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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研究旨在瞭解坐月子期間產婦的基本屬性、產後社會支持、產後關注、採行健康促進生活方式

的現況及相關性，並預測健康促進生活方式的重要影響變項。應用橫斷性、相關性研究設計，以

方便取樣選取在台中縣市某四家醫療院所生產且產後期滿 30 天的 280 位產婦為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係自擬而成，包括基本資料、產後關注量表、產後社會支持量表與健康促進生活方式量

表等，具合宜之專家效度（CVI >.86）及 

信度（Cronbach＇s α=.87~.90），共回收有效問卷 240 份（回收率為 85.7%）。 

主要研究結果顯示：(1)坐月子期間以遵從「不與丈夫有性關係」禁忌者為最多；且愈遵從者對

此關注程度愈高，尤以遵從「不洗頭」禁忌者對此最為關注。(2)產後關注量表共四層面，其關

注程度以「生理變化」為最高，「心理困擾」最低。(3)健康促進生活方式量表包含六層面，其

平均得分以「人際支持」以及「健康責任」最佳，以「運動」最差。(4)產後社會支持量表分為

三層面，以感受到「情緒支持」的支持程度最多，「訊息支持」最少。(5)基本屬性中產婦丈夫

的社經地位、胎次、產後體重增加量、新生兒性別以及餵奶方式與產後關注的部分層面有顯著相

關。(6)與健康促進生活方式有顯著相關的基本屬性有：產婦及其丈夫的教育程度、以及產婦的

年齡、工作狀態、生產方式、產後體重增加量、餵奶方式。(7)「整體性」健康促進生活方式與

「生理變化」的關注程度達顯著正相關；對「生理變化」與「遵從坐月子禁忌」的關注程度愈高

者，其愈會執行健康促進生活方式中的「健康責任」；在「運動」層面的健康促進生活方式則與

「整體性」、「生理變化」、「心理困擾」及「育嬰問題」等層面的產後關注程度呈現正相關；但是

對「育嬰問題」的關注程度愈高，則「壓力處理」、「自我實現」及「人際支持」等層面的健康促

進生活方式愈差；對「心理困擾」愈關注，在「自我實現」與「人際支持」兩層面的健康促進生

活方式就愈不好。(8)除了「運動」外，健康促進生活方式的其他層面與產後社會支持呈現顯著

正相關。(9) 產後體重增加量大於 13.6 公斤、生理變化關注程度及產後社會支持程度顯著預測

產婦於坐月子期間的健康促進生活方式，共解釋 14.6%的變異量。本研究發現產後社會支持及

產後關注程度對產婦落實健康促進生活方式之重要性，進而提供護理人員於推展婦幼健康促進活

動之參考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