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佩琪 
 
   

    6/10 

 



Å           2016  

     

                                    

                                     

 

 
 

147,861  

  10,179        
       

 
 

 14.53   1  

中外結婚對數:結婚之一方為本國人，另一方為
大陸、港澳或外國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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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134  
外裔配偶－外國籍者歸化（取得）我國國籍。 
外籍配偶－外僑居留者持有效外僑居留證及永久居 
          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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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女中數理資優班學生黃千慈循著台
灣大學「希望大學」管道，早已錄取台大
醫學系，但她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報名
參加學測，成績揭曉，考了75滿級分，家
境雖弱勢，但她積極向上，考出好成績。 



「婚姻排擠」（marriage squeeze）由於性
別比例的不均，使擇偶機會受到排擠。
P.277  

 

              

̢ 

   如民國38年駐台國軍，為了婚配放寬擇偶條
件̢  



「婚姻坡度」女性大多以社經地位比自己高的男
性為擇偶對象，男性為反之。P.277 

          
能生育、可照顧家庭 可依
賴、有安全感 ̢ 

 

  結果－ 

  男性挑選年齡、職業抱負比自己低的對象。    

  女性挑選體型、經濟能力、社會地位比自己高 

          的對象。 

 

             



外籍配偶家庭的困擾與問題  p.278 

（一）生活適應問題  外配第一個面臨到的問題      

   1.語言障礙問題   

   2.文化差異問題  如飲食習慣、夫家為重 

（二）經濟引發的家庭問題  如夫家控制零用錢 

（三）子女教養問題 

（四）人際關係建立問題 

   1.與夫家家人關係 

   2.與社區居民人際關係 

   3.對原生家庭的聯繫互動 



（五）角色適應問題 

   1.個人的角色適應  如無權利要求進修 

   2.家庭中的角色適應  如服伺公婆 

 

̢P.278 

 

 

 
 

新移民心理適應.mp4


 p.284 

 

1.提升外籍配偶語文與識字能力。 

2.與夫家親友建立真誠的溝通。 

3.與原生家庭親友保持良好的互動。 

4.調整心態，克服角色適應問題。 

5.主動把握學習的機會，增進生活知能與問
題解決能力。 

6.增進教養子女的正確觀念。 

7.擴大生活圈。 

 

 

 
 



 p.285 

 

1.學習家務處理的技巧 

2.面對經濟上的可能壓力 

3.做好良好的財務規劃 

4.循序漸進做好家庭財務的管理 

5.個人財務的規劃與管理 

6.善用社會團體所提供之資源服務 

 

 

 
 

新移民出頭天 

新移民出頭天 外配考上博士班－民視新聞.flv


             p.286 

 

 

 

 

 

 

 

 

 

 

65  

1970    66.66 71.56  

2003   73.35 79.05     
        

 2015  77.01 83.62  
( 80.2 )   
       

       
        



             

 

 

 

 

 

 

 
 

民國1993年底老人人口7.1 ，已達WHO所公
認之「老人國」。P.286 

 

65  2003    9.2    

2016     13.2      
        

2051    24      
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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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內政部2013年老人狀況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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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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ϝ ϝ  16.8    



 

主要經濟來源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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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   
       53.6  -  

    32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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ϝ ϝ  14   

 
 

 2013 65 ̪ ̫
 



 65歲以上女性患有慢性或重大疾病比例相對
較高。（內政部，2009）男性老人的健康
狀況較女性老人為佳。P.287 

 

教育程度愈低者，其生活費用主要來自「子
女奉養」 ；教育程度愈高者，傾向以「工
作收入」 、 「退休撫卹保險給付」為主
要經濟來源。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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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收入減少的影響 

二、居住安排的問題 

三、婚姻調適的問題 

四、疾病的影響 

五、配偶死亡的調適 

p.289 
 

賴伯伯租屋 (480p).mp4
養兒防老成過去式.mp4


 p.292 

 

 

1.與子孫親友們維持良好的互動。 

2.擴大生活圈，參與有意義的活動。 

3.妥善的安排時間，培養興趣與嗜好。 

4.簡化家務的處理，避免體力的過度消耗。  

5.建立心理與社會的自主性。 

6.注意飲食、適度運動，維持身心的健康。 

 

 

 

 



 

 

1.維持經濟上的自主 

2.提早做好財務的規劃 

3.做好良好的財務管理 

4.重新配置家中的各項設備 

5.妥善思考居住的方式 

6.善用社會團體所提供之資源服務 

 

 

 
 



      
 

 

 

 

手足 

政府機構 

І 

ъ
Ỗ 

̡  p.304 



  不同發展階段的家庭，需要使用多元不同的
社會資源。                     P.304 

 

   兒童－公立幼兒園、圖書館、家扶中心… 

   青少年－學習營隊、文化展演… 

   成人－成長團體、職訓機構、政府津貼… 

   老人－托老服務、臨時照料、樂齡團體… 



 

̡
 

̡
 

̡  
 

 
 

 
 

 
 

不同家庭發展階段之「家庭發展任務」概況 

p.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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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忙(360p).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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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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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SONY廣告 女大十八變.flv


 
 
1.  
2.  
3.  
4.   
   
5.  
   

