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華	 	 	 	大	 	 	 	學	

生死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

主觀安適感之研究－以嘉義縣某私立高職為例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Life,	Hope	and	Subjective	Awareness	

of	the	Children	of	New	Residents	Children	and	Non-new	

Residents	Childran–	An	Example	of	Privat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n	Chiayi	County	

	

	

指導教授：陳增穎	博士	

研究生：劉安迪	撰	

	

中華民國 106 年 06 月 07 日	

    
  

 
 



	



 
 
 
 
 
 
 
 
 
 
 
 

 

	

I		

誌謝	

憧憬、充實、衝出	

	 	 	 	 南華兩年的時間匆匆飛逝，在口考前的每分每秒這些的時光都在眼前一幕

幕掠過，彷彿還是兩年前青澀的自己，述說著那遙不可及的研究夢想，這些年在

生命教育課程的涉獵，讓自己更去珍視這得來不易的人生。在轉瞬間，我居然有

機會成為畢業生!感謝天主一直憐憫著我，指引我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回顧這

730 天的日子，從懵懂到似懂非懂至今的略懂，很多的不捨與感激真的點點滴滴

在心頭，想當時在今年過年時的一位牙醫生給我看著他寫的 10 萬字論文時，我

心裡想著應該沒有這麼厲害吧!但在我按下字數計算的那一刻，我做到了!我沒有

放棄、我沒有逃避、我選擇面對和解決當下總總的困境，我真的成就了自己!	

	 	 	 	 十萬字來的點點滴滴充滿的也是很多的感恩及感激，天主永遠有最好的安排，

在我的心理實實在在是這麼樣肯定的。謝謝指導教授增穎老師在關鍵時刻的提點、

在纂寫旅途上的提點、在面對我的愚矬時的包容，讓我可以如期地提出口試申請

和完成口試不至於錯過了重要的契機。而您在論文指導上的開放與提點，給了我

廣闊的一片天空，在研究中找到樂趣，在樂趣中肯定自己，也在過程中體認到生

命中有許多奧祕。感謝枝燦老師，在量化課程後還能接受學生屢次的打擾與問一

些傻問題，讓安迪能順利地完成這篇研究報告，並從中印證到生命意義的必須與

必要。尤其也要感謝秋時校長，在協志的這一年從您的身上見到一位智慧長者的

風範，因為有您的不棄嫌和給予機會，才讓安迪能安穩地在嘉義落腳，在這充滿

人情的城市中，享受每天回"嘉"的感覺。	

	 	 	 	 謝謝我的爸爸、媽媽、妹妹們，你們是我最堅強的靠山不會因為我的落魄、

我的不如意及我的固執而遠離我而去，讓我滿懷著愧咎與自責，如今順利取得學

位的這一刻，我仍是要勇敢的表示，我愛你們，我期待能有成為家人們驕傲的那

一刻。最後我更想要好好謝謝陪著我度過這艱困時期的妤安，書寫論文著最後這

段日子，有著一股力量支持著、鼓勵著、鞭策著，愛的力量讓我成為堅強、有毅

力和產生使命，謝謝親愛的妤安。	

	 	 	 	 畢業了!我從南華帶走了滿滿的財富，入了這麼一座寶山，慶幸我沒有空手

而回，所有從這得到的，我也會盡力再把它傳承下去，生死不是一件忌諱的事情，

因為我們唯有看透生死，才能活出生命的真諦。	

	

	

 	  	  	  	  	  	  	  	  	  	  	  	  	  	  	  	  	  	  	  	  	  	  	

 	  	  	  	  	  	  	  	  	  	  	 2017.06.22	 謹於	 內心的小宇宙	

	



 
 
 
 
 
 
 
 
 
 
 
 

 

	

	
II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分析本國與新住民子女之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

的差異相關因素。採叢集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以嘉義縣某高職一、二、

三年級位學生 785 位本國與新住民子女。研究工具含「生命意義量表」、「生活

滿意度量表」與「24 個情感名詞」、「希望感量表」回收之問卷以 SPSS	23.0	for	

mac 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同時迴歸分

析進行統計分析並獲得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結論如下：	

一、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共同現象	

（一）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的負向情感皆不高。	

（二）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中女性的正向情感高於男性。	

（三）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動能及生命意義中的自我概念層面對生活

滿意動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四）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價值與生命自由層面皆呈現高相關。	

（五）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的生命意義中自我概念層面對主觀安適感有正向

顯著貢獻。	

二、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顯著差異現象	

（一）新住民子女於生命意義各分層面顯著高於非新住民子女。	

（二）不同出生序之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

無差異，但新住民子女生出生序為老么相較出生序為長子女，於生命意

義中生命目標有顯著的差異。	

	 	 	 	 依據本研究發現，提出建議供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家長、教師授課方向

及未來研究方向參考。	

	

	

關鍵詞：生命意義、主觀安適感、希望感、新住民子女	



 
 
 
 
 
 
 
 
 
 
 
 

 

	

	
III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eaning	of	life,	hope	

and	subjective	sense	of	safety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new	inhabitants.	Collected	

a	random	sample	of	the	way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a	vocational	school	

in	Chiayi	County,	two,	three	grade	students	785	national	and	new	residents	of	

children.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SPSS	23.0	for	mac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mean	t	test,	and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llect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of	"Life	Meaning	Scal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24	Emotional	

Nouns"	and	"Hope	Feeling	Scal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simultaneou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new	residents	of	children	and	non-new	residents	of	the	common	

phenomenon	

(1)	The	new	negative	children	and	non-new	residents	of	the	negative	emotions	

are	not	high.	

(2)	The	positive	feelings	of	women	in	new	and	non-resident	children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men.	

(3)	The	new	residents	and	non-residents	of	new	children	want	to	mov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concept	of	self-concept	of	life	satisfac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4)	The	new	residents	and	non-new	residents	of	children	in	the	value	of	life	and	

freedom	of	life	are	highly	related.	

(5)	The	new	residents	and	non-new	residents	of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concept	

of	self-conceptual	sense	of	subjective	sense	of	positive	positive	contribution.	

	 	 	 	 Second,	the	new	residents	and	non-new	residents	of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henomenon	

(1)	The	new	inhabitants	of	children	in	the	meaning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lif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n-new	residents	of	children.	

(2)	The	different	births	of	the	new	residents	and	non-residents	of	the	new	

inhabitants	in	the	meaning	of	life,	hope	and	subjective	sense	of	comfort	no	

difference,	but	the	new	residents	of	the	birth	of	the	old	order	of	the	old	relative	to	

the	ancestral	order	for	the	first	child,	life	in	the	meaning	of	lif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oal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posed	new	residents	and	non-new	

residents	of	the	children,	teachers,	teaching	direc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reference.	

	

	

	

Keywords:	meaning	of	life,	subjective	sense	of	comfort,	hope,	new	residents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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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此研究旨在探討正值高中階段之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其生命意義

(Meaning	of	Life)、希望感(hope)及主觀安適感(subjective	well-being)其連結？研究

分析主觀安適感受何因素之影響？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的動機，第

二節說明本研究的目的，第三節解釋本研究的重要名詞，第四節則為本研究的範

圍及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部統計 104	 學年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總人數為 20 萬	 7,733	 人

（2016），可見得每 9 名國中小學生中，就有一個是新住民子女，且到了 2030

年，台灣 25 歲的年輕人中，就有一成三來自新住民家庭。目前國內大聲疾呼的

產經走向也從原先的傾中到了目前的南向，由此可推論正視到，新住民子女將會

是國家重要的生產力，國家人才培育不能忽視他們。也由於世代變遷快速，e 化

設備普及，使得適應人際關係困難的人快速增加，尤其是在於「憂鬱傾向」人口

增加急速，自殺率的上升。從大光譜「社會」到小光譜「學校」，皆充滿低生命

價值、尊嚴、與無意義的次級文化。此時，我們亦已明顯感受到，在新世代價值

體系改變的過程中，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的「主觀安適感」已經產生混淆、

錯亂現象。	

一、生命意義的迷惘與困頓	

	 	 	 	 社會變遷震撼著許多固有的價值及道德，成長中的青少年在自我認同及自我

概念發展的過程中，一旦碰觸到多元社會紛亂的價值及道德觀，而不知如何進行

正確抉擇與判斷時，往往會做出戕害生命的舉動（鄧運林，2000）。意義是什麼？

我只知道義氣，曾經在電影中的經典台詞，給了多少青少年錯亂的價值觀，是故，

本國或新住民子女開始從好友、同儕、社群網路媒體，尋得支持自己存活下來的

意義及理由;。研究者在教育現場，也不時見到此時期的本國或新住民子女，高

聲疾呼著自己要走自己的路，可是卻只見到嬉鬧玩樂，毫無目標可言，使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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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思考著他們是否缺乏了對生命意義的認識與落實。雖說青少年人格發展過程中，

正值身心快速發展階段，是一個充滿風暴和壓力的過渡時期（劉安彥、陳英豪，

1994）。且從聖經經句中：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

什麼益處？（瑪十六,26），其也在說描述著當今社會風氣在追尋物質、金錢、慾

望時，是否也遺漏了照顧自己、照顧靈性的重要性。故急需為新住民子女與非新

住民子女們建立普世價值以上之道德觀念。	

二、期待與現實產生落差	

	 	 	 	 還記得小時候居住在台灣的後花園，好山好水的台東市區中，那時出了家門

向右走幾步路，就有當時的小小天堂，一間雜貨鋪給了在當時自己單純且簡單的

靈魂，常有走入即是仙境的感受。這樣的感受很直接也很真實，滿足於當下的簡

單需求和符應能力所及不造成負擔的現況。反觀，自 2008 年台灣年度代表字大

選，依序至 2016 年分別是亂（2008）、盼(2009)、淡(2010)、讚(2011)、憂(2012)、

假(2013)、黑(2014)、換(2015)、苦(2016)，這八年來是我們共同經歷，對於成年人

的自己來說，感受很複雜，對於仍在校學習的孩子們，是否充斥著很多成年人未

曾觸及壓力和情緒，導致對於未來希望感的低落，在成就與現況存有矛盾與裹足

不前的狀況。特別是 Fromm（1968）認為社會上若瀰漫著無望的氣氛，將迫使個

體產生自我保護以避免無望感的出現；相反地，若社會中充滿活力與朝氣，則會

振奮人心，甚至喚起集體的希望。本研究引用 Snyder（1996）用人格理論的觀點

將希望感分成動能（人格特質的希望）和路徑（情境特質的希望），前者是較穩

定而長期的特質，後者則是對於特定事件的暫時性狀態。是故，新住民子女與非

新住民子女在於希望感動能與希望感路徑是研究者欲從研究過程中得知的層面

之一。	

三、傳統與多元交融，我們安在嗎？	

	 	 	 	 在傳統升學主義的框架下，研究者感受到的是，整體升學制度的設計，給孩

子太多是是而非的觀念與設限，一面提倡著要適才適所，但又變相的鼓勵升學，

升學的目的即為求得學問，而不是罔顧人生最美好的時刻，被拘禁於校園之中，

漫無目的地度過學生生活。故當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長期面臨過度負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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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壓力，又缺乏調適壓力的因應策略，以致身心資源不斷耗能，不僅會引發生

理、心理、認知、行為等多方面的耗竭，還會伴隨著一系列的生理不適等症狀，

例如容易感冒、體重忽然突增或驟減、肌肉酸痛等，且會產生相對負面悲觀情緒

和反應，而變得與他人的互動關係緊張、退卻或疏離，以致無法誠心誠意與他人

相處。	

	 	 	 	 尤其近年來，許多校園罷凌事件頻頻發生，顯示出本國或新住民子女可能因

無法面對以及排解自身的壓力，而對他人造成傷害，加上此階段，正處於學習課

業的重要時刻，青少年階段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一方面要承受外在的環

境挑戰與強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要面對自我身心發展的變化，急需他人的支持與

協助（黃靖茹，2009）。安適感從何而來呢？對於外在因素與安適感的研究，可

以發現到多將焦點置於生活壓力的觀點，僅有少數的研究關注到正向所引發的後

續反應。我們亦可從 Seligman（2002）提出正向心理學運動理解到心理學的範疇

是畸型的，因為心理學不單只是學習疾病、軟弱和損傷，也學習力量和美德，治

療不只是修補錯誤，也在於幫助個體找到內在能量。因此個體在主觀安適感上是

否呈現正向思考，對生活滿意度的高低，都是本研究欲強調的主觀現況。	

四、新住民子女於學校的現況	

	 	 	 	 「頑強的存在」，是我感受到真實的感受，頑強兩字，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典修訂本中呈現出的同義字有固執、堅定、堅決、堅強、倔強、頑固。研究者在

教育現場中初略的估算新住民子女中有六成左右經濟狀況不好、單親或是父母對

自身的教育有限，筆者就教育現場所觀察到的生命態度，新住民子女所接受的教

育歷程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現行的教育制度之下是大同小異的，可是所呈現出來的

言行與舉止，卻是比非新住民子女來的成熟且穩健的，且過去探討新住民子女的

相關文獻中，多數以新住民子女會產生的「問題」來解決，例如可能是人際互動

的不足、學業成績的提升及家庭生活的適應，謝敏芳（2004）的研究中指出，開

放外籍勞工進入國內從事 3	K（kitanai、lilen、kitsui）的工作後，「有害的/有利

的」形象特質在外籍勞工開放的各階段，都可以看見，凡是偷竊、喝酒鬧事、逃

跑等負面形象都經常出現在報導中，這樣的刻板印象也延續在新住民女性配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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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子女身上。媒體上報導的呈現出尤其著重於新住民子女是相對弱勢、文化

刺激不足、家庭結構不正常或母親是備受家人異樣眼光，但這都掩飾不了新住民

子女在各方面的成就與優勢。且目前國內對於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

義、希望感和主觀安適感差異相關的實證研究卻付之闕如，故有待進一步研究。	

五、面臨死亡經驗在生命意義上的影響	

	 	 	 	 生命教育的推行在台灣也行之有年，且生死在現今科技及醫藥發達的社會，

人類平均壽命較昔日提高許多，這也意味著人們在今日社會中，面臨死亡事件所

帶來的衝擊與問題的機會率大增，死亡教育愈形重要與迫切。如傅偉勳教授在其

著作「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一書中所言：「隨著科學技術的急速發展，醫

學知識的增高與普及，醫藥設備的大大充實，經濟生活的逐步改善，生活品質的

不斷提高與要求，電視媒體的普及化，娛樂事業的發達，社會高齡化現象，乃至

關涉死亡的種種法律與道德問題的複雜化（如安樂死問題）等等，我們處處可以

看，現代人對於死亡的負面心理（如恐懼、不安）與隨伴著種種複雜的精神狀態，

實有異乎現代以前的一些特點，值得我們注目與反思。」（傅偉勳，1993）。張

淑美（1999）認為死亡教育及生死教育基本理念與涵義即在於：「探討死亡的本

質以及各種和瀕死、喪慟主題與現象，促使吾人深切省思自己與他人、社會、自

然、乃至宇宙的關係，從而能夠察覺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是面對死亡克服對

死亡的恐懼與焦慮、超克死亡、省思生命，使吾人能體會謙卑與珍愛，展現人性

光輝，活出生命意義的教育」。	

	 	 	 	 研究者近些年的教學生涯，也經歷過親人和寵物死亡的經歷，每一次的生命

衝擊都讓自己成長了許多，也更認清自己所需要和不能錯過的重要時刻是哪個部

分。也在課堂中以自己的經歷，分享給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們，當然收到

了許多的迴響，印象中，一次的課堂內容給了孩子手做卡片的活動，先以筷子兄

弟的歌曲作為開端，當歌詞進行到中段開始感受到課堂的氛圍有了些許的變化，

感受到難過、聽到微微的抽咽聲也見到潸滾的淚珠，這個時刻我相信孩子們也長

大了許多。是故，於背景變項中加入曾面臨親人、寵物的死亡經驗，期望能從研

究結果中，提出死亡教育在課堂中必須且必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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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之討論，本研究以了解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之高中階段的學

