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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 
一、 人類的情緒包含著認知評估、生理反應、表情反應、行為衝動及主觀經驗等多種成分。請問

何謂認知評估(cognitive appraisal)？當個體對刺激進行何種認知評估時，將會引發正向或負

向的情緒經驗？又個體如何經由認知再評估(cognitive reappraisal)來轉換情緒，進行情緒調

節？(25 分) 

試題評析 

Lazarus的情緒認知評估歷程觀點是本題出題的理論基礎。本題難點在於說明認知對引起反應的

刺激之評估如何產生情緒經驗，以及透過認知再評估以調節情緒。可以寫的有Salovey的情緒智

力中的認知調節策略，或是由Gross提出來的情緒調節理論當中的再評估策略。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第三章生理心理學-情緒，黃以迦編撰，頁60。 

答： 
認知評估（cognitive appraisal）指的是個體對於外界刺激的主觀評估或解釋。這是指一個人如何評價、理解

或解釋所面對的情境或事件，從而影響其情緒反應。 

當個體對刺激進行認知評估時，評估的內容可以引發正向或負向的情緒經驗。例如：當一個人認為某個情

境具有挑戰性而且自己有能力應對時，可能產生積極的情緒，如興奮或自信；相反，若該情境被評估為威

脅性且自己無法應對時，可能引發負面情緒，如恐懼或焦慮。 

在情緒調節方面，認知再評估（cognitive reappraisal）是一種策略，個體可以透過改變對情境的認知評估來

調節情緒反應。這意味著重新評估或重新解釋情境的意義，從而改變自己對情況的理解，進而影響情緒反

應。例如：將一個看似威脅性的情境轉化為一個成長的機會，透過改變對情境的評估，可能使個體感受到

更積極的情緒。 

因此，認知評估和認知再評估會對情緒產生重要影響。透過認知再評估，個體可以努力改變對情境的看

法，從而影響其情緒體驗，使其更適應、更健康地應對各種情況。 

二、 一個人往往會推論他人或自己行為背後的原因，這就是所謂的歸因(attribution)歷程。請問 

人類在對他人或自己的行為進行歸因時，經常出現的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為何？又如何避免此謬誤的發生？(25 分) 

試題評析 

基本歸因謬誤是Ross於1977年提出來的社會心理歸因理論，也是考試不時可見的考點之一。由

於基本歸因謬誤的關鍵在於我們對他人的行為，會傾向由他人的人格特質或性格去解釋。因此

在避免發生的方法上可從訊息來源的多樣性去論述。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第六章社會心理學-歸因，黃以迦編撰，頁156～158。 

答： 
(一)基本歸因謬誤的概念是由社會心理學家Lee Ross於1977年提出的。他在他的研究中強調了人們在解釋他

人行為時，傾向於過度強調個人特質或性格，而忽略了外部情境因素的影響。Ross等人的研究在社會心

理學領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成為了該領域中關於人們對他人行為歸因方式的重要概念之一。

(二)要避免基本歸因謬誤的發生，可以考慮以下方法： 

1.注意情境因素：在評估他人行為時，努力意識到外部環境可能對其行為產生影響。考慮可能存在的情

境因素，如：壓力、時間限制、個人處境等。

2.多角度思考：考慮不同的解釋或假設，而不是僅僅將行為歸因於個人特質。思考其他可能的因素對行

為的影響。

3.意識到自身偏見：了解到基本歸因謬誤是一種常見的心理偏見，意識到自己的評估可能會受到這種偏

見的影響。

4.更多信息收集：嘗試獲取更多有關情境和背景的信息，以更全面地理解他人的行為。

這些方法並非能完全消除基本歸因謬誤，但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客觀地評估他人的行為，避免過分

偏重於個人特質而忽略了外部因素。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2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2 

三、近來常於報章雜誌中看到關於幸福感的報導，如：國民幸福指數等，而提升全體人民幸福感

也成為教育及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標之一。關於幸福感有很多不同的定義，其中塞利格曼

(Seligman)提出的「積極富能(Flourish)」概念，將積極富能視為整體性、結構化的幸福感黃

金標準。請問依「積極富能」的觀點，擁有那五個向度特徵的人才是最積極富能的幸福者？ 

(25 分) 

試題評析 
Seligman提出來的PERMA理論即是本題所要考的五個向度特徵。本題只須依序說明這五個特徵

的內容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第七章人格心理學-正向心理，黃以迦編撰，頁201。 

 

