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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概要》 
一、試分別說明「雙色色盲」和「全色盲」的視覺缺陷現象為何？（10分）色盲的缺陷與性別有

關，試說明是男性或女性色盲患者較多？其原因為何？（15分） 

試題評析 

本次命題取向分別為生理、發展、健康、學習等領域。 
第一題：關於色盲產生的生理機制主要關鍵在於桿狀細胞與錐狀細胞的功能，而性別差異的基因

解釋較可能被同學所忽略。 
第二題：聚焦在青少年的認知發展議題，同學通常對於Piaget的理論較為熟悉，訊息處理觀點則必

須從認知心理學層面加以理解與說明。 
第三題：涉及Gross情緒調節的過程與策略理論，此為近年考古題首次出現，是年代較新的情緒理

論，許多心理學教科書仍未置入，需要同學額外補充知識才能精準答題。 
第四題：二級制約屬行為學習論的經典考題，是本次命題中最容易得分的題目。 
整體而言，本次命題方式雖然中規中矩，沒有要求同學延伸思考，但古典考題不多，同學容易感

到艱澀困難，可能會降低整體平均得數。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十一章，張宏偉編撰，頁41~42。 

 

答： 
(一)「雙色色盲」和「全色盲」的視覺缺陷現象 

色盲是一種遺傳性疾病，人類的視網膜上有兩種感光細胞，分別是桿狀細胞與錐狀細胞，其中桿狀細胞數

量較多，且對光線也比較敏感，但卻不能感知顏色。而錐狀細胞數量雖較少，卻是視網膜感知顏色的重要

細胞。錐狀細胞可以再細分為感應紅光、綠光及藍光三種。 

「全色盲」是指眼球中椎狀細胞缺少，或無作用，僅能依靠眼球中桿狀細胞來感受視覺影像光線的強弱。

其視覺所見的景像只有灰階的色階分佈（患者所看景象就像一部黑白電視），眼睛對於亮度非常敏感，在

白天的室外需戴上深色的太陽眼鏡保護眼睛。 

「雙色色盲」是指三種錐狀細胞有其中一種缺失或喪失功能，主要型態為紅綠色盲與藍黃色盲。紅綠色盲

患者難以辨認紅、綠色調，嚴重者其眼裡所見的綠色只會隨深淺產生灰階變化，且紅綠色盲患者亦無法分

辨出紅色與黃、橘色的差別。患有藍黃色盲的人則是難以辨認藍色和黃色。 

(二)色盲缺陷與性別的關聯 

色盲為隱性性聯遺傳疾病，色素基因位於X染色體上，由於男性的第23對染色體為XY，當得到一個帶有突

變色素基因的X染色體時便會發病，因此男性患有色盲的機率較女性高。女性的第23對染色體為XX，得同

時得到兩個帶有突變色素基因的X染色體才會發病，若只有得到一個攜帶突變色素基因的X染色體，可能產

生色弱的情形，因為每個細胞內所活化的X染色體並非特定，當多數感光細胞活化的為正常的X染色體時，

則其病徵不明顯。 

 

參考資料 科學Online–科技部高瞻自然科學教學資源平台。 

 

二、請說明青少年的訊息處理能力的主要發展現象。（25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六章，張宏偉編撰，頁50~51。 

 
答： 
訊息處理觀點是探討青少年在接收、儲存、記憶、思考、取用與策略使用訊息時所發生的各個步驟、動作與運

思，此能力會隨著年齡而發生成長與改變。以下列舉四項青少年的訊息處理能力的主要發展現象： 

(一)訊息的「儲存容量」 

感官登錄器所接收的資訊量會隨著年齡成長而增加，能以正確的次序回想起曾快速呈現且彼此無關聯之項

目（例如：數字）的數量，此種記憶廣度也會提升，青少年的意元集組可達7±2，相較兒童期有更龐大的知

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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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訊息的「處理速度與策略」 

