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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探究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養子女自我價值感變化之歷程。取樣方式採用立意取樣，

透過民間慈善機構招募六位參與者，以半結構訪談蒐集資料，使用主題分析法進行

資料分析。 

本研究納入六位參與者，其年齡介於 18-70 歲之間，經本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分別為養子女成長歷程變化三階段，及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變化因素等。 

養子女生命歷程自我價值感，其歷程變化三階段包含：前期階段為 12 歲以前，

身為養子女自我認同的想法與感受；中期階段 12 歲至婚前，對於養子女自我權力

的主張；後期階段結婚以後，得到他者的愛與尊重等，自我價值感變化歷程。 

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變化因素包含：受傳統社會家庭型態以男性為核心脈

絡影響、養父母教養與對待方式影響、工作成就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在幸福婚

姻裡獲得尊重與愛之影響。最後為研究發現、研究討論及研究限制等，提出養子女

自我價值感及未來相關研究之方向與建議。 

 

 

 

 

 

 

 

 

關鍵字：自我價值感、自我認同、自主性、歸屬感、工作成就、愛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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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Adopted Children's Self-worth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adopted children's 

sense of self-worth. The sampling method was purposive sampling, six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through private charitie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included six participants, whose ages ranged from 18 to 70 years ol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following are the three stages of changes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adopted children,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hanges in adopted children's 

sense of self-worth. 

The self-worth of adopted children in their life course includes three stages of change: 

the first stage is before the age of 12,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self-identity as an 

adopted child; the middle stage is from the age of 12 to before marriage, the assertion of 

self-rights of the adopted children; the later stage After getting married, you gain the love 

and respect of others, and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your sense of self-worth. 

Factors that affect changes in the self-worth of adopted children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family model with men as the c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upbringing and treatment of adoptive parents, the impact of work achievements on the 

self-worth of adopted children, and the influence of gaining respect and love in a happy 

marriage.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search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the direc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adopted children's self-worth and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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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華人社會裡傳宗接代繼承家族香火觀念，一直是非常

重要的一件事。在古代若一個家庭沒有孩子，唯一的方法就是收養一個孩子，於是

收養這一現象就開始出現於我國古代社會，並且成為往後社會中，一直存在的社會

現象之一，而此一現象最早始於隋唐南北朝時期（洪倖珠，2012）。 

查閱文獻後發現，過去少有養子女自我價值感相關之研究，在臺灣國內養子女

相關研究多以依附關係、同性婚姻、法制條例、身世告知、自我認同等，少有涉及

養子女對自我身世的看法，與其自我價值感之研究議題，因此，本研究希望探究被

收養者的自我價值感及對自我的看法。 

研究者希望透過對被收養者的成長歷程看法，與關乎自我價值感事件發生過

程中，了解養子女對自我價值感之看法，及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內在真實看法。以下

對本文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說明 

壹、 研究背景 

收養現象在古代是替代不孕夫妻傳宗接代，在現代則因文化水平提高，單身者

越來越多情形下，及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除了是不孕夫妻成立正常家庭之最快管道

外，也成了單身者與同性婚姻欲成立家庭時，養兒育女的最佳途徑，因社會有需求，

所以收養成了當今父母親成立家庭的主要來源之一。 

一 、收養緣起 

從古時至現代，即有許多收養的案例，正常的夫妻關係裡，如果無法透過自然

孕育方式生兒育女時，夫妻雙方即會考慮以其他方式，讓家庭更為圓滿，此時「收

養」就成了夫妻獲得子女的主要方式。從政商名流、藝人、企業人士、作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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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乏有出生即被出養，由親友引介，出養到近親或朋友家中，當中免不了亦有

出生幾個月或至兩三歲時，他們因種種因素才被收養（方志華，2020）。 

古籍記載宋朝時期，養子女與養家庭都有責任與義務，養父母需為養子女提供

姓氏、生活所需、財產繼承等，且養子女具有孝養長輩及承繼宗祠的責任，宋朝婦

女及廟宇在兒童收養中所提供的幫助，包含皇宮中宦官與宮女的收養，呈現出宋朝

兒童收養承上啟下的關鍵性特色（洪倖珠，2012）。 

二 、養子女相關研究背景 

國內背景與傳統家庭觀念裡，多以男性為家庭核心的傳統價值，故傳宗接代成

了家庭觀念裡重要觀念，無法自然孕育時，收養成唯一途徑。根據 2020 年臺灣衛

福部國民健康署統計指出，在臺灣每七對夫妻當中，即有一對夫妻因不孕而導致需

要收養子女（彭幸茹，2020）。 

臺灣同性婚姻成立後，同性婚姻之夫妻，即會考慮以收養子女成為一個父母體

驗養兒育女之經驗，也有傳宗接代的意涵存在（林庭葦，2021；王慶文，2022）。

同性家庭在此概念轉型下，亦受到家庭法同等之保障，換言之；家庭權之保障亦應

有所變動，在這樣社會脈絡之下，同性婚姻收養子女已然成為臺灣社會廣泛的現象

之一（陳婕妤，2017；歐苡均，2022）。 

三 、研究者背景 

若依照國內現有的研究與收出養相關的書籍觀之，少有以養子女「自我價值感」

想法為主的研究，此乃我欲進行本研究的起點，研究者希望藉由研究的釐清，整合

養子女在自我價值感議題上的期待與想法。 

由於研究者本身亦是一名養子女，在自身成長歷程中，曾一度對此議題產生懷

疑自我生命價值，直到中年事業有所成就，才開始提升自我價值。研究者好奇下，

想從研究中，瞭解養子女本身的自我價值感，及影響的因素與發生的過程，此一經

歷與過程，以及研究參與者對自身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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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動機 

由於研究者在收養家庭成員中，有 6 人皆為養子女，在這樣特殊的脈絡之下，

對此議題產生極大的好奇，遂決定深入其研究一探究竟，除了較能與研究參與者產

生親近感外，亦有利本研究之進行。希望透過研究探索不同的養子女成長經歷，及

自我價值感變化，與了解影響自我價值的因素。 

期許從訪談中回顧描述成長歷程之經過，而找到建立本研究脈絡的主要架構，

讓研究者本人有著更大的挑戰力，也期待藉此研究讓更多人聽見並看見養子女真

實的內在世界。 

研究者因為本身是養女，在法鼓文理學院學習這三年多，除了親近三寶之外，

對於自己生命的價值亦有所改觀，過去內心總認為養子女的生命是沒有價值、不被

人愛與尊重、是被遺棄的小孩。過去時常懷疑自己與其他養子女是否有其相同的感

受呢？或只是自己內在的想法而已。 

透過學校課程中的學習，如正向心理學、生命創傷復原力、諮商與輔導等，我

發現自己的內心想法在改變，對於養女身世，我開始有自己的想法，對於生命持以

正面思維看待，不再如以往那麼悲觀、認命，亦因為如此的改變，讓自己對於論文

議題有了方向。 

希望透過在校所學，研究自己及其他養子女生命價值上的變化歷程及因素等，

以期了解自己與其他養子女生命價值感變化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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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希望透過質性研究訪談法，讓研究參與者回顧生命成長歷程，找出影響

自我價值因素。 

壹、 研究目的 

在報章新聞雜誌裡，經常可見某些名人的事業成就輝煌，不僅自身有所成就，

更幫助收養家庭其他成員成長，除開創自己的事業王國，讓事業有所其相當成就之

外，並為自己生命找到其價值，而此人可能就是一名養子女（楊曼芬，2018）。 

因此，養子女是否都能從各個領域找到自己生命價值，讓自己的生命發光發熱 

？或仍舊是人們框架中的卑微樣貌呢？又或是因為身世與他者不同，內心的激盪

讓養子女比他者更努力、更勤奮，只為了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得以報答養父母的

養育之恩呢？基於上述疑惑，本研究將對養子女內在對於自身看法與評價做一深

入探討，以求了解養子女自我價值感為何，其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養子女成年後對於自我之評價。 

二、了解養子女在收養家庭成長過程中，對自我價值感之變化歷程。 

研究者期望透過研究的探討，瞭解養子女內在真實想法及如何看待自身生命。 

貳、 研究問題 

過往研究裡曾有探討養子女對於身為養子女身分議題之研究，養子女是否曾

產生自我懷疑，認為自身被出養是因不被預期、生命價值低，或甚至是因為不被受

歡迎而到來等，種種自我價值感低等負面因素才被生父母出養（張玲如、邱琬瑜，

2012）。 

研究者希望從研究中問題的解剖分析，透過對研究參與者的深度訪談，去了解

養子女身心狀態及內在真實想法。以養子女於收養家庭成長歷程中，與養父母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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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以及其家庭結構做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其中包含其養父母與養子女相處

模式、養父母教育程度、養父母對待方式、收養家庭之經濟狀況、以及養子女個人

專長等相關議題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研究者期望從上述內容中，找出影響養子女成長歷程中，對於自身看法及自我

價值感之變化，分析研究參與者對於自我評價的內容與意義，本研究相關問題有以

下幾點： 

一、研究參與者對自身的評價為何？ 

二、研究參與者在收養家庭成長歷程中，自我價值感變化？ 

本研究以研究問題作為研究的基石，從研究問題的脈絡展開研究，試圖從研究

問題中，尋找出本研究議題相關之問題，藉由研究參與者訪談過程中，對於訪談內

容過程的描述將以細緻化，並且盡量還原當時真實想法與感受，期許研究者能從問

題中找到養子女自我評價，以及自我價值感變化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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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養子女定義 

「養子女」為出生後，因家庭、父母及其他因素，被原生父母出養至另一個家

庭裡，除隨養父母姓，成為養父母家中成員，接受養父母的教育，並與家庭裡其他

手足共同生活成長。 

「童養媳」是養子女的一種，存在早期臺灣社會一習俗。早期因文化水平低，

在避孕常識不普遍狀況下，夫妻生兒育女的情況普遍為多胎制，當時人們認為養女

兒要賠嫁妝外，更受傳統重男輕女觀念影響（潘頤帆，2023）。於是許多夫妻除了

將自己女兒出養外，亦收養養女進門，成年後許配給家中男丁，既可以從小幫忙家

事農務，還不用準備嫁妝與聘金。有些狠心養父母，會把養女變賣聲色場所賺錢貼

補家用，故有些養女從小就有「藝名」（陳春梅，2012）。 

貳、 自我價值感定義 

一個人的自信心，是影響自我價值感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信心脆弱的人容易自

我價值受到威脅或降低，個人可透過不斷反思與覺察，幫助保護自我價值（吳佩靜，

2010；Baines, 2015）。 

人類自我價值是個人不同特質之衡量方式，描述個體從嬰兒期到成年期價值

取向的變化，強調個人在不同情境脈絡中，發展出穩定性、長久性的一種整體自我

的理解。 

個體的動態經由生命歷程變化有所改變，透過改變的過程自我認同與成長，進

而穩定其人格，人格進展從固定到變化，再從剛性結構到流動變化過程。其穩定態

度會隨生命歷程變動而有所改變，代表自我生命價值是隨歷程而改變，其改變現象

為動態而非靜態無所變化（Rogers,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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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文文獻來源，為國內外有關介紹養子女相關之書籍、學術論文與期刊、文學

作品、雜誌及政府公報等文獻，研究者希望從中展開其探討主題｢養子女自我價值

感之探究｣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透過搜尋上述相關文獻後發現，國內的研究文獻當中，以養子女議題的

研究裡，大多以依附關係、同性婚姻、身世告知、特殊教養、自我敘事、法治條例、

自我認同、媒合服務等類型。但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有：養子女依附關係、養父母

收養家庭結構及被對待方式、自我價值感等，故在本章節中將對以上三點做出相關

研究探討。 

第一節 養子女相關研究 

為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研究者將其可能影響養子女之相關研究議題之研

究導入本研究中，文獻探討則以三個面向從國內外相關文獻中展開搜尋與探討，針

對以上文獻做出與本研究相關分類，其分類為以下三種： 

其一為依附關係對於養子女的影響。其二找出養父母與收養家庭對於養子女

的影響因素，其中包含養父母教育程度、教養方式、及收養家庭之經濟狀況及家庭

結構，與之所有可能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因素等。其三為定義自我價值感及可

能影響養子女自我評價之原因。研究者期望從上述三個不同面向之文獻探討中，找

到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重要因素，用以佐證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變化原因。 

壹、 養子女之研究 

根據以往研究發現，人類幼童時期，即會基於求生存的本能，在幼小生命中，

會極力尋求接觸依附成熟的個體，以獲得心靈感覺保護感和安全感，依附關係是為

兒童於潛在危險性的世界中，提供一個安全堡壘以面對壓力與傷害，使孩童從小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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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安全感，而主要照顧者敏銳回應，亦可使嬰兒感受到安全感，對於養父母與養子

女之間良好的依附關係，也是對於養子女日後人格發展有益的關鍵之一（張春興，

1990；劉劭純，2002；林育陞，2015）。 

良好的依附關係，是個體人格發展的重要依據，早期正向的依附關係對於個人

團體生活，及人際關係是有其相關聯性（吳佩靜，2010；楊懿恬、高淑芳，2012）。

個體的依附風格的形成，會受雙親或主要照顧者深深影響。 

許多研究結果均證實，嬰兒與母親之間的依附品質，對於幼兒的認知與社會行

為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重要關鍵。其他研究指出，個案行為特性，包括確認行為、

比較行為、評價行為等，增進親子依附關係的建立等，都是影響養子女日後人格發

展要素（蘇建文、黃迺毓，1993；鄧鳳苓、周雪棻，2001）。 

母親的一舉一動與其人格特徵行為等，都是影響收養子女日後安全感的重要

者，而此安全感也是日後影響養子女健全人格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母親教養方式

的影響力，要比父親方面的依附經驗來得顯著。另有研究指出，遭到母親拒絕經驗，

通常會使收養兒童產生心理陰影，容易讓孩童對於母親產生疏離（蘇建文、龔美娟，

1994；許瑞蘭，2002；李貞慧，2019）。 

養子女多於就學前知道自己真實身世，其中有人無動於衷，有人憤怒無法接受，

有人難過傷心自己是養子女，其中對於得知身世的過程每個人不盡相同，此與每個

養子女的依附對象、家庭結構、養父母對待方式、養子女本身個性問題皆有其相關

聯（黃立菁，2009）。 

養子女對養父母所產生依附關係行為，最顯著兩大依附特點為內在行為表徵

之「關愛」，與外在行為表徵之「陪伴」。研究指出，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間，多數以

優良依附關係存在，在日常生活中，養父母也盡可能做到視如己出的態度，對待養

子女（張瑞文，2013；曾舒微，2017）。 

孩童若曾遭到母親拒絕的經驗與感受，會發生自我認同否定現象，而養子女的

身份本身，亦會影響養子女之日常生活，除此之外；養子女生活上大多會出現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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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風險，此風險可能來自養子女內在對於自我身分之不認同感，而使養子女對

於自身的身分存在質疑與負面評價上。在養子女身上經常可以看到，養父母或生活

中的重要他人如何解讀收養身份，及對這個身份的回應與態度，對養子女而言持續

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陳逸陵，2022；Haugaard, 1998；Mosman, 2021）。 

亦有研究結果發現，養子女可能因為收養身世、適應收養家庭及成員或其他收

養相關問題，影響其日常心理與行為問題，導致養子女學習行為能力降低，而使之

外在行為表現較差（Dalen et al., 2020）。 

貳、 依附關係之研究 

對於幼兒的認知與社會行為能力的發展有密切關係，許多研究結果均證實，嬰

兒與母親之間的依附品質，是影響幼兒日後讓個體產生安全感與自信心的重要來

源因素，孩童在優良依附關係中成長，有助於孩童在日後的人際依附關係中，有較

佳的適應力與自信心，相對能有較佳的人際關係（蘇建文、黃迺毓 1993）。 

依附關係是保護自身模式，對於兒童更是促進往後生活中適應及發展的一種

優良機制，其目的在維持生存力。依附關係是兒童於充滿複雜與潛在危險性的世界

中，在向外探索以及學習時，提供一個安全堡壘，用以面對壓力與傷害的內在抽象

表現，亦是孩童從小獲得安全感來源，主要由照顧者相處逐漸形成的。是個體一生

中最早接觸到的人際關係，發展是否良好，非但影響日後健全人格的發展，且關係

至更廣泛的人際關係發展（劉劭純，2002）。 

研究發現，依附關係建立主要從身心滿足、及安全感之需求，進而培養對自己

的信心與自我價值感，良好的依附關係更是個體人格發展的重要依據，由此可知；

早期優良依附關係對於個人之人際關係及團體生活等，是有其相關聯性，兒童在成

長過程中不斷地將與依附對象之間的互動經驗，納入其內在的依附對象與自我的

運作模式當中，此內在的運作模式會攜至學校，及日後職業與社會情境中，由此可

見影響之深遠（蘇建文、黃迺毓，1993；吳佩靜，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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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第一節的文獻探討得知，一個正常的人格發展，與從小依附關係有著密切影

響，依附關係是個體一生中最早接觸到的人際關係，發展好壞，會影響日後健全人

格的發展與廣泛的人際關係發展。當孩童置身於養育者提供之關愛環境，會逐漸產

生情感與信任，良好的依附關係對孩童的認知行為發展、人際發展、與全面性人格

發展影響甚鉅。 

雖然許多養父母與養子女擁有良好的依附關係，並強調良好依附關係對養子

女日後影響頗大，但在教養孩子的信念上，也特別強調幼兒時期的家庭教育很重要，

從文獻裡只能得知，其依附關係對兒童日後人格發展之重要，卻未指出依附關係是

影響自我價值感的直接關聯性，研究者期許從後續研究中，繼續深入挖掘養子女內

心世界，及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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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收養家庭相關之研究 

本節將對收養家庭與養父母間相關之研究，做一詳細論述，探討其收養家庭與

養父母間變數影響之因素。 

壹、 收養家庭及養父母之研究 

研究指出，養父母教育程度、職業狀況及幼兒性別與年齡、家中子女數等相關

之背景變項等，對養子女之社會行為表現都會有其相關重要之影響，而養父母負面

影響和痛苦生命歷程，可能提高養父母和養子女出現問題行為的風險，致使養子女

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產生，此多與養父母及家庭結構息息相關（邱慶華，2009；嚴

燕楓，2013；Liskola et al., 2022）。 

當養父母決定收養子女前，對於養父母與養子女而言，是需要時間與心理準備

的，親子互動型態以情感為互動為親子關係主要核心，亦是兒童期的孩子有其階段

發展的特性。親子互動中養父母的對待方式，與不當管教亦會影響養子女日後之行

為發展（黃立青，2009；王冠晞，2016）。 

其他研究指出，如親子互動交流及親子溝通的影響，幸福感提升，孤獨感降低

等，都是影響收養子女日後擁有健康心態的關鍵，養父母與養子女的親子互動有其

特定的模式，包含親子教養、親子溝通及管教方式等面向，養父母對於養子女視同

親身子女般疼愛與關心等表現行為，都可透過良好互動，讓親子關係更為和諧（范

佳雯，2015；黃佩琳，2017；黃淑芳，2022）。 

幼兒本身氣質、以及個人行為特徵、與養父母教養方式，及親子互動等皆關係

養父母因材施教的做法。養父母與一般養育自己親生子女的父母，在管教上沒有太

大差異，並且養父母會依據孩子先天氣質，作為調整與孩子互動方式的依據（戴立

梅，2004；蘇詩茹，2015）。 

值得注意的是，未來收養子女的主要群體，可能為同性婚姻者。在臺灣對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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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法制上的保護與規範，以一般家庭之收養與同性婚姻之收養，之差別處在於雖然

與同性婚姻家庭之養子女與一般家庭之子女生活尚無太大異處，但同性婚姻家庭

之養子女，所受之保護仍較一般家庭之養子女來得少，故同性婚姻養子女在生活上

及學習上，面對同性父母他者異樣眼光，心境上與一般養子女仍是有所差異（張琍

威，2015；洪翊軒，2018）。 

國內外皆有研究顯示，養子女被收養後，除了必須融入收養家庭之外，養子女

還需要區分收養家庭和親生家庭的角色，並理解自身被收養身份與他者的相異之

處，收養家庭則可以藉由外在及家族資源，而使壓力獲得適度調適（黃若喬，2013；

Neil, 2012）。 

民間機構教養知能相關課程訓練，能有助收養夫妻做好收養前準備，讓養父母

保有健康開放態度，幫助養子女用健康心態面對收養身世，此為當今收養家庭備受

關注之處（施昭如，2016；McSherry & McAnee, 2022）。 

當養父母決定收養子女成立一個健全家庭時，即想好日後面對養子女的對待

方式，換言之；養父母在面對教育及對待養子女的層面上所付出之精神與精力，遠

比親生子女來得多（王怡婷，2014；林琦萱，2014）。 

而養子女在收養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包括：環境的轉換、適應、心理需求、身世

議題、缺乏歸屬感等，皆與收養家庭與養父母有其關聯性存在。故養子女本身對於

被收養這件事，其實內在是充滿未知性，所以心情是五味雜陳的（黃錦敦、卓紋君，

2006）。 

除養育煩惱外，莫過於孩子身世的議題。親子關係治療課程，可協助養母親調

整教養態度及方法，讓孩子對身世告知的反應也趨於和緩並能接受。收養父母面對

孩童身世問題時，多採取緩和並誠實告知，讓養子女可以在平靜心理狀態下，了解

真實的身世（李佳欣等人，2017；李亞真、蔡美香，2021）。 

在國內收養率低於跨國出境出養之現象，這是因為西方家庭對於收養的接受

度遠比東方家庭來得高。對於孩子身世告知可透過機構媒合與說明，讓養父母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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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子女日後的身世告知，更能清楚明白並善用其他方法，讓養子女用以平靜的心看

待收養身世，反觀之東方家庭，則較難以同西方家庭般平常看待，這是東、西方國

家，對於收養現象看法差異之處（楊淨淯，2019；周勁秋，2021）。 

貳、 被對待方式相關研究 

國內研究指出養子女在家庭中被對待的方式，會影響其日後問題行為的發生、

自我價值感變化。父母對待公平性，及合適的教養及對待方式，有助於養子女提升

手足互動關係及改善本身內在問題行為（廖珮廷 2019）。 

養子女在收養家庭成長歷程中，養父母給予對待方式，是主要影響養子女對於

自我價值感看法主要因素之一，養子女可能因遭受虐待或不公平對待，內心產生生

命低價值感之感受，而影響自我價值感降低（賴柏翰 2020）。 

家庭教育會影響養子女性別態度的發展。主要照顧者的教養態度差異對養子

女會產生不同影響。經濟困難家庭易無力教養孩子。總之；家庭教育對孩子在學習

成長的過程中佔有很大的影響（林螢柔，2010）。不同性別之養子女，在父母教養

方式具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年齡與地位之養子女，在忍耐的情緒具有顯著差異，

養子女在自我建構上亦具有顯著差異（曾瑞祥，2023）。 

養父母的正向對待方式，可以影響養子女對自我內在調整具有正向力量，使養

子女可以擁有正向想法，不會因為身世問題而產生負向思維（王昭涵，2023）。養

父母正向情緒特質，對養子女心理層面有健康正向影響，故養父母正向對待養子女

之方式，可以影響養子女日後內在對於自我身世之看法（蔡昀珊，2023）。 

養父母的教養方式不因孩童的性別不同而有所不同，養父母教育及對待方式，

會因養父母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養子女亦因養父母對待方式差異而影響自

我看法，進而產生自我價值感之變化（張瓈葳，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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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養子女對生命中重要他人或母親的影響極致深遠，對於母親有著無法取代之

感受。一個健全之收養家庭，對於收養子女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見；依附關係是

影響養子女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對於養子女很重要。養子女年紀越大出養，對

養子女本身人格影響也越大，故在東方文化中多數的收養現象，都較傾向於嬰幼兒

時期就收養。 

養父母對於養子女的期待強烈，除養父母本身教育程度、家庭經濟、及對養子

女的期望，或參考親友的教養方式等行為，都是養父母教育方式的傳承，其傳承都

與養子女成人之人格有其重要影響。 

近代因同性婚姻合法，同性家庭與單身者只能透過收養，才能使同性婚姻家庭

健全。從文獻得知，養子女與收養家庭及養父母的關係密不可分。養子女可透過與

收養家庭及養父母良好親密互動關係、形成日後正向人格發展，而此發展可以使養

子女感受良好正向的自我價值感。 

研究者認為，收養家庭對於養子女而言是一個安全避風港，一但養父母管教方

式出現嚴重行為時，對於孩童身心都是一種負面影響，故收養家庭與養父母對於養

子女而言，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塊拼圖，好的親子關係能影響養子女於日後擁有

其正向自我價值觀，相對；不健全之收養家庭與養父母，會導致養子女的低自我價

值感，由此可見；一個健全家庭與父母，對於養子女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影

響其一生。 

養父母可能因教育程度、家庭結構、職業等，對於其養子女的教養而有所不一，

其不同之教育及對待方式，對於養子女日後人格發展亦有所不同，除了養父母的教

養及被對待方式之外，不外乎孩童本身具來的個人特質形象，養父母對待的一切行

為，皆是影響收養子女的關鍵，故養父母對待方式與教育程度，是影響孩童人格發

展之重要因素之一，養子女可能因被對待方式的嚴苛、虐待等，造成日後對於自我

價值感低落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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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上述文獻中，沒有相關文獻證明，養父母與收養家庭，對於養子女自我價值

