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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探 討 資 優 生 與 普 通 生 生 活 壓 力 與 因 應 策 略 的 理

論基礎與相關研究，全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生活壓力

的理論基礎，包含壓力的定義與概念、測量；第二節為因

應策略的理論基礎，包含因應的概念、分類與測量；第三

節為學生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介紹資優生、普通

生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的實證研究；第四節為生活壓力與

因 應 策 略 的 相 關 因 素 研 究 ， 以 對 理 論 與 實 證 研 究 有 所 瞭

解，作為本研究的立論基礎。  

 

第一節  生活壓力的理論基礎 

 
每個人都聽過「壓力」這個名詞，卻很難描述它是什

麼，其實「壓力」 ( s t r e s s )一詞源自拉丁語 s t r i n g e r e，意思

是「用力提取」、「緊緊捆紮」，具有處於困苦或是逆境中的

意思（ C o x， 1 9 7 8）。     

生理學家 C a n n o n 是第一位使用科學方法來研究身體

會 對 壓 力 產 生 反 應 的 學 者 ， 他 於 1 9 2 9 年 提 出 「 恆 定

（ h o m e o s y a s i s）」的觀念，指個體受到外界威脅或情緒變

化時，體內會產生一些生理變化，以維持恆定狀態。他描

述人與動物知覺危險時，身體會產生生理反應，使有機體

準備是否要反擊威脅或逃離現場，因此稱為「戰鬥或逃離

反應」（ f i g h t - o r - f l i g h t  r e s p o n s e）（引自何雪珍，民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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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物理學上也有「壓力」這個名詞，指物體受到外

力作用所產生的一種抗力。 S e l y e 於 1 9 5 6 年從物理學借用

了「壓力」這個名詞，將壓力概念引進社會科學領域，是

最早提出壓力（ s t r e s s）定義的學者，被稱為「壓力研究之

父」，也開啟了壓力研究的大門。後來學者紛紛投入研究，

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壓力定義。  

一、壓力的定義與概念 

S e l y e ( 1 9 5 6 )指出，壓力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我們日常

生活活動的產物，並認為適度的壓力，可使個體保持警覺，

表現良好，然而過度的壓力常造成生理或心理的不適。目

前學者因其研究取向的不同，對壓力有不同的定義，綜合

各方學者的看法，將壓力的定義歸納為三種取向

（ C o x , 1 9 7 8； F o r m a n , 1 9 9 3； L a z a r u s  &  F o l k m a n ,  1 9 8 4 )：  

（一）刺激取向的壓力（ St i m u lu s -b a se d  s t re s s）  

刺激取向的壓力是一種刺激，指會產生某些負面反應

的 刺 激 事 件 （ 見 圖 2 - 1 - 1 ）， 強 調 造 成 壓 力 之 壓 力 源

（ s t r e s s o r ）。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定 義 由 H o l m e s 和

R a h e ( 1 9 6 7 )所提出，他們認為壓力是個體遇到外界事件而

使生活失去平衡時，為了恢復原有適應狀況所花費的精神

和體力的總量。 C o x（ 1 9 7 8）認為每個人都有內在能力對

抗 環 境 中 的 壓 力 源 ， 當 漸 增 的 壓 力 超 過 個 人 的 忍 耐 程 度

時，就會開始產生壓力反應。  

 



 - 11 -

S a r a f i n o ( 1 9 9 4 )認 為 可 以 將 這 些 被 我 們 認 為 具 傷 害 性

或威脅性，並因此帶來壓力感受的事件或環境稱為「壓力

源 」。 根 據 過 去 的 研 究 ， 壓 力 源 主 要 可 以 分 為 三 大 類

（ F o r m a n , 1 9 9 3 )：（ 1）災難事件：重大災害，會影響大部

分的人，例如颱風、地震或戰爭等。（ 2）重大生活事件：

人生的重大階段，如結婚、離婚或親人死亡等。（ 3）每日

生活困擾：如太多作業、考試成績不好、想念朋友等。  

刺激取向定義的優點在辨明各種情境的刺激，容易找

到壓力的來源，可針對壓力的來源做出清楚的界定，是最

常 被 心 理 學 家 採 用 的 觀 點 ， 然 而 卻 無 法 說 明 在 不 同 壓 力

下，個體身心反應的相似性。因此在定義壓力時，除了刺

激取向的觀點，需考慮壓力的其他層面。  

 

 

圖 2 - 1 - 1  刺激取向的壓力模式（譯自 C o x , 1 9 7 8； f i g 1 . 8）  

環境  個人  

壓力  壓力狀態

刺激  反應



 - 12 -

（二）反應取向的壓力（ R e s p o n s e - b a s e d  s t re s s）  

反 應 取 向 的 壓 力 是 指 個 體 對 環 境 刺 激 所 產 生 的 整 體

性反應（見圖 2 - 1 - 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S e l y e 的研究。

S e l y e（ 1 9 5 6）認為壓力是個體在各種環境刺激要求下，所

產生的非特殊性反應（ n o n s p e c i f i c  r e s p o n s e），他認為不論

壓力來源為何，皆可能在個體身上引起相似之生理與心理

反應，且遵守相同的三階段一般適應症候群歷程，稱為一

般 適 應 性 症 候 群 （ g e n e r a l  a d a p t a t i o n  s y n d r o m e， 簡 稱

G. A . S）。  

S e l y e（ 1 9 7 4）指出，當有機體遇到干擾的刺激時，身

體會動員能量嘗試調適刺激，這是身體為保護自己對抗有

害物質的一般性反應，此一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1）警

覺反應期（ a l a r m  r e a c t i o n）：當有機體暴露在不適應的有

害環境下，所產生的生理反應，如皮下類固醇大量釋放，

身體立即的反應，且動員所有防衛資源試圖復原。當動員

完 成 後 ， 反 應 會 邁 向 第 二 階 段 ；（ 2） 抗 拒 期 （ s t a g e  o f  

r e s i s t a n c e）：有機體完全適應壓力源，而使症候改善或消

失 ， 同 時 減 少 對 其 他 刺 激 之 抵 抗 ；（ 3） 耗 竭 期 （ s t a g e  o f  

e x h a u s t i o n）：因有機體之適應力有限，當壓力因子非常強

烈或是持續的時間過長時，若有機體無法有效適應壓力，

能量一直耗損，將促使其症候再度出現，假若壓力一直沒

有減弱，將導致有機體產生疾病，甚至面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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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張春興（民 8 0）指出壓力

是指個體生理或心理上感受到威脅時的一種緊張狀態，此

種緊張狀態，使人在情緒上產生不愉快甚至痛苦的感受。  

反應取向的定義多運用在生物學與醫學領域中，偏重整體

性的反應，但卻不考慮壓力來源及個人的認知層面。  

 

圖 2 - 1 - 2  反應取向的壓力模式（譯自 C o x , 1 9 7 8； f i g 1 . 2）  

（三）互動取向的壓力（ Tra n sa c t ion a l  s t re s s）  

    互動取向的壓力是外界刺激與個體反應互動關係的中

介歷程，強調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C o x ( 1 9 7 8 )認為壓力

是個體所知覺的環境需求，與所知覺的反應能力之間的不

平衡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是 F o l k m a n 與 L a z a r u s ( 1 9 8 8 )  的

「壓力互動模式」（見圖 2 - 1 - 3），他們認為壓力係指「壓力

是指個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而此種環境是被個人評估為

會耗損，或是超越其資源所能負擔的，以及危害心理健康

 

環境  個人

壓力源  壓力  

心理壓力  

生理壓力  

刺激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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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人綜合福祉的概念。」  

 

圖 2 - 1 - 3  壓力互動模式  

（譯自 S l a v i n , R a i n e r , M c C r e a r y  &  G o w d a , 1 9 9 1 , p 1 5 7）  

F o l k m a n 與 L a z a r u s 的壓力概念特別注重認知評估在

壓力形成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認知評估歷程中，又可

分 為 初 級 評 估 與 次 級 評 估 ， 其 中 初 級 評 估 （ p r i m a r y  

a p p r a i s a l）是以壓力對個人的重要性，包括無關係、良性

的或有壓力的關係，有壓力的事件係指事件具傷害、威脅

或挑戰的性質；次級評估（ s e c o n d a r y  a p p r a i s a l）是評估個

人所具備的資源及應付傷害、威脅、挑戰的能力，也就是

個人覺得自己可以改變問題的程度；因應（ c o p i n g）是指

個體改變認知及行為來處理困擾的個體和環境的關係，在

整個壓力互動的歷程中，個體會隨著個人與環境互動的回

饋過程，給予重新再評估。因此，他們認為壓力是由個人

可能 發 生

的 壓 力 事

件  
 
-重 大 生
活 事 件  

-日 常 生
活 困 擾  

初 級 評 估  
 
「 我 有 麻

煩 嗎 ？ 」  
 
-無 關 的  
-良 性 的  
-有 壓 力
的  
 *傷 害  
 *威 脅  
 *挑 戰  

次 級 評 估  
 
「 我 該 怎

麼 做 ？ 」  
 
-因 應 選 擇  
-期 望 效 能  
-可 用 資 源  

因 應  
方 式  
 
-問 題  
焦 點  

-情 緒  
焦 點  

 

適 應

結 果  
 
-社 會
功 能  

-心 理
健 康  

-生 理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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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互動中所產生，每個人對相同事件的評估可能會有

不同的結果，環境事件是否會造成壓力，壓力下會產生何

種反應，常常是取決於個人對環境事件的認知，因此壓力

的評估是有個別差異的。  

    互動取向的學者認為個人對於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將受

到主觀評估與感受的影響，個人察覺到環境的要求與察覺

自身能力對要求的反應，將決定壓力源的效應，重視個人

因素與環境事件對個人的影響。  

綜合上述三種取向的壓力觀點，刺激取向的學者將焦

點集中在環境中的事件，如疾病、自然災害等，認為這些

情境是有壓力的，此派觀點可有效辨別壓力來源，但是沒

有考慮到壓力事件評估有個別差異的情形；反應取向的學

者忽略壓力源與個人的認知層面的差異，因為相同的身、

心理反應可能來自於不同的壓力情境，且個人判斷壓力源

的程度會造成同一刺激，卻會有不同的反應；互動取向的

學者認為壓力是一種過程，是個人「認知」到環境的需求，

且評估超過個人「因應」能力所產生的。  

由於互動觀點兼採刺激與反應觀點，並提出兩者交互

作用時，「認知評估」與「因應」的重要性，是目前學者研

究壓力時較常採取的觀點，因此本研究採取壓力的互動觀

點，生活壓力不只是單指的刺激或反應，而是要注重個體

認知評估及因應能力所產生的主觀壓力感受，才能協助個

體調適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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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壓力的測量 

    由於壓力理論相當複雜，生活壓力的測量也受到定義

多元的影響，發展相當多元，大致上的發展過程與壓力定

義取向的發展一致，也可以分為刺激取向、反應取向與互

動取向的測量，分別介紹如下：  

（一）刺激取向的壓力測量  

刺激取向的壓力測量重視壓力來源，會將測量的焦點

集中在個人環境的特徵（如生活事件、時間要求），且嘗試

利用評量工具精確的反應漸增的壓力，用客觀的方式來測

量壓力，認為壓力是累積的現象，將不同事件的重要性累

計加總，算出全部的壓力分數，較不會受到反應偏誤與記

憶扭曲的影響。  

精神科醫師 H o l m e s 和 R a h e ( 1 9 6 7 )就是採取這種觀點

來編擬「社會再適應評估量表」（ S o c i a l  R e a d j u s t m e n t R a t i n g ,

簡稱 S R R S），此量表包含四十三件生活事件（ l i f e  e v e n t），

將個人對適應「結婚」時所需花費的時間與心力之數值訂

為 5 0 0，並以 0 至 1 0 0 0 為範圍，要求受試者逐一將每一種

「生活事件」和「結婚」作比較，讓受試者評量本身遭遇

不同正負性質的生活事件時，所需花費的時間及努力，並

選出一個最適當的數值來表示個人遭遇該一事件時，必須

再適應的程度。此量表中每一事件的平均量表值即為該事

件所造成之壓力大小，平均量表值累加總和則稱為「生活

改變值」（ l i f e  c h a n g e  u n i t s , L C U），代表個人在該特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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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所遭遇的生活壓力程度。後來亦有許多學者以此量表進