 

TheLighthousePo Chou Chi      - YouTu.wmv


 

單身家庭 

單親家庭 

老年家庭 
外籍配偶

家庭 

多元特殊化家庭與社會資源之關聯性 p.306 



        因應社會需要，滿足社
會需求，由「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所有有形
物質資源與無形的精神資源。P.308 

 

      因應社會需要，滿足
社會需求，有助於社會服務實施的各種有形與
無形的資源而言，它包括了來自「政府機構」、
「民間團體」、 「個人」所提供的各式資源
或服務。 



p.308 

  

̢如心理諮商服務̢ 

 

  
̢如

社工家庭訪視。 

 

  
̢如擾鄰之精神病

患強制送醫。 



  
 

̢如家庭教育中心之服務̢ 

 

  
 

̢如利用圖書館建立自己的資料庫。 

 

  
  ̢ 



   
 : p.309 

 

     1.    如熱心民代、老師… 

     2.    如相關機構、活動中心… 

  3.    如社會人士捐款、贊助… 

    4.    如政府與民間單位之調查報告 

  5.    ̡ ̡  

                        ，如宗  

             教團體、基金會… 



   
 : 

  p.311 

     1.    如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2.    如勵馨基金會… 

  3.    如公設民營之機構 

        

 



 :  

  p.311 313 

 1.終身教育系統    2.醫療服務系統 

 3.社會福利系統    4.社會心理諮商服務系統 

 5.法律檢警系統    6.宗教系統 

 7.職業服務系統    8.資訊服務系統 

 9.休閒系統 如體育館 10.理財服務系統 

 11.保險服務系統   12.家庭管理服務系統 

 13.交通服務系統   14.個人社會支持系統  

 



 

 
 

 

 
 

 
 

 

   
 

 

 

 
 

 

 
 

 
 

 

 

          社會資源網絡的關係  p.314 



    ̪ ̡ ̫

:   p.315 

  1.建立以個人或家庭為中心的個人網絡 如鄰居 

  2.發展志工聯繫網路 如慈濟 

  3.結合社會互助團體網絡  如罕見疾病互助團體 

  4.增強社區聯繫網絡 如社區發展協會 

 



 

1. 

 

2. 

 

3. 

 

4. 

 

5. 

 社會資源的應用步驟（過程） p.315 



      
 

quality of life  QOL  一個人
對於其生活狀況所做的整體性評估，包括主觀
的感受、客觀的衡量。 p.342 

 

評量生活品質的指標分為主、客觀兩類指標，
兩者都不宜偏廢。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國民生產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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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u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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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Johnstone指出指標具有五種特性:p.342 
 
1.能指出普遍的狀態，但未必具有高度的科學 
  精確性 
2.統計上的變項不全是指標 
3.指標是可以量化的數字，必須根據建構的法 
  則解釋指標的意義。 
4.指標是一種暫時性的數值 
5.指標是理論發展的起點。 



  沒有明確的標準或特定
的準則可以依循，衡量個人對於生活狀況及滿
意的知覺，測量的是生活經驗，如快樂感、滿
意度。大多透過問卷調查。P.344 

 

  有明確、特定的標準可以依循，如國
民生產毛額、經濟成長指標。 

 

 

 



 2004年行政院提出國民生活指標綜合指數為 

  健康、環境、公共安全、經濟安定、家庭
生活、工作生活、學習生活、社會參與、
文化休閒等九領域。P.349 

 

  家庭需求被滿足、家庭成員
享受他們相聚在一起的生活、而且有機會
做對他們而言重要的事情。P.350 



                   2016年國民生活狀況調查滿意度情形 

 

 

    86.7   ̟ 

醫療服務品質    80.1     

   
 
 

 

   

家庭生活滿意度  91.0  
  
 
 



                   2016年國民生活狀況調查滿意度情形 

 

 

    69.6   

    74.3     

   
 
 

 

   

  64.6   
 
 



                   2016年國民生活狀況調查滿意度情形 

 

 

    82.3   

   83.9     

  86.5   
 
 

 

   



                    

 

 

 

   

 

2016年國民對未來生活憂心的問題 

          12.6    

  11.5    



 

           18.5    

 ̡  
 

   15.3   
 
 

 

   

         12.7   
 
 

2016年國民認為個人要提升生活品質，
要優先改善項目 
  



 

           14.0    

 
 

   12.7   
 
 

 

   

         10.9   
 
 

2016年國民認為要提升全體國民生活品
質政府應迅速加強辦理項目 
  



提升家庭生活品質的可用資源資源如下:p.358 

̡  

（一）經濟資源  具有經濟價值的物質資源，  

                如金錢、物品、土地… 

     ＊維持高齡生活品質三老：「老本」、
「老伴」、「老友」 

   (另加老健、老趣、老居為六老) 

 

（二）非經濟資源  不具有具體形式、不具 

           有經濟生產與服務的無形資源。  

       如與家人情感互動、有效率運用時間… 



̡  p.359 

（一）公共設施  如圖書館、自然景觀… 

（二）服務與醫療機構  如勞委會、醫學中心 

（三）提供學習活動單位  如家庭教育中心、 

                         

（四）法令政策 

   1.經濟補助的法令政策  如青年創業貸款 

   2.保護生活的法令政策  如家庭暴力防治法 



̡   生活品質的提升，不能完全
倚賴政府資源，需政府、民間機構攜手合作。   

                                    P.362   

＊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營利組織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 

  

  各民間機構依據志願服務法，招募、培訓志願
人員，投入各項服務工作，進而提升生活品質 

 

̡   如手機、電腦。科技產品
對生活帶來的影響，不全然是正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