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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分佈在學習、認知、發展、健康等領域。第一題屬傳統考題，且過去多出現在解釋名詞

中；第二題雖列舉不同的記憶構念，但實則依據長期記憶的內容架構撰寫即可，以上兩題應能輕

鬆得分。第三題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是同學普遍熟悉的理論，但 Carstensen 的社會情緒選擇

論較為冷僻，須對發展心理學有深入研讀的同學才能應答無礙。第四題 A 型性格亦屬常見考題，

但要解釋其與五大人格的關聯性，則需就五大人格的內容向度剖析，才能完整作答。第五題壓力

因應方式的區別基礎則須從應用條件去思考，同學可能會疏於準備。整題而言，本年度考題中規

中矩、難度適中，但同學面對繁瑣的五個題目，在作答前最好先在腦海擬定解題架構，謹慎拿捏

時間才能從容有效益地作答得分。

考點命中

第一題：1.《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三章，張宏偉編撰，頁 54。 
2.《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五章，張宏偉編撰，頁 19～20。

第二題：《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二章，張宏偉編撰，頁 25～28。 
第三題：《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五章，張宏偉編撰，頁 36。 
第四題：1.《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八章，張宏偉編撰，頁 28～29。 

2.《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九章，張宏偉編撰，頁 50。
第五題：《高點‧高上心理學講義》第二章，張宏偉編撰，頁 28～29、33～34。 

一、「學習」向來是心理學關注的重要研究主題，請針對下列由不同理論取向提出的各個概念提出

解釋，並說明其在「學習」上的意涵。（每小題10分，共20分） 

(一)刺激類化、刺激區辨

(二)同化與調適

答： 
(一)刺激類化、刺激區辨

1.「刺激類化」是指個體將已學習到的制約反應轉移到相類似的制約刺激上，當新刺激和最初的制約刺激

愈相似愈可能引起反應。例如：在實驗中讓狗對於較高音調或較低音調的刺激皆能產生唾液分泌的制約

反應。

2.「刺激區辨」是指個體能夠區分制約刺激與其他無關刺激的能力，只對制約刺激產生反應。例如：實驗

者多次呈現高音與食物的配對，並隨機呈現低音，但這些低音出現後沒有伴隨食物的出現，此會逐漸讓

狗只對高音的刺激分泌唾液，而不對其它聲音反應。

3.透過刺激類化可以將學習擴展到原初的特定刺激之外，而借由刺激區辨則可以針對不同情境做出不同的

適當反應，避免盲目類化。

(二)同化與調適

1.「適應」是指個體的認知結構或基模因環境限制而主動改變的心理歷程。基模是人類吸收知識的基本架

構，所謂認知發展或智力發展，是個體的基模隨年齡增長而產生的改變。「適應」包含兩種彼此互補的

心理歷程：

2.「同化」是指運用既有知識，成功地解釋外在經驗，將所接觸之外界事物融入個體之原有知識及意義架

構中，進而強化該知識的使用與信念。例如：小孩第一次在環境中看到狗，大人教他這是狗，此時他的

基模中就會建立起：四條腿、會叫的東西就叫做狗，下次再看到相似的東西，就知道牠是狗。

3.「調適」是指當外在的經驗與既有知識不一致時，促使對既有基模的修正與分化。例如：當小孩之後看

到一個喵喵叫的動物，他也說牠是狗，於是大人教他這是貓，此時就會吸取經驗，知道四條腿會叫的動

物不一定是狗，還必須是汪汪叫的，於是不僅修正原來對狗的基模，還會分化建立起貓的基模。

二、請先定義何謂長期記憶？（5分）接著請分別說明陳述性記憶、程序性記憶、情節記憶、語意記

憶各是什麼，以及這四者之中有那些屬於長期記憶的內容？（15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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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記憶基本上是沒有容量限制的記憶長期儲存，儲存內容不僅限於外界收錄的訊息，也包括創造性意

念、見解、知識，可在極長時間內（短則幾分鐘，長則可達幾十年）保有訊息，理論上是永久存在的，故又稱

為永久記憶。長期記憶可分為陳述性記憶與程序性記憶兩大類。兩者之間主要的差別在於「意識知覺」，亦即

在回憶的過程中，意識涉入的程度與否。 
(一)陳述性記憶 

陳述性知識是關於某些具體事件、事實的知識，可用詞語或文字直接表達，用以說明事物「是什麼」以及

「為什麼」，從而辨別事物。例如：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心理學是研究人類心理歷程與行為的科學。陳

