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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 
 

《心理學概要(包括諮商與輔導)》 
試題評析 
今年心理學概要考題強調基本理論的觀點，選項間使用相當接近的理論概念，使考生容易產生混淆。因此，考

生要非常留意理論概念間的細微差異，才能進行明確的區辨。社會認知是心理學考題新興的方向，主要描述群

體與人際的社會現象，考生較容易忽略。總體而言，今年考題難度不高，但概念要相當清晰才能得到高分！ 

 

一、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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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釋名詞：（每小題10分，共40分） 

(一)社會助長(social facilitation) 

(二)史促普效應(Stroop`s effect) 

(三)鎂光燈式記憶(flashbulb memory) 

(四)人格的特質理論(trait theory of personality) 
答： 

(一)社會助長 
社會助長是指個人在他人面前作業時，由於他人的注意，加強了個人的動機，因而表現出優於自己單獨作

業時的成績。例如在運動比賽時，現場觀眾的喝采與啦啦隊的聲勢，往往對提昇運動員的成績有很大的幫

助。心理學家認為他人的在場具有增高個體的興奮或驅力的一般性作用，當個體所從事的是他相當熟悉的

行為或是很簡單的機械性動作，這種較高的驅力將可以助長他的行為，但如果他所從事的作業是他不熟悉

的，或者是需要費腦筋的心智工作，反而將使個體變得緊張，無法有最理想的表現。 
(二)史促普Stroop效應 

Stroop效應是一種廣泛使用的視覺任務。該效應是指，當詞的印刷顏色與詞的意義相衝突，而任務是命名
印刷顏色時，被試的反應要慢。Stroop（1935）最早證明了這種效應。他發現，人們命名100個衝突詞的墨
水顏色，平均要花110秒的時間。相比之下，命名100個實心彩色正方形的墨水顏色，平均只需63秒。二者
之間47秒的差異代表Stroop干擾量或Stroop效應量。 

(三)鎂光燈式記憶 
鎂光燈記憶（flashbulb memory）是指人們對於第一次得知一件令他們非常驚訝，也有重大意義事件的個

人經驗的記憶，通常這樣的記憶生動清晰、詳細且持久，就如鎂光燈一閃，一個景像就保存下來了。人們

對鎂光燈記憶的正確性有非常高的信心，其記憶經過事件後經常的討論回想而歷久不衰。例如就是中年以

上的美國人幾乎都記得當他們聽到甘迺迪總統被刺的消息時，他們記得自己在哪裡、正在作什麼。這種現

象就是「鎂光燈記憶」，因為帶上了強烈情緒的色彩，就比較容易記住。 
(四)人格的特質理論 
人格特質論並不想把人分成幾個類型，而是想將人格分成幾個連續的向度，每一個向度都代表一個特質。

特質被認為是個人所擁有的特性或屬性，因為特質是當作「一般的行動傾向」，所以會影響行為。美國心

理學家Allport認為特質是個人獨特性的來源。特質使行為具有一致性，因為特質是個人較長久而一致的屬

性。他提出三種不同層次個人特質：主要特質、中央特質、次要特質。特質論提供人格的一種靜態的觀

點，認為人格是由一群具有恆久性的特質所構成，強調對個人目前的人格做一種精確的描述，而不顧及人

格的變遷與發展。 
 

三、請就歸因(attribution)理論，論述人生活在社群中的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及其相關的

行為現象或機制。（25分） 
答： 

(一)歸因理論的意涵 
「歸因」是指人們對他人或自己的行為進行分析，確認其性質或推論其原因的過程。歸因的研究是用來找

出人們在定下行為的因果時所應用的規則和思考過程。 
1.歸因的類型：一般可分為外在歸因和內在歸因。外在歸因是指將某種行為或結果歸結為社會條件等外部

環境因素造成的。內在歸因是指將行為的發生歸結於個人主觀的因素而引起的。 
2.歸因的標準：正確的歸因，應根據自己或他人行為的一貫性、一致性與特殊性等原則進行。一貫性是指

某種行為的發生不是偶然的。一致是將某種行為與他人進行對比，考量其是否具有一致性。特殊性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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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某種行為時，要分析是否有特殊的背景或條件。 
(二)人在社群中的社會認知相關的行為現象 

1.印象形成：歸因在印象形成時也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們將一個人的行為歸於一因，而另一人同樣的行為

歸於另一因，我們會形成極不同的印象。 
2.行為者-觀察者的偏差：一般人在看到別人作出一些行為後，會傾向推斷那是由於當事人的個人因素所導

致，還是由於當時境況的因素所造成，這是歸因理論的重要課題。前者稱為內在的歸因，而後者則稱為

外在的歸因。對別人的行為予以歸因解釋不外有兩大原則：解釋自己行為表現，傾向於外在歸因。解釋

別人行為表現時，傾向於內在歸因。 
3.基本的歸因失誤：在討論行為的因果時，個人或情境的因素都佔有部分角色，但我們大部分的人會有一

種普遍的傾向：我們會把行為過度歸因於個人的內在特性，而傾向忽略來自情境的潛在影響力。這種傾

向低估情境因素的衝擊，並高估個人因素的影響力的現象稱為「基本的歸因失誤」。 
4.對成功失敗的歸因：美國心理學家認為，成功與失敗可以歸納為四個原因，即：努力、能力、任務難度

和機遇。大量的心理學研究結果表明：一般人都具有這樣的歸因傾向——將成功歸結於內因（努力、能

力），將失敗歸結於外因（任務難度、機遇）。 
5.共變原則：我們會把原因歸於行為發生就出現，行為不發生就消失的因素。共變原則可以讓人們知道是

不是該按照別人的反應做。Kelly對一般人解釋別人行為採的歸因取向提出一種補充理論： 
(1)特殊性：該行為只在特殊情境發生，還是在一般情境下經常生。 
(2)共同性：該情境下是否引起大家同樣的行為。 
(3)一致性：指某人該種行為在類似情境下是否重複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