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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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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https://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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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類別

一般會員（二年期）

(1) 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之專任研究人員

(2)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專兼任教師

(3) 政府機構之專任研究人員

(4) 捐贈或授權資料予「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之個人
或單位代表

一般會員（一年期）

(1)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大學部學生、碩博士班研究
生

(2) 國內外公私立研究機構研究助理人員

(3) 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研究助理人員

(4) 政府機構研究助理人員

院內會員

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人員

網路會員

不限資格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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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1 Data2 Data3

家長問卷 親友問卷 教保問卷

2164筆資料 522筆資料 296筆資料

697個變項 124個變項 154個變項



CODEBOOK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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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資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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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到第四波訪查期間為幼兒生日前後30天

 第五及第六波訪查期間為幼兒就讀小學一年級及二年級下學期時

 教保問卷訪查期間為取得教保資料後60天

目前釋出為36月齡組第一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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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問
卷

樣本資訊
1. 親生父母的基本資料 , 孩子與家庭的基本資料 , 其

他主要照顧者(父母以外)的基本資料
2. 認知發展問卷 , 語言發展問卷 , 社會情緒發展問卷 , 

身體動作發展問卷
3. 學習環境 , 教養 , 家庭生活狀況 , 孩子父親的親職參

與 , 孩子母親的親職參與 , 親友的親職參與
4. 托育狀況調查 , 家園關係
5. 懷孕期間狀況 , 孩子出生狀況 , 孩子現在的健康狀

況 , 孩子的飲食狀況 , 孩子的睡眠狀況 , 孩子的生長
發育情形

由父母或全時
間長期照顧幼
兒之親友或保
母回答

親
友
問
卷

樣本資訊
1. 主要照顧者的基本資料
2. 學習環境 , 教養 , 家庭生活狀況 , 親職參與

由白天照顧幼
兒之親友或到
宅保母回答

教
保
問
卷

樣本資訊
1. 教保人員/托育人員/保母基本資料 , 活動、課程與

教學 , 學習環境 , 教養 , 師生關係
2. 孩子教保狀況 , 師生互動 , 家園關係

由在宅保母或
教保/托育人
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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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訪查問卷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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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選擇的規則

1. 如果幼兒白天由父母照顧，則由父母回答家長問卷。

2. 如果幼兒白天由親友或到幼兒家的保母(到宅保母)照顧，晚上或至少每
個周末由父母照顧，則由父母回答家長問卷，由親友或到宅保母回答親
友問卷。

3. 如果幼兒白天送到保母家(在宅保母)、托嬰中心或幼兒園，晚上或至少
每個周末由父母照顧，則由父母回答家長問卷，由在宅保母或教保/托
育人員回答教保問卷。

4. 若父母長期不在家，則由擔任主要照顧者的親友或到宅保母回答家長問
卷。

5. 若父母長期不在家，幼兒白天送到保母家、托嬰中心或幼兒園，則由擔
任主要照顧者的親友或到宅保母回答家長問卷，在宅保母或教保/托育
人員回答教保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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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月齡組第一波資料結構

2164筆家長卷

502筆有親友卷

296筆有教保卷

1366筆只需填寫家長問卷

問卷間可以用幼兒編號(變項名稱:baby_id)串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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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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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者是誰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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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問卷受訪者與幼兒關係 (變項名稱:relationship)

n %

親生父親 378 17.5

親生母親 1725 79.7

養父 1 0.0

養母 1 0.0

繼父 1 0.0

寄養父親 1 0.0

祖父 9 0.4

祖母 28 1.3

外祖父 7 0.3

外祖母 10 0.5

其他 3 0.1

總計 2164 100.0



親友問卷受訪者與幼兒關係 (變項名稱:relationship)

n %

繼母 2 0.4

祖父 57 10.9

祖母 309 59.2

外祖父 12 2.3

外祖母 113 21.6

伯母 2 0.4

姑姑 10 1.9

舅媽 1 0.2

阿姨 1 0.2

保母 3 0.6

其他 12 2.3

總計 52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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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編碼

9999 遺漏值

9996 該題不適用此樣本

8888 受訪者表示不知道

7777 受訪者表示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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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與變項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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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卷信效度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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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 語言 社會情緒 身體動作 家庭 教保

內部一致性信
度

     

再測信度      

因素分析      

IRT    

效標關聯效度
(CDIIT) (CDIIT) (CDIIT) (PDMS) (家庭環境量

表)
(ECERS-R

FCCERS-R)

專家效度      

認知組
• 王馨敏、李俊仁*、張鑑如 (2015)。「二至五歲幼兒認知發展家長問卷」之編製。測驗學刊，

62(4)，279-302。
語言組
• 劉惠美、陳柏熹、黃秀琦、陳雅雯、張鑑如* (2018)。「零至六歲嬰幼兒語言發展家長問卷」之
編製。測驗學刊，65 (1)，95-123。

身體動作組
• 柏憶涵、陳嘉玲*、張鑑如、陳柏熹、陳協慶、鍾佳英、汪家琦、傅仁輝、周麗端 (2016)。
學齡前兒童動作發展評估量表之初步研究：開發與驗證。台灣復健醫學雜誌，44(2)，71-80。

