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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 
一、大腦結構大致可分為前腦、中腦、後腦三個部分，請說明三個部分的主要功能。（25分） 

試題評析 前中後腦底下各自有不同的腦組織與功能，本題在作答上分三段再各別簡要說明各組織之功能以

及前中後三部分腦區這些功能的共同性。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16-17。 

 

答： 
(一)前腦：包含大腦皮質、視丘與下視丘、邊緣系統與基底神經核。 

1.皮質部分包含白質與灰質兩大層。新皮質區可分為四個部分：額葉、顳葉、頂葉與枕葉。 

2.視丘與下視丘：視丘主要是除嗅覺以外的感覺輸入與整合的功能，下視丘則與控制生理恆定的生理動機

有關。 

3.邊緣系統：主要有與嗅覺和情緒有關的杏仁核、學習與記憶有關的海馬迴、情緒與注意相關的扣帶迴。 

4.基底神經核：與運動控制有關。 

(二)中腦：主要包含網狀系統、四疊體、頂蓋區與黑質體。 

1.四疊體分為上丘與下丘，分別與視覺與聽覺有關的功能。 

2.頂蓋區與黑質體則是與運動控制功能有關。 

3.網狀系統：與睡眠、清醒狀態有關，以及溫度與運動調節。 

(三)後腦：包含小腦與橋腦 

1.小腦：運動與認知功能的控制及腦內神經訊息的協調有關。 

2.橋腦：含有重要的運動控制與感覺神經核。 

 

二、何謂學習遷移？請說明學習遷移理論中的共同元素理論、類化理論、形式訓練學說，以及認知

結構理論。（25分） 

試題評析 
學習遷移是學習過程中的重要現象。而解釋遷移現象的觀點可以分為早期的形式訓練說、共同元

素論、類化理論以及關係轉換理論。近代的觀點則有認知結構遷移與產生式遷移兩種主要觀點。 
在作答上先回答遷移的定義與類型，再就不同理論分點說明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黃以迦編撰，頁109。 
 

答： 
(一)學習遷移：當個體學習到某種行為、反應或解決辦法時，會加以利用在日後的事物，這樣的行為便是所謂

的「學習遷移」。而遷移又可分為正向遷移與負向遷移。 

1.正向遷移：是指其舊有的學習結果將有助於新事物學習的時間或減少其練習次數。正向遷移又有兩種形

式：水平遷移，指個體將所學的經驗推廣應用到其他類似且難度相同的情境上；垂直遷移，指個體將習

得的經驗在遇到新的情境時會加以重新組合，形成比舊經驗高一層次的學習。 

2.負向遷移：指舊有學習到的東西會抑制現在所要學習的事物。 

(二)學習遷移的理論： 

1.形式訓練學說：該學說由早期的官能心理學提出。所謂的官能即各種心理功能，而人的心智則是由這些

心理功能組成，不同的功能活動組合成為各種心理活動。而各種官能可以透過練習或訓練來增強能力。

官能心理學認為增進心理各種官能才是教學最重要的目標，學習的難度與價值才是重點，內容為何不重

要。但形式訓練缺乏實驗證據證明該理論想法。 

2.共同元素理論：主張二項學習之所以會有學習遷移的現象，主要是因為這二個學習情境中含有程序、內

容、方式或學習態度、習慣等共同或共通「元素」，當其相同的元素越多，學習遷移的效應越明顯。

Thorndike以大學生為受試者，先訓練大學生對平行四邊形的面積進行估計，然後對他們進行兩種測驗。

結果表明，被試者對矩形面積的判斷成績提高了，但對三角形、圓形和不規則圖形的判斷成績並沒有提

高。表示學習遷移確實會在學習之間有共同元素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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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類化理論：由Judd於1908年提出，認為在初期學習中所獲得的東西，能遷移到後期學習的原因是在初期學

習中所獲得的一般原理。這種一般原理可以部分或全部運用於初期與後期學習之中，根據這一理論，兩

個學習活動之間存在的相似成分，是產生遷移的必要前提，是學習者在兩種活動中類化或概括出它們之

間的相似原理。換句話說，學習遷移的發生是起因於原理原則的「類化」，就學習情境中所習得的原理

原則在新學習情境中使反應類化，形成遷移。 

4.認知結構理論：由Bruner及Ausubel提出。認為學習是類別及其編碼系統的形成。遷移就是把習得的編碼系

統用於新的事例。正遷移就是把適當的編碼系統套用於新的事例；負遷移則是把習得的編碼系統錯誤地

用於新事例。認知結構遷移理論指出，學生學習新知識時，認知結構可利用性高、可辨別性大、穩定性

強，就能促進對新知識學習的遷移。 

【參考書目】 

〈中等教育職前教師批判思考教學能力學習遷移效果之探討與高中生批判思考能力之實驗研究〉，2007，PhD 

Thesis，頁40。 

 

