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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試題評析 

本次考題內容分屬智力、變態、學習與社心等領域，就理論本身而言，並不會過於艱澀或陌生。

然而，各個題目之後皆出現的情境應用問題，卻可能讓同學一時摸不著頭緒，不知從何下筆。這

樣的命題取向也是本人在課堂上反覆提醒同學要預先思考與準備的，在此建議同學，在研讀理解

心理學理論之後，不妨利用時間額外蒐集與該理論相關的社會時事議題與評論，增進理論的延伸

思考與活用性。可以預判類似的應用題型在未來仍將是命題的主流。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高上心理學講義》第六章，張宏偉編撰，頁56。 
第二題：《高點‧高上心理學講義》第十章，張宏偉編撰，頁8~11。 
第三題：《高點‧高上心理學講義》第三章，張宏偉編撰，頁52、62～65。 
第四題：《高點‧高上心理學講義》第十二章，張宏偉編撰，頁54。 

 

一、請以H. Gardner的多元智力理論（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為依據，說明擔任優秀

的公務人員應具備那些智能？並詳述這些智能的內涵及運用。（25分） 

答： 
Gardner認為：智能是在某種文化情境下能夠主動解決問題或創造具有價值文化產物的身心潛力。個人智

能的展現與否，除了涉及是否具備身心發展潛能，也要考慮個人是否有機會(文化、家庭、學習環境)將這些潛

能表現出來。智能並非單一、整體的建構，而是多元組成的集合體；智能無法用單一分數表達，也非集中在某

特定領域，每個人皆有各自的幾項優勢智能，茲將Gardner提出的八種智能與公務人員的應用層面說明如下： 
(一)語言智能：藉由文字與語言知識作為思考工具的能力，如：對文章結構、文法的操弄；實用語言、語彙、

語音等的表達等。公務員須善用文字及語言向人民宣導、傳達政策與政令，達到精確、可被接受的溝通與

說服目的。 
(二)邏輯數學智能：以符號、科學邏輯、次序為思考之工具，能有效使用數字以及善於邏輯推理之能力。公務

員須能參酌各項統計數據，分析數據背後的意義與影響範疇，始能擬定有益於民的政策。 
(三)空間智能：以視覺心像及空間訊息作為編碼之工具，能正確辨識距離及判定方位之能力。此種智能以具備

工程、土木專長之專技公務人員最為需要，能夠有效規劃公共空間、監控公共工程品質，乃至於大型的都

市規劃皆需要此等智能。 
(四)人際智能：能了解他人之感受及心情，察覺他人之意圖與動機，並進行適當的互動與反應。公務人員須能 

體察民心、苦民所苦，並能服務、回應民眾的各種需求，化解衝突與歧見，其基礎條件在於此人際智能。 
(五)內省智能：瞭解自己的內在特質(情緒、意向、動機及感覺)，並據此做出自制、適當行為的能力。公務人

員須時刻自省，本其服務人民的初衷，不受到威脅、利誘而觸犯法律，甚至做出傷害人民的行為。 
(六)音樂智能：以音樂或節奏形式來加以思考，並藉以表達個人之想法與內在的情緒感受。 
(七)身體動覺智能：善於運用整個身體來表達想法和感覺，以及運用雙手靈巧地生產或改造事物。 
(八)自然智能：學習瞭解與欣賞自然事物，因自然而受到感動與啟發，並與之和諧相處的能力。 

最後三項智能雖與公務員之工作無直接關聯性，但可幫助個人培養興趣、怡情養性、調節身心壓力、陶冶

涵養，對公務員整體素質的提升亦有所助益，而個人生活品質的滿足也可能對工作表現有正面影響，故仍有其

重要性。 
 

二、何謂憂鬱症？何謂躁鬱症？如果懷疑自己或同事罹患前述疾病，正確的態度與作法為何？（25

分） 

答： 
憂鬱症與躁鬱症皆屬於「情感疾患」，其中憂鬱症又可分為重鬱症與輕鬱症，重鬱症之情感異常已嚴重影

響到日常生活，除了終日呈現的憂鬱、悲傷情緒外，還表現出「身體功能」（食慾改變、睡眠障礙、精神激躁

不安或遲緩呆滯）、「認知」（注意力或記憶力減退、罪惡感或無用感之意念、死亡與自殺意念）、與「動

機」（失去興趣與快樂感、活力減低或疲累）等症狀，其低落的心情至少維持兩周以上。輕鬱症患者會呈現慢

性憂鬱的狀態，對日常生活感到沮喪或提不起興趣，至少持續兩年，但其診斷標準尚未達重鬱症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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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鬱症又稱為雙極性情感疾患，是一種在「憂鬱期」與「躁期」之間變化循環的症狀。患者處於躁期時，

可能會表現出不尋常的多話，講話速度變快，注意力容易分散、易分心，出現跳躍性的思考或主觀認為思緒快

速奔馳，自尊膨脹，相信自己有特殊的天賦或力量，增加目標導向的行為，或不需要休息等症狀。 
若懷疑同事罹患上述疾病，應對其表現正面的同理、傾聽、與關懷，避免給予過度的詢問、指導、或標籤

化，另可邀請對方參與有意義的社會活動，鼓勵對方的表現，增強自我價值感等。最重要的是，無論此問題發

生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皆應尋求專業的協助(心理師、精神科醫師等)，並耐心聽從醫生的囑咐，在藥物與心理

