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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研究特刊 
—疫情下的臺灣兒少與青年

特刊序言

陳易甫
✽
　蔡明璋

✽✽

有鑑於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造成重大影響，本期刊特別規劃此一

特刊，希望從經驗研究中，讓我們瞭解新冠疫情對臺灣的影響為何、

其影響的機制為何及在此影響下，經驗研究該如何進行，才能讓研究

者能有意義的評估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感謝學界先進的支持與參

與，使疫情特刊得以順利出版，並有足夠的文章能夠分兩期刊登前來

投稿的大作。本期特刊收錄了五篇經驗研究，其主題剛好都與兒少及

青年相關。

林子茗、陳毓文及劉嘉雯的文章針對經濟弱勢的兒童的主觀福祉

進行探究。本文所使用的資料是在 2021年 7月至 9月間蒐集，是臺

灣第一波本土大規模疫情逐漸舒緩時，且也是兒童第一次經歷遠距上

課後的時間點。這使得他們的資料足以反應新冠疫情對臺灣兒少初次

影響的效果。除了呈現臺灣兒少因疫情而在其主觀福祉上有所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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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文亦指出可能的保護因子。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的資料為一

項跨國調查的一部分，也期望作者們後續的研究能夠協助我們了解在

跨國的比較之中，疫情對臺灣兒少的影響之特殊性。

吳志文、謝淑惠、張鑑如及程景琳的文章同樣是關心兒童的調適

情況，然而本文將焦點放在父母對於本身情緒的調節策略對於兒童的

影響。本文的資料亦是在 2021年疫情舒緩後蒐集的，並且很難得的

採用家長—兒童配對的研究設計。透過結構方程式的分析，本文指認

出父母的情緒調節策略與兒童的正向與負向情緒的關連。其後續的中

介效果分析也指出這樣的影響會透過父母本身的焦慮反應來進行。本

文採用的是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於疫情期間的額外調

查，相較前一篇探討的是年齡較大的兒童，本文呈現疫情對 10歲以

下的臺灣兒童所產生的影響。一同閱讀這兩篇論文可以讓我們對「疫

情與臺灣兒童福祉的關連」有著更清楚的圖像。 

新冠疫情下的非藥物介入手段，除了配戴口罩外就屬洗手與個人

健康最有關連。個人成長早期的洗手習慣是否影響其疫情期間的健康

狀況，是張齡尹、林佳霈、陳映璇、林宇旋及江東亮這篇研究紀要的

主要提問。本文利用臺灣出生世代這筆長期追蹤資料，探討 2020年

臺灣僅有零星疫情時，青少年健康狀況與其兒童時期洗手行為之間的

關連。利用青少年兒童時期的資料建構早期洗手習慣的類型，並將之

連結至青少年在疫情時期的健康情況，這在主題上是少有的，其研究

發現值得重視。

本期專刊最後兩篇論文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至新冠疫情對大學生

學習狀況的影響。游以安、邱春瑜、林予安及張恒豪將討論的焦點放

在疫情下大學障礙生遠距學習的議題上。在當代融合教育的原則下，

障礙生透過輔具、大學資源教室及授課教師的多方配合下，得以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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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學習。然而，在面臨首次全面線上教學的情況，讓原本的支援系

統不一定能迅速進行調整，這導致障礙生在面臨全面遠距教學時面臨

學習上的困難。本研究以量化調查及質化訪談的方式，挖掘出障礙生

在疫情下遠距學習時所遭遇的困難，並由此點出制度上的缺失與問

題。所得結果值得未來融合教育推行參考。

馬國勳、陳婉琪及廖恩彩探討新冠疫情下，經濟弱勢的大學生在

不同學校脈絡下的適應問題。新冠疫情讓臺灣大學生首次面臨全面線

上上課的情況，這對於經濟資源較不豐富的大學生來說，學校能夠在

遠距教學上提供相應的資源，將對他們的適應狀況有所助益。本文在

2021年臺灣本土疫情稍緩的時間點，蒐集全國大學生的資料，用以

呈現經濟弱勢學生在遠距教學時所面臨的適應問題。這算是少見疫情

下全國大學生的資料，而其研究發現也點出學校脈絡及資源對學生在

學習上的適應有著重要的影響。其結果值得相關類型的學校參考。

本期的出版要感謝《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期刊編輯委員們的

協助。也感謝所有匿名審查的學界先進的幫忙，讓審查時程進行流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