感的直接影響，只能說明養父母與收養家庭及對待方式，可以影響養子女人格發展

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卻不是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的主要因素，故研究者在此章節

之文獻探討便不加以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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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我價值感之研究 

本節重點分別為自我價值感定義，及影響自我價值感因素等兩個章節，作為本

研究文獻探討概要，James（1890）對自我價值闡述為靜態。而 Rogers（1964）研

究發現，自我價值感隨成長歷程變化而有所改變，自我價值變化呈現動態。其研究

概要如下： 

壹、 自我價值感定義之研究 

自我價值定義，普遍被認為起始於 James（1890）對自我的闡述。所有能被個

人作為代表自己的總和，涵蓋個人生理、精神與物質等多層面，然此項研究顯示為

靜態不會有所變動（James, 1890）。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時發現，從嬰兒期到成年期的價值取向變化，是從成年狀態

到透過心理及幸福環境，獲得更大程度的心理成熟，隨著生命歷程變化，發展出自

我的理解及個人能力肯定。個體的自我認同是從固定到變化，係指自我價值感是隨

生命歷程變化而改變，其穩定態度屬動態現象，而非如靜態不會有所變化 （Rogers, 

1964）。 

自我價值是經由每個人內心經驗產生變化所得之心理特質，而非個人天生，故

難以從具體的行為表現，進行觀察與評估。簡言之；就是一個人對於自我生命存在

之認同，並且肯定其存在重要性的表現，所做出之自我評價的行為（郭為藩，1971；

張春興，1990）。 

另有研究指出，若想提昇人的價值須以健康的身體做為基點、維持健康身體，

活到老學到老，透過不斷學習，讓自己處於當下社會軌道之中，活在當下，不讓自

己被社會遺忘、淘汰，不成為家人負擔，善用自己的生命，做自己喜歡並且有意義

的事，讓自己身體及心靈都能達到滿足的狀態（劉又仁，2003；林鳳如，2004）。 

一個人可以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提升生活品質，活出自己嚮往的生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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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的做自己的主人，當自己設定之目標達成時，也是自我價值感實現之時。一個

人可以在各領域或環境裡，讓自身時時處於高效能狀態，這將有助於提高個人自我

價值感，然自尊與自我價值的高低，包含個體心理健康、生活適應及生活滿意度等

重要指標（林松茂，2008）。 

自我價值是個人對於自我能力的提升，廣義的說也是人類對於日常生活安定

及滿意度，換言之；個人重視質的部分、心靈層面的滿足，而非在於量的追求（張

文菁等人 2007；謝定亞，2008；陳函筠等人 2017）。 

其他研究指出，一個人的價值觀是不受任何外界所影響的，內在的系統如果越

健全，越能保護這些理想不受外在的干擾。而自尊與自我價值感的強弱，則可視個

體心理健康層面而有所影響、故個人擁有高自我價值感，是個人日常生活中，身心

靈的強大補帖之一，換言之；自我價值感是一種自我定義認知行為，無須透過他者

定義之，自我亦不受他人任何影響，是透過自我認定為主（黃亮慈，2018；Robbins,  

2012）。 

自我價值感是不需要透過外界的評價給予自己肯定自己的一種方式，是個人

透過某一種經歷、感受後，而出現一種對自己滿意的一種肯定，更是一種對於自我

感知行為的滿足。自我價值是在與他人互動時的自我感受的覺察，覺察自身與他人

溝通、互動，肯定、尊重自他等，幫助自己找到自我力量與內在資源的過程。總之；

自我價值感是經由某種特質、事件、經驗、歷程等，得到心靈成長後而發生的（蔡

春美，2021；黃峻葆，2022；謝昀晏，2022）。 

然而自信心亦是影響自我價值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培養自己的信心將能提

升自我價值感。 

貳、 影響自我價值感之研究 

歸屬感與安定感，讓養子女感到安心與幸福，養子女透過自己與另一半組織家

庭，讓自己的心安定，此安定的力量有助於養子女自我認同與自我接納，透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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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與接納提升自我價值感（林芳如，2007）。 

影響自我價值因素之良好依附關係，可使孩童從滿足身心與安全上需求，進而

培養對自己的信心與自我價值感，當然；一個人的自信心亦是影響自我價值感的重

要因素之一，然而自信心脆弱的人，容易自我價值受到威脅，個人仍可透過反思幫

助保護自我價值（吳佩靜 2010；Baines, 2015）。 

個人之所以感到自我價值感低落的原因，大多因為付出被視為理所當然、自身

角色所面臨期待與落差太大，此時；會感到自我價值感低，也許與男尊女卑及重男

輕女的傳統有其關聯，這也是現代社會女權主義高漲的原因之一（陳佳雯等人，

2013；黃采薇，2021）。 

當養子女長大後，被同儕同伴詢問身世問題與被收養的情景時，當受到其他兒

童的取笑或不舒服的詢問情景，對於養子女而言，其實亦是養子女對於自身生命無

自我價值感受原因之一，有時候；孩童之間無心的童言童語，亦是成為傷害養子女

的一把利刃（Neil, 2012）。 

孩童時期學業成績表現越好，自我價值感就會越高，它對於個人成就感和績效

相關的成就目標取向有顯著影響。自信心與成就感以及原生家庭給予的價值感等，

都是影響自我價值的重要因素。而成年後的職場表現，和在職場的收穫與轉變，有

助其正向自我概念發展，進而彰顯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亦是實現自我價值重要

影響之存在因素，旨在強調生命之價值與意義（楊凱蓁、林宜穎，2018；曾意雯，

2022；劉春蘭，2022；Stahlberg et al., 2019）。 

自我認同之一的一種，就是對自我價值的了解與肯定，自我價值感是個人覺察

自我後，感受不到對於自我認同的感知，個體對自己容易產生懷疑，相對；對自身

沒有其自信心與肯定，甚至會懷疑自身生命之價值，進而出現不快樂與不確定自身

的狀態，此時；對於自身也缺乏自我價值感的肯定與自我認同之滿足（蔡春美，

2021；Ishizu et al., 2022）。 

研究發現，自我價值感是影響個人生命全程中主要關鍵，它能深度且廣泛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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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個人的生活領域。自我價值如何在環境中發揮，讓個人自我效能能夠自我認同而

影響自我價值感。自我價值感對於個人一生之中，佔以非常重的位置，個人可以透

過許多社會互動活動及優良人際關係表現，從中產生對於自己能力上的相信及肯

定，進而了解其自我價值感，由此可知；生活中的各領域之任何學習與其常識，皆

是影響個人一生中的深遠之處（黃峻葆，2022；Xu, 2023）。 

在個體行為中，強調個體本身賦予最大的自主性，可以主張個體權益的決定，

導向自我整合的方向發展個體，並主動嘗試改變與整合環境因素，並決策自主性的

掌握用以自我評價，並依循著擁有自主性的自我的價值觀作為主體（林忠恕，1999）。 

本研究除以文獻探討的方式進行外，再經由訪談者訪談所得資料下，以 Maslow

之思想及經歷作背景進行深入探討，其次以其思想淵源，如哲學、心理學、成長背

景等三項，作爲主要探討方向，探索生命意義與實踐生命價值爲主軸，來作為本研

究主要探索意義與面相取向（紀俊吉、蘇慧慈，2006）。 

Maslow 曾提到需要層次論說法。更把需求理論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

會需求、尊重需求與自我實現等五類。養子女因自尊與身世關係，相較一般人來得

敏感，對於身心靈的需求程度，亦較一般人更多。在五類需求未達到滿足時，養子

女的內在力量是屬於較脆弱，當需求被滿足後，才有可能外顯出強大的自我價值感

（李子強，2010；Maslow, 1943）。 

生理需求上，養子女著重在依附對象給予的歸屬感。安全感需求則著重在有家

的保護及照顧。社會需求上，需要得到他者對於身世的認同。尊重需求方面，期許

得到家人與他者給予的愛與尊重。自我實現裡，養子女靠自己努力，也許透過學業、

工作表現等自我實現，從自我實現成就感中，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展現養子女個

體生命價值所在。 

小結 

綜上觀知，個人自我價值感，是一個人認同並肯定自己，也許是個人生命本身



 

 20  

 

的價值，也許是學習歷程的價值，或是其他特殊技能及個人才藝上、工作上成就、

及自主性的主張或幸福婚姻等。而其自我價值，除了個人之外，還涵蓋了社會層面，

其意可為當社會賦予個人期望與能力達成之目標後，個人與社會給予的誇獎、讚美、

認同、肯定等，總之是可以給個人帶來生命價值感，與心靈層次上滿足之感受，讓

個人感覺自己是存在的，並且是重要的。 

研究者認為，真正的自我價值在於，收養子女對於自己生命認為是重要的，並

且持肯定態度，此一肯定態度，是影響收養子女日後對於自我價值感的重要因素之。

當收養子女擁有自我價值感時，對於自身生命的看法與存在的意義，皆能以正向態

度視之。研究者希望藉由此研究中，找到收養子女與自我價值感的連結，即使當今

國內文獻中，仍找不到相關之文獻，但研究者仍希望做此議題之研究，讓更多人看

見收養子女的內在想法與學術研究本身的價值。 

無法認同自我價值的人，也無法真正說出內心想法，更無法精准說出想要表達

的內容，一旦長期累積下來，導致對於自己沒有信心，違反自己內心思維，就會產

生質疑自我存在的價值，甚至認為自我存在屬非必要性，長久下來會產生自我厭倦

與自我鄙棄，對於個人內心而言，不是一個健全之行為，此一行為會影響其一生。 

自主性亦是自我價值感重要一環，個體之所以低自我價值，主要原因涵蓋個人

自主性低，無法自己主張所有一切事宜，所有關乎自身權利之事務，大多由生命中

重要他者替自己做決定，所以低自主性，亦是影響自我價值感因素之一。 

總之自我價值感是經由某種特質或事件得到心靈成長後，產生其愉悅感及滿

足時而發生的。自我價值是在面對他人時的自我感受覺察，與他人溝通、互動，怎

麼肯定自他、尊重自他等一切行為。也是從平常生活中經驗及脈絡的建立，進而培

養出對自己的自信心以及對於自我的肯定感等。 

以目前既有文獻中，若以｢收養｣及｢養子女｣為關鍵字的文獻裡，多為收養子女

的依附關係、自我認同、身世之謎、媒合服務、同性收養等之相關議題文獻。而在

自我價值感的文獻中，多以工作成就、學業成績、其他方面才藝等之文獻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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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養子女與自我價值兩者連結之相關研究，少之又少，研究者基於個人好奇心與

研究貢獻之下，期許自己有一個全新不同以往的研究，找到養子女與自我價值產生

連結之研究，得以創造新的研究方向。 

一個人只要身心健康，就能通過自我不斷學習而增加自我價值感，而生命之更

高層次的需要也將會是永無止境。在現實生活中若想要實現自我價值，就必須充分

認識自我，做到不斷奮力向上、努力學習，並同整個時代與社會結合起來，樹立起

個人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其找到自我生命最大價值感，方能產生最大自信心

與自我肯定。 

自我價值感在一個人生命裡扮演極重要角色，其正向的自我價值感，可以給人

們帶來自信心與生命的意義感。而生命的快樂感與幸福感，也須由自我價值感而來。

當一個人從自利利他的行為，從起心動念開始，願意幫助人時，內在即代表自身生

命是有其價值且有足夠能力，才有辦法幫助他人走到更好的地方。 

國內外養子女與自我價值感之研究，甚少見到與本文議題之相關聯研究，所以

研究者亦從國外文獻著手，找尋並蒐集與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相關文獻探討，找出

與本研究議題相關的研究，用以佐證研究者對於本議題所提出之質疑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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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主要以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對象條件設定、

蒐集資料與分析、與其研究倫理等相關議題，作為此章節主要架構。何以選定「深

度訪談法」，主要因自我價值感為內在感知問題，屬情感部分，很難以量化數字統

計說明其內心情感面，故研究者經與指導教授商確後，決定採以質性研究中之「深

度訪談法」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章節從研究議題發想開展，以滾雪球方式向外尋找條件合適物件，作為本研

究訪談個案。研究者依照論文架構內文之重點，整理匯出本研究相關之研究內容導

向及方法。其研究架構從議題發想、資料收集、分析與整理、撰寫結果、與其研究

方法及工具使用等，其流程順序將於下一章節逐一說明。 

壹、 研究流程 

首先在議題發想，研究者先從自身身世問題發想，故對此議題充滿好奇與興趣，

以了解養子女與自我價值感之相關研究做為本研究之研究範圍。文獻蒐集與閱讀

部分，舉凡國內外所有與收出養相關的學術期刊、論文、書籍、雜誌等，皆為本研

究文獻探討之內容。研究對象以 6 歲前被收養者，並確知為收養身分之成年人。 

研究工具除研究者本人之外、另有訪談所需之器材，如錄音筆、手扎、訪談大

綱、知情同意等，從相關文獻與研究對象中，做資料收集並從所得資料裡，藉以整

理、分類、歸納，最後選取與本研究相關之內容。將訪談所得錄音結果，撰寫成逐

字稿文本，從逐字稿文本中找出，具有相同屬性或相異屬性的資料，分類並命名，

且加以具體分析進行編碼。最後撰寫結果時，除以文字敘述之外，更以生命折線圖

將生命歷程呈現，回顧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及自身變化過程，與研究參與者一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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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回顧，重新認識自己並看見自我價值。 

研究進行過程中，除了研究架構的設立外，不外乎就是研究進行之流程，本研

究者將研究進行之過程，從議題發想、確定，及擬定研究目的，到蒐集文獻與閱讀、

直到訪談與結果呈現等，除上述文字所述，另加以圖示標示，得以讓研究進行之流

程更為清晰。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流程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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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方法選定以「深度訪談法」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者將透過訪談

過程中，觀察、聆聽、參與者的聲音、表情、行為等，紀錄參與者之想法與感受，

以瞭解研究參與者對成長歷程的描述，並解釋自身生命裡足以影響自我價值感之

相關聯的因素，以及發展解釋某個現象發生的理論成立。 

由於國內目前沒有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研究，故文獻參考有限，研究者透過國

外文獻蒐集閱讀後，發現此研究議題自我價值感屬於抽象行為表現，是經由研究對

象自由心證所產出，很難以量化數據之統計做出研究對象內心真實感受，故本研究

決定採質性研究半結構之深度訪談法進行，其研究者將詳述其研究方法之內容與

其必要性，期許從訪談中了解其研究對象真實想法。 

透過對研究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讓參與者對成長歷程描述，回顧過往經歷及

感知感受，凡所有可能影響養子女之自我價值感之因素，都將藉由質性研究深度訪

談法去找出影響自我價值感之重要因素，作為本研究訪談問題所欲提問之面向（鈕

文英，2015）。 

研究顯示，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有所不同，在於質性研究是在討論問題在脈絡

中的複雜性，以研究對象本身的架構來瞭解行為。質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

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對社會某一現象進行整體性之探究，通過與研究參與者進行

互動，採用多種資料蒐集方法，並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解釋性，利用主題分析法，

將資料歸納分析和形成理論，使其獲得理解的一種活動過程（歐用生，1989；陳向

明，2002）。 

質性研究的內容多為與人類相關之日常生活經驗，研究者想要對此社會現象

深入探討，以釐清現象與行為之間的關係，質性研究應比量化研究更為適合。簡言

之；研究者想要透過研究過程來探索研究參與者的內心世界時，或是透過被研究參

與者的觀點來詮釋某個社會現象或行為時，即會考慮採用質性研究，因為內容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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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一些細緻行為或感知，必須透過質性研究表現，而無法以量化研究方式呈現

（林淑馨，2010）。 

研究指出，質性研究是透過少數人所詮釋的線索，去掌握與瞭解更客觀的世界，

讓我們可以更深入探究主體經驗者的內在想法與生命經驗的歷程。得以了解研究

參與者背後的本質，藉由對話與互為主體的同意，逐漸達成研究的目的（陳伯璋，

2000）。 

研究者在親自邀請受訪者時，會先透過民間慈善團體以電話進行拜訪，建立信

任關係，且以如實告知研究內容，並經參與者同意。因此正式操作時，會根據實際

訪談狀況進行調整，而訪談的次數也會視資料多寡而定。 

從上述得知，深度訪談法係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研究者透過解析將深度訪

談法做一整理，其重點為以下章節之摘要。如圖 3-2 所示。 

 

圖 3-2 

深度訪談法必要說明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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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深度訪談法必要性說明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深入訪談法」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首先闡釋其理論背

景，再介紹其運用實例為主要建構，本文以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生活世界、經

歷與經驗及歷史發生的本質上，用以現象描述與理解方式，研究本身所隱含的觀點

與涵義。研究者將根據本研究所產出之研究議題，提出本研究之問題與目的（汪文

聖，2001）。 

研究者藉由訪談問題中，經過參與者描述問題及感官感受的表現，去採集參與

者對於自我價值感的看法與評價，作為本研究之資料收集來源。研究脈絡從參與研

究者家庭成長歷程開展，找出研究參與者出養至收養家庭直至成年期間與步入職

場後，對於被出養一事，內心真實想法，及面對他人詢問收養一事時，所產生之失

落、悲傷或拒絕的感覺，透過訪談觀察參與者當下表情、語氣、動作等，了解參與

者在回顧當下時的心情（Neil, 2012）。 

養子女容易因他者對於身世問題看法，而導致內心產生自我價值感低落，所產

生的感受影響身心靈，亦容易導致抑鬱症狀在回顧成長與生命歷程裡，是何因素或

其重大事件影響，或許是與養父母之依附關係、養父母之教養方式、就學後之優異

成績、個人特殊技能、成年後的婚姻狀態或職場優異表現等，舉凡所有可能讓參與

研究者找到自身生命價值感，與其變化之過程，都是本研究的研究重點（Ishizu et 

al., 2022）。而深度訪談之研究參與者，必須是符合本研究背景相關之物件（瞿海源

等人，2015）。 

二 、訪談法優點說明 

研究者將受訪對象所經歷之任何意向之行為，分為內在想法與外在視域印象，

透過訪談描述加以詮釋其所發生之一切現象的經過（鈕文英，2021）。 

本研究以近親收養、關係收養，並以收養家庭做為主要研究框架，從上述兩種

收養類型中，找出 5-8 位之願意接受深度訪談的被收養者，試圖從被收養者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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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挖掘被收養者的內心世界，一探被收養者的成長歷程與內心真實想法，試著找

出參與者個人的自我價值感外，也找出本研究之學術研究價值所在。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對收養子女之個案進行深入訪談，由於屬學術研究，

故將訪談界定為半結構式訪談。故對訪談物件、及訪談內容、地點、職業等相關資

料，採部分封閉之方法，所有資料皆作為此研究用，不作為其他用途之使用。 

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主要在瞭解收養子女的內在觀點和生活世界，透過問題

提問進行深入的訪談，瞭解其養子女成長歷程之轉化因素，以質性研究訪談法進行，

透過與研究對象的互動，可以瞭解現象的發生與轉化及變化的過程，以期了解背後

的行為和意義建構（潘淑滿，2003）。 

透過質性研究將能理解養子女對自身自我價值感之間的關聯因素，養子女自

出養後，於認知行為發展開始，直到成年階段前後之成長歷程中，所經歷之事件之

歷程與感受，或原生家庭教養方式，以及其收養子女本身特殊才藝、工作成就、學

習績效等，所有與收養子女轉化自身自我價值感的因素，皆是本研究之研究內容，

故符合質性研究的精神。 

研究者期待從訪談中找到影響自我價值重要因素。然自我價值感是個體對於

自我中心的認知與認同、情緒和行為能力，是具有影響一個人一生之生命影響，亦

是影響個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問題，當然也是本研究所要研究之重要因素。 

三 、訪談過程注意事項說明 

本研究訪談主要依據訪談大綱，開放式的問題進行。研究者預先準備好主題及

研究問題，依受訪者的回應，適時且彈性的做出問題順序與方向的調整（瞿海源等

人，2015）。 

在學術研究的世界裡，人類對於微觀層面對個別事物進行細緻、動態的描述和

分析、對特殊現象進行探討以求發現問題，或提出新穎看法與不同視角的特質（吳

秀峰，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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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實世界是包含許多錯綜複雜的現象，現象本身是由多層意義與想法，

並且受到環境、情境和當事者以主觀的意識，解釋彼此間互動的影響（戴立梅，

2004）。 

在訪談中，為使以利後續將語音轉為文字稿之撰寫，經過參與者同意，將對參

與者在詳細描述中進行錄音，除瞭解研究者本身欲探討的問題之外，主要以瞭解養

子女成長歷程中，對於自我價值的轉化與其看法，透過受訪者詳細描述的語言，深

入瞭解其收養子女對自身的看法解析，除了是研究之外，更可以是研究者與參與者

尋找自我價值過程的重要意義。 

訪談研究是一種對話，也是面對面的接觸與互動過程，參與者透過這種方式可

以誘發參與者表達某些意見、想法與訊息。研究者運用深度訪談法，挖掘探求有意

義的研究真相。研究者不只扮演紀錄者的角色，同時也從訪談過程中自我療癒，和

研究參與者以平等的關係，做更進一步的互動，透過深度訪談，一起共同建構研究

意義的過程（胡幼慧，2008）。 

而訪談內容與過程，有別於一般生活上的閒談，彼此的先前理解在問答與敘說

詮釋之中，得到溝通與反思；深入理解其自身經驗與感受，以及他們對於該經驗所

賦予的意義，創建一個彼此都能夠理解的資料與訊息（應國瑞，2023）。 

研究者本身對訪談結構有一定的控制作用，能允許參與者積極參與；如此一來，

研究參與者能夠清楚、不受限的表達主觀看法及訊息，研究者亦能從中瞭解參與者

的真實看法、態度和感受，捕捉其多元的觀點（林淑馨，2010）。 

雖然質性之深度訪談是務求對研究主題達到紮實深入的瞭解，然因研究需有

資料充足度與資訊飽和為考慮。主要以參與者在描述其成長過程中，對於自我價值

感轉化的歷程，因此歷程無法用量化研究顯示，故研究者以質性研究訪談法，作為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原則上每位參與者都會接受一至三次訪談不等，研究者會依訪談內容的充實

度進行調整，每次訪談時間以 60 至 90 分鐘為原則；訪談間隔約為期一週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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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致影響到訪談的品質。依照上章節所述之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主軸，並時時

提醒自己研究主題與目的。研究者用同理、傾聽、友善的態度，讓交談在輕鬆的氛

圍下進行。 

參、 研究工具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想做好一個研究，工具的運用就是非常重要

的，研究者本身是一名養女身世，可以較貼近研究參與者內在想法外，當然亦須要

透過研究工具的輔助，方得讓本研究能順利進行，研究者將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使用

說明如下： 

一 、研究者作為工具 

研究者本身就是本研究中最重要之工具。一個研究的好壞與否，全倚賴研究者

本身撰寫詮釋的能力，當然；只要經過訓練，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成為一個傑出的

工具。 

研究者作為主要工具之優點，主要分別在於研究者個人個性特質、專業知識、

實務經驗及先見皆不相同，每一位皆可利用個人不同的背景與先見，為研究工作寫

下不同見解，而本研究者因是一名養女，故在研究上，更容易貼近研究參與者之想

法，作為研究工具非常重要的因素（鈕文英，2015）。 

二 、錄音器材 

由於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作為收集文本資料的方式，研究工具除研究者為首

要，其次為錄音器材等，因此對於訪談內容需要進行全程錄音，以利於逐字稿之撰

寫，除了事前準備好錄音筆之外，另外還準備手機錄音功能備錄，以防萬一錄音器

材損壞等因素。 

研究者在訪談前需要先事先告知研究參與者，需以錄音方式搜集對話內容，在

取得研究參與者同意後，方可進行訪談錄音，而錄音之目的，為日後撰寫逐字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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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分析、歸納及研究發現與撰寫研究結果等用處。 

三 、手扎 

除錄音外，研究者隨身所帶之筆記本，得以記錄下研究參與者之神情與肢體語

言、及研究者注意事項等。研究者將訪談設計成三個階段，將聚焦於參與者成長歷

程、找到影響自我價值感的因素、即對自身看法等。研究者在邀請參與者時，會徵

詢研究參與者，是否同意錄音供作學術使用，得到同意後才得以進行訪談。 

為求研究做到真相的呈現、歷程描述的闡述，儘量做整體且有意義地呈現真實

脈絡中的事件，並建立其豐富完整過程，盡求生命歷程完整呈現，此有助於研究者

對於研究過程的理解，對於參與者而言則對事件情境的拼湊與還原事情原貌有其

相當性的幫助。 

四 、知情同意與訪談大綱 

（一）知情同意 

本章節主要以知情同意為重點（詳參附件五），主要詳述知情同意與訪談進行

與實際執行，透過面對面方式，把本研究主要研究議題與研究之價值，詳述於研究

參與者了解，並經研究參與者同意許可後，取得知情同意書，以確保研究參與者參

與研究之保障相關權益，而後亦說明訪談內容大綱，經研究參與者同意後，始可進

行訪談。 

知情同意書先請研究參與者閱讀，讓研究參與者有機會再次思考是否參與研

究，對於疑惑的部份加以澄清說明進行討論，待研究參與者同意後才進行同意書簽

名與訪談。首先；透過非正式半結構性對話，形塑輕鬆自在之氛圍，向研究參與者

說明研究目的與相關事宜，讓研究參與者瞭解研究程序與其參與研究之權利義務，

以建立信任關係並填寫知情同意書，其參與者知情同意程序如下： 

1、首先邀請加入參與研究。 

2、說明研究的訪談相關議題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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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告知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相關權益與研究倫理議題等。 