行生活事件的研究。  

    雖然 S R R S 對生活壓力的測量相當客觀與明確，但是

也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由於 S R R S 預先決定每一項目的

數值，忽略受試者主觀知覺壓力程度的個別差異，加上並

未考慮個體之間信念價值和人格特質的不同，因此僅以一

個數值來代表壓力的大小，常常無法描繪出壓力對個體生

活影響的重要性（ F a n s h a w e , 1 9 8 9）。  

    兒 童 與 青 少 年 的 生 活 壓 力 研 究 是 在 成 人 生 活 研 究 之

後，才正式進行探討，其方法大致延用成人生活壓力的測

量方法，只是內容取材自兒童與青少年的生活經驗。如最

著名且最被廣泛使用的就是成人評定之「兒童生活事件量

表」（ C o d d i n g t o n , 1 9 7 2），乃是依據成人壓力評量中的「社

會再適應評估量表」模式而建立，對象為幼稚園、小學、

國中及高中四組年齡層的兒童及青少年，生活事件依其造

成兒童壓力的嚴重程度，排列大小順序，該嚴重程度稱為

「生活改變單位」 ( l i f e  c h a n g e  u n i t s , L C U），意指每個生活

事件對各年齡層兒童在生活上帶來的改變程度，該量表共

計三十七項生活事件，可確定兒童壓力的重要來源。     

後 來 ， 學 者 發 現 每 天 發 生 的 日 常 生 活 困 擾 （ d a i l y  

h a s s l e s）比重大生活事件重要，梁培勇（民 8 2）發現兒童

感受最深的壓力乃來自於日常生活的小困擾，而非重大生

活事件；胡悅倫（民 8 6）也建議，兒童壓力研究多集中在



 - 18 -

主要生活事件，反而易忽略一般兒童所關心的日常生活小

困擾；而 M a r t i n 與 O s b o r n e ( 1 9 8 9 )也認為以主要生活事件

來 測 量 壓 力 有 頗 多 值 得 商 榷 之 處 ， 應 以 日 常 生 活 困 擾 取

代。後來學者在實證研究上，會依據受試對象的性質來選

取適合的生活事件，重視經常發生、日積月累造成重要影

響的生活困擾，因此生活壓力量表的題目編製內容，多採

取研究對象日常生活事件。  

（二）反應取向的壓力測量  

反 應 取 向 的 壓 力 測 量 重 視 個 人 或 有 機 體 對 環 境 事 件

的反應，特別是反應的型態與豐富性，常被用來做壓力的

操作性測量。壓力反應可能是神經生理的（神經的、皮下

類固醇等）、生理的（膚電反應、血壓、肌肉緊繃）或心理

的（負面影響狀態、苦惱症狀的程度），牽涉到生理與情緒

部分的反應。需透過生理儀器測量神經傳導物質或是交感

神經系統的各種反應，多運用在生理與醫學領域。    

（三）互動取向的壓力測量  

互動本位的測量重視個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認為認

知、知覺、人格與其他個人特質是對壓力反應的中介因素。

此時個人的信念與認知評估在因應過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如 L a z a r u s  與  F o l k m a n ( 1 9 8 4 )認為壓力與因應之間是互動

的關係，壓力事件不僅要考慮事件發生的情境，亦需考慮

個體對事件的評估歷程。 B a s c h 與 K e r s c h ( 1 9 8 6 )亦指出：

個體對壓力的主觀判斷比客觀獨立的等級之分，可能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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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而個人對生活事件的主觀認知與期望，會影響個體

對事件的經歷。國內目前測量認知評估的工具有蘇彙珺（民

8 6）編製的「認知評估量表」，可針對自選壓力源與指定壓

力源評估國中生的初級評估與次級評估情形。  

茲將國內學生生活壓力量表整理如下（見表 2 - 1 - 1），

從表中可看出國內學生生活壓力的評量工具相當多，由於

生活壓力層面較廣，量表的題目數量較多，且多以國中生

為對象，佔了大多數，適合小學生的生活壓力量表只有兩

種（彭偉峰，民 9 3；曾肇文，民 8 5），而學生的生活壓力

來源多以學校、家庭事件、人際關係為主，國中學生增加

個人成長與異性交往的部分，計分方式多採四點量表、五

點量表。  

表 2 - 1 - 1 國內學生生活壓力量表之類型整理  

研究者  生活壓力的類型  量表形式  
郭靜姿（民 7 5） 
中 學 生 生 活 經

驗量表  
（壓力量表）  

1 .  個人生理  2 .  個人心理  
3 .  師生關係 4 .  親子關係  
5 .  同儕關係 6 .  課業問題  
7 .  前途問題  

適用對象：  
國中資優生  
共 6 3 題  
四點量表  

江承曉（民 8 0） 
青少年生活經

驗事件量表  

1 .  家庭事件  
2 .  學校事件  
3 .  異性交友事件  
4 .  生長發育事件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5 0 題  
五點量表  
主觀、客觀壓力

皆有  

黃玉真（民 8 3） 

學校情境量表  

1 .  學校課業壓力  
2 .  學校常規壓力  
3 .  師生關係壓力  
4 .  同儕關係壓力  
5 .  自我接納壓力  

適用對象：  
國中資優、普通

生  
共 50 題  
四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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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1   國內學生生活壓力量表之類型整理 (續 )  

研究者  生活壓力的類型  量表形式  

曾肇文（民 8 5） 

學校生活壓力  

量表  

1 .  老師壓力  
2 .  考試壓力  
3 .  自我能力概念壓力  
4 .  同儕暴力壓力  
5 .  功課壓力  
6 .  校規壓力  

適用對象：  
國小普通生  
共 48 題  
四點量表  
主觀壓力  

鄒浮安（民 8 6） 

高中學生生活  

壓力量表  

1 .  社區  
2 .  家庭  
3 .  同儕  
4 .  學校  
5 .  個人  

適用對象：  
高中生普通、資

優生  
共 60 題  
五點量表  
主觀、客觀壓力

鄭照順（民 8 6） 

日 常 生 活 壓 力

檢查表（ S D H C） 

1 .  自我期望壓力  
2 .  同儕父母之溝通及情感依
賴壓力  

3 .  學校文化及教師期望壓力
4 .  家庭管教壓力  
5 .  青春期情感壓力   

適用對象：  
國中、高中普通

生  
共 6 4 題  

蘇彙珺（民 8 6） 

青 少 年 生 活 經

驗事件量表  

1 .  家庭事件  
2 .  學校事件  
3 .  異性交友  
4 .  生長發育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6 0 題  
二點量表  
客觀壓力  

魏俊華（民 8 7） 

心理壓力量表  

1 .  家庭壓力  
2 .  學校壓力  
3 .  人際關係壓力  
4 .  自我發展壓力  

適用對象：  
國中聽障生  
共 3 6 題  
四點量表  

陳柏齡（民 8 9） 

生活壓力事件  

量表  

1 .  學校生活   2 .  未來發展  

2 .  家庭生活   4 .  身心發展  

5 .  兩性交往   6 .  同儕關係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4 2 題  
五點量表  
主觀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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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1 國內學生生活壓力量表之類型整理 (續 )  

研究者  生活壓力的類型  量表形式  

王蓁蓁（民 9 0） 

國中學生生活

經驗調查表  

1 .  學業  
2 .  家庭  
3 .  異性交往  
4 .  一般人際  
5 .  個人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32 題  
四點量表  
主觀壓力  

李欣瑩（民 9 0） 

主 觀 生 活 壓 力

量表  

1 .  家庭事件  
2 .  學校事件  
3 .  異性交往事件  
4 .  自我相關事件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44 題  
主觀壓力  

陳佳琪（民 9 0） 

生活經驗量表  

1 .  學業壓力  
2 .  同儕人際關係  
3 .  異性關係發展  
4 .  自我認同與期許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41 題  
四點量表  

紀怡如（民 9 1） 

生活經驗量表  

1 .  家庭  
2 .  學校  
3 .  人際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1 2 題  
四點量表  

蔡婉莉（民 9 1） 

國 三 學 生 生 活

經驗問卷  

1 .  自我期望壓力  
2 .  溝通與情感依賴壓力  
3 .  學校教育文化壓力  
4 .  家庭管教壓力  
5 .  青春期情感壓力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6 4 題  
五點量表  
 

陳淑芬（民 9 2） 

生活壓力量表  

1 .  家庭事件  
2 .  學校事件  
3 .  人際事件  
4 .  成長事件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29 題  
四點量表  

陳筱瑄（民 9 2） 

生活壓力量表  

1 .  困擾程度  
2 .  家庭事件  
3 .  學校事件  
4 .  交友事件  
5 .  自我相關事件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4 3 題  
五點量表  
主觀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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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1 國內學生生活壓力量表之類型整理 (續 )  

研究者  生活壓力的類型  量表形式  

施雅薇（民 9 3） 

國中生生活經

驗問卷  

1 .  未來發展  
2 .  學校生活  
3 .  同儕關係  
4 .  家庭生活  
5 .  兩性交往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4 2 題  
四點量表  
客觀與主觀壓力

孫瑜成（民 9 3） 

國 中 學 生 壓 力

調適量表  

1 .  社區環境    2 .  學業  
3 .  教師        4 .  父母  
5 .  同儕        6 .  自我期許  
7 .  個人人生觀    

適用對象：  
國中資優生  
共 88 題  
五點量表  
主觀壓力  

崔珮玲（民 9 3） 

生活壓力量表  

1 .  自我期望事件  
2 .  自我表現事件  
3 .  課業與溝通事件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44 題  
四點量表  

彭偉峰（民 9 3） 

生活壓力量表  

1 .  父母師長壓力  
2 .  同儕壓力  
3 .  環境壓力  
4 .  學校壓力  
5 .  自我壓力  

適用對象：  
國小普通生  
共 3 9 題  
五點量表  
主觀壓力  

鄭秀足（民 9 3） 

國 中 生 生 活 壓

力量表  

1 .  家庭生活事件  
2 .  學校生活事件  
3 .  同儕人際事件  
4 .  身心發展事件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五點量表  
共 47 題  
客觀、主觀壓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製表  

過去從事生活壓力相關研究之學者（江承曉，民 8 0；

蘇彙珺，民 8 6），多以客觀的生活壓力事件為主，近年來

的研究者（施雅薇，民 9 3；陳柏齡，民 8 9）多同時考慮客

觀的生活事件及個人對事件的主觀感受。因為晚進學者多

持壓力互動論的觀點，將個人對壓力的主觀評估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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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為研究的重點；再者，蔣桂嫚（民 8 2）也發現主觀生活

壓力比客觀生活壓力更能有效預測身心健康狀況；鄒浮安

（民 8 6）研究著名高中學生客觀與主觀的生活壓力時，發

現生活壓力的主觀評量優於客觀評量。可見主觀生活壓力

比客觀生活壓力預測性佳，因為壓力感受因人而異的。  

在壓力測量的時間方面，由於人類記憶的限制，一項

生活事件與評量時間相隔越長，越容易遺忘；另一方面，

生活事件有其變動性，所以評量時間相隔過短，也無法測

得真實的壓力。Ve d h a r a、 S h a n k s 和 L i g h t m a n ( 2 0 0 0 )指出，

個體對壓力感受程度的回憶率會隨著時間增加而降低，一

般而言，最適當的時間間隔為三到六個月，因此本研究在

測量壓力，請受試者回憶時，將以三到六個月的生活壓力

事件為主，以求有較佳的可信度和預測效度。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互動取向的測量方式，重視個

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探討學生三到六個月內的主觀生活

壓力感受，且以學生日常生活困擾事件的為主，以了解學

生生活壓力情形。  

 

第二節 因應策略的理論基礎 
 

一、因應策略的定義與概念 

近年來，因應方式（ C o p i n g）這個主題越來越受重視，

因為它與壓力情境的適應有關，所以因應方式被定義為「個

人 針 對 特 定 事 件 所 做 的 行 為 反 應 」（ M o o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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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l l i n g s , 1 9 8 4）。 因 應 方 式 與 成 人 的 生 理 、 心 理 適 應 有 關

（ F o l k m a n  &  L a z a r u s , 1 9 8 4），且與青少年、兒童的情緒適

應也有關（ C o m p a s ,  M a l c a r n e ,  &  F o n d a c a r o , 1 9 8 8 )。  

（一）因應方式的定義  

「因應」一詞常被與類似的概念，如克服（ m a s t e r y）、

防衛（ d e f e n s e）和適應（ a d a p t a t i o n）等相混用，以致於許

多研究者對因應方式有許多不同的定義與描述。其實，因

應 方 式 可 以 從 很 多 不 同 的 理 論 觀 點 來 看 ， 心 理 分 析 觀 點

（ p s y c h o a n a l y t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將焦點集中在防衛機轉的

使用，「心理防衛機轉」（ d e f e n s e  m a c h a n i s m s）乃指「自我」

（ e g o） 的 心 理 防 衛 作 業 ， 用 來 應 付 挫 折 與 不 安 的 適 應 機

轉 ， 大 多 在 潛 意 識 中 進 行 。 生 命 循 環 觀 點 （ l i f e - c y c l e  

p e r s p e c t i v e）是關於克服與發展轉換的看法，通常與自尊、

自 我 效 能 與 內 控 有 關 ； 發 展 與 行 為 調 整 理 論 觀 點

（ e v o l u t i o n a r y  a n d  b e h a v i o r  m o d i f i c a t i o n  p e r s p e c t i v e）強

