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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目前正面臨「少子化」問題，然而非婚生子比例卻逐年攀高！根據台灣

內政部於民國 96 年公布的數據，非婚子女占整體出生比例 4.4%，遠高過於十年

前的 2.9%（洪素卿等，2008）。非婚子女人口比例的激增（自民國 86 年至民國

96 年以來占出生總數增加五成的比例），除了反映國人性態度開放外，原生家庭

樣貌與親子關係、學校兩性教育、與社會價值觀均責無旁貸（陳美磬，2011）！

若就社會經濟的角度來看，非婚子女的母親家庭社經地位，不見得僅來自於低所

得家庭一端。目前非婚子女家長的家庭社經地位，已呈現 M 型兩極化的態勢（也

就是低所得與高所得兩端）（洪素卿等，2008）。因此，面對日益嚴重的「非婚生

子」議題，在現今高中職師生的態度為何，成為我們此次專題研究的重要課題。 

 

二、研究目的 

 

（一）調查高中職師生對於青少年未婚生子整體態度與相關原因。 

 

（二）推論高中職師生對於青少年未婚生子可能須背負的責任以及解決之道。 

 

（三）了解高中職師生投入有關青少年未婚生子的教育、研習、和輔導活動意願。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以問卷調查為研究工具。在問卷題目的設計上，也根據上述三大

研究目的，將問卷題目分為底下幾類：（1）對於青少年未婚生子整體態度與相關

原因（問卷題1至5；題9）、（2）對於青少年未婚生子可能須背負的責任以及解決

之道（題目6至8）、以及（3）投入有關青少年未婚生子的研習以及輔導活動意願

（題10至12）。進行問卷調查設計之前，我們也透過「台灣博碩士論文」網站、

「台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論文全文索引資料庫」、以

及「中學生網站」尋得相關論文資料參考，以瞭解哪些角度或是報導是最常被討

論。然後我們再融入到這次的專題研究，進行進一步地訪查。 

 

四、研究限制 

 

   本次專題研究有幾項限制如下。首先，在問卷設定議題部分，我們以「青少

年」為主要的方向來討論非婚生子議題。因此對於社會人士的非婚生子議題（例

如非婚生子女的憲法保護等），不在我們此次專題討論的範圍內。此外，在問卷

受試學生部份，我們邀請自己學校（崑山中學）學生（不分科）以及長榮女中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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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語科學生進行受訪。本次受訪對象均為高中職三年級學生，因為我們認為高

年級學生對於「未婚生子」議題的看法成熟度應高於中低年級生。此外，我們此

次僅邀請崑山高中教師接受我們教師版問卷的填寫。畢竟跨校協尋教師填寫，有

我們現階段資源運用的難度，因此我們此次無法呈現更大廣度的受訪教師對象。

這的確是我們這次專題主要的研究受限之處。 

 

五、研究流程圖 

 

貳●正文 

 

一、現今非婚生子主要原因以及相關補助和福利政策 

  「青少年非婚生子」觀念，在東西方國家都有漸趨上升的態勢！例如，對美國

15 至 19 歲青少年而言，超過 40%已有過性行為，並對於未婚少女懷孕或是流產

的問題視為平常，甚至對於對方懷孕而感到興奮（僑報網，2010）。很顯然地，

青少年對於未婚懷孕或是流產的價值觀，已與過往有所不同。同樣地，在台灣，

「青少年非婚生子」的觀念也日漸普及。國內青少女非婚生子比例，由民國 89

年的 3.3%，提升至 98 年的 3.9%。到了民國 96 年時，非婚子女占整體出生比例

4.4%，遠高過於十年前的 2.9%（洪素卿等，2008）。甚至還有未婚女大學生，請

求媒體幫她剛出生的小孩尋求認養者（洪肇君，2008）。如此不可思議的性觀念

態度，主要的原因為何？底下歸納出相關影響未婚生子的可能原因： 

1. 生理需求：由於青少年正值血氣方剛時期，對於性生理衝動高於理性。 

2. 家庭親子關係：不完整且不和諧的家庭結構，促使子女心中感到落寞，轉而 

尋求他人（含異性對象）聊表慰藉。如此很容易造成兩性藉由性行為而相互

取暖（李育純，2006）。 

3.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於未婚生子的青年出身家庭，以往總有往低收入家庭 

方向思考的偏見。事實上，目前台灣未婚生子青年的原生家庭，有漸往 M

型化家庭經濟地位的態勢（洪素卿等，2008）。 

4. 青少年漸自主以及性觀念開放：隨著現今性教育態度漸開放影響，青少年也 

漸有「耳濡目染」趨勢！再加上青少年透過學校社團或是打工地點認識異性 

對象，而漸有可能發展兩性之間的親密行為（李育純，2006）。更嚴重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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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對於未婚對象懷孕一事，反倒有種欣喜感（僑報網，2010）。 