（二）訪談大綱內容 

其訪談大綱亦是重要研究工具之一，本研究訪談大綱係根據研究目的即問題

發展而出。其訪談大綱問題重點如下： 

1、聚焦研究議題相關之問題。 

2、協助研究參與者將自身成長歷程置入脈絡之中。 

3、訪談著重在參與者對於自身生命價值的經驗、體驗與看法。 

4、鼓勵研究參與者反思這些經驗對自己生命所產生的意義為何。 

研究者依據本研究主題設計、蒐集、整理文獻後方擬定訪談大綱，其內容主要

為養子女的成長歷程，對於自我價值感的看法。研究脈絡從養子女生活經驗及生命

中經歷與自我轉化的過程開始，讓養子女自由表達想法。因研究者本身是養女的身

分，較容易貼近養子女內在的想法，拉近與參與者之間距離，以同理、同感的心貼

近參與者的心，對於問題的提問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與認同，以期透過研究問題點的

深入提問，讓參與者可以主動表達，並相信研究者會妥善處理其識別性資訊，而同

意錄音及呈現其訪談內容。 

研究者期盼從過程中，可以看到養子女內在想法。其訪談的問題是很個人且私

密的議題，個體是否覺察自身想法，與個體是否願意公開屬兩件事，且個體就算自

我認識足夠，在面臨對外說明時，仍須有表達之勇氣，由此可知；談論自身歷程與

自我價值變化的過程之困難度可見一斑。而訪談目的則為兩個部分，分別是： 

（一）了解養子女成年後對於自我評價。 

（二）了解養子女成長過程中，對自我價值感變化歷程與經驗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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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選取來源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正式研究前已通過輔仁大學 IRB，並通過人體研究倫理審

查，取得時數證明與研究倫理審查通過證明書等（詳參附件一、二）。 

本研究以滾雪球方式，透過民間慈善團體「達摩愛心會」於會員大會協助公告，

尋找符合本研究設定的物件，以公開招募方式（詳參附件四）找尋合適之個案，作

為本研究個案樣本之來源（鈕文英，2021）。 

壹、 研究對象條件設定 

臺灣早期的收養管道有機構收養及私下收養兩種方式。後因 101 年法令實施，

除繼近親的收養關係外，無血緣的收養與出養類型，都須透過媒合服務機構進行

（張玲如、邱琬瑜，2012）。本研究主要探討被收養者自我價值感之研究，探究被

收養者從小到大成長歷程的過程與變化及對自身之看法，經由受訪談者自身的描

述，研究者將其細膩地加以分析、分類、整理而成文字稿，而後找出其相關性與關

鍵因素，最後才是結果的撰寫與呈現（吳明清，1992）。 

質性研究的樣本數一般都不多，目的是在尋找能提供「深度」及「廣度」的樣

本，以彰顯小樣本的價值所在（胡幼慧，2008）。本研究對象以：近親收養、關係

收養為主要研究對象來源，「以家庭做為主要研究框架」，找出六位願意接受深度訪

談的養子女，試圖從養子女角度出發，挖掘養子女的內心世界，一探被收養者的成

長歷程與內心真實想法，試著找出被研究者個人的自我價值感外，也找出本研究之

學術研究價值所在。 

訪談方式以一對一進行深度訪談，探究養子女自我價值感的想法及經驗，邀請

6 位，訪談過程從淺入深，以聊天方式慢慢進入核心問題所在，研究結果則以研究

所得資料，進行內容主題分析，找出並發現其研究結果。其經由研究問題分析後，

本研究對象設定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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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 歲前即被收養，且確知為收養身分者。 

二、年滿 18 歲至 70 歲之成年養子女。 

三、養父母與生父母無婚姻關係之被收養者。 

貳、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皆以英文代號替代真實姓名，從中尋找出 A、B、C、D、E、F 等適

合對象進行面對面深入訪談。為因應研究倫理相關之規定，僅以年滿 18 歲之成人

與非易受傷害族群等，作為其主要研究對象。設定研究參與者的條件，尋找挑選能

夠提供研究者資料以達到研究目之特定對象，進行深度之研究（吳麗珍等人，2014）。 

本研究採近親收養與關係收養，樣本採樣透過民間團體達摩愛心會，召募信函

公開召募方式（詳閱附件四）以滾雪球方法透過初步篩選，研究者於符合條件之樣

本中，選出 6 位符合條件之研究對象，為保障研究參與者之隱私權益，其研究參與

者資料將以代號代之，其性別、年齡、出養年紀、職業等相關資訊。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性別 出養年齡 目前年齡 職業 

A 女 出生 3 個月 43 歲 社會福利事業主管 

B 女 出生 58 歲 佛教團體義工 

C 女 出生 69 歲 美容師 

D 女 出生 40 歲 教職員 

E 女 出生 2 個月 64 歲 裁縫師 

F 男 出生 52 歲 樂團老師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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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訪談次數與時數 

訪談次數為 1 次至 3 次，視訪談內容作調整。訪談過程將會全程錄音，以便後

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此錄音僅供研究使用不會有其他用途，訪談內容問題以養子

女自我看法作為訪談內容主題，研究者希望透過訪談，了解養子女內心真實想法，

訪談時數與次數如表 3-2 所示。 

 

表 3-2 

訪談次數與時數 

編號 次數 總時數 

A 1 次 80 分鐘 

B 1 次 70 分鐘 

C 1 次 80 分鐘 

D 2 次 140 分鐘 

E 1 次 100 分鐘 

F 1 次 80 分鐘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 、研究參與者 A 背景資料簡介 

A 今年 43 歲，女性，已婚，育有 3 個子女，研究所畢業，目前從事社會福利

工作 18 年，在現職機構擔任管理職務，現職務為機構主管。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研究參與者 A 於出生三個月即被出養，有意識時

即知道自己為養女，知道養女身世後，覺得自己在世上是多餘、無須存在的，受養

女身世影響，個性孤僻、人際關係障礙，心理層面長期處於負面狀態。 

A 高中畢業後，經由養母找尋第一份與社福相關工作，於工作中認識結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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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結婚對象學習工作經驗，進而對社會福利相關產業產生興趣，並於婚後與先

生自由創業、從募資、買地、建立機構、收購器材等艱辛過程，最後成功開設機構，

收容社會弱勢族群幫助其院友，讓院友有一遮風避雨之處。 

二 、研究參與者 B 背景資料簡介 

B 今年 58 歲，女性，已婚，育有 3 個子女，小學畢業，曾任於某知名私人診

所之護理人員，任職期間長達 30 年，直到退休，目前為家管。空閒時於佛教團體

擔任義工，分享自己的生命經歷，現身說法鼓勵佛友。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研究參與者 B 出生即被出養，國中時期確認養女

身世，收養家庭重男輕女，B 從小需要承攬一切家事，最難過弟妹嘲笑自己養女身

世，受養女身世影響認為自己生命沒有價值。 

B 小學畢業後，即進入職場，經由養母找尋第一份工作，穩定性極高的 B，於

此工作任期長達 30 年，期間沒有更換過其他工作，工作能力佳，亦因任職時間長

頗得老闆信任，雖已離職仍與老闆保持良好互動關係，至今仍會偶而前往支援代班。 

三 、研究參與者 C 背景資料簡介 

C 今年 69 歲，女性，已婚，育有小孩，高中畢業，目前從事美容業工作，是

一名美容師，從事美容工作已 50 年，從國中起半工半讀學習一技之長，經過三年

四個月的學習階段，成為一位美容師。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研究參與者 C 出生即被出養，養母與生父為孿生

兄妹關係，C 於年幼時期，曾被養母虐待，9 歲時遭養母誣陷為小偷帶去派出所，

身心靈受創留下陰影，自此害怕獨處、黑暗，低自信心、健忘等，事後不久，即被

生父帶回家，並改回本姓。在此之前，C 一直是極度沒有安全感的，直至婚後得到

先生的愛，才建立自信心及歸屬感與自我價值感。 

C 國小畢業後，由大姐引介從事美容工作，以半工半讀方式學習一技之長，直

到高中畢業。高中時期認識結婚對象，於婚後與先生自由創業，開設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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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參與者 D 背景資料簡介 

D 今年 40 歲，女性，已婚，研究所畢業，目前為教職工作者，本身是一名心

理輔導老師，熱衷生命教育課程研發與推廣。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研究參與者 D 出生即被收養，小學三年級知道自

身是養女，直到 18 歲時養母正式告知身世，D 背負自己秘密期間長達 8 年，收養

家庭有重男輕女觀念及階級觀念，以性別、區域性等作階級層別，在家享有不同層

級之待遇，D 內心非常在乎養母感受，期望得到養母肯定。 

D 研究所畢業後，投入生命教育教職工作，致力於生命教育課程推廣，受養女

身世影響，沒有歸屬感及自信心，直到婚後才找到歸屬感與自我價值感，目前為生

命教育專業講師。 

五 、研究參與者 E 背景資料簡介 

E 今年 64 歲，女性，已婚，育有小孩，小學畢業，出生兩個月被出養，目前

為家庭裁縫師。5 歲從鄰居玩伴口中得知，自己是一名童養媳，長大後須與兄長聯

親，後來靠自己工作能力，以工作收入作為條件換取個人婚姻自由。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研究參與者 E 在 5、6 歲年紀，每天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下田農作，每週僅有兩天半的時間得以到校上課，小學畢業後即進入職場。 

當時的 E 雖然還小，但已經認為自己比他者有能力，因為自己已經可以幫養

父母工作，這樣的想法並不受養女身世影響，反而對自己充滿自信與肯定。 

E 個人由於學歷不高，因家庭經濟因素，E 在職場工作時間長達 20 年之久，

於擇偶時內心產生自卑感，因此 E 晚婚在當時屬少見。 

六 、研究參與者 F 背景資料 

F 今年 52 歲，男性，已婚，育有小孩，高中畢業，出生就被出養，從小知道

養子身世，但真正證實是 28 歲從太太口中得知，目前職業為樂團老師。是一名虔

誠佛教徒，喜與他人分享佛法，利用樂團上課時間，與孩童及家長分享佛法，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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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議題為熱愛。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研究參與者 F 因本身性別優勢，故在重男輕女觀

念中的收養家庭生活平順，從小外婆帶大是主要依附對象，天生個性樂觀不在乎養

子身世。 

研究者發現，F 的人生經歷中，F 曾經流浪 10 年，過著自暴自棄的生活，曾

因養父與好友往生，讓 E 對於生死議題產生極大興趣，流浪返家後開始親近佛法，

希望從佛法中找到解脫之道。 

七 、訪談概況 

依照本研究議題相關之內容你擬定，順序依照訪談現場情境與脈絡做調整。一

般研究訪談中，學術倫理的規範下，為求尊重參與者，均採一對一方式，而本研究

參與者 F 於訪談現場中，因有第三人在場全程陪伴，影響 F 參與者。 

經訪談摘要檢核之後發覺，F 符合程度只有大部分符合 80%。由於 F 受訪過程

分享的內容，受到第三人影響甚大，其述說之資訊及內容，過度符合社會期待語論，

且較少真實敘說其內心感受及看法。研究者經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發現資料不合宜

進行分析，故後續分析資料未納入該參與者。參與者 F 亦因受第三者干擾，故訪談

內容資料不予以分析。 

除上述所述之外，研究者亦於訪談結束後，將訪談內容摘要整理，並給予每位

研究參與者確認回簽，以保研究之效度及信度，確認結果以百分比呈現，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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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訪談摘要檢核結果彙整 

代號       符合程度       修正意見         回饋與建議 

A         ■完全符合         無            用心訪問、仔細聆聽。 

 (100%) 

B         ■完全符合         無            很用心、很清楚、 

             (100%)                         仔細完整。             

C         ■完全符合         無            無意見。 

             (100%) 

D         ■完全符合         無             很詳實仔細，又完整的 

             (100%)                          紀錄。          

E         ■完全符合         無             很用心及耐心。 

             (100%) 

F        ■大部分符合        無             認清自我。 

             (80%)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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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收集及研究倫理 

此章節將分別為資料收集與研究倫理做出整理。資料整理採資料主題分析法，

從資料中尋找出與主題相關並反覆出現的現象，以及可以解釋這些現象的重要概

念與過程，其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細節如以下說明： 

壹、 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將從透過動態之訪談過程，將參與者口述所得之資訊，經研究者整理、

分析、歸類、彙整、撰寫逐字稿等，找出其文本之意義。以硏究者對參與者錄音，

進行逐字稿撰寫，並請參與者填寫知情同意書，以求訪談內容之可信度，並將特殊

之名詞做出詳細解釋，藉以從分類中得到此研究結果（潘淑滿，2003）。 

貳、 資料分析 

研究者將透過錄音器材，把訪談所得之文字資訊轉為資料，其過程系指將研究

參與者口語所說的資訊，透過錄音設備，轉載為逐字稿，透過文字將內容呈現，將

所得資料加以概念化並且命名，再加上研究者本身論述，最後加以圖表化，以利讀

者參讀。為防止降低研究工作的效率及信度，對研究者而言，圖表化是研究中非常

關鍵的一個步驟，有利於研究者與讀者可以清楚了解該章節的主要內容與架構（張

芬芬，2010）。 

依照內文類型區分，如：訪談、觀察、描述、會談、詮釋、錄音、撰寫逐字稿

等，亦都屬協助資料收集的完整過程，並瞭解事件情境脈絡與重要意義之詮釋（郭

生玉，1989；黃振誼、孫秋蘭，2013）。 

一 、逐字稿編碼及符號說明 

在資料分析及編碼過程上，研究者先將由訪談所得錄音結果，撰寫成文本內容

逐字稿，再從逐字稿所得資料內容中找出，具有相同屬性或相異屬性的資料，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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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並命名，並將資料加以具體分析進行編碼。 

參與者編號以大寫英文字母表示，如：A、B、C、D、E 代之，研究者編號則

以英文子母 R 表示。受訪者訪談次數標示於英文字母後方，例如：A1、B1 代表 A

第一次訪談與 B 第一次訪談，或 A2、B2 第二次訪談等以此類推。 

文本資料編碼是作為方便引用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及歸類使用，以對話段落為

最大單位，並依序逐次增碼編列，如：001、002、003 等...........以此類推。逐字稿

內容中所引用之符號，例如：（），「」、〔〕………等，皆有其不同代表之意涵。其

意涵說明如下，如表 3-4 所示。 

 

表 3-4 

逐字稿編碼及符號說明 

序號 符號/編碼 符號說明與舉例 

1 （） 置於逐字稿中，表註記說明之意。 

2 「」 「」中所闡述之內容為引述逐字稿內容。 

3 〔〕 本文中〔〕為逐字稿代碼編號。 

4 ........ 
表省略前/後句子，以上述內容為例： 

       表省略 A1-047(1)及 A1-047(2)。 
 

5 「A1-047(1)」 
A1-0047(1)句，表示受訪者 A 在第一次訪談中， 

   所說的第 047(1)這一段話。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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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主題分析法 

本研究以主題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文本資料經過整理分類後，研究者以關連

性，即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主題，建構為此逐字稿主題，從內文中不斷反覆找出相

關聯內容，以相關內容與本文主題做出連結。 

主題分析法以描述、解釋兩種方式，交互帶入本研究中使用，以期作出與本研

究議題相關資料，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分析與結果呈現（鈕文英，2021）。國內已有

諸多碩士論文的研究使用主題分析方法，顯示此主題研究方法可運用在質性研究

裡（趙雪玲，2020；馮祖儀，2023）。研究者透過不斷閱讀熟悉資料，然後將資料

進行編碼，希望從中尋求初步主題，並透過修正及調整主題，產生次主題與主題，

期許藉此界定主題，找到本研究之目的與意義、及最後順利撰寫報告，以下說明各

章節內容。 

一 、逐字稿摘要書寫範例說明 

研究者反覆閱讀逐字稿後撰寫摘要，透過多次閱讀逐字稿藉以加深對內容瞭

解及掌握，將內文欲傳達之意涵以簡短扼要文字方式呈現於摘要中，本章節以 D

受訪者訪談內容所撰寫逐字稿為例，呈現其重點摘要範例如表 3-5 所示。 

 

表 3-5 

逐字稿摘要書寫範例 

編碼 逐字稿內文 摘要 

D1-026 對，然後當我們回到家裡的時候，我就是低價

值的，我就是花蓮的女兒，我就是要做盡一切

，而且你不會被人家認同，然後怎麼樣都是臺

北的好。而且家裡重男輕女，花蓮的就是醜小

鴨，從小就是不見人愛的那一種。 

家中型態重男輕女，花

蓮的孩子比臺北的孩子

價值低，就是醜小鴨，不

見人愛，要承攬所有家

事。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43  

 

二 、初始編碼、次主題、主題產生範例 

逐字稿摘要與主題產生之型態以相關研究主題為依據。將編碼與主題合併，為

尋找與其他受訪者相同共通處，進行合併並產生主題，以利研究者撰寫研究內容。 

最後階段在次主題與主題產生，從逐字稿內文中，找出此段重要意義，最後將

意義以次主題方式以本研究主題為軸心，將次主題與主題產生連結，如表 3-6 所

示。 

 

表 3-6 

初步編碼與主題產生範例 

編碼 逐字稿內文 摘要 初始編碼 次主題 主題 

D1-026 對，然後當我們回

到家裡的時候，我

就是低價值的，我

就是花蓮的女兒，

我就是要做盡一

切，而且你不會被

人家認同，然後怎

麼樣都是臺北的

好。而且家裡重男

輕女，花蓮的就是

醜小鴨，從小就是

不見人愛的那一

種。 

家中型態重

男輕女，花蓮

的孩子比臺

北的孩子價

值低，就是醜

小鴨，不見人

愛，要承攬所

有家事。 

低價值、不

被認同、重

男輕女、階

級觀念重，

城鄉差距

做比較。 

不 被 認

同、城鄉

差距、不

見人愛、

醜小鴨。 

低價值 

未獲愛

。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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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倫理 

身為一位研究工作人員，應時時刻刻詢問自己，自身的研究行為是否正當、是

否合於倫理規範，其研究倫理主要包括尊重個人的意願、確保個人隱私、不危害研

究參與者的身心、遵守誠信原則、以及客觀分析及報告等項（林天祐，1996）。 

研究進行中，為求保障參與研究之所有人事物，故須以研究倫理的規範，加以

保障人身的隱私權，進行研究時的倫理，便是執行研究工作時所必須遵循的行為規

範，亦是評估研究者的行為是否合於社會客觀原則的標準（王玉麟，2004）。  

張作為曾在研究中提到，「倫理」是個體在某一歷史情境與社會脈絡下，其主

觀行為應遵循的客觀準則與規範。然研究者自身的誠實度，以及正當及不當的研究

行為等相關道德決策、社會和研究成本的妥善規劃及運用，亦是研究相關倫理議題

所討論的範疇（張作為，2007）。 

研究者對於研究參與者進行研究時必須注意以下幾點：須以尊重態度且誠實

對待所有參與研究者、並尊重參與研究者的隱私以及匿名處理與保密原則、著實做

到讓研究參與者受惠並避免因研究而受到傷害、並且正當取得研究參與者的知情

同意書。在碩博士論文研究中從理解理論走向成熟運用；尤其是博士論文在理論的

再概念化和運用的本土化方面受到重視（方志華，2020）。 

除研究者對於論文撰寫須遵守的研究倫理之，如：不抄襲、不盜用、適當地引

述與引用等，所有負責任之研究行為，都包含研究倫理（朱家嶠，2017）。為協助

研究參與者研究者本身，可以清楚明白研究倫理細微之部分，除了容易瞭解遵循之

外，更容易瞭解研究倫理對於學術研究之重要，研究者將研究倫理準則以條列式整

理後，示之如下。 

1、務必尊重研究參與者的隱私，匿名與保密原則。 

2、訪談內容不得與研究議題無關，如詢問個資等。 

3、用以誠實對待研究參與者，並予以尊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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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到二度傷害。 

5、確保研究參與者擁有研究參與者的相關權益。 

6、完整取得研究參與者的知情同意。 

7、研究對象為 18 歲之成年者。 

8、以同理心情，體諒參與者遭遇，並使雙方在研究中體驗與成長。 

本研究均已送審輔仁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且經審查通過併發已通

過證明書得以證明此研究者已接受人體研究課程訓練，取得時數證明外，亦了解其

學術倫理，與研究須遵守之研究倫理（詳參附錄二）。 

小結 

資料所得之結果，研究者經整理分析後，採以生命折線圖將每一位研究參與者

之生命歷程呈現，讓研究者與參與者可以透過生命折線圖的呈現，回顧或閱讀研究

參與者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及變化過程，進而重新認識自己並找到自我價值。 

學術研究的研究倫理之重要性，為避免研究者在有意或無意間，不小心忽略或

觸犯一些學術界準則，侵害研究本身的精確性及參與者的聲譽、權利、導致阻礙研

究領域的發展，甚至是破壞社會對於研究單位、及研究者本身和研究成果信任度等，

因此；作為一名研究者絕不可輕忽研究進行時其相關研究倫理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本研究除送輔仁大學「人體研究計畫審查」，並經輔大審查認證通

過，取得課程訓練時數證明書，研究者在學期間，亦透過研究倫理課程訓練，以茲

證明研究者除清楚研究倫理之相關規範外，對於人體研究相關規範亦有相當程度

之了解，所有取得之課程訓練時數證明，均置於研究內以供參閱（詳參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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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經訪談所得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整理，得到研究結果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為詳

述受訪者自我價值感歷程之變化，第二節為養子女自我價值感歷程彙整。 

第一節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改變歷程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主要為了解養子女於收養家庭成長歷程中，對於自我價值

感與自我養子女身世看法之情形，及探討自我價值感變化之歷程，研究者經由與受

訪者進行數次訪談後發現，其不同個體成長經歷中，皆受到不同成長環境及收養家

庭不同對待方式，而導致養子女對自我看法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將做出不同詮

釋，並闡述其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及價值感轉化之重要因素。 

研究指出，養子女被出養後，對養父母產生依附關係行為，在日常生活中，養

子女倚賴養父母，而養父對待及教養方式，深刻影響養子女對於自我認同之發展及

自我價值之看法（張瑞文，2013；曾舒微，2017）。 

研究者透過與受訪者訪談過程，同受訪者回顧過去個人生命經歷，及情境脈絡

等相關生命經驗，經由深度訪談陳述其經驗與感受，猶如對於自我成長歷程進行梳

理，再次詮釋自我生命經歷。本節將依序呈現五位養子女之成長歷程，並逐一做出

分析結果，其所得如以下三個階段的歷程與變化，其包含有： 

（一）前期階段 12 歲以前。  

（二）中期階段 12 歲至婚前。 

（三）後期階段結婚以後。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變化歷程，於下章節研究者將五位參與者生命歷程做一彙

整，將個別歷程從三階段中找出其相同、相異處做出分析結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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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A 受訪者自我價值感之歷程 

以下以三階段呈現 A 生命歷程，自我價值感變化等，作一詳細論述。其 A

生命歷程，如圖 4-1 所示。 

一 、前期階段－12 歲以前：低自我認同養女身世 

（一）在不被祝福下出生，是沒人愛的小孩 

A 於出生三個月即被出養至收養家庭，成為收養家庭成員之一，數年後，養父

母生下自己的孩子，A 與弟妹一起成長。A 受訪者內心了解「出養」是當時時代背

景普遍現象。但自己內在想法卻是，自己是不被祝福、沒有人愛的小孩，所以才會

被出養。「我被收養，就是因為以前有個習俗，說讓別人的女兒會生小孩，我來之

後我的養母就生了我的妹妹跟我的弟弟，我一開始我就是一個不被祝福的孩子。」

〔A1-046〕。臺灣當時有此習俗，即收養一個小孩讓自己也能倚賴孩子的的福氣，

進而順利懷孕生子。 

A 因原生家庭經濟條件差、家中成員眾多，經濟能力無法負荷下，可能是造成

子女出養之因素，出生三個月即被出養。「我有意識以來就知道，因為我的養父母

跟我說，我三個月大的時候我就被收養。」〔A1-003〕。除 A 受訪者被出養之外，

家中另有兩位手足亦被出養。「他們養不起我就只能把我送給其他人，我最小的妹

妹也是被收養的。」〔A1-047(1)〕。當時的社會，一般家庭經濟條件差，養不起即生

育多胎情況下，許多孩子被出養。 

A 認為自己是不被愛的小孩，心境長期處於負面狀態，在世上沒有人愛自己，

所以才會被出養，連自己都不愛自己，無法認同自己養女身世。「我嚴重到我可以

我覺得我不需要存在這個世界上，我是多餘的。」〔A1-009〕。養女身世讓 A 認為

自己在世上是多餘的，不需要被存在的。「如果要說很深刻的，我每年都會回親生

父母親家，然後鄰居就會指著我說，那是被賣掉的小孩回來了。」〔A1-020〕。他者

嘲笑自己的言語，讓 A 內心很難過很受傷，認為如果自己不是養女，那麼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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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嘲笑，他者嘲笑的話語，讓 A 感到難過、自卑。所以 A 無法接受自己是養女身