述性記憶又包括語意記憶與情節記憶兩類（皆可以透過語言來「陳述」）： 
1.語意記憶 
對語言與概念所蘊含意義的記憶。例如：以下這句話「你送給我吃的水果真新鮮」，其中「吃」、「水

果」、「新鮮」所分別代表的意義即是語意記憶。 
2.情節記憶 
對特殊情境下事件發生的時間、空間（地點）以及事件之間關係等訊息的記憶。情節記憶的儲存單位是

事件（情節），因此有效的提取線索應註明記憶發生的時間、地點。 
(二)程序性記憶 

程序性知識是對於某種具有先後順序之活動的行動知識，包括策略、方法、技巧、程序等，用以說明「做

什麼」以及「如何做」，是技能或行為程序學習的基礎。例如：騎腳踏車、開電腦打字等。對於程序性知

識的記憶稱作「程序性記憶」，亦即對於具有先後順序之活動的記憶。 
綜上所述，陳述性記憶、程序性記憶、情節記憶、語意記憶等四類記憶皆屬於長期記憶。 

 

三、在高齡化社會下，瞭解個人晚年階段的社會心理發展愈形重要，請分別就E. Erikson的心理社

會發展階段理論與L. Carstensen的社會情緒選擇論（或稱為選擇性社會互動論），說明各自對

老年期或成人晚期在社會心理層面的發展特徵。（20分） 

答： 
(一)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論的老年期 

1.老年人會透過部分有意識、部分無意識的複雜過程，企圖調和早期的心理社會主題，並將這些主題整

合，帶進目前老年期的發展中。若整合成功便能感到完整無缺的統整感；若無法整合，則會對無可避免

的老化與死亡感到悲傷、恐懼與絕望。足夠的統整感使老年人再次肯定生命，並藉由持續有意義地參與

活動與接觸人群，增強心理社會的力量；而適度的絕望則讓老人逐漸接受死亡的必然性。 
2.適應良好的老人能在「統整」與「絕望」之間取得平衡，能在為生命做整體回顧並與之妥協的過程中，

發展出「智慧」來瞭解與接受過去所做的決定，對人生與自己有所交代，沒有後悔與遺憾。他們仍會對

不可避免的老化與死亡感到無助，但他們接納自己的情緒，以便繼續活躍參與接下來的人生。他們肯定

過去、接納現在，並持續邁向未來。 
(二)Carstensen的社會情緒選擇論 

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認為，隨著有生之年前景的縮短，人們會「系統地完善他們的社交網絡，從社交同伴中

滿足其情感需要」。社會情緒選擇理論用「時間界限知覺」而不是實際年齡來解釋目標和偏好的年齡差

異。與年輕人相比，老年人常將自己的未來描繪為有限的，再去追求自己的目標已經時日不多，因此，老

年人大多是現實定位的，不像年輕人那樣關注遙遠的未來。時間流逝的不可阻擋對情緒體驗有著直接影

響，由於不需要關注未來，老年人希望生命終端應該實現高質量的生活。因為老年人高度重視情緒和情感

的滿足，他們經常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和有獎賞價值的、熟悉的社交夥伴相處，這種對社會交往有選擇性的

狹窄化，在個體衰老時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積極情緒體驗、將情緒風險降至最小。因此，隨著年齡的增長，

人在生理和一些心理機能方面呈現下降趨勢，但情緒和幸福感仍能保持穩定，甚至提升，此現象又稱作

「老化的悖論」。 

 

四、當代的健康心理學研究發現，個人的性格會對自身健康造成影響，有學者提出「Ａ型性格」來

代表某種易引發壓力或罹患冠狀動脈疾病的行為模式，請依序回答下列問題：（每小題10分，

共20分） 

(一)請說明Ａ型性格的行為模式特徵、此類行為模式中對健康影響最大的核心成分，以及該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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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分透過那些途徑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二)請說明五大因素模式中有那些性格特質因素可能與Ａ型性格存在關聯。 