生為研究對象，欲探討此階段青少年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其連結，以

下為本研究之目的：	

一、 了解目前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對生命意義感、希望感、主觀安適感

所持態度的現況。	

二、 探討不同人口變項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感、希望感、

主觀安適感差異情形。	

三、 探討不同情境變項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感、希望感、

主觀安適感差異情形。	

四、 探討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各分層面與希望感動能、希望感

路徑、生活滿意度、正負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的關係。	

五、 探討人口變項、情境變項、希望感及生命意義對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

女主觀安適感的預測力。	

六、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家長、學生與相關教育人員在教學、輔

導、行政與未來研究上之參考。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在生命意義感、希望感、主觀安適感所持

態度的現況如何？	

二、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感、希望感、主觀安適感是否因人口

變項中性別及年級的影響而有差異？	

三、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感、希望感、主觀安適感是否因情境

變項中曾接觸死亡經驗的影響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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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於生命意義各分層面與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

徑、生活滿意度、正負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的關係情形為何？	

五、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人口變項、情境變項、生命意義各層面與希望

感是否能有效的預測其希望感、主觀安適感？	

	

第三節	 名詞界定	

	 	 	 	 本研究中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感、希望感、主觀安適感是十分重要的名詞，

茲分別界定，其意義如下：	

一、新住民子女（New	Residents	Children）	

	 	 	 	 指由國人與外籍配偶在台生養的兒女。本研究所稱的新住民子女是目前

就讀於嘉義縣某高職一、二、三年級的學生，年齡介於 15	 至 19	 歲。	 	 	 	

二、生命意義（Meaning	of	Life）	

	 	 	 	 	 	 	 	 本研究所指生命意義研究者自行界定出以下三點：	

（一） 世上每個人皆有其獨有且特殊的使命，達成與否亦會使生命意義因時、因

地、因人有所差異。	

（二） 生活即是生命，在生活體察生命，將生命的意義建立在肯定自己及體悟上。	

（三）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價值、體察價值、展現價值，追求生命意義是人的天性，

所有人都應去追求其獨特的生命經驗體現所賦予的意義。	

	 	 	 	 本研究以戴玉婷	 (	2010	)	 編製「國中學生全人生命意義量表之建

構研究」得分做為生命意義的操作型定義，得分越高表示新住民子女

與非新住民子女感受到越高的生命意義與進行越多的個人意義尋求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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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望感(Hope)	 	

	 	 	 Snyder(2002)	 認為希望感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達，意即希望感(hope)

為個體達成	 目標的決心(agency)與達成目標的計劃與策略(pathways)兩者

之總和。故本研究所指希望感奠基為個人目標追尋的動能（agency）與目

標達成的路徑（path），包含在目標導向思考下的互動系統，所產生的回

饋反應。	

	 	 	 	 本研究以唐淑華(	2004	)翻譯、修改 Snyder(1997)Children‘s	Hope	Scale

的「希望感量表」，全量表共有 7 題，動能分量表有 4 題，路徑分量表有 3

題，得分做為希望感的操作型定義，得分越高表示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

子女感受到希望感越高，在問卷中的標題為「我的思考與行動」。	

四、主觀安適感(Subjective	Well-Being)	 	

	 	 	 	 本研究所指個體的主觀安適感在當下亦或是某一限定期間，對自身體

認的生活評價及其覺察程度，在量化操作下以主觀安適感是個體對生活滿

意度、正向情感、以及負向情感等面向作為測量向度。本研究以 Andrew

與 Withey（1976）認為安適感是由對生活的滿意，及感受的正向情感、負

向情感等三部分做整體評估為理論基礎。並以周雨虹	 (	2012	)	 編製「國中

生之生活事件、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相關研究」得分做為本研究之主觀

安適感的操作型定義，分為生活滿意及正、負向情感二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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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節旨在闡明本研究進行之範圍與相關限制。茲將本節分為研究範圍與研究

限制二部分，敘述如下：	

壹、研究範圍	

	 	 	 	 為使本研究之範圍更加明確，茲就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研究時間具體說明：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嘉義縣某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一、二、三年級之新住民子女與

非新住民子女。	

二、研究時間	 	

本研究規劃與實施時間自民國 104 年 11 月起至民國 105 年 6 月止，共計

七個月。在「私立高級職業學校」所做之量化問卷調查部分，僅限於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民國 105 年 4 月至民國 105 年 5 月）所得的資料為準。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推論與資料收集。在研究

設計與實施上雖力求完美，然而因人力、時間與經費之因素，使本研究在文

獻收集探討、研究推論、研究工具、研究變項與資料收集都有其限制：	

一、在研究推論層面	

	 	 	 	 本研究之樣本範圍僅限於就讀嘉義縣某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之一、二、三

年級職業學科學生，所得的研究結果與推論也僅適合於嘉義縣某私立高職新

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至於難所推論到其他學校、縣市或其他年齡層的

學生，則尚待近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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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測量工具的限制	 	

	 	 	 	 本研究的測量工具，主要是採用問卷調查，然而此法有許多難以克服的

先天因素，例如：對於受測學生個人的情緒、認知、過去的經驗等因素影響，

以及填答時的情境無法有效掌握，無法證實學生能否據實填答，因此分析的

結果可能會因樣本個人主觀的意見或其他個人因素左右而有所誤差。	

三、在資料收集分析推論層面	 	

	 	 	 	 本研究屬橫斷式研究，僅以 104 學年度嘉義縣某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一、

二、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沒有做長期的追蹤研究，因此在研究參考價

值上免有所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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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就研究進行開展的方式，文獻閱讀與現場工作之間的對話『應該』時時進

行，難以分開敘述。」（蔡敏玲，2001），但誠如張沛雯（2003）所說：將文獻

探討獨立呈現，有助我澄清對於研究相關議題想法，掌握研究的理論根據清楚呈

現研究方向。	

	 	 	 	 本章主要以國內外之文獻為依據，從新住民子女與教育，和非新住民子女與

新住民子女的生命意義談起，再論新住民子女的希望感、主觀安適感之相關研究，

以作為本研究主要論證的依據。	

第一節	 新住民子女與教育	

	 	 	 	 內政部 2007 年 10 月 1 日內受移字第 0960946753 號函，新住民子女的定義為

「子女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居住台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非居住台

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然而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已歸化或

定居的婚姻移民中，有近 96%為女性配偶，在加上國人一般所稱的外籍配偶，多

是指透過婚姻仲介或是其他媒介與本國男性進行婚配的大陸或東南亞藉女性（夏

曉鵑，2002），故本研究所關注的對象絕大多數為大陸與東南亞藉新住民女性組

成之家庭之青少年子女。	

壹、台灣新住民子女概況	

	 	 	 	 大量新住民女性移入台灣，隨著時間的延展，新住民子女的人數也跟隨

著逐年的增加。就新住民女性的生育率而言，一般都高過於本國籍女性，我

們可以從教育部 104 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校人數分布概況統計得知，

近 10 年來國中、小學生數自 278 萬 3 千人降為 196 萬 2 千人，新住民子女學

生數卻由 6 萬人成長至 20 萬 8 千人，遽增 14 萬 8 千人，占國中小學生數之

比率亦由 2.2％快速增加至 10.6％，相當於平均約每 9 位國中小學生即有 1 人

為新住民子女。如表 2-1-1 所示：	



 
 
 
 
 
 
 
 
 
 
 
 

 

	

	
11	

表	 2-1-1 二-1 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按學年別分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6）	

	 	 	 	 如以國籍別觀察，104 學年 20 萬 7,733	 位就讀國中、小之新住民子女中，	

其父或母以越南籍最多，計 8 萬 4,492 人，占 40.67%，其次為來自中國大陸

者 7 萬	 9,556 人，占 38.30%，再次為印尼籍 2 萬	 2,015 人，占 10.60%，三者

合占 89.57%。以國小分析，13	 萬	 4,396	 位新住民子女中，其父或母以越南

籍最多，計 5 萬 5,481	 人，占 41.28%，其次為來自中國大陸者 5 萬 3,037 人，

占 39.46%，再次為印尼籍	 1 萬 1,838 人，占 8.81%，三者合占	 89.55%，越

南籍新住民子女自 96 學年起取代印尼成為僅次於中國大陸的原生國籍，99

學年則開始超越中國大陸；至於國中 7	 萬 3,337 位新住民子女中，其父或母

以來自越南最多計 2 萬 9,011 人，占 39.56%，其次為中國大陸籍 2 萬 6,519

人，占 36.16%，再次為印尼籍 1 萬 177 人，占 13.88%，三者合占 89.60%，

越南籍新住民子女自 101 學年起取代印尼，並於 104 學年超越中國大陸。如

表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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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二-2	 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按父或母國籍別分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6）	

	 	 	 	 國、中小新住民子女主要集中分布在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臺中市、

臺南市等都會區縣市，但若以新住民子女占該縣市學生數比率觀察，則以連

江縣（28.63%）、金門縣（22.93%）、嘉義縣（18.66%）等離島偏鄉縣市所

占比率最高，澎湖縣（17.52%）、苗栗縣（15.44%）、雲林縣（14.74%）、

南投縣（13.02%）等農業縣市亦高。如表 2-1-3 所示：	

表	 2-1-3 二-3	 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及占該縣市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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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6）	

貳、新住民子女教育概況	

	 	 	 	 自民國 83 年合法開放新移民女性來台結婚，第一批新住民子女也已在

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了有 22 年之久，如以我國內升學制度推算，首批新住

民子女們應也進入到職場，成為職場的新鮮人。公部門針對逐年增加的新住

民之子女，教育部國教署自 93 年起補助各縣市政府執行原「外籍及大陸配

偶子女教育輔導計畫」於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7 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令臺教國署原字第 1050143119B 號修正，名稱並修正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新住民子女教育輔導計畫作業原則」，其規範補助原則為 10 項：

（1）實施諮詢輔導方案、（2）辦理親職教育研習、（3）舉辦多元文化或

國際日活動、（4）辦理教育方式研討會式、（5）辦理教師多元文化研習、

（6）實施華語補救課程、（7）編印或購買多元文化教材、手冊或其他教學

材料、（8）辦理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9）辦理母語傳承課

程、（10）辦理全國性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感想甄選。由此可見

公部門對於新住民子女輔導工作的重視與參與範圍之寬廣。	

	 	 	 	 研究者在審視及分析公部門所執行新住民子女的相關工作發現，各單位

對於新住民的教育工作確實視為重要的政策推動項目，但在整體性的施作仍

缺乏溝通與協調，也因為如此未能將經費做有效的應用和看見實質的成效，

此實為公部門端應落實檢討與改進的事實。以下就內政部、教育部積極對於

新住民子女之協助政策如表 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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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二-4 國內近年對於新住民子女所推動教育政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新住民子女未來都將成為職場上的一份子，並影響整體的國家競爭力和

人民的素質，公部門在致力於保障新住民子女基本權力之際，仍有刻不容緩

的就業及生涯進路等責任。	

	

參、新住民子女的相關研究	

	 	 	 	 相較新住民子女和新移民女性，新住民子女較無因不同文化需適應的問

題，謝明娟（2013）台灣新移民現象包含著錯綜複雜的歷史演變因素，過去

文獻多屬單一研究層次，探討著家庭社經背景、適應、教養等可能影響不同

族群表現差異因素。除此一般民眾對於新住民的接受程度，相對也會影響公

部門政策的方向，因此研究一般民眾對於新住民社會經濟地位的觀點，及瞭

解新住民對於照顧輔導措施的體認也有其必要性。李維純（2007）的研究顯

示青少年新移民子女在消化與面對外界對新移民女性或其母親的污名化行

為，其因應方式往往取決於父母對主流文化態度開放與否。父母對主流文化

接納度越高，對社會種族歧視越能以正向觀點轉換者，其子女愈能以健全的

觀點重新詮釋、整合其自我概念。除了對父母的認同感外，家庭氣氛的好壞

對自我概念發展也很重要。故新移民子女的父母愈能給予關愛，親子關係愈

親密者，其表現就會較有自信，對自我的評價也會比較高；相反的，當新移

民子女的家庭氣氛疏離、家庭成員互動不良時，新移民子女對自己的身分會

年度	 名稱	 對象	 辦理單位	

93 年－至今	

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計畫	 	

修正後條文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新住民子女教育輔導計畫」	

	 教育部	

99 年度	 教育部補助新移民女性子女教育及輔導措施	 	 教育部	

95-96 學年度	 新移民子女參加課後照顧經費	
不 包 括

大陸籍	

教育部、	

由內政部出經費	

101-103 學年度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	 	 內政部	

104-105 學年度	 新住民培力相關計畫	 	 內政部	

105-108 年	 教育部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	 	 教育部	

105-109 學年度	 新住民子女發展五年中程計畫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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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懷疑，並造成自我概念的低落（陳金蓮,	2004；李維純,	2007）。我們由

表 2-1-5 可見本國籍女性與外籍配偶女性教育程度的差異。	

表 2-1-5	 二-5	 	 2012 年本國籍女性與外籍配偶女性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本國籍女性	 外籍配偶女性	

人數（千人）	 ％	 人數（千人）	 ％	

不識字/自修/未上過正式教育	 407	 2.04	 6	 2.5	
國小	 2,669	 13.41	 50	 21.0	

國（初）中	 2,635	 13.24	 85	 35.7	

高中（職）	 6,341	 31.8	 70	 29.4	
專科	 2,320	 11.66	 --	 --	

大專以上（含大學、研究所）	 5,532	 27.79	 27	 11.3	
資料來源：1.內政部（2013），內政部統計通報 102 年第 14 周。我國 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計。	

	 	 	 	 	 	 	 	 	 	 2.詹火生、陳芬苓（2013），我國婚姻移民之公民權利落實狀況研究。內政部及移民署委託研究	 	

	 	 	 	 	 	 	 	 	 	 	 報告。	

	 	 	 	 上述更可以體認到國內新住民子女的母親，同樣因為語言文化、生活習

慣、風俗民情不同層度的文化衝擊，而間接影響新住民子女們的價值觀、生

命態度、語言結構較差及學校生活適應等議題。以下就 106 年 5 月 14 日於台

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以新住民子女為關鍵字，所統計自 94 至 105 年相關類

別之碩博士論文，詳見如表 2-1-6。	

表 2-1-6	 二-6	 	 94 至 105 年新住民子女相關類別之碩博士論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學業成就	 非學業成就	 家庭教養	 自我認同	 社會關係	 生活適應	 教育政策	
其

他	

105	 1	 1	 1	 1	 1	 0	 0	 1	

104	 8	 3	 5	 5	 1	 0	 1	 5	

103	 11	 4	 3	 4	 2	 0	 1	 4	

102	 7	 2	 3	 2	 0	 0	 0	 1	

101	 8	 1	 4	 2	 2	 1	 0	 1	

100	 8	 2	 4	 2	 0	 1	 0	 3	

99	 12	 2	 1	 1	 1	 5	 0	 5	

98	 7	 0	 2	 1	 3	 0	 1	 0	

97	 3	 2	 1	 2	 2	 0	 0	 0	

96	 1	 0	 1	 1	 0	 0	 0	 0	

95	 2	 0	 1	 0	 0	 3	 0	 2	

94	 1	 0	 0	 1	 0	 0	 0	 0	
總

計	
65	 17	 26	 22	 12	 10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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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界對新住民子女之相關研究，著實也給了多方的驗證與提出檢討和