世。 

（二）要聽話不能犯錯，擔心再次被遺棄 

A 受訪者有意識及知道養女身世，得知養女身世憤怒與難過，覺得自己在世上

是多餘的，收養家庭重男輕女觀念嚴重，日常生活裡，除就學時間外必須擔任家中

一切家事。「我的個性比較討好我比較怕犯錯，因為那個犯了錯，可能就會被言語

指點說我是被收養的，然後我必須要乖，然後必須要聽爸爸媽媽的話。」〔A1-015〕。

這段話可見 A 內心充滿低安全感及不安定感，A 完全不認同自我，內心裡完全沒

有自我的存在，害怕、擔心犯錯被趕出去，時刻提醒自己要聽話順從，只一心想著，

做個養父母喜歡的小孩，完全活在養父母給的框架裡，而失去自己原有當孩童所該

有的真實樣貌。 

A 受訪者從小就非常在乎養女身世，害怕他者的嘲笑，尤其是弟妹的嘲笑，讓

A 很傷心、很生氣。「我的看法的話，我覺得就是我覺得我是不被愛的小孩，然後

他們生了我不養，我就是處於很負面的狀態。」〔A1-007〕。 

A 非常在意他者說自己是被賣掉的小孩，認為這是一種嘲笑。「會指著我，然

後我就覺得很受傷，很難過，甚至是不想要回去。」〔A1-021〕。A 當時會覺得心靈

很受傷，內心很難過，不想回生父母家。「養父母這邊的話好幾次就是因為我可能

做錯事情，然後爸爸就說，既然你不喜歡這邊你就可以回去，我有被拋棄的感覺。」

〔A1-021〕。養父隨口說出的言語，讓 A 覺得有種被拋棄的感覺，雖然養父只是隨

口說說，但 A 的內在卻是受了重重的傷，而且悶在心裡，從未對他人提起。 

二 、中期階段－12 歲至婚前：低自信心、沒有自主性 

（一）自卑與低自信心 

養女身世讓 A 覺得自己生命沒有價值感，是被遺棄的小孩，養女身世導致 A

自卑與沒自信。「因為我跟一般普羅大眾都一樣，我不會對自己沒自信，或者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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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沒有價值，只是因為扣上「養女的身份」所以才會顯得自己好像就是被遺棄，

是人家不要的不好的送過去，然後這邊你也沒有好好對我，感覺我就是兩邊都好像

沒有依靠的那種感覺，所以是因為養女讓我覺得自我價值感是很低落的。」〔A1-

084〕。養女身世讓 A 覺得自己與他者不同，而這身世讓 A 感到自卑與低自信心。

「我覺得自己還是跟他人有所不同，然後不同會導致讓自己有一點自卑，然後就沒

自信。」〔A1-107(1)〕。A 認為所有一切，皆因養女而起。 

A 受訪者因為養女身世導致自卑，過去較不敢與他人有互動，也不敢結交朋

友，內心總把自己當隱形人，希望沒有人看見自己，不敢表達內心真實想法，其外

在行為顯現孤僻與低自信心，人際關係亦顯得冷淡。「我不太敢跟人家講話，也不

太敢去交朋友，然後甚至是就會自己把自己當隱形人，希望大家都不要看見我不要

跟我互動，然後講話起來也就是會畏縮跟沒有自信，非常沒有自信，也不太敢表達

自己。我覺得太難了。」〔A1-048〕。 

「對，甚至別人可能在讚美你做的做得很好，你會覺得哪裡有，我，你都不要

講到我，否定自己，對。是去講別人還是不要講到我就好。」〔A1-049」。即使他人

讚美，自己仍舊不想被正視，甚至否定自己的所為，仍是缺乏自信心，處於低自我

價值。A 之所以低自我價值感、低自信，都因養女身世而起，A 因此無法與人太親

近。 

（二）怨懟被出養否定自我，認為養女就是苦的源頭 

A 受訪者心中對於生父母與養父母皆存在怨懟，認為雙方父母沒有盡到責任，

導致自己生活辛苦、沒有人愛。「我對雙邊都會怨懟耶，就是一個生了我不養我，

一個是收養我之後沒有好好教育我讓我處在很不安。」〔A1-022〕。A 認為自己的苦

來自於生父母將自己出養，養父母沒有照顧好自己，覺得兩邊的父母沒有把自己照

顧好，所以對於生父母及養父母皆有怨懟之心。 

A 因為養女身世，封鎖自己的心不喜與人接觸，對人不信任，內心深處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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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也不想與他人有任何交集。「我對人是不信任的，我是的，我沒辦法相信

任何人，甚至不想與任何人有任何的交集。」〔A1-118〕。 

「這個個性其實是是因為養女身份導致的，我覺得是一路都是因為他，我第一

次去參加家族排列，因為我要解決我跟人的防禦性，我不太能是我跟近距離我會很

不舒服。」〔A1-117〕。從訪談中得知，A 對於養女身世很在意，認為所有的不幸與

負面情緒，皆始於養女身世。 

（三）叛逆期自我傷害 

A 受訪者 18 歲步入職場，因薪水問題與養父發生肢體衝突，A 與養父衝突後，

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只因從小就認為自己是多餘的，沒人愛的，所以用此激烈方

式，發洩心中不滿，雖然事後 A 覺得只是在發洩而非想了結生命，但從此行為中

得以看出，A 的自我價值感屬低。「因為我的養父比較苛刻比較愛錢，所以他對我

去工作狀態的錢會很在意。有一次我故意把錢拿去花掉，然後我們就很大衝突，當

下忽了我一巴掌，我就很生氣我覺得別人的爸媽很疼小孩，怎麼我有一個這麼愛錢

的爸爸，事件過後我拿刀子割自己，當下我做了自殘的行為傷害自己，就是我可能

想要自殺，但我自己後來回顧那件事情，我只是太生氣，我生氣到我沒有地方可以

發洩，也就是我最後就是拿我，就是來處罰我自己，那個事件之後我就不太跟我父

母親講話，我就開始更封閉自己。」〔A1-075〕。此次事件讓 A 覺得很受傷，覺得

自己在世上是沒有人愛的，自己在世界上是多餘的，於是做出自殘的行為，從此 A

對人性不再有信任感，並開始封閉自己，人際關係亦因此變得冷漠，不想與他者有

互動。 

（四）缺乏安全感與歸屬感 

A 知道身世時的感受，對 A 而言很痛苦。「我覺得這痛苦難過然後驚訝憤怒。

我有一段時間我青春期，或者是我有意識了有意識之後，我的情感面就比較冷漠跟

疏離，我對人會有一個防範跟芥蒂，別人要靠近我或者是要跟我互動，為了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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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什麼反應或者是狀況，我要如何保護自己。」〔A1-031〕。 

養女身世影響自己內在想法與外在顯現個性。「我的人生就是養女的背景對我

來說有好也有壞，但我覺得看生命的週期，對，我覺得沒有歸屬感，然後也沒有很

安定，對，很不安定、很不安全呢！」〔A1-035〕。A 成長歷程有週期性，遇逆境時

可能產生低歸屬感與低安全感。 

三 、後期階段－結婚以後：得到愛與尊重，找到自我價值 

（一）結婚、創業看見自己的價值 

A 受訪者於高中畢業後，在養母介紹下，進入一私人社會福利單位工作，進而

認識另一半，因養女身世影響，較能同理社會弱勢族群的辛苦，從事社會福利工作

自利利他。「我在父母方面沒有辦法被滿足，我先生給了我很大的父親的關愛，因

為我先生大我 22歲，所以我覺得某一刻我是在他身上找到父愛。然後也因為他大

我很多，所以其實他對我的一些形式作風跟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會有很大的包容，

讓我可以勇敢的去做，那當然也就是感謝他的寬宏大量，讓我可以直接跟他有衝突，

但我覺得這是衝撞，然後撞出了一些火花，然後他常常都說他是我生命中的礁石，

因為海浪打到礁石上面才會產生浪花。 所以要謝謝他了，如果這一段路上沒有他

的話，應該我的生命可能就沒有這麼的漂亮跟精彩。」〔A1-041〕。先生的寬容，使

A 感受到滿滿的愛，先生也是 A 的重要推手，讓 A 因此更有自信心與勇氣。 

A 高中畢業步入職場認識了先生，先生年長自己 22 歲，因年紀差距所以先生

包容自己的一切，自己覺得是被重視被疼愛，另一半的愛與信任，是改變 A 自我

價值觀的因素之一。「他讓我看見我是有機會的，我是有我的價值的。他有時他縱

容我做很多事情，我覺得有點像是療癒自己，跟我覺得這是寬恕，是過去拿了養女

這件事情來綁自己，然後有一刻就是解脫了，然後釋懷了，然後放過自己。」〔A1-

042〕。先生亦師亦友，讓 A 看見自己更多的能力與價值。 

A 受訪者婚後與先生自由創業，養女緣故較能同理他者的苦，最終選擇社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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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作做為事業，幫助弱勢族群。「因為我們有著與生不同的，就是一生下來我們

就比人家苦，所以我們知苦了苦，我們看到許多比我們更苦的人所以我們就會很想

去幫助他們，是因為我們知道那個苦只是那種苦的方式不一樣。我就覺得是工作教

會我的，我一直很相信一句話，幸福是被比較出來的，但我不是要去歧視任何一個，

因為沒有被比較的話，你沒有看見病人更苦的時候，你怎麼知道自己幸福，那你說

什麼時間轉換，我覺得就是慢慢的，因為你知道嗎？我蓋房子蓋了十年，這十年我

覺得那就像能人間煉獄，因為對你指指點點的人，不輸當初指點我，說我是養女的

人少，而且反而更多。」〔A1-062〕。養女身世讓 A 更有同理心，更能體諒院友內

心的苦，A 藉此更能了解院友的需求，進而為院友付出更多，從院友身上，A 覺得

自己更幸福。 

A 認為養女身分是影響自我看法主要因素，A 認為只要是養女，對於自己應該

都是低價值，因為生命價值低才會被出養。「我覺得為眾人而活，為孩子為為和家

庭，但你說這樣講好像也不行，不能這樣講，因為這樣子會並沒有自己，但到現在

我應該說我知道我活下來的目標是什麼，也因為有那些目標，然後來滋養自己活下

去的動力跟存在價值。」〔A1-144〕。A 在此時階段，對自己養女身世已不再那麼的

在乎，心境上也選擇與養女身世共存。 

（二）潛能開發課程，學習轉念與悅納 

A 受訪者因工作需求，接觸了自我潛能開發課程，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但應

該講說我自己在 12年前，我去上潛能開發的三階段，現在三階段對我來說影響我

很深，因為他告訴我一些過去沒有看過的角度跟視野跟寬度高度，然後在過程中也

有療癒自己一些受傷的心，然後重新的自我對話。」〔A1-068〕。潛能開發課程影響

了 A 對自己是養女這件事的看法，A 從負向思維逐漸轉化為正向思維，對於養女

身世，一開始轉變想法，不再像以往那麼地在意、憤怒及怨懟，開始學習接受。 

A 因為工作上與人際關係上皆出現問題，在親友的提議下去上潛能開發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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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從此更了解自己的身心狀態，亦從課程中開始學習轉念，並從正向能量中接受

自己，開始自我認同。「我有去做過家族排列，因為養女身份其實是對我有很大的

影響。就有人說可以去療癒自己，因為養女身份其實讓我對人有防範，可能造成我

在工作上面，或者在溝通人際上面有很大的障礙，在上那課程的時候，其實我就有

重新的經歷過，再一次經歷過送養的過程，然後可以站在一些其他角度上面，看這

個事件的時候就好多了。」〔A1-108〕。 

A 接觸自我成長課程，透過家族排列重回當時情境，A 藉此更了解當時社會風

氣與當時社會背景，及當時子女出養為當時社會普遍情況，雖事過境遷但回想時傷

害依舊存在。「就比較能夠接受了，那你說當下立刻接受，我覺得當下慢慢知道，

原來是這件事情，比較能夠釋懷。時間久了更能夠接受了，你說完全沒傷我不相

信。」〔A1-109〕。 

（三）工作成就提升自我價值感 

A 受訪者經過辛苦創業募資後，發現當自己能幫助院友找到棲身之處時，內心

充滿感動與欣喜的，此時也看見自己的能力與自信心。「是的，我在工作中有找到

自信心，也更肯定我自己，這是以前沒有過的。」〔A1-071〕。A 從工作中得到自我

肯定的感受，且此感受是未曾有過的。「我覺得是外在的事件，例如說我可能在工

作上面的成就感，然後我在我覺得是事件的成就感，然後讓我的自信心跟底氣是挺

激起來的，是充足的。」〔A1-051〕。 

工作成就是影響自信心因素之一。「對，因為工作，我找到自己的自信心與成

就感，也開始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A1-085〕。工作成就亦是影響 A 自我價值

感。A 從工作成就中，找到自我價值感，故工作成就是影響自我價值感之重要因素

之一。 

A 參與者，在經歷婚姻與辛苦創業後的經歷後，經過本研究訪談回顧，認為自

己仍有進步空間，可以做得更好，此時已可見 A 因工作成就改變自我價值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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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我還可以再進步，為因為我才 43歲而已，但是步調可以慢一點來慢一點，因

為我 25歲就接機構已經 18年，當別人 25歲在玩的時候我在工作。所以我現在也

有一定的表現。」〔A1-070〕。A 對於目前院內作業仍有期許，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

努力，讓院內工作可以更順利進行。當自我價值感提升後，自信心亦會提升，內心

能量自然而然變得更強大。 

A 認為被出養是父母決定，但是回家(儀式)代表自己已經有所價值，並且可以

有自主權為自己決定一切。「我覺得就養女是一個經驗經歷，這件事情不會被改變，

我生下來被送養是我被別人決定，我有個機會是我選擇回家，是我自己決定。」〔A1-

138〕。 

（四）回饋社會幫助院友 

A 謙虛的說，自己只是盡力幫助別人，無關自我價值感提升，此舉甚為難得，

A 從利他行為中，找到心靈的富足，相對也看見自己生命的價值。「自我價值感我

倒不能這樣講，我覺得應該是我只能給院友他們一個安全的環境，一個不愁吃穿的

生活，然後安定生活上身體是健康的，至少我維護著，如果有看過一些報導或者是

怎麼樣就會知道，但我不太主動提，然後現在他們要提，我也不太會在意不避諱就

對。」〔A1-157〕。 

對於未來 A 有更大的期許，希望自己能幫助院生走完生命的旅程，雖然不知

結果是否能如願，但有願就有力，研究者也衷心祝福 A 能早日實現願望，有夢最

美。「我還有更大的目標，是我想要把它落實在工作上面，我想要接軌，我想要做

一條龍，就是我不是只照顧他們到某一段，我想要陪他們走完一整段生命的旅程。」

〔A1-156〕。 

（五）找到自己的根 

A 參與者希望將來能夠回歸本姓，雖然可能只是一個儀式感，但對於 A 而言，

是充滿生命意義的。「就當你選擇跟他共存的時候，我覺得一切就過了。對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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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小心願，就是認祖歸宗，我有一天會回去姓我自己的本姓，我覺得那才是我

最後要去的地方。」〔A1-136〕。 

A 希望藉由儀式感自我認同，找到自己的根，尋根對於 A 來說具有其重要意

義，對於 A 是一種療癒，代表自己不是沒人愛被遺棄的小孩，對 A 而言是一種自

我價值的展現。「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還是一個儀式上的，也不管是對的，我覺

得儀式上可能是回歸自己，我覺得對自己是最後最終的療癒，我過去不能選，我現

在可以選，但未來如果再過個五年十年，我會覺得其實回不回歸本姓，對我來說也

不是這麼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經回家了，對。」〔A1-139〕。姓回本姓對 A 而言具

有重大意義，A 認為此儀式感代表回家之意涵，即代表自己不再是養女，可見「養

女身世」帶給 A 之負面影響極其深遠。 

 

圖 4-1 

 A 生命歷程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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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A 在 12 歲以前，認為自己是被遺棄的小孩，沒有人愛自己，就連自己也無法

自我認同，對自身生命感到低自我價值。個性孤僻不喜與人互動。對生、養父母皆

有怨懟之心。沒有安全感、安定感與歸屬感。 

高中畢業後在養父介紹下，進入安養院工作認識另一半，從此與另一半在職場

中相互學習、日久生情，直到步入婚姻，雖然另一半整整大了 A 有 22 歲之多，但

或許也因如此，所以另一半總能給予 A 無限的愛與包容。 

結婚後因工作需要，A 透過潛能課程學習，學會寬恕及轉念。此時的 A 已能

放下養女身世，亦因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相較能把內心的善與慈悲發揮到極限，在

工作中幫助需要幫助的院友，從工作成就中，讓 A 找到自我價值感，A 知苦瞭苦。

因為認識先生，兩人結婚、共同創業，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因為知道苦，所以更能

理解院友的苦。 

研究者將資料分析所得結果，從中找出幾個重點，其重點有幾個面向，從結果

中得知 A 對自我看法及自我價值感變化因素等結果。 

從上述結果得知，A 在前期階段是討厭自己養女的身世，憤怒弟妹嘲笑自己是

養女，身為養女感到自卑、沒有自信心，低自我認同與未獲得愛與尊重。中期階段

沒有其自主性，生活及工作皆聽從養母安排。 

後期階段因結婚後獲得另一半與婆家的愛與尊重，與工作成就感，讓 A 找到

自我價值感與歸屬感。最後透過正向淺能開發課程轉變心境，藉由安養院的成立，

幫助社會上弱勢族群。除此之外，A 也期許自己，可以陪院友走完這一期的生命，

讓自己與院友的生命都能繼續發光發熱，發揮自我生命價值。 

 



 

 58  

 

貳、 B 受訪者自我價值感之歷程 

B 於訪談回顧生命歷程中，對自我的看法、及自我價值感變化之因素等，作一

詳細論述。其 B 生命歷程，如圖 4-2 所示。 

一 、前期階段－12 歲以前：養女身世導致自卑，低自我認同 

（一）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B 受訪者在很小即知道自己是養女，因每年過年姊姊會帶回家作客，雖然知道

那是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親人，但因沒有相處，即使內心有渴望，但仍無法接受自

己與親人的關係。「我是養女，有意識以來就給人家，我一出生就給人家報出生的。」

〔B1-002〕。「是我姊姊跟我說的，我那時候國中了，很小的時候過年初一或初二姐

姐就會來帶，我就很怕，畢竟從小在生長的環境不一樣，回去陌生的家庭我還是會

怕，雖然每一年一年回去一次，但是心裡還是會排斥。因為那個環境不是我生長的

環境，所以就算回去原生家庭，還是會覺得不習慣了。」〔B1-004〕。回家作客是臺

灣舊社會故有習俗之一，係指已出嫁的女兒或出養在外的子女，在過年期間或節日，

回到原生家庭與生父母及手足吃飯團聚，此吸現象稱為「作客。」 

（二）在意他者對自己的看法 

B 認為因為是養女所以沒有童年。「因為你是養女嘛，然後會覺得好像會被瞧

不起，我就是因為養女這個身分，背的我很重，如果我不是養女，我應該不至於會

這樣吧!」〔B1-018〕。「弟妹都知道我是養女，如果我們吵架的時候，他們就回我一

句，你回去你媽媽家，我心裡就會很難過。」〔B1-009(2)〕。B 因為養女身世綁住自

己的一生，認為養女本身就是低自我價值、苦命的代表，如果不是養女，自己可以

過得更好更有尊嚴，不致被弟妹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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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什麼被出養的是我 

B 對於養女身世覺得很難過，也很在意，不解為何生父母將自己出養，自己來

到這個家庭生活辛苦，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對於養女身世，B 內心無法接受，認為

是養女身世導致自己這麼辛苦的。「我就覺得說我怎麼這麼不值，而且為什麼要來

這種家庭，為什麼要把我給人家，我覺得當初你就不要生我，我給人家我的生命價

值在哪裡？我為什麼要出世？我就會一直去怨嘆，就是綁著我死死的！從小讓我

很不平衡的，我為什麼會是人家的養女，在我身上背著我很重，然後我過得很不舒

服，我國小畢業我覺得我要逃離那個家，我是養女身分，我的童年就是做家事，除

了做家事以外，沒有別的了。」〔B1-011〕。B 的童年裡沒有愛，只有做不完的家事，

B 感嘆自己的苦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價值在哪裡。 

二 、中期階段－12 歲至婚前：養女就是沒有自主權與發言權 

（一）小學畢業進入職場，養母幫我找工作 

B 認為養女身世會讓人瞧不起，沒有自主權，無法做自己。「那時候還是覺得

我是這裡家裡面最讓人家看不起，因為不能自己決定，所以生命也沒有價值，反正

別人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因為你是養女，就因為你是養女，所以你沒有發言權，

你沒有你的自主權。」〔B1-017〕。 

B 於國小畢業後，在養母的安排下進入私人診所擔任護理工作人員，在診所醫

師的教導下成為一名護理人員，雖然沒有證照，但能力不差於專業護理人員。「小

學畢業以後，我就沒繼續升學，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養母找的。養母在我畢業第

一天，就幫我找好工作，讓我去賺錢養家了，就在陳內科，然後就做了 30年，我

領到薪水整個交給我養母，他給我多少我才能夠拿多少。」〔B1-019〕。B 聽從養母

安排，12 歲即進入職場，工作所得則全數交給養母，任由養母支配處理。 

（二）怨懟生父母，改變自己的命運-苦的來源 

B 對於生父存著怨懟之心，所以從不肯叫生父一聲爸爸，也不肯靠近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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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父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生父的話我完全無法理解。因為我會覺得怨，因為你

是我的爸爸，為什麼會把我給人家？ 所以從小我回去，我不會叫他爸爸，會叫媽

媽、叫姐姐叫哥哥，但我從來不叫他，所以生父都叫我是啞巴這樣子。」〔B1-006〕。

B 內心責怪生父將自己出養，導致自己命運多舛，B 不解為何生父將自己出養。 

B 的內心責怪父親將自己出養。「當然會怨懟啊，因為你把我給他們，所以我

才會過得這麼苦，所以相對的我就會把怨氣歸到他們身上，因為你如果我在原生家

的話，我怎麼做都甘願，因為你把我給人家，說我所有的不順就是歸在他們，我就

怨，因為都是你們害的」〔B1-035〕。B 的內心怨懟生父對自己生而不養，導致自己

生活辛苦，埋怨生父而不願開口叫父親。 

「我就覺得說我怎麼這麼不值，為什麼要把我給人家，我為什麼要出世？我就

會一直去怨懟，我為什麼會是人家的養女，我過得很不舒服。」〔B1-011〕。B 因為

在養父母家生活困苦，除了心理對待生父母的怨懟之外，亦有一種想要逃離的想法，

B 認為離開這個家自己就自由了，也不用再像個僕人般辛苦，所以 B 的內心對於

生父母是充滿怨懟。 

（三）家庭脈絡以男性為核心 

B 曾因為吃一塊牛奶餅沒有報備，被痛打了一頓，雖然至今已 50 幾年，但仍

記憶猶新，談起這一段時，B 很難過，為了一塊牛奶餅，被打了一頓，B 的心裡很

受傷，除了感嘆自己養女身世外，還難過自己身為女性沒有地位。「大弟因為是男

孩子，所以曾祖父母和大家都非常疼他，什麼東西他都可以吃，我只是去鐵罐子偷

拿一兩塊而已，就被打的要死。」〔B1-059〕。B 覺得自己比那一塊牛奶餅還不如，

身心皆受傷。 

家中長輩重男輕女觀念嚴重。因為妹妹也沒得吃，所以 B 認定是重男輕女觀

念導致，而且是長孫才可以吃。「因為他是男生，這跟養子沒有關係，因為他是男

生是長孫，所以什麼東西都是他能吃，我跟妹妹因為是女生，所以沒得吃。」〔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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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所以 B 認為與養女不相關，而是與性別相關，此乃當時社會背景普遍之型

態。 

（四）工作收入提升 B 的自我價值 

因家中經濟緣故，B 小學畢業就到診所上班，工作後下班，B 不用再承攬家中

一切家事，可能因為有所生產，所以養母不再讓 B 做家事，下班回家就可以放鬆。

「我覺得我會賺錢了。我錢都交給他，每天早出晚歸，然後回去以後就不一樣了。

因為有賺錢所以不用做家事。下班回去就是我可以看電視，吃我的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我就可以睡覺了，我不用像以前下課以後回去我就要做事，要拖地要洗衣服，

要煮飯，工作之後，我不用做這些了。」〔B1-020〕。B 雖然早出晚歸工作辛苦，但

比起就業前，需承攬一切家事的心情，B 更願意出門工作。因為覺得自己生命更有

價值。 

B 因為工作，開始覺得自己並非一無是處，而覺得自己的生命有價值，「就好

像是人家的僕人，人家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可是當你開始上班你有收入，你會

覺得自己開始有那麼一點那麼一點點的價值感了。」〔B1-021〕。工作收入改變了 B

的自我價值感。「我在工作中我薪水很多，所以工作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我找到自

我價值。」〔B1-028〕。工作收入改變 B 的自我價值感，B 覺得自己對家庭有所貢

獻。 

（五）我是生父心中的驕傲 

雖然 B 沒有選擇工作的權利，但是在診所從事護理工作對 B 而言，讓 B 自己

覺得有驕傲之處的，雖然 B 沒有證照，但護理相關工作卻做得很出色，B 曾在同

事間聽說過生父對自己工作上的肯定，B 認為爸爸心裡是有她的存在，甚至因他的

職業感到驕傲，雖然沒有當面對她說，但是診所的醫生護士都聽過，B 自己也感受

到這是爸爸愛她的一種方式。「爸爸應該是跟人家講，我有一個女兒她在當護士，

我也是很驕傲的，我有一個這麼棒的女兒，我感覺他是這樣的感受，所有人都會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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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你就是爸爸的女兒，跟他是同心的，不管以前發生什麼事情都不管，在當下你就

