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高點‧高上公職 102地方特考 高分詳解  

《心理學（包括諮商與輔導）》 

試題評析 

本次考題內容範圍相當偏頗，除第一題屬心理學總論的研究方法外，二~四題皆屬諮商理論與學派

的考題。有趣的是，同樣於本年度普考申論題已出現Beck、Rogers、Adler三位學者的理論比較，

在此次考題中只是將三位學者拆開，做更為細緻的提問。由此提醒同學各諮商理論學派與學者的

考題出現漸趨頻繁，且不可忽略考古題的重要性(特別是剛考完的題目)。整體而言，由於考題偏

頗，對於諮商理論熟悉的同學將明顯佔有優勢，且可能拉大成績的差距。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心理學講義第一章》，張宏偉編撰，頁12~18。 
第二題：《高點心理學講義第十章》，張宏偉編撰，頁28~29。 
第三題：1.《高點心理學講義第十一章》，張宏偉編撰，頁8。 

2.《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GeraldCorey著，修慧蘭校訂。頁348-357。 
3.《諮商與心理治療》，RichardS.Sharf著，馬長齡審閱。頁368-378。 

第四題：1.《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GeraldCorey著，修慧蘭校訂。頁107-117。 
2.《諮商與心理治療》，RichardS.Sharf著，馬長齡審閱。頁103-112。 

一、試詳細說明現代心理學研究的方法。（30分） 

答： 
科學研究是追求知識或解決問題的一種活動，從事這種活動的手段便是科學方法。心理學研究是利用科學方法

來研究心理學的問題，故心理學亦可稱為心理科學。社會科學研究大體可區分為「量化」與「質化」兩種研究

取向： 

(一)量化研究取向 

強調檢驗理論或假設，將社會現象數量化，計算相關變項或變量之間的關係，以獲得科學、客觀的研究結

果。主要的量化研究方法如下： 
1.實驗法(experimentalmethod)。在控制的情境下，研究者有系統地操控自變項，然後觀察依變項隨自變項改

變而受到的影響，其目的在於探求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因果關係。例如：探討不同的心理治療方法對治

療成效的影響。 

2.調查法(surveymethod)。透過一套標準刺激(如問卷)，施予ㄧ群具代表性的填答者所得的反應(或答案)，據

以推估全體母群對於某特定問題的態度或行為反應。例如：最常被使用的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屬「評

分加總式量表」，同一研究「概念」由數個題目所組成，受訪者對於每一個題目都給予一個反應數值，

以代表受訪者對該題目的贊同程度，再將這些題目的得分加總，即是受訪者對該概念的態度。 

3.相關法(correlationalmethod)。蒐集資料以決定兩個以上可量化變項之間，是否存在有相關。也就是確定變

項相關的方向（正、負）與程度（+1.0～-1.0），並且考慮是否進一步檢驗其因果關係。例如：探討童年

觀看暴力節目與成年後的攻擊行為關聯性。 

(二)質化研究取向 

強調建立基礎理論或假設，研究者深入社會現象之中，透過親身體驗瞭解研究對象的主觀經驗，在蒐集原

始資料的基礎上建立情境化的、互為主體的意義解釋。主要的質化研究方法如下： 

1.觀察法(observationalmethod)。在自然或控制的情境中，根據既定的研究目的，對現象或個體行為，進行有

計畫、系統性的觀察記錄，提出分析解釋。例如：在設定好的班級場域中觀察幼兒的霸凌行為，並分析

各種攻擊行為的型態、頻率、與後續反應。 

2.深入訪談(in-depthinterview)。透過訪談者與受訪者雙方單獨的口語交談與互動，分析受訪者的動機、信

念、態度、行為、與想法。 

3.個案研究(casestudy)。將一個社會單位（人、家庭、團體、機構、社區）做深入研究，研究者蒐集與研究

事體有關的現況、過去經驗、和環境因素。經過分析相關因素以後，建構一個社會單位的藍圖。 

例如：佛洛伊德即是使用臨床法，透過對病人多年的觀察、訪談與紀錄，逐漸發現病人的思考與言行中

存在某些一致的方式，基於此提出了心理分析論。 

 

二、請依人性論、當事人何以會有困擾、諮商成功的必要條件和諮商師的態度分別詳細說明羅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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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R.Rogers）當事人中心學派（client-centeredcounseling）的諮商理論。（20分） 

