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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
一、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現象是產生「不注意視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請問這是何

現象以及會有什麼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注意力中容易與改變盲現象混淆的概念。也是談及注意力一定會提到的現象。只需先回

答該現象的實驗、再進行說明其原理即可。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92。
2.《心理學X檔案專欄》，黃以迦編撰，「我沒看到房間裡的大猩猩」一文。

答：
(一) 實驗 

Neisser在1975年利用兩個穿著不同顏色球衣的運動員在傳球的影片重疊，並要求受試者只能注意重疊

影片的其中之一。然後要求受試者計算受注意的影片中的傳球次數。結果發現，大多數的受試者因為

專心在計算傳球次數而沒能發現影片當中有位撐傘的女人出現的畫面。

Neisser根據這個結果，認為受試者因為專注在重疊影片之一而無法同時注意兩者。當個體將注意力投

注在某些事物上，對於其它事物就會發生視而不見的情況，Neisser將其稱為不注意視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 
至1998年，由Arien Mack和Irvin Rock做了一系列的實驗，才替「不注意視盲」這個現象打下了紮實的

實驗證據的基礎。也因此「不注意視盲」的現象才又重回了心理學家的視野中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1999年，由Daniel Simon和Christopher Chabris延續Neisser的研究派典，進行了一系列的影像實驗，其中

最為知名的就是大家最常在教科書上看到的「看不見的大猩猩」。

(二) 解釋

目前對選擇性注意力的共識，普遍同意注意力是一種有限容量的資源。在此僅以Kahneman於《注意力

與努力（Attention and Effort）》一書中首先提出注意的容量模型（capacity modal）概念（Kahneman,
1973）來說明(當然還有其它理論可以幫助解釋不注意視盲的現象，不過我選擇較容易理解的理論來進

行解釋)。Kahneman認為注意力是分類和辨識刺激的有限認知資源。當個體面對越複雜的刺激時，就需

要越多的認知資源的參與。如果同時出現過多複雜刺激，認知資源很快便會被用盡。因此當有大量複

雜刺激出現時，個體就只能動用有限的認知資源處理部份較為重要的刺激。而其它部分的刺激則因為

分配資源不足而無法被處理或更進一步的辨識。另外，我們也可以綜合知覺處理歷程當中，由Gregory
等人提出來的Top-Down Processing(由上而下處理歷程)的理論一併說明為何我們會有視而不見的情況。

以Neisser的「不注意視盲」研究派典為例，當受試者被要求注意某部分特定的刺激(這裡是指影片中的

傳球次數)時，我們的大腦便啟動了由上而下的知覺處理歷程。我們會主動的調動注意力去處理被要求

注意的刺激(傳球次數)。而由上而下處理歷程的執行會受到「預期」的影響。所以當刺激如我們「預期」

般出現時，就會由主動的注意力資源進行處理。而「不在預期內」的刺激(比如：大猩猩或撐傘的女人)
出現時，自然就不會受到注意力的進一步處理。

二、有關記憶的實驗中，發現以「部分報告程序」和「全部報告程序」的實驗程序，所得有關圖

像記憶的理解廣度有所差異，說明差異為何？並解釋其原因。（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的是認知心理學在研究感覺記憶當中重要的研究派典。本題分段說明兩種實驗的程序，

再進行說明差異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125~126 

答：
(一) 全部報告法

全部報告法（ Whole Report Method ），由 Brigden(1933) 所提出，研究方式是利用速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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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histoscope），快速的呈現刺激矩陣（50ms），矩陣內的字是以隨機方式呈現，等刺激矩陣消失後，