爸爸的是女兒，他就是爸爸，我自己會這樣想，對。」〔B1-069〕。「我會覺得那麼

多哥哥姐姐他都沒講，只有講到我，所以他心裡是有我，然後他能夠講出去，代表

我讓他是很驕傲的。」〔B1-067〕。B 認為爸爸心裡有他，雖然小時候曾經怨懟爸爸

將他出養，但血濃於水，當聽到父親對自己的肯定時，過去的怨懟，已不再重要，

此時的 B 已放下所有的怨懟，心中充滿對父母的愛。 

三 、後期階段－結婚以後：另一半的愛與婆家的尊重，是自我價值感的來源 

（一）被當成心肝寶貝，滿滿幸福感 

B 在 23 歲時結婚，婚後受到先生與公婆疼愛，自己也在倍感疼愛的環境中，

看見自己是值得被愛的。「當你遇到他們的時候，感受到他們給你的愛的時候，你

不再覺得自己是像以前的養女，生命一點價值都沒有的，來這個家之後，完全不會

覺得自己沒有價值了。」〔B1-014〕。 

婚前 B 總覺得自己沒有自主權，婚後婆家讓 B 感到被尊重、被愛護，此亦是

B 自我價值感改變之因素之一。「在這個家裡他們尊重我，把我捧在心上，你就會

覺得這個家是很照顧我，不像以前的家就覺得落差很多，你在那邊做的要死，然後

這邊不用，這邊的人又對待你非常的心肝寶貝這樣子，在這裡就覺得很幸福」〔B1-

015〕。被愛的感覺，讓 B 覺得自己很幸福。 

在養父母家，從未有過的感覺，以前自己是低價值，沒有自主權，婚後婆家人

把自己捧在掌心，自己覺得自己是值得被愛、有其價值，自我價值感亦因婆家給予

滿滿的愛，而有所改變，其「愛」係自我價值感提升之主要因素之一。「婆婆對我

很好很疼我，他所有東西都會留給我，我當初在家裡面覺得不幸福，覺得很苦，來

到婆婆這邊，公婆對我真的讓我飽受到滿滿的愛，還有老公說真的對我也很好，在

這個家，就覺得我說什麼就是什麼。」〔B1-013〕。 

B 認為自己的工作收入，是提升自己自我價值感的因素，所以婚後 B 繼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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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以金錢雇用養母替自己照顧孩子。「我孩子都是養母在帶，然後我給他薪水，

所以還是工作這件事情，因為工作對我來說找到自我價值。」〔B1-028〕。從上述得

知工作收入對於 B 而言，是 B 自我價值感提升重要因素之一。 

（二）宗教信仰轉念，當義工助人自利利他 

B 在 40 歲以後因緣俱足下，接觸到了佛教，在團體中學習感恩與轉念，從此

B 的想法有了改變，B 開始相信因果，並接受法師開示。「2010 年我接觸某個佛教

團體以後，聽到師父講的話讓我整個心結鬆開，心結打開以後，我不會再糾結我是

個養女，也因為在這邊學習感恩以後，讓我整個的轉念。」〔B1-012〕。正信的宗教

信仰，讓 B 的心結完全打開，從此不再怨天尤人。 

B 從當義工服務人群中，看到平常接觸不到的情境，雖然有時心情無法平復，

在一次次經由義工班長的引導解說及安撫之下，B 終於知道世上苦的人很多，養女

身世不過是冰山一角，當 B 這麼轉念之後，就不會在意自己養女身世這件事。「當

義工碰到的境更多，所以有一些拉拔，然後由班長來引導以後，你才能夠釋懷說你

為什麼會看到這一面，你如果再看另外一面的時候，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你就

會把心轉過來，你就不會癥結在那邊，然後學習到現在。」〔B1-080(1)〕。轉念之後

的 B，不再執著於養女身世的苦，甚至經常與信眾分享自己生命歷程，在學習中與

信眾相互勉勵，把自己的生命歷程及養女身世所受的苦，當成一本活用教科書， 

與有緣人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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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B 生命歷程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小結 

從上述中，可以得見養女身世帶給 B 負面影響極深，B 因家庭經濟條件差，

加上是養女，又因家庭型態重男輕女，小時候必須承攬家中一切家事外，故小學畢

業後即進入職場，工作是由養母介紹至診所當護士，從掛號開始學起，直到最後注

射、配藥等，都難不倒 B。 

在診所工作期間，因為賺錢養家，養母對待方式有所改變，B 開始覺得自己的

生命有其價值，亦因工作關係，認識另一半，並在養母許可下結婚。婚後得到婆家

的愛與尊重，使 B 覺得自己很幸福，後來 B 因為家庭關係離開職場，後來因有因

緣接觸宗教，從此開啟另一段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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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宗教信仰學習感恩，B 從怨懟心轉化為感恩心，體諒生父母當時出養自己

的不得已，感恩養母當時對自己的教導，把辛苦當作磨練，自己才能在學習中成長。

B 因為養女身世的生命經歷，在佛教團體裡，除當義工外、並經常與佛友分享自己

的心路轉化歷程，鼓勵佛友積極正向，以自己現身說法自利利他。 

研究者為求可以容易閱讀 B 的心路歷程，故將資料分析所得結果，從中找出

幾個重點，其重點有幾個面向，從結果中得知 B 對自我看法及自我價值感變化因

素等結果。從上述結果得知，B 在前期階段是討厭自己養女的身世，憤怒弟妹嘲笑

自己是養女，身為養女感到自卑、沒有自信心，低自我認同與未獲得愛與尊重。中

期階段沒有其自主性，生活及工作皆聽從養母安排。後期階段因結婚後獲得另一半

與婆家的愛與尊重，讓 B 找到自我價值。最後透過宗教信仰轉變心境，當義工幫

助更多人，發揮自我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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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C 受訪者自我價值感之歷程 

此章節將對 C 於訪談回顧生命歷程中，於出養後，得知身世之感受、對自我

的看法、及自我價值感變化之因素等，作一詳細論述，其 C 生命歷程，如 

圖 4-3 所示。 

一 、前期階段－12 歲以前：害怕獨處與黑暗低自我認同 

（一）幽暗的房裡，世界上都沒有其他人了 

由於 9 歲受過創傷，導致 C 記性不好，所以記不起來自己知道身世的正確年

齡，「我也忘了耶。就我的養母跟我生母他們這邊，本來就是親戚，就我的養母

跟我的生父爸爸是孿生兄妹。」〔C1-003〕。「就知道我從很小就知道我沒有在我

父母親的旁邊，我一懂事我就知道我是人家的養女。」〔C1-004〕。C 只記得自己

懂事以來就知道自己是養女這件事，至於知道的過程，沒有任何印象，只知自己

不在親生父母的身邊。 

C 對於養女身世沒有任何想法，印象中長期一個人在屋子裡，被養母綁在藤椅

上，沒有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所以全然不知道自己身為養女與一般為人子女有何不

同。「因為從我懂事就是這個環境，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是不對的。因為從小我父母

親沒在我身邊，兄弟姐妹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就覺得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就是只有

我一個人。」〔C1-005〕。 

C 自小長期被關在幽暗的屋子裡，不與其他人接觸，看不見屋子裡外面的世界，

所以不清楚養母的行為有何不妥，自己與他人又有何不同。C 以為自己和他者一

樣，每日就是這樣的生活。「那時候我就根本不曉得這是不對的，也不知道養女是

什麼東西，我也都不知道，我從一開始我就是這種環境，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是不對

的，也不知道自己這樣子是對還是不對，反正就是這樣子。」〔C1-011〕。C 因為長

期獨處，所以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也不知與他者有何異，因為看不見，也沒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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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以為這是一般人的生活樣態。「因為我長時間都是一個人的狀態，所以也看不

到別人，你也不知道說應該怎麼樣，養母也是愛理不理。」〔C1-058〕。 

（二）爹不疼、娘不愛，沒有人抱過我 

C 覺得自己在世上是沒有人愛的小孩，覺得世上只有一個人，沒有一個疼自己、

愛自己的人。「我就覺得我好像爹不疼、娘不愛。好像世界上是只有自己一個人。」

〔C1-006〕。「覺得我好可憐，好孤單，一個人就一個人。」〔C1-008〕。C 覺得自己

一個人好可憐、好孤單。 

C 覺得自己沒人愛，印象中，自己小時候都沒被人抱過。「我就覺得我是爹不

疼、娘不愛的，都沒有人疼我沒有人愛我，反正我就像空氣一樣，我只是來幫忙來

做家事，照理說我們看到小朋友很可愛，會想愛她，但是我就記得沒有人抱過我。」

〔C1-049〕。「沒有愛，你感覺不到他的愛。」〔C1-056〕。C 的印象中，在孩童成長

過程中，沒有人抱過疼愛自己，一直是自己孤零零一個人。 

後來年紀漸增長亦經歷一些事情，C 才發現自己遭到養母虐待，C 覺得自己沒

有生命價值，曾想過結束生命，但因年紀尚小，根本不知道怎麼做才能結束生命，

最終還是接受辛苦生活。「但是我懂事以後又發生一些事情以後我才發現我是不對

的。 我在這個世界上是多餘的。我有曾經想過我要怎麼自殺我才會死。小時候我

因為不會自殺，如果會自殺的話我應該也不在了。」〔C1-012〕。此時的 C，對自己

看法處於低自我價值感，對自己的處境感到絕望。 

在當時那個年代小孩被出養、被虐待皆屬平常，因當時屬農業社會，人民文化

素養不高，生活條件差，所以養父母多讓養子女幫忙農作及家中事務。「就小時候

常被打，不管怎麼喊叫都沒有人來救我，因為那時候我還很小，是無依無靠那種感

覺，所以我每天做噩夢，我很怕天黑又是一個人。」〔C1-077〕。除了經常被打外，

還長期被拘禁，導致 C 到現在還是害怕獨處與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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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名被抓進派出所，留下創傷 

C 在 9 歲時遭到養母誣陷，除自己變成了小偷之外，還無故連累了鄰居小哥，

雖然事情已過了一甲子，但 C 內心仍覺得愧歉鄰居小哥，內心亦因此受到極大創

傷，導致日後害怕一個人獨處。「我 9 歲就進了派出所，所以那次對我影響最大，

我到現在都還就覺得我好像在做夢。我小時候都要去田裡做農活，有一天我養母跟

我說帶我去刺桐街上逛一逛，我好高興我從來沒有去過，到莿桐市區的街道後，就

直接把我帶進警察局，那時候他就說他的金子丟掉，說是我拿給同學的哥哥，後來

我聽說同學的哥哥被員警抓去審問，怎麼行刑的我不知道，我到現在都還很難過，

我曾經回去找他，但他往生了，所以我到現在我都還很內疚。」〔C1-027〕。長大之

後 C 曾經去找過小哥，但小哥已不在人世，C 原本是想當面對小哥道歉的，但因

小哥已離世，這件事成了 C 心理一輩子的內疚與遺憾。 

養母帶 C 回到生父家，生父為了給養母一個交代，當著養母的面打了 C，C 覺

得內心很受傷，覺得自己的心被撕碎了，就連生父也不相信自己的清白。「而且派

出所這件事，還有我回去給爸爸打，我到處受傷，到我回來以後，我雖然是很好還

對我爸很尊敬的，但是我一想到我姑帶我回去，他打我，我就覺得我我很不諒解，

我就覺得我心碎的，然後把我的一切希望都打掉。」〔C1-027(1)〕。 

委屈、傷心填滿了 C 弱小的心靈，如果當時的 C 不是因為太小，或許已經做

出自殘的行為，只為想離開人世，離開這個令他傷心欲絕的地方。「我那時候真的

不要什麼，因為我唯一就是我家裡的人，只有爸爸媽媽姐姐他們愛我，現在爸爸都

打我了，我的愛沒有了。這個是我最想要的家，我心碎了，我就在想我要怎麼才能

死，我要怎麼自殺，我好想自殺，但是我就不知道，因為那時候還小，不知道我要

怎麼自殺，每天哭，上課也哭，我就哭著長大，就想著什麼都沒了，好像世界上已

經沒有我活下去的希望了。」〔C1-034〕。當時的 C 才 9 歲，無法諒解生父當天的

所為，只知道心裡非常的委屈與難過，覺得自己的人生完全沒有希望。派出所事件

之後，C 的心理受了極大傷害。除了遭受養母虐待外還經常被打，C 從此變得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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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害怕獨處、怕天黑這些跡證等，從 C 的訪談逐字稿裡皆有迹可尋。 

派出所事件後不久，C 的母親因為傷心難過，堅持將 C 帶回家，最後 C 的父

親將自己帶回。「因為我阿嬤跟我兄弟姐妹都要我回來，我爸爸說不行，因為以前

男人講話就很有分量。原本說不行了，後來因阿嬤被蛇咬了，我爸爸才說把我帶回

來，我連衣服都沒有拿，就這樣所以我連跟那些同學告別的機會都沒有。」〔C1-

030〕。走得匆忙，C 沒來得及跟同學告別，所以 C 的童年沒有同學，仍舊只有自己

一個人。 

二 、中期階段－12 歲至婚前：開始全新的生活，做自己的主人 

（一）回家之後，繼續升學，但仍缺乏自信心 

小時候進派出所影響 C，導致 C 至今仍然沒有自信心。「我以前也不知道是因

為小時候影響的，以前就是說我為什麼會這麼沒有膽，我為什麼會對自己這麼沒有

自信？ 後來慢慢的看電視說小時候的影響，有些小孩子怎樣怎樣，我才會發現說

我這些陰影是小時候來的。」〔C1-017〕。C 經過媒體資訊來源，看見相關報導，發

現孩童時期所接觸的人、事、物，都會影響一個人成人之後人格發展，重則留下創

傷陰影，直到看到報導，C 才覺得自己小時候的境遇，導致後來自己嚴重缺乏自信

心。 

回家以後，哥哥姊姊對 C 百般疼愛，因為知道 C 之前所受的苦，所以當 C 回

家之後，手足之間對於 C 更是百般愛護，C 覺得自己像小公主般被呵護、疼愛。

「我姐姐他們都知道我小時候在外面受苦，所以他們都很疼我就像在疼小公主一

樣，所以我後來去學美容，是因為我大姐介紹，大姊希望我去學一技之長，那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這樣的經過，我就會跟他們說，我一定要好好的學，一定要出人頭地

給養母看，所以那時候就有這個意念。」〔C1-037〕。C 因為已經回到原生家庭，受

到父母及手足的疼愛，心境上已開始有轉變。「對，可能就是這樣對待，我回去的

時候姐姐他們都在北部工作，哥哥跟妹妹就是他們陪著我，」〔C1-059〕。手足的愛，



 

 70  

 

讓 C 深刻感受。「應該是我回家之後，回家的之候我才整個心都有安全感。」〔C1-

078〕。回家以後，C 才有安全感，不再認為自己是沒有人愛的小孩。 

（二）半工半讀學習一技之長，取得證照 

回家後 C 過著一般小孩的生活，除了不用農作外，開始正常回到學校上課，

透過哥哥鼓勵，考上初中繼續就學，「初中畢業我就去工作，後來我等我技術學會

3年四個月以後，我又去讀高中補校，讀補校時認識我先生。」〔C1-045〕。高中階

段，C 以半工半讀方式學習一技之長，最後取得美容師證照，開始美容師的生活。 

C 因為認識另一半，從此改變了自我的看法。「回家讓我有價值感。回來以後

就有媽媽在疼了。」〔C1-085〕。家人的疼愛，是影響 C 自我價值感改變之因素。 

三 、後期階段－結婚以後：甜蜜婚姻與工作成就找到自我價值 

（一）先生給了我滿滿的愛 

C 在 23 歲的同一年，與先生創業、結婚。先生的愛讓 C 覺得自己是值得被愛。

「我是 23歲同一年，年中先創業，年底結婚。」〔C2-001〕。雖然 C 的事業有所成

就，但 C 仍對愛有所渴望，直到遇見先生，C 才知道被愛的甜蜜幸福感。「做都沒

有關係，如果我今天做累，媽媽抱我秀秀，我也會覺得我得到安撫，但其實我從來

沒有被愛的感覺，我唯一被愛的感覺，讓我真正的覺得說我很害羞，我很陶醉在愛

了，就唯一是我先生，那時候才知道什麼是被愛」〔C1-079〕。研究者此時可以感受

到 C 內心充滿著先生對她滿滿的愛，臉上洋溢著幸福的表情，與愉悅的心情。 

婚後的 C，因為先生滿滿的愛，心態上也改變，C 喜歡現在的自己，看見孤單

的人也會主動關懷。「我現在對我自己很喜歡，我如果看到比如說一群裡面有人孤

單在那邊的話，我就會問一句，我都會去關懷一下，我會這樣我就接著說，他會感

覺溫暖。」〔C1-081〕。當內心充滿愛時，自然也懂得如何去愛他人了。 

在 C 的內心裡，先生的愛遠勝過事業成就帶給她的肯定，C 從先生的愛看見

自己的價值，覺得自己是值得被愛的。「對，在我那個階段我先生跟我講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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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小時候的苦不叫苦，長大了你放心，我陪在你的身邊，你一生的苦你都在小時

候受過了，我就覺得說很好，我現在有人愛、要過得很好。」〔C1-089〕。C 感受到

愛之後，覺得自己要活得好，因為自己已不再是沒人愛的。 

（二）創業艱辛，愛相隨 

對於 C 而言，事業成功與否，不是那麼重要，只要自己肯做就有飯吃，而先

生的愛與肯定，才是 C 自我價值改變的重要因素。「創業我沒看得那麼重，無形中

就這樣一步一步跌跌撞撞，就是開店那樣，然後大家就肯定我，不是我強求的，我

只要有飯吃，有很多事情做好就好。」〔C1-090〕。「我沒認識我先生之前，我覺得

我的生活是茫茫渺渺的，認識我先生之後，我才覺得我的生命是有價值的。」〔C2-

003〕。原本 C 的心裡總是感覺自己沒有人愛，認識先生後 C 才覺得自己有人愛，

生命有所價值。雖然工作有所成就，但仍缺乏自信心 

C 在地方上小有名氣，事業做得很成功，但自小缺乏自信心，不管何時何地，

都覺得自己不夠好。「我到現在還不是很有自信，所以這個陰影到現在，即使我做

美容大家都很肯定，很多人不管參加什麼，像我們美容工會，都叫我起來當理事長，

我也不要。反正叫我做會長什麼我都不要。我都覺得說我可以幫你們，但是叫我站

在上面一個位置，我就是不要。」〔C1-042〕。「對，不要被看見。」〔C1-043〕。C 沒

有自信心，即使已是一名美容師，依舊不想被看見。「我不會強出頭，就很怕曝光。

喜歡坐在角落，我連坐遊覽車都是坐最後面，反正不管怎麼吵，我一定都是躲在最

旁邊，不想被看見，就是後來有一些事情需要我要出頭的，我也都儘量不要，我都

儘量躲起來。」〔C1-025〕。「就應該是這樣一直壓抑著，所以變成沒自信。對，習

慣，變成沒自信。」〔C1-026〕。或許習慣這個模式，C 總是一個人坐在角落，享受

著一個人的孤單寂寞，個性上也不喜歡出風頭，久而久之就還是一個人。 

（三）好景不常，宗教撫慰心靈 

C 在 59 歲時，因先生往生，C 很悲慟，曾經一度走不出來，無心經營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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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甚至停止所有在外社團活動，好在先生好友的太太，及善知識引導，帶 C 走

入正信佛教，C 也因為有了宗教信仰，經由拜佛禮懺及法師開示，讓Ｃ帶來心靈慰

藉與寄託，藉由每一次的法會超薦親人，內心因此感覺親人得以往生善處，而自己

的心也更平靜、安定。「就我 59歲那一年，我先生突然往生後，我就開始學佛吃素

了。」〔C2-004〕。C 因信仰緣故，內心得到平靜，生活慢慢回歸正常後，C 開始受

戒持齋。 

 

圖 4-3  

C 生命歷程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73  

 

小結 

綜上述得知，養女身世帶給 C 負面影響極深，C 的養母長期將 C 拘禁在一個

房子裡，到了晚上也不點燈，C 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下被綁在藤椅上，經常是叫天不

應、叫地不靈，弱小的心靈因此而留下陰影，害怕獨處、黑暗、孤單，覺得自己很

可憐，給 C 留下了重大陰影，即使已近 70 歲，這個陰影仍深深烙印在 C 的心裡。 

長期被拘禁的結果，導致 C 的童年裡沒有玩伴，即使後來上學，放學後也要

早早回家幫忙農作，每天面對的只有養母，長久下來 C 不知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

因為總是自己一個人。 

尤其派出所一事之後，C 身心留下陰影，雖然內心深感愧對鄰居小哥，甚至在

婚後去找小哥，想要當面致歉，但因小哥已離世，此願已無法達成，對 C 而言，是

生命中的一個遺憾與無奈。 

後來即使回到生父母家，仍然缺乏自信心。直到婚後，因先生的愛與包容，才

找到自我價值與歸屬感。數年後因先生往生，C 覺得自己無依靠，後來透過宗教信

仰，尋求內心平靜。 

研究者將資料分析所得結果，從中找出幾個重點約為以下幾個面向，從結果中

得知 C 對自我看法及自我價值感變化因素等結果。前期階段 C 感到孤單、害怕黑

暗與獨處。自我憐惜、渴望愛與陪伴。沒有歸屬感與安全感。缺乏自信心、健忘。

低自我價值感。中期階段，工作成就與幸福感，讓 C 找到自我價值感。後期階段，

C 在信仰中找到內心平靜與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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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D 受訪者自我價值感之歷程 

此章節對 D 於訪談回顧生命歷程中，於出養後，得知身世之感受、對自我的

看法、及自我價值感變化之因素等，作詳細論述，其 D 生命歷程，如圖 4-4 所示。 

一 、前期階段－12 歲以前：從小渴望得到養母的認同 

（一）顧慮養母心情，小時候就必須背負著自己身世的秘密 

D 在出生就被出養，小學時知道自己養女身世，在與家中長輩閒聊中意外得

知，而養母真正想告知她是 D 滿 18 歲之後，養母託請親生大姐告訴 D 是養女一

事。「大概是小學 3、4年級的時候，那個時候，我的小阿姨就是在平常聊天打趣的

時說了一句你不是你媽媽生的，你是你二阿姨生的，而我媽覺得正式要告訴我是在

我 18歲的時候，他請了我親生的姐姐告訴我。」〔D1-003〕。 

當 10 歲的 D 聽見自己是養女時，內心其實有被嚇到的感覺，為了求證及得到

答案，D 還翻閱了戶口名簿，小小年紀的 D，顯得格外的早熟，似乎能從日常中大

人的對話中，察覺自己身世的與眾不同。「我當時有點愣住，然後我就說蛤甚麼，

當時只是小三 10歲的我有一種嚇到，但是我又必須隱瞞所有人，讓所有人不知道

我知道。就是我在小時候就必須背負著自己的秘密。」〔D1-003(1)〕。從最後一段話

當中，可以見得 D 對於養女身世的無奈與認命。 

D 的外公外婆非常疼愛自己，每次過年都要回去作客，D 總是希望能待久一

點，但是 D 在乎養母感受，內心擔心養母生氣，即使當時才小學年紀，D 就學會

把感受放在內心，獨自一個人承受。「因為全部家族的人都認為我不知道，所以我

要裝作嗯~我為什麼要去，所以在小學不到十二歲的年紀，我就要學會看我媽媽的

臉色，然後要有點不是很情願的去，又很快的回來。在阿婆阿姑家(客家人)其實真

的超舒服，因為不用洗碗不用做任何事情，然後可以吃好吃的食物，然後可以看電

視，就是享有所有小孩子開心的一切，可是我卻不能待太久，而且不能感受到太開



 

 75  

 

心，因為你要顧慮養母的心情，我媽會不開心。」〔D1-003(2)〕。擔心養母生氣，卻

忽略自己內在真實感受，這是許多養子女成長歷程中，每天都在上演的一幕。 

在爺爺奶奶家真正感受到被疼愛，但因顧慮養母感受，即使回家，也是快去快

回，「可是我其實回到我親身的 阿婆阿姑家的時候，就是享盡小女兒享有的榮寵，

可是我剛剛的前提是，我不能享受這一切。」〔D1-012〕。當時的 D，已學會察言觀

色，內心會擔心養母不高興，D 把自己真實感受放內心不敢表達，只在乎養母的情

緒。 

（二）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只為博母親歡心 

D 內心除了渴望養母認同外，更有擔心與害怕。「對，所以像你剛才說太臭屁

的時候，我就有感覺，因為這就是我媽會講的。所以當這樣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你

只能做好，但你不能夠太出色」〔D1-034〕。D 自己知道為何沒自信，因為 D 非常

在乎養母對自己的看法，D 渴望得到養母的肯定，所以要求自己要做得更好，害怕

自己成為養母的麻煩。雖然已那麼久，但你真是個麻煩這句話，仍深深烙印在 D 的

心裡。 

D 內心非常在乎母親，至小就渴望得到母親的肯定，尤其當知道自己是養女

後，更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只為博母親歡心。「我為什麼說我媽相愛相殺，因

為我很在乎他，我從小就在得到他的認同，包含我小學三年級知道自己是養女的時

候，我就更覺得我不是這個家的人，所以我認為我要做的更好，而且我媽很常就是

哎呀你真麻煩，你是個麻煩這個真的是烙印在我的心裡。」〔D1-022(2)〕。D 對於

身世很認命，小心翼翼過生活，不敢犯錯，擔心惹怒養母，因為在乎養母，所以對

於養母的話耿耿於懷，害怕自己給養母帶來困擾，成為家中麻煩人物，事過境遷，

仍把養母說過的話，記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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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期階段－12 歲至婚前：即使被讚美仍是誠惶誠恐，低自信心 

