至宜轉介專業協助的

地步。寬姨也曾積極尋找校外資源，除了

曾帶阿寬至兒心科就診，自己也到醫院接

受心理諮商至少四年、並曾參加醫院的親

職課程；但所學似乎都無法適用於阿寬。 

「我曾經帶他去看過醫生啊，還去參

加他們醫院開的課，教我們怎麼教他

［阿寬］，聽演講。哎唷，我也很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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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聽都聽了，但是還是沒有用，回

來還不是一個樣，我快被他逼瘋了。」

（訪-1041010-SS-I-01） 

「沒有，就只有聽［演講］，內容就是

一般教養，沒有，沒有實際操作。……

而且我們這個［孩子］跟人家家的不

一樣啊，他太聰明了！妳看，我都被

他欺負……害我到最後都要去看醫

生，請醫生幫我開［焦慮症的］藥。」

（訪-1041010-SS-I-02） 

二、親職效能低落 

寬姨在 PES 三個分量表的平均數，以

「感情支持」效能最高（M = 3.4），其次

是「教養」效能（M = 1.9），最低是「親

職能力與肯定」（M = 1.5）。相較於代親血

緣的情感關係，親子互動和家庭環境似乎

更是寬姨的壓力源。從訪談得知，寬姨對

阿寬是很憐惜的，「有一次我跟我媽吵架以

後，我出去散心，遇到我朋友就跟她訴苦，

我覺得自己很苦命，我妹婿（寬父）不負

責任，這小孩（阿寬）實在很可憐」（訪

1041010-G3-03），也很珍惜阿寬兒時對她

表露的記憶，「我記得他（阿寬）曾經跟我

說過，『阿姨，我覺得我跟妳［的關係］比

跟我媽更親密』」（訪 1041010-E-01）。但

寬姨母女對阿寬生活作息安排感到非常困

擾，常希望培養阿寬良好作息習慣，並勸

阻其少用手機和電腦（吳怡慧、趙家琛，

2015），但卻也認為自己缺乏管教能力，無

法改變阿寬，「真希望他（阿寬）能學會尊

重大人啊！」（訪 1041010-D7-01）。並且，

每每寬姨嘗試管教時，寬嬤會出面為寶貝

孫子辯護，導致寬姨跟寬嬤之間的教養方

式不一致。當阿寬在家時，寬嬤覺得「他

都叫不動，我就會『說』他」（訪 1061123- 

G6-0501）。寬嬤認為「阿姨會唸阿寬，也

跟我說：管教要一致。那我就不出聲，讓

他阿姨管教」（訪 1061123-G3-01）。 

「他（阿寬）討厭我爸（寬外公）抽

煙，要拿『不求人』打我爸，我媽（寬

嬤）阻止說：不要打阿公，我給你打！

我幾乎哭著跪下跟他說『要溝通！』，

我媽很無奈，他才軟化下來」（訪

1040731-B3-01）。 

寬姨和寬嬤的母女關係，因著過去數

十年以來的既定溝通模式不夠坦誠開放，

也在寬姨與阿寬有所衝突時，使她的情緒

雪上加霜，更不利於管教。寬嬤認為自己

的母女溝通「我跟他阿姨的溝通喔，各有

各的想法」（訪 1061123-G3-03），「他阿姨

很辛苦，有時情緒會上來，就會（對阿寬）

說一些重話」（訪 1061030-G3-03）。朋友

也認為她們母女之間「直來直往，講話會

傷人」（訪 1061123-G4-01）。阿寬祖孫三

人的互動，尤如緊密交織的一團繩結，只

要其中一端用力拉扯，就會讓繩結更加糾

結難解。 

三、討論與建議 

(一) 子女身障特質是親職壓力與親職效

能的主要影響因子 

本研究中，寬姨在「親職壓力量表」

的總分及「困難兒童」與「親子失功能互

動」皆已達轉介專業人員協助的程度，顯

示此二面向是明顯的替代親職壓力源。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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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阿寬的天資聰穎、數理資優和成績名列

