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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人格

特質對其學習動機之影響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偏遠國中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對其學

習動機之影響。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研究樣本為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採

便利取樣，共發出531份問卷，取得522份有效問卷，其中國一、國二、國三學生

分別為164人、191人、167人，男生277人、女生245人。研究工具包含基本資料、

學習動機量表、生涯確定量表、社會支持量表及人格特質量表。所得資料以描述

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線性迴歸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 

 本研究所得結論如下： 

1、偏遠地區國中生有中等程度的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及社會支持；中等程度

 的正向人格特質（開放性、外向性、嚴謹性與親和性），及較低的神經質人

 格特質。 

2、國中女生比國中男生有較高的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與社會支持。 

3、學習動機與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性別有顯著相關。 

4、社會支持、親和性、嚴謹性、開放性對學習動機具有關鍵影響力。 

5、生涯確定度透過社會支持、親和性、嚴謹性、開放性影響學習動機。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關鍵詞：學習動機、偏遠國中、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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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areer Certainty ,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the Remote Areas of Chang-Hua County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areer certainty,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the remote areas of Chang-Hua County. A total of 531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522 were valid. In addition to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the Career Decision States 

scale,the Social Support scale , and personal traits scale (Big Five Mode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Participants reported medium level of learning motivation , career certainty 

 and social support . They also rated themselves as having medium levels of good 

 personalities (openness, extraversion, consciousness, and agreeableness) and a 

 low level of neuroticism. 

 2. Female junior school students reported higher of learning motivation,career 

 certainty,and social support than male students. 

 3.Career certainty, social support, personality traits and gender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learning motivation. 

 4. Social support, agreeableness, conscientiousness and openness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learning motivation. 

 5. The effect of career certainty on learning motivation was through social 

 support, agreeableness, conscientiousness and openness. 

 

Keywords：learning motiv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remote area, 

career certainty, social support,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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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以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旨在研究彰化縣偏遠地區國

中學生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之相關性。本章嘗試從相關

論述和實徵研究，探討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與學習動機，繼而探究

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與學習動機的意涵及評量，最後檢視生涯確定

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與學習動機之關係。本章共分成三節，第一節為研究背

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吳清山（2000）認為學校教育的成效在達成教育目標，而教育目標的實現與

學生的學習的狀況息息相關。當前教育改革的目的就在於幫助學生有效的學習，

以及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學習動機是學習者發自內心，願意主動、積極面對

課業的學習動力，因此良好的學習動機是促成良好學業成就的要素之一。學習動

機的形成，除了學習者自發性的產生，如何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也是教學上重要

的課題（黃淑娟，2002）。研究者至偏遠國中任教多年，發現都會區學校與偏遠

學校雖然在課程、教材、師資等條件上皆相似，但學生的學習成就卻差異很大，

究其因，偏遠地區學生與都會區學生相較之下，其文化刺激較少，班級數少，競

爭力也比較低落，學生也相對缺乏學習動機，在教育會考的表現上普遍不理想。

故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主要目的乃在瞭解影響偏遠地區國中生學習動機之因素。 

  在教學現場常認為學生是因為沒有學習目標，所以學習動機不高，認為幫學

生找到生涯目標（即，提高生涯確定度），或許就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另外，

十二年國教的重點工作之一，是透過生涯探索來提高學生生涯確定。故，本研究

欲探討生涯確定對於學習動機的影響。 

研究者假設社會支持會影響學生之學習動機。位於偏遠地區的國中生因其文

化刺激較少，班級數少，競爭力也比較低落，缺乏學習動機，在這種情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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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國中生需要更多的社會支持，以增強其學習動機。社會支持可以幫助個

體在心理上抵制不協調的外在訊息，強化並維持動機。社會支持的力量愈大，抵

制外來不良的影響也愈大，成為行為背後的促進動力（Sallis ＆ Nader,1987），

所以，社會支持的力量可以增強個體的動機，若學生能獲得社會支持的力量，或

許就能提高其學習動機，因此，欲探究社會支持對學習動機之影響程度。 

此外，研究者還假設學習動機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人格特質是個人構成因

素的綜合表現，在動機上會有很大的差異性（周旭哲，1998），人格除了影響一

個人的興趣、氣質之外，對於學習動機也有顯著影響（余采芳，2005）。汪慧瑜

(1983)曾用內外控人格特質對國中學生的學習效果之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於學

生的學習有所影響，國外學者研究也指出學習者的人格特質的確會影響學習的表

現 (Main,1980; Schmeck,1983; McCombs,1988) ;由此可知，人格特質對學習與

學習動機的影響，但人格特質對學習動機的影響程度為何，此為本研究欲探究之

目的。 

面對十二年國教的教育改革，教育環境仍充斥著許多問題，研究者在偏遠國

中任教數年，發現該地區學校面臨的問題包括少子化的衝擊、學生的外流導致班

級數不斷減少，單親家庭增加、隔代教養、外籍配偶家庭增加、學生家庭因世代

務農而存在文化剝奪的現象，此均不利於學習，若能瞭解偏遠地區國中生的人格

特質、其背後之社會支持情形，及對未來生涯目標的確定程度，或可幫助學生提

升其學習動機，達成學習目標，增加其學習成就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之討論，並以提升偏遠地區國中生學習動機為出發點，本

研究採用量化研究的方式，從實徵研究來瞭解國中生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

會支持與人格特質的狀況，並探討「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對

「學習動機」之影響。希冀研究之發現能在學術研究方面提供相關實徵資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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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偏遠地區國中教師在教學及輔導實務上之參考，並為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而

提出具體建議，也冀望教育行政機關能對偏遠地區學校有更多的重視。 

 本研究欲探討偏遠地區國中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與學習動機

及背景差異，主要研究目的： 

一、瞭解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不同性別、不同年級之學生的學習動機、生涯確定

 度、社會支持及人格特質之現況。 

二、探討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不同性別、不同年級之學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

 持及人格特質對學習動機之差異情形。 

三、探討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學生的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及其學習

 動機之相關情形。 

 研究結果希冀能藉由瞭解偏遠地區國中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及人格特

質對學習動機之關聯性，探究提升偏遠地區國中生學習動機之因素。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有關本研究之相關名詞說明如下： 

一、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   

偏遠地區學校，係指地域位處偏遠且交通狀況不便者，或數位學習不利之地

區。本研究所指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為教育部所核定。彰化縣偏遠國中共有九

所，這九所偏遠國中依次為：鹿鳴國中、線西國中、萬興國中、大城國中、草湖

國中、芳苑國中、二水國中、溪陽國中與原斗國中。 

二、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是指引起並維持學生自發從事課業學習活動的內在動力（劉政宏，

2005），也是學習行為最根本、最重要的趨力。本研究以陳惠如（2012）修編的

「學習動機量表」測量，以測量四個學習動機面向，情感、意志、預期、價值，

瞭解學生學習動機的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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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涯確定度 

本研究的生涯確定度，乃是測量學生對生涯的確定程度。生涯確定程度是指

學生對於其未來的生涯或職業方向、目標抱持確定的態度與認知（林清文，

1996）。本研究採用陳惠如（2012）修編的「生涯定向量表」中的「生涯確定分

量表」作為生涯確定程度的指標。在「生涯確定分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示受

試者生涯確定程度越高，未來生涯定向越明確、肯定；得分越低，表示受試者生

涯確定程度越低，未來的生涯定向越模糊。 

四、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在社會脈絡中，能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要他人所關愛的、

受到尊重的、被隸屬的，並且可給予各式的協助。社會支持是提供者與接受者互

動的結果，多數研究將社會支持來源分為正式支持系統與非正式支持系統。以青

少年而言，其正式支持系統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學校系統，非正式系統則以家庭

系統與同儕系統為主要支持力量（鄭照順，1997）。支持類別包括：情緒性支持、

評價性支持、訊息性支持與工具性支持。本研究以林曉薇（2013）修編的「社會

支持量表」，共測試兩大種類的社會支持來源，包括非學校（家人、朋友）及學

校（老師、同學），測試的得分越高，表示社會支持的程度越高。 

五、人格特質 

 人格是個人在對人對己對事物乃至對整個環境適應時所顯示的獨特個性（張

春興，1992）；而人格特質是用來表示一個人的思考模式、情感表達和行為特性

之一般總和，用來區辨自己和他人的一種獨特性質（周惠莉，2003） 。本研究

之人格特質是指人格五因素模式（Five Factor Model,簡稱 FFM），包含神經質、

外向性、開放性、親和性以及嚴謹性等五大因素，採用 Goldberg(1992)所研發的

50題人格特質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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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本研究目的，在本章節將進行各變項的文獻探討。第一節為學習動機之

相關理論與研究；第二節為生涯確定之相關理論與研究；第三節為社會支持之相

關理論與研究；第四節為人格特質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第一節 學習動機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在心理學上，「動機」被視為人類行為的原動力，是活動、行為或學習的原

因。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引導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

