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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一、大學階段的青少年大概多介在18-22歲左右，試以Erikson（1963）和Arnett（2000）的觀

點，說明他們對處在這段年齡中的青少年，其發展的特徵各為何，並比較其異同。（25分） 

試題評析 

Arnett的理論是從Marcia的延伸自Erikson提出的自我認同延伸而來的青少年自我認同新理論。

與Erikson理論不同的時代因素但有其研究上的歷史脈絡。本題除列出各理論的發展特徵之外，

也需簡介Arnett研究的出發點。另有一點需注意，本題所問的年齡階段18~22歲之間的青少年在

Erikson的發展理論中其實含括了青少年期以及成年前期兩個階段。在論述上需注意這點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二回，黃以迦編撰，頁67~69。 

 

答： 
(一)Erikson的青少年發展（12~18歲）與成年前期發展（18~25歲） 

Erikson提出「全人生發展」，在青年期有自我認同任務與危機，順利完成任務解除危機可達成身份認

同，若認同失敗造成認同混淆。好的自我認同是指青年期個體在人格發展上臻至成熟的狀態：在心理上

能自主導向，在行為上能自我肯定。在青少年期中可自我統合者，可以把自己對自我現況、生理特徵、

社會期待、以往經驗、現實環境、未來希望等六個層面的覺知統而合之，形成一個完整及和諧的結構，

使個體對「我是誰？」與「我將走向何方？」的問題，不再感到迷失與徬徨。但若認同失敗，個體會沒

有自我連貫感（continuity）以及無法在生活中找到衡量自我價值的標準。 
在透過青少年期的自我認同過程中形成了內外在統一性的自我人格之後，才會往下一階段：成年早期發

展。這個時期主要的社會危機與發展目標是親密與孤獨的衝突。親密的能力代表良好的自我認同感，並

做好準備與他人融合。 
(二)Arnett的青少年發展（成年初顯期18~25歲） 

Arnett（2000）發現全球化經濟成長、帶動工業化國家以及後工業化國家的興起，引發大環境的改變，

包含：平均教育水準提高、結婚生子的年齡層延後等，使得人們在青少年期後，又經歷了「成年初顯

期」（Emerging Adulthood）的自我探索，才進入成年期的發展階段。「成年初顯期」指的是18-25歲的

青少年們。成年初顯期的主要特徵，包含：「認同探索」、「不穩定」、「自我關注」、「自我定位不

明確，介於青少年與成人之間」、與「充滿可能性」。 
(三)兩者之異同 

兩者相同處在於對於從青少年到成人之間有個過渡期，Erikson以成年前期稱之，Arnett則是成熟初顯期

稱之。同時兩者都提到在這個時期的個體擁有探索的機會並在這時期逐步建立自我與職業認同。 
差別之處在於Arnett認為現代工業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的影響，這時期的個體有著更長的探索期，以及延

緩進入成人期的現象。同時也延後進入婚姻。 

 

【參考書目】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 469. 

 

二、針對社會上仍存在的刻板印象、偏見或歧視狀況，若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試申論可以

用來對抗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的可行方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非常常出的社會心理考點。作答上可先回答此概念的內涵，再回答解決的方法。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二回，黃以迦編撰，頁29~30。 

 

答： 
(一)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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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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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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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決定了我們對與

人有關訊息的知覺、回憶與詮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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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毫無偏倚的方式加以處理我們所獲得的訊息。 
(二)產生原因 

包含印象形成的初始效應、推論與自我預言實現。通常個體所接受的第一訊息對整體印象有較大的衝擊

力，稱為「初始效應」（Primary Effect）。刻板印象也可以幫助我們進行推論，利用自己所知道的訊息

作更進一步的判斷，即運用刻板印象推論出未知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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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解決方法 

社會認同理論（Tajfel,1982）說明人的自我認同包含個人認同與源自所屬團體的社會認同，人們可以透

過自己的個人成就與團體連結得到自尊，即使我們沒有從團體直接獲得利益。我們可以透過社會認同理

論瞭解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這些現象，為何這樣容易發生。 
而(Allport 1954）認為可以透過接觸理論，讓不同團體透過增加接觸，降低團體間的刻板印象、偏見與