前矛，勉強成為寬姨挫敗之餘的慰藉與驕

傲，但其鮮明的 ASD 特質（如情緒困擾、

對變化感到苦惱及有限的社會性推理能

力，對他人情緒辨識差）（吳怡慧、趙家琛，

2015），導致常無法瞭解非語言訊息的意

義，和寬姨間也沒有情緒交流，使寬姨覺

得自己的努力不被感激。這些特徵都使寬

姨親子互動高度「失功能」，以致有壓力和

焦慮失眠。Lovecky (2004)指出，部分資優

ASD 很難容忍是非判斷的灰色地帶，因此

不輕易原諒他人無心之過。這也符合過去

學者所指，ASD 子女的情緒性、功能性及

行為問題，才是父母最大壓力源(Karst & 

Van Hecke, 2012)，而非溝通障礙或刻板行

為 (Davis & Carter, 2008)。Rezendes 和

Scarpa (2011)指出，ASD 子女行為問題不

盡然直接產生低親職效能，而是家長對此

所產生的親職壓力及管理能力，影響了親

職效能的高低；親職壓力大和低效能，可

能促發憂鬱及焦慮等病症。因此，阿寬的

雙重殊異特質、寬姨有限的教養策略及家

庭系統互動，共同導致的親職壓力，常使

寬姨對親職角色感到失能，親職效能低落。 

(二) 社會支持有助親職壓力的降低 

從訪談中也得知，寬姨仍有三兩好

友，能瞭解她目前的處境以提供情感性支

持。其中一位是幾十年的姐妹淘，很熟悉

寬姨的家庭背景，總能在她需要找人傾訴

時傾聽陪伴。另一位則是認識才幾年的好

友，因著雙方有類似的特殊子女的教養經

歷，故能帶給寬姨同理和安慰，一起討論

教養策略。另一方面，第一作者的學生小

敏（化名）自阿寬小四時偶然認識寬嬤，

之後常跟第一作者討論寬嬤和寬姨的教養

及阿寬在校適應情形，也曾帶領阿寬從事

週末休閒活動、介紹參加其住家附近教會

所舉辦的青少年籃球營及假日生命教育營

會。但阿寬因寬嬤已幫其安排假日才藝

班，且升國中後，因作息已開始日夜顛倒，

週末又常熬夜打電動至天亮，故漸漸未再

參加。國二時，小敏又再邀請他參加假日

桌遊小組，但這時他因已迷上網路遊戲（諮

嬤 10205-G）而興趣缺缺。由此可知，寬

姨得到的情感性社會支持最多，也有間歇

的工具性支持（生活供應或喘息），但較缺

乏資訊性支持（教養知能），這接近溫如盈

（2015）所發現的，高功能 ASD 家長需要

情感性社會支持。林惠雅（2010）也指出，

社會支持可提昇家長自我效能，使親職情

境要求和個人資源間的差距縮短，因而降

低親職壓力。故此，寬姨的替代親職更需

要長期適切的社會支持。 

資優障礙學生之家庭支持計畫，主要

工作是規劃並執行一系列的親職教育，建

立支持性的家庭文化、有效親子手足互動

並尋求外在資源（吳昆壽，2008）。鄒小蘭、

盧台華（2015）也指出，身障資優學生家

庭支援服務之架構應包括：教養知能、家

庭信念／氛圍、人力支持、生活／經濟及

子女優弱勢相關資源。本研究寬姨雖曾求

助於專業諮商和醫療院所的成長課程，但

仍無法適當應用在教養中。推測乃因教養

策略牽涉到雙重殊異的專業，而此類支持

較少包含在國內現有一般成長課程或諮商

服務中。鄒小蘭（2012）建議此類家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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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家長團體或非特教民間組織現有的服

