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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包括心理測驗)》 
一、心理測驗為何需要建立常模？常模有那些種類？試分別說明之。（25 分） 

命題意旨 
測驗分數結果的好壞並非表面上的原始分數能直接判讀。需透過與各種適當常模的比較，才能提供

相對表現的客觀評論。 

答題關鍵 
本題答題的得分關鍵在於，考生能否舉例說明常模的意義，以及常模種類中，特別是標準分數常模

的計算說明。 

考點命中 《高點教育心理測驗」講義第四回》，傅立葉編撰，頁 35-36，測驗分數的解釋與統計應用。 

【擬答】 
(一)心理測驗是「測驗心理狀態的工具」。想要客觀了解人的特質，便需要各種適合的心理測驗。一份測驗多由

問題或類似問題的刺激所組成，且經過標準化而建立其常模、信度與效度等測驗指標。使用測驗的目的在測

量個體行為表現，並與常模比較，以評定其在團體中與別人差異的情形。  

心理測驗的分數，大部分都要透過和他人分數的比較，方能顯出意義，並有助於正確解讀，獲得「我和他人

是否相同」、「若不相同則相差多少」。而比較的方式，通常需要透過常模，因此常模 Norm 是解釋測驗分數

相對高低好壞的依據。如某甲得了 70 分，該測驗的滿分是 100 分，他答對了七成，但是並不知道他的能力

是高或低，可能題目很簡單，他的分數是很差的，也可能題目很難，他已經很「優秀」了。因此我們必須知

道其他受試者的分數，才能作比較。 

(二)在統計學上，常模代表一個團體量數的數字，該數字被用來做為與個別量數比較的根據。在心理測驗的概念

上，常模狹義言之，即為標準化樣本的平均數。廣義言之，該測驗所得的抽樣分配中，平均數上下標準差，

都是常模的範圍。 

一個心理測驗視應用的情況需要，可能提供多種常模以供比較。指導手冊上會列出編製者針對該測驗的參照

團體作出的常模；例如：「推理思考測驗」適用於高中生，手冊上會列出高中組全體學生、男女學生、北部、

中部、南部、東部分區常模提供研究者參照。在未參照常模前，由測驗得到的結果稱為「原始分數」，參照

常模後，常轉化成「百分位數」或「標準分數」等團體內常模。其中，百分位數告訴我們某一個程度的分數

落點，而標準分數則指利用群體測驗分數之平均數與標準差所轉換而得的常態標準化 Z-值所對應區域之比

例；另外，在連續性學習的歷程中，測驗也可能將原始分數轉化為發展性常模，供某一學科能力或特質在不

同年齡(或年級)相對於群體的比較與解釋，例如：數學能力、外語程度或智力發展等。 

一般而言，未經與別人測驗分數或結果比較好壞優劣的步驟，將使測驗的實用功能大為減低。 

 

二、憂鬱症患者有那些症狀？試說明之。（25 分） 

命題意旨 考古題 

答題關鍵 
情感性疾患向來是命題的偏愛目標，以精神疾病診斷與分類手冊的內容來回答是最為保險的，本題

得分關鍵在於能夠明確指出學理上的兩大類憂鬱症，以及兩者之間的差異。 

考點命中 《高點心理學講義第十一章》，張宏偉編撰，頁 6。 

【擬答】 
情感疾患是一組情感活動過度低落或過度高張的症狀，持續長時間而非短暫的情緒狀態，對情緒控制無能為力，並

對日常生活造成影響或損害。依據精神疾病診斷與分類手冊(DSM_IV)，憂鬱症可區分為重鬱症及低落性情感疾患(輕

鬱症)兩類。 

(一)重鬱症 

重鬱症診斷標準為至少兩週內，同時出現下列症狀五項（或以上）： 

1.憂鬱心情，幾乎每日且整天都有。 

2.幾乎對所有的活動，興趣或喜樂都顯著減少，幾乎每日且整天都有。       

上述 1、2 兩項症狀至少要出現其中之一。 

3.非因節食而明顯食慾(體重)下降，或食慾(體重)增加（一個月內體重變化超過 5%）。 

4.幾乎每日失眠或嗜睡。 

5.幾乎每日生理性的激動，無法靜坐，或動作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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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幾乎每日疲累或失去活力。 

7.幾乎每日感到無價值感，或有過度、不合宜的罪惡感（並非只是對生病的自責或罪惡感）。 

8.幾乎每日思考能力或專注能力減退或無決斷力。 

9.反覆想到死亡（不只害怕自己即將死去）、重複出現無特定計畫的自殺意念 

10.有過自殺嘗試或已有實行自殺的特定計畫。 

(二)輕鬱症 

輕鬱症患者會呈現慢性且持續的憂鬱情緒，其診斷標準並不足以支持重鬱症的診斷，主要是對日常生活感到沮

喪或提不起興趣，至少持續兩年，期間未曾出現兩個月以上的緩解期，且出現以下兩項（或以上）的症狀： 

1.食慾差或吃過多。 

2.失眠或嗜睡。 

3.活力低或疲累。 

4.低自尊，自我貶抑。 

5.專注力減退或無法下決定。 

6.感到人生無希望。 

一般而言，輕鬱症的患者較有病識感，現實感沒有障礙，較少出現嚴重的精神運動遲滯及自殺意念。但值得注意的

是，罹患輕度憂鬱症者比正常人多出六倍的機會變成重度憂鬱症。 

 