5. 性教育未積極推動：雖然性行為日漸開放，但成熟的性觀念並未隨之伴行。 

青少年若未透過適當的教育管道而了解兩性生理親密關係，容易擦槍走火，

並可能產生後續的墮胎潮或是非婚生子女的法律問題（李育純，2006）。 

 

 面對上述可能導致青少年未婚生子的原因，家長該如何理智地處理該問題？

無可避免地，青少年非婚生子對於雙親肯定有情緒上的衝擊！但身為一位勇敢明

志的家長，建議於適當的時期扮演著底下的角色（陳美磬，2011）： 

1. 協助決策者：除了輔導子女身心靈衝擊外，雙親可協助提供法律或是醫療上 

的建議。 

2. 資訊蒐集者：資訊的蒐集，除了法律條文的釐清外，雙親也協助了解相關政 

府對於非婚生子女的福利政策或是補助。 

3. 教育以及照顧者：雙親擔任此角色，可說時橫跨了子女「懷孕階段」到「留 

養階段」。並考慮可能帶來的經濟負擔以及協助教養責任。 

 

 既然非婚生子女在台灣的新生兒人口比例中每年漸有上升趨勢，政府可有對

非婚生子女給予任何的補助或是福利政策？底下補助政策來自於政府相關網站

資料蒐集整理而出： 

1. 勞保生育給付（勞動部勞工保險局）： 

  (1) 可受惠對象：未婚生子女性被保險人的生育補貼 

  (2) 請提供嬰兒出生證明書正本，或載有生母及嬰兒姓名、出生年月日等專欄 

      記事的戶籍謄本正本就可以 

2. 特殊境遇家庭補助（內政部公布） 

(1) 可受惠對象：未婚懷孕婦女，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 

 (2) 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年公布最低 

生活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產未

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金額。 

  (3) 可洽詢各縣市社會局或婦女/單親服務中心 

3. 中低收入單親家庭緊急生活補助（社會救助法） 

  (1) 可受惠對象：照顧低收入戶單親家庭，提供長期性扶助及子女托育、教 

育等相關補助。 

  (2)  經濟扶助：兒童少年每人每月補助 3,000 元，以 6 個月為原則，最多補助 

12 個月。 

(3) 托育服務：無法自行照顧未滿 2 歲幼兒，一般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 3,000 

元。 

 (4) 福利服務：單親家庭子女課業、家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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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結果 

 

 （一）問卷調查說明 

本研究是用來探討老師與學生對於未婚生子看法的差別，來深入了解學生與

老師對於未婚生子的態度與觀念。但因交通和時間關係，所以研究對象僅限於台

南市區高中(職)的師生，研究對象為崑山中學、長榮女中。藉由平日下課時間發

放問卷，以增加問卷的可信度。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3 年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0

日，共發放給 300 份問卷，經篩選過後 53 份為無效問卷，247 份為有效問卷 

 

（二）受訪者基本資料分析 

 

1.受試者性別 

圖 1 受訪教師性別分析圖 
 

圖 2 受訪學生性別分析圖 

 根據圖 1 以及圖 2 顯示，本次專題研究受訪的師生，均有性別比例不均的情

形。其中，男性教師受訪人數比例比女性教師多出 4%，但男學生接受訪問的比

例就高出女性學生甚多（女學生：40%；男學生：60%）。因此，本次專題研究，

教師問卷回應結果可能較無特別偏向哪一性別的看法。然而，學生部分則較傾向

男學生的書面回應結果。至於受訪的老師，他們的教學資歷有多少年呢？圖 3

呈現統計結果： 

 

2. 受訪教師教學年資以及學生年級 

圖 3 受訪教師教學年資 
 

圖 4 受訪學生就讀科別 

 根據圖 3 結果，有六成五的受訪教師教學年資在 10 年以上（10 至 14 年：

17%；15 至 19 年：25%；25 年以上：8%）。人數比例高於較為資淺（9 年以下）

的受訪教師（共計 35%，請見圖 3）。因此本次專題結果也較能反映出較為資深

的教師相關書面意見。而受訪學生都為三年級學生。其中多數來自於應外科

（36%）、資訊科（32%）、和電機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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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中職師生對於青少年未婚生子整體態度與相關原因。 