調 因 應 是 問 題 解 決 ； 文 化 與 社 會 生 態 觀 點 （ c u l t u r a l  a n d  

s o c i o - e c o l o g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察覺因應是對生態環境的適

應；相互觀點 ( i n t e g r a t i v e  p e r s p e c t i v e )視因應為一種能力，

伴隨著其他資源，當資源增加或要求減少時，也會隨著變

化（ M o o s  &  B i l l i n g s , 1 9 8 2； P a t t e r s o n  &  M c C u b b i n , 1 9 8 7）。 

雖然因應方式之理論缺乏一致性的定義，在成人的因

應 方 式 理 論 中 ， 最 廣 被 接 受 的 定 義 是 L a z a r u s 與

F o l k m a n ( 1 9 8 4 )的因應定義，是從「壓力、認知評估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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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所提出，他們的因應概念成為許多青少年與兒童因

應方式調查研究的基礎。 L a z a r u s 與 F o l k m a n ( 1 9 8 4 )將因應

定義為「當個人評估為超過個人資源時，個體為處理特殊

的外在及（或）內在的需求，不斷改變其認知和行為所做

的努力。」這個定義有幾種因應方式的主要概念： ( 1 )  因

應方式是個人與環境的之間互動，是有目的的；（ 2）因應

方式是隨時間而改變的過程，在遇到壓力情境時，認知評

估會發起因應行動，且努力的結果，會透過再評估與決定，

持續不斷地改變； ( 3 )  因應方式也會受到情境影響，而不

是只由固定的人格特質所決定的。  

這個模式強調：認知評估是認知過程的內在成分，因

應方式的概念變成一連串心理動態的過程，人與環境之間

的關係是互動的，建立在可觀察的認知與情意行動上。他

們的理論將因應方式的概念從特質論概念轉變為過程論，

認為因應方式是一種過程，且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應方

式就像情緒，在壓力事件發生時，是會改變的。  

    雖然許多青少年與兒童因應方式的理論與研究，都是

從 成 人 研 究 而 來 的 ， 但 是 在 研 究 青 少 年 與 兒 童 因 應 方 式

時，必須要考慮兒童與青少年的特質，尤其是青少年較依

賴資源與環境，加上他們的經歷與察覺情境、認知與社會

發展都與成人不同，因此他們的因應策略應與成人有不同

之處，在選擇測驗工具時需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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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策略的意義  

學者們對於「因應」的看法，會隨著觀點、時代的不

同而有不同的定義。早期對於「因應」的看法較偏向特質

論，認為「因應」為個人的一種特質，個體對外在事件的

「因應」有一定的傾向，故此時期較常稱因應為「因應方

式」或「因應風格」（ c o p i n g  s t y l e）。特質論強調人格變項，

並假設「因應」是不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認知與行為的結

合成為壓力經驗的結果，與情境是獨立的。  

後 來 ， 因 應 研 究 著 重 在 因 應 過 程 與 處 理 ， 因 為 情 境 是

影響個體因應的主要因素。環境中的因應資源、個人對外

在事件的認知評估，會影響到個體的因應行為與結果，這

樣的看法就是所謂的情境論的觀點，由於不將因應視為不

變的特質，故此時期較常稱因應為「因應資源」或「因應

策略」 ( c o p i n g  s t r a t e g i e s )。  

但 是 ， 就 個 體 的 因 應 行 為 具 有 跨 情 境 的 穩 定 性 而 言 ，

情境論尚有不足之處，因此近代的學者採互動論觀點，強

調「因應」是個人特質與環境互動的結果（吳麗娟，民 8 7）。          

C o m p a s（ 1 9 8 7）特別區分因應資源、因應風格與因應

策略的差異，他認為因應資源和自我有關，如自尊或對個

人能力的信念，再加上環境中可使用的資源；因應風格是

在特殊情境中，有一致性傾向的行動，例如，小英總是看

事情的光明面，而小花總是責怪自己，代表著兩種不同的

因 應 風 格 ； 而 因 應 策 略 是 指 個 人 從 事 於 認 知 或 行 為 的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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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如：當小明迷路，他可以選擇幾種不同的因應策略，

向路人問路、看地圖等。  

    因應策略是個人去尋求資訊、認知決定和運用行為的

技巧，來減少焦慮與壓力（ R i t c h i e , 1 9 9 2）。 Ry a n w e n g e r 與

C o p e l a n d ( 1 9 9 4 )則 認 為 因 應 策 略 ， 是 個 體 對 所 知 覺 到 的 壓

力，在生理、認知、情感、語言及精神等方面的行為反應，

是一種學習的、深思熟慮的、有目的的行為。  

    本研究所採取 L a z a r u s 與 F o l k m a n ( 1 9 8 4 )的因應理論，

並強調因應策略的概念，當個體面對壓力情境或情緒困擾

時，通常會採取各種因應策略（ c o p i n g  s t r a t e g i e s）來加以

調適，以維持一種適應平衡的狀態。之所以強調因應策略，

是假設個人擁有「因應」的全部技能，能夠建立個人認為

最有效的策略，假設「因應」是會隨著個人與環境互動而

改變的，且會產生新的策略。  

二、因應策略的分類 

因應策略的分類，往往因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對象不

同而相當歧異。 M o o s ( 1 9 9 2 )提出整合式因應策略，認為整

合式因應策略應包含和整合三種領域：  

（一）認知評估取向的因應：包含邏輯分析、認知再定義

或認知迴避。  

1 .  邏輯分析（ l o g i c a l  a n a l y s i s）：用合理的邏輯、因果關係，

利用之前的相關經驗，在心中評估可能處理的方式與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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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認知再定義（ c o g n i t i v e  r e d e f i n i t i o n）：個體面臨壓力時， 

會對原先的認知對錯加以思考，評估事件的正面與負面

的意義，並找出價值的優先順序。  

3 .  認知迴避（ c o g n i t i v e  a v o i d a n c e）：否認處於壓力之下的  

恐懼或焦慮、設法忘記事件的情境、拒絕相信問題的  

存在以及一廂情願的幻想。  

（二）問題取向的因應：包括尋求相關訊息或建議、採取

解決問題行動或發展替代性酬賞。  

1 .  尋求相關訊息或建議：包含尋求相關情境的訊息，或聽

從專家的建議，尋求社會資源的協助，或請求某人提供

協助（如金錢）。  

2 .  採取解決問題行動：擬定變通的計畫、配合實際情況採  

取直接處理行動，或是針對問題學習新的因應技巧來解  

決問題。  

3 .  發展替代性酬賞：從處理壓力的過程中，藉由改變個人  

的活動與創造滿足的新來源以嘗試處理問題情境，而發  

展出更多的因應技巧，如建立替代的社會關係、發展更  

多的自主性或獨立性，與從事其他替代的活動。  

（三）情緒取向的因應：包含情緒調適、接受結局或發洩

情緒。  

1 .  情緒調適（ a f f e c t i v e  r e g u l a t i o n）：包括意識上抑制衝  

動、不被情緒打倒、保持自尊，讓情緒變成未來的助力。 

2 .  認命的接受（ r e s i g n e d  a c c e p t a n c e）：預期最壞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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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既定的事實，屈服於命運。  

3 .  發洩情緒 ( e m o t i o n a l  d i s c h a rg e )：藉由言語表達以發洩情  

緒、哭泣、抽煙、吃過量，以及表現衝動的行為。  

其中認知評估取向的因應是無行為表現，而問題取向

和情緒取向則為有行為表現。其實因應策略的分類，最常

被使用以 F o l k m a n  與  L a z a r u s（ 1 9 8 4）的分類為主，他們

認為因應策略可分為二大類型：   

（一）問題焦點的因應（ p ro b l e m - f o c u s e d  c o p i n g  ）   

以 改 變 或 處 理 對 個 體 造 成 困 擾 的 問 題 情 境 為 主 ， 當 個

體評估情境是較可能被改變時，會傾向採取此因應策略。

問題焦點的因應又分為二種：一是設法消除外在環境的壓

力或增加自我資源的行為，如尋求資源、產生可能的問題

解決辦法、改變產生壓力的環境；二是改變內在的心理歷

程，包含動機或認知的改變，如改變抱負、減少自我投入、

尋找其他的滿足、發展新的行為標準或學習新技能與程序。  

（二）情緒焦點的因應（ e m o t i o n -  f o c u s e d  c o p i n g）   

直 接 調 整 對 問 題 的 情 緒 反 應 ， 當 個 體 評 估 情 境 不 易 以

行為加以改變時，最常採用此因應策略，以減少情緒的苦

惱，包括逃避、縮到最小、遠離、選擇性注意、積極比較

與從負面事件取得正面的價值。情緒焦點的因應又可分為

二類：一是改變個體對某一事件或情境的認知再評估，例

如改變不了某一事件的客觀情境，卻可改變其意義；二是

設法使自己與壓力情境或經驗隔離，或是用壓抑或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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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衛機轉來遺忘某些經驗。  

雖然 F o l k m a n  與  L a z a r u s（ 1 9 8 4）的因應分類方式被

廣泛的運用在國內、外的兒童與青少年因應研究中，然而，

學者對於他們的分類方式也有些批評，因為分類的範圍太

廣，且許多因應的類型可能同時存在於這兩種分類中，或

者 是 單 一 因 應 策 略 可 能 具 有 這 兩 種 功 能 （ C o m p a s ,  

Wo r s h a m ,  &  H o w e l l , 1 9 9 6）。不過雖然有這些缺失，後來的

研究者對於因應的分類，還是以他們的架構為主。試將國

內學生因應策略量表分類情形整理如表 2 - 2 - 1。  

 

表 2 - 2 - 1 國內學生因應策略量表分類  

研究者  因應策略的類型  量表形式  

黃玉真（民 83）

個人因應行為  

量表  

將二十種學校中的壓力  
情境為縱座標，因應行  
為為橫座標，列出十二  
種因應行為。  

適用對象：  
國 中 資 優 生 與

普通生  
每 題 至 多 勾 選

三項。  

曾肇文（民 85）  

因應方式量表  

 

1 .  認知上的逃避  
2 .  焦慮的擴大  
3 .  積極的重心評估  
4 .  貶值  
5 .  適應  
6 .  行為上的逃避  
7 .  積極的因應  

適用對象：  
國小普通生  
共 51 題  
四點量表  
 

歐慧敏（ 85）  

青少年因應策略  

量表  

1 .  採取正向策略，包括
解決問題、暫時擱置、  
改變策略、尋求支持。  
2 .  避免負向策略，包括
避免逃避策略。  

適用對象：  
小四到國三普  
通生  
共 60 題  
四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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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1 國內學生因應策略量表分類（續）  

研究者  因應策略的類型  量表形式  

鄭照順（民  86）  

青少年生活壓力  

因應量 (A -CO PE)  

1 .  尋求好友商量  
2 .  反省及面對問題  
3 .  溝通家人支持  
4 .  發展幽默性支持  
5 .  尋求身心轉換  
6 .  尋求專家支持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35 題  
五點量表  
 

魏俊華（民 87）  

壓力因應量表  

1 .  情緒取向策略  
2 .  問題取向策略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26 題  
四點量表  

王蓁蓁（民 90）  

國中生因應方式  

量表  

1 .  邏 輯 思 考 與 自 我 控 制  
2 .  尋求社會支持  
3 .  逃避現實  
4 .  聽天由命  
5 .  解 決 問 題 與 正 向 闡 釋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23 題  
四點量表  
 

李欣瑩（民 90）  

因應行為量表  

 

1 .  逃 避 問 題 與 發 洩 情 緒  
2 .  正 向 解 決 與 主 動 闡 釋  
3 .  轉移注意力  
4 .  正向情緒調適  
5 .  尋求社會支持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29 題  
五點量表  

紀怡如（民 91）  
因應策略量表  
 

1 .  積極因應  
2 .  消極因應  
3 .  轉移注意  
4 .  尋求支援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22 題  
五點量表  

曾淑華（民 91）  
國小學生行為困  
擾之因應策略量  
表  

1 .  主動面對  
2 .  壓抑攻擊  
3 .  自殘攻擊  

適用對象：  
國小普通生  
共 20 題  
四點量表  

蔡婉莉（民 91）  

青少年生活壓力  

因應量表  

1 .  尋求好友商量  
2 .  面對壓力  
3 .  與家人溝通  
4 .  自助與幽默  
5 .  轉換身心情境  
6 .  尋求專家支持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35 題  
五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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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1 國內學生因應策略量表分類（續）  

研究者  因應策略的類型  量表形式  

丁明潔（民 92）  
課業壓力因應  
量表  

1 .  積極情緒焦點因應  
2 .  消極情緒焦點因應  
3 .  積極問題焦點因應  
4 .  消極問題焦點因應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27 題  
五點量表  