答： 
人本論強調人類獨有的特性，特別是自由意志及自我成長的潛能。人與生俱來有自我成長的驅力、有規劃

行動之自由、非完全受制於環境或是潛意識的衝突來行事。 

(一)性格的結構 

羅傑斯的自我論是人本論中的人格理論。此理論認為個體的理想自我與真實自我之間的一致程度是人格的

核心。每個人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知覺外在世界，在經驗中對自己的知覺、瞭解及感受的統合會形成「自

我概念」。經驗來自於兩部分： 

1.直接性經驗：個體與人、事、物直接接觸所獲得的感受。 

2.評價性經驗：別人給予的間接經驗，來自於他人對個體，以及對個體經驗的評價。 

(二)性格的形成 

人們都有渴望被正面關懷的需求，希望得到重要他人的愛、接納、溫暖、肯定和尊重。在形成自我概念的

過程中，人會積極尋求他人的正面關懷來支持自己。父母的關懷有兩類： 

1.有條件的正面關懷。條件式價值是指成人對個體評價所採用的價值標準。若父母過度強調價值條件，孩

子會以這些條件的滿足作為生活的重心，造成個人經驗的窄化與適應不良，形成狹隘的自我概念。孩子

為了取悅父母親以得到有條件的關愛時，會忽視自我的直接經驗，強迫接受父母親（或別人）的看法，

以求得到正向的關懷。 

2.無條件的正面關懷。相對於有條件的正面關懷，無條件正面關懷是指孩子真切感受到父母的關懷與讚

賞，不需用否認或忽視自我的經驗以取悅父母親。 

(三)精神疾病的成因 

自我一致與和諧是指一個人的自我概念中沒有自我衝突的心理現象。自我不和諧來自以下兩種情況： 

1.理想我（idealself）(我想成為甚麼？)和真實我（realself）(我現在是甚麼樣子？)不一致。 

2.在有條件積極關注下所得的評價性經驗，與自己的直接性經驗不一致時。 

心理健康者的自我概念是在自然、無條件正面關懷下長成，形成和諧的自我觀念，奠立朝向自我實現的

人格基礎。心理困擾主要來自於環境的阻礙與自我防衛，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由於時常經驗到自我不和

諧(內在衝突)，會使自我感受到威脅性與焦慮，進而啟動「防衛性行為」因應。例如，自認為資質魯鈍的

人，忽然被師長讚美，會體驗到自我經驗與評價性經驗的不一致而倍感壓力，因此必須找到一個扭曲的

理由(老師今天心情好)才能讓自己感到自在。 

(四)人本論的治療 

羅傑斯創立的「案主(個人)中心治療法」，強調治療的重點不在協助當事人解決問題或做立即性的改變。

而是協助、催化、或激發當事人更具有現實知覺、相信自己、自我導向、正面評價自己、較少壓抑自己的

感受和經驗、表現成熟且具適應性的行為，並且統合現實我與理想我，最後達到功能充分發揮的自我實現

目標。 

案主中心治療重視治療者的態度、個人特質、治療關係，超越治療理論知識與技術，治療者的真誠一致、

無條件的積極關懷、以及同理瞭解等三種特質可以促進案主的進步，案主與治療者的關係是平等，不將個

案看成病患，而當作求助者，治療者遵守「非指導」原則，只提供一個接納而安全的談話氣氛，讓個案與

真實的自我接觸，不提供任何忠告，也不對個案行為、情緒或任何陳述做任何解釋，案主必須負起改變的

主要責任，可以決定要如何改變，也有能力改變自己。 

 

三、認知心理學家貝克（A.Beck）認為憂鬱症患者普遍有「負向的自動化思考」或出現「認知扭

曲」的現象，請舉出至少四種並舉例說明之。（25分） 

答： 
(一)Beck提出的「認知治療法」，其基本假定是「認知是決定我們如何感受與如何表現的主因」。憂鬱症者對

自我概念、當前經驗和未來生活常抱持一種負面的思考方式。以負面觀點看待自己，深信自己是無價值、

有缺陷、與無能的，並且以負面觀點解釋目前經驗，傾向選擇一些負面的事件來印證其負面的推論。最

後，認為環境中有不可克服的障礙，對於未來感到悲觀、絕望，生活的困境與苦難將持續進行，難以改

善。Beck指出，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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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治療的目標在於修正思考歷程的錯誤，矯正造成錯誤結論的核心信念，學習以另一種新的、真實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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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面對事情、自我與未來。 