三、正常人應具備那些心理特質？試述之。（25 分） 

命題意旨 考古題 

答題關鍵 
一般題目多聚焦在心理異常的項目，本題則少見地採用反向操作。同學可先以心理異常的標準作為

脈絡，再接著講述「正常人」的心理特質。或是從馬斯洛的自我實現論來做聯想，亦能增加答題內

容的豐富性。 

考點命中 
《高點心理學講義第十章》，張宏偉編撰，頁 27。 

《高點心理學講義第十一章》，張宏偉編撰，頁 1。 

【擬答】 
心理異常是指偏離常態，和大多數的人不一樣。異常行為是廣義的，不只是指心理疾病，有時候適應不良就有

可能會產生異常行為。例如：過度的攻擊傾向、過度的社會退縮…等。依據精神疾病診斷與分類手冊對精神疾

病的定義：臨床上個體出現有顯著行為或心理上的症狀或型態，並與現存的痛苦、失能有關，或是與遭受折磨、

死亡、疼痛、殘障或失去嚴重自由有關。且這些症狀或型態不能只是對某一特殊事件或受文化認可的行為，它

必須是個體表現在行為、心理與生理上的功能不良。 

相反地，正常的人應具備的心理特質包括： 

(一)對現實有適當的知覺  

正常人能對自身能力與外部環境作出適當評價，與現實環境保持良好的接觸，能容忍生活中的挫折和打擊，

無過度幻想，能以客觀態度分析現實中的一切事物。 

(二)有自知之明 

正常人對自己有正確及深入的認識與瞭解，能覺察自己的感受及動機，不過分誇耀自己，也不過分苛責自己，

也不會自欺欺人。 

(三)有控制自己行為的能力 

正常人能有效管理及控制自己的行為，具有適度的自發性，適當接受個人的需要，並且有滿足此種需要的能

力，不為環境所奴役，也不會做出違反社會規範的行動。 

(四)自尊和自我接受  

正常人具有適度的安全感，適應良好且有自我價值感，能保持自己的個性與獨立的觀點，能夠判斷是非善惡，

對人不做過分的諂媚，也不過分尋求社會的贊許，能接受自己優缺點，並且為週遭他人所接受。  

(五)有和諧與和睦的人際關係  

正常人能和他人維持和諧人際關係，能知覺他人感覺反應及需求，並能主動關懷及幫助他人。 

(六)工作能力 

正常人有切合實際的生活目的，具有從經驗中學習的能力，能適應環境的需要而改變自己，熱衷於自己的工

作，生活充滿朝氣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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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護人如何利用自我肯定訓練，協助案主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試述之。（25 分） 

命題意旨 考古題 

答題關鍵 
關於各種諮商技術的申論考題，同學不要忘記先講述該理論(自我肯定訓練)的來源、基本精神、目

標、與適用對象，接著再進入具體內容，如此較能顯現出答案的豐富與完整。 

考點命中 《高點心理學講義第七章》，張宏偉編撰，頁 16。 

【擬答】 
自我肯定訓練屬認知行為改變技術之一。自我肯定是指在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前提之下，能夠充分表達出自

己的想法、感受與期待，以達成溝通或協商的目標。此方法特別適用於缺乏自信、自我壓抑、人際退縮的人，

以更生人為例，容易因為社會的標籤化，而造成重新適應社會生活與人際關係的困難。 

自我肯定訓練目的在培養當事人內在真正的自我肯定，能夠愛自己、接納自己、肯定自己的價值，並且教導當

事人如何適當表現自己的觀點、情緒、和期望，增進正面積極的人際關係。因此，自我肯定訓練的兩大主軸為

「想法上的改變」以及「行為上的訓練」，具體內容包括： 

(一)修正內在負面思想及不合理的期望 

改變負面的思考內容（我覺得我一定會失敗）而以較正面的想法來代替（我想我可以試試看）。修正不合理

的信念、假設和自動化思考，並且去對抗它，進而採取更實際的想法和行動來平衡情緒。 

(二)自我肯定行為的表達 

運用「我」的訊息： 

1.描述情境或行為：將所處所面臨的情境或表現的行為描述出來，描述的意思是報告事實，而不加主觀判斷。

例如：當我……時。 

2.表達情緒：面對某種情緒先察覺辨識自己的情緒，然後恰如其分的表達出來。例如：我覺得……。 

3.提出意見或企圖：把自己想法、期望中肯的提出，讓對方明確知道你的意見或企圖，才能有效溝通。例如：

我希望……。 

4.徵詢討論：自我肯定的行為或表達不是說了就好，強迫別人接受或硬塞給別人，而是負責的，可討論的，

容許對方有不同的意見。例如：你覺得如何……。 

(三)練習自我肯定的原則 

1.學習敢於向他人請求、拒絕、以及表達不同的意見 

學會說「不」，對於自己不願意做的事，或不能滿足別人的請求時，應當坦率地拒絕；或是在做完之後，

告訴對方這是最後一次。客氣地請求別人的幫助並不會降低你的身分，只要在事後真誠地感謝對方。 

2.學會接受與表達稱讚 

面對稱讚，不用覺得難為情，或是表現地過於謙虛、沒有反應，應當自然的接受，並且感謝對方的欣賞。

同樣地，若發現對方的優點，也要不吝惜給予讚美與肯定，經常鼓勵他人，給予他人正面力量。 

3.學習適當表現情緒 

有自信的人能夠虛心接受他人合理的批評與指責，也能夠適當地表現自己的氣憤和不滿，嚴正地表明自己

的憤怒與想法，使對方瞭解他的行為是錯誤的，而不是乞求別人的同情和保護，也不是一昧忍受或將不滿

藏在心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