 

1. 對於現今「青少年未婚生子」觀念的態度 

圖 5 師生對未婚生子接受度（題 1） 

   根據圖 5，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世代

對於未婚生子接受度的差異！不可否

認地，隨著未婚生子觀念漸被社會接

納，有超過半數的受訪教師(54%)也對

此表示尊重，但無法全然接受（6%）。

不過，教師尊重未婚生子觀念的程度，

還是遠低於本次受訪的學生！根據圖

5 所示，有超過七成的受訪學生對於 

未婚生子的看法表示尊重(72%)，但也是僅少數能全然接受（9%）。如此與前述

文獻所述的青少年對於未婚生子觀念漸趨開放相呼應（洪素卿等，2008；洪肇君，

2008；僑報網，2010）。至於無法接受「青少年未婚生子」觀念的師生（教師：

40%；學生：19%），主要理由為何？底下圖 6 呈現結果於下： 

 

2. 無法接受「青少年未婚生子」觀念的主要理由 

圖 6 師生不接受未婚生子理由（題 2）

   圖 6 受訪結果來自於上列圖 5 無法

接受未婚生子觀念的師生進一步書面

意見(教師：40%；學生：19%)。就受

訪師生來說，最無法接受的主要理由為

「年紀太輕」(教師：54%；學生：38%)，

認為青少年在大好年輕時光就太早承

擔養兒育女以及後續的家庭及法律社

會等責任！也因此，「法律承擔」責任

成為受訪教師無法接受未婚生子的次要理由（30%），認為青少年無法獨自扛起

對方棄養或是法律義務等重擔。當然，學生也認同法律承擔的負荷（15%），但

他們單純就個人價值觀認為此行不可取（18%）為無法接受未婚生子次要理由。 

 

3. 無法接受「未婚生子」師生對年輕朋友或是朋友伴侶未婚生子的接受度 

圖 7 師生對學生未婚生子態度（題 3）

   圖 7 主要是再次釐清本次不接受未

婚生子觀念的師生排斥程度。很明顯

地，上列圖 6 四成排斥未婚生子的教師

抗拒程度較為強烈。因為他們還是建議

已懷孕的未成年學生（或是學生伴侶）

要再度深思法律責任，再決定肚中小生

命的未來（圖 7）。因此，此次四成不

接受未婚生子觀的教師（圖 5），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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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為法律責任角度。但就此次無法接受未婚生子的少數學生（19%）來說（圖

5），若遇到未婚朋友（或朋友伴侶）懷有身孕，反倒是建議他們先留住孩子，以

後的事（結婚、法律責任等）再討論。這也再次證實這少數學生對於未婚生子觀

的「潛在接受程度」（洪素卿等，2008；洪肇君，2008；僑報網，2010）以及較

缺乏慎密的法律責任考量。 

 

4. 師生可接受「青少年未婚生子」觀念的主要理由 

圖 8 師生可接受未婚生子理由（題 4）

   上述圖 7 呈現師生無法接受未婚生

子觀念相關原因。接下來的圖 8，則是

反映本次尊重或是可接受未婚生子的

師生進一步看法（圖 5；教師：60%；

學生：81%）。多數受訪教師認為，既

然社會文化風氣可以接受未婚生子

觀，他們也表示尊重（50%）。但對於

年輕人可以承擔的未婚生子法律以及 

社會責任，僅二成五教師有此信心（25%）。相對地，此次有過半數的受訪學生

（53%）對於未婚生子觀就如同前述文獻般地樂觀（洪素卿等，2008；洪肇君，

2008；僑報網，2010），認為青少年可以獨自承受相關的法律以及社會責任。僅

三成多的受訪學生（33%）因社會風氣開放而隨之接受（圖 8）。因此，我們認

為，此次可接受未婚生子觀念的教師，主要是尊重目前的社會風氣，但並不代表

他們個人可以全然接受（圖 8）。相較之下，學生對於未婚生子觀念，呈現較高

的個人接受度。 

5. 師生對知名成年人士於媒體表示自己未婚生子的看法 

圖 9 師生對名人未婚生子看法（題 9）

圖 9 探詢受訪師生尊重未婚生子

觀的範圍廣度。首先，從名人於媒體大

方談論自我未婚生子話題一項，多數學

生（67%）表示尊重該位名人的言論以

及媒體的報導。但教師就認為該位名人

不應該在媒體大放厥詞地談論未婚生

子新聞（75%）此項結果也與上圖 8 相

呼應。也就是說，教師以及學生均尊重

現今未婚生子的開放社會風氣，包含知名人士透過媒體的高談闊論。但對於教師

來說，尊重並不全然表示名人可於媒體大方談論（圖 9）。而學生可接受名人於

媒體的言論自由是可理解的。因為他們多數對未婚生子的個人接受度比教師高

（圖 5 和圖 8）。 

 