林續琴（民 92）  
因應策略量表  
 

1 .  問題解決  
2 .  情緒處理  
3 .  尋求支持  
4 .  轉移注意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27 題  
四點量表  

陳筱瑄（民 92）  
因應行為量表  

1 .  積極解決  
2 .  消極解決  

適用對象：  
國中普通生  
共 24 題  
五點量表  

蔡素美（民 93）  
因應策略問卷  
 

1 .  面對問題  
2 .  情緒調適  
3 .  延宕逃避  
4 .  情緒發洩  

適用對象：  
國小普通生  
共 25 題  
四點量表  

孫瑜成（民 93）  
國中學生壓力調  
適量表  

1 .  消極應對  
2 .  尋求解決方法  
3 .  尋求他人支持  
4 .  穩定情緒  
5 .  自我封閉  

適用對象：  
國中資優生  
共 24 題  
四點量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製表  

 

國內因應量表的分類相當分歧，每位研究者的因應分

類型式都不同，大多包括 F o l k m a n  與  L a z a r u s（ 1 9 8 4）的

問題焦點、情緒焦點分類的概念；另外，「尋求支持」多為

一個獨立的分量表，可能是不易界定屬於情緒焦點或問題

焦點。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因應量表的題目很少，大多為

二十幾題，加上各研究者的因應量表分類多不一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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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因應策略研究的限制，使得研究結果沒有延續性，

無法看出青少年與兒童因應策略的完整圖像。  

三、因應策略的測量 

近年有許多不同的因應策略的評量工具，有四種方法

可測量兒童與青少年的因應壓力：包括自陳式問卷、半結

構式訪談、行為的觀察，較少被使用的是重要他人的報告

（父母、教師與同儕）。國內目前使用的評量方法以前兩者

為主，分別介紹如下：  

（一）問卷  

問卷是最常用來測量因應策略的工具，因為問卷可以

提供廣泛的資料，受試者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的反應，完

成問卷。評量方法為受訪者被要求要確定壓力情境，指出

他們在處理壓力時，所使用常見的因應策略。  

問卷選擇標準如下：評量工具應用廣泛且具有信度、

至少使用一次真實的樣本、問題要清楚能讓受訪者瞭解題

意，且需注意問題焦點與情緒焦點因應策略沒有重疊的地

方，才能選用。在使用問卷時，必須特別注意問卷使用在

兒童身上有年齡限制；雖然大部分的工具都是為青少年所

發展的，但有證據顯示，年紀較大兒童能夠提供較為可信、

有效的因應反應資料。測驗專家建議，小於十歲兒童之所

提供的資料信度不高，因為兒童可能無法理解問題（ F a l l o n  

&  S c h w a b - s t o n e , 1 9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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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  

訪談工具的選擇標準沒有像問卷這麼嚴格，但是訪談

的問題還是要有理論基礎。訪談的優點在於能提供人們瞭

解因應所發生的情境、因應反應的連續性、幾種不同的因

應反應，因為因應策略的範圍較廣，能夠提供較為豐富的

資料。相對地，訪談法最大限制在於青少年與兒童可能較

少陳述他們的因應反應，因為訪談依賴反應者的記憶能力

或在結構或半結構式訪談下，受訪者因應反應受到限制，

可能會低估了因應策略的分歧與複雜性。而結構式的訪談

較為省時，可以訪談較多的受訪者。  

國內外常見的壓力因應策略評量工具，大多為問卷，

少數研究者則採用質性半結構式的訪談來探討學童的壓力

因應歷程（林銘宗，民 8 8；張敏芳，民 9 4）。國內適用於

兒童與青少年因應的量表，最常見的是李坤崇與歐慧敏（民

8 5）所編製的「青少年因應策略量表」，並建立小四到國三

學生的常模，其他多為研究生所編製的因應策略量表（見

表 2 - 2 - 1）。  

   以 下 介 紹 兩 種 國 外 常 見 的 青 少 年 與 兒 童 的 因 應 工 具 ：

P a t t e r s o n 與 M c C u b b i n ( 1 9 8 7 )調查四百六十七名初級與高

級中學學生在處理個人以及家庭有關的要求時，所採取的

因應方式，研究工具為「青少年問題經驗因應取向量表」

（ A d o l e s c e n t  C o p i n g  O r i e n t a t i o n  f o r  P r o b l e m  E x p e r i e n c e ,  

A - C O P E），量表總共有五十四題，適用對象為十一到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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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經因素分析得到十二個主要因素：宣洩感受、轉移注

意、發展自我依賴和樂觀、發展社會支持、解決家庭問題、

逃避問題、尋求精神支持、親近密友、尋求專業支持、從

事吃力的活動、保持幽默、鬆弛。  

澳洲學者 F r y d e n b e rg 與 L e w i s ( 1 9 9 3 )  訪談 6 4 3 位 1 5

到 1 8 歲的受訪者，產生了 2 0 4 1 種青少年如何因應主要關

注內容的策略，經過五年產生了一共有八十題的「青少年

因應量表」（ A d o l e s c e n t  C o p i n g  S c a l e），適用對象為十二到

十七歲的青少年，資優學生也適用，為五點量表。作答方

式為請受訪者指出他們使用因應策略的頻率，依據使用頻

率來勾選，內容可分為十八個分量表：  

1 .  尋求社會支持（ s e e k  s o c i a l  s u p p o r t）：與他人分享問題

且在問題的處理方面獲得支持，如和他人說話，且能幫

助自己找出有用的資訊。  

2 .  集中焦點解決問題（ f o c u s  o n  s o l v i n g  t h e  p r o b l e m）：有

系 統 地 處 理 問 題 ， 學 習 關 注 問 題 且 考 慮 不 同 觀 點 與 意

見，如盡最大的努力解決問題。  

3 .  努力工作以達成目標 ( w o r k  h a r d  a n d  a c h i e v e )：描述個人

努力從事於目標（成就）的追求與努力，如努力工作。 

4 .  擔心（ w o r r y）：關心未來的一般議題或特別關心未來的

快樂事件，相當於未雨綢繆的意思，如擔心發生什麼事。 

5 .  投資親密的朋友（ i n v e s t  i n  c l o s e  f r i e n d s）：建立特殊親

密的關係，如花較多的時間與異性朋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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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追求歸屬感（ s e e k  t o  b e l o n g）：以照顧與關懷他人為出

發點，不管對方與自己的關係是一般或較特殊的人，如

改進自我與他人的關係。  

7 .  希望式思考 ( w i s h f u l  t h i n k i n g )：特徵是建立在希望與期

望正向的結果，如希望結果是最棒的。  

8 .  社 會 行 動 ( s o c i a l  a c t i o n )： 讓 其 他 人 知 道 什 麼 是 被 關 注

的，藉由請願或發起活動以徵求支持，如與有相同關注

的人開會。  

9 .  減少緊張 ( t e n s i o n  r e d u c t i o n )：藉由放鬆的方式，使自己

感覺更好，如喝酒、抽煙或其他藥物。  

1 0 .  不因應 ( n o t  c o p e )：個人無法處理問題或產生身心失調

的症狀，如自己無法處理問題。  

1 1 .  忽略問題 ( i g n o r e  t h e  p r o b l e m )：將問題趕出意識之外且

放棄處理，接受自己沒有辦法處理它，如忽略問題。  

1 2 .  自我責備 ( s e l f - b l a m e )：視自己應為事件負責或擔心 ，

如我應該為這問題負責。  

1 3 .  保持自我（ k e e p  t o  s e l f）：個人變得退縮，希望他人遠

離之自己所關注的事件，如保持對自己的感覺，不考量

別人。  

1 4 .  尋求精神支持（ s e e k  s p i r i t u a l  s u p p o r t）：禱告與相信精

神的領導者或神靈，如禱告尋求幫忙與指引，希望藉此

每件事情都會很好。  

1 5 .  正面焦點思考（ f o c u s  o n  p o s i t i v e）：以樂觀與愉快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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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看目前的情況，與認為自己是幸運的，如看事情的光

明面與思考事情都是好的。  

1 6 .  尋求專業的協助（ s e e k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h e l p）：使用專業的

顧問，如老師或輔導者，與有專業資格的人討論問題。 

1 7 .  尋求放鬆娛樂（ s e e k  r e l a x i n g  d i v e r s i o n）：這裡的放鬆

娛樂並不是運動，而是利用閱讀與畫畫等較為靜態的方

式放鬆自己，如看電視、聽音樂、看書。  

1 8 .  身 體 的 娛 樂 （ p h y s i c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與 運 動 有 關 的 娛

樂，且保持身體的舒適健康，如保持舒適與健康。  

雖然因應問卷因具有快速、標準化的特性，且被廣泛

大量的使用。但是在使用時，必須注意自陳式問卷可能會

具有下列的限制：受試者可能會回溯的問題，也許會有偏

誤；自陳式問卷受訪者可能不願意陳述負面因應策略的使

用，且兒童並沒有解釋他們使用因應策略的「頻率」，所以

在使用時必須特別注意這些問題。  

 
第三節 學生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本節分為三個部分，先介紹青少年的生活壓力情形，

再談資優學生的生活壓力源與實證研究，最後介紹學生壓

力因應策略之實證研究。  

一、青少年生活壓力之實證研究 

    青少年期（ a d o l e s c e n c e）是由兒童到成人的一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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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 特 徵 是 在 生 理 、 心 理 及 社 會 方 面 有 一 連 串 的 改 變

（ H o l m b e c k , 1 9 9 8），年齡大約從十歲到二十歲之間，它是

生命週期中很重要的部分。國民小學學童六足歲入學，國

小高年級學童年齡 11 至 1 2 歲，約處於青少年前期。  

發展心理學者 E r i k s o n ( 1 9 8 5 )將人生分為三個階段，並

描述不同階段的不同任務及衝突壓力。在青少年時期的生

命特徵為：精力旺盛、追求理想、好奇、追求獨立，而其

生活壓力為：升學競爭、人際交往、情感獨立、生活事件、

角色扮演、生涯探索。個體在青少年時期必須面臨許多發

展 任 務 ， 這 些 任 務 皆 會 導 致 心 理 上 的 困 擾 與 壓 力

（ D ` O n o f r i o  &  K l e s s e , 1 9 9 0），在這個階段，青少年情緒的

主要特徵是多變、強烈、不穩定。  

青少年時期可能是人一生中最混亂的時期；這是一個

危機時刻，卻也是轉機時刻，青少年可以藉此機會省思、

探究自己，是成長轉變的最佳機會。因此，壓力因應策略

會影響青少年認知、社會與情緒的發展。青少年壓力來源

的研究者（Compas,1987）指出：青少年自陳（self-report）

的日常生活壓力多於重要生活事件，且日常生活事件對青

少年之心理憂鬱的影響更大，而日常生活壓力比重大生活

事件對青少年有更大的影響。  

國內小學生的生活壓力研究中，小學生的壓力來源較

為單純，大多與學校課業問題有關，曾淑華（民 91）指出

國小學生在行為困擾問題中，最感到困擾的項目是學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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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楊玉女（民 80）發現兒童最常面臨的生活壓力事件主

要來源為學校，其次為家庭與社會問題；彭偉峰（民 93）

發現學童感受到的生活壓力，依序是學校壓力、環境壓力

與自我壓力等；蔡素美（民 93）指出國小學童課業壓力感

受以父母壓力最大，老師壓力最小。 

國中生的生活壓力研究較多，江承曉（民 80）發現青

少年主要的生活壓力事件，依序為：學校生活事件、身心

生長發育事件、家庭事件、異性交友事件；彭武德（民 81）

指出國中生最普遍與最痛苦的壓力來自學校方面的學業；

鄭 秀 足 （ 民 93） 發 現 生 活 壓力 的 主 要 來 源 為 學 校 生 活 事

件，其次是家庭生活事件與身心發展事件。 

蔡嘉慧（民 87)發現國中學生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為

學校生活事件與課業問題事件，其次為父母管教事件、身

體生長事件與生涯發展事件；陳筱瑄（民 92）指出國中生

的壓力屬於中等，各類壓力感受由大而小依序為：學校事

件、自我相關事件、家庭事件及交友事件；李欣瑩（民 90）

發現國中生最多的生活壓力事件依序為：學校生活事件、

家庭生活事件、自我相關事件、異性交往事件。可見小學

生的生活壓力以課業壓力為主，國中生的生活壓力多與學

校生活有關。 

二、資優生之生活壓力研究 

資 優 生 在 生 活 中 ， 除 了 承 受 普 通 生 所 面 臨 的 壓 力 之

外，他們還比別人承受更多額外的課業壓力與社會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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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過去的文獻與理論，將資優生的生活壓力分為兩大部