內在歷程（張春興，1996）。鄭采玉（2008）認為動機是內在的需求或驅力，以

滿足特定目標之行為歷程。因此在學校教育上，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被視為驅

使學生上課專心聽講，課後認真複習，追求學業成就的原動力，如果能持續的維

持學習動機，則能提升學生對學習的滿意度。 

一、學習動機之內涵及理論 

 張春興（2000）認為學習動機是指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導

使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學習動機是學生為追求學習

成就的一種心理需求(Stipek,1995），也是自發的投入心力，朝向所預定的學習

目標（鄭采玉，2008），驅策個體持續投入學習的原動力(吳鴻松，2000；葉炳

煙，2013)。 

 學習動機理論眾多，以下分別介紹與本研究相關的學習動機理論，分述如下： 

（一）行為主義心理學家運用增強的原則來控制個體的學習，將學習的結果視為

外在因素控制的歷程，在學習動機的解釋上是採取「刺激—反應—增強」、「需

求—趨力—行為」的模式(李咏吟，2001）。 

（二）認知理論者認為學習動機乃是介於環境（刺激）與個人行為（反應）之間

的一個中介歷程。學習動機乃是學習者個人對學習事物的一種看法，會因看法而

產生求知的需求（張春興，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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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學習取向的動機理論乃整合行為取向與認知取向的觀點而成。他們同

時將行為取向所關心的結果成效與認知取向所關心的個人信念及期望等影響因

素納入考慮（葉炳煙，2013）。 

（四）自我效能理論（Bandura,1977）提出如果個人過去有重複成功的經驗，將

會發展出較強的效能期望，當效能期望建立後，可類化到其他的情境。 

（五）Wigfield 與 Eccles（2000）的成就動機之預期價值論，認為學習動機可包

括作業價值、能力信念和成功預期三個成分。作業價值乃指學習者對特定作業之

重要性、內在價值（興趣、喜愛）、實用性、投入成本的知覺；能力信念乃指學

習者對自己目前在特定活動上能力的知覺；成功預期則指學習者對自己在即將或

未來要進行的特定作業能做得多好的信念（劉政宏、黃博勝、蘇嘉鈴、陳學志、

吳有城，2010）。Pintrich（1989）則另外提出情感的成分，認為在學習歷程中

的動機因素共包含價值、預期和情感等三個成分，其中價值成分與成就動機論中

所提出的作業價值類似，預期成分則合併能力信念與成功預期，情感成分則指「學

習者對學習工作的情感反應或對自己的感覺，包含自尊等情感需求與考試焦

慮」。劉政宏（2009）也在其研究中針對學習動機成分架構進行檢驗，分成價值、

預期及情感三成分在實徵資料上做探討，但劉政宏（2009）在其研究中將 Pintrich

界定的價值成分中的興趣概念傾向包含於情感成分之中，且為避免與情感成分混

淆，因此將預期成分界定為「學習者對課業學習能否成功的預期」，將情感成分

廣泛界定為「課業學習工作之正、負向情感反應」。 

（六）由 Kuhl（1984，1985）的行動控制論提出的「意志」相關概念受到動機

研究相當大的重視，此種動機成分指的是「個體在執行課業學習行為時，能否迅

速驅動想法付諸行動（去做）、堅持到底（做完）、求善求美（做好）等與意志

有關的特質。因此劉政宏將學習動機區分為價值、預期、情感與執行意志四個不

同成分，並認為在四個動機成分中，僅情感與執行意志兩個核心成分對學習行為

有直接影響力，而價值與預期成分，則是間接對學習行為產生影響（劉政宏等人，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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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動機的測量 

國內的學習動機量表大多依 Pintrich 所界定的價值預期及情感來編製、（劉

政宏等人，2010），像是 Pintrich、Smith、Garcia 和 Mckeachie（1991）編製的

「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Questionnaire, MSLQ）

裡的動機量表及程炳林、林清山（2001）的「中學生自我調整學習量表」皆採用

價值（內、外在目標導向及工作價值）、預期（控制信念、自我效能及成功預期）

及情感（考試焦慮）三要素來作編製。蕭智真（2006）在其對體育學系學生學習

動機與生涯發展之研究中參考激勵學習策略問卷(MSLQ)編製出「輔仁大學體育

學系學生學習動機量表」共 33題，量表內容主要包含四要素：學科價值、自我

效能、期望成功、測試焦慮。Wigfield 與 Eccles（2000）的「兒童能力信念與主

觀作業價值量表」（Children’s Ability Beliefs and Subjective Task Values），是根

據其預期價值論所編製，主要在測量兒童在作業價值、能力信念和成功預期等動

機成分的個別差異。劉政宏、張景媛、許鼎延、張瓊文（2005）在針對 Pintrich

各動機成分概念與內涵進行調整後，依此架構編製了適合小六生的「國小學習動

機量表」，其中包含價值、預期及情感（正、負向情感）的測量。另外，劉政宏

在 2009 年修正此份量表，納入「執行意志」的概念，並進行測量（劉政宏等人，

2010）。 

 本研究關心的學習動機是學生面對學校學習的態度，即劉政宏等人(2010)

所提及的學習動機之「情感」和「意志」層面，故，本研究使用陳惠如（2012）

依據劉政宏等人的「國中小學習動機量表」，所修編之「學習動機量表」。 

三、學習動機之相關研究 

 學習動機是學生學習中重要的一環，許多研究更以探討學習動機為研究的主

軸，因其研究範圍相當廣泛，故無法詳細列出與學習動機相關的文獻。研究者僅

整理有關國中生學習動機的研究與發現如下： 

 程炳林（1991）以國中小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女生在學習動機中內在目標



8 

 

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工作價值、期望成功、控制信念等方面都顯著高於男生。

黃淑娟（2003）以宜蘭縣、新竹縣、苗栗縣、南投縣、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

花蓮縣，八個縣十四所國中，共 1131名原住民國中生為有效樣本。研究結果發

現：不同的性別、地區、族群的原住民國中生在學習動機上有顯著差異，不同年

級的原住民國中學生在學習動機上，沒有顯著差異存在。林燕伶（2006）以中部

地區 323 位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中學生在自然科的學習動機因年級的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但不同性別則無顯著差異。王曉玲（2007）以苗栗縣、台中

縣、台中巿、南投縣、彰化縣國中生為研究母群，國中生之英語學習動機因性別、

年級、學習英語時間、有無出國經驗、父母社經地位與父母教養方式而有所差異。 

謝欣如（2007）研究以「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國三學生為研究樣本，研

究發現女生所展現的學習動機比男生強烈。Long＆Monoi（2007）以美國中西部

非洲裔的八、九年級的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其學習動機有性別上的差

異，女生的學習動機顯著高於男生。 

 從國中生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發現，性別及年級對於學習動機有顯著之差

異，因此，研究者也想瞭解在偏遠地區國中，性別與年級是否會影響學習動機，

因此，將性別與年級列入背景變項。 

四、影響學習動機之因素 

 有關於影響學生學習動機的因素，涵蓋範圍相當廣泛，舉凡個人的性別、成

就動機、抱負水準、學校科別、學校環境、同儕關係、家庭社經地位及父母管教

方式等因素，皆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態度的形成及改變（黃金山，2002）。 

 林玉如與陳淑娟（2005）對學習動機的研究也提出，學生的人格特質、個性、

態度、興趣、習慣、自信心、自控能力、歸因方式、成就需求、自我概念、他人

的期望、匱乏性區求的滿足及家庭學習文化等因素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 

 黃鈺雯（2011）將影響學習動機的因素整理為三大方面：分別為：1.個人方

面；2.學校與師長方面；3.家庭方面。個人方面即是有關於學習者自己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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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生本身的個性特質、過去的經驗、目標的設定、自我概念、自我期望、歸

因方式、成就感、焦慮、興趣、價值、信念及自我效能等。學校與師長方面涵蓋

了學習者所處的環境變項、教學者的教學與管理方式，以及師生間互動的品質

等。例如：學校的學習文化、教室的組織與氣氛、教室管理、課程安排、教學活

動的設計與掌握、作業任務的架構、教師對學生的態度、要求、回饋、獎賞方式、

期望、評量等、教師的肢體語言及表達方式、師生間的互動情形以及師長所提供

的支持與協助等等。家庭方面是與家庭背景及家長有關的層面，如：家庭收入、

家中學習環境、家長的管教與教育方式、與孩子間的溝通互動、家長對子女的鼓

勵、期望或要求、學習方法的教導、家長採取的獎勵方式與示範等。 

 綜合上述的研究，可知影響學習動機包含：學生之人格特質；對自己學習目

標及能力的看法（生涯確定）；與外在環境（家庭、學校）及重要他人（家人、

朋友、師長、同儕）之期望要求及資源提供（支持）。故，本研究將探討學生之

生涯確定度、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對其學習動機之影響程度。 

 

第二節  生涯確定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Crites（1969）將生涯定向定義為「選擇或從事與未來職業方向有關的活動，

以便投入特定的教育或職業領域」，即，指個人能澄清生涯目標，了解自我與環

境的訊息，並能處理各種阻礙的現象，做出適當的生涯決定（紀憲燕，1994）。 

Jones 與 Chenery（1980）所提出的多向度生涯定向狀態，將生涯定向的內

涵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生涯確定程度是指個體對於生涯方向與目標抱持確定態

度及認知的程度；第二，對確定狀態的滿意程度則是指個體對於自己目前生涯定

向狀態的主觀情感反應；第三，未定向之原因指的是影響個體無法形成令自己滿

意的生涯定向之阻礙因素。 

國內生涯定向量表大致都符合這個模式，例如：林清文（1994）的「大學生

生涯發展問卷」就是將生涯確定分為「確定程度」和「情感反應」，並將生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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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的導因細分為九個評量向度去做探討，後經編修建立六個分量尺。陳金定

