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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
一、你同意「腦傷病人比非腦傷病人更容易產生視錯覺（optical illusion）」這個陳述嗎？請舉

一個視覺錯覺例子，並以此例說明你的看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關鍵在考驗同學是否有正確理解錯覺的概念，以及是否能清楚區分常見容易混淆的錯覺、幻

覺以及因腦傷造成的知感覺症狀等概念。首先要掌握的是，錯覺實際上是知覺功能正常運作下的

產物。是大腦在正常運作下因接收到各種感覺訊息之後綜合處理下的反應。所以本題應先說明錯

覺的運作，再行舉例說明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86、頁96。 

答： 
(一)錯覺定義與陳述：

錯覺就是大腦對外界刺激不正確的分析，這並不能透過主觀努力而糾正。其中最常見的就是視覺上的錯

覺。又可以分成三種：圖形的幾何構造導致的幾何學錯視、感覺器官疲勞導致的生理錯視、以及與經驗

矛盾所造成的認知錯視。

而腦傷病人常見的視覺缺陷，比如空間感知障礙、時間感知障礙、運動感知障礙等等是因為大腦部位受創

以致知感覺系統無法正常運作的結果。

因此，基於錯覺運作機制以及腦傷病人出現的知覺運作障礙成因的不同，我並不認同題目的陳述。

(二)舉例：

1. 幾何學錯視是最常見，具有強烈印象效果的一種錯視。根據角度、方向、彎曲、大小、面積、長度等幾

何構成造成強烈的視覺效果，讓我們看到的往往和實際測量的有明顯的差距。比如Muller-Lyer：圖中

A.B兩直線的長度其實是一樣的，但主觀上受箭頭方向性影響，認為A比B長。

2. 生理錯視就是利用了眼睛在不斷受到刺激後會視覺疲勞，因此突然的環境改變就會造成殘影、補色，

甚至視覺暫留。比如赫曼柵欄：黑色方塊與白色直線的顏色對比，使得白色直線顯得更白，黑色方塊

與白色直線交叉點上，因為交叉點只接觸到黑色方塊的邊角，使得交叉點的對比比直線與色塊的交接

邊緣的對比來的低，所以交叉點看起來就不會那麼白，於是在交叉點上就會出現小灰點的錯覺現象。

3. 經歷了長久以來的經驗影響，會對生活中的事物產生一種「它該是什麼」或「就是什麼」的感覺，這時

如果有一個突破性的矛盾出現在眼前，人會突然無法接受與了解。認知錯視造成的視覺效果往往比其他

錯視來的強烈許多。比如圖地翻轉（魯賓盃/人臉相對與花瓶的雙穩圖形）：圖片中具有一種以上的含

意，作者以巧妙的方式把圖片銜接，就製作出了多義圖形。

二、什麼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以及它對個人的影響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自我實現預言是社心當中常考出來的考點。也是在人際互動中受到刻板印象影響的因素之一。因

此本題除了說明自我實現預言之外，也應說明在人際互動中自我實現預言與印象之作用。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30。 

答： 
(一)自我實現的預言：

一個人抱持的基模會藉由互動的過程，而使得心中的預期變成真實。當初我們預期互動對方是什麼樣的人

時，我們的預期就會影響我們如何對待他，因此對待對方的方式又會使對方表現出他被預期的行為，從而

使原來的預期成真，彷彿對方的行為應驗了我們對他的預言一般。

(一)刻板印象與自我實現的預言： 
刻板印象是指將人格特質與身體屬性賦予，某類團體的所有成員身上。個體會根據他人明顯的身體屬性

（種族、性別、年齡）、特質或他們與本身自己的社會身分關係來判斷他人，例如：當有人告訴你，你將

與一位好交際的人會面時，你可能會對這位即將謀面的人士提取出「外向」的基模，然後你的基模將會產

生一些預期，來引領你做出行為，試圖與對方互動。刻板印象決定了我們對與人有關訊息的知覺、回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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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藉由此種歷程，形成對他人的印象，而並非單純的取用所有與對象有關的訊息。 
當刻板印象一旦激發，便會啟動一連串的行為歷程之行動且只表現出最初刻板印象的行為。例如：有位你

以前曾耳聞她是個勢利眼的女孩，事實上，大多數她都是很和善的，但是你的資料庫卻告訴你全然不同的

資訊。當你在走廊上與她擦身而過時，你會有何反應？最大的可能是，你會別過頭去，你會想何必與一個

勢利鬼打招呼，而她也可能會如法炮製。結果讓你見識到她很冷漠，你就會把它視做為證實她是勢利眼的

證據，而完全未能體認到是你的角色造就了這些證據。雖說一開始是你誤用了你對這位勢利眼女孩的刻板

印象，來與遇到的她互動，進而模塑了你的行為，然而最後卻反過來提供了證實你最初印象的證據。由此

可知，即帶有偏見的人會以引起實際上刻板印象行為方式與人互動，而維持了自己的偏見。 
 

三、近年來，時有嚴重社會案件的加害者以心智違常為理由，訴求減刑或免刑。心理學家會根據那

些理論，來分析這樣的議題？（25分） 

試題評析 

首先我們可以掌握的部份會參考刑法第19條的條文內容出發，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談條文中提到的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以及