答： 
(一)A型性格之內涵 

1.A型性格的行為特徵為：努力奮鬥取得成就、爭強好勝、辦事節奏快、有時間緊迫感、容易不耐煩、語言

和舉止粗魯、對工作提出過多的保證、有旺盛的精力和過度的敵意。A型性格的人因為時間急迫感與競爭

性，且面對挫折容易有憤怒煩躁的情緒與攻擊性（大聲吼叫、批評等），故經常處於壓力的生理喚醒狀

態，而最易導致心血管疾病病的成因是「憤怒」與「敵意」這兩種心理因素。 
2.A型性格的人多數處於領導地位，但過於追求事業和功名，經常處在緊張和壓力中，忽視個人健康狀況，

較容易吸煙、缺乏足夠的睡眠、且多飲用含咖啡因的飲料，以上是間接影響心臟病發生的因素。 
(二)A型性格與五大人格因素之關聯 

五大人格中的「神經質」底下有三個向度可能與A型性格有關： 
1.焦慮 
高焦慮的人容易感受到恐懼、擔憂、緊張、神經敏感等。低焦慮的人則是平靜的、放鬆的，不會經常擔

心事情可能會出問題。 
2.憤怒和敵意 
高分者容易體驗到憤怒，在感到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後會充滿怨恨、暴怒與受挫的感覺。低分者則不

容易生氣、發怒，表現出友善、隨和的特性。 
3.衝動性 
高分者對慾望的感受較強，難以抗拒強烈的誘惑，容易追求短時的滿足而不考慮長期的後果，經常是草

率的、愛挖苦人的、自我中心的。低分者則是自我控制的、能抵擋誘惑的、對挫折有更高的容忍力。 
4.其次，五大人格中的「盡責性」有較高的「追求成就」取向，亦即有抱負的、勤奮的、富有進取心的、

堅忍不拔的，這種有目標地追求成功與卓越，甚至會被別人視作工作狂，此點也符合A型性格的特質。但

盡責性同時也具備「審慎」的特質，做事比較成熟謹慎、會三思而後行、富有理性與邏輯性、比較能夠

控制情緒。 
 

五、日常生活中總是充滿各式各樣的壓力源，曾有學者將因應壓力的方式區分為問題導向的因應方

式及情緒導向的因應方式。（每小題10分，共20分） 

(一)請說明上述兩種因應方式對壓力的處理重點與實際上可能的做法。 

(二)請說明為何有必要區分出兩種不同的因應方式？ 

答： 
(一)兩種壓力因應方式 

1.問題焦點因應策略 
壓力因應的焦點在於「問題本身」。個人在評估壓力情境的性質之後，以正向、直接的方式去處理或改

變壓力事件，積極尋求更多資訊與方法，試圖改變環境或提升環境個人必須具備的能力。例如：透過閱

讀文獻或請教師長以學習更有效率的讀書方法。 
2.情緒焦點因應策略（emotion-focused coping） 
壓力因應的焦點在於對壓力情境的「情緒反應」。個人採取適當策略以調整或抒解情緒，控制壓力源所

造成的焦慮或痛苦，而非直接處理產生壓力的情境。例如：運動、尋求情緒支持、避開問題情境、思考

或去做讓自己感到愉快或專注的其他事、改變想法等。 
(二)為何要區分兩種不同的壓力因應方式 

通常人們會將兩種因應策略綜合起來應用，但也會考慮到壓力的來源、程度、個人可利用的資源等條件來

做權衡使用，影響個人選擇壓力因應策略的因素包括： 
1.壓力來源 
如果面對的是與工作有關的壓力，個人會偏向採用著重於問題的因應策略；如果面對與健康有關的壓

力，則偏向採用著重於情緒的因應策略。 
2.壓力程度 
問題因應策略通常用於中下程度的壓力事件，如果個人面對無法控制的極端壓力事件，則偏向於採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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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情緒的因應策略。 
3.個人擁有資源 
當個人擁有解決問題情境的資源時，著重於問題的因應策略是最有效的。相反地，當個人無法解決情境

的問題時，著重於情緒的因應策略較適當。 
4.效果持續期間 
著重於情緒的因應策略短期內可使個人的生理症狀減少，但是長期而言，著重於問題的因應策略效果較

佳，較能根本化解壓力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