（1987）依據 Osipow、Carney、Winer、Yanico 與 Koschier（1976）編製「生涯

決定量表」修訂而來，重點是在測量受試者的生涯決定程度，內容包含「生涯決

定程度」、「缺乏自我了解、信心和選擇的焦慮」、「雙趨衝突」、「生涯資料」、

「個人衝突」、「外在阻礙」共六大項。楊淑珍（1999）編製生涯因素量表，用

以評量大學生「生涯定向程度」、「對目前生涯定向狀態的安適感」及「未定向

原因的類型」，其原因量表包含「環境資訊」、「抉擇時機」、「雙趨衝突」、

「焦慮猶豫」、「科系因素」、「外在阻力」及「自我認識」七個分量表。

 陳惠如（2012）經過林清文同意後將題目修改為可測量高中職學生生涯定向

之題項，預試之後進行項目分析及相關分析，刪減題數後得到總計題數共 40題

之生涯定向量表。「生涯確定量表」中的「確定程度」及「滿意程度」，用以了

解高中職學生生涯定向情形，其它的六個不確定源，「猶豫習性」、「覺察不足」、

「志趣不合」、「生涯決策焦慮」、「認識不足」與「信心不足」，用以評量高

中職學生生涯不確定之成因。 

 本研究關心的生涯定向是指學生對於未來方向的確定程度，林清文（1994）

的量表採多向度觀點，符合本研究構念，尤其在台灣使用度較廣，由於本研究之

研究對象為國中階段之青少年，故採用陳惠如（2012）所修編之「生涯確定量表」。 

 

第三節  社會支持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本節將從社會支持的內涵與功能，以及國中生接受的社會支持來源與內容進

行文獻探討。 

一、 社會支持之內涵及功能 

社會支持是指個體透過與其他人或團體之間的互動，而獲得家人、同儕、其

他重要他人在實質與情緒上的幫助（黃俊勳，2001）。青少年如果能獲得家庭、

同儕等非正式支持系統以及學校、醫生、心理師等正式支持系統適當外在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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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鄭照順，1999；王枝燦，2001），便能得到相當程度的正向影響（周玉慧，

1997）。 

 社會支持需要建立在人際互動的基礎上（謝毓雯，1998），是一個多向度的

概念（石曉瑛，1998；M.Baba, 1993）。社會支持提供者主要來自於初級團體，

包括家人、親戚、朋友、鄰居等（Cassel，1974）。個人需要經由與他人的互動、

交流而在有需要時及時獲得持續性的協助、情緒上的支持、接收到重要的資訊等

支持（曾竹寧，2000）。 

 青少年獲取的社會支持涵蓋情緒性支持、評價性支持、訊息性支持與工具性

支持（House，1981），複雜又多變（M.Baba,1993）。情緒性支持指「鼓勵、溫

暖的愛或情感的支持」（Tolsdorf，1976），包括關心、信任和同理心（Leavy，

1983）。評價性支持指被支持者在個人表現上獲得肯定及正向回饋（House, 

1981）。工具性支持是指生活中提供服務或物質，以協助解決問題的實際幫助，

為最直接也最容易獲得的一種資源（Jacobson,1986）。如支付學費、給予零用錢、

交通接送等，Wills（1985）認為這種工具性支持對於低收入者來說特別重要。

青少年處於經濟上無法獨立階段，正需要實質的經濟協助，如零用錢（曾華源，

2002）、娛樂消費（陳榮昌，2002）。訊息性支持指提供接受者某些訊息、建議

或教導某項技能，以協助解決問題（Leavy，1983）。邱紹一、薛雪萍、李介至

（2002）在研究中發現，家庭中如果沒有明顯的角色分配，且父母對孩子講求絕

對的效忠與順服時，則青少年從家庭中得到的訊息傾向是單向而模糊的。 

 社會支持是一種社會整合的網路，可分為正式資源與非正式資源，它建立於

多項度的概念及動態的人際歷程上，在接受者有需要之時，社會支持可滿足個體

對工具性、情感性、評價性或訊息性的需求，產生正向影響，而不足的社會支持

則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林曉薇，2013）。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社會支持，乃指學生從社會網絡中所感受到來自家人與

親戚朋友、師長與同學給予精神上或物質上的支持與協助，讓學生覺察到自己是

被尊重、被關懷、有歸屬感的，而這些支持與協助能使學生滿足需求、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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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個體自我適應與面對壓力的能力。處於青春期的國中生，開始面對許多生活

中的問題與課業上的壓力，而瞭解當前國中生知覺社會支持的情形並給予協助就

格外重要，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目前國中生社會支持之現況。 

二、社會支持之相關研究 

 有關社會支持之相關研究不少，但多以成年人為對象，以國中生為研究者不

多，因國中生身心狀態不同於兒童及成人，而有其特殊性，欲探索其所知覺的社

會支持情況，研究者整理有關青少年社會支持之研究與發現如下： 

（一）蔡嘉慧（1998）研究發現，女生獲得的社會支持顯著高於男生。國中生最

常獲得的支持方式高低分別為：訊息支持、情緒支持、工具支持。 

（二）李娟慧（1999）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知覺來源支持程度高低為：同儕支

持、師長支持、父母支持。女生在知覺到的同儕支持及整體的社會支持，顯著高

於男生。感到較多社會支持者，可預測其社會適應的狀況較為良好。 

（三）李欣瑩（2001）研究發現，整體而言，國中生獲得社會支持的方式以訊息

性支持最多，其次為情緒性支持，最後為工具性支持。而社會支持有年級、性別

的差異。 

（四）鄭惠萍（2002）研究結果發現，女生在知覺到的同儕支持及整體的社會支

持，均比男生高。女生知覺到的情緒支持與陪伴支持顯著高於男生，達統計上的

差異。 

（五）林怡君（2005）研究發現高雄市國中生最常獲得的社會支持方式是「訊息

性支持」，其次是「情緒性支持」，最少獲得「工具性支持」。國中女生所獲得

的「情緒性支持」與「整體社會支持」顯著高於男生。 

（六）熊英君（2006）研究台北縣的國中生發現，其最常獲得的社會支持方式是

「訊息性支持」，其次是「工具性支持」、「評價性支持」，最少獲得的是「情

緒性支持」。國中男生與女生在情緒支持、評價支持、工具支持上皆達顯著差異。 

（七）張秋香（2007）研究指出女生知覺的社會支持高於男生青少年知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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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程度與其復原力有顯著相關及預測作用。 

（八）羅沁芳(2003)以臺北市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其所感受到的支持情形由

高而低依序為「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評價性支持」和「工具性支

持」。 

 由上述之研究，可知不同區域的國中生知覺社會支持的感受是有所差異的，

由於研究者服務於偏遠地區國中，因而想藉本研究讓偏遠地區的家長與老師瞭解

學生當前感受到社會支持的情況，進而提供更適切的協助。 

三、青少年接受的社會支持來源與內容 

 以青少年而言，其正式支持系統中最具代表性的為學校系統、非正式系統則

主要是家庭系統與同儕系統（鄭照順，1999；王枝燦，2001）。 

 學校是具體提供青少年社會化發展的環境（王枝燦，2001）。心理健康也是

學校重視的課題，因為心理健康的青少年在學業表現上要比心理健康有問題的青

少年表現優越（Adelman & Taylor, 2000）。研究發現，學校教師的支持對情緒

能力降低的青少年而言具有保護的功效（Reddy,Rhodes, & Mulhall,2003），包括

有助於減輕青少年沮喪的情緒（鄭照順，1999）、提高學習表現（Hamreet. al., 2006）

與自尊（Teoh ＆ Nur Afiqah, 2010）、減少偏差行為的發生（LaRusso, Romer,& 

Selam,2008）。支持性的師生關係不僅能加強青少年的學業與行為表現，也能增

強他們的安適感、生活滿意度及安適的社會情緒（Heubner, 2006）。 

 家庭支持系統是青少年重要的支持系統之一，尤其是父母系統（Lamborn & 

Felbab, 2003）。所謂「父母的支持」代表著「一位家長對孩子的關懷、接納與

協助（Shaw, Krause, Chatters,Connell,& Ingersoll-Dayton,2004），而這份支持對

孩子的一生有著深遠的影響（Antonucci & Akiyama, 1987），包括他的生活方式、

人格、情緒、態度、動機與認知（Mahamood, 2002）。 

 研究發現，青少年雖然追求獨立自主，但父母給予的情感性支持與讚許（郭

靜晃，2000）對孩子的學習（Kim, Brody, & Murry, 2003）、自尊（Bean, B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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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enry, & Wilson,2003）有著重要的影響。父母的忠告、指導與心靈導航有助

減少青少年的學習壓力（Maznah,1993）。 

 隨著孩子步入青春期，同儕對他們的影響會變得日益增強（Brown, 2004）。

研究發現，同儕及朋友是他們的主要學習對象，而非家長，因此他們的社會支持

網路以朋友居多（王枝燦，2001）。同儕是青少年的主要社會支持來源，主要提

供情感上的支持與協助（I.Hashimah, 2007）。青少年會認為同儕是比較值得信

任、比較能滿足認同需要與親密關係需要的對象（Caiet. al., 2011），青少年對同

儕之間的溝通與被瞭解的感受是比較強的（郭靜晃，2000）。 

 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中，會透過聊天、逛街等活動（陳榮昌，2002），獲取

建議、忠告與直接訊息等支持（邱紹一、薛雪萍、李介至，2002），以學習有效

參與社會所需的知識、技能與態度（郭靜晃，2000）。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適當的家庭支持、同儕支持及學校教師的支持能提高認