改進之道，如上表依照主題來進行分類，可得出探討主題前四名分別為：學

業成就、家庭教養、自我認同及非學業成就。當中未詳列出來的主題還有母

語學習、口腔保健、教育政策、刻板印象及跨國就業等。而死亡概念也僅一

篇，林逸卉（2011）新住民、原住民與漢人學齡前兒童對死亡概念之初探－

以花蓮縣某幼托園所為例，實為相當可惜之處。期待能於本次研究中能獲得

對於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主觀安適感提昇或精進等更

具參考意義之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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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命意義感	

壹、生命意義理論	

	 	 	 	 一、生命意義之由來	

	 	 	 	 如 Csíkszentmihályi	(2008)認為，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尋求意義，個體只要

找到方向，人生就會有意義。張淑美（1996）認為，人對生命意義的瞭解，

使人掌握健康積極的生命觀，以創造積極而有意義的人生。相反地，人若

失去生命意義，將造成嚴重的後果。Frankl	(1981)	 指出，有研究發現在精神

官能症（neurosis）中約有百分之廿起源於生命意義的缺乏。而人最怕失去

生命意義，人生沒有意義只有結束自己的生命	（詹棟樑，2004）。是故，可

以相應到包含人際互動、宗教信仰、成就感、自我價值…等，茲將生命意義

感的來源整理分述如下：	

（一）何英奇（1990）根據 V.Frankl 之意義治療法（logothrtapy）理論的核心概

念編製生命態度剖面圖，共得到求意義的意志、存在盈實（無挫折）、生

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難接納與死亡接納等六個因素。此六因素再經第二

層因素分析，得到兩個高層因素：『生命意義之追尋與肯定』與『存在的

超越』。	

（二）Liora 和 Rivka（2001）提出生命意義感的來源可以經由：個人人際關係、

個人成長、創造力、成就感及成功、從艱困的環境中獲得自由、尋求享樂、

宗教信仰、傳承、利他等來獲取生命意義感。	

（三）Steger、Frazier、Oishi 與 Kalar（2016）生命意義感是個體主觀認為自己

存在的意義為何及對其存在重要性的知覺，強調完整的生命意義感意涵應

包括當下存在的生命意義感，更須具有生命意義感的追尋動機。	

（四）Eagleton（2007）認為，所有的意義都是人們自己來呈現，因此，生命的

意義是以某種方式活著的問題，他不是形上的，而是倫理道德的，是讓生

命更值得活的東西，詳言之，是某種生命的品質、深度、豐饒、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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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黃靖茹（2016）指出生命意義感為個體對於身處周遭環境能感知，並且有

自我規劃生命欲達成的目標與理想，對於未來的生活具有自主性、正向積

極的動力與期待。將生命意義分為生命熱誠、生活目標、自主性、對未來

期待四層面。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個體能認識自己、肯定自己、尊重自己、尊重

生命、欣賞施命且愛惜自己，對社會付出關懷與正義，並時刻體察生死的

內涵，避免陷入膠著，如此生命意義感即油然而生。	

貳、生命意義的核心	

	 	 	 	 生命目的是意義理論的核心概念是，「我是誰？」、「為甚麼我在這裡？」

等問題之理由的總結，生命目的是一種存在的滿足感，是一種貢獻，是一

種讓世界更美好的話題	 (Starck,	2008)。Frankl	(1988)	 認為尋找生命意義主

要前提是在尋找生命目的，要從獨特的個人與獨特的情境獲得，因為個人

是不可缺少的	 (indispensable)	 與無法取代的	 (irreplaceable)。Breitbart	(2001)	

也認同生命意義永遠不會停止，甚至生命的最後一刻。由此可知，生命意

義是在發現個人生命目標與目的。生命意義是每個人所賦予自己的獨特使命，

此獨特使命建立於個體生命的價值與目標之上，在不斷地探索、建構之下，

體認自身存在的意義、價值與重要性，做為個體生命導航的舵盤，有助於朝

向個人的生活目標前進、實踐，為自己的生命負責，進而能自我肯定、超越

自我。	

	 	 	 	 根據	 Steger	(2009)	 的歸納，生命意義感的定義可以從生命的目的	

(purpose)	 以及生命的含義	 (significance)	 兩種取向來加以說明。就生命目的

定義取向而言，	 最早提出生命意義感概念的 Frankl	(1963,	1965)，指出每個

人都有彰顯其存在價值的生活目的或者目標，生命意義感呈現在對於這些生

活的目的或者目標的追求與實現。Crumbaugh	(1973)	 把生命意義感界定為一

種能帶給個體方向感與價值的生活目標，藉由實現此目標的過程，個體可以

獲得存在的價值感。Emmons	(2003)	 認為生命意義感就是讓個體感到有價值

感的目標，而此一目標的實現讓個體取得有價值的個人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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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命的含義定義取向而言，Bering	(2002)、Csikszentmihalyi	(1991)、Stege,	

Frazier,	Oishi 和 Kaler(2006)	 主張生活的本身就具有意義，人們若能確認自己

生命中要努力實現的事情，對在生活中對每一個經驗	 賦予意義，就會體驗

到意義感的存在。總言之，生命的目的定義取向是從動機層	 面來論述，強

調追求生命意義感是人的本能，而生命目的之追求，彰顯的是人類對於理解

自己存在價值的強烈動機	 (Frankl,	1965;	Emmons,	2003)。生命的含義定義取

向是從認知層面來論述，強調人們透過解釋生活經驗，來理解自己與生活世

界，進而構築出自己存在的理由(Steger,	Kashdan,	Sullivan,	&	Lorentz,	2008)。	

	 	 	 	 雖然，生命意義感的定義取向可以概分為動機層面的生命目的與認知層

面的生命含義，但兩者其實是有關聯的。Heine	(2006)、Higgins	(2000)	 就曾

指出，人類具有理解自己和自己生存世界的強烈期望，為了回應這個期望，

人們將會進行理解自我和世界的認知活動，同時展現達成期望的動機性行為

活動。Reker 和 Wong	(1988)在對意義(meaning)進行定義時，也指出意義感來

自於人們知覺自我存在的規律性與一致性，伴隨著追求與實踐可欲的目標之

行動。Steger	(2009)	 把生命意義感的目的與含義定義取向整合，主張生命意

義感包含認知和動機兩個向度，並強調如此一來能夠整合個體對自我與世界

互相適配的看法，以及對自己在生命中努力實踐自我和世界相互適應目標的

理解。	

	 	 	 	 回顧國內相關生命意義感研究實證文獻，也可發現這種統整的觀點。例

如，沈家禾	 (2011)	 歸納國內外文獻的論述，指出生命意義感乃是個體在追

求自我存在價值與使命的過程中，所得到的認同感及價值感，而這些認同感

與價值感受個人主觀知覺而有不同的感受程度。然而在概念的操作化過程中，

多數研究者側重在主觀知覺與評價的認知層面，因而出現「多向度自我認同」

的生命意義感內涵之見解。例如，邱俐婷	 (2008)的實證研究，將生命意義感

的內涵區分為生命的目的、個人價值感、苦難認知度、死亡接納度。蔡坤良	

(2004)	 的實證研究，則是將生命意義感的內涵區分為自我評價、自我統整、

自我實現。生命意義感與幸福感之關聯，便有概念混淆與實證研究效度受威

脅之問題。而邱俐婷	 (2008)	 將生命意義感的測量內涵區分為生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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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價值感、苦難認知度、死亡接納度，也使得其測量的生命意義感與「死

亡態度」概念產生混淆。這種把人對於生命的使命、目標、存在價值乃至人

生各種體驗的知覺感受，納為生命意義感的內涵，不但忽略了動機層面，更

有將生命意義感與其他構念混淆重疊的問題。因此，實有必要仿效	 Steger	

（2009）的作法，將生命意義感的內涵清楚定位為動機層面的尋求意義	

（search	for	meaning）以及認知層面的存在的意義（presence	of	meaning），

分別指涉個體努力尋找自己生命的意義和目標以對生命產生認同，以及個體

理解自我存在的理由與目的（李新民，2011）。總之，生命具有意義時人才

能夠生活下（Frankl,	1984）。Frankl（1966）認為生命意義來自於對生命目

的思考。故在本研究的範疇中融入希望感其讓成果得以有相關議題的延續。	

參、全人生命意義量表之採用	

	 	 	 本研究採用戴玉婷 2010 年所編製之「國中學生全人生命意義量表」，係

以	 Carl	Ransom	Rogers、Erikson、Viktor	E.	Frankl、Rollo	May	 及	 Irvin

	D.	Yalom	 五位學者及東方思考的佛道信仰與青少年(國中)的發展特徵，做為

編製量表之理論依據，並經與其他測量工具之比較與探討後所建立。量表包

含「生命目標」、「生命價值」、「生命自由」、「自我概念」、「宗教支

持」、「死亡接受」以及「靈性提升」七個向度，以 Likert 五點量表進行施

測，全量表共 55 題。一份好的量表必頇具備信度、效度、參照性或常模、

以及實用性之功能（郭生玉，	 1994）。本量表當時結果顯示，量表信度	

Cronbachα係數為	 0.801（各分量表α係數分別為.720、.753、.775、.797、	

.847、.847	 及.833），隔二週再測信度為	 0.966，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及一致性，

經由典型相關分析結果發現本量表和宋秋蓉(1992)所編製的「生命意義量表」

間的相似度為	 0.69，屬於中高度相關，由此可知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此量表整理出全人生命意義量表之構面，其七個分層面內涵為生命目標

（理想、存在感、責任）、生命價值（愛、助人、生命長短、受苦、孤獨）、

生命自由（自主性與超越、接納）、自我概念（調適、自我價值）、宗教支

持（信仰、輪迴）、死亡接受（接受、坦然接受、無懼）及靈性提升（成長、

生存權、大自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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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採取理論性測量之取向，建構適用於國中學生全人生命意義量表，

經信度與效度考驗後，挑選出合適性的問項，進而完成量表之編製。而本研

究之對象為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當中包含高一新生，考量研究對象對於題

目敘述之理解故採用此量表。	

	

	

肆、生命意義定義	

	 	 	 生命意義為個體本身對於自己生命的一種期許，崇高且為靈性所嚮往的

生命目的，生活過程中的一點小確幸、些許的滿足感都有其意義。在研讀生

命教育二專長班時，研究者在在體悟到，生命的意義在於每個人都在交流與

互動中，以生命影響生命，當我們能從這為啟始點，看重自身的影響力，生

命所展現的力量著實無比龐大。本研究在探討新住民子女和非新住民子女高

中職學生生命意義感之差異分析，所以生命意義感的內涵有探討之必要性，

本節就國內學者都同意生命意義感很重要，此一議題的實證研究也逐漸受到

各家研究者的重視，但關於生命意義感的定義為何，卻充滿著分歧的見解	 (李

新民，2011)。	

	

				我們可以理解到，許多人窮其一生努力的在追尋生命的意義、方向和目標，而『生

命意義』這一詞也在不同的層面，生死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學、數學、文學和

哲學等領域，各有不同的面貌與終極價值，學者們正以百花齊放的態樣表達關注與論

述。因此，以下茲整理國內外各學者對生命意義的定義如下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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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二-7	 國外學者對生命意義之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代	

定義	

May	 	 	 	
(1953)	

以個體為中心而創造出自我的最高價值，並且能夠體認到自己的意
向，以及感受到自己有自由意志去做抉擇與愛的力量。	

Frankl	
(1963)	

認為生命的意義是展現在回應現實生活中隨處所預見的狀況，並且尋找
與實踐自己所獨一無二的生活使命，進而藉此讓自我經歷其終極意義。	

Frankl	
(1967)	

認為生命的意義具有主觀性與獨特性，它會因時、因人、因情境而隨時
改變。不論個人的性別、年齡、智力、教育背景、環境、宗教信仰，皆
有其特殊的使命與意義。	

Crumbaugh	
(1973)	

認為能賦予個體存在有方向感與價值感的目標，並藉由實現此目標的過	
程，可以獲得「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的認同感。	

Hedlund	
(1977)	

認為是「個人存在的基礎或理由」，個人如果能意識到自己存在的理由，	 則
會感到有活力，覺得自己的生命是有價值，且知道自己生命的方向，而
有動機認真地做事。	

Rabbi	&	
Grollman	 	
(1977)	

生命是一連串的尖峰時刻，當我們擁有一分尊榮，獲得一個地位、經驗
愛情、敞開心胸面對他人，面對世界時，即是對自己的生命賦予意義。	

Yalom	
(1980)	

生命意義分為兩個層次：1.宇宙生命意義：指宇宙中有一不變的規律，此規律非人
類所能理解，超越於個人之上。2.世俗生命意義：個人實現目標的過程中，體驗到
自己生命是有價的。	

Fabry	
(1980)	

將生命意義分為兩個層次：	
1.	 終極意義：涉及宇宙中超越人類、且無法被驗證的律則。	
2.	 此刻意義：生命中的每一瞬間皆有一個待實現的使命，個人需以負

責的態度來回應。	
Frankl	
(1986)	

生命意義在創造價值、經驗價值和態度價值，積極協助案主追尋人生的意	
義，追求生命意義是人的本能，而生命的目的是在尋找存在的意義，只要	
是人都有自由與責任，去實現其獨特的生命意義然而苦難與死亡，有助於	
追求意義，因為人在任何處境中，都應有保有意志的自由。	

Howden	
(1992)	

重視生命、盼望未來、展現目標，並展現存在理由。	

Metz	 	 	
(2013)	

大部分生命意義的文章都是聚焦個人生命中是否能過展現出正向的最終
價值。	

資料來源：徐嘉禧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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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二-8	 國內學者對生命意義之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代	 定義	

宋秋蓉
(1992)	

為一種能給予我們個體存在有一方向感與價值感目標，並藉此目標我們
可獲得一種身為有價值人物的認同感。	

何郁玲

(1999)	

生命意義是指個體的獨特使命，藉由此一使命導引個體生活方向與生	 命態

度，進而負擔責任，面對達成這個獨特使命。	

徐美玲

(2001)	

每個人皆有其獨特的生命意義與任務有待完成和實現。因此，個人生	 命的

意義是無法比較高低，也是不可替代的。	

劉翔帄

(2002)	

生命意義因人而異，因時而異。重要的不是談論一般的生命意義，而是個人

生命在具體時間的具體意義。	

黃惠秋

(2002)	

生命意義是指個體所賦予自己生命之獨特使命。此獨特使命將引導個體

對於自己生活態度、生命價值與人生方向的看法，並且督促自己負責

任，面對此獨特使命與達成使命。	

陸娟	 	

(2002)	

生命意義感乃個體的獨特使命，生命絕對有其意義，沒有意義的生命是不可

思議的，是不可能的。生命意義是存在的，是不斷追尋的，更是不斷建構的。

即使到了生命最後一刻，到了最後一次呼吸，生命仍然有可能具有其意義的。	

曾煥棠

(2003)	

生命必須具有創造性才可稱為個人的生命，也就是在一舉一動、一言一思之

間，均擁有自己「風格」。生命的意義即在於風格表現。	

釋證嚴

(2003)	

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啟發自我的愛心，藉由深入世間的黑暗角落，關	 懷、

撫慰受創的心靈，去除自我的煩惱與悲苦，重燃對人生的希望，讓自己的生

命更有意義。	

許智香

(2003)	

人類會對既定的價值產生懷疑是相當自然的現象，而這樣的質疑正是創造自

身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最佳契機。	

林素霞

(2003)	

生命意義係指個人對於自我生命的看法與界定，亦即指個人能夠瞭解生命的

意義、目的、功能、價值與限制，進而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樂觀進取、愛

護大自然。不只不浪費資源與生命，更能開發自我無限潛能，為人服務、利

益人群。	

岳玉玲

(2004)	

生命意義為個人存在的意義，亦即探索自我存在的價值與使命，並能	 發揮

個人潛能，為自己生命負責，努力達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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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二-9 國內學者對生命意義之定義彙整表	