歧視，例如Aronson & Gonzalez（1988）的拼圖教室（jigsaw classroom）設定更高目標讓團體與團體一

起互動去追求該目標。 

 

三、個人中心治療的代表人物Rogers提及在諮商或治療關係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條件，至今仍影響

深遠。試闡述其所指之核心條件的意涵，並各試舉一例來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Rogers的個人中心治療與相關理論幾乎可說是每一年都能見到的大考點。本題不難，只需依照

題意回答並舉例即可。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諮商與輔導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21。 
2.《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二回，黃以迦編撰，頁140。 

 

答： 
治療的核心條件： 
Rogers(1957)提出治療改變發生的六個條件： 
1.兩人有心理上的接觸。 
例：在治療過程中的互動與交談。 

2.個案處於不真誠、易受傷害與焦慮的狀態中或稱不一致的狀態。 
例：個案因創傷或情緒問題而無法展露真實自我，也可能預設治療者的態度並展現出過去習得的有條件

關懷的反應。 
3.助人者在治療關係中是一位真誠或統整的人。 
例：助人者在治療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要持同樣的態度，並且可以適時的自我揭露讓個案更瞭解助人

者的立場與態度。 
4.治療者對當事人是無條件積極關注的。 
例：不對個案表露的行為反應給予評價，而是反映其事實。 

5.治療者對當事人的內在參考架構，有深層同理的瞭解，並能將這種經驗回饋給當事人或稱對個案的同理。 
例：給與明確的回饋並重述個案表達過的內容。同時可以適當的自我揭露類似的經驗。 

6.個案必需有經驗到對助人者的真誠一致、無條件積極尊重以及同理。 
例：助人者需要在每個治療階段與個案討論治療過程中帶來的感受、想法、情緒與行動。並給予積極的

協助。 

 

四、試從心理衛生服務中的三級預防概念，說明各級評估的主要目的為何，並以學校場域為例，

若各級評估內涵中加入測驗工具的使用，試各舉一測驗的運用來加以說明。（25分） 

試題評析 
類似的考題今年的諮商與矯正輔導當中也有考出。本題偏難，因須熟悉各級評估相對應的可使

用測驗工具。本題建議可以校園憂鬱與自殺傾向為例進行說明。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二回，黃以迦編撰，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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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健康心理學中的三級預防： 

1.第一級預防 
事先加以防範，例如可採取各種步驟以提供人們因應技巧，使他們較有韌性，或是改變環境中可能導

致焦慮或憂鬱的不當層面。 
2.第二級預防 
試圖降低心理疾患的持續期間和嚴重程度，此目標的達成是經由制定計畫，以便及早診斷與治療。 

3.第三級預防 
經由預防復發以降低心理疾患的長期衝擊，需要檢定出病症的原因，盡可能加以排除。 

(二)校園中的三級預防： 
1.初級預防：針對一般學生及適應困難學生進行一般輔導。 
2.二級預防：針對瀕臨偏差行為邊緣的學生進行較為專業的輔導諮商。 
3.三級預防：針對偏差行為及嚴重適應困難學生進行專業的矯治諮商及身心復健。 

(三)各級的測驗運用，以憂鬱與自殺傾向為例： 
1.推動校園生命教育、壓力調適及各種心理健康促進活動，如：正向思考、衝突管理、情緒管理及壓力

與危機管理。並以壓力指數量表、心理健康量表（又稱簡式健康量表BSRS-5）等測驗協助學生對負向

情緒的辨識。並培養學生的壓力調適與情緒管理技巧及問題解決能力，使學生在面對壓力時能因應自

如（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不致因受困、無助或無望而興起自殺的念頭與行動。 
2.每學期(含開學新生入學)定期進行問卷篩選，篩選「疑似憂鬱症」、「曾經有自殺企圖或已有自殺計

畫者」及「憂鬱性妄想或幻聽者」；比如以憂鬱量表以及健康史的調查篩選出高關懷對象。 
3.在此階段可使用貝克自殺意念量表、貝克無望感量表或自殺危機衡鑑表進行測量。包含評估自殺計劃

的細節、先前自殺的企圖、環境壓力、徵兆、支持資源、溝通方式、生活型態、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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