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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主題: 青少年伴侶經歷未成年生育事件歷論文 題 青少年伴侶經 未成年 育事件
程之研究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深度訪談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深度訪談

研究對象: 三對共同經歷未成年生育事件的青
少年伴侶及二位家長少年伴侶及二位家長

研究期程: 從2008年入秋到2010年盛夏

研究產出: 128744字論文一本



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動機與背景

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動機與背景

研究緣起～基於實務經歷的觀察與反思研究緣起 基於實務經歷的觀察與反思

---看見少女孤單待產的身影

---隱型的男性伴侶

---性別關係不平等的現象性別關係不平等的現象

研究背景～

國內未成年少女生育率及性行為現況

文獻與實務對男性角色的瞭解與服務付之闕如文獻與實務對男性角色的瞭解與服務付之闕如



研究目的

1.以未成年生育事件之青少年伴侶為主體， 瞭解生育事件的發展

歷程及青少年伴侶的生活 脈絡與生活經驗。

2. 從青少年伴侶述說育兒的生活經驗中，檢視 青少年伴侶在生育2. 從青少年伴侶述說育兒的生活經驗中 檢視 青少年伴侶在生育

事件歷程中的性別關係，以增進實務工作者未來在提供服務時具

備敏銳的性別視野與干預能力備敏銳的性別視野與干預能力。

3. 瞭解青少年在養家育兒的過程中出現的困境與求助的歷程，使

社會增進對青少年父 母的瞭解與接納，進而發展出具體的建議以

作為政策及實務之參考。作為政策及實務之參考。



研究問題

1.青少女母親與青少男父親在生育事件中經歷了哪些 不同階段的生1.青少女母親與青少男父親在生育事件中經歷了哪些 不同階段的生

活經驗？他們在生育事件中遭受了哪些衝擊與困境？

青少女母親與青少男父親在經歷生育事件後 如何界定彼此的關係2.青少女母親與青少男父親在經歷生育事件後，如何界定彼此的關係、

如何定位 對方在自己生命中的角色，這些認知與他們的生活脈絡有

哪些相關？

3.懷孕青少女與青少男父親，在懷孕事件中有哪些支持體系可以協助？懷孕青少女與青少男父親 在懷孕事件中有哪些支持體系可以協助

而對於支持體系的資源感到哪些不足之處？ 期待未來獲得的協助會

包含哪些面向？包含哪些面向？



青少年發展特質

青少年懷孕的因素與影響青少年懷孕的因素與影響

青少年生育事件抉擇與處境青少年生育事件抉擇與處境

性別概念與性別關係



回應老師建議修正之處

1 刪除引用媒體報導的資料1. 刪除引用媒體報導的資料

2 修正養育抉擇方面的資料，增加相關文獻的2. 修正養育抉擇方面的資料，增加相關文獻的

搜尋搜尋

3. 將青少年伴侶的家長納入研究參與者的範圍

4. 修正訪談大綱



研究取向: 質性研究

資料蒐集方法: 深度訪談法資料蒐集方法: 深度訪談法

研究參與者選取方式：立意選樣

選取條件:

1 未成年 2 未婚 3 互為伴侶關係1. 未成年 2.未婚 3.互為伴侶關係

4. 共同經歷懷孕、生產歷程

本研究排除居住在原住民部落中的青少年為研
究參與對象。究參與對象



研究參與者—青少年伴侶

研究參與者 西施 阿磊 妞妞 阿力 織女 小牛

生產時年齡 17 18 16 19 16 16

研究取向

資料蒐集方法

受訪時年齡 19 21 18 22 17 17

教育程度 國中肄業 高職畢業 高中休學 高中休學 高中休學 高中休學
資料蒐集方法

研究參與者

教育程度 國中肄業 高職畢業 高中休學 高中休學 高中休學 高中休學

目前職業 家庭主婦
當兵

（自願役）

家庭主婦兼

職工作
運輸業 家庭主婦 餐飲店

居住區域 台北縣 台北縣 桃園 桃園 苗栗 台中研究參與者

資料的分析與嚴謹性

居住區域 台北縣 台北縣 桃園 桃園 苗栗 台中

生育前的

居住狀態
在外住宿 在外住宿 與父母同住 與親友同住 與親友同住 與母同住

單親家（父

研究倫理
原生家庭

結構

單親家庭

（父母離異）

單親家庭

（父母離異）
雙親家庭

隔代教養家

庭（父不詳）

單親家（父

母離異、父

歿）

單親家庭

（父母分居）

訪談次數 2 1 2 1 1 1訪談次數 2 1 2 1 1 1

訪談地點 受訪者家中 受訪者家中 餐廳包廂 餐廳包廂 機構諮商室 機構諮商室



研究參與者—家長

研究參與者 阿桃姐（西施的母親） 莎莉姐（織女的母親）

初次生育年齡 19 14

研究取向

資料蒐集方法

生育子女數 4 4

受訪時年齡 37 36

資料蒐集方法

研究參與者

教育程度 國中畢業 國中肄業

婚姻狀態 離婚 離婚，目前與男友同居中
研究參與者

資料的分析與嚴謹性

目前職業 魚市場 自營業

居住區域 台北縣 苗栗

研究倫理
居住型態 與三子女同住

與父母、男友、三子女、孫
女同住

訪談次數 1 1訪談次數 1 1

訪談地點 受訪者家中 餐廳包廂



研究主題

研究者選擇研究主題的考量研究者選擇研究主題的考量

實務背景的基礎實務背景的基礎

（對服務方案的議題有哪些瞭解）

對議題的興趣對議題的興趣

（對議題中涉及哪些對象有興趣）

未見之信(希伯來書11:1)