（一）我之所以低自我價值、低自尊，是因為他也是這樣被對待的 

D 透過本身對於心理學系的專業，覺察自己內心想法與外在表現的差距。「我

一直到 29歲還是呈現在這裡，所以你看我在原生家庭，我出生用我的性別你就得

要送養，然後當你今天有表現好的時候，其實只是不想要造成家裡的麻煩，你並不

是為了爭得成就，我只是避免麻煩所以我努力做好，別人如果稱讚我，我反而會誠

惶誠恐就很害怕，因為如果太驕傲我媽是會反對。」〔D1-033(2)〕。D 覺得自己並

不是為了爭得成就，只是為了努力做好，別人如果稱讚，D 我反而會很害怕，因為

如果太驕傲養母是會生氣的。 

D 認為；自己之所以低自我價值，除了家族觀念、養女身世影響之外，完全來

自於養母的對待方式。「我大概這一輩子有各種比如說我對情緒的理解，或者心理

系的成就、生命教育推廣，我覺得非常多東西，都是我從生命去經歷，及我媽媽的

對待。他把我弄得非常低自我價值、低自尊，那是因為他也是這樣被對待的，所以

他以為只有這個方式。」〔D1-022〕。養母因為也是這麼被對待，所以也以此種方式

對待 D，這是 D 學心理系之後，與對生命教育推廣等，所知道的知識。 

D 認為之所以低自我價值感，主要還是與養女身世有關，D 認為，無論自己多

麼努力，似乎永遠得不到養母的肯定，但其實那是養母本身的議題，可 D 到現在

才明白這個道理。「我覺得這件事情裡面，跟我的養女身份有一個關聯性，如果今

天是親生的女兒或許可以耍任性，可是因為我是養女，所以沒有任何資本說你幹嘛

這樣講我，所以我動輒得咎，我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可以得到我媽的歡心，可是我其

實並不知道他的議題不是我能滿足的，至少在那個時候」〔D1-035〕。D 對於自己養

女身世很認份，清楚知道自己與他人身世不同，加上家族脈絡的關係，讓 D 沒有

一絲驕氣，總是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做好，不能驕傲，更不能任姓，所有的一切，

只為討媽媽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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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男性為核心的家庭脈絡 

D 的生父母家，重男輕女觀念嚴重，D 對於生父母沒有怨懟之心，並且能夠體

諒生父母當時將自己出養的心情。「我其實對他完全沒有怨對，我知道在那個時空

背景下，其實我爸是沒有想要把我送出去的，但我親生老媽很強勢，在我的整個家

族裡面，因為重男輕女的關係，所以他們被背負了生兒子的壓力，可是他們生出我

不是兒子的時候就必須要送出去，所以我就會有一種覺得這背景，我爸其實完全不

是把我送出去的人，所以我也很心疼他老人家。」〔D1-012〕。生母個性強勢，即使

生父不捨將我出養，但面對強勢的生母，生父仍然不敢說出心裡對我的不捨。 

D 的養父母家族除了重男輕女觀念外，還有地域性的階級觀念，例如：城市比

鄉下的層級高等，這樣的階級觀念，導致 D 覺得自己在家族的地位非常的低，亦

因如此，D 的自我價值感非常低。「在家裡我的養母也很重男輕女，他對我哥非常

的寵，然後對我也是女生好像要做盡一切家事的那種，然後回到王家過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阿姨們很多還有去臺北發展的，所以臺北的子女跟花蓮的子女，花蓮子

女又更低等，然後花蓮子女裡面你是女生的話，又比男生再更低等，所以其實我過

年回王家的時候，我要就是我洗所有的碗，但是臺北的表妹們，他們是不用做這些

事的。」〔D1-012(2)〕。「然後哥就是買進了我們的家的那種狀態，也是養子但我哥

因為是男生，所以不用做那些家事。」〔D1-005(2)〕。雖然 D 與兄長皆是養子女，

但在家中所受的待遇不相同，只因為性別的差異，所以 D 與兄長在家庭的地位意

有所不同，由此可見 D 家族非常重男輕女。 

深根的傳統觀念，讓 D 覺得無論自己做得多好，都不會得到認同，因為自己

是養女。「當我們回到家裡的時候，我就是低價值的，我們就是花蓮的女兒，我們

就是要做盡一切，而且你不會被人家認同，然後怎麼樣都是臺北的好。」〔D1-026〕。

「對，然後怎麼樣都是臺北會賺錢的阿姨他們厲害，然後花蓮的就是醜小鴨，然後

從小就不見人愛的那種」〔D1-027〕。身為女性是 D 的無奈，D 知道無論自己多麼

努力，都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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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即使發光發亮，仍舊缺乏自信心 

對 D 而言，初步入職場時，在花蓮某中學就職時，當時任期之兩名主任，給

了 D 很大空間，此期間 D 學習成長很多，關係到 D 日後工作之能力，D 對兩位恩

師之教導，刻骨銘心。「我覺得在花蓮的中學七到八年時間，我成長非常多，當然

也有剛才說的建立某種自信，就是他們讓我上了非常多不同的舞臺主持，我覺得這

些養分全部都幫助我，對人際溝通還有什麼捍衛價值我都有，後來他們兩個都成為

各個兩個學校的校長，所以對我來講這兩位就是恩師，所以很重要。」〔D1-107〕。

對 D 而言，兩位主任如同 D 的再生父母般。 

兩位主任（現任校長）給了 D 一個家的感覺，讓 D 有了歸屬感，除了是恩師，

如是 D 的另一對父母，更是 D 生命中的貴人。「提到歸屬感，我覺得就是這兩位讓

我覺得在學校有個家，而且他們倆是夫妻，所以就有一種爸爸媽媽那種感受，雖然

互相罵來罵去這樣子，哈哈哈，但我覺得很喜歡。」〔D1-108〕。 

D 因為沒自信心，所以即使自己在工作上已經發光發亮，仍覺得自己不夠好，

仍舊奢求得到養母肯定。「我就是一直覺得我沒有那麼好，大放異彩是我正要開始

實習，23歲是一個很精准並且很重要的年紀，23歲我進入職場，交代什麼任務我

全部都會做，而且做的又快又好，可是這個特質我後來才發現不是所有人都有。」

〔D1-028〕。即使工作上已經是閃亮一顆星，但 D 此時仍舊缺乏自信心。 

此時的 D，在工作上雖然已經獨當一面，但 D 仍希望得到養母的肯定。「我並

沒有覺得我做的多麼的特別，我在職場上的那個時候很璀璨發光，又大放異彩，但

我還是沒有覺得自己多麼的價值。」〔D1-030(2)〕。 

對於養母而言，D 大學就讀私立學校，是差勁的，所以即使 D 在職場備受肯

定，但回到養母家，得到的還是負面的，所以 D 仍舊缺乏自信心。「這就是我剛說

的真正矛盾的地方來了，我回到家，我媽直接就是覺得我很差的還是很差，因為我

是唸私立大學的。」〔D1-031〕。養母認為自己在職場上的成就是假的。「他就說那

些是假的，別人意思的講給你聽你就還當真。」〔D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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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渴望得到養母的肯定，對於在職場所得讚美，面對養母時變成否定語，D 進

入認知失調狀態，分不清到底是自己的能力被他人肯定，還是他人說客氣話，D 外

在光鮮亮麗，然而面對養母對自己的否定，讓 D 認知失調「我是讀私立大學，又

進私立學校教學，即使我大學成績是不錯，有拿到第二名或書卷獎，但我媽完全就

是你是私立的，在她的眼裡我是丟臉的，所有人的稱讚是假的，所以我就會進入一

個有點認知失調的狀態，就外面好像光鮮亮麗其實內在沒有，內心覺得這是假的，

所以我收不進來非常的明顯。」〔D1-033〕。D 的養母因為也是被如此對待，所以用

相同方式對待 D，多數的言語都是負面的、不肯定的、不認同的，亦因如此，所以

即使 D 工作有所成就，但仍對自己沒有信心，也不敢認同自己的價值。 

「養女的身份可能先給了我一個最低的身份比，到後面已經是大放異彩的，我

還是覺得我好像還要討好我媽，我覺得那個歷程其實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變化，其實

有很大的部分是更靠近自己的低價值，然後覺得我好像，這個地方有點難說明，靠

近自我低價值。」〔D1-044〕。即使已經大放異彩，但仍希望得到養母的肯定或許是

因為養女身世影響，也或許是從未自我認同過。 

三 、後期階段－結婚以後：工作經歷與成就，肯定自己找到自我價值 

（一）做中學，提升自我能力，自我認同 

離開學校體制後，D 仍能順利接到 Case，這是一開始 D 沒有想到的，但也因

為這樣，D 的自信心與價值感都隨之提升。「應該在這 6、7年開始練習，就是我可

以有我的價值，然後不是讓他左右我是一個卑微的，而且因為在那個時期我可能工

作表現有點強大，我那時候還是接不進來，29 歲離開學校體制，可是我還是能夠

有接到各種的案子，然後到 33、34我其實不是一個經營人脈的人，但是大家會覺

得我上課很好，然後找我繼續上課。」〔D1-040〕。D 的價值感提升後，靠著自己的

努力，接到更多課程邀請。 

D 在生命教育協會擔任祕書長時內在力量逐漸成長，當時已較能收進他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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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自己的讚美，並能看見自己的價值所在。「現在知道了，我好像是我在猜確切的

年紀沒有很清楚，但我在猜應該是在進入協會後，我做秘書長，在這個過程裡面我

必須要做很多的決策跟互動，然後那個時候的我已經可以比較收的進來別人對我

的稱讚跟價值，所以可能是 33 歲 34 左右。」〔D1-037〕。當時因為擔任協會秘書

長，D 需要獨自作出很多的決策跟活動，D 在做中學習，慢慢看見自己能力的展

現。 

「就如果我要去填補我媽這個黑洞，我的能量好像會被吸走，我好像必須要畫

停損線，我可以有能量的時候陪你，好像是接觸 Satir之後，有的時候我就會有一

種，原來我得要先陪好我自己。」〔D1-039〕。D 透過上 Satir 課程，讓自己更了解

如何善待自己，讓自己擁有更多正面能量，透過覺察了解自己與養母的關係，清楚

明白自己需要先安頓好自己。 

讀書會幫助 D 了解自我價值感。「那時候協會有讀書會，我印象非常深刻，裡

面其實是在講就是自我價值、價值跟自由、自尊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記得我那時候

還看不太懂那個書，還問了說為什麼是自尊這種價值可以用客觀的來提升。然後當

這件事情我問了以後來驗證之後我就懂了。」〔D1-043〕。D 從協會讀書會看到了關

乎自我價值、自尊等相關議題之書籍，透過自己生命中的體驗與經歷，深刻去驗證

自己養女身世，所帶給自己身心的影響，如：對於自己養女身世的看法等。 

（二）結婚以後找到歸屬感 

另一半的愛與包容，是 D 依靠歸屬的來源，當親情與友情都不是自己歸屬感

與自我價值肯定的地方時，D 在愛情找到讓自己歸屬的感覺。「愛情是我一個歸屬

感，我這幾年活著不斷尋找自己價值感的時候，身旁的另一半是作為一個非常重要

的力量，我可以不做任何事一直的被愛，就是當我想講這個時候，我其實身體整個

都很有感覺，我可以不要做任何事，不要成為任何人？ 然後還是值得被愛著，當

他也瞭解這件事情，而且給我這樣的許可權。」〔D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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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遇見另一半之後，發現另一半的包容，讓自己可以成為自己，而不需要迎合別人、

委屈自己，活在別人的期待中，並且發現自己值得被愛。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會有一個歸屬感慢慢建立，因為我其

實很清楚知道比如說在生日，或是在看一些劇什麼，有一個根，或者是有一些什麼，

然後心有戚戚焉的感覺，然後就是無法很很喜悅，祝福自己生日的感受，然後就跟

著掉眼淚，其實我知道那個東西都是還在，雖然現在的頻率次數比較少，但還是

在。」〔D1-089〕。另一半的愛與包容，讓 D 找到歸屬感。 

D 認為當找到真愛時，自我價值感就慢慢地出現，人際關係亦有明顯改變。

「或者在他懂我的那一瞬間，慢慢的我現在比較有價值感以後，就發現他在一般的

友情、人際關係他也開始可以獲得了，被懂的瞬間，都可以感覺到我好像因為我值

得被愛了，好像有立在某一個地方，就是好像我不是一個飄渺的人」〔D1-104〕。D

覺得自己找到心靈的依靠，內心感到自己不再孤單，所有喜怒哀樂有人可分享，不

再是飄渺無依的人。 

（三）低自我價值感影響配得感 

工作成就，讓 D 覺察自己有其自我價值，而非如養母所言。「我有一天當我討

好我媽，我媽還是很劈啪叫的時候，她覺得我很差勁，那一刻的我，因為自我價值

比較起來了，我就突然覺得說不對，我明明很有價值，可是為什麼你還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還要很卑微的去討好你。」〔D1-038〕。「我好像有一種配得感，我不需要過

這種卑微的生活。」〔D1-044(2)〕。當自我價值感提升後，D 發現自己配得擁有更

多，無需像以往那樣卑微討好養母。 

當 D 自我價值感出現時，配得感亦提升，但 D 認為他的低自我價值感，與重

男輕女觀念、養女身世、養母對待方式等都有其關聯性。「我覺得當我三十三、三

十四的能力出現，而且開始收的進來的時候，我為什麼會有一種我不配過這種生活

的想像呢，我應該要配得我媽媽對我好一點，我應該配得享受我的生活或者是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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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的稱讚吧，我覺得是配得感出現了，我不確定我的不配的價值感是我的個性，

還是我小時候在我這樣子的環境裡面，或者是我媽對我的態度裡面，我覺得重男輕

女也有，我覺得養女有，我覺得這些都有點連帶的關係，所以我的自我價值感非常

低。」〔D1-047〕。D 認為要先有自我價值感，才能有配得感與之連結，因低自我價

值感，只會讓自己感到自卑與低自信心，根本無法認同自己可以擁有高配得感，故

自我認同才能擁有高自我價值感，而高價值感才能與配得感產生連結。 

「我就發現人跟人的互動其實是互相的，可是互相它不是行為，是互動的這兩

個人，至少對我而言我的價值感要先起來，讓我配得起的時候，我覺得我個人才敢

說我可以表達我的需求，然後才能進展到下一步。」〔D1-061〕。D 發現養女身世無

法改變，雖然知道自己對自己的看法是低價值，但也因為身世讓自己經歷一些難得

的體驗，雖說是辛苦難過，但也因為這些經歷，讓自己豐富了自己的生命，對於 D

而言只能認命接受。「養女是一個生命既定事實，對我也是一個祝福的禮物，他幫

助我看見某些東西，讓我生命變得豐富，當然不否定他對我低價值、低自尊，或者

是不配得感的這些印象，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跟我媽媽的低價值、低自尊是有

關係的。」〔D1-109(2)〕。養女身世對 D 而言反而是一種助力，讓 D 看見不同的風

景，經歷別人所沒有的經歷，讓 D 的生命變得更豐富，對 D 而言內心是充滿感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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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D 生命歷程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小結 

研究者在深讀 D 逐字稿後發現，養女身世帶給 D 負面影響極深，經研究者統

合後為以下幾個面向，從結果中得知 D 對自我看法及自我價值感變化因素等結果。 

D 從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但因顧及養母感受，隱藏自己知道身世有 8 年之

久，直到年滿 18 歲，養母才讓 D 知道自己是養女，而養女身世，也讓 D 活的低價

值低自尊，D 認為是因為養母也是這麼被對待，所以也如此對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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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渴望養母的愛與肯定，但即使 D 在專業領域裡表現的很優秀時，養母仍然

不曾肯定過 D，這讓 D 也不感驕傲自大，因為養母會不高興，從此可見，D 對於

養母的情緒非常的在意，D 的家族型態，使以男性為核心，導致 D 自我價值感非

常低。D 非常在乎養母情緒、渴望得到養母肯定。D 對收養家庭沒有歸屬感與安全

感。 

直到結婚後，另一半的愛與尊重，讓 D 找到歸屬感與自我價值感，D 與另一

半相處時，可以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甚至耍費都可以為所欲為，直到這個時候，

D 才覺得自己的生命有所價值，而自我價值感提升自信心、配得感，人際關係等，

D 現時對於養女身世充滿感激，認為因身世經歷，使工作時更能同理同感。 

綜上總結，D 在前期階段是屬低自我價值感、低自信、低自尊及低配得感。

中期階段，D 雖然工作表現佳，但仍低自信，不敢接受他者的讚美。後期階段，

D 因另一半的愛，讓 D 看見自己是值得被愛，生命有其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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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E 受訪者自我價值感之歷程 

將對 E 於訪談回顧生命歷程中，於出養後得知身世後對自我的看法、及自我

價值感變化之因素等，作一詳細論述，其 E 生命歷程，如圖 4-5 所示。 

一 、前期階段－12 歲以前：還不懂養女的真正意涵 

（一）只知道要聽話，擔心被虐待 

E 認為自己有意識後便知道自己是養女，自己從聽不懂到聽得懂，就經常聽到

隔壁婆婆媽媽在議論自己是養女這件事情，E 從兩三歲還聽不懂一直到五六歲之

間，中間歷經兩三年時間，經常聽到他者說自己是養女這件事。「因為我兩個月就

被送過來了，所以幾乎都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世。從自我開始懂得聽人家講話的時候，

都一直聽鄰居一直在講。你是被收養的。你是被某某人收養的，然後從我不懂，還

聽不懂的時候就開始，他們一直不斷的講後來我意識到，我就開始聽得懂。」〔E1-

003〕。 

當 E 知道自己是養女身世後，提醒自己要聽話要乖，不然會被虐待，當下尚

不知養女的意義，只知道養女代表辛苦會被虐待。「我大概兩三歲我就聽得懂他們

講的意思，當下也沒有什麼感覺。因為兩三歲還不懂得去埋怨父母親，怎麼會把你

送給人，因為你的智商還沒有成熟到那裡，但是當下我是想說，原來我是這個樣子

被人家送過來。當下我有一個念頭，提醒我自己，我一定要乖，不乖的話我一定會

被就是說，人家講的虐待。」〔E1-004〕。 

E 內在認為養女的處境大同小異，總之就是生活辛苦。「就是會被虐待，從那

一刻開始我就一直很乖，所以就日子這樣子過了，當然了，養女的處境也是差不多

是這樣子的。」〔E1-005〕。 

E 因為養母嚴格教育，擔心害怕自己被虐待，所以過著逆來順受的日子，當然

也因為本身求生意志的本能，對於養母要求，盡可能配合完成。「那時候我沒有什

麼感受，畢竟我還是兩三歲的小孩，我根本來不及知道人事物是怎樣的，這是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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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學習而已。我只是知道說我要乖，後來慢慢長大的時候，就是我養母就是很嚴

格，所以我這就等於說我的日子是逆來順受，從小這樣子打罵我也習慣了。」〔E1-

007〕。從小就經常被打罵，也不敢表達自己真實感受與想法，只知道盡量不犯錯，

就不會挨打這是 E 年幼時的想法。 

（二）傳統觀念嚴重 

E 的養母重男輕女觀念重，養母本身生了 3 個男孩，最後才收養 E。「當然會

重男輕女啊，她愛的是自己的小孩(三個哥哥)，是因為我很貼心，他認為我很乖，

但是他對我要求是很高，也依賴我，什麼都要我做，都不是重擔，是由我來扛啊就

依賴啊，因為我一直在外面，你要怎麼依呢？是依賴我的錢。」〔E1-067〕。因養母

重男輕女，加上 E 是收養的，養母的愛全給了自己親生小孩，而 E 因為擔心被趕

出去、被虐待，只能從小承攬一切家事與農事，國小畢業後，沒有繼續就學即北上

就業，賺錢養家，因不忍養母被追債，主動幫忙二哥還債。 

二 、中期階段－12 歲至婚前：逆境太多，無法繼續升學， 被當搖錢樹 

（一）沒有多餘心力去埋怨 

E 認為自己生命「有其價值」，E 認為自己比其他小孩能幹，因為從小要做許

多家事，還要幫忙務農，一星期只有兩天時間可以到學校讀書，所以 E 很有自信，

認為自己是很棒的，同年紀的同儕裡，大都只會讀書，只有 E 甚麼家事農事都會

做，所以 E 認為自己是很有價值的。「我跟你講我沒什麼想法，很多人會埋怨親生，

我不想去埋怨，太浪費時間，太傷神了，我根本就沒辦法應付他們這邊的困境，這

個家的逆境太多，我要用我的全身力量去面對應對他們，面對去解決他們的事情，

我哪有時間再去埋怨。」〔E1-008〕。 

研究者感受到 E 之所以有高自我價值感，完全是因為 E 覺得自己很小就做了

很多家事與農活，因為做得比別人早，也比別人多，所以 E 內心是自我肯定的，自

我價值感也因此產生的。「我從 5歲的時候就在田裡工作。」〔E1-018〕。「人家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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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禮拜，以前我們個時代禮拜六還有半天的，只有我一個禮拜只有念兩天半。」

〔E1-017〕。即使 E 每周只能到校上學兩天，但 E 不在乎，E 只看見自己能力展現

的地方，這也是 E 本身個性樂觀正向之處。 

（二）我很棒，我認為我是有價值的 

E 在 12 歲國小畢業後就進入職場，當時因為家中負債，E 沒有繼續升學就北

上工作，所以 E 心理覺得自己是有生命價值的，因為自己賺錢養活全家之外，還

幫忙還清債務，所以自己是很棒的，自己跟同年齡相比，自己比他們更有其價值。

「我不會認為我沒價值，家庭不好的關係要扛很多的債務，我從來都來不及去埋怨

自己什麼，我都把我所有的精力就是要花在工作，我只有賺錢幫他們還債，一直埋

怨自己的身世的多傷身啊。」〔E1-022〕。E 心中只知道趕快賺錢還債，沒有其他心

思去怨天尤人。 

E 想法很正向，不會因為是養女就低自我價值，E 認為心態決定想法。「我覺

得生命價值不價值是看自己的心態，我覺得我是蠻正面，但是我跟你講，我認為我

是有價值的。」〔E1-024〕。 

E 覺得自己從小就要做許多家事與農事，E 認為這是養母教會自己，自己學到

比別人多，當別人還在享受孩童天真地當下，E 卻會做很多事，所以內心覺得自己

很棒，自己的生命是很有價值的。「我覺得養女當然也有正面的，我從小就是磨練

下來，我能吃這麼多苦，我也要感激我的養母，因為有他的磨練，我才有辦法吃那

麼多苦，然後面對那麼多值得考驗的人生，而且我沒有倒下去，我很開心所以我是

很棒很有價值的。」〔E1-034〕。因為 E 認為自己的能力比同儕來得更好，所以自己

的生命有所價值之處。 

（三）工作收入換取婚姻自由，擁有自主權 

擁有一技之長，對於 E 來說，是擁有自我價值感的因素之一，而且 E 是家中

唯一經濟來源，所以 E 覺得自己很重要。「因為我自己有自信有能力，我能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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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我能吃苦。我沒被惡劣的環境打倒，這個是支撐我走過來的原因，我認為我

有一技之長應該餓不死的。」〔E1-091〕。E 認為自己是養母的搖錢樹，但 E 不在

意，只要可以做自己，不用與小哥結婚，當搖錢樹對 E 而言，無所謂。「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認為我有價值，我雖然是養女，但是他們那邊都是把我捧起來的，因為他