（續上頁）	
學者	
年代	

定義	

黃德祥
(2006)	

指個人能夠瞭解人生意義、目的、價值、功能與限制，進而珍惜生命與
人生，並能尊重自己、他人、環境及自然。	

羅素蘭

(2006)	

是個體所賦予自己生命之獨特的使命，藉以指引著個體生活方向與目標，屬

於人存在的靈性層面。個體需負責地面對與實現自己的使命，生命才有意義。	

李桂仙

(2006)	

生命意義為個體的獨特使命，藉此導引其對生活的方向、生命的態度	 	 	 	 	 	 	

與責任，並進而願意為生命負責任去面對與達成這個使命。	

黃同展

(2006)	
個體能體認自我生命價值、意義、目標與獨特性，因而熱愛生命、為自我

生命負責，進而超越挫折，發展潛能，活出有價值的人生。	

張海倫

(2008)	
生命意義乃是一個包含生命創新、生命喜樂、生命超越三個組成構面的

正向心理特質，表彰一種個體追求美好生活品質與積極生命價值的心理

能量。	

釋慧開

(2008)	

人生的意義在於不斷地、深入地探索人生的意義。	

廖俊傑

(2009)	

亦認為生命的意義是個體能知覺其存在的理由及重要性，進而實踐之。故當

個體能肯定自我生命的存在，即具有充分的生命意義，因為	 生活本身就是

意義，只有通過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與行為表現，才能肯定自我，並為自己

的人生責任。	

楊事娥

(2010)	

認為生命意義是人類主觀的精神性經驗。	

陳雅雪

(2011)	

提出生命意義是一個個人意義建構	 （meaning	construction）的過程，	 這表

示生命意義的獲得，需要經過一個可分析的心理歷程，且需要有一些基礎的

元素存在。	

李孟委

(2014)	

研究亦將生命意義的屬性歸納為「生命意義的本質」、「生命意義的價	 值」、「生

命意義之超越」。	

林薰鳳

(2015)	

生命意義的價值是以人為中心，而創造出自我最高價值。如何在有限	 的生

命中，自我實現老天賦予的使命?	 也就是個人有個待實現的目標	 與使命，創

造生命的價值是今生最重要的課題。	

資料來源：徐嘉禧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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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研究者將生命意義的定義提出以下三點：	

（一） 世上每個人皆有其獨有且特殊的使命，達成與否亦會使生命意義因時、因地、

因人有所差異。	

（二） 生活即是生命，在生活體察生命，將生命的意義建立在肯定自己及體悟上。	

（三）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價值、體察價值、展現價值，追求生命意義是人的天性，所

有人都應去追求其獨特的生命經驗體現所賦予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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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於希望感	

	 	 	 	 幾世紀以來，西方對希望感的概念源自於希臘神話中潘朵拉的盒子，因

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偷了火苗，希臘之神宙斯感到很憤怒，就創造了潘朵

拉給普羅米修斯的弟弟厄庇墨透斯(Epimetheus)為妻，並送一個盒子給這對新

婚夫妻。宙斯假意地叮嚀潘朵拉千萬不可打開盒子，潘朵拉卻因好奇心，而

偷偷打開那盒子。結果，裝在那盒子裡的痛苦、邪惡、忌妒、復仇的思想都

被釋放出來，瀰漫了整個世界。潘朵拉被驚嚇之後，非常懊悔地將盒子闔上，

卻只留下「希望」在盒子裡(Snyder,	et	al.,	1991)。	

	 	 	 	 另一個關於潘朵拉盒子的正向寓言，就是當潘朵拉打開盒子時，「希望」

不是個惡作劇，卻是安撫不幸的根源和祝福。在這個正向的寓言中，「希望」

是對抗身體病痛、埋藏心靈深處之忌妒、怨恨、和報復的解藥。從此以後，

人間不再是無災無難的快樂淨土，慶幸的是，「希望」總會安慰做錯事的人

類，讓人類重新充滿著希望。無論「希望」所代表的是惡作劇或解藥，都顯

露出希臘人對於「希望」的矛盾之處(Snyder,	Lopez,	&	Pedrotti,	2011)。	

壹、Snyder 的希望理論的發展	

	 	 	 	 Snyder 在 1989	 年發表了第一篇關於「希望感」的文章。接著，Snyder

等人(2002)出版《正向心理學實務手冊》(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書中提出「希望理論」(Hope	Theory)，也清楚的說明「希望理論」的內涵，

包括了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s)、自尊(Self-Esteem)、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樂觀(Optimism)等。根據 Snyder 的理論，所謂的希望感其牽涉到「目標」、

「方法」、「意志力」	 等三個部份，透過彼此不斷互動的歷程。此三個部

份是交互作	 用，相互影響，缺一不可。Snyder 更以一個公式來表示三者的

關係：	

	 	 	 	 Hope=Agency	+	Pathways	 (Snyder,	2000a,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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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 thoughts）	

（pathway thoughts）	

（agency thoughts）	

	 	 	 	 從以上簡單的公式來看	 Snyder	 認為希望感(Hope)=達成目標的幹勁與

決心	 (Agency)	+	 達成目標的計劃與策略	 (Pathways)，他認為我們當我們對

某一件事情或是目標抱持著「希望」時，我們不會被動的去等待願望的自動

實現，而是會以主動的態度去追求目標。Seligman	 與	 Csikzentmihayli(2000)

主張心理學者不應只關心人類的負面情緒，應多正視人類的快樂、樂觀等層

面，進而提出正向心理學。正向心理學包含三項：正向的主觀經驗(positive	

experience)、正向的個體特質(positive	character)與正向的組織環境(positive	

institutions)。因此個人會透過自我的意志力和自我效能感，再運用策略與方

法來達成目標，而當個人的	 agency	 不足，又沒有辦法靈活運用其他的方法

與策略來改善時，那麼對於所要追求的目標或是事情的希望感就會因此降低。

Snyder 強調：希望感是一種認知思維過程，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是

從追求成功目標達成後的流動過程，	 如達到一成功經驗，可以有效地克服

其他任何問題。而負向情緒（negative	emotion），是不成功的目標追求的生

成情緒，不成功的原因可以視為路徑思考不足，或無法克服阻撓的情況。研

究發現：面對難以逾越的目標而堵塞的人，會產生負向情緒；而成功的追求

目標，在克服障礙後，會產生正向情緒如圖 2-3-1。	

	

	

	

	

	

圖 2-3-1	 二-1	Snyder 等人對希望的定義	

（資料來源：唐淑華（2004））	

貳、希望感運作機制	

	 	 	 	 希望感亦直指個體追求目標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可能性的思考和意志

力，而學校適應係指學生在學校的環境中，因外在環境的改變而內心產生的

個體	 目標		 障礙		

（agency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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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個體為了與環境互動，不斷地自我調適的過程。希望感和學校適應對

高中職生的成長歷程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可呈現的相關的研究逐年增多，

例如探討家庭背景的影響，如：羅詩婷(2015)研究家庭結構、同儕支持、家

庭關係對青少年憂鬱情緒之影響；探討融入課程設計的影響：張玉蘭(2013)	

希望感融入國小五年級視覺藝術課程對學生希望感影響之研究；探討社會支

持的影響：陳誼芳(2015)研究國中生社會支持、希望感與復原力之相關研究；

或黃兆菱(2016)	 研究長期參與童軍運動者的正向心理歷程，亦即呈現「希望

感」是一種認知的思考歷程。	

	 	 	 	 正向情緒乃是個體面對情緒對象時，	 所呈現的正面思考與評價，個體

得到愉快的主觀感受，包含了人、事件、物體	 (任俊，2006;	Fredrickson,	1998;	

Larsen	&	Diener,	1992	)。Snyder	 等人(1991)認為高希望感的人較有幸福感、

正向情緒和較好的人際關。綜上可知，希望感對青少年個體學業和人際關係

發中佔有重要的因素，希望感可幫助青少年度過不安和困惑的風暴期，也可

減緩他們必須面對的壓力，並協助他們順利的成長。正向情緒可以啟動我們

的智慧，讓我們在逆境的磨練中，可以去看到更遠和更深的祝福。Fredrickson	

(2005)在與其同僚的實證研究結果中，證實正向情緒不但可以擴展個人注意

力，促進認知與行為反應的廣度外，還可以幫助人們進一步建立個人一輩子

受用的資源，包括認知、心理、生理、社會等層面，甚至透過正向情緒的發

揮來消除負面的情緒。	

	 	 	 	 曾聽人說過，「希望」是人最大的潛力，有了「希望」人就可以擁有無

限的可能？當研究這探討許多中文辭典對希望一詞的字義時發現，大多數分

為兩層面解釋方式，一層面為「心裡想著要達到某種目的或預設出現某種情

況」，例：呂潔從小就希望可以當律師，這樣的解釋比較趨近一種目標與理

想；另一種解釋則為「希望所寄託的對象」，例如孩子是我們期待的未來，

是我們的希望，而這種說法又比較屬於心靈上的一種。而從這兩種的解釋似

乎又無法完全解釋「希望」這一個詞所代表的意義。根據 Snyder 和其同事

(McDermott,	&	Snyder,	2000；	 Snyder,1994,2000)的看法，他認為當我們對某

一件事情抱持著「希望」時，通常我們不會被動的等待著願望來自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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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路思考	

希望想法
徑路思考	
效能思考	

情緒反應	

傾向	
效能思考	

壓力	

困難	

目標達成	

/目標沒	

達成	

而是我們會以一種主動的態度去追求我們的目標。而白倩如（2010）在復原

力培育型行動中，認為個人希望感的提升，可以透過個人優勢培育為基礎來

提升其堅持力及自我效能，並找出其未來發展性的目標。研究顯示環境保護

因子的提供和持續性的健康依附關係，對於個人保護因子具有明顯的作用，

能夠提昇個人的信心、問題解決能力與自我效能，且在協助少女復原的歷程，

對於未來目標的尋求亦相當重要，透過積極發展目標及生命想望，來找到生

命核心意義，亦為進入開創機會的過程（白倩如，2012）。因此，可知希望

感的發展，是個人經歷逆境並復原的結果，且包含以下在目標導向思考下的

互動系統，以及在時間序列中，不同的時間點所產生的回饋反應。	

	 	 	 	 	 	 	 	 	 	 	 	 	 	 	 	 	 	 	 	 	 	 	 	 	 	 	 	 	 	 	 	 	 	 	 	 	 	 	 	 	 	 	 	 	 	 	 	 	 	 	 	 	 	 	 	 	 	 情	 緒	

	

	

肆、希望感的測量	

	 	 	 	 Snyder	 其希望感理論在不同人口群上，設計出不同的希望感量表，包含

成本希望感特質量表、希望感狀態量表及兒童希望感量表(Children’s	Hope	

Scale,	CHS)，其中兒童希望感量表其適用年齡為	 7-16	 歲，題目設計乃為兒少

面對自己的目標時，選擇題項中自己符合狀態的描述程度，包含三題個動機

相關題目（奇數題）及三個路徑思考（偶數題）相關的策略，題項為六點尺

度，題目共六題，並建立良好的內部一致性（.72	 到.86）、一個月後的再測

結果價值	

			

緒	

學習歷史	 	 	 	 	 	 	 	 	 	 	 	 	 	 	 	 	 	 	 	 	 	 	 	 先前事件	 	 	 	 	 	 	 	 	 	 	 	 	 	 	 	 	 事件序列結果	

圖	 2-3-2 二-2	 	 希望理論之運作模式圖	

資料來源：譯自	 Snyder	(2002).	Hope	theory:	Rainbows	in	the	mind.	Psychological	Inquiry,	13,	
24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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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71	 到.73），以及聚斂與區分效度。一般學生在此測驗上的總平均約

為	 25	 分。而得分	 29	 分以上者，可視為前	 15%；得分 21 分以下者，則為

後 15%(引自	 Lopez,	Ciarlelli,	Coffman,	Stone,	&	Wyatt,	2000	;唐淑華，2004)。

其題組如下：	

1、我想我做得相當不錯。	

2、我能想到的很多方法來獲得那些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事情。	

3、我做得和我同年紀的其他人一樣好。	

4、當我遇到問題時，我可以想出很多的辦法來解決它。	

5、我過去所做的事情對我的未來是有幫助的。	

6、即使當別人想要退出，我知道我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以上 Snyder 的兒童希望感量表有六題題目，唐淑華(2004)認為其中未有

任何題目是直接探詢學生對自己能力的看法，因此增加一題「我對我自己很

有信心」，並將之列為動能方面的題目。	

	 	 	 	 而本研究在研究問卷中仍把握上述原則，調整尺度為五點量尺以利呈現

個體狀態的描述程度避免過多的中間值，Snyder	 希望理論的運作歷程。從左

到右代表了整個目標導向思考的時間序列歷程。持續的希望想法會伴隨著情

緒反應傾向或心情	 (emotion	set)，也是整個目標追求歷程中的情感基調。「結

果價值」(outcome	value)發生在「事件發生前」(pre-event)	 階段。當結果對個

人具有較高的重要性，就會進展到「事件進行中」(event	sequence)	 階段，個

人為了確保繼續通往目標，便會在徑路、效能思考到結果價值及徑路、效能

思考間反覆循環，並確認「結果價值」的重要性。路徑思考與效能思考不斷

轉換，以影響接續而來的成功與目標追求。而當路徑與效能思考被啟動時，

就會經驗到情緒反應，這些情緒會再次循環，影響路徑與效能思考的歷程。

如果順利運作的話，將產生正向的情緒並增強目標追求動機。所以情緒在整

個目標導向思考歷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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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研究者認為希望感為奠基為個人目標追尋的動能（agency）與目標

達成的路徑（path），包含在目標導向思考下的互動系統，所產生的回饋

反應。同時希望理論亦強調應幫助個人了解先前的或隨之發生的成串的想

法或行為，並找出事件對個體的意義，引導個體認識情緒的結果，以促使

個體有所改變。也就是說，情緒提供追尋目標時思考與行動是否成功的一

重要角色，此外個體在於對負向情緒的改善與因應，是否能有助於克服障

礙，而往正向發展。也是本研究所欲預測的層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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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於主觀安適感	

	 	 	 	 從創世紀之始，人類就不斷地在尋找美好生活的泉源，想要知道幸福/

安適處在哪裡。心理學家提出，一個人認為自己生活過得很好，就是構成美

好生活的要素，這種界定美好生活的取向，被稱為主觀安適感（subjective	

well-being），又俗稱之為快樂（happiness）（Diener,	2000）。主觀安適感的

相關研討始於	 1970	 年代，當時心理學領域興起「正向心情」與「快樂取向」

的研究，由此安適感與快樂即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在許多的相關實證研究中，多數研究者使用名稱不同卻涵蓋

相同概念的名詞，或是相同的名稱卻代表著不同涵義，其中包含幸福感

（well-being）、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al	

well-being）、快樂（happiness）、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ation）	 等名詞，

這些名詞所隱含的意義均不外乎是從個人正負向的情緒、主觀認知的層面以

及身心健康的角度來評估個體整體生活情形。綜合相關定義，研究者認為幸

福固然隨手可得，仍須兼顧個體當時的情境與情緒，因此，本研究中將主觀

安適感定義為「個體的主觀安適感在當下亦或是某一限定期間，對自身體認

的生活評價及其覺察程度」。	

壹、主觀安適感的內涵	

	 	 	 	 安適感為包含多面向的概念，其關注個人的生活經驗或情緒的狀態，例

如：快樂或悲傷（Levett,	2010）。與其相似的構念，包括快樂、士氣（morale）、

活力、樂觀、自我實現、自我接受、有目標的生活、以及生活滿意度等

（Carruthers	&	Hood,	2004;	Ryan	&	Deci,	2001;	Waddell	&	Jacobs-lawson,	2010）。

Andrews 與 Withey（1976）是最早提出幸福感之完整定義的心理學家，他們

認為幸福包含正向情緒高、負面情緒低、生活滿意度高等三個層面，此說法

兼顧情緒與認知對幸福感造成的影響（陸洛，1998），此亦為本研究問卷主

要理論架構。說明到主觀安適感為人們對生活的認知及情感的評價（Diener,	

2000），能夠帶給人們有意義的生活、生產力、心理健康、平靜與穩定的生

活環境，進而提升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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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個人以認知及情感層面評價他(她)的生活,讓我們可以得知具有高度主觀

