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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究大葉大學已婚職業婦女的角色衝突與休閒 阻礙因素及心理現象，為達此目的，深入瞭解受訪者的真正感受

與想法，採用質性方式(qualitative research)進行研究，以開 放式的訪談法從事資料搜集，再將受訪者所陳述的心理感受和

經 驗撰寫成逐字稿，並以主題分析與研究目的為主軸的方式，有系 統地轉換成文字敘述。 本研究得出四個主題，每個主

題亦發展出數個次主題：主題 一「受訪者角色衝突的調適」~該主題呈現本研究已婚職業婦女 在面對角色衝突時的經驗、

調適因應過程與其複雜性以及在面對 角色衝突時的調適，包括「支持系統的尋求」、「透過親人溝通 或是妥協」、「工

作職務與家庭職責的取捨」三個次主題。 主題二「受訪者的休閒阻礙因素」~該主題完整地詮釋本研究之 受訪者，已婚職

業婦女休閒阻礙的內心深處感受與其各種原貌， 包括「時間管理」、「照顧的責任」、「以孩子的一切為優先」、 「身

心疲倦而失去休閒的興致」四個次主題。 主題三「受訪者婚後的休閒安排」~該主題呈現出本研究之受訪 者，已婚職業婦

女對休閒的想法，及休閒安排的實際歷程，內含 「情緒放鬆的休閒需求安排」、「以孩子為主的休閒安排」、「以 適合

全家的休閒為主」、「忙裡偷空的個人休閒安排」四個次主 題。 主題四「受訪者處理家務的準則」~該主題呈現出本研究

之受訪 者，已婚職業婦女處理家務工作的各種方式與感受，內含「家務 負擔自我要求的調整-降低家務標準」、「夫妻、

子女分工合作」、 「與長輩同住的幸福」、「責任的體認-維持自我的負擔-家務工 作一肩挑」四個次主題，呈現出其處理

家務工作的方式。 基於本研究的發現與分析，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一、對已婚職業婦女在調適角色衝突及休閒

阻礙上的建議 （一）學會擅用週遭的資源，加強人際間的溝通訓練，使其 有更好的人際技巧請求週遭親友資源的協助。 

（二）學習與公婆和平相處，例如站在公婆的立場思考、對 公婆投其所好，增加婆媳間相處的融洽氣氛。 二、對社會文

化的期待 （一）強調家屬應共同分擔家務的責任，從家庭內落實兩性 平等的觀念，去除家務工作的性別差異。 （二）透

過性別平等教育、婦女教育課程，加強已婚職業婦 女對自己休閒權益的認知。 （四）休閒資訊的提供，讓已婚職業婦女

可以在時間的許可 下，有更多的休閒選擇機會，添增生活的樂趣。 （五）整合相關資源，設計已婚職業婦女支持網絡，

協助已 婚職業婦女解決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 三、對未來後續研究之可能議題 （一）可以選取不同家庭生命週期的樣本

為受訪對象。 （二）可從人格特質與夫妻配對研究的方式，深入了解。

關鍵詞 : 已婚職業婦女、角色衝突、休閒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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