們都靠我，是我養全家的，我是搖錢數，所以他們看到我都很開心，因為靠我的錢

生活，所以我很有自信。」〔E1-092〕。 

E 小時候的玩伴對 E 說，你將來長大要跟小哥成婚的，E 當時還小內心充滿不

願意，還小的 E 對自己說，長大後要努力賺錢給養母，寧可賺錢養家犧牲自己，也

不願與小哥結婚，這也是 E 晚婚的原因之一。「我有一個很記憶很深的事情，鄰居

玩伴阿臻，我們才五六歲，他到我家找我玩，他跟我講說，「我的藝名叫做麗珠」，

聽說你長大的時候要給你小哥喔，你要嫁給她喔，我的臉馬上就垮下來了，她也很

聰明，雖然五六歲，她就不敢再說了，他走開的時候，我馬上跪在地上，我就祈求

蒼天，希望不要有這件事情發生，我不要，我不要，他要我賺多少錢都沒關係，但

是就是不要跟小哥在一起就對了。」〔E1-064〕。 

E 從鄰居玩伴知道自己長大要嫁給小哥，在臺灣傳統社會裡稱 E 為「童養媳」

（詳參名詞釋義）。即意旨 E 出生被收養到成年後，養父母將 E 許配給家中兄長之

現象，是臺灣習俗之一。「我 20歲的時候，我養父要走時，他跟我講一句話，他說

你一定要孝順養母，他說要我嫁給小哥的，如果你不想嫁給他，我也不逼你了，但

是他把家的重擔都交給我了，讓我賺錢養家幫忙還債。」〔E1-041〕。為了不與小哥

結婚，E 在養父臨終時答應擔起養家的重責，即使後來家中欠債如山，E 仍然靠自

己一個人，努力工作、假日加班，沒日沒夜的工作，只為把工資帶回給養母，幫家

裡還債。 

E 從小乖巧聽話，因為擔心養母受傷，亦害怕養母生氣，更在乎養母內在感受，

即使心中不願意，仍不敢說出心中真實想法。「我在 17歲那一年，我養母他的意思

是說，我本來是童養媳，他就說二哥訂婚之後換小哥跟我，那時候我就很排斥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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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但是我講不出來，到後來我就勇敢的講出來了。」〔E1-055〕。「因為我怕媽媽

受傷也怕她生氣，然後也怕他難過，難過是在第一。」〔E1-056〕。E 的內心充滿對

養母的愛，擔心傷了養母的心，不敢拒絕跟小哥的婚事，然而 E 心裏真正在意的

是怕養母難過，由此可見；E 的心裡對養母的愛極深。 

（四）被當成倒楣之人，心裡很受傷 

養母生養數個孩子夭折，怪罪到 E 身上，認為是 E 個性孤僻，猶如倒楣掃把

星般所導致，養母當時所說的話，讓 E 很受傷，直到現在都還記得一清二楚。「養

母的孩子不是送走就是夭折，對，都不見了，因為那個時候我才三歲四歲不懂什麼。

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一大早就起床，起來煮飯做早餐，因為我還要讀書，起

來的時候他不小心，因為他起來做事情的時候腳很冰，他去碰到我的腳，我就說唉

呦喂呀，我只叫這一句話而已，他馬上就把我踹了一腳，他就說就是你這個「孤僻

精、倒楣鬼」，她罵我說就是你這麼孤僻精，才會害我的小孩都養不起來都夭折了，

我心裡我最難受的就是這一天。」〔E1-011〕。這段話讓 E 感覺自己很委屈，養母把

責任推給自己，這件事讓 E 印象深刻。 

但 E 不覺得自己如養母所說，E 認為自己從小就比其他小孩棒，才五歲就會

做家事及下田農作，國小畢業就步入社會工作，一個人賺錢養全家，還幫忙還債，

E 覺得自己很優秀，是很有生命價值的。 

「有些東西就是因果嗎，你不用去找答案，你願意因為他犧牲這樣，就是你之

前跟他的緣分有非常的深，這個緣分有可能他是我的恩人，或許他是我的恩人，我

必須要報恩。」〔E1-011(2)〕。E 相信因果，認為自己是來報恩的，所以除了工作賺

錢養家還債之外，其餘的 E 不去多想。 

三 、後期階段－結婚以後：賺錢幫忙還債，換取婚姻自由 

（一）低學歷影響擇偶條件 

E 覺得自己書讀少，身體也不好，內心為此感到自卑，覺得沒有籌碼開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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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更好的對象。但僅只於此。「有一點就是功課教育方面少了，身體到最後搞得這

樣，人家說要介紹男朋友給你的時候，我當然有一點自卑。」〔E1-024〕。「我跟你

講我的自卑是出於在找對象，其他我就不自卑了。」〔E1-043〕。E 對於自我充滿高

自我價值，只有在擇偶條件部分，會有自卑產生，但僅止於擇偶時，E 認為是低學

歷所造成。 

最後 E 以死相逼，讓養母答應自己，不用嫁給小哥，但也因此，E 開始努力賺

錢養家，以工作收入換取自己的婚姻自由。「他等到我就是勇敢的跟他說 NO 的時

候，養母很生氣，他叫親朋好友來跟我談，我既然講出來，我這個性就這樣，你再

逼我，發生什麼事情你自己去負責，結果他嚇到。」〔E1-058〕。「他嚇到了之後，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以後你負責養這個家，他等於說好我同意，你不用跟她結婚。

但是你要賺錢養這家一直在養，然後我我也就算了。」〔E1-059〕。因為不肯嫁給兄

長，E 只好犧牲自己的青春，努力賺錢給養母，所以 E 晚婚，在當時屬少數。 

E 認為，如果自己多讀點書，本身條件好一點，在擇偶時可以遇到更好的人，

但因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影響自己內在想法。「我的自卑認為說，明明我的

眼光我的選擇可以更好一點的，但是偏偏學歷。」〔E1-025〕。 

E 內心其實想要找更好的對象，但自己的低學歷讓自己在擇偶面向沒有自信，

最後因為身體緣故，選擇找一個真心對待的伴侶。「我想找一個好的就沒辦法，但

是要找不好的我又不願意，然後就是這樣子很掙扎，後來我想說我的身體也不行，

總是要有人照顧，所以把自己搞到 30多歲才結婚。」〔E1-027〕。 

E 之所以自卑，完全來自於低學歷，E 自己認為只有低學歷讓自己產生自卑心，

其餘各方面 E 都是充滿自信。「我認為我自卑也不是因為是養女，養母給我高教育

什麼都好，當然不是養女的問題。」〔E1-032〕。「只是說這樣子，自卑只是認為人

家要結婚，我們會自卑一下，說那麼好的條件我們可能不行了，其他就不會。」〔E1-

033〕。「對方的條件沒高也沒關係，只要忠厚老實，而且他對我好就好了。」〔E1-

028〕。E 心想，自己的家庭條件差，負債累累情況下，會連累到對象，而且自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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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只想著趕快幫家裡還清債務，所以無心想太多，只想對方忠厚老實就好。 

（二）低學歷影響親子關係 

文化背景因素，除影響 E 擇偶條件外，亦影響 E 與子女溝通，E 自覺低學歷

導致自身與子女有溝通障礙，導致自己與高學歷子女在觀念上有嚴重之差距，這讓

E 很感嘆，E 知道時代不同以往，唯有自己想法改變，才能改變親子關係。最後 E

轉化自己心念，決定改變自己想法，學習放手，改變親子關係。「現在慢慢改變了，

而且身體開始慢慢有走下坡，孩子也長大的時候，而且你管孩子管太多，孩子不喜

歡你管的時候，你慢慢就會去面對，面對這一個事實，我認為其實這樣自己也累孩

子也累。」〔E1-084〕。「我以前就是教育不高，就是學的不多，各方面日子也過得

不好，我就想把好的全部補充在孩子的身上，但是有些孩子認為你管太多，有一些

太關愛的話，也是一種負擔，所以後來就有一陣子孩子也是跟我有疏離感，這個過

程有辛苦是難免的，當然我們跟著孩子一起成長，時代不同了，我要跟我這一代的

孩子來相處，要更新、更超前一點。」〔E1-085〕。E 覺察到時代的不同，自己的低

學歷與舊觀念已無法與現代年輕人溝通，基於愛孩子的前提下，可以跟著孩子腳步

往前行，並且一起成長，改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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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E 生命歷程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小結 

E 從小對於養女身世不在意，因為生活困苦，每天有做不完的家事與農務，E

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埋怨，只想盡快把事物做完，所以 E 也不曾怨懟其生父母，

這是 E 與其他參與者較不同之處。 

小學畢業後，E 在養母介紹下，進入成衣廠工作，從一名學徒做起，直到成為

一名縫紉師，E 認為自己與同年齡小孩比較，自己能力比他人強，亦因此內心充滿

自信。長大後更透過工作收入，換取自己婚姻自由，故 E 覺得自己有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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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獨在擇偶時，E 感到自卑，此自卑非來自於養女身世，而是來自於低學歷，

E 很清楚，如果不是因家庭因素，在國小畢業即無繼續升學，那麼自己可以找到條

件更好的對象，但因低學歷，所以 E 自卑，對於對象條件不敢過於嚴苛。 

研究者將資料分析所得結果，從中找出幾個重點約為以下幾個面向，從結果中

得知 E 對自我看法及自我價值感變化因素。E 有自信、內在認為自己是高自我價

值，被當成搖錢樹的同時，突顯自我價值感，用工作收入換取婚姻自由，雖然低學

歷影響擇偶條件與親子關係，但 E 透過多元學習，讓自己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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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歷程整合 

經由文獻探討與參與者訪談內容發現，養子女自我價值感歷程，是隨其成長歷

程不同而建立自我價值感，隨著生命經歷發生之人事物而產生自我價值變化。其中

社會文化、家庭脈絡、依附對象等，皆是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發展因素。 

養子女隨著生命歷程變化，其自我價值感，自信心、幸福婚姻、工作成就，以

及原生家庭給予的價值感及被對待方式等，都是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的重要因素。

然在職場優異表現，有助於正向自我概念發展，是彰顯養子女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

值（楊凱蓁、林宜穎，2018；曾意雯，2022；劉春蘭，2022；Stahlberg et al., 2019）。 

經研究參與者訪談中得知，養子女從出養到得知身世的過程，多受家庭脈絡與

養父母被對待方式所影響。其成長歷程裡，多有其不同之生命歷程，其生命歷程中

所經歷之事件，亦會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看法與感受，其主要影響自我價值之

因素，包含有自我認同、自主權、他者的愛與尊重等、歸屬感等，都是自我價值感

之核心意涵。而養子女自我看法及感受於不同層面，呈現出不同之影響，其自我看

法與感受分為三個階段，其階段如圖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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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變化三階段核心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 、前期階段：12 歲以前階段-養子女對於身世自我認同之看法 

研究參與者初期，因受社會風氣、收養家庭、養父母對待方式影響，讓研究

參與者與一般正常家庭孩童，在心智與個性上有所不同。隨著參與者生命經歷與

心智逐漸成熟後，對於自己身世會有其不同之感受與想法。參與者最終會以內在

想法，與當時環境所允許之情境下，對於養子女身世做出最能接受的態度與行

為，研究者將加以描述，以下做分別說明： 

（一）養子女被告知身世的由來 

臺灣早期社會風氣裡，夫妻若無法孕育下一代時，會在鄉里或親友間或至機

構收養其孩子，相互介紹以收養子女傳宗接代，此被收養的孩子即是所謂「養子

女」。這些養子女通常從小在收養家庭裡，就負責日常生活家事與農作等，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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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辛苦的日子，而養父母亦因自己生下孩子，或受社會傳統重男輕女觀念影

響，對於養子女疏於關照，進而導致養子女身心長期處於負面情形。（蔡春美，

2021；Ishizu et al., 2022）。 

養子女多在學齡前得知自己身世，多數的研究參與者在幼童時期，每年經由

養父母、親生手足、生父母等，在過年或特殊節日裡，帶回原生家庭「作客」

（張婷婷，2021）。即與生父母及家中其他手足或親友，吃飯團聚，這是當時社

會針對養子女、及出嫁女兒，所存有的一個習俗。而養子女往往在沒有正式告知

下，透過「作客」時，在不知不覺中尤如被告知身世，故許多養子女被告知的當

下，其實是莫名的沒有任何儀式下，就知道身為養子女身世。 

（二）以男性為核心的家庭脈絡 

養子因為社會傳統觀念多以男性為主要核心，並帶有傳宗接代之重責，男性

自然而然在家庭地位相較於女性重要，故生活上較養女舒適安穩。養女從小開

始，多需承攬一切家務、農務，在未成年時期採用「順從」、「忍氣吞聲」、教育

程度多比家中其他成員低，成年時期則採用「折衷妥協、自我肯定」、這讓養女

感到被不公平對待，但基於擔心害怕與在乎養母感受，即使內心感到不公，除基

於對養父母權威的害怕，與在乎養母的感受及對於養母的愛，故表面維持平和，

不敢違背養父母意願，但仍不敢將內心真實感受表達（潘頤帆，2023）。 

（三）低自我價值感 

養子女對於自我生命價值，隨生長歷程所遭遇一切經歷而有所不同。自我價

值感因養子女生命歷程及經歷，而產生不同階段性變化，養子女在得不到養父母

的認同下，對於自我生命存在感到疑惑，此時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外顯為低微（郭

為藩，1971；張春興，1990）。 

養子女生命歷程經驗中，就家庭傳統觀念裡，養女因性別弱勢，容易遭到家

族及養父母輕忽，久而久之，養女對於自己身世與在家中低微地位，亦產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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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進而影響養女於自我認同中，產生降低自我價值感之感受，致使養子女於

回顧生命歷程中，雖已歷經數十年，但仍記憶深刻，由此可見；事件發生當下感

受與想法，對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影響之深遠。 

二 、中期階段：12 歲以後到結婚前-對於自主性之主張 

（一）缺乏自信心與自主權 

養子女多半因被收養緣故，認為養父母家不是自己真正的家，故從懂事時期

開始，便告知自己要乖巧懂事，做一個養父母心中期待的乖小孩，有時則因得不

到養父母之認同，養子女對於自己缺少自信心，亦有養子女被收養後，因理解自

身被收養身份與他者的相異之處，故內心感到自卑（黃若喬，2013；Neil, 

2012）。 

在與其他同儕玩樂時的童言童語，亦會導致養子女內心對於身世感到難過，

因為在乎身世與他者不同，感到自卑，總之都是養子女內心在意的事，無形中成

為傷害養子女的一個因素之一（Neil, 2012）。亦因養女身世緣故，不敢忤逆父

母，無論在生活上、學業上、或是工作上，皆順從養父母安排，不敢依照自己內

在真實想法。 

（二）低安全感，逆來順受 

因受養子女身分影響，擔心被趕出去，害怕再次被遺棄的感覺，故個性上多

逆來順受，成長中身心存在有著明顯「不確定感」與「低安全感」，因此在求生

本能上發展出「逆來順受」或「離家工作」等生存之計，以面對難以改變的困

境。 

中期階段之養子女，因隨年紀增長，想法逐漸成熟，當知道身世與他者不同

時，在心境上其實充滿悲苦，認為養女就是悲苦的表徵，內心對於歸屬感這件

事，會開始有自己的想法，故很多養子女當遇到對自己好的人，經養父母同意

後，就會結婚成立自己的家庭（林淑慧，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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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期階段：結婚之後- 找到歸屬感及提升自我價值感 

（一）獲得愛與尊重找到歸屬感 

多數養子女在婚姻狀態下，多因得到另一半與公婆疼愛，即使在婚前呈現低

自我價值感，但婚後幸福美滿的婚姻狀態，多讓養子女感到被愛的感覺。 

在歸屬感的部分，亦因成立自己的家庭，成為自己想法的主人，在生活上有

伴侶相伴相依，養子女不再覺得孤單，因為家帶給養子女歸屬感，而愛與尊重讓

養子女覺得自己是值得被愛被看見的，婚後生活帶來的改變，讓養子女覺得自己

有生命價值，故婚後階段的養子女自我價值感，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二）工作成就自我肯定找到自我價值感 

有別於婚姻，養子女在職場上努力表現而有所成就，自己給予自己的肯定，進

而產生自我價值感，使養子女認為自己並非低價值，養子女透過工作成就或收入展

現自己與一般人一樣，甚或有更強的工作能力與績效，其實有時只為證明給他者看，

除此更加自我認同與悅納，當然也藉此找到自我生命價值。 

研究者為使讀者可以容易閱讀與了解養子女三階段核心之歷程變化，故將五位參

與者三階段所經歷之事件，做一總結整理，以下為研究者對養子女自我價值感變化

三階段統整，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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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三階段統整 

受訪者 前期階段 中期階段 後期階段 

A 1.不認同身世，憤怒、

驚訝。 

2.在乎他者嘲笑養女

身世。 

 

1.叛逆期與養父爭執

做出自我傷害事宜。 

2.養父安排其工作。 

3.無法自由支配自己

的工作收入所得，沒有

自主性。 

1.工作成就找到自我價

值感。  

2.幸福婚姻找到歸屬

感。 

3.從事社會福利工作、

自利利他。 

4. 想要改回本姓 ( 尋

根)。 

B 1.不認同養女身世，

生氣、傷心 

2 小學畢業步入職

場，賺錢養家。 

 

1.12 歲由養母找工作

進入職場。 

2.工作收入肯定自我，

找到自我價值。 

3.沒有發言權與自主

性。 

1.幸福婚姻獲得愛與尊

重找到歸屬感。 

2.當義工自利利他發揮

自我價值。。 

C 1.養母虐待，長期禁

錮，害怕獨處天黑，

低自我認同。 

2.被栽贓誣陷帶進派

出所，身心受創嚴

重。 

1. 被養父母帶回家，

但仍覺得低自信心。 

2. 工作能力肯定自

我。 

3.幸福婚姻找到歸屬

感。 

1.工作成就找到自我價

值感。 

2.童年受創，仍感低自

信心。 

3.宗教信仰、找到心靈

寄託。 

D 1.受家庭脈絡影響，

低自信心、低自我認

同。 

2.內心對養父母家感

到低歸屬感。 

3.低自我價值感。 

1.工作能力自我肯定。

但仍低自信心。 

2.幸福婚姻找到歸屬

感。 

1.工作成就提升自我價

值感。 

2.生命教育講師，幫助

矯正中學孩童。 

E 1.農作無暇怨懟想太

多。 

2.會做事、賺錢，覺得

生命有價值感。 

1.工作成就展現高自

我價值感。 

2.幸福婚姻找到歸屬

感。 

1.高自我價值感。 

2.多元學習。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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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共同主題 

研究者依據研究參與者訪談內容，經由文獻資料整理、統整研究參與者個別生

命歷程，找出參與者之間有關自我價值感之共同主題，分別為養子女受限收養家庭

影響自我認同，與自我價值感變化因素等核心面向，進行問題探討。 

壹、 影響養子女自我認同之因素 

經訪談結果發現，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外在影響受當時社會觀念與家庭脈絡

因素影響，經研究者整理歸納後，有以下幾個面向呈現，如表 4-2 所示。 

（一）家庭脈絡 

國內早期屬農業社會傳統觀念仍嚴重，家庭及夫妻間仍有傳宗接代的觀念束

縛，一旦無法自然生育，及必須透過收養為自己與家庭留下下一代，故養子女在觀

念與傳統制約下，無法自由選擇自己的去處（李瑞麟等人，1991）。 

養子女多因性別期待、經濟因素等被出養，由於出養年齡多在嬰幼兒時期，沒

有其意識無法由自己意願選擇決定，只能任由父母為自己安排。若收養家庭脈絡以

男性為核心，養子女因性別為女性時，在家庭地位處於低勢，通常不被重視在乎，

讓養子女認為自己是卑微的，久而久之讓養子女對於自己身世亦感到低價值，相對

面對自己養子女身世時，內心也是處於低自我認同。 

經訪談結果顯示，養子女被對待方式會因家庭型態，養父母教育程度等，而有

所不同，然而養子女多處於各方條件較低劣環境下，不良的被對待方式，會影響養

子女自我認同，而低自我認同會影響養子女的自我價值，故養子女多為低自我價值。 

（二）養父母對待方式 

養父母平日的冷對待、不認同、嚴厲管教、甚至是虐待等，導致養子女對於自

身生命的疏忽與不重視，認為自己生命由他者決定，從出生即被出養到另一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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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過程養子女當視為被遺棄般感受，此感受使養子女認為自身生命無價值、是不被

愛的人，此關乎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重要因素。 

養子女在收養家庭成長歷程中，養父母對待方式，是主要影響養子女對於自我

價值感看法主要因素之一，養子女可能因遭受虐待或不公平對待，內心產生生命低

價值感之感受，而影響自我價值感降低，除文獻記載外，本研究之結果亦發現，對

待方式亦是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重要因素（賴柏翰，2020）。 

（三）低自我認同 

養子女因受養父母及家庭脈絡影響，對於自身身世問題，採以不認同、不接受

方式面對，此舉會嚴重影響養子女對於自身生命存在產生極大懷疑，認為自己出生

即被出養緣故，因此認為自己是不被人愛，不被期待與祝福出生的小孩，故內心對

於自己的生命多持低自我認同之態度。 

養子女內心對於自己生命價值認為是低等的，產生自卑，覺得自身生命沒有其

存在價值，此多因被出養的被遺棄感所導致，低自我認同。在收養家庭中，亦因為

受到不平等對待，內心感覺與其他手足不相同地位，若又因為性別原因，養子女內

心會認為自己是世上多餘的。 

上述所得之結論，與Ｍaslow 需求理論一致，當各類需求無法達到滿足時，內

心落空的感受，會讓養子女產生低自我認同的感覺（Ｍaslow,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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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變化歷程之共同主題彙整-家庭脈絡 

受訪者 個別生命歷程 共同主題 

A 1.被遺棄多餘的、無法自我認同。 

2.逆來順受，低自主性。 

3.沒有歸屬感。 

4.渴望得到養父母肯定。  

1.傳統家庭觀念嚴重，以男

性為核心脈絡。 

2. 無法認同養子女身世。 

3.順從、低自主性。 

4.沒有歸屬感。 

5.低自我價值感。 

 

B 1.以男性為核心的家庭脈絡。。 

2.低自我認同，沒有發言權與自主性。。  

3.小學畢業無法繼續就學。 

4.沒有歸屬感及低自我價值感。 

C 1.以男性為核心的家庭脈絡。。  

2.被虐待、低自我認同。  

3.被誣陷帶進派出所，身心留下陰影。 

4.沒有安全感與安定感。 

5.低自主信與低歸屬感。 

D 1.以男性為核心的家庭脈絡。。 

2.低自我認同。  

3.低配得感、低自我價值。 

4.低歸屬感。 

E 1.以男性為核心的家庭脈絡。。  

2.不認同童養媳身世。  

3.高自我肯定，工作能力強。  

4.低學歷自卑，放低擇偶條件。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 自我評價 

依據研究參與者訪談內容整理，養子女透過生命回顧，了解養子女內在真實

感受與自我生命意義與價值，其養子女內在真實想法包含低自信心、低自我價值

感、低歸屬感等三大核心問題，如表 4-3 所示。 

（一）低自信心與低自我認同 

經受訪者訪談內容得知，多數養子女都存在低自信心或自卑情形。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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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依附對象從小給予養子女的對待及教育方式，涵蓋給予養子女的認同感與價

值觀，養子女大多因為得不到認同與肯定，往往懷疑自己的存在意義，此為導致

養子女低自信心之主要因素。 

在養子女內心裡，總覺得自己是被拋棄的孩子，到了養父母家之後，可能因

為家庭脈絡、被對待方式、低歸屬感等，內心產生怨懟心，此乃因在養父母家庭

未獲愛、不被尊重、被手足歧視、不公平待遇、未受應有教育等，使養子女心生

委屈、憤怒、不滿等情緒，長期下來養子女對於生父母、養父母皆生起怨懟的

心，認為自己所遭遇一切的苦，皆因養子女身世而起。 

文獻記載，一個人之自我價值感來自於個人自信心（郭為藩，1971；張春

興，1990）。而低自信心是影響自我價值感主要因素之一。 

（二）認命順從，低自主性 

根據訪談內容顯示，當從被出養那一刻起，養子女就沒有其自主性。多數養

子女在得知身世的當下，就認為自己是遭到遺棄，係指養子女的生命沒有價值，

所以出生不久，即被生父母出養到收養家庭，成為他者的孩子，與家庭中的其他

成員共同成長，因為被收養，故養子女討厭自己身世，認為自己是世上多餘的、

低價值的。 

倘若養子女在成長歷程中，又遭逢養父母、其他手足或親友的冷言冷語對

待，養子女除了覺得自己的生命沒有價值之外，內在還會感受到受傷與難過，覺

得自己沒有存在的必要性。而養子女亦在乎養父母情緒表現，往往忽略自己內在

真實想法，即使內在有想法往往不敢表達，把養父母的想法當成自己的想法。 

（三）低歸屬感，覺得自己是被遺棄的 

養子女因身世問題，導致對於生長之家庭，沒有安全感與歸屬感，此乃因為

養父母對於養子女的對待方式，仍與親生子女有所差別，往往養子女在家庭裡，

必須承擔家事或農務，而家中其他成員則不用，養子女認為之所以生活辛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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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完全來自於養子女身世造成。 

在教育方面，養父母多因經濟因素，無法讓家中所有子女皆能接受完整教

育，在如此情形下，養父母多不捨犧牲自己所生子女離家工作，而是犧牲養子

女，在小學畢業後即進入職場賺錢養家，或因許多不平等對待，導致對於家庭的

歸屬感亦屬於比較低落，故許多養子女在長大成年後，多有早婚離家傾向，只為

成立自己的家庭，找到渴望已久的歸屬感。 

養子女基於求生存本能，害怕被趕出家庭生活，對家庭歸屬感亦顯薄弱，全因

養父母對自己與其他手足的分別對待，而導致養子女認為自己不屬於家庭、是外來

的，故養子女對養父母與收養家庭的歸屬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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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共同主題之彙整-內在想法 

受訪者 個別內容 個別主題 共同主題 

A 1.低自我認同。 

2.怨懟心、低歸屬感。 

3..認為自己是被遺棄的

小孩，低自主性。 

4.自卑、缺乏自信心。 

1.對於養女身世感到

憤怒、怨懟。 

2.無法接受，認為自己

是被遺棄的小孩。 

3.自卑、低自我價值。 

 