安適感的個體,係指經驗高度的正向情感、低度的負向情感,	 以及高度的生活

滿意。以下說明主觀安適感相關理論：	

一、 目的理論	

	 	 	 	 又稱為終點理論（Endpoint	theory），本理論假設人都具有一個內隱的

需求模式為行為之基礎，個人理想的達成會帶來幸福感（陸洛，1998）。安

適感是來自於個人在努力達成目標後，所獲得的一份比較穩定且長期性的滿

足（Omodei	&	Wearing，1990）。運用目標理論來說明安適感概念的學者認

為，安適的由來是目標與願望的達成；如果個體已有欲達成的目標，並進行

實踐，也唯有目標的達成，安適感才會伴隨而來。	

二、 活動理論	

	 	 	 	 本理論認為個人的安適感來自於參與社會活動，所關注的是個人的表現

而非目標；是過程而非結果（陸洛，1998）。此基本觀點著重在安適是活動

的伴隨產物，而安適來自於活動的本身，也就是強調安適是活動進行的過程，	

並不是活動進行的結果。Aristol 是早期從活動歷程探討安適的哲學家，他認

為人都具有某些潛能，如果在活動中能盡情發揮潛能表現，安適就會出現。

而主觀安適感是人類主動地、專注地參與活動時的產物，個人可以藉由工作、	

休閒、運動等活動或人際互動的歷程，不斷地互動與回饋，滿足個人需求，

並產生愉悅的成就感和價值感，此即為安適感。	

三、 由上而下理論	 	

	 	 	 	 又稱特質論，偏重以人格的角度解釋個人安適感的形成（Veenhoven，

1993）。此一理論認為安適與否是主要受到個體人格特質所影響，一個有安

適特質的人，會以正向的態度去看待事情，享受自身的生活樂趣，不需經歷

客觀生活中的快樂事件，換句話說，安適感高的人達到安適的標準不高，不

安適的人即使外在環境再好，內在還是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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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下而上理論	 又稱狀態論，偏重以生活事件的角度解釋安適感的形

成（Emmons，1991）。	

	 	 	 	 此一理論認為自己是否安適，端視於日常生活中累積出愉快與不愉快的

各種事件總計，如果所經歷的愉快事件較多，也會感到安適較高；如果不愉

快的事件較多，則相較感到內在不平靜、不安適，推論到，安適程度高是因

為在個體的生活中經歷較多愉快的事件。因此外在的環境事件決定了個體的

安適程度，個體的整體主觀安適感程度是各種生活領域安適經驗的總和，包

括家庭生活、婚姻關係、工作歷程和經濟狀況等（Diener，1984；Stones＆Kozma，

1989；Omodei＆Wearing，1990）。	

五、 判斷理論	

	 	 	 	 本理論認為一個人的安適感來自於自己過去的生活經驗、價值觀或是與

他人的生活狀態或自己理想的生活目標比較的結果（Rim，1993）。此一理

論強調個體安適與否，是由於互相比較而來的結果，也就是安適是相對的，

不過進行比較時，個人並不一定能夠意識到（Diener，1984）。在比較論中

是基於三種假設，1.安適是來自於個人想要的生活標準與實際情況之間的比

較，假使真實情況超越標準，快樂就產生；2.比較的標準會隨實際情況而有

所調整；	 3.比較的標準因人而異。如果用判斷標準來分類，可再細分為，1.

社會比較理論，係以『別人』當作是判斷的標準，特別是重要他人，如家人、

同學、	 同事等，並著重在可觀察的及社會性的評估事件；2.適應理論，係指

當事人在經歷好事情的次數日漸增多，則這事件對個人幸福與否的影響力就

變小，因為個人已對這些經驗產生適應。而過去的經驗亦成為個人新的判斷

標準，往後經歷的事件若未能超過新的判斷標準，則就不會使個人感到安適

或不安適；3.範圍－頻率理論，與適應理論類似，認為個體對生活事件都具

有某種程度的適應力，對事件的好壞也有一個平均的容忍範圍，個體是否安

適則端視於自身生活事件的分佈狀況；4.抱負水準理論，此理論是實證上應

用較廣的，認為安適與否取決於個人的抱負與實際處境的差異。這種差異有

兩種表示方式，第一種是以差距來表示，一般而言，人的抱負水準都會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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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成就水準，差距愈小，個人就愈感到安適；第二種是以比率來表示，

即將實際的成就水準作為分子，抱負水準當作分母，兩者比值愈大，個人就

愈感到安適；5.多元差異理論，認為人們會使用七項標準來評估他們的生活，

包括個人想要的、他人所擁有的、過去最好的經驗、目前幾年的期望、個人

的生活進展、個人所獲得的以及個人所需要的等七項（Michalos，1985）。	

貳、主觀安適感的相關研究	 	

	 	 	 	 主觀安適感研究檢視人們在情意與生活品質方面的整體評價，探討的包括

正向情意、負向情意，以及生活滿意的認知評價（Diener	et	al.,	2005）。綜觀過

去探討主觀安適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了解與主觀安適感相關的因素。這方面

的研究者有些以自下而上的理論假定主觀幸福感來自於滿足人類存在的一些普

遍基本的需要，因而探討許多人口學特徵與外在客觀變項對主觀安適感的影響。

但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從一個人的外在條件（如性別、收入、婚姻狀況、種

族或年齡），其實對於了解這個人自認生活有多幸福是有限的（Myers	&	Diener,	

1995）。以下整理國內目前以主觀安適感研究主體的題目做一整理。如表 2-4-1	

表	 2-4-1 二-10	 國內主觀安適感相關研究彙整	

編

號	
研究題目	

畢業系所/年

份/研究者	
研究結果	

1	

自閉症孩童母

親的日常職能

活動經驗與主

觀安適感	

國立台灣大學/	

職能治療研究

所/2010 年	

謝雅琳	

1. 自閉症孩童母親的充電性和愉悅性經驗較低，主觀安適感亦較

差。	

2. 自閉症孩童母親的充電性和愉悅性經驗與其主觀安適感之情感

和認知層面有正相關。	

3. 愉悅性經驗是母親主觀安適感的最佳預測因子。	

4. 孩童的職能參與表現和能力發展狀況則與母親的主觀安適感無

關。	

2	

體操選手知覺

教練選手關係、

運動動機、運動

表現及主觀安

適感之關係研

究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	

應用運動科學

研究所/2010 年	

黃心蒂	

1. 知覺教練選手關係可有效預測運動動機、運動表現、主觀安適

感，以以運動動機的解釋量最大。	

2. 當選手與教練擁有較高的承諾感，其自我決定動機也越高。	

3. 運動動機與運動表現在教練選手關係與主觀安適感間，同時扮

演著中介變項的角色。	

3	

農村社區老年

婦女社會支持

與主觀安適感

之研究	

國立臺北護理

康大學/護理研

究所/2012 年	

駱俊宏	

1. 提升農村社區老年婦女之主觀安適感，建議醫護專業人員應該

適時提供農村社區老年婦女生活上之社會支持。	

2. 婚姻狀況、訊息性支持及情緒性支持，對農村社區老年婦女主

觀安適感具有預測力。	

3. 農村社區老年婦女之社會支持較多時或未婚的老年婦女，其主

觀安適感愈佳。	

4. 農村社區老年婦女之不同宗教信仰在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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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中生之生活

事件、希望感及

主觀安適感之

相關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輔導與諮

商學系所/2012

年	

周雨虹	

1. 國中生有中等程度的主觀安適感及希望感，負向情感則偏低。	

2. 國中女生比男生有較低的動能及較高的負向情感與負向生活事

件。	

3. 二年級學生有較高的負向情感及較低的路徑式希望感。	

4. 生活事件及希望感皆與主觀安適感有顯著相關。	

5. 正向生活事件會調節負向事件對於安適感之影響。	

5	

馬來西亞華裔

青少年生活壓

力、社會支持與

主觀安適感之

相關研究——

以雪隆都會區

華文獨立中學

為例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所／

2013 年	

林曉薇	

1. 都會區華裔青少年有中等程度的主觀安適感及社會支持，中等

稍微偏下的生活壓力，但課業學習的壓力則偏中上程度。	

2. 都會區華裔青少年之女性較男性有較高的負向情感、壓力與學

校工具性支持。	

3. 高年級學生有較高的課外活動與自我概念的負向壓力，也有較

高的學校情緒性支持與工具性支持；初中二學生的總體壓力僅

次於高中三學生，但所獲得的學校情緒性與工具性支持卻是所

有年級中最低的。	

4. 主觀安適感與社會支持、生活壓力有顯著相關。五、社會支持

會調節生活壓力對於主觀安適感之影響。	

6	

高中生生涯確

定度、家長支持

對生涯安適感

和主觀安適感

之影響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所／

2014 年	

巫孟容	

1. 高中生普遍有好的生涯確定度、家長支持、主觀安適感及生涯

安適感，且差異不大，僅二年級學生的得分略低。	

2. 生涯確定度、家長支持對於主觀安適感及生涯安適感分別佔有

影響力，然而生涯確定度雖然對於主觀安適感有解釋量，但這

些解釋量卻都包含在生涯安適感裡。	

3. 生涯確定度和家長支持感對生涯安適感有顯著的影響力。	

4. 性別對於主觀安適感有影響力，這個影響是因為女生對於家長

支持感受度較男生高的因素。	

5. 不同年級只對生涯安適感有影響力	

7	

國中學生人格

特質、生涯確定

度對生涯安適

感、主觀安適感

之影響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所／

2014 年柯佩君	

1. 國中學生有中等以上的主觀安適感、生涯安適感、生涯確定度

及正向人	

2. 性別、生涯確定度及大五人格都對生涯安適感有顯著關聯，而

生涯確定度和神經質對生涯安適感最具關鍵性影響力。	

3. 生涯安適感、大五人格及生涯確定度皆對主觀安適感有顯著關

聯，而生涯安適感及神經質對主觀安適感則最具關鍵影響力。	

4. 生涯確定度透過生涯安適感影響主觀安適感，而性別則是透過

神經質影響生涯安適感。	

8	

國中生生活壓

力、社會支持、

自我韌性與主

觀安適感之相

關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所／

2014 年蔡麗貞	

1. 國中學生的主觀安適感大致良好，屬中等以上的程度。	

2. 不同性別的國中學生在主觀安適感、生活壓力、自我韌性無明

顯差異，唯在社會支持有所差異，男性國中生對社會支持的感

受顯著地低於女生。	

3. 不同年級的國中學生在生活壓力分量表「課業學習」有顯著差

異，三年級明顯高於一、二年級，在負向自我韌性有所差異，

一年級顯著高於二三年級，其餘無差異。	

4. 國中學生的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自我韌性與主觀安適感之間

有相關。	

5. 國中學生的年級與生活壓	

6. 力、社會支持、自我韌性對於主觀安適感有顯著預測力。	

資料來源	 ：研究者整理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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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90 年代許多研究者試圖以自上而下的理論來揭示人們主觀安適感的

差異，並開始檢視人格對主觀安適感的影響（e.g.,	Cha,	2003	;	Costa	&	McCrae,	

1980	;	DeNeve	&	Cooper,	1998	;	Lucas	&	Fujita,	2000），例如，研究發現主觀

安適感與外向人格和神經質人格具有關聯，外向的人較常感受正向情意，神

經質人格較常感受負向情意（陸洛 1996；黃立清、邢占軍 2005）。	

	 	 	 	 此外，亦有研究關注以文化與主觀安適感的交互關係，比較不同國家之

間國民主觀安適感的差異性，發現國民平均主觀安適感和國民的平均收入具

關聯性（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Diener、Suh、Lucas	 和	 Smith（1999）

曾經探討過去 30 年來有關主觀安適感的文獻，得到的結論指出，安適的人

是有幸擁有正向的個性氣質、容易看到事情的光明面、發生壞事也不會過度

深陷，以及生活在一個經濟活絡發展的社會，並且擁有知己朋友和適當的資

源，使其能夠朝向有價值的目標前進。有鑑於今日的學校環境比起以往，新

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面臨著更複雜與嚴重的問題，亟需學校的諮商輔導

服務，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除了調查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

感，還對照生命意義的認知在整體判斷上來推敲哪些生命意義上的價值與目

標，是需要給予和協助的，更包括了解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主觀層

面上如何評價自己的生活。雖然過去文獻不乏探討主觀安適感中負向情緒或

心理問題等研究，但許多心理學家均認為，所謂心理健康並不是沒有心理疾

病而已（Ryff	&	Singer,	1998）。因此本研究藉由了解主觀安適感，將可以幫

助我們更清楚理解的正向心理狀態，及反映的個體內在信念，而有助於我們

更加完善如何營造心理健康的學習環境及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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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主觀安適感

之差異，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希望感及生命意義之間的關係及內涵。因此本研

究先進行文獻分析、探討與研究主題相關資料，以作為建立本研究之理論架構;

其次採用問卷調查法，了解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

安適感之差異，並探討變項間的相互關係，以達成研究之目的。採橫斷式相關性

研究設計（cross-sectional	and	correlational	research	design）。本章分為五節進行

論述，第一節為研究工具、第二節為資料蒐集、第三節為研究架構、第四節為研

究假設、第五節為研究流程及第六節為資料處理，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結構式問卷收集資料，包括背景變項、意義意義以及希望感、主觀

安適感量表等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一、背景變項（Demographic	Variables）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本研究之基

本屬性，包括性別、年級、曾接觸親人死亡經驗、曾接觸處務死亡經驗及家

中排行等項目。	 	

二、生命意義量表	

	 	 	 	 本研究使用戴玉婷（2010）國中學生全人生命意義量表之建構研究，所

編制之「全人生命意義量表」。此生命意義量表包含七個構面，包含生命目

標、生命價值、生命自由、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及靈性提升，考

量正式選取題項內容，本研究量表各構層面之定義分述如下：	

層面一：「生命目標」包含	 1	 至	 8	 題項，意指測量個人對人生理想、存在

感、責任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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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二：「生命價值」包含	 9	 至	 16	 題項，意指測量個人是否能透過經驗、

愛、助人來感受生命價值。	

層面三：「生命自由」包含	 17	 至	 24	 題項，意指測量個人是否能藉由接納、

自主性與超越進而使生命得以昇華。	

層面四：「自我概念」包含	 25	 至	 32	 題項，意指測量個人對目前的自我價

值、調適之狀態。	 	

層面五：「宗教支持」包含	 33	 至	 40	 題項，意指測量個人對宗教的信念。	 	

層面六：「死亡接受」包含	 41	 至	 48	 題項，意指測量個人關於死亡之接受、

無懼、坦然面對之態度。	 	

層面七：「靈性提升」包含	 49	 至	 55	 題項，意指測量個人對大自然、萬物

的生存權、靈性成長提升之狀態。	

	 	 	 	 本量表採 Likert	 五點量表方式作為測量型態，共有七個構面 55 題，每

一題以 5、4、3、2、1 分為五種程度的計分方式來計分，5 代表非常同意、4

代表同意、3 代表沒意見、2 代表不同意、1 代表很不同意。量表作答完成後

只需累加即可計分，得分愈高代表生命意義各分層面程度愈佳。	

三、希望感（hope）：	

	 	 	 	 本研究以唐淑華	 (	2004	)翻譯、修改與增訂 Snyder(1997)Children’s	Hope	

Scale 的「希望感量表」，全量表共有 7 題，動能分量表有 4 題，路徑分量

表有 3 題，得分做為希望感的操作型定義，得分越高表示新住民子女與非新

住民子女感受到希望感越高，在問卷中的標題為「我的思考與行動」。作答

方式採用五點量表,「很不同意」得 1	 分、「不同意」得 2	 分、	 「沒意見」

得 3 分、「同意」得 4	 分、「非常同意」得 5	 分。分數越高者,代表希望感

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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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觀安適感量表（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SWBS）	

