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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一、試說明行為主義、人本主義、認知學派對學習動機的解釋，並提出教師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方

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度中上，需要熟悉行為、人本與認知取向的動機與人格理論。類似的題目在102年的教育行

政考題中出現過。

關於教師如何激發學習動機的方法，行為取向部分可以參考的理論有操作制約、社會學習；人本

取向則是搭配該主義對人本質的假定，以及馬斯洛的動機理論；認知取向部分則是以訊息處理模

式的認知歷程基本假定下對學習的歷程定義，激發動機的方式上則有Weiner的歸因理論。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71~73、頁155~156。 

答： 
(一)學習動機的解釋

1.行為主義：行為主義認為學習動機是受到外在因素（環境）控制，是透過學習歷程產生的。因此概念上

屬外在動機。透過刺激─反應─增強（強化）的模式，在教育心理學中動機的學習模式為需求─驅力─行
為。因此可以透過增強物的運用讓學生習得特定的反應。在教育上可以透過使用古典制約、操作制約的

各種強化方式、社會學習理論的觀察學習與模仿應用於教學中。行為主義特別強調環境決定行為，不重

視個體自由意志與內在歷程。

2.人本主義：認為動機是一種內在需求，個體會有成長發展與自我實現的傾向。學習應是內在自發的，

Maslow在其動機理論提到除了基本需求的五個種類之外，人類尚有認知的需求與美的需求。而後兩者在

階層上屬高階需求，因此產生學習動機的前提是其它較低階層的動機需先被滿足。同時人本主義也認為

應該提供學生一個自由探索的環境，讓學生能夠自主、自由的學習。

3.認知學派：認知學派反對行為主義的學習觀點，認為學習是一種刺激與反應之間的內在歷程。該歷程以

訊息處理模式對認知歷程的假定說明學習。

(1)學習是一種訊息處理的過程，包含編碼、儲存、提取與輸出。

(2)學習是目標取向的，對訊息的處理是主動建構、有系統的組織。

(3)學習是新舊經驗有意義的連結。

(4)學習有情境依賴效應，訊息在知識脈絡中才有意義。

(5)學習需要學習者的動機、自我監控、對學習策略與過程的後設認知等功能才能有效的進行。

(二)激發學習動機的方法

1.行為主義：可以透過獎勵的給予與剝奪。比如口頭的讚許、獎品、給予權利、加分、沒收福利的方式；

或透過懲罰如口頭訓斥、勞動服務等方式督促學生學習。透過外在誘因與動機的操弄來增進學習動機。

2.人本主義：透過提供有意義的教育環境、鼓勵探索的教室氛圍讓學生發展自尊心以及自由探索的動機。

老師也可透過主動無條件的正向關懷態度支持學生。同時透過教學內容的設計引起學生的好奇心，讓學

生為了滿足認知的需求而增進學習的內在動機。

3.認知學派：學生的成就動機應與自己的實際能力和水平相符合，教師應幫助學生訂定合理又可達到的學

習目標。如果成就動機標準過高，超出了學生的能力水準，他們可能就會由於受挫而失去追求成功的信

心，或產生逃避失敗的心理。根據Weiner的歸因理論，老師對學生學習行為的回饋及對學習動機也有很

大的影響。過去學習成功的經驗，以及教師回饋給學生無論正負向的反應，都會影響學生對自身學習動

機的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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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質濫用者經常使用的毒品藥物大致可分為那幾大類？對於藥物濫用者的治療，有那些增加治

療成功的因素？（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度中偏易，只需寫出心理藥物的分類與特性，以及增加治療成功的因子即可。在回答第二

點時可從藥物濫用的影響因素有哪些，並進一步說明其與治療的關係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71~73、頁104~105。 

 

答： 
(一)心理藥物的分類 

1.抑制劑 
一種抑制中樞神經系統的藥物，原作用在於減低生理反應。心理緊張及使人鬆弛，而其藥物包括：安眠

藥、速可眠或輕鎮靜劑，但最常使用的是酒精，有研究指出女性在懷孕時服用了酒精，將導致嬰兒出生

後智能不足，口足多重畸形，而發生此情形便稱為胎兒酒精性症候群（Fetal alcohol syndrome , FAS）。 
2.興奮劑 
主要促使大腦皮質激發意識清醒，是一種可以增進個體的敏感度及普遍激發的藥物，像是安非他命一種

