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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概要》
一、在接收的訊息不足時，人的大腦常常能自動填補訊息。請舉一個例子（視覺、語言、錯覺

等），來說明大腦自動填入不足訊息的現象，以及其重要性。（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在知覺與認知心理學當中的訊息辨識歷程。諸如視覺的錯覺效應、閱讀過程中的脈絡效

應等都可以做為答案的參考概念。另一個作答關鍵在於以上的現象都是受到過去經驗的影響，並

且對於適應環境有其重要的功能。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第四章頁93~95。 

答： 
(一)辨識 

知識是來自於過去的學習和經驗，它會影響到我們的知覺經驗形成。在辨識物體的時候，我們也需要知

識，才能比對知覺與記憶系統中的物體，最後才能辨識成功。這種因知識背景介入，所造成的影響，我們

稱為脈絡效應。字優效應（Reicher , 1969）也算是脈絡效應的一種。由知識介入與否的情況，可以將視覺

訊息的處理方式分成兩類：由上而下的歷程，是指知識經驗介入知覺的處理；另一種稱為由下而上的歷

程，是指個體先看刺激對知覺有何影響再去做反應，屬原始的感覺，因此較易影響個體對於知覺的認定。

(二)知覺組織律中的閉合性：

運用本身的經驗，主動補充或減少刺激間的關係，從而得知有意義或合乎邏輯的經驗。例如：錯覺輪廓為

對輪廓不明確的刺激情境賦予一種輪廓的知覺。

(三)重要性： 
知覺為個體以生理為基礎的感官，獲得環境中物體存在與否及特徵間的關係，然後對事物做出反應或解釋

的心智歷程。知覺會對感覺歷程接收到的外界刺激加以處理並成為有意義的訊息。而這種自動填補的現象

能透過過去經驗學習到的知覺表徵，幫助我們快速的對環境刺激加以分類判斷，讓我們能夠較快速的做出

反應與決策。這個功能的重要性在於能幫助我們更好的適應環境，並且在演化上也能幫助我們的祖先在原

始危險的環境中生存下來。 

二、態度（attitude）是什麼？包括那些向度？為何相對來說很難改變？（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度偏易，只需要依序列點回答態度的定義以及內涵，最後說明改變態度的方式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二回，黃以迦編撰，第六章頁5~9。 

答： 
(一)定義： 

態度是針對特定的人、事、物的偏好與反應，也就是指個體對他人、物體、情境或世界上任何方面包括抽

象理念與社會政策在內，所抱持的好惡來給予評價與反應。因此，社會心理學家認為態度是由認知、情感

與行為三種成分所組成的。

態度的成份包含：認知（複雜性）對人事物的意見、看法。情感（單純性）對人事物的情感反應。行為

（潛在性）對人事物表現出的行動。態度的決定：情感與認知的選擇。

(二)態度相對來說難以改變的關鍵在於，態度跟個體的自我認知有關。也就是說態度是個體自我人格組成的一

部份，也與自尊、個人信念、自我概念均有關聯。比如認知失調的現象即是當對事物的偏好(態度)受到既

成行為的影響，或是兩個信念彼此衝突時會出現的現象；另外如肯認偏誤，即是個體為維持對自我的信念

或價值而出現的認知偏差。綜上所述，態度難以改變的關鍵在於如果推翻原先的立場與態度時，可能會造

成個體對自我的評價下降，也就是降低自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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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DSM-5特別把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另列為一類心理疾病。請問：

(一)在DSM-4中，OCD是歸屬於那一類心理疾病？(二)現在為何另外劃分為一個類別？(三)主要行

為特徵和思想的特徵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考試中較不常出的異常心理學的範圍。在作答上其實相對簡單，只要依序回答內容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二回，黃以迦編撰，頁112~113。 