6. 可接受未婚生子觀念的師生對於身旁親友有「未婚生子」的態度 

 



高中職師生對於青少年未婚生子看法調查 

7 
 

 圖 10 主要是證實前列圖 8 受訪師生接受未婚生子的真實意象（也就是教師

多表尊重，但不表示個人可全然接受。而學生多表個人可接受）。誠如圖 10 將接

受度聚焦在「身旁親友未婚生子」範圍，就可看出教師「尊重但不干預」的程度，  

圖 10 師生對親友未婚生子態度（題 5）

就滑落到 50%（圖 9 對名人未婚生子

尊重度在 75%）。相較之下，高達八成

的受訪學生對於此議題的態度多表尊

重，也再次突顯學生個人高接受度（與

圖 10 與圖 9 結果相呼應）。整體來說，

受訪教師對未婚生子觀的態度是「尊重

他人，但自己人最好不要」。而學生對

未婚生子觀的開放接受程度，也擴及到自己的親友範圍。 

 

（四） 高中職師生對青少年未婚生子可能須背負的責任以及解決之道。 

 

1. 高中職師生認為青少年未婚生子最無法承受的情景 

圖 11 師生認為青少年未婚生子難受的主因（題 7）

   根據圖 10，「伴侶背

叛」成為此次受訪教師以

及學生認為未婚生子的

青少年最無法承受的情

景（教師：38%；學生：

25%）。但從回應的百分

比數推估，此項並非最強

勢要素。若我們更進一步

觀察得知，教師認為「身邊親友」的觀感（包含「朋友異樣的眼光」以及「親戚

的冷嘲熱諷」加總百分比達 50%）成為首要因素，更甚於伴侶背叛（38%）以及

父母親的責備（12%）。換句話說，「面子問題」成為此次受訪教師認為未婚生子

的青少年最無法承受的情景。相較之下，受訪學生認為「個人的身心煎熬」（包

含焦慮不安、墮胎痛苦、以及法律責任等百分比加總達 37%）成為主要因素，其

次才是伴侶背叛（25%）和身邊親友的觀感（總計達 24%）。因此，對於未婚生

子而遭受挫折的青少年而言，輔導諮商的必要性更甚於他人異樣的眼光或是雙親

嚴厲苛責！ 

  

2. 高中職師生對於朋友（或朋友小孩）發生未婚生子後建議的尋求溝通管道 

 

 由前列圖 11 推估「雙親苛責」並非此次受訪師生最無法承受的要素（教師：

12%；學生：14%）。因此，青少年若真發生非婚生子，理應不排斥向雙親協尋

或是溝通。很明顯地，就下圖 12 結果，過半數的受訪師生均贊同雙親輔導的必

要性（教師：50%；學生：60%）。不過教師認為專業輔導員也是具同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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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師生建議的溝通管道（題 6） 

（50%）！這點看法就與學生有些出

入。此次受訪的學生認為雙親的輔導與

協助（60%）更甚於專業輔導員（20%）

或是醫生的諮商幫忙（20%）。由此也

不難得知雙親在青少年未婚生子後的

懷孕或是留養階段的角色重要性，橫跨

了協助決策、資訊蒐集、教育以及照顧

的角色（陳美磬，2011）。 

 

3. 對青少年未婚生子可領取政府生育或相關福利補助政策的看法 

圖 13 師生對未婚生子補助看法（題 8）

   非婚生子的青少年可申請相關補

助，例如勞保生育給付、特殊境遇家庭

補助、以及中低收入單親家庭緊急生活

補助等。然而，青少年申請上述相關補

助時，難免會遭人非議。甚至民間認為

政府對非婚生子補助，無異是助長此

風！對此議題，受訪教師和學生均表示

尊重且正面看待青少年非婚生子可領 

取的福利政策（教師：75%；學生：94%）。然而，教師對於非婚生子相關補助

的支持度低於學生（有 19%的落差），也再次證實上圖 11 教師認為的「面子問題」

恐使非婚生子少年望之卻步。至於此次受訪的學生，可說是一面倒地支持非婚生

子少年申請補助，也再次呼應青少年對非婚生子的開放態度。 

 