「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者」這兩個部份於心理學領域的角度之

見解。所以本題的解題關鍵在於從異常心理學當中各種與知覺、情緒、認知相關的各種異常疾患

切入去分析說明。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二回，黃以迦編撰，第九章。 

 

答： 
(一)對於精神障礙之犯人，我國刑法第19條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刑法會這樣規

定，係以犯罪的行為人行為當時，必須具有常人之精神狀態，才具有完全責任能力，而應受刑法的處罰。

如果因為生理或心理的問題，使得行為人辨識行為違法的「辨識能力」，或基於該辨識而行為的「控制能

力」完全喪失時，這時候行為人就欠缺了行為或罪責能力。此處涉及兩方面的判定：一個是生理方面由精

神醫學判斷行為人在行為時因生理原因造成精神障礙或大腦缺陷而導致的行動。需要由專業醫師來判斷行

為人是否有相關的精神障礙。另一方面是由心理部份，因前述生理因素讓行為人在行動當下因為前述原因

造成不能辨識行為本身已經違法，以及欠缺辨識行為的能力。或著導致辨識跟控制能力降低或有所缺陷的

情況。 
(二)目前並無強烈證據證明精神疾病或症狀與特定暴力行為有顯著關係。然而，在某些具有特定精神疾病的人

身上，的確可以發現暴力行為與特定症狀有關，就他們自身的「暴力史」（biography of violence）來說，

這些病症確實與他們的暴力行為相關。以下舉幾個與犯罪行為有較高風險的心理疾患為例： 
1. 比如思覺失調症者暴力行為的風險較高，但風險之所以提高，大多間接與藥物濫用相關。同時情緒失

調、認知扭曲以及妄想相關的症狀也可能提高犯罪的風險。 
2. 物質濫用與依賴，在所有精神疾病中，有藥物及酒精濫用情形者與犯罪及暴力最為相關。與暴力行為有

高風險的症狀包含：戒斷症狀、妄想症、長期使用藥物、酒精所致之神經性精神病作用以及與醉態相關

之脫序行為。 
3. 人格違常在重犯罪中以B型人格違常(反社會、邊緣性精神疾病、自戀)最大宗。 
4.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雖與暴力行為間無明顯關係。但是對經歷戰爭的退伍老兵的研究顯示，

PTSD的個案因情緒焦慮、高度的警覺、衝動易怒、疏離社會以及濫用藥物的情況都可能提高暴力犯罪

的風險。 

 

四、樂齡生活是老年化社會的重要議題。在大腦無可避免會漸漸老化的前提下，請說明如何讓我們

的大腦維持活躍，能「活到老學到老」？（25分） 

試題評析 
老化對於大腦的影響最明顯的就是認知、記憶功能的退化。本題作答時可扣緊「如何改善認知與

記憶能力」這一方向去撰寫。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第五章頁12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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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前言 

認知功能當中有部份能力會隨著年齡增加而退化，在認知功能當中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與處理速度均會下

降。與其對應的生理證據就是前額葉與海馬迴的體積會隨年齡增加而萎縮。因此在活化大腦的方法上，主

要就是針對這兩個部位給予訊練與刺激。從而達到延緩老化的目標。 
(二)鷹架理論 

大腦保護自己退化的方式，稱為「神經補償」，根據鷹架理論（The scaffolding theory of aging and cognition, 
STAC），高齡者可以透過補償性的神經活動來維持特定的認知功能，亦即會產生額外的腦神經迴路系統

來支援。由於神經組織的體積會收縮、白質減少、澱粉蛋白沈積，連帶的腦神經活動功能下降。因此大腦

發展出「補償」的方法來回應這些退化的生理變化。而認知訓練可能就是提供了大腦發展更多這種「補償

性的鷹架」。 
(三)方法： 

1. 刺激海馬迴：鍛鍊並活化海馬迴，可以增加腦部的血液供給，讓海馬迴的運作更活化。建議持續性地進

行適量有氧運動，成功大學醫學院生理所的研究團隊（2009）證實，慢跑、游泳、騎單車、有氧舞蹈等

有氧運動，可促進腦部海馬迴的運作。 
2. 早年經驗：早年有持續音樂訓練的人，其與決策、語言表達有關的前額葉，萎縮速度減緩很多。另外，

較高受教育程度、擁有流暢口語表達能力的高齡者，在處理環境中衝突的情緒訊息時，其左腦中額迴活

化較高，而且額中迴活化程度的高低，因此可以預測中老年族群精神憂鬱的嚴重程度（Huang et al, 
2019）。這項研究支持了「認知儲備」的假設：依據年輕時的學習經驗，大腦早期的可塑性提供了生物

老化過程中的神經保護機制（C.M. Huang & H.W. Huang, 2019）。 
3. 學習新技能：2017年有一份研究老年人額葉體積減緩縮小速度的報告，在為期一年的休閒活動練習後，

運動協調加上音樂伴奏組的老人，比起兩者都沒有活動的老人，大腦老化萎縮的速率確有減緩。2013年
也有一份研究訓練老人玩多重任務的電動遊戲訓練，並觀察他們的腦電波，發現在六個月的訓練之後，

老年大腦額葉區域的腦波活動訊號有顯著提升，提供了遊戲訓練對認知老化保護效果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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