強效興奮劑會立即增加個體的敏感度及降低疲勞和厭煩感，但若長期使用將導致類似思覺失調症的病

徵；古柯鹼（Cocaine）會增加服用者的精力與自信，重複使用後將使個體暴躁及痛苦。cocaine會引起感

覺神經元自發性的興奮作用。 
3.鴉片劑（麻醉作用） 
藉由抑制中樞系統而減緩身體上不舒適的感覺，而在解除痛苦的同時也可改變心情及降低焦慮，但其原

本的作用在於使個體進入睡眠狀態，並放鬆肌肉、控制其失控的行為以及解除焦慮跟止痛。而後卻被濫

用，尤其是海洛因會令人有安寧幸福的感覺且可降低焦慮，但易產生其成癮的情形，當個體將它注射至

靜脈時，使用量一次比一次重，因而產生了耐藥性及戒斷現象。常見的有鴉片、海洛因、瑪啡。 
4.迷幻劑 
改變知覺經驗的藥物，會改變使用者對於內外在的知覺感受，像是LSD為無色無嗅無味的物質，其劑量

極少時就可產生幻覺（視幻覺）是一種強效性藥物，且其藥性可長達數日。經過服用後一段期間，仍有

嚴重的『重現現象』，個體會感受到類似使用藥物時的錯覺或幻覺經驗，LSD會隨著用藥人的心情與環

境而有不同的危險，如果你心情好，綻放在你眼前的是千彩萬麗的影像，連牆壁上的斑駁都會笑；但若

心情不好，歷經苦難，眼前的景象會讓你難過的想自殺，或是跑到警察局去自首；PCP解離麻醉劑，會對

個體產生令人感到痛苦的麻痺作用，並使人處於微酣狀態的情況其使用者將無法觀察到本身因藥物引發

的狀態，且通常會失去這段記憶；大麻可產生高亢感受，但會損及認知與動作且有時會產生幻覺的心理

活動。 
(二)增加治療的成功因素 

1.藥物濫用的原因涉及藥物本身特性、社會因素、教育因素、家庭因素、同儕因素、以及個人因素。其中

個人因素包含人格特質、社會適應不良、情緒因素等原因。 
2.在治療中能夠增加治療成功的因素包含提供情緒訓練、認知技巧、家庭保護因子（包含調整家庭互動以

減輕壓力來源）、社會保護因子（包含在學校提供輔導與追蹤），藉由家訪、電話書信連繫及社會公益

團體合作予戒治者保護與輔導。以及提升個體的戒治動機。 
 
三、心理動力取向實務人員在進行人格衡鑑時，常用那兩種投射性人格測驗？請詳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度最低，最常使用的投射測驗分別是羅夏克墨漬測驗與主題統覺測驗兩種。作答上需回答

該測驗使用的投射技術類型為何，以及測驗內容與功能的理論依據。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186~187。 

 

答： 
(一)聯想技術 

1.提供模糊的刺激，要求受測者將看到刺激後，內心浮現的第一個想法和感受表達出來，像是羅夏克墨漬

測驗和字詞聯想測驗。1921年瑞士心理學家羅夏克（H. Rorschach）所發展，他用同一系列的十張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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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張卡片上展示著略為複雜的墨漬圖，並要求受試者反應出墨漬圖所帶給他們的特別印象，在解釋反應

方面，著重於反應或知覺形成的方式、反應原因及反應內容。 
2.而評分者的評分方法主要分為四種類型： 

(1)墨漬區位：反應是墨漬的全部或部分 
(2)決定因素：受試者反應的是墨漬的形狀、顏色、外向性、情緒化、結構……等差異。 
(3)反應內容：反應代表什麼。像是豬是貪吃的傾向、爆炸是強烈敵意。 
(4)從眾性：受測者反應與他人是否相同。 