知能力（Utsey, 2006），平衡性的社會支持也才能影響身心健康（周玉慧，1997）。

社會支持能於個人處於困境時給於協助並提出因應之道，有助於減少個人的壓力

增進其適應能力。社會支持更能滿足個人內心的需求，個人能藉由社會支持加以

自我肯定提升自我價值，因此社會支持對於中學生而言應有助於其紓解壓力、協

助其生活適應，更有助於提升自我價值。因此，本研究將參考上述青少年之支持

系統，以非學校（家庭、朋友）和學校（師長、同學）在情緒、評價、訊息及工

具性支持上探討其對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學習動機之影響。 

 

第四節  人格特質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一、人格特質之內涵 

「人格」(personality)一詞是由拉丁文的 persona衍生而來的，其意涵是指個

人外在的行為特徵，在他人的觀察中所呈現出來的獨特性。Eysenck (1970)則指

出人格是個人的性格、氣質、智力和體格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組成，它決定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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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環境適應的獨特個性。張春興（2006）認為人格是個人在對於他人、對自

己和對事物甚至是適應環境所顯示出的獨特個性；此獨特個性是由個人在遺傳、

環境、成熟、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身心各方面的特徵所組成，而該等

特徵又具有相當的統整性與持久性。人格特質是指個體所特有之行為模式，亦即

個體為應付外在環境時，生理及心理上特有的反應模式，進而影響個體之外在行

為與反應(Libert & Libert,1998)。 

二、五大人格特質理論 

 彭意維與葉怡矜(2006)研究中指出人格特質的起源，最先是來自於Galton於

1884 年所提出的人格特徵名詞在1963年時Norman以 Allport等學者以因素分

析，等統計方法分析出五種人格因素分類，並由Goldberg在1981年正式命名五種

人格因素為「Big Five」，Costa與McCrea（1986）再加以整理此五大類人格特質

構面(John ＆ Srivastava 1999,Gerber等,2009 ，五個面向分別為： 

（一）外向性(Extraversion)：指在與他們接觸時，所感覺的舒適程度。外向性

高者，較為健談、喜歡追求感官刺激、做事也較積極，所以常是團體中的領袖人

物，並且與同事相處融洽。該面向的人，具有自信、親切、活躍的正向情緒概念。 

（二）神經質(Neuroticism or Emotional Stability)：指一個人面對負面情緒刺激

時，所能承受的程度。神經質較高者，表示較難控制自我的情緒，主要是受到過

去負面的影響，而產生的反應。對處理壓力的方式也較差。此因素包含，衝動、

焦慮等因素。神經質較低者，表示較能承受負面情緒，且會克制自己的脾氣，表

現出情緒也相較穩定。 

（三）親和性(Agreeableness)或稱友善性：指遵守社會大眾或同事之間所訂定的

規範。親和性高者，為可信賴的、易與人相處、溝通與合作、且也會替他們著想，

幫助他人。該面向的人，為容易信任別人，且坦率面對他人，並保持著謙虛的態

度。 

（四）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或稱勤勉正直性：指一個人對自己所追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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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投入程度。投入程度越高，則嚴謹性也越高，具有較高責任心，做事有條理，

且會堅守自己的原則，盡力達成所設定的目標。此面向者為理性、有教養的概念。 

（五）開放性(Openness)：指一個人對興趣喜好的多寡之程度。當程度越高時，

開放性也會越高，具有豐富內在人生、且具有好奇心、經常會研發出新點子，並

且對正面及負面的情緒都十分的敏感。此因素表現具有具行動力、具美感、幻想、

感性、有點子等因素。 

三、五大人格之相關研究 

 五大人格之相關研究有：Ehrler 和 Gary (1996 )研究 480位俄國 8至 10歲

的學童之人格結構，發現了學童的人格結構符合人格五因素模式，而且認為這些

因素是人格中最基本的組成。林芝怡（2005）則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更進一 步

來探討五大人格特質與其偏差行為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人際關係較差的學

生，與其人格特質之友善性、嚴謹性與外向性的得分較低有關，而神經質與憂鬱

和焦慮有顯著相關 。 

四、五大人格與學習動機之相關研究 

 林燕伶（2006）在國中生的家庭環境、人格特質與自然科學學習動機之研究

中發現，人格特質越正向者其學習動機越高，且具有正相關；人格特質與獨創性

對於學習動機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洪銘信（2005）以台灣北部地區為例，探討

高級中等學校汽車科學生學習滿意度、人格傾向、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之徑路模

式研究結果顯示，人格特質與學習動機達顯著相關。張永福（2008）在高中職實

用技能學程學生人格特質、自我效能、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結果發現，

人格特質與學習動機達顯著差異，且具有正相關。胡明誼（2007）以台中市大學

為例，探討內外控人格特質與生涯動機對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學習機影響之研究，

在研究中發現學習動機與人格特質達顯著差異但卻未達顯著相關。戴維舵（2005）

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習動機與人格特質並未達顯著差異。 

 綜觀上述研究，學習動機與五大人格特質是否有顯著差異及相關，尚未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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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待驗證，本研究將針對偏遠地區國中生的五大人格特質與學習動機是否有差

異及相關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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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透過架構說明研究的各變項之間的關

係；第二節為研究對象，說明預試施測對象及過程；第三節為研究工具，說明所

使用的工具來源、用途、內容及計分方式；第四節為問卷回收後的資料處理方式。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學習動機為依變項，學生的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及人格特質為自

變項，性別、年級為背景變項，探討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

持與人格特質對其學習動機之影響，並探討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對

於學習動機的預測解釋程度。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的結果，規劃本研究架構

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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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

人格特質對其學習動機之影響。因此，本研究將以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為主要

研究對象。 

一、預試對象 

 本研究預試部分採便利取樣方式，以研究者服務學校不同年級的學生為樣

本，以班級為單位，隨機抽取分別為國一、國二及國三各一班，共 81名學生，

皆由研究者親自施測並記錄施測過程。研究者共發出 81份的問卷，回收 81分研

究樣本，回收和使用率達 100%。整份問卷共有 111 道題目，受試者完成施測時

間約 20分鐘到 25分鐘。預試樣本中性別比例為男性 39名（佔 48.1%），女性 42

名（佔 51.9%）。預試樣本年級比例為國一 26名（佔 32.1%），國二 27名（佔 33.3%）

及國三 28名（佔 34.6%）。預試樣本資料統計如表 3-1。 

 

表 3-1 預試樣本背景資料表 

背景變項 類別 預試 

    人數 百分比 

年級                       國一 26 32.00  

 
國二 27 33.30  

 
國三 28 34.70  

性別                           男 37 45.70  

 
女 

 
44 54.30  

 總數 81 100.00  

 

二、正式施測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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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共有九所，這九所偏遠國中為：鹿鳴國中、線西國中、

萬興國中、大城國中、草湖國中、芳苑國中、二水國中、溪陽國中與原斗國中。

經聯絡後，有兩所國中因期末課程進度的關係無法配合正式問卷施測，最後只能

以鹿鳴國中、線西國中、大城國中、草湖國中、芳苑國中、二水國中與原斗國中

等七所國中的學生為研究樣本。 

 正式施測樣本為七所學校中以班級為抽樣單位，每年級抽取一班，合計共

21班，大城國中 3個班級由研究者親自提供施測及記錄施測過程；鹿鳴國中、

線西國中、草湖國中、芳苑國中、二水國中與原斗國中，則委託其輔導室協助施

測，隨卷附上施測說明，以利施測過程的標準化。施測問卷共發出 531份，回收

問卷 531份，刪除明顯答題心向者（即，受試者的答案趨向一致性的答同一個分

數），與嚴重漏答者（即，同一量表漏答 3題以上者），有效問卷共計 522份，實

際可用率為 98.31％。茲將正式問卷的樣本資料與背景資料結構整理成表 3-2 與

表 3-3。 

表 3-2 正式樣本資料表       

學校 
發出問 

卷數 

回收問 

卷數 

有效問 

卷數 
百分比 

線西國中 91 91 90 17.20  

鹿鳴國中 81 81 81 15.50  

草湖國中 80 80 77 14.80  

大城國中 77 77 76 14.60  

二水國中 76 76 76 14.60  

芳苑國中 72 72 72 13.80  

原斗國中 54 54 50 9.60  

總計 531 531 5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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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正式樣本結構資料表     

背景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年級 國一 164 31.40  

 
國二 191 36.60  

  國三 167 32.00  

性別 男 277 53.10  

 
女 245 46.30  

總計   522 100.00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所使用的工具為自填式量表，依據研究架構，正式