治療的配合下，逐步控制與改善病情，走出情感的幽谷。 
 

三、何謂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學習？何謂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學

習？對於促成職場良好行為、洧除不良行為有何效用？請舉實例說明之。（25分） 

答： 
古典制約學習是指經由某一刺激(非制約刺激)與中性刺激(制約刺激)的重複配對歷程，產生兩刺激的聯結

所達到的學習效果。例如：當中午公司的鐘聲響起，便自覺肚子餓，想要進食，此係基於在過去的經驗中，鐘

聲(制約刺激)與食物(非制約刺激)之間的聯結，使得無須確認時間，或即使鐘聲提早響起，皆會產生肚子餓的

制約反應。 
操作制約則是指人們主動操作其環境以達到某種目標或形成特定影響的學習歷程，此歷程會增加或減少個

體再次產生此行為的可能性。在職場情境中，可利用以下原則來促進良好行為或消除不良行為： 
(一)正增強：因正增強物的出現對個體反應所產生的強化作用。正增強物是一種可讓人產生「愉悅」的刺激，

當這種刺激伴隨著某種行為出現時，表現此行為的機率會增加。例如：當員工成功完成某項工作任務後，

就獲得高額獎金。 
(二)負增強：因負增強物的消失對個體反應所產生的強化作用。負增強物是一種可讓人產生「不愉快狀態」的

刺激，而表現某種行為會使得此不愉快的刺激消失，使個體增加表現此行為的機率。例如：當員工改善工

作表現後，主管就不再批評他。 
(三)正懲罰：對人施以某種「不愉快」的刺激，抑制其行為反應。例如：針對某位顧客服務態度不佳的員工，

遭到公司的調職或降薪。 
(四)負懲罰：掠除掉人原有的快樂或想要的刺激，抑制其行為反應。例如：公司強迫將某位工作態度不佳員工

的福利(獨立辦公室)，轉讓給另一位態度良好的員工。 
(五)削弱：若個體在反應後，增強物不再出現，多次之後，個體的反應將逐漸減弱。例如：對於愛拍馬屁、打

小報告、習慣批評抱怨公司的員工，若無依照該員工的預期給予過多的關愛與照顧(正增強)，則相關行為

會逐漸減少。 
 
四、請解釋性別歧視的意義與形成原因，如果自覺遭受性別歧視，正確的處理態度與策略為何？

（25分） 

答： 
「性別歧視」泛指任何因為性別所造成的差別待遇，例如：在職場上的同工不同酬、婚育歧視(因結婚或

育兒而遭受的不公平對待)、懷孕歧視(女性在懷孕前後遭受的不公平對待)、性傾向歧視與性騷擾等。性別歧視

通常源自於根深蒂固的性別角色信念，其形成原因可由以下理論說明之： 
(一)生物社會學或演化心理學：Wilson認為在演化過程中，男性主要扮演狩獵戰鬥的角色，傾向發展出競爭、

攻擊等工具化特質；女性因擔負懷孕責任、養育孩子之生理因素，傾向發展出照顧、溫暖等情感性特質。

Trivers的親代投資理論指出，兩性皆須藉由與同性競爭來接觸交配對象，演化的壓力造成兩性某些身體特

徵與人格特質具有交配的優勢，故形成社會行為的性別差異，如女性對嬰兒的興趣，男性的暴力、競爭以

及承擔風險等先天傾向都由進化而來。 
(二)社會學習理論：孩童是經由直接獎賞和懲罰，以及觀察和模仿過程的交互作用而學習到性別角色。例如：

父母會讚賞子女玩適性的活動(女兒玩娃娃；兒子玩卡車)，並抑制孩子玩不適性的活動。老師也可能鼓勵

男孩子從事運動、數學、科學等方面的活動，鼓勵女孩子發展語文或體操方面的能力。 
(三)性別角色理論：性別差異主要來自於社會中的性別角色規範，性別角色會影響兩性的行為，形成自我應驗

預言，反映出行為差異。孩童從小就依據不同的性別角色期待發展出特定的技能與興趣，例如：小女孩玩

烹飪遊戲與洋娃娃，是為未來成為人妻、人母做準備。社會大眾也會將性別做為線索，表現出相應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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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最後造成社會中的性別差異便愈來愈明顯，也愈來愈牢不可破。 
(四)性別基模理論：基模是個體有組織的認知結構，可幫助個體分類訊息。Bem認為兒童會組織有關性別基模

的訊息，發展出何謂男性或女性的一套概念。其主要是因為性別是社會分類最基本的分類方式。例如：男

女穿不同的衣服、玩不同的玩具、使用不同的洗手間、在學校中也分開排隊等。由性別基模延伸出的認知

結構包含行為、角色、職業、特質等多項層面，隨著年齡增長，性別基模之組成與運作漸趨複雜，以便形

成兒童對性別相關訊息、行為和態度等之內在參考架構。 
面對性別歧視應表現出積極務實的態度與做法，可透過自我肯定關注自己的優點或重要價值，或透過認同

轉換，選擇認同其他身分，例如：職業婦女選擇認同「職員」而非「女性」，展現自信與能力。而尋找正面榜

樣也可反駁消極刻板印象，並對自我行為和評價產生同化作用，降低負面影響。此外，目前我國也有相關的立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等)，若遭遇到重大的歧視事件，亦無需過度容忍與逃

避，可向相關單位檢舉或申訴，爭取個人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