除上述評分方式，施測者必須考量整體反應結果（分數剖面圖）進行解釋並形成假設，再根據受試者

作反應時的行為表現進行驗證，例如：經常要求指導反應的受試者可作反應時的行為表現進行驗證，

例如：經常要求指導反應的受試者可能被解釋成依賴性強，受試者緊張、問一些瑣碎問題且翻過去看

卡片的背面，則可能被解釋成依賴性強、多疑且有妄想症。 
(二)編造技術 

讓受測者看過圖片後或是施測者直接要求，編造出一些故事或創造一些東西，通常是故事或是圖畫，然後

根據試測者反應的內容進行分析，例如：主題統覺測驗或是逆境圖畫測驗。美國心理學家莫瑞（H. 
Murray）和摩根（C. Morgan）於1935年所發展出，共有31張卡片，圖片中有一個至二個人置身於某些重要

的生活情境，某些卡片只能給特定性別受測者施測，其測試的方式要求受試者針對圖片上的情境，編輯故

事，包含發生了什麼事、其中人物的想法與感受、導致此場景發生的原因，以及結果會如何，而這個故事

可能反映出受試者自己的問題（Murray, 1938）。測驗的背後隱含想法與心理動力觀點有關，(Murray 
1938）認為TAT可以用來發現潛意識與被抑制的傾向。他假定受試者並不知道他們在談論自己，因而疏於

防衛，並藉由這些訊息可使心理學家找出個體潛意識中的主題結構。 

 
四、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每小題5分，共25分） 

(一)馬斯洛的自我實現（Maslow：Self actualization） 

(二)阿德勒的社會興趣（Adler：Social interest） 

(三)卡巴金的正念（Kabat-Zinn：Mindfulness） 

(四)巴伯的我／汝關係（Buber：I/Thou） 

(五)貝克的負面認知三元素（Beck：Negative cognitive triad） 

試題評析 
本題除去巴伯的我/汝關係是教育心理學的概念之外，其它概念在課堂上均有說明。同學只需參考

講義或教科書中的內容回答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191、頁188、頁199。 

 

答： 
(一)自我實現：Maslow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認為個體是由基本的生物需求提升至更複雜的心理動機，而當基

本需求被滿足後，心理動機才會顯得重要。並提出了高峰經驗，其特徵為快樂與滿足，但只是一種短暫且

非刻意或非自我的完美與目標達成狀態。 
(二)社會興趣：個體與其他人合作以達成個人與社會目標的內在潛能，稱為社會興趣。Adler認為決定早期社會

興趣發展，及人格面向的對象就是母親。母子連結是如此親密並影響深遠，以致於我們很難說明我們有什

麼特徵真正由遺傳而來，因為每個可能由遺傳而來的傾向都受過母親的改造、訓練與教育而被改變，因此

母親缺乏技巧將會影響所有孩子的潛能。母親需要教導孩子合作、友誼與勇氣；因為孩子感受到與他人有

親密關係，他們才有勇氣行動，並因應生活要求。假若他們帶有懷疑或敵意，則將會以相同態度來度過一

生。不具有社會興趣的人，將變成神經質，甚至是罪犯。 
(三)正念：卡巴金本人對正念的操作型定義是「有意識且不帶評判的，保持當下留心的覺察」。在此定義下的

正念是「平靜、不評價、時時刻刻持續的，針對身體感覺、感知、情意狀態、想法和想像的一種覺察」。 
(四)我/汝關係：巴伯認為「吾－它」（我－它）、「吾－汝」（我－你）是人與世界溝通的二種方式，兩者共

同建構了人性的存在。巴伯擴大這種對話關係，主張教育的基礎主要建立在師生之間的對話關係，因此強

調「吾－汝」之間的真誠對話原則，希望師生雙方都能秉持「吾－汝」（而非我－它）之間的原則，相互

尊重、互信互愛，此原則不僅提醒教師不要因為自視為知識的權威、專業的代表，而將學生當作學習的機

器；同時也提醒學生要尊師重道，不要抱持以金錢換取知識的心態，而將老師視為知識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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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負面認知三元素：貝克（Aaron Beck）提出了認知三角，為個體對自己、當前經驗及未來採負面思考方

式。抑鬱者深信自己是無價值與無能的，且對於未來感到絕望相信自己無能為力，未從想要改進現況。依

貝克的看法，抑鬱者在思考方面有系統化的謬誤而導致他們曲解現實，以致於形成對自己的負面信念。 
 
【參考書目】教育百科：「吾－汝原則」，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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