問卷的內容共有五個部分，問卷量表的順序為：個人背景變項、學習動機量表、

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量表與人格特質量表。 

 為了增進受試者的理解及避免暗示作用，個人變項部分稱為「基本資料」；「學

習動機量表」稱為「我的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量表」稱為「我的生涯確定度」；

「社會支持量表」稱為「我平時與人的相處」；「人格特質量表」稱為「我的人格

特質」。 

 以下根據問卷的內容順序，分別介紹問卷之基本資料及各個量表之用途、來

源、內容、計分方式。 

一、問候語與基本資料 

 問候語在提供知後同意，說明本研究目的與資料處理方式。正式問卷中收集

受試者之「就讀學校」，以瞭解樣本來源；「性別」為背景變項，分成「男」與「女」

兩個部分；以及「年級」，也是背景變項，分成「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共三個選項。 

二、學習動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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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陳惠如（2012）修編的「學習動機量表」，採用 7 點量表之選項，1 表

示「完全不符合」、2 表示「不符合」、3 表示「有點不符合」、4 表示「一半

符合」、5 表示「有點符合」、6 表示「符合」、7 則為「完全符合」。 

 陳惠如（2012）以八所高職進修學校共 659名高職學生為研究對象，經分析

後取得學習動機量表的α係數介於.78至.85 之間。如表 3-5 所示，本研究預試的

學習動機量表的α值介於.79至.85 之間，正式施測後的α係數介於.79至.83 之

間，表示量表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三、生涯確定度量表 

 使用陳惠如（2012）修編的「生涯確定分量表」，採用 7 點量表，各數字代

表的情況和上述的學習動機量表一樣，例：1表示「完全不符合」。 

 陳惠如（2012）以高職進修部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生涯確定度量表內

部一致性信度達.70至.80。本研究預試的內部一致性α值為.90，正式施測資料的

α值為.95（表 3-4），表示此分量表對於研究對象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四、社會支持量表 

 本研究以林曉薇（2013）修編的 32 題自填式「社會支持量表」，共測試兩

大種類的社會支持來源，包括非學校，即家人與朋友，以及學校，即師長與同儕。

支持類別包括：情緒性支持（各四題）、評價性支持（各四題）、訊息性支持（各

四題）及工具性支持（各四題）。 

 作答方式採七點量表，即：「完全不符合」1分、「不符合」2分、「有點

不符合」3分、「一半符合」4分、「有點符合」5分、「符合」6分、「完全符

合」7分。 

 屈寧英（2004）以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分別以情緒性支持、評價性支持、

訊息性支持及工具性支持四種方法取得社會支持，並進行分析，此四個分量表的

α係數介於.63 到.88。林曉薇（2013）以中學生為研究對象，預試及正式施測

結果，社會支持量表之八個分量表的α係數介於.73 至.86。本研究的預試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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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施測之研究結果，社會支持量表之八個分量表的α值介於.74 至.92（表 3-4），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五、人格特質量表 

 Goldberg發展出大眾公開使用的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Inventory Pool 

(IPIP)，原版量表可在網路上免費下載使用。本研究使用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Inventory Pool(IPIP)為 Goldberg(1992)所研發的 50題人格特質量表,量表所含因

素有：外向性(Extraversion) 、親和性(Agreeableness)、嚴謹性

(Conscientiousness)、神經質(Neuroticism)與開放性(Intellect or Imagination)，IPIP

量表α係數為.80。 

 為了增加資料的變異度，故採 7 點量表之選項，1 表示「完全不符合」、2 表

示「不符合」、3 表示「有點不符合」、4 表示「一半符合」、5 表示「有點符

合」、6 表示「符合」、7 則為「完全符合」。 

 陳豔彬（2014）在五大人特質的研究結果，五個分量表之信度分別為，外向

性α值為.73、親和性α值為.63、嚴謹性α值為.76、神經質α值為.79 和開

放性α值為.76。 

 本研究預試中五大人格特質的五個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分別為，外向性α

值為.68、親和性α值為.69、嚴謹性α值為.79、神經質α值為.79 和開放性α

值為.78。正式施測的信度分別為，外向性α值為.72、親和性α值為.74、嚴謹

性α值為.73、神經質α值為.79 和開放性α值為.76（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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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各量表預試及正式施測之信度       

量表 分量表 預試信度 正式施測信度 

學習動機 情感 .83 .83 

 
意志 .85 .81 

 
預期 .79 .79 

  價值 .81 .83 

生涯確定度   .90 .95 

社會支持   

   非學校 情緒性支持 .88 .92 

 
評價性支持 .80 .84 

 
訊息性支持 .83 .88 

 
工具性支持 .77 .79 

   學校 情緒性支持 .91 .91 

 
評價性支持 .89 .92 

 
訊息性支持 .82 .90 

  工具性支持 .74 .81 

人格特質 外向性 .68 .72 

 
親和性 .69 .74 

 
嚴謹性 .79 .73 

 
神經質 .79 .79 

  開放性 .78 .76 

 

 

第四節  資料處理 

 正式問卷回收後，經整理剔除無效問卷後，將有效問卷進行電腦編碼，並使

用 SPSS 20 中文版套裝軟體進行研究假設的考驗及資料分析，統計分析方法如

下： 

一、以描述性統計各量表及分量表之平均數、標準差與變異量，分析學生的學習 

 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及人格特質之現況。 

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驗研究變項(生涯確定度、社會 

    支持、人格特質及學習動機)在性別及年級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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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建構一個包括 

    有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及學習動機的相關矩陣，以輔助迴歸結 

    果的分析解釋。 

四、多元廻歸分析探討背景變項、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對於學習動 

    機之預測力及解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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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依據問卷調查所得的結果來進行討論，共分四節。第一節為彰化縣偏

遠地區國中生之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之現況分析；第二

節為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在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

支持與人格特質之差異分析；第三節為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學習動機、生涯確

定度、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之間的相關與迴歸分析。第四節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

持與人格特質之現況 

 本節主要在瞭解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之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

與人格特質的現況。依據問卷施測結果進行「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

支持」、「人格特質」平均數與標準差之分析與探討，以達到研究目的。 

 為瞭解偏遠地區國中生之學習動機現況，本研究的學習動機分量表共有，「情

感」、「意志」及「預期」、「價值」四個分量表。 

 依據表 4-1描述性統計結果發現，522位受試者的「學習動機」平均值 4.12，

以中間值 4 為判斷標準，可知受試對象在這些變項上為中間程度，顯示偏遠地區

國中生的學習動機，普遍的認知是偏中間的。全部學生在學習動機上是屬於中間

程度，學習動機不至於太差，尤其是對學習價值的認定（平均值為 4.59）。但在

學習情感及對於學習成就的預期則偏低。 

 由表 4-1 得知，「生涯確定度」平均值為 4.45，偏遠地區國中生在生涯確定

度屬於中間偏上的程度。「社會支持」的平均值為 4.79，屬於中間偏上的程度，

分析顯示，偏遠地區國中生普遍能知覺到社會支持。「人格特質」各分量表平均

值介於 4.02~4.81，屬於中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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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的描述統計及差異比較 
      

                                  

   
性別   年級 

  

  
全部(N=522) 男(N=277) 女(N=245) 

 
國一(N=164) 國二(N=191) 國三(N=167) 

  
變項名稱 分量表 M SD M SD M SD F M SD M SD M SD F 事後比較 

學習動機 
 

4.12 1.05 3.91 1.07 4.35 .98 23.58** 4.21 1.11 4.07 1.05 4.10 .99 .87 
 

 
情感 3.80 1.23 3.58 1.27 4.04 1.15 19.00** 3.90 1.32 3.70 1.19 3.80 1.20 1.19 

 

 
意志 4.10 1.28 3.79 1.27 4.45 1.20 36.80** 4.23 1.31 4.10 1.32 3.97 1.20 1.56 

 

 
預期 3.99 1.16 3.89 1.18 4.10 1.13 4.00* 3.98 1.21 3.92 1.15 4.08 1.11 .83 

 
  價值 4.59 1.19 4.39 1.21 4.81 1.12 17.30** 4.71 1.21 4.53 1.20 4.52 1.16 1.36   

生涯確定度   4.45 1.46 4.30 1.52 4.63 1.37 6.73* 4.27 1.51 4.26 1.50 4.84 1.28 8.71** 三>一,三>二 

社會支持 
 

4.79 1.20 4.61 1.19 4.99 1.17 13.69** 4.82 1.27 4.78 1.11 4.79 1.22 .05 
 

非學校 情緒性支持 4.64 1.60 4.38 1.60 4.92 1.56 15.22** 4.64 1.67 4.72 1.57 4.54 1.57 .58 
 

 
評價性支持 4.91 1.33 4.71 1.30 5.13 1.34 13.07** 4.93 1.38 4.92 1.29 4.87 1.34 .12 

 

 
訊息性支持 4.71 1.39 4.56 1.43 4.88 1.33 6.88** 4.72 1.44 4.70 1.36 4.73 1.38 .03 

 

 
工具性支持 4.92 1.32 4.70 1.33 5.17 1.28 17.28** 5.03 1.39 4.87 1.31 4.86 1.28 .85 

 
學校 情緒性支持 4.76 1.49 4.58 1.46 4.97 1.49 8.69** 4.72 1.52 4.81 1.45 4.75 1.50 .16 

 

 
評價性支持 4.84 1.37 4.66 1.38 5.05 1.33 10.88** 4.90 1.43 4.78 1.30 4.85 1.40 .37 

 