	 	 	 	 本研究以 Andrew 與 Withey（1976）認為安適感是由對生活的滿意，及

感受的正向情感、負向情感等三部分做整體評估為理論基礎。並以周雨虹	

(	2012	)	 編製「國中生之生活事件、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相關研究」得分

做為本研究之主觀安適感的操作型定義，分為生活滿意及正、負向情感二個

部分。在正、負向情感方面使用翻譯自 Diener,	E.,	Smith,	H.,	&;	Fujita,	F.等人

(1995)根據數個情感理論篩選出的 24 個情感名詞(24	emotion	terms),24	 個情感

名詞由六個不同的(discrete)情感範疇所構成:懼怕、生氣、悲傷、羞恥─罪惡、

高興以及愛,	 前四個分量表屬於負向的情感,後二個分量表屬於正向的情感。

24 個情感名詞在問卷中的標題為「一個月來心情感受」。	

	 	 	 	 生活滿意度量表翻譯自 Diener 等人（1985）編制的生活滿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此量表授權供公開使用

（http://internal.psychology.illinois.edu/~ediener/SWLS.html）。生活滿意度量

表是用來評估個人對當前整體生活的認知評價，為涉及正向或負向情感的向

四概念，量表總共有 5 題，採五點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對生活的滿意度越高。

將負向情感的題項得分反向計分後，求得題項平均數，並加上正向情感及生

活滿意度的題項平均數，再除以三，求得主觀安適感分數及其題項平均數和

標準差。	

	 	 	 	 本研究主觀安適感量表之信度部分，採：Likert	scale 七點計分法，分別

為 7 分表示「總是發生」、6 分表示「很常發生」、5 分表示「常發生」、4

分表示「一半時間」、3 分表示「不常發生」、2 分表示「很不常發生」、1	

分表示「從未發生」，故由於計分的關係，本研究之憂鬱、焦慮分數愈高，

表示愈憂鬱或較無焦慮；另外，「活力」、「正向安適」等次量表之題目為

正向題，故計分方式為 7 分表示「總是發生」、6 分表示「很常發生」、5

分表示「常發生」、4 分表示「一半時間」、3 分表示「不常發生」、2 分表

示「很不常發生」、1	 分表示「從未發生」。若研究對象得分愈高，表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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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安適感愈佳﹔反觀若研究對象得分愈低，表示其主觀安適感愈差，正向

情感較低。	

第二節	 資料蒐集	

一、母群體	

	 	 	 	 本研究界定之母群體為嘉義縣市私立高職學生(不含進修學校)，依據嘉義縣

學校資料庫

（http://schbase.cyc.edu.tw/schbase105/pub/stati.php?q_cat=sh&frm_no=3，2017 年	

1 月），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主要統計表。105 學年度「嘉義縣市高中職學生基本

資料」顯示，嘉義縣市高中職學校共計 11 所，日校班級數共計	 280	 班，日校學

生人數共計	 10,010	 名(如 3-2-1 表)，為使樣本具有代表性並兼顧學校所在地、學

校類型等因素，選擇學校採取立意抽樣方式。	

表	 3-2-1 三-1 嘉義縣各公私立高中職學校 105 學年度班級學生暨學生人數統

計表	

資料來源：嘉義縣學校資料庫（2017）。統計資訊。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基本資料。	

http://schbase.cyc.edu.tw/schbase105/pub/stati.php?q_cat=sh&frm_no=4	

	

	

	

學校名稱	 班級數	 學生人數	 學校名稱	 班級數	 學生人數	

國立高中職	 	 	 私立高職	 	 	

國立東石高中	 32	 1167	 私立協志工商	 87	 3247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18	 561	 私立萬能工商	 45	 2011	

國立民雄農工	 39	 1170	 私立弘德工商	 7	 53	

縣立高中	 	 	 私立中學	 	 	

縣立竹崎高中	 12	 351	 私立同濟高中	 6	 165	

縣立永慶高中	 12	 350	 私立協同高中	 22	 935	

合計	 28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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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樣本選取與抽樣方法	

（一）預試樣本	

	 	 	 	 進行預試之目的在提高問卷之信效度，為求本研究測量工具之嚴謹度，研究

者於問卷修訂初稿完成後，曾商請高中同學及老師，先行協助填寫問卷並提出意

見，以作為問卷修訂時的重要參考依據。為顧及母群體結構特徵的分佈狀況，本

研究之預試樣本採分層立意抽樣，將母群年級、性別及科群類型，分成綜合高中、

高職部等 2 種學習類型，分別各抽出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計發出	 104	 份

問卷（男生 68 位、女生 36 位）為預試問卷研究對象，合計非新住民子女 49 人、

新住民子女 55 人。共發出	 104	 份問卷，預試時間為 105 年 11 月間，得有效樣

本計 97	 份(如表	 3-2-2)。	

表	 3-2-2 三-2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預試樣本資料（N=104）	

項目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合計	

男性	 32	 36	 68	

女性	 17	 19	 36	

合計	 49	 55	 104	

	 	 	 	 	

	 	 	 	 本研究對象為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於初試問卷發現全量表的

Cronbachα係數為.809，在生命意義感的生命目標上，α係數為.777；在生命意義

感的生命價值上，α係數為.777；在生命意義感的生命自由上，α係數為.776；

在生命意義感的自我概念上，α係數為.762；在生命意義感的宗教支持上，α係

數為.774；在生命意義感的死亡接受上，α係數為.785；在生命意義感的靈性提

昇上，α係數為.771；在希望感的α係數為.767；在主觀安適感的正向情感上，

α係數為.811；在主觀安適感的負向情感上，α係數為.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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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三-3	 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量表之信度分析表	

各層面名稱	 正式 Cronbachα係數	

生命目標	 .782	

生命價值	 .777	

生命自由	 .776	

自我概念	 .762	

宗教支持	 .774	

死亡接受	 .785	

靈性提昇	 .771	

希望感	 .767	

生活滿意度	 .802	

正向情感	 .811	

負向情感	 .893	

整體問卷係數	 .80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正式樣本	

	 	 	 	 依據吳明隆(2008)綜合相關學者論點與經驗法則研究指出，問卷調查中對於

抽樣樣本數的大小，研究者可採用傳統可接受的數量與統計分析法來決定抽樣樣

本大小。若是小區域型的研究，適當抽樣樣本數的大小約為	 300	 至	 500；若是

中區域型的研究，適當抽樣樣本數的大小約為	 400	 至	 600；若是大區域型的研

究，適當抽樣樣本數的大小約為	 500 至 1200。於嘉義縣各公私立高中職學校 105

學年度班級及學生人數統計表（表 3-2-1）得知學生數有極大的落差，因而在做

研究對象的篩選上有極大困境，本研究著重於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的生命

意義、希望感與主觀安適感上的差異，且新住民子女數為本研究方向的重要對象

與資料取得之便利性，選擇嘉義縣高職人數較多的學校為取樣研究對象。	

	 	 	 	 為顧及母群體結構特徵的分佈狀況，本研究抽取嘉義縣單一高中職，每科別

各抽取二班，共計學生 811 名為樣本，採計全校新住民子女得 224 名，正式問卷

共發出 811 份問卷，回收 785 份，回收率為 98.16%，並針對草率填答者 65 份予

以去除，廢卷率 5.4%，有效問卷計 720 份(如表 3-2-4)，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平

均數、標準差、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考驗，若 F 值達顯著水準，再以 Scheffé's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了解各組間的差異情形進行分析。而正式施測期間於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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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至 106 年 3 月 10 日間，研究者先以電話方式與各科別之導師聯絡並徵

得同意後，再親自拜訪並將其問卷交予導師發予學生填寫。	

	

表	 3-2-4 三-4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有效問卷人數統計表（n=720）	

項目	 年級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合計	

男性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32(18.3%)	

78(10.8%)	

93(12.9%)	

54(7.5%)	

26(3.6%)	

30(4.1%)	

413(57.3%)	

女性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73(10.1%)	

79(10.9%)	

61(8.4%)	

56(7.7%)	

21(2.9%)	

17(2.3%)	

307(42.6%)	

合計	 	 516(71.6%)	 206(28.6%)	 7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性別：『男生』共 413 人（57.4%），非新住民子女共 303 人，新住民子

女共 110 人;『女生』共 307 人（42.6%），非新住民子女 213 人，新住民子

女共 94 人。	

二、年級：『高中職一年級』共 315 人（43.8％）;『高中職二年級』共 204

人（28.3％）;	 『高中職三年級』共 201 人（27.9％）。在分發問卷時，雖然

均採抽樣的原則，但在施測時高三學生填答的內容部分過於草率，遂導致高

中職一年級之樣本數大於二、三年級生。	

三、接觸死亡經驗：無經歷過親友死亡經驗共 207 人(28.7%)	;	 有經歷過親友

死亡經驗共 513 人(71.3%)。無經歷過寵物死亡經驗共 296 人(41.1%)	;	 有經歷

過寵物死亡經驗共 424 人(58.9%)。	

四、家中排行：長子女共 247 人（34.3%）;排行在中間共 141 人（19.6%）;	 老

么共 275 人（38.2%）;獨生子女共 57 人（7.9%）。	

五、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數：非新住民子女共 516 人（71.7%）；新

住民子女共 204 人（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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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相關研究，以

及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新住民子女，其希望感與主觀安適感之差異情形，與變項

之間的相關性，並進一步探討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之預測因子。

根據研究目的及參考國內與國外相關文獻，擬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變項間之相

關性。如圖 3-2-1 所示。	

	

	

	

	

	

	

	

	

	

	

	

	

	

圖	 3-3-1 三-1	 研究架構圖	

背景變項 

1.性別 

2.年級 

3.接觸死亡經驗 

4.家中排行 

生命意義 

1.人生目標 
2.存在價值 
3.自由意志 
4.自我概念 
5.宗教支持 
6.死亡接受 
7.靈性提昇 

主觀安適感 

1.生活滿意 

2.正向情感 

3.負向情感 

希望感 

1.動能 

2.路徑 

3	 5	

6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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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問題，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分別敘述如下：	 	

	 	 	 	 研究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之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其生命意義有顯

著差異。	 	

	 	 	 	 研究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之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其希望感有顯著

差異。	

	 	 	 	 研究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之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其主觀安適感有

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四：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之生命意義與希望感有顯著相關性。	 	

	 	 	 	 研究假設四：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之希望感與主觀安適感有顯著相關	 	 	

性。	 	

	 	 	 	 研究假設六：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意義與希望感對主觀安適感

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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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圖	 3-5-1 三-2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研究流程	

	

	

	

	

文獻分析	

針對生命意義感、希望感、

主觀安適感進行相關研究探

討。	

探討國內及新移民女性及其

子女照顧及教育之相關制

度、落實方案或具體措施等。	

作為建構問卷調查向度之依

據作為深入探討之基礎	

文獻分析內容	

建立問卷	

問卷發放與回收	

資料分析統計	

問卷結果、文獻探討交叉

比對	

問

卷

部

分	

撰寫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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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經參考相關文獻建立研究架構，尋找並修編符合研究之量表，擬定問

卷初稿，進行預試，再進行正式量表調查，其實施程序如下：	

一、蒐集文獻資料	

	 	 	 	 研究者於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2 月，多方蒐集資料與文獻，並從文獻資

料中，針對國內外有關生命意義、希望感與主觀安適感相關研究書籍與論文。尋

找研究題目，再進行文獻探討，藉以奠定本研究之理論基礎與研究架構。	

二、確定研究題目	

	 	 	 	 透過文獻蒐集與研究者實務經驗，於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研擬出研

究主題與計畫，經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確定研究主題為「本國與新移民子女生命

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差異研究」。	

三、修編預試量表	

	 	 	 	 根據文獻探討與實務經驗，參考戴玉婷所編制之「國中生全人生命意義量表」，

此量表經過學者專家進行內容效度審查後，故在量表實施上有其效度及信度，且

於提請論文初審時擬以此問卷實施信效度的檢核，此問卷信效度皆合於研究規範

之範疇；依據文獻資料與實務工作經驗，同時參考周雨虹（2012）「國中生之生

活事件、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相關研究」，擬採當中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問卷

內容，輔以生命意義七大層面，構成生命意義、希望感與主觀安適感之研究。	

四、量表預試階段	

	 	 	 	 於預試量表回收完成後，在	 2016 年 12 月間，探討各題目描述統計表、各分

量表與總分間的統計量、內部一致性分析、鑑別度分析與因素分析，進行選題，

編製成正式量表。	

五、正式施測	

	 	 	 	 於	 2016 年 12 月初，對預定的研究對象實施正式調查，並於 2017 年 3 月 10

日完成量表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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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統計分析	

	 	 	 	 量表回收後，於	 2017 年 3 月，以	 SPSS	23.0	 中文統計套裝版進行資料處理

分析。	

七、撰寫報告	

	 	 	 	 2017 年 4 月起對呈現資料結果加以解釋、比較，進行論文撰述工作並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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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的資料處理採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mac	23	 版，進行資料整

理與分析，以驗證問卷可信程度。	

	 	 	 	 	 一、建檔檢核	 	

（一）	 去除無效問卷	 	

問卷回收後，將回收之問卷逐一檢查，凡是填答不完整、未依規定

填答、固定式反應答案、資料不實之問卷，視為廢卷，進而捨棄不

用。	

（二） 編碼建檔	

	 	 	 	 	 	 將人工篩選過後的有效問卷，逐一分類編碼並輸入電腦建檔。	

（三） 檢核輸入資料的正確性	 	

1. 利用 SPSS 套裝軟體，檢查所呈現表格數值是否有不合理的地

方，再加以修正。	

2. 挑選有效問卷，逐題逐項核對原始資料。	

	 	 	 	 	 二、資料分析	

利用 SPSS 套裝軟體進行分析，驗證本研究各假設。	

1. 描述統計：以平均數（arithmetic	mean,M）、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SD）及百分比分析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

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認知之現況。	

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探討年級、出生序背

景變項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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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適感之認知是否有顯著差異。以上分析若達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對，找出組間差異，藉以驗證問題。	

3. 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	T	Test）：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分析性別、是否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及是否曾面臨寵物

死亡經驗變項與生命意義、希望感與主觀安適感是否具有顯著

相關。	

4. 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Prodct-moment	correlation）：分析新

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意義	、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各

分層面的關係。	

5. 以同時迴歸(simultaneous	regression)：進行不同背景變項、生命

意義與希望感對於主觀安適感、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負向

情感的預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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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探討不同變項之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之高中生根據研究目

的與研究問題，將問卷進行統計分析，分述結果及討論來呈現問卷調查所獲得的

研究結果。包括下列幾個部分。第一節為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

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現況分析；第二節為不同背景變項之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

民子女在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上的差異探討；第三節為新住民子女與

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相關關係；第四節為新住民子女

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依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的原則來進行，抽取嘉義縣政府教

育處轄區內某一私高中職若干名樣本為研究對象，茲將本研究嘉義縣新住民子女

與非新住民子女背景變項之描述統計呈現如下，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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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四-1 非新住民子女與新住民子女背景變項之次數分配表（N=720）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1.性別	
男	