再要求參與者依據自己在刺激矩陣所看到的字，口頭報告出相關內容，結果發現大多數的參與者，只

能回憶出4.5個字。 
(二) 部分報告法 

由Sperling（1960）所採用的研究方式，為了修正全部報告法的低估問題，研究過程的前半段與全部報

告法相同，等到參與者要口頭報告時，加入指示刺激（Tone cue，分成高、中、低音），每一個指示刺

激都對應需要報告的內容，例如：聽到低音，只需要報告最下面一列即可（I、O、U、Z），當然最後

參與者報告的結果需要乘上三倍，用以推估參與者的感覺記憶廣度，最後研究結果大約是9～12個項目，

但是如果指示刺激出現的時間延宕一秒後出現，則參與者僅能報告4～5個字。 
(三) 差異說明 

全部報告法的研究參與者在事後都會提及，在口頭報告自己所見的刺激時，都有邊報告邊忘記的問題，

就如同你嘗試數著池塘當中的水泡數量時，你會發現水泡破掉的速度快過你數的速度，實驗刺激能夠

存留在感覺記憶中的時間很短，但報告時每個字都需要花時間去講出來，所以參與者會來不及報告所

有記得的內容，而使施測者低估了參與者的能力 
 
三、試述全人生發展觀點中的選擇、補償與適當的三個歷程以及相互影響的關係。（25分） 

試題評析 
全人生發展(又稱畢生發展)是老年發展的重要理論。關於全人生發展最早且具體的理論是由

Erikson提出的社會心理發展。而後續由Baltes夫婦建構起完善的老年發展理論。本題偏難，因

此理論是發展心理學領域當中的老年發展議題，一般教科書較不常見。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二回，黃以迦編撰，頁68。 

 
答： 
Baltes與Baltes（1990）所提出。他們考量整體系統面及生態環境面提出了「選擇」（selection）、最適化

（optimization）與補償（compensation）」模式，簡稱SOC模式。該模式認為老化的成功與否在於心理適應

歷程的好壞。而當個體的資源不足以達成所有的目標時，個人會從中「選擇」特定目標，並將現有資源針

對這些目標作「最佳化」的利用。反之對於失去的功能則尋求其他方式來獲得「補償」，如尋求他人的幫

助或改變做事方式等。 
該模式所蘊含的三要素如下： 
(一) 選擇這個階段的重點在於「目標的設定」。隨著生活經驗的積累，不同的生命階段也會有不同的個人

目標。其中，目標設定可以分為主要與次要的選擇兩種。前者，是指當個人的能力與資源較多時，個

人可以依自己偏好選擇特定的目標；但當個人的能力與資源流失或不足時，個人也可以選擇其他替代

的目標。 
(二) 最適化：最適化則是指達成個人目標的方法。 
(三) 補償：補償是改變方式以完成個人目標。 
SOC模式反映出個體老化後的具體目標與行動方針。因為當個體發現他們無法用既有的方式達成目標時，

他們用尋找其他方式完成既定目標；但當個體發現自己已無法達成既有的目標時，他們則會退而求其次，

藉由尋找其他替代的目標與資源，滿足不同面向的自我。  

【參考書目】 

Baltes, P. B. and Baltes, M. M.(1990).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uccess- ful aging: The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p1-34 in Successful aging: perspectives from the behavioral science, edited by P. B 
《本土心理學研究》，2013 年 12 月，第 40 期，第 87～140 頁 DOI:10.6254/2013.40.87 

 
四、試述巴金森氏症神經元運作的相關機制。（25分） 

試題評析 巴金森氏症的神經相關機制主要在於基底神經核分泌多巴胺的傳遞路徑出現異常。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54。 

 
答： 
帕金森氏症患者的藍斑核及黑質會因神經元大量死亡而顯得較淡。微觀個案變化則可觀察到黑質的神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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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減少，並在殘餘細胞中存有路易氏體；同時，星狀細胞會伴隨著神經元一起死亡，微膠細胞則會活化

以清除細胞殘骸。其中路易氏體為帕金森氏症最具鑑別性的病理特徵。 
大腦基底核與外界聯繫的路徑大致依其投射位置可分為五條，分別為動作迴路、動眼迴路、聯合皮質迴路、

邊緣系統迴路和眼眶額葉皮質迴路。由於帕金森氏症會影響基底核上游訊息的傳遞，因此前述的所有迴路

都會受到波及，使得帕金森氏症患者會出現動作、注意力和學習上的障礙。 
目前該疾病對運動迴路的影響研究得最為透澈。 
基底核負責抑制運動系統，以避免其於不適當的時機活化。當大腦確定要做某個動作時，基底核會減少抑

制信號，使動作能順利執行。而多巴胺可以抑制來自基底核的抑制訊息，因此多巴胺濃度高時能促使運動

指令順利發生，多巴胺濃度低時運動指令就會受到基底核的抑制。帕金森氏症患者的中樞神經多巴胺濃度

較低，因而造成運動功能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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