• 汪家琦、張鑑如、陳柏熹、劉文瑜、陳嘉玲*、蔡志謙、傅仁輝、周麗端、朱世明 (2016)。
學齡前兒童動作發展篩檢量表之開發與驗證-初步研究。台灣復健醫學雜誌，43(4)，239-25



與抽樣母體性別分布及地區分布比較

母體 36月齡組第一波
Χ2(n=195601) (n=2641)

n % n %

男 101280 51.78 1113 51.43 0.10

(p>0.05)女 94321 48.22 1051 48.57

母體 36月齡組第一波
Χ2(n=195601) (n=2641)

n % n %

北 101060 51.67 1173 54.21

19.81

(p<0.001)
中 43709 22.35 473 21.86

南 46607 23.83 451 20.84

東 4225 2.2 67 3.1

性別分布與母體一致
地區分布與母體不一致 (中南部所占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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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數的計算

 以民國105年，內政部戶政司所提供之臺灣地區各鄉鎮市區，扣除外島
人口，包括連江縣、金門縣後，戶籍登記幼兒數195,601人為母體。

 對幼兒之性別以及戶籍所在地區(分為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
嘉南、高屏及花東六大地理區)進行事後分層(post-stratification)的加
權處理。

 依據本研究預試的經驗, 及參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抽樣時使用膨
脹樣本的策略，各層膨脹係數約介於1.47至2.5之間。由於每位受訪者
具有不同的中選機率。在對「性別」、「地區」進行加權前，先計算不
等機率加權權值（unequal probabilities of selection, sampling 

weights），再以不等機率加權後之結果計算事後分層加權權值(post-

stratification)。

NOTE: 近期內會提供給SRDA

26/35



詳細之加權步驟說明

步驟1：計算不等機率加權權值

各分層裡每個人的原中選機率

𝑓𝑠𝑒𝑙 =
𝑎ℎ𝑏ℎ
𝑁ℎ

膨脹樣本後的個人中選機率

𝑓(𝑐𝑜𝑢𝑛𝑡𝑦) = 𝑓𝑠𝑒𝑙 ×膨脹係數𝑐𝑜𝑢𝑛𝑡𝑦

不等機率加權權值

𝑤𝑠𝑒𝑙
0 =

1

𝑓(𝑐𝑜𝑢𝑛𝑡𝑦)

步驟2：計算事後分層加權權值

𝑤𝑖𝑗
0 =

𝑁𝑖𝑗

𝑤𝑠𝑒𝑙𝑖𝑗 × 𝑛𝑖𝑗

步驟3：調整權數，使加權後總案數等於完成案總數

𝑤𝑖𝑗 = 𝑤𝑖𝑗
0 × (𝑛/𝑁) 27/35

𝑁ℎ為各分層母體總數
𝑎h為第h層抽取的總鄉鎮數
𝑏h為第h層各鄉鎮的總抽取人數

𝑁𝑖𝑗為第i列第j欄的母體數

𝑛𝑖𝑗為第i列第j欄的完成數

𝑤𝑠𝑒𝑙𝑖𝑗為第i列第j欄的不等機率加權權值

𝑤𝑖𝑗
0為第i列第j欄的事後分層法加權值

𝑁𝑣為未調整前之加權後樣本總數
𝑛為成功樣本數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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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月齡組幼兒第一波標準訪視期間為幼兒生日前後30天。
但是由於各種特殊狀況，有的樣本超過標準訪視期間才
能受訪。研究者可以用完訪日期(int_date)與幼兒生日
(baby_dob)變項計算，受訪時幼兒的實際月齡。

少數答案不一致現象，目前以保留於資料庫中處理，研
究者可以依研究目的判斷如何處理不一致的資料。

 家長問卷中回答沒有送托，但是後續發現其實有送托，所以訪員仍然進
行教保人員的問卷收集。

 家長問卷原則上應由同一位受訪者完成。但是在資料整理時，發現少數
樣本在訪視過程中，可能因為外在因素，例如幼兒哭鬧、臨時有突發狀
況等，原受訪者之訪問必需改交給其他幼兒主要照顧者完成。因此，
pfB13與fammar07以及prec01與postn01兩組題目可能有不一致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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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料，請記得引用

中文格式

張鑑如(2019)。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36月齡組第一波36月齡
(D00168)【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
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10.6141/TW-SRDA-D00168-1

英文格式

Chien-Ju Chang (2019). 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KIT): KIT-M36 at 36 
months old (D00168) [data file]. Available from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Academia Sinica. doi:10.6141/TW-SRDA-D00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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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及檔案下載有關問題: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資料管理組

 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02) 27871829

srda@gate.sinica.edu.tw

資料內容有關問題或是建議與回饋:

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

 10610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02) 7734-3142

kidsin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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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研究目的與完整的文獻探討，才能讓資料發
揮真正的價值

依照自己的研究目的整理資料

熟悉欲使用變項的編碼，有必要時進行 r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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