務或課程，並注入身障資優教育的元素。

張英熙（2014）也建議，當管教特殊兒童

引發的壓力或父母本身情緒問題已影響家

庭功能時，「特殊兒童家長諮商」尤顯重

要，它是「以家庭為中心」的支持策略，

目的在促進家長調適，進而能使家庭發揮

功能。 

(三) 替代親職有其獨特規劃及教養需求   

學理上，整個家庭的生活事件會對資

優生的人格發展和學習造成影響，因為這

些事件影響了其家庭常規和結構，從而影

響其學習習慣(Saunders, 2007/2012)。處於

文化和種族弱勢的資優生，可能缺乏家庭

支持、適當的角色模範，以及追求特定生

涯或職業所需的社會／經濟管道 (Clark, 

2002/2007)。阿寬出生後滿月，家庭的中

間系統便擔起替代親職。家人自其五歲起

便尋求兒童心智科診斷，但一直未獲確

診，至小一時醫師僅判為疑似 ADHD 及疑

似亞斯伯格症。臨床上許多 ASD 患者可能

在確診前曾經歷過其他障礙診斷（如注意

力缺陷過動症、情緒障礙或非語言學習障

礙）（趙家琛、蔡彤寧、杜玉禎，2010），

因此早年的照顧免不了要付出醫療費用與

時間體力，「他（阿寬）從小各大醫院兒心

科醫師都看過…小一就去心理諮商了，花

了好多錢」（訪 1041010-A5-01）。小二時

阿寬也曾問寬嬤：「阿嬤，你們為什麼要把

我生下來？我不想活在世界上了」（訪嬤

10209-G）。資優生因為缺乏自我接納和自

我賞識(self-appreciation)，常會感到孤獨或

被 孤 立 (Mahoney, Martin & Martin, 

2007/2012)。對阿寬而言，除了本身雙重

殊異已不易照顧，替代親職更可能連帶影

響了他的自我認同、學習習慣和生涯支

持。並且，為了協助阿寬在數理才能領域

達到卓越的成就，他需要獲得合適的學習

途徑與過程，漸進地適應並採取有效的行

動，例如尋求資優生諮商及相關學習支

持，然而這些在在都增添了替代親職教養

需求的複雜度。 

在美國有些組織如西維吉尼亞差會

(Mission West Virginia)，自 1997 年開辦代

親扶助方案（Relatives as Parents Program, 

簡稱 RAPP，2015），即專門支持寄養系統

以外的親屬主要照顧者，提供隔代教養或

親戚代養的資源手冊與轉介服務（含經

濟、醫療、衣食及急難等救助；兒童照顧

及教育權利義務之指導）。RAPP 尚提供年

度會訊、全國增能會議、工作坊、特別營

會、暖心諮詢專線，並協助成立家長支持

小組、網路對話群組等。此外，全美兒童

福 利 聯 盟 （ 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CWLA，2009）亦提供了完整的

隔代與親戚撫養之法源（即 PL-110-351）

權益及相關訓練補助申請等資訊。上述這

些資源，皆頗值得國內未來建立制度化的

替代親職家庭支援網絡之參考。 

肆、結論 

本研究替代親職、雙重殊異加上獨生

子女的獨特組合，造成高度親職壓力，整

體親職效能仍偏低。多元資料分析發現，

ASD 特質為主要影響替代親職的壓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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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效能的因素。而社會支持降低了替代

親職壓力，情感性支持有助提昇其親職效

能；教養的資訊性支持不足則不利於親職

效能。建議社會支持的運作宜考量資優和

ASD 特質及親子互動等元素，並宜倡導替

代親職的相關法規，開發支持方案與特殊

親職諮商。礙於作息及時空因素，本研究

未能訪談所有家庭成員，未來研究可深究

資優 ASD 家庭成員關係對親職效能的影

響及替代親職壓力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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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arenting stress and efficacy of a kinship parent (i.e., 

relative caregivers), who raise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with giftedness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e., gifted ASD). This study used a case-study method to collect data 

of rating scales,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consultation records from the parent. The 

kinship parent’s parenting stress was found to be in urgent need of professional referrals, 

and was related to the child’s twice-excep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ysfunctional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s. Provision and continuum of social support were found to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and parenting efficacy, which further changed the level of parental stress. 

Suggestions are given regarding Special counseling as well as advocacy for legislation and 

programs for kinship parenting. 

Key words: gifte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gifted ASD), Kinship parenting, parenting 

efficacy, parenting st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