答： 
(一)在第四版中是屬於焦慮疾患，當大多數人在可輕鬆應付的情境中產生嚴重的焦慮的情況下才會被視為不正

常。焦慮症是以焦慮為主要症狀，或是當個體試圖控制特定的適應不良行為時會感受到焦慮。其主要的症

狀為個體的生理反應，如心跳加速、冒汗、呼吸急促及肌肉緊繃等情形，表示其病患每天生活在高壓力之

中，大部分的時間會感受到莫名的壓力，即使是輕微的壓力也會反應過度。

(二)因為這一群疾病不是只有焦慮症狀，還有更主要的是都跟強迫性思考、反覆的行為相關。新版診斷手冊將

DSM4當中衝動控制疾患的拔毛症與擬身體化疾患的身體臆型症歸納入這個群組，並且新增儲物症與摳皮

症的診斷。尤其儲物症原先是屬於強迫症的次分類當中，但是很多臨床與研究證據顯示，儲物症的治療與

預後都跟強迫症不同，它應該是一個獨立的疾病。

在DSM5中的註記病識感分好的、差的、無三等分，相對於DSM4只有差的病識感。表示新的診斷準則已經

將強迫症相關疾患，擴大容許可以沒有病識感。

(三)主要病徵：

1.出現強迫思考、強迫行為或兩有兼具：

(1)強迫思考定義如①及②：

①持續且反覆出現的一些想法、衝動或影像，在困擾的症狀干擾時，有些時個案的感受是侵入的、不

想要的；這會對大部份的個案造成明顯的焦慮或痛苦。

②個案企圖忽略或壓抑這樣的想法、衝動或影像，或試圖以一些其他的想法或行動來抵消

（neutralize）它們

(2)強迫行為定義如①及 ：

①重複的行為（例如：洗手、排序、檢查）或心智活動（例如：祈禱、計數、重複、默念），個案必

須回應強迫思考或根據某些必須嚴格遵守的規則來被迫地做出這些動作。

②這些行為或心智活動的目的是防止或減少焦慮或痛苦，或者預防發生一些可怕的事件或情況；但

是，這些行為或心智活動與其間望去抵銷或預防的現實狀況是不符合的，或顯然是過度的。

2.強迫思考或行為是費時的（例如：每天花超過1個小時的時間），或引起臨床上顯著苦惱或社交、職業或

其他重要領域功能減損。

3.強迫症狀無法歸因於某物質（例如：濫用的藥物、醫藥）或另一身體病況所產生的生理效應。

4.此困擾無法以另一精神疾病的症狀做更好的解釋。

四、請舉出三種可以增進記憶的技巧，並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在考關於認知心理學當中改善記憶的技巧部份，難度上較為容易。只需要分別列點說明內容

即可，不需要額外討論背後的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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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30。 

答：
(一)避免干擾因子

環境雜物、過敏原以及聲光等都可能是影響學習的環境因子，所以務必要保持學習環境的整潔、寧靜，否

則凌亂的桌面和吵雜的環境都會使人無法專心在眼前的學習，進而導致學習力及記憶下降。另外，建議於

記憶內容後直接去睡覺或休息，不要再從事其他活動，以減少吸收的訊息且干擾了先前記憶的內容。譬

如：於睡覺前的一至二個小時進行背誦，這樣可以因為直接就睡覺而不受外在因素干擾，自然有助記憶。

另一方面，對於記憶的內容屬性要予以區隔，相同屬性的記憶內容避免連續記憶，譬如：先背了國文之

後，又接著背英文和日文，因為部分研究顯示，性質相似的記憶內容可能會相互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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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度學習

過度學習（Overlearning）指的是個人透過不斷複誦與再練習而熟練，「過度學習」也是教育心理學專業術

語，一般會出現在新知認識的記住學習，和在不同刺激給予不同的反應學習歷程，使得逆轉學習更順暢，

進而更快速達到要求目標中。此由德國知名心理學家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所提出此，並在其

中的理論及實驗中印證，由於增加練習次數可以減少錯誤和遺忘，而且反覆的將需要記憶的訊息帶入長期

記憶區，進而達到強化學習的目的。也就是指說人們對所學習、記憶的內容達到了初步掌握的程度後，如

果再用原來所花時間的一半去鞏固強化，使學習程度達到150%，將會使記憶得到強化的效益。強化學習的

方式也可以是將所需要記憶的內容用錄音的方式記錄下來反覆播放聆聽，當聽的次數一旦變多了，也就更

能自然地記了下來。

(三)組織策略

要讓訊息成為長期記憶的一部分，關鍵在於意義連結，因此透過記憶的組織策略，將想記憶的訊息重新編

排、理解或組織來達到加強記憶的效果。此種泛稱輔助記憶的方法也能稱為記憶術，有達成快速形成記憶

或是加深記憶的功能。記憶術有很多類型，首重登錄時與個人經驗有意義的連結，或者發揮創意，以各種

組合以有意義的方式連結無關的訊息有助於記憶痕跡的增強。比如以下幾種方法：

1. 聯想法-利用影像聯想來記憶，如將剛認識的人，其面部特徵與一種動物或卡通人物等來記憶。

2. 掛勾記憶法-將特定影像與要記憶的事物形成連結，像掛勾與衣服的關係一樣。

3. 諧音法-將需要記憶的數字或事物，轉成諧音便於記憶的方法，常用來記憶英文單字或是一長串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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