分：第一部份為個人因素的壓力，指資優學生本身獨特的

資優特質所造成的壓力；第二部分為環境因素的壓力，指

師長、同儕及學校、社區環境對資優學生之影響，分別介

紹如下： 

（一）個人因素的壓力  

    1 .  高智商高敏感  

資優生具有獨特的個人特質，可能會使他們比同儕對

於壓力更敏感， Baska(1989)指出資優生經常比他們同年齡

的同儕經歷較深程度的情緒反應，壓力出現在這些青少年

身上是普遍的，許多資優生對於他們的環境、事件、想法

與期望都具有較高的敏感性，這可能會讓他們比一般人對

壓力感受的知覺更高。 Jackson (1993 )調查 81 位資優與普

通中學生，比較普通生與資優生察覺重要他人的期望，他

發現 39%資優中學生焦慮程度高於普通生，其中智商超過

135 以上的資優生，有 45%學生焦慮程度高於普通生。由

此可知，資優生對生活壓力之感受可能會較敏感。  

    2 .  完美主義與高自我期許  

完美主義是資優生的特質之一，部分資優學生受到外

在環境影響，為自己建立了不切實際的高期望，讓自己承

受很大的心理壓力。陳玫伶（民 8 5）發現完美主義傾向高

的學生，由於拼命用功讀書，工作過度的結果，長期處於

高度緊張狀態之下；完美主義傾向高的學生，對於課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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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學業成就有極高的要求，尤其是考試成績方面的要求

更高。可見資優生受到完美主義的影響，對課業的自我期

許都很高，使得身心狀況較為緊繃，壓力較大。  

（二）環境因素的壓力  

1 .  學校環境與學業壓力  

當資優生進入學校就讀時，一旦他們在智能、情感的

需求與所處環境不一致時，可能會產生壓力，特別是在教

室 中 ， 反 覆 性 與 無 聊 的 練 習 活 動 對 資 優 生 是 沒 有 挑 戰 性

的，更可能會導致壓力的產生。資優生需要智能的挑戰，

他們喜好思考與推理活動，厭煩、單調無聊的工作對他們

是有壓力的。黃玉真（民 8 3）發現資優生的學校生活壓力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有 顯 著 的 負 相 關 ， 表 示 學 校 生 活 壓 力 越

大，其學校適應越差。  

資優學生在進入資優班就讀時，往往必須面對資優課

程與普通課程雙重的壓力，作業分量比普通學生繁重，而

藝術才能資優學生更要面臨學科與術科雙重課業壓力（張

敏芳，民 9 4）。學業壓力過重亦造成資優學生沮喪、倦怠

及焦慮情形，影響其身心健康（ H o w e , 1 9 8 6）。  

綜合國內過去的資優學生壓力研究中，發現資優學生

主要的生活壓力來源仍以學業壓力為主（鄒浮安，民 8 7；

黃玉真，民 8 3；吳武典、蔡明富，民 9 0），孫瑜成（民 9 3）

研究發現國中資優學生主要壓力來源以學業壓力最大，其

次依序為自我期許壓力、父母壓力、老師壓力、同儕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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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資優學生相當重視個人學業成就。  

國外學者 K a r n e s 與 O e h l e r - s i n n e t t ( 1 9 8 6 )也發現資優

青少年評定與學業成就有關的事件是較有壓力的，如「考

試失敗」與「失去親人與朋友」一樣有壓力。資優青少年

評定高度壓力事件是「社會接受困擾」與「職業抱負」，如

違法與破壞法律、在學校被他人懷疑、懷孕或與吸毒有關。

資優學生對於較多正向事件是較少有壓力的，如結束一件

問題、父親加薪、手足的生日。可見關於學業成就、社會

地位與職業抱負的事件對資優生是較有壓力的。    

但是，在國內資優生與普通生的課業壓力比較的研究

中，卻發現資優學生課業壓力比普通學生還低（黃玉真，

民 8 3；蔡明富、吳武典，民 9 0），這可能是和資優學生的

課業成績較佳有關，且資優學生有較佳的智力，故能掌握

複雜的環境 ( J a c k s o n , 1 9 9 3 )，有待進一步探討。 

2 .父母、師長的高期望  

學生在被標記為「資優生」之後，師長常常對其另眼

看待並產生過高的期望，這會使課業表現不佳的資優生產

生挫折感與壓力（ D e l i s l e , 1 9 8 6）。如果師長沒有正確的資

優的概念，會對資優生的學業成就產生不正確的期望，如

一定要全班第一名或每科成績都要很好，資優生可能感受

到他人高度學業成就的期望，可能無法達到高度期望，而

產生心理壓力與挫折感。  

曾建章（民 8 5）發現資優生所感受之父母學業成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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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壓力顯著高於普通學生，且父母期望高於教師期望；資

優生與普通生知覺他人期望與壓力感受都是成正相關的，

也就是他人期望越高，學生所感受程度就越大。可見當父

母對子女有過高的期望時，子女會有達不到父母期望的困

擾與壓力（張敏芳，民 9 4）。  

在師生互動方面，集中式資優班學生與老師相處時間

較長，所感受來自於老師的壓力特別大。郭靜姿（民 7 5）

發現集中式資優生最大壓力源來自於師生關係；蔡明富與

吳武典（民 9 0）發現國小資優學生的師生關係壓力高於普

通學生，可能是因為資優學生感受教師的期望壓力高於普

通學生（曾建章，民 8 5）。但是黃玉真（民 8 3）卻發現國

中資優學生師生關係壓力低於普通學生，其樣本同時包含

集中式資優班與分散式資優班學生，可見資優學生與師長

的關係也可能會受到安置方式的影響，而有不同的變化。  

3 .同儕關係不良  

同 儕 關 係 發 展 對 資 優 學 生 在 青 少 年 時 期 影 響 很 深

（ D a v i s  &  R i m m , 2 0 0 4 ）。 Ya d u s k y - H o l a h a n 與 H o l a h a n

（ 1 9 8 3）發現沒有同儕支持的資優學生會經歷較多的失敗

感受，也經歷較多的情緒創傷，因為如果有同儕的支持，

可以提供學生與他人討論壓力的機會，經由相似他人的比

較，能夠修正資優學生不切實際的期望。  

但是資優學生可能會有較差的同儕關係，因為他們常

缺乏適當的社會技巧，無法與同齡兒童有效的溝通，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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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生的壓力更大。郭靜姿（民 7 5）研究發現分散式學生

最大壓力源來自於同儕關係，綜合普通與資優學生，全部

受試者最大壓力源為同儕關係，其次為課業問題；集中式

資 優 班 同 儕 課 業 競 爭 激 烈 ， 可 能 會 因 為 彼 此 的 比 較 與 競

爭，形成同儕間緊張的關係，間接增加了其課業壓力。可

見資優生的安置方式對同儕關係可能也會有影響。  

此外，同儕期望也會對資優生產生壓力。曾建章（民

8 5）發現資優學生所知覺之同儕期望顯著高於普通學生。

國外研究也有相同的結果， J a c k s o n ( 1 9 9 3 )比較期望變項與

焦慮之間的關係，發現同儕期望對資優兒童焦慮有顯著相

關，但對普通兒童卻無相關，可見同儕期望對於資優學生

之壓力感受是有影響的。但是也有學者研究發現資優生與

普通生的同儕壓力沒有顯著差異（黃玉真，民 8 3；曾建章，

民 8 5），因此需要進一步了解資優生的同儕關係壓力。  

三、國內、外資優生壓力實證研究之比較 

國外學者對於資優學生之壓力研究並不多，但壓力研

究主題較為多元，有家庭壓力、認知壓力、憂鬱、焦慮等

不同變項與壓力之間的關係，多採用調查研究法。但是在

資優生與普通生的壓力比較研究中，多限於這兩種不同學

生群體的比較，較少探討性別、年齡的背景變項的差異；

研究對象多為青少年階段，且樣本人數較少，未達一百位

樣本，較少大樣本的研究。茲將國外資優生壓力研究之取

樣對象、研究方法與工具整理如下（見表 2 -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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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1 國外資優生之壓力研究摘要  

研 究 者 /主 題  研究工具  取樣對象  研究結果  
Fe rguson  
(1981 )  
資優青少年、壓

力與生活改變  

青 少 年 生 活

事 件 改 變 量

表  

A d o l e s c e n t  

L i f e  c h a n g e  

E v e n t  S c a l e  

十二歲青少年 96
位，包含 25 位資
優生， 71 位普通
學 生 ， 取 樣 來 自

兩 所 國 中 的 九 年

級  

資 優 青 少 年 比 普

通 青 少 年 經 歷 較

少壓力事件，但他

們 對 於 這 些 事 件

和 一 般 青 少 年 一

樣敏感。  

Evans  
(1982 )  
資 優 兒 童 家 庭

壓力研究  

父 母 壓 力 指

南  
T he  Pa r en t  
St res s  
I ndex  

一 到 四 年 級 資 優

生 的 父 母 29
位， 17 位普通生
父 母 ， 取 樣 來 自

三 所 鄉 村 公 立 學

校  

資 優 與 普 通 兒 童

在 家 庭 壓 力 方 面

沒有顯著差異。  

Yadusky -  
Ho lahan ＆

Ho lahan  
（ 1983）  
資 優 中 學 生 學

業 壓 力 在 焦 慮

與 憂 鬱 程 度 的

效應  

IPAT 焦慮量
表  

60 位十二年級學
生 ， 分 為 兩 組 ，

三 十 位 學 生 放 在

單 一 房 間 ， 減 少

同 儕 接 觸 與 支

持 ， 三 十 位 學 生

放 在 有 選 擇 房 間

做為對照組  

資 優 生 之 焦 慮 有

組別差異，沒有同

儕 支 持 的 學 生 經

歷 較 多 的 失 敗

感，也經歷較多情

緒的創傷。  

Ka rnes&  
Oeh le r -  
s i nne t t  ( 1986 )  
資 優 青 少 年 的

生 活 事 件 壓 力

源  

青 少 年 生 活

事 件 改 變 量

表 與 青 少 年

生 活 事 件 量

表  

七 到 十 二 年 級 資

優 青 少 年 53
位，包含 31 位男
生、 22 位女生，
來 自 東 南 方 鄉

村 ， 十 二 到 十 七

歲。  

資 優 青 少 年 對 於

成就、社會地位與

職 業 抱 負 有 關 的

事 情 是 較 有 壓 力

的，資優學生對於

較 多 正 向 事 件 是

較少有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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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1 國外資優生之壓力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 /主題  研究工具  取樣對象  研究結果  
Howe  
(1986 )  
資 優 中 學 生 四

天 與 五 天 學 業

週 的 壓 力 與 憂

鬱效應  

青 少 年 生 活

事 件 改 變 量

表  
Ado lescen t  
L i f e  change  
Even t  
Ques t i onna
i r e  

十 年 級 英 文 榮 譽

班 學 生 ， 分 為 三

組 ， 一 組 從 五 天

的 學 業 週 ， 上 傳

統 課 程 ， 二 組 從

四 天 的 學 業 週 ，

上 濃 縮 課 程 ， 人

數為 31、 32、 38

兩 組 濃 縮 課 程 小

組 察 覺 學 校 生 活

事 件 壓 力 是 有 顯

著差異的，但是察

覺 憂 鬱 與 壓 力 之

間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 im ian  
（ 1988）  
資 優 學 生 的 教

室 壓 力 預 測 與

崩解（ bu rnou t）
經驗  

兒 童 焦 慮 特
徵 量 表 、 生
活 事 件 檢 核
表 、 學 生 壓
力 量 表 、
M a s l a c h  
B u r n o u t  
I n v e n t o r y  

10 -15 歲 資 優 學

生 121 位  
低自尊、外控、較

差 的 學 校 生 活 品

質 對 教 室 壓 力 預

測較佳。  

Wood ing  
&  B ingham
（ 1988）  
資 優 學 生 認 知

壓力源的反應  

皮 膚 溫 度 用

一 種 I n n e r  
Te l l  DTF  
A - 6 指 針 溫

度機器測量  

七 到 九 年 級 國 中

資 優 生 30 位 與

非 資 優 同 儕 30
位  

資 優 生 膚 電 反 應

改變較少，且復原

時間較快。  

Bake r  
( 1992 )  
檢 視 資 優 與 非

資 優 青 少 年 在

環境壓力源、社

會傳遞者、憂鬱

與自殺觀念  

自 陳 式 憂

鬱 、 自 殺 與

孤 單 量 表 、

日 常 生 活 困

擾量表  

高 度 學 術 資 優 青

少年 32 位，學術
資 優 生 58 位 與

一般學業學生 55
位，平均年齡 13
歲  

各 組 學 生 壓 力 經

驗 或 社 會 競 爭 差

異不大，高度資優

女 孩 比 一 般 女 孩

自 陳 具 有 較 多 完

美主義、學業表現

有關的壓力。  
Jackson  
（ 1993）  
資 優 與 一 般 中

學 生 察 覺 自 己

能 力 與 符 合 重

要他人期望，並

測量壓力程度  

中 學 人 格 量

表 、 焦 慮 量

表  

兩 所 學 校 的 七 年

級 學 生 ， 一 組 資

優生 41 名，另一
組為非資優生 40
名  

39% 資 優 生 焦 慮

分 數 高 於 普 通

生 ， 智 商 高 於

135， 45%焦 慮 分
數高於普通生；兩

組 學 生 對 同 儕 或

自 我 期 望 無 顯 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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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製表  