 
訊息性支持 4.83 1.36 4.68 1.37 5.00 1.34 7.16** 4.88 1.38 4.70 1.34 4.93 1.37 1.41 

 
  工具性支持 4.72 1.38 4.62 1.38 4.84 1.38 3.43 4.69 1.48 4.70 1.28 4.77 1.40 .13   

人格特質 
  

  
 

  
 

  
  

  
 

  
 

  
  

 
外向性 4.02 .93 4.03 .86 4.01 .99 .09 4.12 .91 3.97 .98 3.97 .87 1.53 

 

 
親和性 4.81 .87 4.60 .83 5.06 .85 38.21** 4.72 .91 4.84 .81 4.88 .88 1.54 

 

 
嚴謹性 4.38 .86 4.25 .82 4.52 .88 13.32** 4.34 .82 4.42 .89 4.36 .86 .47 

 

 
神經質 4.08 1.03 3.92 .96 4.26 1.07 14.87** 4.05 1.01 4.13 1.02 4.05 1.04 .37 

 
  開放性 4.29 .92 4.17 .93 4.42 .90 10.04** 4.23 1.01 4.26 .89 4.37 .87 1.00 

 
註：*表示 P<.05，**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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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偏遠地區國中在生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

       會支持與人格特質之差異分析 

 本節將探討不同變項的偏遠地區國中生在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

與人格特質之差異。因其年級與性別為類別變項，所以用 ANOVA 考驗之間的差

異程度，結果請見表 4-1。性別差異達到顯著水準有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

會支持與人格特質中的「親和性」、「嚴謹性」及「開放性」，顯示偏遠地區國中

女生在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親和性、嚴謹性與開放性顯著高於偏

遠地區國中男生，外向性則無性別差異。年級的差異則在「生涯確定度」達到顯

著，事後比較發現三年級學生的生涯確定度顯著高於一、二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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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與背景變項之相關矩陣表                       

  學習動機 情感 意志 預期 價值 生涯確定度 社會支持 非學校情緒 非學校評價 非學校訊息 非學校工具 學校情緒 學校評價 學校訊息 學校工具 外向性 親和性 嚴謹性 神經質 開放性 

情感 .90** 

                   

意志 .90** .75** 

                  

預期 .80** .62* .63** 

                 

價值 .86** .73** .69** .53** 

                

生涯確定度 .20** .20** .18** .13** .19** 

               

社會支持 .47** .44** .41** .25** .53** .32** 

              

非學校情緒 .35** .33** .31** .18** .38** .28** .81** 

             

非學校評價 .390** .36** .33** .22** .44** .28** .86** .78** 

            

非學校訊息 .41** .39** .35** .21** .46** .30** .86** .70** .81** 

           

非學校工具 .37** .33** .34** .19** .41** .24** .84** .69** .73** .75** 

          

學校情緒 .41** .40** .36** .21** .46** .27** .88** .64** .67** .68** .66** 

         

學校評價 .46** .42** .39** .25** .52** .30** .88** .57** .67** .67** .64** .83** 

 
 

      

學校訊息 .47
**

 .44
**

 .40
**

 .27
**

 .51
**

 .26
**

 .86
**

 .54
**

 .64
**

 .68
**

 .62
**

 .78
**

 .85
**

  

      

學校工具 .37** .35** .31** .19** .44** .26** .81** .50** .56** .59** .62** .75** .76** .77** 

      

人格特質 

                    

外向性 .09 .11* .03 .13** .02 .19** .25** .18** .20** .16** .20** .23** .23** .22** .26** 

     

親和性 .42** .36** .36** .28** .44** .25** .55** .38** .45** .45** .43** .49** .53** .51** .48** .35** 

    

嚴謹性 .51** .42** .52** .37** .45** .23** .34** .22** .32** .29** .31** .31** .31** .31** .29** .04 .41** 

   

神經質 .06 .06 .12** -.07 .09* .04 -.00 -.03 -.05 .02 .04 -.01 -.01 .03 .00 -.22** -.01 -0.02 

  

開放性 .45** .40** .34** .46** .36** .33** .34** .19** .28** .31** .31** .29** .30** .34** .33** .31** .52** .34** .07 

 

背景變項 

                    

年級 -.04 -.03 -.26 .03 -.18 .16** -.01 -.02 -.02 0.00 -.05 .01 -.01 .01 .02 -.07 .07 .01 .00 .06 

性別 .21** .188** .26** .09* .18** .11** .16** .17** .16** .11** .18** .13** .14** .12** .08 -.01 .26** .16** .17** .14** 

註：*表示 P<.05，**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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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學習動機、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

人格特質之間的相關與迴歸分析 

一、積差相關矩陣的功能 

 積差相關矩陣（表 4-2）主要有下列的功能： 

1.檢視是否需要將四個學習動機的分量表（情感、意志、預期與價值）結合變成

一個學習動機總量表分數，此做法是預防迴歸分析時，因為自變項的共變情形，

而造成結果的不穩定。從表 4-2 的相關矩陣發現學習動機「情感」、「意志」、「預

期」、「價值」四個變項彼此的相關介於.53 至.75 之間，表示四個分量表有高相關，

達顯著相關，因此進行 PCA 主要因素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簡

稱 PCA)，以特徵值（eningein value）為 1 作為標準，結果顯示只有一個解釋量

高達 75％的主要成份，此成份的解釋量高，且四個分量表分數的負荷量介於.80

至.90，顯示可以將此四個分量表分數加總成一個學習動機量表分數，此總分將

替代其他四個分量表分數，作為迴歸分析變項。另外，社會支持的八個分量表之

間的相關介於.50 至.85，PCA 結果顯示出一個主要因素，解釋量為 72％，各個

分量表分數之負荷量皆大於.80，因此，也可以結合成一個社會支持總分，作為

迴歸分析的自變項。 

2.由相關結果，可以得知研究資料分析結果是否大致符合研究者原先假設，或先

前的文獻結果，即學習動機與人格特質中的「親和性」、「嚴謹性」與「開放性」，

以及「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介於.20**至.51**之間，均有顯著正相關，因

此，可知研究結果應與研究者事先的假設符合，但「外向性」及「神經質」沒有

顯著相關，因此，它們將不會放入後面的迴歸分析。 

3.由相關矩陣中可發現自變項之間有很多顯著相關，比如：非學校訊息性支持與

非學校評價性支持的相關高達.81，自變項的相關會造成迴歸結果因共變量的關

係，而變得不穩定，因此，相關矩陣將輔助之後的迴歸結果的分析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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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迴歸結果 

 為瞭解各類變項以及它們之間的共變對學習動機的解釋程度，研究者利用迴

歸統計的技術，分別求它們單獨以及與另一類自變項之共變量對於學習動機的解

釋量（表 4-3）。譬如：先分別做背景變項的性別與人格特質對於學習動機的迴歸，

分別得到 4％及 36％的顯著解釋量，接著將性別與人格特質同時放入對於學習動

機的迴歸中，獲得 37％的共同解釋量，用單獨的 4％加上 36％減去共同的 37％，

便得到它們對於學習動機的共變量 3％。 

 由表 4-3 得知，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對學習動機有最多的解釋量。而生涯確

定度對學習動機之影響，全部存在它與人格特質的共變量裡。 

 

表 4-3 性別、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之於學習動機之迴歸分析

相互涵蓋量 

     性別     生涯確定  社會支持  人格特質  
 

性別       .04     
   

生涯確定    .00     .04 
    

社會支持    .02     .03  .22 
   

人格特質    .03     .04  .17 .36  
 

註：性別〈背景變項〉、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對於學習動機

之迴歸結果 

 

三、偏遠地區國中生之背景變項、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

 對學習動機之迴歸分析 

 由表 4-4 性別、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人格特質對於學習動機之迴歸分析

結果，發現有達到 42％解釋量的顯著預測力，在前述自變項共變之下，預測係

數達顯著者有「背景變項性別」、「社會支持」、人格特質之「嚴謹性」、「親和性」

與「開放性」具有顯著性，此表示，雖然其他的變項對學習動機仍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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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此影響力存在於它們與性別、社會支持、嚴謹性、神經質及開放性的共變

當中，而「性別」、「社會支持」、「嚴謹性」、「親和性」與「開放性」具有較關鍵

的影響力，意即「社會支持」得分越高，表示人格特質中具有「嚴謹性」、「親和

性」與「開放性」之女學生，其學習動機越高。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發現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生涯確定及性別皆顯著地影響國中生的學

習動機。其中又以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性別最為重要。相關實證研究也發現人

格、社會支持及性別對於學習動機有顯著的影響力，例如：林燕伶 (2006)指出

學習動機與人格特質達顯著差異且有顯著正相關。洪寶蓮、陳緋娜（2004）研究

指出自主性學習得高分者，在人格特質的表現為開朗、人際和諧、自在、穩健及

自尊。另外，張永福（2008）研究結果發現人格特質愈正向擁有愈好的學習動機，

表 4-4 性別、生涯確定度、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之於學習動機之迴歸分析結果 

              
    

   
學習動機 

    
  β R

2 

    
背景變項 

 
.42** 

    
性別 .07* 

     
生涯確定度 -.05 

     
社會支持 .28** 

     
人格特質 

      
親和性 .01* 

     
嚴謹性 .33** 

     
開放性 .20**     

    

註：*表示 P<.05，**表示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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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生及正向人格特質者之學習動機較佳，McKay (2007)對青少年的研究中發