答： 
塞利格曼提出的「積極富能（Flourish）」概念是關於整體性幸福感的理念，他認為幸福感不僅僅是由於單

一的幸福感受（如：快樂、滿足等），而是由多個向度特徵組成的。 

根據「積極富能」的觀點，最積極富能的幸福者擁有以下五個向度特徵： 

(一)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s） 

這指的是感受到快樂、喜悅、愉悅等積極正向的情緒狀態。這些情緒可以讓我們充滿能量，且根據

Fredrickson的擴大建立理論，正向情情緒可以讓我們擴大認知資源，且建立更多可用資源。一些透過他

的理論以及實驗確認有此作用的情緒包含「快樂」、「興趣」、「滿足」、「驕傲」以及「愛」。 

另外，「樂觀」這種特質也在這個元素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Reivich的研究，樂觀可以讓人更具

有復原力，而且對於憂鬱症也更有抵抗力。 

(二)全心投入（Engagement）： 

指的是在活動或任務中全心投入，感受到沉浸在活動中的狀態，讓時間似乎停止流逝。根據 

Csikszentmihalyi的研究，他將這種全心投入的狀態稱為「心流」(flow)，在這種狀態下，我們會失去時

間與空間感，眼前只有當下的任務。Csikszentmihalyi發現只有當我們的技能程度高且任務難度也高時，

我們才會達到「心流」的狀態。相對的，若我們的能力與任務難度不配時，可能會導致無聊或是揠苗助

長。因此適度的選擇適合自己能力的任務，可以讓自己更享受當前的任務。 

(三)正向的人際關係（Relationships）： 

指的是良好的人際關係、支持和親密連結，這些對於個人的幸福感和滿足感都至關重要。許多研究都指

出，親朋好友間的支持可以讓人對生活更加滿意。一項追蹤人們超過好幾十年的縱貫研究中也發現，最

終使人感到快樂的，並不是擁有多少財富、名氣，而是與身邊的人有多深、多好的連結。一項值得注意

的點是，這些連結的重點在於關係的品質而非關係的數量。愈深的連結，會帶給我們愈多的滿足。 

(四)有意義的人生（Meaning）： 

意味著對於自己所做事情的目的和意義的認知，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和生活有所貢獻和意義。根據

Duckworth的研究，他將這種意義看作是生命的「目的」。這種目的大多都是「利他」的。也就是說，

我們人生最終的意義，回歸其本質，都會和幫助他人有關。 

(五)成就感（Accomplishment）： 

指的是達成目標、克服挑戰、取得成就所帶來的滿足感和自豪感。 

 

綜合以上五個向度特徵，塞利格曼認為最積極富能的幸福者，是那些在這些方面都有著較高程度表現的

人。這五個向度的平衡和發展對於整體幸福感和滿足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四、人格障礙的特微是長期適應不良的行為模式，導致人際及工作功能的障礙。比起其他心理疾

病，人格障礙的診斷較為困難。人格障礙中最典型的為「反社會人格」及「邊緣性人格」障

礙。請舉例說明這兩類障礙患者的主要特徵及表現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財廉每年至少會出現一題與臨床心理學當中的心理疾患有關的題目。本題並非要求說明診斷標

準，因此不難，只需要依照題目要求說明兩種人格疾患的內涵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一回，第九章異常心理學-人格疾患，黃以迦編撰，頁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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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反社會人格障礙」和「邊緣性人格障礙」是人格障礙中比較常見的兩種類型，它們有著不同的特徵和表

現： 

(一)反社會人格障礙： 

1.特徵：這類人格障礙的患者可能表現出對他人的漠視和不尊重，缺乏對他人感情的責任感或愧疚感。

他們可能對社會規範和法律漠視，常常表現出操縱、欺騙、不負責任、衝動和冷漠等行為特徵。 

2.表現：個體可能有著反社會行為的歷史，例如：違法、欺詐、缺乏對他人的同情心和憐憫之心，以及

對他人權利的侵犯。他們可能缺乏良好的長期關係，表現出對於道德準則的忽略和無視。 

(二)邊緣性人格障礙： 

1.特徵：邊緣性人格障礙的特徵包括對於自己和他人的持續不穩定的自我形象、情緒和人際關係。患者

可能過度害怕被遺棄，可能有極端的情緒波動，以及持續的不穩定情緒。 

2.表現：患者可能會表現出對於自我認知和目標的不穩定性，導致他們在關係中尋求極端的親密度，同

時又害怕被拒絕或遺棄。這種不穩定性可能導致他們採取極端的行為，例如：自我傷害或自殺威脅。 

這兩種人格障礙的患者表現出的特徵和行為差異很大，但都會對他們的人際和工作功能造成障礙。值得注

意的是，人格障礙的診斷通常須要經過專業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進行詳細評估，因為其診斷相對複雜，

且可能與其他心理疾病有重疊或類似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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