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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討會議程
順序 項目

議程一
開幕式

輔大社科院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 主任 顧美俐主任致詞

議程二
主題: 不想讀書！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的關連性：以 TEPS 調查為例 

發表人：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四年級-黃靖翔 

議程三

主題：再領域化的故鄉－城鄉移民家庭年輕世代「掛香」的 返鄉歷程

與認同

發表人：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四年級-許鈺琦 

議程四
主題：新冠疫情對於台灣家務勞動分配狀況的影響與衝擊

發表人：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研究所碩二-許哲瑄

議程五
主題：《百年大疫對傳統市場之衝擊—以臺北市萬華區環南市場為例》

發表人：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四年級-高瑀婕 

二、專題目錄

順序 主題 發表人 頁碼

一
不想讀書！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的關連性：

以 TEPS 調查為例 
黃靖翔 5 

二
再領域化的故鄉－

城鄉移民家庭年輕世代「掛香」的 返鄉歷程與認同
許鈺琦 6 

三 新冠疫情對於台灣家務勞動分配狀況的影響與衝擊 許哲瑄 7 

四
《百年大疫對傳統市場之衝擊—以臺北市萬華區環南市

場為例》
高瑀婕 8 



 
主題發表一: 
 

不想讀書！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的關連性：以 TEPS 調查為例 

黃靖翔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四年級 

 

    「童年逆境」的相關研究已經指出，童年時期的不幸經驗對人生後期有深遠的負

向作用，但國內相關研究較多著眼於童年逆境的心理後果，較少探究對青少年行為問

題的影響。另一方面，國內研究也甚少討論童年逆境與青少年行為表現之間的連結機

制。本文在此基礎上，試圖指出童年逆境如何影響問題行為，討論不同童年逆境經歷

（目睹暴力、經驗暴力、處於無形家庭壓力）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作用；以及在反學

校文化的討論框架下，指出次文化的源頭可能起因於對教育典範的不理解與衝突，藉

此討論反學校文化在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之間扮演的角色。換句話說，本研究特別關

注具有童年逆境經驗的青少年，試圖探究他們在青少年階段的行為表現是否異於一般

的青少年？若有，反學校文化的影響機制為何？本研究透過次級調查資料《臺灣教育

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的高中職、五專學生調查資料為基礎（第四波調查），合

併第三波的學生行為相關資料及第三波家長問卷中的家庭背景資訊，來回答本文提出

的研究問題。本文的分析結果指出，三種不同的童年逆境顯著影響著青少年的偏差或

違法行為，而反學校文化則部分中介童年逆境的效果。除此之外，本研究亦發現童年

逆境影響青少年問題行為上具有些微的性別差異。 

  



 

主題發表二： 
 

再領域化的故鄉－ 城鄉移民家庭年輕世代「掛香」的 返鄉歷程與認同 
 

許鈺琦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四年級 

 
故鄉只是地理位置？認同只是界線區分的產物？在過去台灣快速都市化之背景

脈絡下，為尋求更好的經濟機會及生活品質而遷徙至台北大都會地區的城鄉移民家庭，

是如何藉由家庭信仰文化，將移民者的對於故鄉與信仰的連結與認同，傳承給子代？

筆者以自身的家庭信仰活動，探討這群來自台灣雲林平安村的城鄉移民家庭，是如何

藉由長年「掛香」往返故鄉與移民地的過程中，形構所謂去/跨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的、跨越南北城鄉的宗教文化活動與社群，並試圖探問不同世代的移民子代，是如何

藉由家庭信仰的代間文化傳承，使其得以鑲對於「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之

社群，並與地方、宗教文化產生新連結與認同之過程。 

本研究採取跨地民族誌，於雲林平安村及其重要信仰中心「慈后宮」進行田野

調查，試圖了解移民家庭是如何藉由「掛香」這個跨域信仰活動強化自身與故鄉之

連結，同時透過參當地信仰儀式與準備，深描及了解當地與城鄉移民家庭之互動過

程。此外，筆者亦藉由家庭固有網絡，深度訪談在台北市與新北市定居之平安村移

民家庭，並以是否居住與居住時間長短區分三個世代，探問不同世代如何建構自身

對於信仰與故鄉的認同與意義。 

  



 

主題發表三： 

新冠疫情對於台灣家務勞動分配狀況的影響與衝擊 

許哲瑄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二年級 

 

當新型冠狀病毒在台灣開始擴大流行時，政府為避免疫情持續蔓延，停課與遠距

教學政策應運而生，如此將使得家務與孩童照護份量增加。儘管，近年台灣家務勞動

分配比例差距逐漸縮小，但綜觀各國於疫情期間家務勞動分配狀況大多不樂觀，而台

灣的狀況會是好轉，還是前所未有的惡化呢？本文認為台灣男性的態度將會有所好轉，

但女性依然可能承受大部分的家務勞動，且在疫情對於經濟的衝擊下，不少女性將面

臨職務與家務兩頭燒的窘境。 

有鑑於目前研究多僅以量化方式進行，未能探究個案實際應對與變項因果關係，

本文將採用混合研究方式：質化部分透過立意抽樣，與 13 位已婚且育有子女的母親進

行深度訪談；量化部分為區隔出疫情前後的差距，則採用線性迴歸分析臺灣社會變遷

基本調查計畫：第七期第二次（2016 年）及第八期第二次（2021 年）兩個時段的資料。

最後，配合「時間可得論」、「性別角色論」與「相對資源論」三種理論，解釋與探

究台灣女性於疫情期間實際上面對哪些難題，又是如何應對進退。 

本文發現，性別角色態度式微，男性願意負擔更多家務，但在分配比例上依然與

女性有一段差距。有趣的是，許多家庭透過親戚手足的幫助，因應孩童照護與停課的

問題，這是國外研究較少看到的現象。本文希望能夠補足目前國內相關研究的空缺，

並為托育政策提出實證參考，以利政府後續能夠完善公托機構的配套。 

 

關鍵字: 新型冠狀病毒、家務分工、遠距教學、性別角色 

  



主題發表四： 

《百年大疫對傳統市場之衝擊—以臺北市萬華區環南市場為例》 

高瑀婕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四年級 

 

環南市場位於臺北市萬華區，是全市面積最大、攤商數最多的傳統零售市場，同

時也是餐飲業批發食材的集散地。2021 年 4 月，臺灣受到新冠疫情（Covid-19）肆虐，

萬華茶室爆發群聚感染，同年 7 月，位在萬華區的環南市場爆發攤商確診，中央與地

方政府對於防疫措施歧異，環南市場成為社會大眾焦點。                  

環南市場自 1978 年成立迄今，建築物主體已殘舊不堪，市場改建勢在必行，然而

在市場改建之後，又逢國內疫情嚴峻，民眾不敢出門採買，購物方式逐漸從實體轉為

網路，吹起「宅經濟」的風潮，對於攤商帶來嚴峻的挑戰。本研究目的是探討市場更

新與疫情對於環南市場攤商營運的影響，透過與攤商的深度訪談，聚焦在因應疫情的

政策效果，以及疫情之下，其如何維持生計的應對策略，並探討媒體渲染之下加諸在

環南市場攤商身上之污名，期望透過該研究，分析攤商所受污名化之心路歷程，並針

對如何減少疫情對於傳統生鮮物流產業之衝擊提出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