 

比較國內資優生壓力相關研究，發現國內壓力研究有

以下特色：  

1 .  目前國內壓力實證研究有八篇，研究主題多與學生學校

生活壓力有關，包括國中四篇、國小二篇、高中生二篇。

多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可能是國中階段學生受到較大

的升學壓力，較引人關注。研究對象皆為單一教育階段

學生，並沒有跨國中、小教育階段的資優學生壓力研

究，無法比較不同教育階段學生生活壓力情形。  

2 .  資優生壓力研究，除一篇為質性研究（張敏芳，民 9 4），

多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調 查 學 生 對 不 同 壓 力 來 源 的 感 受 並

評定等級，對壓力的定義多為壓力源或壓力感受，對於

壓力與因應之間的關係探討只有兩篇（黃玉真，民 8 3；

孫瑜成，民 9 3），且缺乏國小資優學生因應策略的研究。 

3 .  國內資優生壓力研究取樣對象多為地區性樣本，全國性

樣本只有一篇（孫瑜成，民 9 3），但取樣人數與規模較

國外研究多，多超過一百位，為大樣本研究。  

 

茲將國內資優生壓力研究之取樣對象、研究方法與工

具整理如下（見表 2 -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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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2 國內資優生壓力相關研究  

研 究 者 /主 題  研究工具  取樣對象 /人數  研究結果  

郭靜姿  
（ 民 7 5）  
壓 力 調 適

對 於 國 中

資 優 學 生

及 前 段 班

學 生 心 理

適 應 之 影

響  

1 .  自編「中學生
生 活 經 驗 量 」

（壓力量表）  
2 .  修訂「田納西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3 .「情緒穩定量
表」  

北市九所學校  
國一、國二  
分散式資優生

257 人  
集中式資優生

119 人  
前段班普通生

369 人  
共 546 人  

前 段 班 學 生 課 業

壓 力 高 於 資 優 學

生，而集中式與分

散 式 資 優 學 生 間

之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準；各組壓力來

源不同。  
 

黃玉真  
（ 民 8 3）  
國 中 資 優

學 生 與 普

通 學 生 學

校 生 活 壓

力、因應行

為 及 學 校

適 應 之 比

較研究  

1 .  修訂「學生在
校行為問卷」  

2 .自編「個人因應
行為量表」  

3 .自編「學校情境
量表」  

北 部 地 區 六 所

學校  
國一、國二  
資優學生 268 人
（ 包 含 集 中 式 與

分 散 式 資 優 班 ）  
普通學生 375 人
共 643 人  

資 優 學 生 之 課 業

壓力、常規壓力、

師 生 關 係 壓 力 及

自 我 接 納 壓 力 均

低於普通學生；男

生 的 學 校 常 規 壓

力比女生高；資優

學 生 與 普 通 學 生

最 常 使 用 之 因 應

行為很類似，不同

性別也很類似。  
曾建章  
(民 85 )  
國 中 資 優

學 生 與 普

通 學 生 之

他 人 期 望

與 壓 力 感

受 及 成 就

動 機 之 比

較  

1 .  自編「國中學
生 之 他 人 學 業

成 就 期 望 知 覺

與 壓 力 感 受 問

卷」  
2 .「成就動機問
卷」  

中 部 地 區 五 所

學校  
國一、國二、  
國三  
一 般 能 力 資 優

生 327 人  
普通生 447 人  

資 優 生 與 普 通 學

生 感 受 之 三 種 個

別 他 人 期 望 壓 力

間 ， 皆 達 顯 著 差

異；不同性別學生

三 種 皆 有 顯 著 差

異；不同年級僅在

教 師 期 望 壓 力 感

受 得 分 上 有 顯 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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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2 國內資優生壓力相關研究（續）  

研 究 者 /主 題  研究工具  取樣對象 /人數  研究結果  

鄒浮安  
(民 86 )  
著 名 高 中

學 生 生 活

壓 力 及 其

相 關 因 素

之研究  

1 .  自 編 「 高 中 學
生 生 活 壓 力 量

表」  
2 .  一般健康量表
3 .  社會支持量表  
4 .  問題解決能力
量表  

5 .  刺激忍受力量
表  

臺 灣 地 區 六 所

著名高中  
著 名 高 中 學 生

536 人  
非 著 名 高 中 學

生 532 人  
共 1068 人  

整 體 著 名 高 中 學

生的高壓力源，屬

於 學 校 生 活 壓 力

類居多；女生生活

壓 力 在 同 儕 壓

力、學校壓力與個

人 壓 力 高 於 男

生；二年級學生的

家 庭 生 活 壓 力 高

於一、三年級。  
鄒浮安  
(民 87 )  
高 中 分 散

式、集中式

數 理 資 優

生 與 普 通

生 在 生 活

壓 力 與 身

心 健 康 之

比較研究  

1 .  自 編 「 高 中 學
生 生 活 壓 力 量

表」  
2 .  一般健康量表
3 .  社會支持量表  
4 .  問題解決能力

量表  
5 .  刺激忍受力量
表  

高 雄 中 學 高 一

學生  
分 散 式 數 理 資

優生 42 人  
集 中 式 數 學 資

優生 28 人  
普通學生 92 人  
共 162 人  

普 通 學 生 家 庭 生

活 壓 力 的 高 於 集

中式資優生，且學

校 生 活 壓 力 的 強

度 高 於 集 中 式 或

分散式資優生；分

散 式 與 集 中 式 資

優 生 之 間 的 各 類

生 活 壓 力 則 沒 有

顯著差異。 

蔡明富、  
吳武典  
（民 90）  
國 小 資 優

學 生 學 校

生 活 壓 力

與 學 校 適

應 之 相 關

研究  

1 .  修訂「學生在
校行為問卷」  

2 .「學校情境量
表」  

 

台北市與台北

縣共十三國小  
小五、小六  
一般能力資優

生 351 人  
普通生 351 人  
共 702 人  

資 優 學 生 的 學 校

課 業 壓 力 低 於 普

通學生，但師生關

係 壓 力 高 於 普 通

學生；五、六年級

學 生 的 學 校 生 活

壓 力 沒 有 顯 著 差

異；男生、女生的

學 校 生 活 壓 力 沒

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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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2 國內資優生壓力相關研究（續）  

研 究 者 /主 題  研究工具  取樣對象 /人數  研究結果  

孫瑜成  
（民 93）  
國 中 資 優

學 生 人 格

特質、壓力

調 適 及 其

相 關 因 素

之研究  

1 .  自 編 「 國 中 學
生 壓 力 調 適 量

表」  
2 ,「 賴 氏 人 格 測
驗」  

台灣北區四

所、中區兩所、

南區九所  
共十五所  
國一、國二、國

三  
資優生（集中與

分散式約各半）

共 5 5 1 人  

國 中 資 優 學 生 的

主 要 壓 力 來 源 以

「學業壓力」主，

其次為「自我期許

壓 力 」； 國 中 資 優

學 生 最 常 使 用 的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以

「 理 性 應 對 」 為

主，其次為「穩定

情緒」。  
張敏芳  
（民 94）   
與 壓 力 共

舞 － 國 小

音 樂 資 優

生 學 習 壓

力之研究  

採 質 的 研 究 方

法 ， 運 用 訪 談 、

觀 察 、 文 件 分 析

的 方 式 ，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 進 行 分

析與詮釋  

南部某縣市一

所國小—樂樂國
小（假名）音樂

班十一名學生  
 

音 樂 班 學 生 有 學

術 科 雙 重 課 業 壓

力；壓力隨年級遞

增 有 加 劇 之 現

象，但學生因應的

表現更趨沉穩，演

奏 操 控 能 力 成 熟

度 及 經 驗 累 積 為

主要原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製表  

三、學生壓力因應策略之實證研究 

（一）普通生之壓力因應策略研究  

以小學生為研究對象之因應策略研究，大多是探討兒

童對生活與課業壓力的因應策略，曾淑華（民 9 1）發現國

小學生採取主動面對的因應策略面對生活壓力困擾；蔡素

美（民 9 3）發現國小學童最常使用面對問題的課業壓力因

應策略，最少使用情緒發洩；邱富琇（ 9 3）發現兒童最常

採用直接行動壓力因應方式，其次為自我保護壓力因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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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較少採用直接控制壓力因應方式。可見小學生在面對

壓力時，所採取的壓力策略大多以主動面對問題來處理，

較少使用情緒焦點的方式來因應壓力。  

國中生的壓力因應策略研究較國小多，丁明潔（民 8 2）

指出國中生最常採取的課業壓力因應方式為積極情緒焦點

因應，而最少使用的是消極問題焦點因應；李欣瑩（民 9 0）

發現國中生最常使用的因應行為以正向情緒調適最多，其

次為主動解決與正向闡釋、尋求社會支持、逃避問題與發

洩情緒、轉移注意力；紀怡如（民 9 1）發現國中生採取的

壓力因應策略是以轉移注意為主，再者為積極因應、消極

因應，而最不常使用的方式則為尋求支援。  

王蓁蓁（民 9 0）的研究發現更為消極，國中生最常採

取的因應方式為聽天由命，其次為逃避現實、尋求社會支

持、解決問題與正向闡釋，而最少使用邏輯思考與自我控

制。可見國中生壓力因應策略與小學生可能有所不同，較

常使用情緒焦點因應，較少採用問題焦點因應。  

（二）資優生之壓力因應策略研究  

資 優 生 的 壓 力 因 應 策 略 與 普 通 生 有 沒 有 差 異 呢 ？ 其

實智力可能會影響認知評估的運作，壓力情境會影響因應

策略的選擇與實施，當問題焦點與情緒焦點因應同時被高

智商與低智商的人所使用時，低智商者可能會較常使用情

緒焦點因應，因為他們個人資源稀少，使得他們評估情境

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少。 Z e i d n e r 與 S c h l e y e r ( 1 9 9 9）指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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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焦點因應策略在與情緒焦點因應比較起來，問題焦點因

應考試情境中是比較具適應性的，特別是在考試準備的階

段，當學生能夠做些事情會影響考試的結果與情境評估的

結果 ( Z e i d n e r , 1 9 9 5 )。高智商的學生傾向於使用適應性的技

巧，使得他們經歷較少的壓力與焦慮，且較能適應考試情

境因應。  

國 外 對 於 資 優 青 少 年 的 壓 力 因 應 策 略 研 究 較 為 多

元 ， 大 多 為 資 優 生 對 資 優 標 記 的 社 會 因 應 的 調 查 （ 見 表

2 - 2 - 3）， 對 於 資 優 生 生 活 壓 力 因 應 策 略 的 研 究 較 少 。

Wo o d w a r d  與  K a l y a n - M a s i h（ 1 9 9 0）發現資優鄉村青少年

經常使用的因應孤單的策略為從事個人追求、擴大社會接

觸 、 使 用 認 知 重 塑 、 使 自 己 忙 碌 ； C o l e m a n（ 1 9 9 0）發現

資優學障學生在面臨學校挫折時，會使用較多計畫性問題

解決因應策略，普通學障學生使用較多保持距離、逃避行

為與較多無助感。  

澳洲學者 F r y d e n b e rg ( 1 9 9 3 )發現資優青少年使用較多

的問題解決策略來因應外在的壓力源，她發現資優青少年

比一般同儕較傾向於使用「問題解決」、「努力工作以達成

目標」這兩種因應策略，比一般同儕較少傾向使用「希望

思考」、「投資親密的朋友」、「減少緊張」或「不因應」的

方式。她認為資優青少年與普通青少年相同，都覺得自己

很勤奮且能夠處理個人的問題，但是資優青少年傾向於將

「努力工作以達成目標」擺在「減少緊張」與「身體的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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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之前，可能較少使用「減少緊張」的方法來因應壓力。 