現，學生和家長關係情形與國高中生的學習動機有顯著相關，且青少年與家長有

良好的關係對於提升學生的動機具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Hardre 與 Reeve(2003)

的研究也顯示，9 至 12年級的學生感受到的良好教師支持可提升學生的自我決

定動機層次，尤其是提升內在動機方面更為顯著；鄭增才（1995）研究發現學生

在班級中如果不被同班同學所接納，不僅會影他的情緒，而且更會影響他的學習

動機；McKay (2007)對青少年的研究中也指出良好的同儕的關係對於提升學生

的動機具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力。唐本鈺（2002）的研究發現，中學生來自重要他

人的社會支持能有效預測學生之學習動機內化。 

 學習動機在性別方面的差異，顯示偏遠地區國中女生之學習動機顯著高於男

生。許多實證研究顯示學習動機有性別上的差異，程炳林（1991）以國中小學生

為研究對象，發現女生在學習動機顯著高於男生；謝欣如（2007）以「臺灣教育

長期追蹤資料庫」之國三學生為研究樣本，研究顯示女生所展現的學習動機比男

生強烈；Long ＆ Monoi（2007），以美國中西部非洲裔的八、九年級的中學生

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其學習動機有性別上的差異，女生的學習動機顯著高於男

生。本研究之性別差異對於學習動機的影響大多存在人格特質及感受到的社會支

持裡，即，性別和人格及它與社會支持的共變分別解釋 80%及 60%的性別對學

習動機的解釋力(見表 4-3)。 

 國中女生在「親和性」、「嚴謹性」、「開放性」及社會支持感受上顯著地高於

國中男生，這些正向的因素是使得女生的學習動機高於男生的重要原因。另外，

大多數的研究皆發現女生的神經質特質顯著高於男生，例如：Feingold（1994）

用後設分析法，審驗 1988 至 1992年有關兩性人格差異的文獻與研究，發現女性

在外向、焦慮、信任感三個層面比男性高，這與本研究結果符合。然而，本研究

還發現偏遠地區國中女生的親和性、嚴謹性及開放性顯著高於她們的男生同學。

本研究發現女生知覺到的社會支持顯著高於男生，這樣的結果和蔡嘉慧(1998)、

李娟慧(1999)及鄭惠萍（2002）對於國中或高中學生的研究相符。表示中學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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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生在主觀的社會支持上顯著高於男性，但男女生實際被提供的社會支持是

否有所差異，則是本研究結果無法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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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生涯確定度、人格特質、社會支持及性別對偏遠地區國中生的

學習動機有顯著的影響。然而，生涯確定度的影響力全部存在它與人格特質或社

會支持的共變裡，表示人格特質及社會支持對於偏遠地區國中生的學習動機有更

關鍵的影響。人格特質裡的親和性、嚴謹性及開放性，以及社會支持感受愈高，

則有愈高的學習動機。性別部份，研究則發現女生的學習動機顯著高於男生，而

性別之於學習動機的影響也大多存在它與人格特質及主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

裡，也就是女生有較高的學習動機，來自她們比男生擁有較高的親和性、嚴謹性

及開放性的特質，以及社會支持感受。不過，即使控制住人格特質及社會支持，

性別仍對學習動機有顯著的影響力。 

 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下列之建議： 

一、與其強調生涯確定度對於偏遠地區國中生學習動機的影響，不如強化他們感

 受到的社會支持，以及陶冶親和性、嚴謹性及開放性的人格特質。 

 根據Maslow（1970）的需求階層論，個人求知動機是逐漸發展而來的。若

學生能在基本需求獲得滿足之後，才有個人自尊自重的新需求產生，進而為自我

實現而努力，產生高度求知動力。因此，家長及學校需讓學生感受到社會支持，

改善家庭經濟，維持良好的婚姻關係，提供孩子舒適的生活空間，充足的教育設

施，主動引導孩子進行文化學習。注重家人、鄰居及親友間的互動，協助子女學

習良好的人際互動。有多位學者的研究發現，家長參與孩子的學習越踴躍，孩子

的學習動機越高，在校的課業表現越好(Ames, Tanaka, Khoju, & Watkins,1993; 

Baker& Stvenson,1986)。家長與孩子一起從事學習性活動，孩子會更願意主動學

習，而參與過程中可協助孩子學習，增加孩子的學習興趣。家長及學校應主動關

心孩子的生活情形，譬如：服裝儀容、用錢的習慣、生活行為、學習狀況，維持

家庭及學校氣氛融洽，正向影響孩子的人格發展。 

 荀子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希望提升學生的學習有成效，家長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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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需要提供一個支持的環境，成為孩子學習的主要後盾。 

二、研究發現社會支持與人格特質對偏遠地區國中生之學習動機具有關鍵的影響

力，未來研究可進一步去分析性別對於偏遠地區國中生學習動機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結果發現性別對於偏遠地區國中生學習動機之影響大多來自其人格

特質及社會支持感受的差異。因此，可以用正向人格的陶冶及提升社會支持感

受，來克服性別這個無法改變的變項，以增進學生（特別是男學生）的學習動機。

然而，除了人格及社會支持感受外，性別仍對學習動機有影響。若未來研究可以

探討出性別裡包含的那些因素，而造成不同之學習動機，則將更有助於關心學生

學習動機的家長及老師們做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之參考方向。 

三、研究發現性別對偏遠地區國中生之學習動機有顯著影響力，未來研究可探討

偏遠地區國中生之於不同性別之人格養成。 

 雖然人格的性別差異不是本研究之主要關注的議題，但由研究結果當中發

現，在偏遠地區的國中女生在影響學習動機的正向人格特質上，顯著地高於男

生。這是否代表資源不充裕的環境對於男生和女生在人格養成上有不同的效果。

若是的話，則可以提供對於人格相關研究之重要參考，值得未來研究去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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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中生之學習動機、社會支持、人格特質與生涯定向問卷 

國中生之學習動機、社會支持、人格特質與生涯定向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填寫本問卷，這是一份學術問卷，目的是瞭解彰化縣偏遠地區國中生

學習動機、社會支持、人格特質與生涯定向的狀況，研究結果將作為偏遠地區國中生

學習與生涯輔導之參考。本問卷詢問的問題僅提供研究分析之用，您所填答的資料絕

對保密，研究結果也不會提及任何填答者的個資，請安心填寫。您的意見對研究非常

寶貴，請先詳閱填答注意事項之後，依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逐題填寫。 

在作答時請注意： 

(1)本問卷含學生基本資料及問題五大部分。 

(2)請您仔細閱讀題目後，依照您實際暸解的情形，圈選符合您實際情況的數字。 

(3)每一題只能選一個答案，注意每一題都要作答，請不要漏答，謝謝。 

(4)答案並沒有對或錯，正確填寫您的看法才重要。 

 謝謝您的協助，您的參與對本研究極具貢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活動教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鄧志平  博士 

                                   研 究 生：詹淑芬  敬上  104年5月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依您的實際情況，在適當的□中打ˇ。 

一、就讀學校：               國中   

二、性別： □1.男   □2.女 

三、年級： □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四、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之平均：            分 

 

 

請翻頁開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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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我的學習動機 

【填答說明】：下列問題是要瞭解您對於自己學習動機的看法，請仔細閱讀每題敘述，

圈選最符合您的情況的數字。例如：您覺得「我希望自己的課業有好的表現。」「一半

符合」如為您的實際情況，則選數字 4。數字愈大表示那個敍述愈符合您的實際情況。 

 

 

 

 

 

 

 

問題內容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我喜歡讀和課業有關的書。 1 2 3 4 5 6 7 

2.想到有應該寫的功課時，我會督促自己儘快去寫。 1 2 3 4 5 6 7 

3.在有關課業的考試中，我的考試成績會一直不理想。 1 2 3 4 5 6 7 

4.我認為讀課業方面的書沒有什麼用處。 1 2 3 4 5 6 7 

5.學習課業讓我覺得快樂。 1 2 3 4 5 6 7 

6.就算有很多雜事要做，我還是會要求自己先把該寫的功課寫 

完。 

1 2 3 4 5 6 7 

7.我覺得自己會一直把課業方面的知識學得不錯。 1 2 3 4 5 6 7 

8.我認為吸收課業中的知識可以讓我未來找到較好的工作。 1 2 3 4 5 6 7 

9.唸書對我來說是件痛苦的事。 1 2 3 4 5 6 7 

10.為了做一些好玩的事，我會把該讀的書先擺在一邊。 1 2 3 4 5 6 7 

11.在課業方面的考試中，我會一直有良好的考試成績。 1 2 3 4 5 6 7 

12.我認為從課業中可以學到我需要的知識。 1 2 3 4 5 6 7 

13.在學習課業的過程中，我覺得心情愉快。 1 2 3 4 5 6 7 

14.寫功課遇到困難的地方時，我會努力去克服它。 1 2 3 4 5 6 7 

15.我在課業方面會持續有理想的整體表現。 1 2 3 4 5 6 7 

16.我認為學習課業中的知識是值得重視的事情。 1 2 3 4 5 6 7 

17.從課業中學習知識是有趣的事情。 1 2 3 4 5 6 7 

18.課業上遇到不懂的問題時，我會主動去將它弄懂。 1 2 3 4 5 6 7 

19.就課業方面的課程內容而言，我覺得自己會一直學不好。 1 2 3 4 5 6 7 

20.我認為讀課業方面的書對我會有幫助。 1 2 3 4 5 6 7 

隔頁尚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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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我的生涯確定度 