三、嬰兒在出生後第一年就能傾聽並對語言有所反應，甚至在入學前就觸雙語環境。小孩需要雙語

教育嗎？雙語教育的重點是什麼？試申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雙語教育是台灣這幾年的教育政策重點。本題偏向教育心理學的領域，在答題上應扣緊教學方式

對兒童的認知發展與影響。作答上首先應說明雙語教育的目的、對學習的影響以及雙語教育之重

點分點論述說明。 
 

答： 
(一)雙語教育之目的： 

參考教育部公告之內容：「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強調國民中小學英語課程旨在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

英語文的能力與習慣，英語學習也應隨著全球化時代，走出教室與課本的框架，讓英語學習不再只是課堂

上的語言，而是能夠從生活中學習語言，並且能夠運用到生活裡，更能不斷隨著生活經驗的擴展去認識更

廣闊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學會尊重與欣賞不同的文化與民族，提升國際參與的能力並培養國際觀。」 

(二)雙語教育對學習之影響： 

加拿大語言學家Jim Cummins就其雙語教育之研究結果，提出「發展交互依賴理論」，主張第二語言的學習

乃依賴於第一語言的發展；他又提出「臨界點理論」，建議兒童必須獲得原生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平衡發

展，才能有益於兩種語言的精進；他並宣導「共同精通模式」概念，來解釋第一語言習得的概念轉移到第

二語言的歷程，說明由第一語言習得的讀寫能力會促進第二語言在讀寫能力的獲得。 

(三)雙語教育之重點： 

雙語教育的落實應以學校為考量，著重學校整體雙語環境建構，學生進入校園後即為國語、英語雙語環

境。因此，除雙語授課教師外，校長、行政與其他教師等也應成為雙語使用者，讓學生在學校體驗雙語溝

通的環境。 

林子斌(2021)提出的「台灣雙語教育沃土(FERTILE)模式」建議台灣的雙語教育應注意以下幾點： 

1.雙語教育推動需有彈性（Flexibility） 

2.雙語推動必須以環境建置為主（Environment） 

3.學校內的「角色典範（Role modeling）」效應 

4.給予雙語教育的推動有充分之時間（Time） 

5.課室教學的原則（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6.雙語教學時對學生學習之關照（Learning needs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7.雙語需要所有人的投入（Engaging stakeholders） 

【參考書目】 

林子斌(2021)，〈建構臺灣[沃土]雙語模式：中等教育階段的現狀與未來發展〉，《中等教育》，72(1)，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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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組織領導或班級經營方面，你會如何融入人本主義及行為主義概念，讓組織或班級的運作是

順暢的？（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亦是教育心理學的內容，作答上應先分別說明行為主義與人本主義在班級經營的策略核心，

再說明如何融合兩者並應用在班級經營。 
 

答： 
(一)行為主義的班級經營： 

1.目的：探討教師如何使用增強原則和程序，來教導與經營他們的學生在教室裡的學習活動。 

2.假定：學生是空白板，沒有意志。且人是刺激的反應者，藉由環境來滿足需求。因此學生正確的行為需

要藉由老師的指導、安排與經營才能學會自我開展。班級的紀律需要被正確的經營。 

3.策略： 

(1)行為的塑造：包括特別規則的澄清、忽視不一致的行為、稱讚遵守規則的學生。 

(2)提供增強：當學生表現出正確行為，應立即受到獎賞，妥善利用各種增強刺激物。 

(3)利用漸近原則：對於學習的事物和行為，以漸進的方式，給予增強幫助學生學習進步。 

(4)交替使用連續增強與部分增強，維持學生的努力。妥善少用各種處罰措施，代之以各種增強原則。 

(二)人本主義的班級經營： 

人本心理學是以人為本的心理學，研究的重點在於人類獨特的內在經驗和與生活及生命有關的各式重要主

題，如人的價值、生命意義、情意教育、自我覺察、自我觀念、創造力、愛、知覺、動機興趣、自由責任

及自我實現等主題。其主要目標在於幫助個體發現自我價值與潛能，進而接納自我限制，促進個人身心健

康發展，達到自我實現及造福社會的理想。(張美華、簡瑞良，2009） 

(三)將行為主義與人本主義融入班級經營： 

人本主義取向強調師生之間真誠、尊重及信任的態度，相信每個學生都有的故事，都有能力追求成長；而

行為主義取向較傾向於以學習的原理原則來控制學生的外顯行為，常用的技巧以行為改變技術為主。 

【參考書目】 

1.張美華、簡瑞良（2009），《人本心理學在融合教育班級經營的運用》．特殊教育叢書9801，頁55-70。 

2.廖鳳池、王文秀、田秀蘭（1998），《兒童輔導原理》，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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