後來學者也得到類似的研究結果， Ta y l o r（ 1 9 9 5）發現

學業資優青少年傾向於使用積極的、問題焦點因應策略，

與一般樣本比較起來，較少使用不良的因應策略；To m c h i n

與 C a l l a h a n（ 1 9 9 6）發現學業資優青少年經常使用「努力

工作以達成目標」、「集中焦點解決問題」、「身體的娛樂」、

「尋求放鬆娛樂」的策略來因應壓力，較少使用或不曾使

用「不因應」、「減少緊張」、「社會行動」、「尋求專業的協

助」與「忽略問題」。可見國外資優青少年較傾向於使用「問

題焦點」的壓力因應策略，喜好自行解決自己的壓力，較

少尋求社會支持，也較少使用逃避因應策略。  

茲 將 國 外 資 優 生 壓 力 因 應 策 略 研 究 整 理 ， 如 表 2 - 3 - 3

所示：  

表 2 - 3 - 3 國外資優生壓力因應策略相關研究  

研 究 者 /研 究 主 題  研究工具  取樣對象  研究結果  

C o l e m a n  
( 1 9 9 0 )  
資 優 學 習 障 礙 與

學 障 男 孩 因 應 學

校挫折的比較  

因 應 資 源

量表  
C o p i n g   
R e s o u r c e s  
I n v e n t o r y  

六到九年級

資優學習  
障礙兒童、

學障兒童  
 

資優學障學生使用較

多計畫性問題解決，

普通學障學生使用較

多保持距離、逃避行

為與較多無助感，環

境中有用的因應資源

沒有顯著差異。  
Wo o d w a r d  ＆  
K a l y a n - M a s i h  
（ 1 9 9 0）  
資 優 鄉 村 青 少 年

的 孤 單 、 因 應 策

略與認知風格  

K a l y a n -  
M a s i l  
因應量表  
 

資優鄉村  
青少年  
5 2 位  
 

資優青少年經常使用

的因應孤單的策略為

「 從 事 個 人 追 求 」、

「 擴 大 社 會 接 觸 」、

「 使 用 認 知 重 塑 」、

「使自己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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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3 國外資優生壓力因應策略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工具  取樣對象  研究結果  

A h m a d  
（ 1 9 9 2）  
資 優 青 少 年 與 非

資 優 青 少 年 在 因

應 機 制 、 因 應 資

源與自尊的比較  

因 應 資 源

量表  
C o p i n g  
R e s o u r c e s  
I n v e n t o r y  

資優青少年

3 8 位  
普通青少年

2 1 位  

資優青少年有顯著較

高 的 自 尊 與 因 應 資

源。  

F r y d e n b e rg   
（ 1 9 9 3）  
高 能 力 青 少 年 的

因應策略  

問卷調查  
青少年  
因應量表  
A d o l e s c e n t  
C o p i n g  
S c a l e  

11 到 1 8 歲
資優青少年

6 3 位  
 
 

資優青少年因應策略

較傾向於使用「集中

焦點解決問題」、「努

力 工 作 以 達 成 目

標」，較少使用「希望

式思考」、「投資親密

的 朋 友 」、「 減 少 緊

張」、「不因應」。  

Ta y l o r  （ 1 9 9 5）  
資 優 青 少 年 的 家

庭 結 構 與 因 應 策

略  

青少年  
因應量表  
A d o l e s c e n t  
C o p i n g  
s c a l e  

六到十年級

學業資優  
青少年  
4 5 7 位  

資優青少年傾向於使

用積極的、問題焦點

因應策略，較少使用

不良的因應機制比率

比一般樣本高。沒有

顯著性別差異。  
To m c h i n  ＆

C a l l a h a n  
（ 1 9 9 6）  
自 我 概 念 與 因 應

策 略 之 關 係 ： 資

優 青 少 年 的 適 應

型態  

青少年  
因應量表  
A d o l e s c e n t  
C o p i n g  
S c a l e  
 

十到十六年

級學業資優

青少年  
4 5 7 位  
 

資優青少年經常的因

應策略為「努力工作

以達成目標」、「集中

焦點解決問題」、「身

體的娛樂」、「尋求放

鬆娛樂」  

P l u c k e r  
（ 1 9 9 8）  
性 別 、 種 族 、 年

級 的 變 項 在 資 優

青 少 年 學 生 因 應

策略的差異  

青少年  
因應量表  
A d o l e s c e n t  
C o p i n g  
S c a l e  

五到八年級

資優青少年

7 4 9 位  
 

資優青少年的因應策

略在性別、年齡有顯

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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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3 國外資優生壓力因應策略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工具  取樣對象  研究結果  

S w i a t e k  
（ 2 0 0 1）  
資 優 中 學 生 的 社

會 因 應 與 自 我 概

念的關係  

社會因應  
量表  
S o c i a l  
c o p i n g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十到十六歲

資優青少年

2 2 0 位，來
自九到十二

年級   

女性比男性會拒絕資

優 ； 男 生 比 女 生 幽

默，問題解決社會因

應策略比情緒焦點、

逃避本位策略較為適

應。  
P r e u s s＆ D u b o w  
（ 2 0 0 4）  
資 優 兒 童 與 普 通

對 學 校 與 同 儕 壓

力 源 的 因 應 反 應

比較  

問卷調查  
自陳式  
因應量表  
S e l f - R e p o r t  
C o p i n g   
S c a l e  

國小資優  
兒童 5 2 位  
國小普通  
兒童 5 5 位  
五、六年級

資優兒童問題解決策

略比普通兒童多，資

優與普通兒童自陳對

同儕與學校壓力源的

因 應 策 略 並 沒 有 差

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製表  

 

在國外文獻方面，壓力因應研究的對象多為資優青少

年，多為跨年齡的研究，小學生多被併入青少年研究中，

單以國小資優生為對象的研究只有一篇。 P r e u s s 與 D u b o w

（ 2 0 0 4）比較資優兒童與普通兒童對於學校與同儕壓力源

的因應反應，結果發現：資優與普通兒童自陳對兩種不同

的壓力源因應策略並沒有差異，但是資優兒童使用較多的

問題解決策略來因應這些壓力源；這和過去的研究結果一

致 （ B u e s c h e r , 1 9 8 5）， 也 就 是 資 優 兒 童 偏 好 使 用 快 速 且 有

效率的解決問題方法，且較喜歡選擇行動導向的方法來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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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國小資優生因應策略研究相當缺乏，目前只有一

篇，張敏芳（民 9 4）以質性研究探討音樂班學生面臨壓力

之舒緩方式，國小音樂資優生舒緩壓力的方式大致可歸類

四種：消極以對、逃避、自我調適、順勢以對。但是本研

究樣本為音樂班學生，且缺乏普通學生為對照組，無法看

出資優學生與普通生因應策略的差異。  

國內國中資優生的壓力因應策略研究只有兩篇，黃玉

真（民 83）透過訪談方式設計了「個人因應行為量表」，

調 查 資 優 學 生 與 普 通 學 生 面 臨 學 校 生 活 壓 力 時 的 因 應 行

為，發現國中生使用的因應行為十分類似，最常使用有四

種：（ 1）自己設法解決（ 2）找朋友談（ 3）不管它（ 4）

找家人談。但此量表採封閉式檢核，只有十二種選項讓學

生勾選，只能初步看出因應行為的趨向。後來，孫瑜成（民

93）探討國中資優生人格特質與壓力因應之關係，發現國

中資優學生最常使用的壓力因應方式以理性應對為主，其

次依序為穩定情緒、尋求他人支持、自我尋求解決方法、

消極應對和自我封閉。  

由上可知，國中資優生較傾向採用積極正面的因應策

略，以緩和壓力對個人的負擔，而不傾向使用消極負面的

策略。但是本研究的樣本只有資優學生，無法比較資優學

生與普通學生壓力因應策略的差異，因此有必要對於資優

生與普通生之壓力因應策略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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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本 節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 第 一 為 生 活 壓 力 之 相 關 因 素 研

究，第二為因應策略之相關因素研究，第三為不同生活壓

力感受程度學生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第四為集中式與分

散式資優生在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一、生活壓力之相關因素研究 

（一）生活壓力與性別的實證研究  

1 .  普通生生活壓力之性別研究  

不 同 性 別 是 否 會 有 不 同 的 生 活 壓 力 感 受 呢 ？ 目 前 的

研究發現女生的生活壓力似乎有隨年齡增加逐漸升高的傾

向。小學生對於壓力感受的性別差異較不明顯，曾肇文（民

8 5）發現國小學童對三種學校壓力源之知覺在性別上有差

異，其中對考試壓力和同儕壓力之知覺上，女生皆大於男

生；而對校規壓力之知覺上，男生則大於女生；彭偉峰（民

9 3）發現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生活壓力不具顯著

差異，但是在環境壓力、學校壓力、自我壓力方面，女生

感受到比男生較大的壓力；六年級女生感受到的整體課業

壓力、同儕壓力大於六年級男生，亦大於五年級女生。此

外，六年級女生感受到父母壓力大於六年級男生（蔡素美，

民 93），可見國小學童的性別差異較不明顯，女生只有在

部分的生活壓力層面高於男性。  

在國中階段方面，性別差異的影響更明顯，蔡嘉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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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發現女生的家庭生活客觀壓力、學校生活客觀壓力、

課業問題客觀壓力、身體生長客觀壓力、生涯發展客觀壓

力 、 身 體 生 長 主 觀 壓 力 與 生 涯 發 展 主 觀 壓 力 顯 著 大 於 男

生；林續琴（民 9 2）指出國中女生在整體生活壓力與生活

壓力之未來發展、身心發展、及同儕關係分層面上皆高於

國中男生；鄭秀足（民 9 3）也發現女生的身心發展客觀壓

力、身心發展主觀壓力、學校生活主觀壓力顯著高於男生。

但 是 王 蓁 蓁 （ 民 9 0） 卻 發 現 國 中 男 生 與 女 生 之 生 活 壓 力

源，並未有顯著之差異。  

2 .  資優生生活壓力之性別研究  

    資優學生的壓力研究結果分歧，但可看出女性資優學

生所面臨的壓力似乎比男生還高。B a k e r ( 1 9 9 2 )發現十三歲

的高度學業資優女性（ S AT 分數超過 9 0 0 分的學生）比學

程度中等的普通女孩自陳具有較多與完美主義、學業表現

有關的壓力；國內鄒浮安（民 8 6）也發現著名高中女生在

生活壓力層面的同儕壓力、學校壓力與個人壓力感受顯著

高於男生。  

不過，黃玉真（民 8 3）的研究卻有相反的結果，她發

現在國中資優與普通學生中，男生的學校常規壓力比女生

大，在課業壓力、師生關係壓力及自我接納壓力方面，男

女生則沒有顯著差異。但是蔡明富、吳武典（民 9 0）卻發

現國小資優學生與普通學生之學校生活壓力沒有性別顯著

差異；孫瑜成（民 9 3）也發現不同性別的國中資優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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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感受程度分量表並無顯著差異，可見生活壓力之性別

差異目前仍沒有定論，需要進一步探究。  

（二）生活壓力與年級的實證研究  

1 .  普通生生活壓力之年級研究  

在國小階段壓力的年級差異較不明顯，只能看出不同

年級學生的壓力來源是不同的，曾肇文（民 8 5）發現六年

級學童較易感受到老師的壓力和校規限制的壓力，而四、

五年級學童則易感受到同儕暴力威脅的壓力；彭偉峰（民

9 4）發現不同年級之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生活壓力方面並未

達顯著差異，但在六年級學童感受到的父母師長壓力大於

五年級學童。  

在國中學生的壓力方面，從文獻中可發現生活壓力有

隨著年級而升高的趨勢，江承曉（民 8 0）發現客觀與主觀

生活壓力有年級的差異，年級越高，壓力越大；蔡嘉慧（民

8 7） 發 現 國 三 及 國 二 學 生 的 生 活 壓 力 大 致 上 大 於 國 一 學

生；鄭秀足發現（民 9 3）愈高年級國中生的各分層面客觀

與主觀生活壓力愈大。   

王蓁蓁（民 9 0）發現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其壓力源會

有顯著不同，如國三學生在個人因素方面壓力源明顯高於

國二學生及國一學生；林續琴（民 9 3）不同年級的國中生

在生活壓力上大部分有顯著差異，在整體生活壓力、學校

生活、兩性交往、家庭生活、未來發展及同儕關係層面上

皆有顯著差異，而在身心發展上並未達顯著差異。可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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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級的國中生生活壓力可能會有差異。  

2 .  資優生生活壓力之年級研究  

    在資優學生壓力之年級差異方面，國小資優生感受之

學習壓力隨年級遞增有加劇之現象（張敏芳，民 9 4），但

是蔡明富、吳武典（民 9 0）卻發現五、六年級學生的學校

生活壓力沒有顯著差異，可能是國小學生升學壓力較小，

壓力感受並沒有向國中這麼明顯。  

    在國中資優生研究方面，曾建章（民 8 5）發現國中一、

二年級資優學生感受比普通學生較高的教師期望壓力；孫

瑜成（民 9 3）指出由於國三學生面臨強烈的升學壓力，三

年級資優學生在壓力感受程度分量表上的自我期許壓力和

個人人生觀壓力兩個向度顯著高於二年級；而在黃玉真（民

83）的研究中，國中一、二年級學校生活壓力之差異並不

顯著，資優學生與普通學生皆是如此。  

由 於 國 中 資 優 生 壓 力 研 究 抽 樣 限 制 ， 對 象 僅 限 於 國

一、國二（郭靜姿，民 7 5；黃玉真，民 8 3）或國二、國三

（孫瑜成，民 9 3），較缺乏國一、國二、國三整體性的樣

本，且與普通學生對照的群體又不多，因此資優學生年級

差異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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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策略之相關因素研究 