女	

413	

307	

57.4%	

42.6%	

2.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315	

204	

201	

43.8%	

28.3%	

27.9%	

3.接觸死亡經驗	
有經歷親朋好友死亡經驗	

無經歷親朋好友死亡經驗	

207	

513	

28.7%	

71.3%	

4.接觸死亡經驗	
有經歷寵物死亡經驗	

無經歷寵物死亡經驗	

424	

296	

58.9%	

41.1%	

5.家中排行	

長子女	

排行中間	

老么	

獨生子女	

247	

141	

275	

57	

34.3%	

19.6%	

38.2%	

7.9%	

6.是否為新住民子女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71.7%	

28.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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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

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中研究對象為高中職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學生，主要探討其新住

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於民國 106 年 2 月至 3 月之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

感認知現況，並分析他們在各層面的表現上是否有差異，研究結果與討論如下：	

壹、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之生命意義現況分析	

	 	 	 	 本研究使用『國中生全人生命意義量表』採五點計分方式，每題最高 5 分，

最低 1 分，全量表共分為七個分量表，各分量有 7 到 8 題不等，共 55 題，其新

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意義認知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1-1 所述。	

表	 4-1-1 四-2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在生命意義感之平均分析摘要表（N=720）	

變項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生命目標	 30.72	 .57	 8	 3.84	

生命價值	 28.14	 .58	 7	 4.02	

生命自由	 32.64	 .58	 8	 4.08	

自我概念	 30.56	 .69	 8	 3.82	

宗教支持	 29.36	 .67	 8	 3.67	

死亡接受	 29.12	 .74	 8	 3.64	

靈性提昇	 32.08	 .63	 8	 4.01	

整體生命意義	 213.40	 .51	 55	 3.88	

	

	 	 	 	 從上述的統計分析結果來看，本研究高中職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

命意義個層面的得分為：在整體生命意義量表總分的得分為 213.4，每題平均得

分為 3.88，介於沒意見與同意之間，其中生命價值、生命自由、靈性提昇等構面

各題目之平均得分高於整體生命意義量表每題平均得分，死亡接受分量表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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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也較其他分量表高，表示此構面研究樣本有較高的差異性，但生命目標分量表

之標準差較其他分量表低，表示此構面研究樣本有較高的一致性。由整體生命意

義感每題平均得分為 3.88，可知本國與新住民整體的生命意義表現得分上偏同意。	

表	 4-1-2 四-3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意義感之平均分析摘要表（N=720）	

變項構面	 對象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

均得分	

生命目標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30.64	

31.2	

30.72	

.56	

.58	

.57	

8	

3.83	

3.90	

3.84	

生命價值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27.93	

28.7	

28.14	

.59	

.57	

.58	

7	

3.99	

4.10	

4.02	

生命自由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32.48	

33.12	

32.64	

.57	

.59	

.58	

8	

4.06	

4.14	

4.08	

自我概念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30.32	

31.12	

30.56	

.68	

.70	

.69	

8	

3.79	

3.89	

3.82	

宗教支持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29.2	

29.52	

29.36	

.64	

.76	

.67	

8	

3.65	

3.69	

3.67	

死亡接受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28.88	

29.84	

29.12	

.72	

.80	

.74	

8	

3.61	

3.73	

3.64	

靈性提昇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31.76	

32.8	

32.08	

.61	

.68	

.63	

8	

3.97	

4.10	

4.01	

整體生命意義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211.75	

216.7	

213.4	

.50	

.55	

.51	

55	

3.85	

3.94	

3.88	

	 	 	 	 由表 4-1-2 得知，本研究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自由」每題平均得分為 4.06

最高;其次為「生命價值」得分為 3.99;最低為「死亡接受」得分為 3.61。新住民子

女在「生命自由」每題平均得分為 4.14 最高;其次為「生命價值」及「靈性提昇」

得分為 4.10;最低為「死亡接受」得分為 3.73。其餘各層面皆高於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同在「生命自由」層面，表現出高度相關性，呈現平

均得分高於 4.00 分。其次得分新住民子女在「靈性提昇」層面顯著平均得分高於

非新住民子女有 0.13 分，亦呈現出新住民子女在靈性需求上相較高於本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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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之希望感現況分析	

	 	 	 	 今本研究使用『希望感量表』採五點計分方式，每題最高 5 分，最低 1 分，

全量表共分為兩個分量表，各分量有 3 到 4 題不等，共 7 題，其希望感的平均數

與標準差如表 4-1-3 所述。	

表	 4-1-3 四-4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在希望感之平均分析摘要表（N=720）	

	

	 	 	 	 在希望感路徑每題平均得分為 3.83 分整體高於，希望感動能每題平均得分

3.76 分。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的希望感兩層面在動能上有可以提昇的空間。

整體希望感量表總分的平均為 26.39，每題平均得分為 3.77，介於沒意見與同意

之間，可知非新住民子女與新住民子女希望感的得分上偏中上。	

	

	

	

	

	

	

	

變項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動能	 11.28	 .69	 3	 3.76	

路徑	 15.32	 .66	 4	 3.83	

整體希望感	 26.39	 .70	 7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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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四-5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希望感之平均分析摘要表（N=720）	

	

	 	 	 	 非新住民子女和新住民子女在希望感的平均值、平均正確率、最小值、最大

值、標準值如 4-1-4，全量表及其分量表介於 3.72 到 3.92 之間，以中間值 3 分為

判斷標準，發現整體的希望感略高於中間值。新住民子女的希望感動能及路徑上

平均得分為 3.85 分及 3.92 分皆高於非新住民子女和整體的平均值，從上可知新

住民子女在希望感上的感受程度都較非新住民子女為佳。	

	

	

	

	

	

	

	

變項構面	 對象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

均得分	

動能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11.16	

11.55	

11.28	

.67	

.72	

.69	

3	

3.72	

3.85	

3.76	

路徑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15.2	

15.68	

15.32	

.64	

.69	

.66	

4	

3.80	

3.92	

3.83	

整體希望感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26.18	

26.95	

26.39	

.65	

.70	

.70	

7	

3.74	

3.85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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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之主觀安適感現況分析	

	 	 	 	 	

表	 4-1-5 四-6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在主觀安適感之平均分析摘要表（N=720）	

	 	 	 	 	

	 	 	 	 表 4-1-5 為變項的描述統計及平均值比較，顯示主觀安適感、生活滿意度、

正向情感等題項，屆高於中間值，此份結果與 Diener 與 Diener(1996)於 43 個國家

取得代表性樣本得出的結果相近，即 86%的主觀安適感在平均數的中間值以上。

只有少數的研究發現低於中間值的生活滿意度（曾文志，2008）。	

	 	 	 	 同時顯示發現負向情感之平均值為 2.82，為中下程度。與先前的研究結果同

樣發現負向情感為中下程度。且研究中發現整體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的主

觀安適感，顯示樣本的心理健康大致良好，稱不上是幸福、快樂的，較值得欣慰

且令人意外的是樣本中負向情感是較低的，與一般印象中青春期的情緒不穩（馮

觀富，2005）的觀點是不同的。	

	

	

	

	

變項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生活滿意度	 17.8	 .75	 5	 3.56	

正向情感	 35.6	 1.46	 8	 4.45	

負向情感	

（未反向計分）	
45.12	 1.08	 16	 2.82	

主觀安適感	 136.09	 0.73	 31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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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四-7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在主觀安適感之平均分析

摘要表（N=720）	

	

	 	 	 	 從 4-1-6 的資料可知，在生活滿意度層面非新住民子女稍高於新住民子女但

差異不大，而在正向情感中新住民子女平均得分為 4.58 分高於非新住民子女達

0.19 分，凸顯出非新住民子女在正向情感中所得到的滿足不僅低於平均值，更顯

現於少於新住民子女在正向思維的實踐，相同事件的發生當事人的觀點著實影響

正向情感的抉擇。反觀負向情感層面，亦呈現出新住民子女平均得分 2.96 分，高

於非新住民子女平均得分 2.77 分達 0.19 分。	

變項構面	 對象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

均得分	

生活滿意度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17.85	

17.75	

17.8	

.72	

.84	

.75	

5	

3.57	

3.55	

3.56	

正向情感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35.12	

36.64	

35.6	

1.44	

1.51	

1.46	

8	

4.39	

4.58	

4.45	

負向情感	

（未反向計分）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44.32	

47.36	

45.12	

1.04	

1.17	

1.08	

16	

2.77	

2.96	

2.82	

主觀安適感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71	

.80	

.73	

31	

4.39	

4.39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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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

子女在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上的差異

探討	

	 	 	 	 本節主要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對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

望感及主觀安適感的認知是否已顯著的影響。本研究所探討背景變項分別為性別、

年級、出生序、是否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及是否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為自變項，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及其七個層面，希望感之動能與路徑，和主

觀安適感生活滿意、正向情感、負向情感為依變項。根據問卷進行獨立樣本 t 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 F 值達顯著水準，再以 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較，以

了解各組間的差異情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用一驗證，分析結果輔以文獻資料於

段落進行討論。	

	

壹、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對其生命意義認知的差異分析	

	 	 	 	 為瞭解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意義各層面之差異情形，以獨立樣

本 t 檢定進行差異分析，如表 4-2-1 表示各層面反應，其結果在生命目標、生命

自由、自我概念、宗教支持及死亡接受尚未達顯著差異，而在生命價值

（t=-2.22,p<.05）、靈性提昇（t=-2.49,p<.05）及整體生命意義（t=-2.49,p<.05）

上有顯著差異。由此可知，新住民子女在個人能否透過經驗、愛和助人體認到生

命價值的體現。同時也展現個人對大自然及萬物的生存權有所感觸和啟發，且於

靈性成長上有助於未來面臨生命事件正向的處理態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死

亡接受的部份，雖未達顯著差異，但新住民子女在此層面的平均數 3.72 分高於非

新住民子女 3.6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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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四-8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在生命意義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720）	

註：＊p<.05	 ＊＊p<.01	 ＊＊＊p<.001	

	

	

層面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生命目標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83	

3.90	

.55	

.58	
-1.61	 .108	

生命價值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99	

4.10	

.59	

.57	
-2.22*	 .027	

生命自由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79	

3.89	

.57	

.59	
-1.70	 .090	

自我概念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79	

3.89	

.68	

.70	
-1.70	 .089	

宗教支持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65	

3.69	

.64	

.76	
-.674	 .501	

死亡接受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61	

3.72	

.72	

.80	
-1.95	 .051	

靈性提昇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97	

4.09	

.61	

.68	

-2.49*	 .013	

整體生命意義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85	

3.94	

.50	

.55	

-2.49*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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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不同性別對各層面差異分析	

	 	 	 	 再進一步從不同性別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分析包含生命目標、生命價值、生

命自由、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昇、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

希望感、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各層面的差異分析，如

表 4-2-2。發現整體女性在生命價值（t=-2.46,p<.05）、主觀安適感（t=-2.40,p<.05）

達顯著差異，尤其正向情感（t=-5.59,p<.001）顯示女性對於男性有較高的正向積

極思維與態度。	

表	 4-2-2 四-9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不同性別在呈現顯著層面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N=720）	

註：＊p<.05	 ＊＊p<.01	 ＊＊＊p<.001	

	

層面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生命目標	
男性	
女性	

413	
307	

3.83	
3.87	

.58	

.54	
-.109	 .278	

生命價值	
男性	
女性	

413	
307	

3.98	
4.09	

.61	

.55	
-2.46*	 .014	

生命自由	
男性	
女性	

413	
307	

4.05	
4.12	

.60	

.55	
-1.63	 .103	

自我概念	
男性	
女性	

413	
307	

3.83	
3.82	

.72	

.65	
.148	 .883	

宗教支持	
男性	
女性	

413	
307	

3.70	
3.62	

.69	

.65	
1.62	 .107	

死亡接受	
男性	
女性	

413	
307	

3.68	
3.60	

.72	

.77	
1.52	 .129	

靈性提昇	
男性	
女性	

413	
307	

3.99	
4.03	

.64	

.62	
-1.10	 .271	

希望感動能	
男性	
女性	

413	
307	

3.75	
3.77	

.70	

.67	
-.271	 .786	

希望感路徑	
男性	
女性	

413	
307	

3.83	
3.83	

.66	

.66	
-.145	 .885	

希望感	
男性	
女性	

413	
307	

3.76	
3.78	

.68	

.66	
-.342	 .732	

生活滿意度	
男性	
女性	

413	
307	

3.59	
3.53	

.75	

.76	
.989	 .323	

正向情感	
男性	
女性	

413	
307	

3.59	
3.53	

1.46	
1.40	

-5.59***	 .000	

負向情感	
男性	
女性	

413	
307	

2.77	
2.91	

1.10	
1.04	

-1.82	 .070	

主觀安適感	
男性	
女性	

413	
307	

3.79	
3.89	

.71	

.75	
-2.40*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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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對希望感認知的差異分析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考驗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希望感路徑、希望感

動能及整體希望感是否有差異，結果如表 4-2-3。在希望感路徑（t=-.227,p<.05）、

希望感動能（t=-.220,p<.05）及整體希望感（t=-.205,p<.05）皆達顯著差異。由此

可知，新住民子女在路徑思考上優於非新住民子女，且在希望感的動能上同樣高

於非新住民子女，同時於整體希望感中顯著對於實際運用希望感，對預定的學習

目標，可找到多種的途徑來提升能力，並伴隨著追尋目標的動機，即使受到阻礙

時也不會有負面的情緒(Snyder,	1999)。由此可知，新住民子女的希望感能幫助建

立對自己正面的看法，促使個體樂觀進取、積極向學，與 Curry 等人在 1997 年

的研究結論相符。	

	

	

表	 4-2-3 四-10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希望感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720）	

註：＊p<.05	 ＊＊p<.01	 ＊＊＊p<.001	

	

	

層面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希望感路徑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72	

3.85	

.67	

.72	
-2.27*	 .024	

希望感動能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80	

3.92	

.64	

.69	
-2.20*	 .027	

希望感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74	

3.85	

.65	

.70	
-2.05*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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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對其主觀安適感的差異分析	

	 	 	 	 表 4-2-4 說明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主觀安適感各層面上所呈現的差

異情況。由表 4-2-4 可知，負向情感（t=-1.98,p<.05）面向達顯著水準，且新住民

子女平均數為 2.98 高於非新住民子女 2.78 分，顯示新住民子女的負向情感較高。

其於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和主觀安適感則沒有明顯的差異。	

表 	 4-2-4 四 -11	 新 住 民 子 女 與 非 新 住 民 子 女 在 主 觀 安 適 感 之 t 考 驗 分 析 摘 要 表 （ N=720）	

註：＊p<.05	 ＊＊p<.01	 ＊＊＊p<.001	

伍、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其各層面的差異分析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中對於各層面的差異情

形如表 4-2-5。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其達顯著層

面為生命價值（t=-2.00,p<.05）。死亡接受（t=-.233,p<.05）呈現顯著水準，此研

究發現與張淑美（1989，1993，1995）、林烝增	 （1997）、蔡秀錦（1991）顯示

死亡概念受本身經驗、接觸死亡相關經驗、親友與寵物的死亡經驗、動植物死亡

經驗、家中談論死亡情形影響。而在生命自由層面（t=-2.40,p<.05）亦呈現顯著，。	

	

層面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生活滿意度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3.56	

3.55	

.72	

.84	
.267	 .790	

正向情感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4.39	

4.58	

1.44	

1.51	
-1.56	 .113	

負向情感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2.78	

2.98	

1.04	

1.24	
-1.98*	 .048	

主觀安適感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516	

204	

4.39	

4.39	

.71	

.80	
.043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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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四-12	 整體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在各層面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720）	

註：＊p<.05	 ＊＊p<.01	 ＊＊＊	 p<.001	

	

	

	

	