隨著青少年腦中神經元髓鞘化的增加，訊息編碼能力增強，訊息處理的速度會加快，更容易進行自動化處

理，且用於記憶和問題解決等任務的策略也越來越多。策略是指用以協助任務表現之謹慎執行、目標導向

的運思，青少年不再依賴具體、現實之事物作思考，可抽象思考作事之步驟，並將這些步驟加以實現。 

(三)訊息的「選擇性注意」 

選擇注意是指僅集中在與任務有關的刺激，不會被環境中其他「雜音」干擾的能力。青少年不僅注意力分

配能力更強，能長時間專注在一件事情上，並且能夠同時留意到刺激物的幾個面向，將之整合為新經驗。 

(四)訊息的「後設認知能力」 

青少年開始表現後設認知技巧，即有能力思考認知、覺察知識，對認知加以了解與認識，且能反省、思考

自己之情感與思想等。如此使青少年掌握邏輯之分析方法、訂定規則、解析規則，以及利用更抽象之高層

思維方式做觀念間的比較和對照。 

 

三、請說明「前因焦點」和「反應焦點」兩類情緒調節策略的特性。（25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八章，張宏偉編撰，頁31。 

 
答： 
Gross提出了情緒調節的過程與策略理論，認為情緒調節是「個體對他們擁有哪些情緒，什麼時候擁有以及怎樣

體驗和表達這些情緒而主動施加影響的過程」。在Gross的情緒調節模型中，依據情緒調節發生在情緒反應產生

之前或情緒反應產生之後，將情緒調節分別前因焦點與反應焦點兩大類： 

(一)前因焦點 

發生在情緒反應產生之前，個體能調節影響情緒的因素，包括選擇情境、修正情境、注意分配與認知改變

等四類。選擇情境是指個體趨近或避開某些人、事件與場合以調節情緒；修正情境是指應對問題或對情緒

事件進行初步的控制，努力改變情境，例如：當個體因剛到一個陌生環境感到緊張焦慮時，會努力藉由找

熟人、朋友，儘快熟悉周邊環境等方式來改變情境；注意分配是關注於情境中的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話題或

任務，使注意力離開原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話題或任務；認知改變是選擇對情緒事件意義的可能解釋，將

對方的言行解釋為非故意或非惡意的，則會避免產生負面情緒。 

(二)反應焦點 

發生在情緒已經形成、情緒反應啟動之後，個體藉由「反應調整」對情緒反應趨勢如心理體驗、行為表

達、生理反應施加影響，降低情緒反應的行為表達。例如：一位服務生經常需要隱藏自己的真實感受，對

於討厭的顧客強顏歡笑；或是有些人會使用藥物（抗焦慮劑）、酒精、抽煙來影響情緒的生理反應。當個

體經常或習慣性使用這些方法進行情緒調節時，會隨之帶來許多身心層面的負面影響，並且長期依賴這些

方式來調節情緒會降低自身情緒智力水準的提升。 

 

參考資料 《情緒調節手冊》，Gross著，2011。 

 

四、請說明何謂「二級制約」？（15分）請舉二例說明之。（10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三章，張宏偉編撰，頁54-55。 

 
答： 
二級制約作用（或高層次制約）是指在原先形成的制約反應中所採用的制約刺激亦可充當非制約刺激之用，與

另一制約刺激聯結，形成新的制約反應。 

(一)例如：在Pavlov實驗的第一階段中，讓鈴聲（CS1）和食物配對（UCS），當狗對鈴聲（CS1）產生制約反

應後便開始實驗的下個階段，讓「鈴聲」（CS1）伴隨「紅燈光」（CS2）重複出現。經過一段時間的配

對，紅燈光（CS2）也可以單獨地引發唾液分泌。研究發現，在「紅燈光」（CS2）成功地建立制約反應

後，我們甚至可以讓它再對第三個刺激引發唾液分泌的現象。例如：讓「燈光」（CS2）伴隨摸狗的頭

（CS3）重複出現，一段時間後，「觸摸」也會引發制約反應。 

(二)「學校恐懼症」是指對學校或教室有強烈的恐懼感，拒絕去學校，如果強制上學則多哭鬧、臉色蒼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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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發抖、掙扎逃離，嚴重者體會噁心嘔吐、頭痛、腹痛腹瀉、聲音嘶啞、抽搐、暈厥等，若父母同意其留

在家中後消失。若以學校恐懼症為例，學生一開始可能是經驗到遭受教師（CS1）的懲罰（UCS）或同學

（CS1）的霸凌（UCS）後，產生了制約嫌惡反應（恐懼、不上學）。而教師與同學一般而言都會在學校情

境（CS2）中出現，經過一段時間的配對，學校也可以單獨引發制約嫌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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