（五）高中職師生投入有關青少年未婚生子的教育、研習、以及輔導活動意願 

 

1. 對青少年未婚生子議題該融入上課學習教材內容看法 

圖 14 師生對未婚生子融入教材態度

（題 10） 

李育純（2006）曾提及，日益升高

的非婚生子現象，也與學校兩性教育重

視程度有關。既然如此，我們來看看師

生對未婚生子議題融入課程必要性的

態度有何差異？根據圖 14，有 75%受

訪教師願意主動融入此議題於上課教

材，即便該議題與他的課程內容無相

關。但對於學生來說，主動積極了解此

議題的態度不若教師！因此，與其說學

校兩性教育不夠使力，不如說學生對未婚生子議題的重視與興趣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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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參加有關「青少年未婚生子」議題研習活動的意願性 

 

 承襲前圖 14 展現受訪師生對於學校兩性教育必要性的落差度，師生對於參

加「青少年未婚生子」議題研習活動的意願性也呈現相似落差！此次半數受訪教

師（50%）有興趣參加「青少年未婚生子」研習活動（圖 15），但該研習活動僅 

圖 15 師生對未婚生子研習態度（題 8）

吸引了 26%的學生，再次展現師生對

此議題重視程度落差！不過，若與圖

14 相較，教師對於參加研習活動的積

極度（50%）低於在課堂教育的推動意

願（75%），多少也與教師平日繁重的

教學工作相關。 

 

 

3. 擔任有關「青少年未婚生子」議題的輔導志工意願性 

圖 16 師生擔任未婚生子研習志工意願

（題 12） 

同樣地，對於輔導志工一項，也是

半數受訪教師有此意願。若與圖 14 與

圖 15 一起考量，我們發現教師較有意

願性擔任課程教育者。但對於較長時間

的研習或是輔導志工活動，能投入的時

間與精力有限。相對地，雖然學生對於

擔任輔導志工意願也不大（僅 37%）。

但若把圖 14 與圖 15 結果一起融入考

量，我們發現學生對於輔導志工意願

性，還高於課堂或是研習活動參與度。

 

參●結論  

 根據上述研究調查結果，我們再次列點簡述整理如下： 

1. 本次受訪師生對於「未婚生子」觀念呈現世代認同的差異度！教師尊重或是

接受未婚生子的觀念，還是遠比受訪學生低（圖 5）。而無法接受未婚生子

觀念的師生，主要是由「年紀」以及「法律責任」來考量（圖 6）。不過，

此次少數無法接受未婚生子的學生，實則有「潛在的接受程度」（圖 7）。 

2. 本次可以接受未婚生子觀念的師生，其實有接受度的落差。多數受訪教師僅

尊重目前社會風氣對未婚生子觀的開放，但並不表示他們個人可以全然接受

親友小孩未婚生子（圖 8 和圖 10），也不希望媒體過分渲染報導（圖 9）。相

對地，可接受未婚生子觀的學生，多數呈現個人高接受度的意願，無關乎社

會風氣開放程度（包含親友小孩未婚生子）（圖 8 和圖 10）或是名人於媒體

高談闊論個人未婚生子的傳播力（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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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青少年未婚生子難以承受的挫折，師生看法有別。教師認為「面子問題」

（含「朋友異樣的眼光」和「親戚的冷嘲熱諷」）是未婚生子的青少年最無

法承受情景（圖 11）。雖然教師也鼓勵非婚生子的青少年注意各項福利補助

政策，但深怕青少年會因面子問題而承受不住外界眼光（圖 13）。此時教師

希望雙親以及學校專業輔導人員能從中協助（圖 12）。而學生認為「個人的

身心煎熬」（包含焦慮不安、墮胎痛苦、以及法律責任等）才是未婚生子的

青少年最難以承受之痛（圖 11）。此時青少年最需要的是雙親全力支持與輔

導，而非專業諮商師的協助（圖 12）。而學生也鼓勵非婚生子的青少年多注

意各項福利補助政策（圖 13）。 

4. 此次受訪教師願意主動融入未婚生子議題於課程教材（圖 14），也不排斥參

加相關「青少年未婚生子」議題研習活動或是輔導志工（圖 15 和圖 16）。

相較之下，學生對於未婚生子相關教育學習、研習活動、或是輔導志工都不

如教師來的投入（圖 14 至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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