【填答說明】： 

    下列問題是要瞭解您對於自己生涯目標的看法，請仔細閱讀每題敘述，圈選最符合

您的情況的數字。例如：您覺得「我有清楚的職業目標。」這個敍述「不符合」您的實

際情況，則選數字 2。數字愈大表示那個敍述愈符合您的實際情況。 

 

 

第四部分    我平時與人的相處 

【填答說明】： 

    此部分的題目是同學們在生活中遇到問題時，家人、親戚朋友，或學校師長、同學，

是否會給予支持與幫助的情形。請根據最近一個月來你的感受之符合程度來評定，將適

當的號碼圈選起來。 

 

 

問題內容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我已經決定將來自己要從事哪一種職業了。 1 2 3 4 5 6 7 

2.我知道自己適合什麼樣的職業。 1 2 3 4 5 6 7 

3.我有清楚的職業目標。 1 2 3 4 5 6 7 

4.我知道自己要朝哪個職業領域努力。 1 2 3 4 5 6 7 

5.我未來選讀的科別和我想從事的職業有關。 1 2 3 4 5 6 7 

6.我知道自己理想職業所需的資格或條件。 1 2 3 4 5 6 7 

7.我正積極地充實自己以獲致做好自己理想職業的能力。 1 2 3 4 5 6 7 

8.我已經著手收集與我的職業目標有關的進一步資料。 1 2 3 4 5 6 7 

9.我知道自己正朝著某個職業目標前進。 1 2 3 4 5 6 7 

 

 

問題內容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遇到心情不好時，家人或親戚朋友會傾聽、安慰、及鼓勵我。 1 2 3 4 5 6 7 

2.遇到困難時陪著我，家人或親戚朋友會使我不覺得孤單無助。 1 2 3 4 5 6 7 

3.家人或親戚朋友尊重我所說的、所做的。 1 2 3 4 5 6 7 

4.家人或親戚朋友對我的情緒反應表示關心。 1 2 3 4 5 6 7 

5.不論結果如何，家人或親戚朋友都會對我的努力表示肯定。 1 2 3 4 5 6 7 

6.我有好的表現時，家人或親戚朋友會為我高興、稱讚我。 1 2 3 4 5 6 7 

7.對我做的決定，家人或親戚朋友會給中肯的評價。 1 2 3 4 5 6 7 

隔頁尚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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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內容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8.當我做錯事時，家人或親戚朋友會提出規勸。 1 2 3 4 5 6 7 

9.我要做決定時，家人或親戚朋友會提供意見給我。 1 2 3 4 5 6 7 

10.注意我的需求，家人或親戚朋友會主動蒐集相關訊息給我。 1 2 3 4 5 6 7 

11.家人或親戚朋友會提醒我，使我不犯錯。 1 2 3 4 5 6 7 

12.家人或親戚朋友會與我分享經驗，探討事情發生的原因。 1 2 3 4 5 6 7 

13.當我需要東西時，家人或親戚朋友會提供我資助（例如:金錢

或生活及學習用品)。 

1 2 3 4 5 6 7 

14.家人或親戚朋友會在課業上教導我。 1 2 3 4 5 6 7 

15.家人或親戚朋友會陪我逛街、聊天、運動或從事休閒活動。 1 2 3 4 5 6 7 

16.身體不適時，家人或親戚朋友會對我提供協助或照顧。 1 2 3 4 5 6 7 

17.遇到心情不好時，學校師長或同學會傾聽、安慰、及鼓勵我。 1 2 3 4 5 6 7 

18.遇到困難時陪著我，學校師長或同學會使我不覺得孤單無助。 1 2 3 4 5 6 7 

19.學校師長或同學尊重我所說的、所做的。 1 2 3 4 5 6 7 

20.學校師長或同學對我的情緒反應表示關心。 1 2 3 4 5 6 7 

21.不論結果如何，學校師長或同學都會對我的努力表示肯定。 1 2 3 4 5 6 7 

22.我有好的表現時，學校師長或同學會為我高興、稱讚我。 1 2 3 4 5 6 7 

23.對我做的決定，學校師長或同學會給中肯的評價。 1 2 3 4 5 6 7 

24.當我做錯事時，學校師長或同學會提出規勸。 1 2 3 4 5 6 7 

25.我要做決定時，學校師長或同學會提供意見給我。 1 2 3 4 5 6 7 

26.注意我的需求，學校師長或同學會主動蒐集相關訊息給我。 1 2 3 4 5 6 7 

27.學校師長或同學會提醒我，使我不犯錯。 1 2 3 4 5 6 7 

28.學校師長或同學會與我分享經驗，探討事情發生的原因。 1 2 3 4 5 6 7 

29.當我需要東西時，學校師長或同學會提供我資助（例如：金

錢或生活及學習用品)。 

1 2 3 4 5 6 7 

  

30.學校師長或同學會在課業上教導我。 1 2 3 4 5 6 7 

31.學校師長或同學會陪我逛街、聊天、運動或從事休閒活動。 1 2 3 4 5 6 7 

32.身體不適時，學校師長或同學會對我提供協助或照顧。 1 2 3 4 5 6 7 

隔頁尚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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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我的人格特質 

【填答說明】： 

    請同學們看完題目後，依照您本身的情況，圈選出適合的答案，每題只能圈選一個 

  數字。 

 

 

問題內容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我容易成為團體的焦點人物。 1 2 3 4 5 6 7 

2.我很少關注別人。 1 2 3 4 5 6 7 

3.我做事總是有好的準備。 1 2 3 4 5 6 7 

4.我容易神經緊繃。 1 2 3 4 5 6 7 

5.我的表達辭彙很豐富。 1 2 3 4 5 6 7 

6.我不喜歡講太多話。 1 2 3 4 5 6 7 

7.我對人有興趣。 1 2 3 4 5 6 7 

8.我會任意放置我的隨身物品。 1 2 3 4 5 6 7 

9.大多數的時間我是放鬆的。 1 2 3 4 5 6 7 

10.我很難理解抽象的概念。 1 2 3 4 5 6 7 

11.我與人相處時很自在。 1 2 3 4 5 6 7 

12.我待人無禮。 1 2 3 4 5 6 7 

13.我注重事情的細節。 1 2 3 4 5 6 7 

14.我經常擔心。 1 2 3 4 5 6 7 

15.我有豐富的想像力。 1 2 3 4 5 6 7 

16.我喜歡保持低調。 1 2 3 4 5 6 7 

17.我會體諒別人的感受。 1 2 3 4 5 6 7 

18.我常把事情弄得一團糟。 1 2 3 4 5 6 7 

19.我很少覺得情緒低落。 1 2 3 4 5 6 7 

20.我對抽象的概念不感興趣。 1 2 3 4 5 6 7 

21.我常是打開話題的人。 1 2 3 4 5 6 7 

22.我對別人的問題不感興趣。 1 2 3 4 5 6 7 

23.我會馬上將事務處理完。 1 2 3 4 5 6 7 

24.我很容易受到干擾。 1 2 3 4 5 6 7 

25.我常有很好的點子。 1 2 3 4 5 6 7 

26.我很少有話要說。 1 2 3 4 5 6 7 

27.我有一副軟心腸。 1 2 3 4 5 6 7 

28.我經常忘了把東西放回原位。 1 2 3 4 5 6 7 

29.我很容易生氣。 1 2 3 4 5 6 7 

隔頁尚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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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檢查是否以正確的方式填答，及是否有漏答，謝謝！~~ 

                      ~~再次感謝各位同學的協助~~ 

 

 

問題內容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一

半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30.我沒有豐富的想像力 1 2 3 4 5 6 7 

31.聚會時，我會和各種不同的人交談。 1 2 3 4 5 6 7 

32.我對別人不怎麼感興趣。 1 2 3 4 5 6 7 

33.我喜歡井然有序。 1 2 3 4 5 6 7 

34.我的情緒經常變化不定。 1 2 3 4 5 6 7 

35.我能很快地理解事情。 1 2 3 4 5 6 7 

36.我不喜歡吸引別人的目光。 1 2 3 4 5 6 7 

37.我會為其他人抽出時間。 1 2 3 4 5 6 7 

38.我愛推卸責任。 1 2 3 4 5 6 7 

39.我的情緒經常波動。 1 2 3 4 5 6 7 

40.我懂得運用艱深的文字。 1 2 3 4 5 6 7 

41.我不介意成為眾人的焦點。 1 2 3 4 5 6 7 

42.我能體會他人的情緒。 1 2 3 4 5 6 7 

43.我會按照進度做事。 1 2 3 4 5 6 7 

44.我容易煩躁。 1 2 3 4 5 6 7 

45.我會花時間反思事情。 1 2 3 4 5 6 7 

46.面對陌生人時我會很安靜。 1 2 3 4 5 6 7 

47.我讓身邊的人感到自在。 1 2 3 4 5 6 7 

48.我做事嚴謹。 1 2 3 4 5 6 7 

49.我常常覺得情緒低落。 1 2 3 4 5 6 7 

50.我充滿創意的點子。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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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習動機量表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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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生涯定向量表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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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社會支持量表使用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