(二)Beck認為，憂鬱症患者的負面自動想法會影響其資訊處理方式，造成顯著的邏輯錯誤，因此提出六項主要

認知謬誤： 

1.獨斷地推論。指沒有充足而相關的證據便驟下結論。例如：朋友拒絕我的邀約，不陪我去聽演唱會，他

一定是不喜歡我才會這樣。 

2.選擇性的偏差推論。指以整體事件中的小細節判斷做結論，而忽略整體內容。例如：都是因為我粗心，

沒有訂正錯字，才讓我們小組的書面報告成績這麼低。 

3.過度類化。指將某事件產生的極端信念，應用在其他不相似的事件或環境中。例如：被一位朋友欺騙

後，便不再相信其他朋友，甚至認為人心險惡，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 

4.過度誇張。將負面事件的嚴重性誇大、災難性思考。例如：沒有如願考上國立大學，就沒有競爭力，一

生的前途就毀了。 

5.個人化。將與自己無關的外在事件與自己產生關聯。例如：孩子的成績不好都是因為我的關係，我害了

他們，要對他們的學習負責。 

6.極端化思考。指用全有全無、非黑即白的方式極端化思考或解釋事情。例如：在這個世界不做好人就是

壞人；不能得到成功的人生就是失敗的人生等。 

 

四、個人心理學（IndividualPsychology）創始人阿得勒（Adler）認為心理健康的人是因為他有良

好的社會興趣（socialinterest），近年來社會興趣也被解釋為社區參與，試從Adler觀點討論

之。（25分） 

答： 
Adler的個人心理學強調人的整體觀，認為人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需以整體來看才能加以了解。人們的行為

有其目的，未來遠比過去重要。我們是自己生活的主角與創造者，並以獨特的生活方式來表達我們的目標。

Adler認為人類活動的基本動力是由一種尋求由「減的情境」轉向「加的情境」，亦即由自卑的情感轉向超越、

完美與整體。個體的心理困擾或適應不良主要來自於以下兩個面向，而諮商輔導的目標則著重在對於人生目標

的重新導向： 

(一)自卑與超越。 

人的心理困擾是不願面對現實，因此消極退縮，諮商師應當協助個案克服挫折感、自卑感，修正其錯誤動

機與對生命的假設，讓個案重新檢視、反省生活中所面臨的困境，一旦個案有所領悟並改變(善)其生活方

式，便可能由原本消極的自卑情結邁向超越。 

(二)社會責任。 

適應不良的人，主要是社會興趣不足者，「社會興趣」是個體知覺到自己是社群的一部份，產生對社會事

務的態度，對他人的一種關懷，在與他人的合作互動中表現出來。社會興趣能力包括： 

1.行為：喜歡與他人互動接觸、樂於幫忙他人、願意對社會福祉貢獻一己之力等。 

2.心智：了解他人的觀點與需求、承認人們內在的依賴性、欣賞他人的貢獻等。 

3.情感：同理心、感受到人我之間休戚與共的情感、能表達出對他人了解、接納與愛等。 

母親是孩子最初人際接觸與合作的對象，社會興趣亦由此開始，父親也會與小孩建立合作關係，補足無法由母

親處獲得的部分，兄弟姊妹能激發個人的合作態度並將其擴展至與其他小孩的合作上。孩子若無法與家人建立

良好的合作關係，教師有機會修正此關鍵的特質，其所學習而得的能力會擴展到家庭以外的社交圈，在後期發

展中具影響力的人依序為朋友、伴侶、工作伙伴、心靈團體與治療師。社會興趣是阿德勒學派衡量心理健康的

重要指標，一個人透過對社會福祉的貢獻而產生自尊和被重視感，另一方面，也因為服務社會，而正向的補償

了原有的自卑感。因此，諮商師會鼓勵個案參與並營造家庭生活，投入社會公益，當人的心靈能逐漸平衡於個

人、家庭、及社群之間，感覺自己對於社會有所貢獻，即是成長與健康的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