（一）因應策略與性別的實證研究  

1 .  普通生因應策略之性別研究  

    性別是許多兒童與青少年因應策略最常使用的背景變

項，目前小學階段男、女學童使用壓力因應策略的差異並

沒有那麼明顯，曾肇文（民 8 5）的研究發現國小學童在面

臨壓力情境時，國小女生較易自責、緊張、自卑、擔心、

害怕而喪失信心；但國小男生則較會尋找相關資料、尋求

他人協助、找出錯誤之處並加倍努力以解決問題。  

曾淑華（民 9 1）的研究結果剛好相反，反而是女生優

於男生，她發現在主動面對的因應策略上，女生高於男生，

而在自殘攻擊及壓抑退縮上，男生高於女生；胡素慈（民

9 1）發現國小女生在解決問題策略、暫時擱置策略、改變

策 略 和 避 免 逃 避 策 略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男 生 ； 而 蔡 素 美 （ 民

9 2）、邱富琇（民 9 3）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國小

高年級學童學童，在壓力因應策略無顯著的差異存在。可

見不同性別國小學生因應策略研究尚有不一致之情形，可

能是國小階段社會性別角色影響並不大，使得研究結果較

為分歧。  

國中階段壓力因應策略的性別差異更為明顯，國內外

的研究大多發現男、女生的因應策略有顯著的差異，發現

女性使用較多的情緒取向因應。 F r y d e n b e rg  &  L e w i s ( 1 9 9 3 )

的研究則發現女性使用較多的社會支持、直接行動及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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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達 ； 男 生 則 使 用 較 多 的 重 新 解 釋 及 接 受 的 因 應 策 略 ；

C o m p a s、M a l c a r n e 與 F o n d a c r o ( 1 9 8 8 )發現青少年在因應策

略的使用並沒有性別差異，但是女孩比男孩在學業事件使

用較多的情緒焦點策略。  

目前國內、外文獻上最有一致性的研究結果：在青少

年與成人研究中，女生比男生較常使用社會支持的因應策

略 （ B e l l e , 1 9 9 1； F r y d e n b e rg  &  L e w i s , 1 9 9 3； P a t t e r s o n  &  

M c c u b b i n， 1 9 8 7； St o n e  &  N e a l e , 1 9 8 4）。國內李欣瑩（民

9 0）發現國中女生只有在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策略顯著高

於男生，其餘沒有差異，蘇彙珺（民 8 7）也有相同的發現。 

部分研究發現女生採取較多樣的因應策略，如陳筱瑄

（民 9 2）發現女生較男生採取較多的因應行為，女性採用

積極與消極的因應行為都比男生多；王蓁蓁（民 9 0）發現

國中女生皆較男生更常使用正向或負項之因應方式。但還

是有研究者發現因應策略沒有性別差異（呂敏昌，民 82；

薛雪萍，民 89），有待進一步研究。 

2 .  資優生因應策略之性別研究  

    資優學生的壓力因應策略實證研究較少，大部分研究

支 持 資 優 生 的 因 應 策 略 有 性 別 差 異 （ B u e s c h e r， 1 9 8 5；  

P l u c k e r， 1 9 9 8； S w i a t e k， 2 0 0 1）， P r e u s s 與 D u b o w（ 2 0 0 4）

在比較資優兒童與普通兒童因應策略差異時，發現資優男

孩使用的因應策略比其他團體（資優女孩、普通男孩、普

通女孩）還少，且資優女孩偏好尋求社會支持策略比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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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St a f f e n d  ( 1 9 9 0 )的研究也發現資優女生尋求社會支持

的因應風格比男生高。國內也有類似的發現，孫瑜成（民

9 3）發現國中資優男生傾向使用自我尋求解決方法和自我

封閉方式因應壓力，但國中資優女生則傾向尋求他人支持

來因應壓力。  

但是 F r y d e n b e rg  與 L e w i s（ 1 9 9 3）的資優青少年研究

卻有不同的結果，他們發現資優女性比普通女性傾向於將

焦點集中在問題解決，較少尋求放鬆的方法、投資親密朋

友、願望性思考、不因應；資優男孩比普通男生傾向於不

因應。也有部分研究發現資優生的因應策略沒有性別差異

（黃玉真，民 8 3； Ta y l o r , 1 9 9 5）。目前資優生的壓力因應

策略研究較少，有待一步探討以釐清性別對於壓力因應策

略的影響。  

（二）因應策略與年級的實證研究  

1 .  普通學生因應策略之年級研究  

目前學生因應策略的年級差異仍然不清楚，但隨著年

級增加，因應策略的差異會越趨明顯。國小學生的研究結

果相當分歧，胡素慈（民 9 1）與蔡素美（民 9 3）的研究結

果顯示，不同年級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學童，在壓力因應方

式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而邱富琇（民 93）、曾淑華（民

91）與曾肇文（民 85）的研究，卻顯示兒童壓力因應方式

與年級並無顯著差異，結果並不一致可能是研究者對於因

應方式的分類不同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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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生的年級差異就比較明顯，國一學生因應策略較

為積極正向，李欣瑩（民 9 0）發現國一學生在主動解決與

正向闡釋的因應方式高於國三學生；丁明潔 (民 9 2 )發現國

一學生在積極因應策略的使用最高；王蓁蓁（民 90）發現

國一學生在邏輯思考與自我控制及尋求社會支持兩項因應

方式上明顯高於國二及國三學生。  

相對於國一學生的積極因應，國三學生面臨強烈的升

學壓力，使得他們的壓力因應策略較為消極，如陳筱瑄（民

9 2）發現國中三年級學生較常採用消極的因應行為，王蓁

蓁（民 9 0）也發現國三學生在逃避現實的因應方式上明顯

高於國一及國二學生。  

國 外 學 者 也 支 持 因 應 策 略 會 有 年 級 的 差 異 ，

F r y d e n b e rg 和 L e w i s（ 1 9 9 3）發現年級較高的學生較常使

用 放 鬆 、 自 責 等 因 應 方 式 ； C o m p a s 、 M a l c a r n e 與

F o n d a c r o ( 1 9 8 8 )研 究 兒 童 與 青 少 年 面 臨 人 際 壓 力 和 課 業 壓

力所使用的因應策略發現：情緒焦點因應的策略使用會隨

著年級增加而增加； P a t e r n o、 H e n d e r s o n 與 D i c k e y ( 1 9 8 7 )

的研究發現，中小學生在三種類型的因應策略間有顯著差

異，中學生使用較多的分心（ d i s t r a c t i o n）與發洩（ c a t h a r s i s）

的 因 應 方 式 ， 而 小 學 生 則 使 較 多 的 直 接 行 動 因 應

（ d i r e c t - a c t i o n），可見個人所使用的因應策略可能會隨著

年級的不同而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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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資優生因應策略之性別研究  

國外對於資優生因應策略年級變項之研究並不多，因

為大部分研究都是混齡的， P l u c k e r ( 1 9 9 8 )的研究顯示五到

八年級的資優青少年因應策略有年級的顯著差異，但是也

可能是受到種族、性別的影響。國內孫瑜成（民 9 3）發現

國 三 資 優 生 使 用 消 極 應 對 方 式 的 次 數 顯 著 高 於 二 年 級 學

生，顯示國三資優學生也和普通學生一樣使用較為消極的

因應策略；但是黃玉真（民 8 3）卻發現國中一、二年級學

生因應行為差異並不顯著，且資優學生與普通學生比較也

是 如 此 ， 可 見 目 前 國 中 生 的 因 應 策 略 研 究 結 果 尚 無 一 致

性，且國內、外尚無國小資優生之因應策略研究，有待深

入探討。  

三、不同生活壓力感受程度學生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目 前 對 於 生 活 壓 力 與 因 應 策 略 之 間 的 關 係 並 沒 有 定

論，但是認知評估會影響因應策略的使用，尤其是壓力知

覺與因應策略具密切的關連性，當個人認為壓力事件具傷

害性、威脅性或可改變的程度越低時，則越傾向運用情緒

焦點、消極面對或逃避等因應策略；當個人認為事件具挑

戰性或可控制、可改變的程度越大時，則傾向於運用問題

焦點的因應方式（ L a z a r u s  &  F o l k m a n , 1 9 8 4）。  

從國內相關壓力因應策略研究中，也可發現類似的結

果，林銘宗（民 8 8）認為國小學生之因應方式會隨著壓力

評估的結果而改變，當壓力感受程度越高時，越會採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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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因應方式；蔡素美（民 9 3）發現中、高壓力組的國小

學童使用延宕逃避、情緒發洩策略大於低壓力組的學童。  

在國、高中生的研究方面，黃淑馨（民 8 2）發現，國

中生感受升學壓力越高者，越常採取消極因應方式；江承

曉（民 8 0）的研究也顯示，青少年評估自身壓力越大者，

越會傾向使用不良的因應行為；而蔣桂嫚（民 8 2）發現高

中生生活壓力感受越大者，使用逃避現實與責怪他人及聽

天由命與責怪自己兩類因應方式的頻率也越高，而使用解

決問題與正向闡釋方式的頻率則越低；林續琴（民 9 3）也

發現國中生的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有相關，高生活壓力知

覺的國中生較常採取情緒處理、轉移注意因應策略；而低

生活壓力知覺的國中生較常採用問題解決、尋求支持的因

應策略。可見學生的壓力感受越高，使用的因應策略越消

極、負面。  

在資優生研究也有相同結果，孫瑜成（民 9 3）發現壓

力感受程度較低的國中資優生傾向使用正向的壓力因應方

式；壓力感受程度較高的國中資優生傾向使用負向的壓力

因應方式，可見生活壓力感受程度會影響因應策略的使用。 

四、集中式與分散式資優生 

在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一）集中式與分散式資優生在生活壓力之相關研究  

    國內、外對於集中式與分散式資優生比較的相關研究

並不多，Va u g h n , F e l d h u s e n 及 A s h e r ( 1 9 9 1 )在進行抽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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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方案後設分析回顧時，發現分散式資優教育在學

生的成就、批判性思考與創造力有較積極的影響，然而，

對於學生的自我概念卻沒有影響； D i  G a n g i（ 1 9 8 8）在比

較自足式與抽離式資優方案對於國小學童焦慮、自尊與學

業責任感的差異時，將 7 2 名四、五年級學生分三組，分為

集中式、分散式、普通班三種安置方式，他發現三組學生

在焦慮、自尊與學業責任感都沒有顯著差異，只有分散式

資優班學生的學業成就較佳。  

反 觀 國 內 目 前 的 研 究 大 多 發 現 集 中 式 與 分 散 式 資 優

生的壓力沒有差異，如郭靜姿（民 7 5）發現前段班學生的

課業壓力高於集中式與分散式資優生，但集中式資優生與

分散式資優生的差異未達顯著水準；鄒浮安（民 8 7）發現

高中分散式資優生與集中式資優生各類生活壓力沒有顯著

差異；孫瑜成（民 9 3）發現分散式資優生僅在在師生關係

壓力高於集中式資優生，其餘層面都沒有顯著差異。  

（二）集中式與分散式資  優生在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國內、外對於集中式與分散式資優生在因應策略的研

究相當缺乏，目前只有孫瑜成（民 9 3）一篇，他發現集中

式資優生在理性應對與自我封閉的運用次數高於分散式資

優生，但在自我尋求解決方法上則是分散式資優生顯著高

於集中式資優生，可見安置方式可能會影響因應策略的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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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總結  

本章從壓力與因應的理論談起，生活壓力採取互動論

之觀點，注重個人與環境之互動關係，能夠了解學生生活

壓力來源與對生活事件的主觀感受程度，因為個人對於壓

力事件的評估與感受是因人而異。  

其實從互動論的觀點來看，因應也可以算是壓力互動

過程中的一部分，因應策略是會隨著個人與環境互動而改

變 ， 因 此 探 討 不 同 生 活 壓 力 感 受 程 度 學 生 因 應 策 略 的 差

異，能夠更了解學生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的互動情形。  

過 去 國 內 壓 力 與 因 應 的 實 證 研 究 ， 多 出 自 於 學 位 論

文，研究期刊多為論文所改寫而成，從研究中可以看出國

內學生壓力來源多與學校生活有關，且生活壓力有隨著年

齡而升高的情形；學生因應策略也會隨著年齡而變化，性

別之差異也會更明顯；且國內、外研究較少同時探討生活

壓力與因應策略，尤其更缺乏資優生與普通生的比較研究。 

本研究為跨教育階段研究，探討國小五年級到國中三

年級學生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之情形，並比較資優生與普

通生之差異，能呈現學生生活壓力與因應策略情形的完整

圖像，且編製評量工具，期望未來的研究者能夠使用相同

的評量工具，讓壓力研究更有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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