前三章(2008.11—2009.05)

閱讀國內 外文獻閱讀國內、外文獻

有哪些相關主題的學術產出，我的研究是否有學術研
究的意義究的意義

撰寫文獻整理

閱讀VS自己動手寫 兩回完全不同的事閱讀VS自己動手寫，兩回完全不同的事

N個版本的第二章

資料很多 用什麼面向去分析和鋪陳資料很多，用什麼面向去分析和鋪陳

什麼是和文獻對話？？？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跨性別、跨年齡、跨區域

漫長的等待期（ 2009.08---2010.03）

請同事幫忙找受訪對象請同事幫忙找受訪對象

和受訪家長的溝通

訪談的地點與安排訪談的地點與安排

配合受訪者的需求

考慮托育的安排

訪談和會談的不同訪談和會談的不同



訪談VS會談

訪談 會談

研究者透過訪談過程問問題， 助人工作者透過會談過程問研究者透過訪談過程問問題，
幫助自己對受訪者所處的社會
文化情境有深入的理解，對研

助人工作者透過會談過程問
問題，來達到蒐集有關資料，
作為評估問題的依據。文化情境有深入的 解 對研

究的現象有較全面的瞭解。

從傾聽中去思考受訪者化與

作為評估問題的依據

---從服務對象的回答找出問
題的答案 思考她們的困境---從傾聽中去思考受訪者化與

的意涵，試著深入去探詢她們
的詮釋是如何形成的。例如：

題的答案，思考她們的困境
與解決方案。

的詮釋是如何形成的。例如：
低落的母職形象

平等的關係 不對等的關係平等的關係 不對等的關係



青春戀曲的困境與代價

• 在經濟限制下的生活困境在經濟限制下的 活困境

那一次她抽筋，她爸爸很緊張，緊張到哭，就
衝到樓下坐計程車去國泰醫院，那時候我們還衝到樓下坐計程車去國泰醫院 那時候我們還
住基隆。可是我們身上都沒有錢，完全沒有錢。
然後計程車就停在醫院門口，就有一個好心的然後計程車就停在醫院門口 就有 個好心的
人先幫我們付車資，那時候我們身上都沒有錢。
那時候就是求助無門，大家都沒有錢---西施那時候就是求助無門 大家都沒有錢 西施

三餐不繼、居無定所、受教能力受限、犧牲娛
樂與物質慾望樂與物質慾望



訪談VS會談

訪談 會談

研究者透過訪談過程問問題， 助人工作者透過會談過程問研究者透過訪談過程問問題，
幫助自己對受訪者所處的社會
文化情境有深入的理解，對研

助人工作者透過會談過程問
問題，來達到蒐集有關資料，
作為評估問題的依據。文化情境有深入的 解 對研

究的現象有較全面的瞭解。

從傾聽中去思考受訪者化與

作為評估問題的依據

---從服務對象的回答找出問
題的答案 思考她們的困境---從傾聽中去思考受訪者化與

的意涵，試著深入去探詢她們
的詮釋是如何形成的。例如：

題的答案，思考她們的困境
與解決方案。

的詮釋是如何形成的。例如：
低落的母職形象

平等的關係 不對等的關係平等的關係 不對等的關係



研究倫理議題

權力議題權力議題

職場身份VS研究者身分

對受訪者要透露多少研究內容

困境與代價困境與代價

需求與資源

性別權力關係

給予適當的回饋給予適當的回饋



分析的視角與方法

從逐字稿轉譯的過程細細品味對話的溫度與
感受感受

以性別的視角檢視文本中對話的意涵，有哪
些性別權力不平等的現象，有哪些性別刻板
的價值理念，如果有所翻轉的話，會有什麼的價值理念 如果有所翻轉的話 會有什麼
不同

從他們相同的、不同的經歷與困境，去找出從他們相同的、不同的經歷與困境，去找出
他們的力量與信念

從分析論述中回答自己當初探詢的問題從分析論述中回答自己當初探詢的問題



走過668天之後

終於懂了什麼是和文獻對話

更懂得珍惜和感恩

對實務更深入了解與思考

些未竟之事一些未竟之事



青春戀曲的困境與代價

• 來自年紀、家庭限制下的生活困境

1.無法自主婚姻、生育選擇，並且因為合併家戶計算資產1.無法自主婚姻 生育選擇 並且因為合併家戶計算資產

的規定影響了低收入的資格

其實像我們這種狀況很難申請到任何資歷（補助）。沒其實像我們這種狀況很難申請到任何資歷（補助） 沒
有結婚。因為，那時候，老婆還蠻年輕的，所以戶籍還
是跟媽媽，她們家又有房子，所以沒辦法申請低收入戶
或什麼救助金之類的 像我們這種狀況 在社會上 沒或什麼救助金之類的。像我們這種狀況，在社會上，沒
有什麼政策可以幫到什麼。對，法令的關係，沒辦法申
請到什麼。只有靠民間的補助。找人家來家裡看真正的請到什麼。只有靠民間的補助。找人家來家裡看真正的
狀況的那種民間團體，才能真正幫助我們。---阿磊

2.青少年就業的職場並不多元，也不夠充足2.青少年就業的職場並不多元 也不夠充足

3.家庭支持不足



走過668天之後

終於懂了什麼是和文獻對話

更懂得珍惜和感恩

對實務更深入了解與思考

些未竟之事一些未竟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