1.低自我認同。 

2.低自信心或自

卑。 

3.低自我價值感。 

4.怨懟或認命。 

5.沒有歸屬感。 

6.認為自己是被

遺棄的小孩。 

B 1.低自我價值。 

2.缺乏自信心、自卑。 

3.怨懟生父母。 

4.認為自己被遺棄。 

 

1.覺得養女的命沒有

價值。 

2.怨懟、缺乏自信心。 

C 1.低自我認同。 

2.低自信心、自卑。 

3.低自我價值。 

4.沒有歸屬感。 

5.認為自己是被遺棄。 

1.低自我認同、怨懟 

2.低自信心。 

3.沒有歸屬感。害怕獨

處黑暗。 

4.低自我價值。 

 

D 1.認份養女身世。 

2.低自信心。 

3.沒有歸屬感。 

4.渴望養父母的認同。 

5.認為自己被遺棄。 

1.對身世認份無奈。 

2.渴望養母認同。 

3.低自信心低歸屬感。 

4.認為自己是在不被

性別期待出生的。 

 

E 1.被當搖錢樹，高自我認

同。 

2 用工作收入換取婚姻

自由。 

3.面對擇偶時，低學歷讓

內心感到自卑。 

 

1.賺錢養全家，覺得自

己能力很強。 

2.覺得自己生命價值

高。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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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自我價值感變化因素 

訪談結果發現，養子女自我價值感改變，有婚姻與工作成就兩面向，亦有透過

正向學習或信仰等轉化心境，進而提升養子女自我價值感情形。 

經訪談結果顯示，養子女生命歷程前期階段多因家庭脈絡影響，導致養子女自

我價值感低落。中期階段因工作成就，養子女看見自己工作上能力，進而自我肯定

找到自信心，後期階段則因婚姻美滿找到歸屬感與自我價值感，自此感到自己是值

得被愛的，當心靈富足後，養子女知苦瞭苦，多從自己身上所遭遇的苦，化為甘露，

將苦轉化為愛，透過信仰、潛能課程、當義工等，將自己心路歷程與他者分享，讓

正在經歷苦的人，心靈上得到慰藉，研究者就上述問題做出整理。如表 4-4 所示。 

（一）幸福婚姻找到歸屬感 

多數養子女內對於愛極度渴望，往往於青少年時期，就對愛情有所憧憬，希望

日後擁有自己的家庭，找到愛自己的人。養子女內心對於收養家庭缺乏愛與歸屬感，

透過美滿婚姻及幸福家庭，另一半與公婆疼愛，補足內在缺乏愛的部分，在婚姻中

找到愛與歸屬感。 

（二）工作成就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工作成就是養子女生命歷程中，最為顯著的自我價值改變

之主要因素。養子女生命歷程前期階段，因身世及家庭成員對待方式，導致自我價

值低落，認為自己是被遺棄不被愛與祝福的小孩，所以在前期階段，自我價值感非

常低。當進入職場後，養子女從工作能力表現肯定自我，經工作成就提升自信心與

肯定自我，進而改變養子女對生命價值的轉化與改變。 

（三）正向學習或信仰 

訪談結果指出，多數受訪者生命經歷中，都曾經因為生命中經歷他者無法想像

之苦難，而其苦難養子女多以壓抑、容忍、委屈去平息，長期下來，養子女的身心

狀況多處於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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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後期，多因年紀增長、世事無常、經歷生命大事等重大事件，養子女開始

接觸正向課程學習，或經由正信宗教信仰轉化心境。逐漸接受養子女身世，並從轉

念中體諒生、養父母的辛勞與無奈，除此之外，藉由正向學習與信仰，自我覺察自

身生命之意義與存在之重要性，並把生命中的經歷與大眾分享、勉勵，把自己的苦

轉化為養份，散佈於世間有緣人，回饋社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表 4-4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共同主題之彙整-自我價值感與歸屬感 

受訪者 個別生命歷程 共同主題 

 

A 

1.幸福婚姻找到愛與歸屬感。 

2.潛能課程學習轉念。  

3.工作成就提升自我價值感。 

1.正向學習或信仰轉念作為心

靈依靠。 

2 工作成就提升自我價值感。 

3.幸福婚姻找到歸屬感。  

 

B 

1.工作收入找到自我價值。  

2.滿滿的愛找到歸屬感  

3.正信信仰幫助轉化心念。 

 

C 

1.幸福婚姻找到歸屬感。  

2.工作成就找到自我價值。 

3.正信信仰作為心靈依靠。 

 

D 

1.工作成就找到自我價值感。  

2.幸福婚姻找到歸屬感。   

3.自我價值感影響配得感。 

E 1.工作收入找到自我價值感。 

2.婚姻生活找到歸屬感。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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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上述資料結果顯示，雖然養子女家庭型態、養父母對待及教育方式等皆有不

同之處，但家庭觀念多為重男輕女，養女相對比養子辛苦，需承攬家事及農務。養

女在乎養母感受，對於自我缺乏自信心，婚前日常生活一切遵循養母安排，沒有自

主性，在家庭中缺乏關愛，相對歸屬感低，對愛有所期待，渴望養父母的認同等。 

婚後養子女找到自己的歸屬感，並從工作收入與工作成就中，證明自己能力，

找到自己生命價值。即使歷程中個人經歷事件所造成影響不盡相同，但在訪談資料

中顯示，幸福婚姻與工作成就，確實是讓養子女找到自我價值之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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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差異主題 

五位受訪者當中，並非完全低自我價值感。當然也有高自我價值感的養子女。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其中受訪者 E 為高自我價值感。C 受訪者則是中途回家，但其

自我認同卻停留在幼童時期，其個性外顯仍屬於低自信心與害怕獨處。主要因素經

研究者整理後發現，有以下幾點，其重點所示。 

研究者為使上述章節可以完整呈現，故在此章節做一統整，將養子女自我價值

感之內容彙整，容易從表中了解養子女自我價值感變化之脈絡。 

其前期階段與年幼養子女自我認同階段有關，中期階段與年齡增長自主性有

其關聯，而後期階段婚後生活，與婚姻生活他者給予愛與尊重後，養子女自我價值

感明顯提升，其三階段變化經研究者整理後，如表 4-5 所示。 

 

表 4-5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差異主題彙整 

受訪者 個別歷程 差異主題 

C C 長期在養母虐待下，又經養母

栽贓汙衊帶進警局，在 C 幼小心

靈留下創傷陰影，小時候所受到

的虐待、傷害，卻成為 C 心中永

遠的烙印。由此可見；孩童的依

附對象對孩童的教養及對待方

式，亦是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

之重要因素之一。 

幼童遭遇帶來的傷害，可以

影響一生，即使環境改變，但

所遭受之傷害與陰影，抹之

不去。經生母與祖母商量下，

在 C 小學五年級時，帶回原

生家庭並改回本姓。 

E E 原為童養媳，原長大成人需與

兄長配對結婚，後因工作收入全

部交由養母支配下，與養母談條

件，以金錢換取婚姻自由，故 E

的婚姻狀態屬於晚婚，因在幫家

裡償還債務後，才得以論及婚嫁，

故 E 晚婚，當時年代屬少見。 

童養媳用自己能力改變自己

命運，不向命運低頭。用能力

證明自己的生命價值。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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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研究者將本章節依序為研究發現、研究討論、研究限制、研究建議及研究反思

等四小節。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養子女在幼童時期，對自己的身世多感不認同，內心排斥不願接

受養子女身世，在乎養父母及手足對自己的看法與認同，把養父母的想法當作自己

的。參與者 A-E 均提到，當自己知道身世的當下，是驚訝、生氣、惶恐、害怕的，

其主原因來自擔心再次被遺棄，代表自己是沒有人愛的小孩，如果不聽話可能被虐

待，養女就是苦的代表等。 

總之養子女代表自己與他人不一樣，要嘗盡所有的苦，其包含身體的苦、心裡

的苦，還有內心對於愛的渴望，在此階段因年幼，故無法表達與作為，只能概括承

受，將所有的苦放在心裡，故此時的養子女是自卑、低自信、低歸屬感、低自我認

同、低自我價值感的。 

年紀稍長之後的養子女，開始有自己的想法，但因在乎養父母感受，往往不敢

表達內在真實想法，此階段的養子女，仍處於低自主性，不敢替自己做出任何的主

張與權力的爭取，甚至不敢接受他人對自己的讚美。有些人會覺得自己不夠好，動

不動就說對不起，不習慣被讚美及接受美好感覺。其養子女對於被讚美或美好感受

的接受態度，比一般人更是明顯的不自在，或許是因為身分的關係與不曾自我認同，

然這些行為其實就是低自信心與低配得感的表現（張德芬，2013）。 

訪談中 A 與 D 就有提及自己無法接受被讚美的情形，E 在婚姻中也曾表示，

自己配不起更好的人，從此可見；過往研究與本研究觀點一致，可以證明自我價值

感低的人，自信心與配得感相對也呈現較低的狀態。在參與者逐字稿內文裡發現，

參與者多因低自我價值感影響自信心與配得感，總覺自己養子女身世導致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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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感，而低自我價值感影響低自信心與低配得感，換言之；當自我價值感低，自

信心與配得感亦顯現較低表現，故自信心與配得感與自我價值感成正比發展。 

養子女因幼童時期影響，導致人際關係上亦出現障礙，在團體生活當中，個性

外顯孤僻與冷漠，不善與他人打交道，內心對於歸屬感充滿渴望，此時的養子女，

通常會出現想要離家的想法。 

另外，婚姻生活的愛與尊重，及工作成就帶給養子女歸屬感及高自我價值感，

此階段的養子女，或許是因為工作成就，或因幸福婚姻生活，總之婚後的養子女，

在此階段自我價值感已提升，並且想法正向，已不同以往。研究中也發現，現階段

的參與者，在自我價值感提升後，多從事助人之工作，除幫助他人、回饋社會之外，

主要還是因為自我價值感提升，自信心提升，而能有自信地把自己境遇說出來與他

人分享。從上述中得知，一個人的自我價值範圍涵蓋廣泛，如自信心、自我認同、

歸屬感、自主權等，環環相扣、互相影響。 

總言之，無論是家庭型態、依附對象、被對待方式、及教育等等，幼童時期所

接收到的一切資訊或知識，都是影響養子女成人後，個性、想法、行為、身心各方

面等，一切的重要因素，故唯有身心健全，才能擁有其高自我價值感，其健全狀態

不只涵蓋養子女，亦包含全人類。 

研究者從國內研究中發現，因少有其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研究，即使從養子女

相關研究中找尋，亦多為依附關係、身世告知、自我認同、同性婚姻等研究主題。

研究者大膽從自我價值感面向展開研究，試圖從養子女的內在世界去挖掘並了解

其養子女自我價值感的真實想法與評價。 

此外，受訪者願意或可能有較高的自我價值及開放性的選擇參與研究。本研究

的受訪者在現階段大多對自己抱持較高的自我價值，但此現象斷不可推論至所有

養子女身上。從訪談中發現，養子女自我價值感看法主要原因來自幼童時期，家庭

型態與養父母對待所影響，養子女生命歷程中，因上述因素影響內在自我看法，對

於自身生命感到自己不夠好、不完美、低自信、低價值、配不起等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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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子女往往比他者更加努力，只因期盼得到養父母認同，自我認同與自我實現，

透過自我實現提升自我價值感，從自我價值感提升中，改變自我看法與評價。養子

女與原生家庭聯繫中，經常以作客儀式，作為養子女回家的主要途徑之一，在早期

係指印度華人因戰爭呈現「客家」、「離散」、「族群認同」的元素，並探究自我認同

的身份建構。後被中國社會沿用至今，已轉變為出嫁女兒或出養子女離開原生家庭

後，回家與原生家庭親友作感情連結，除讓養子女知道自己的原生家庭成員外，亦

讓養子女知道身世（張婷婷，2021）。 

人類從嬰兒期到成年期的價值取向是變化性的，而非是靜態不變的。成年後的

養子女，能透過心理及幸福環境，帶來更多的安全感與獲得更大程度的心理成熟。

其結果與本研究參與者訪談所得結果一致，個體的自我價值感，可經由成長歷程中

所經驗經歷的事件與經驗，改變自我對生命及自我存在的認同與價值感（Rogers, 

1964）。 

Maslow 需求理論裡提到五大類需求，養子女如一般大眾相同，當身心都處於

安全與滿足狀態之下，才能讓養子女感到生命有其價值。相對的；若是一個人長期

在沒有歸屬感、沒有愛、低自我認同、沒有自主性、不被尊重的環境下成長，其心

理層面是長期處於負面的，唯有當生命歷程裡，遇見或發生讓自己產生巨大力量的

事件，此時內在的想法與外在作為，才會隨之改變（Maslow, 1943）。 

養子女基於現有的事實或提出的證據，也許是透過本文中提出的問題或建議。

但實則是養子女在各類需求達到滿足後，進而提升了自我價值感。在本研究中可見

養子女無論是理論還是實際生活樣貌，皆顯現出自我價值感屬於動態而非靜態，會

隨其成長歷程經歷變化而有所改變，此狀態在本研究中，從參與者的逐字稿裡可以

清楚看見，養子女幼童階段，多呈現負面及低自我價值感樣貌，而自我價值感是隨

著養子女到出養家庭後，在成長歷程經歷許多事件之後，對自我看法的不同，從低

自我評價，到高自我評價的過程，進而產生自我價值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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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討論 

本章節將說明養子女自我價值感變化原因，依序從前、中、後期三階段，說

明影響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之因素。 

壹、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前期階段-自我認同 

依本研究結果可將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前期階段，係指自我價值感受家庭脈絡

及被對待方式影響，此階段養子女對於家庭所給予的對待方式，在幼童時期之養子

女自我認同，即看待自我的來源，把他者對待自己方式，看成自己價值的衡量值，

其中包含養父母對待、依附對象對待、手足之間相處、親友之間對待等，都是幼童

時期養子女用來自我認同的來源之一，其中又以以下兩種情形最能代表年幼時期

養子女自我認同的自我看法及自我評價，其影響因素說明如下： 

一 、重男輕女觀念 

養子女因受當時社會背景及家庭型態因素，於幼童時期被出養，多源於性別因

素，係指在不被期待下出生、隨即被出養。此重男輕女觀念導致「養子」在出養家

庭中，可以得到較好的照顧，相對於「養女」，則因重男輕女觀念，導致養女在收

養家庭裡，生活辛勞、不被重視、地位低劣、不被愛等，其行為影響養子女對於自

我看法，認為自身性別，養子女身世等，是令自己生命沒有價值的因素，亦因如此

養子女對於自我認同相對較低。 

養子女可能因為性別差異，而受到不公平待遇，身為養子能因性別優勢，而得

到較好的對待方式與重視，相對養女，則可能因為性別歧視，得不到養父母認同而

感到自卑與低自信。對於家庭因得不到關愛與認同感，養子女內心對於收養家庭感

到低歸屬感，大多有被手足取笑情形，此時養子女會產生孤立感與不安定感，而養

父母對於手足取笑的情形，亦顯現不在乎的表現時，會使養子女忽視自己的存在，

這種感受容易使養子女覺得自己生命沒有其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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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對待方式 

部分受訪者因性別因素，會遭受到養父母對待嚴苛甚或虐待等，當養子女受到

養父母不同於家中其他成員之對待方式時，養子女自認為自己是不重要不被重視

的，生命沒有其價值，甚至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多餘的，這樣的想法會隨養子女在成

長歷程中，影響看待自身生命價值，是影響自我價值感的重要因素，簡言之；養父

母外在行為對待養子女的方式，給予養子女內心帶來之感受，會影響養子女對於自

己身世的看法與評價。 

養子女內心對於養父母多處於渴望被愛，當被愛的希望落空時，養子女會竭盡

所能去達到養父母認同，並告誡自己要順從聽話，才能安然的過好每一天，才不會

被驅趕。因為這樣的想法導致養子女多是逆來順受，不敢違背養父母的想法，做盡

家中一切家事及農務，即使面對不公平對待時，不只不敢替自己發聲爭取，只能眼

看著養父母疼愛其他手足、冷落自己，雖然當時幼小，但心裡卻十分清楚，自己在

家裡卑微的地位，與其他手足是不相同、不平等的。 

當被出養那一刻起，養子女長期處於寄人籬下的感受，有碗粥、有水喝、有張

床、可以讀點書，這都已是恩典了，養子女不敢有過多的奢求，雖然訪談中養子女

不敢說的過於苛刻，但他們內心感受同為養女的我完全可以體悟。 

貳、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中期階段-自主性主張萌生 

養子女無論是生活上、學業上、工作等，幾乎都是經過養父母認可，才得以繼

續升學或步入職場，而後者都是養父母於畢業前夕即找好工作，待養子女一畢業，

隔天馬上就到工作單位報到，開始另一階段生活，在這之前，養子女是完全沒有個

人想法與作為，養父母如同自己代言人般，代為決定一切，養子女即使心中有想法，

仍不敢自己做主。 

隨著年紀增長，遇叛逆期的養子女，在此階段容易因個體自主性的萌生，開始

有自己內心想法，若不是因為懼怕養父母的權威，養子女內在渴望做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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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後期階段-高自我價值感 

從受訪者訪談資料中發現，養子女自我價值感改變因素，多於工作成就中，認

同自我、肯定自我，進而提升自信心，從自信心提升自我價值，由此得知，養子女

在意自身工作成就，透過工作成就提升自信心與自我價值，故工作成就是養子女自

我肯定與自我實現的途徑之一，養子女亦藉此找到自我價值。 

一 、工作成就提升自信心 

五位受訪者訪談中，均一致性說明，工作成就帶來的自我肯定與認同感，此乃

改變養子女自我價值感因素。養子女透過工作成就肯定自我並建立自信心，經自信

心提升，找到自我生命之價值。 

雖然五位參與者之工作年齡不盡相同，但在工作能力上的表現，均一致性提升

參與者的自信心與自我價值感，雖說身世問題，讓年幼的養子女們自卑與低自信心，

但當工作表現優佳時，養子女無形中，內在逐漸產生變化，此時的養子女，對於自

己在工作上表現，有了無比自信與成就感，亦因此成就感提升了自我的自信心，與

自我生命價值。 

二 、幸福婚姻找到愛與尊重 

幸福婚姻對於養子女而言，猶如一個救生圈，可以帶領他們離開辛苦、傷心的

地方，養子女自小對於愛的渴望莫過於任何人，當遇見真愛時，他們便離家組織自

己的家庭，然而在離家前，必須經過養父母的同意，大多是賺錢養家的重任必須完

成，如果家有債務者，還必須幫忙償還債務後，才能離開養父母家庭。 

結婚之後的生活，在伴侶與婆家給予的愛與尊重，是養子女在未婚前從未感受

過的，除了感到被愛之外，還有欠缺的歸屬感，在此時的養子女如普羅大眾般，得

到渴望已久的愛與尊重，做到一個真正有生命價值、有自主權、及找到自己歸屬感

的幸福快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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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向學習與信仰 

養子女生命歷程中，前期階段多受盡苦難折磨，內心多處於負面情緒，低自我

認同，不接受養女身分。中期階段又因工作關係，多聽從養父母安排，從事養父母

指定的工作，並且把工作收入全數交由養父母保管，此階段的養子女仍屬於低自主

權與低歸屬感。直到後期階段，遇到真愛與得到尊重後，此時的養子女才真正找到

自己生命價值。 

有了自己生命價值後的養子女，在身心靈各方面多屬於正向思維，接觸正向課

程或正信宗教信仰，並開始學習轉念。透過轉念心境，讓自己得到正向信念，改變

內在對於自我的看法與評價，並且透過學習與大眾分享，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讓自己的生命價值發揮到更高更廣更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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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壹、 研究限制 

本研究方法，以滾雪球方式尋找研究對象，邀請 18-70 歲之養子女作為研究對

象。經過篩選後，最終有六位養子女同意成為研究對象。在尋找研究對象時，發現

身分限制級與地域性過於狹隘，故能找到的參與者有限。 

由於時代變遷、醫療進步等，國內目前對於收養子女態度，不較早期社會需求

量多，導致找尋樣本困難，僅能從六位參與者作為分析，後因其中一位參與者訪談

時有第三者在場，影響參與者自由意願表達，故訪談內容不採用，只能以五位參與

者作為研究與資料分析。 

研究者邀請受訪對象過程中，曾試著尋找更多名之養子，但因重男輕女觀念影

響，其養子出養，相較於養女比例明顯低，亦因性別受限，故養女比養子容易招募，

以上種種原因皆影響研究資料蒐集的豐富性。 

此外，願意參與研究者，可能有較高的自我價值及開放性的選擇參與研究。本

研究的參與者在現階段，大多對自己抱持較高的自我價值，但此現象不可推論到所

有養子女身上。 

貳、 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因參與者年齡差距大（18-70），且受限於新竹以北地區，

但因新竹以南地區多有農業社會存在現象，相對容易召募對象。建議研究對象年齡

與招募地區，不受限制，參與者的來源將可更多更廣。 

或許亦可招募全省機構性長大的養子女，讓機構長大之成人養子女，與在出養

家庭長大成人之養子女，得以做出相同研究，了解兩者之間自我價值感之差異性，

與變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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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反思-自我療癒 

本研究議題的撰寫，主要因研究者回憶自身生命歷程時，總覺得自己的生命不

完美，即使我自小就有高自信心，但仍感覺自己的生命缺少了價值，當我覺察這種

狀態時，心想到底是研究者個人議題，還是所有養子女的議題呢？於是這成了我研

究議題的發想，除文獻顯示之外，並渴望可以在此研究中找到答案，為自己解答並

療癒自己困惑已久的心。 

研究者藉由與其他養子女的訪談了解，其養子女自我價值感的變化。在撰寫論

文前，研究者曾思考養子女的生命價值所在，對於自己身世議題存在懷疑態度，直

到有了工作成就，研究者才提升改變了自我價值感。 

研究者希望藉由訪談其他養子女生命歷程，釐清養子女與自己的內在真實想

法，協助養子女與自己，完整梳理養子女與自己內心，去接納並面對那不完美的自

己與過去，找回自我並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所在。 

訪談過程中，參與者每每提到傷心之處，眼淚不聽使喚流下來時，研究者也是

心有戚戚焉，想到自己悲苦的命運，也會陪著參與者一同留下回憶的眼淚，之所以

說是回憶的眼淚，是因為那都是幾十年前的事了，現在的我們，大家各有各自甜蜜

的家庭，與愛我們的家人，過去那一段辛苦的過往，我們已經把苦轉化為甜，把甜

變成成長的養份，然後再與大眾分享，讓彼此成長茁壯。 

養子女內在對於收養家庭與養父母歸屬感低，所以當遇到真愛時，等同找到歸

屬感與安定感，這讓養子女感到安心與幸福，養子女透過自己與另一半組織家庭，

讓自己的心安定，此安定的力量有助於養子女自我認同與自我悅納，透過自我認同

與悅納提升自我價值感。 

雖然現時的我們，已不在乎養子女身分，但養子女身分確實曾經留下了無數的

傷心、難過。然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幾十年過去，雖然我沒見過當年悲苦的參與

者，但卻看見了一群生命發光發熱的養子女們，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生命寫下歷史，

將自己的生命價值發揮到淋漓盡致，這讓身為研究者的我，為所有身為養子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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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驕傲，雖然我們一出生就被人遺棄，但我們靠著自己的努力，把自己被遺棄的

生命，創造了各自生命價值到巔峰，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幫助更多的人，因為是

養子女，自尊心甚過他者下，在不想被嘲笑與比較之下，比他者更努力、更堅毅，

只為證明養子女生命也有其高自我價值。 

研究者也藉由本研究，療癒了自己的心，現在的我，已不在乎養女身分，因為

那不是我自己的選擇。辛苦的日子已過去，我也不在乎他人對我的看法與評價。在

法鼓文理學院就學中，我學會正視自己的生命，了解自己生命存在的重要性與價值。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當然我也是。過去的苦已轉化為今日的養分，而我也在養分

中成長茁壯。經過生命教育學程的淬鍊，我也找到內心的疑問，切切實實療癒了自

己的心，從此往後，我更加肯定自己生命價值，並且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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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人體研究通過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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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研究參與者檢核紀錄表 

親愛的研究參與者，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中願意接受我的研究邀請，在訪談期間毫無保留的與我分

享，使研究者對於養子女自我價值感有更多瞭解。為了確保內容能更貼近您個人實

際的經驗、真實的感受與想法，請您撥空協助檢核此份訪談摘述與您的原意符合程

度，有需要再補充與建議的地方，也請寫下您寶貴的意見，謝謝。 

一、符合度回饋：請問此份訪談摘述內容與您的原意符合程度(請勾選) 

    □完全符合 100% □非常符合 90% □大部分符合 80% □ 普通符合 70% 

□大部分不符合 40% □非常不符合 20% □完全不符合 0% 

 

二、我認為此份訪談摘述之內容必須修正部分有：                       % 

 

三、我還想補充：（感想、回饋或建議）                                     

 

再次感謝您在研究過程中熱心的參與和協助，您是這本論文最重要的價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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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健康！另附上我的聯絡方式如下：Emial：xxxxxxx@dila.edu.tw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郭文正博士 

研究生：吳玟萱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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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人體研究結案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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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原創性比對證明 

 

共四頁，以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