層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生命目標	
無經歷	

有經歷	

3.81	

3.85	

.60	

.55	
-.975	 .330	

生命價值	
無經歷	

有經歷	

3.96	

4.05	

.59	

.58	
-2.00*	 .045	

生命自由	
無經歷	

有經歷	

4.00	

4.11	

.59	

.57	
-2.40*	 .017	

自我概念	
無經歷	

有經歷	

3.79	

3.84	

.63	

.71	
-.894	 .372	

宗教支持	
無經歷	

有經歷	

3.66	

3.66	

3.66	

3.66	
-.007	 .995	

死亡接受	
無經歷	

有經歷	

3.54	

3.68	

.74	

.74	
-.233*	 .020	

靈性提昇	
無經歷	

有經歷	

3.96	

4.03	

.64	

.63	
-1.13	 .258	

希望感動能	
無經歷	

有經歷	

3.80	

3.75	

.64	

.71	
.90	 .368	

希望感路徑	
無經歷	

有經歷	

3.81	

3.83	

.62	

.67	
-.427	 .669	

整體希望感	
無經歷	

有經歷	

3.77	

3.77	

.63	

.69	
.117	 .907	

生活滿意度	
無經歷	

有經歷	

3.57	

3.56	

.71	

.77	
.161	 .872	

正向情感	
無經歷	

有經歷	

4.37	

4.47	

1.51	

1.45	
-.860	 .390	

負向情感	
無經歷	

有經歷	

2.79	

2.85	

1.08	

1.08	
-.64	 .522	

主觀安適感	
無經歷	

有經歷	

4.38	

4.40	

.73	

.73	
-.187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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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其各層面的差異

分析	

	 	 	 	 本部分以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為自變項，以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

各層面為依變項進行 t 考驗，結果如表 4-2-6 所示。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宗教支持、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希望感、正

向情感、負向情感、主觀安適感位達縣助興差異；在生命目標（t=-.200,p<.05）、

生命價值（t=360,p<.001）、生命自由（t=-2.99,p<.01）、自我概念（t=-2.15,p<.05）、

死亡接受（t=-2.09,p<.05）、靈性提昇（t=-2.52,p<.05）六各層面上達到顯著差異，

對於差異將於綜合討論時呈現相關研究。	

表	 4-2-6 四-13	 整體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在各層面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720）	

註：＊p<.05	 ＊＊p<.01	 ＊＊＊p<.001	

層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生命目標	
無經歷	
有經歷	

3.80	
3.88	

.58	

.55	
-.200*	 .045	

生命價值	
無經歷	
有經歷	

3.93	
4.09	

.59	

.57	
-3.60***	 .000	

生命自由	
無經歷	
有經歷	

4.00	
4.13	

.58	

.57	
-2.99**	 .003	

自我概念	
無經歷	
有經歷	

3.76	
3.87	

.63	

.72	
-2.15*	 .032	

宗教支持	
無經歷	
有經歷	

3.62	
3.69	

.65	

.69	
-1.53	 .127	

死亡接受	
無經歷	
有經歷	

3.57	
3.69	

.73	

.75	
-2.09*	 .037	

靈性提昇	
無經歷	
有經歷	

3.94	
4.06	

.64	

.62	
-2.52*	 .012	

希望感動能	
無經歷	
有經歷	

3.76	
3.76	

.70	

.68	
.093	 .926	

希望感路徑	
無經歷	
有經歷	

3.79	
3.86	

.66	

.66	
-1.28	 .203	

整體希望感	
無經歷	
有經歷	

3.75	
3.78	

.67	

.67	
-.721	 .471	

生活滿意度	
無經歷	
有經歷	

3.55	
3.57	

.74	

.77	
-.257	 .799	

正向情感	
無經歷	
有經歷	

4.40	
4.48	

1.52	
1.43	

-.675	 .500	

負向情感	
無經歷	
有經歷	

2.75	
2.88	

1.10	
1.07	

-1.57	 .117	

主觀安適感	
無經歷	
有經歷	

4.40	
4.39	

.73	

.74	
.275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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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不同年級在各層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在不同年級於各層面在單因子變異數差異

情形如表 4-2-7。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在不同年級其達顯著層面為生

命目標（F=4.24,p<.05）呈現出處於三年級的學生比二年級的學生更有人生理想、

存在感及負責任的態度；自我概念（F=3.55,p<.05）同樣三年級較二年級對目前

自我價值概念較為清晰，且學會調整自己的學習態度與處世風格；死亡接受

（F=4.79,p<.01）三年級對於二年級更能正向看待死亡或理解到死亡是生命必然

的事情，進而可以客觀地接受死亡教育的發生。	

表	 4-2-7 四-14	 整體不同年級在呈現各層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720）	

	 年級	 	 	

	 一（N=）315	 二（N=）204	 三（N=）201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生命目標	 3.87	 .57	 3.75	 .58	 3.91	 .52	 4.24*	 三>二	

生命價值	 3.98	 .59	 4.01	 .59	 4.10	 .57	 2.80	 	

生命自由	 4.01	 .61	 4.04	 .54	 4.14	 .59	 1.43	 	

自我概念	 3.82	 .67	 3.74	 .64	 3.91	 .74	 3.55*	 三>二	

宗教支持	 3.66	 .67	 3.65	 .66	 3.68	 .68	 .059	 	

死亡接受	 3.69	 .72	 3.51	 .78	 3.70	 .72	 4.79**	 三>二	

靈性提昇	 4.00	 .65	 3.96	 .65	 4.07	 .59	 1.58	 	

希望感動能	 3.79	 .69	 3.69	 .68	 3.79	 .69	 1.31	 	

希望感路徑	 3.85	 .66	 3.76	 .67	 3.88	 .64	 1.79	 	

生活滿意度	 3.59	 .76	 3.50	 .73	 3.58	 .79	 .990	 	

正向情感	 4.47	 1.49	 4.48	 1.47	 4.37	 1.41	 .325	 	

負向情感	 2.83	 1.16	 2.75	 1.18	 2.90	 .94	 1.03	 	

主觀安適感	 4.41	 .78	 4.41	 .74	 4.35	 .64	 .428	 	

註：＊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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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出生序在各層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依據背景變項中的出生序在各層面的變異數分析中皆未呈現顯著差異，表

4-2-8 為背景變項中出生序呈現較顯著差異的層面，希望感（F=2.45,p>.01）層面

中出現長子女（平均數=3.83）高於老么（平均數=3.70）的情形，僅就研究結果

提供後續研究者，可就此議題持續進行探究。	

表	 4-2-8 四-15	 出生序整體在呈現顯著層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720）	

註：＊p<.05	 ＊＊p<.01	 ＊＊＊p<.001	

	

	

玖、非新住民子女於背景變項中各層面 t 考驗及變異數分析	

	 	 	 	 非新住民子女在性別不同時以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統計結果如表 4-2-9，非新住

民子女在不同性別時在各層面的比較研究結果顯示，生命目標、生命價值、生命

自由、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昇、生活滿意度、希望感路徑、

希望感動能、負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皆未達到顯著水準，僅在正向情感

（t=-3.68,p<.001）表現出非新住民子女中的女性平均得分 4.66 分高於男性 4.20

分，雷同於少數研究發現女性的安適感（陸洛，1998；梁忠軒，2002；鄧清如，

2005）與生活滿意（陳奐妤，2011）高於男性。	

表	 4-2-9 四-16	 	 非新住民子女性別不同於顯著層面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516）	

註：＊p<.05	 ＊＊p<.01＊＊＊p<.001	

	

	 年級	 	 	

	 長子女	 排行中間	 老么	 獨生子女	 	 	

	 平均	

標

準

差	

平均	

標

準

差	

平均	

標

準

差	

平均	

標

準

差	

F	 事後比較	

希

望

感	

3.82	 .74	 3.83	 .61	 3.65	 .58	 3.61	 .71	
3.07*	

（.027）	

長子女>

老么

（.133）	

層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正向情感	
男性	

女性	

4.20	

4.66	

1.43	

1.42	
-3.6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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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新住民子女在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時以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統計結果如表

4-2-10，非新住民子女在曾面臨寵物死亡在各層面的比較研究結果顯示，生命目

標、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生活滿意度、希望感路徑、希望感動能、

負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皆未達到顯著水準，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價值

（t=-2.34,p<.05）、生命自由（t=-2.44,p<.05）、靈性提昇（t=-2.60,p<.01）及整

體生命意義（t=-2.12,p<.05）達顯著差異。	 	

表	 4-2-10 四-17	 非新住民子女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在顯著各層面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N=516）	

註：＊p<.05	 ＊＊p<.01	 ＊＊＊p<.001	

	

	 	 	 	 非新住民子女在出生序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統計結果如表 4-2-11，非新住

民子女在出生序各層面的比較研究結果顯示，生命目標、生命價值、生命自由、

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昇、生活滿意度、希望感路徑、希望感

動能、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皆未達到顯著水準，僅在希望感

（F=3.07,p>.05）層面中出現長子女（平均數=3.83）高於老么（平均數=3.70）的

情形，僅就研究結果提供後續研究者，可就此議題持續進行探究。	

	

層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生命價值	
無經歷	

有經歷	

3.92	

4.10	

.60	

.57	
-2.34*	 .020	

生命自由	
無經歷	

有經歷	

3.99	

4.11	

.57	

.57	
-2.44*	 .015	

靈性提昇	
無經歷	

有經歷	

3.89	

4.03	

.63	

.59	
-2.60**	 .010	

整體生命意義	
無經歷	

有經歷	

3.80	

3.59	

.48	

.51	
-2.12*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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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四-18	 非新住民子女在出生序在呈現顯著層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16）	

註：＊p<.05	 ＊＊p<.01	 ＊＊＊p<.001	

	 	 	 	 非新住民子女在不同年級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統計結果如表 4-2-12，非新

住民子女在出生序各層面的比較研究結果顯示，生命目標、生命自由、自我概念、

宗教支持、靈性提昇、生活滿意度、希望感路徑、希望感動能、正向情感、負向

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皆未達到顯著水準，僅在生命價值（F=3.28,p>.05）層面中出

現三年級學生（平均數=4.08）高於一年級學生（平均數=3.91），死亡接受

（F=3.28,p>.05）層面中出現三年級學生（平均數=3.70）高於二年級學生（平均

數=3.62），顯現出非新住民子女三年級學生在透過經驗、愛及助人來感受生命

價值的態度更為顯著，同時在關於面對死亡時能以較為無懼、坦然面對的態度來

承擔。	

表	 4-2-12 四-19	 非新住民子女在不同年級呈現顯著層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516）	

註：＊p<.05	 ＊＊p<.01＊＊＊p.<.001	

	

	

	

	 年級	 	 	

	 長子女	 排行中間	 老么	 獨生子女	 	 	

	 平均	

標

準

差	

平均	

標

準

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

準

差	

F	 事後比較	

希

望

感	

3.83	 .72	 3.83	 .61	 3.70	 .61	 3.66	 .79	
2.45	

（.62）	

長子女>老么

（.191）	

	 年級	 	 	

	 一（N=）315	 二（N=）204	 三（N=）201	 	 	

	
平

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F	

事後比

較	

生命價值	 3.92	 .61	 4.00	 .58	 4.08	 .56	 3.28*	 三>一	

死亡接受	 3.63	 .65	 3.48	 .76	 3.70	 .68	 3.86*	 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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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新住民子女於背景變項中各層面 t 考驗及變異數分析	

	 	 	 	 新住民子女在性別不同時以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統計結果如表 4-2-13，新住民

子女在不同性別時在各層面的比較研究結果顯示，生命目標、生命自由、自我概

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昇、生活滿意度、希望感路徑、希望感動能、

負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皆未達到顯著水準，在生命價值（t=-2.60,p<.05）呈現出

新住民子女中的女性較男性更能透過經驗、愛及助人來感受生命價值；主觀安適

感（t=-2.17,p<.001）及正向情感（t=-4.56,p<.001）同樣與非新住民子女表現出女

性平均得分 5.10 分高於男性 4.16 分，雷同於少數研究發現女性的安適感（陸洛，

1998；梁忠軒，2002；鄧清如，2005）與生活滿意（陳奐妤，2011）高於男性。	

表	 4-2-13 四-20	 	 新住民子女性別不同於顯著層面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204）	

註：＊p<.05	 ＊＊p<.01＊＊＊p<.001	

	 	 	 	 新住民子女在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時以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統計結果如表

4-2-14，新住民子女在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時在各層面的比較研究結果顯示，生

命目標、生命價值、自我概念、宗教支持、靈性提昇、生活滿意度、希望感路徑、

希望感動能、負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皆未達到顯著水準，在生命自由

（t=-2.15,p<.05）呈現出新住民子女中曾經歷親人死亡經驗的人可經由接納與超

越進而使生命得以昇華之信念；死亡接受（t=-2.66,p<.01）相較無經歷親人死亡

經驗的人，在死亡之接受及面臨時可用較為坦然面對的態度；整體生命意義

（t=-2.02,p<.05）呈現出有經歷親人死亡經驗的人，可推論到更重視生命的品質，

且盼望未來並知道自己為何而活。	

層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生命價值	
男性	

女性	

4.02	

4.19	

.61	

.52	
-2.06*	 .041	

主觀安適感	
男性	

女性	

4.30	

4.52	

.81	

.77	
-2.17*	 .031	

正向情感	
男性	

女性	

4.16	

5.10	

1.54	

1.32	
-4.5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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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4 四-21	 新住民子女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在顯著各層面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204）	

註：＊p<.05	 ＊＊p<.01＊＊＊p<.001	

	 	 	 新住民子女在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時以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統計結果如表 4-2-15，

新住民子女在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時在各層面的比較研究結果顯示，生命自由、

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昇、生活滿意度、希望感路徑、希望感

動能、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皆未達到顯著水準，在生命目標

（t=-2.17,p<.05）呈現出新住民子女中的曾經歷寵物死亡經驗的人對個人理想、

目標上能清楚設計並計劃且執行每個步驟；生命價值（t=-2.97,p<.01）相較無經

歷親人死亡經驗的人，可以更去肯定每個人的存在都有其意義與價值，亦能感受

到父母對自己的愛。	

表	 4-2-15 四-22	 	 新住民子女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在顯著各層面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N=204）	

註：＊p<.05	 ＊＊p<.01＊＊＊p<.001	

	

層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生命價值	
無經歷	

有經歷	

3.99	

4.16	

.66	

.55	
-1.88	 .061	

生命自由	
無經歷	

有經歷	

4.01	

4.20	

.53	

.60	
-2.15*	 .032	

死亡接受	
無經歷	

有經歷	

3.51	

3.83	

.79	

.78	
-2.66**	 .008	

整體生命意義	
無經歷	

有經歷	

3.81	

4.00	

.51	

.57	
-2.02*	 .045	

層面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生命目標	
無經歷	

有經歷	

3.78	

3.97	

.65	

.53	
-2.17*	 .030	

生命價值	
無經歷	

有經歷	

3.95	

4.20	

.57	

.56	
-2.97**	 .003	

自我概念	
無經歷	

有經歷	

3.77	

3.96	

.68	

.71	
-1.79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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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住民子女在出生序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統計結果如表 4-2-16，新住民子

女在出生序各層面的比較研究結果顯示，生命價值、生命自由、自我概念、宗教

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昇、希望感路徑、希望感動能、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皆未達到顯著水準，僅在生命目標（F=2.86,p>.05）層面

中出現老么（平均數=4.02）高於長子女（平均數=3.77），呈現出在家中出生序

為老么的有較高人生理想，且當理想與現實發生衝突時，依然能堅持自己的理想。	

	

	

表	 4-2-16 四-23	 新住民子女在出生序在呈現顯著層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N=204）	

註：＊p<.05	 ＊＊p<.01	 ＊＊＊p<.001	

	

	

	

	

	

	

	 年級	 	 	

	 長子女	 排行中間	 老么	 獨生子女	 	 	

	
平

均	

標準

差	

平

均	

標準

差	

平

均	

標準

差	

平

均	

標準

差	
F	 事後比較	

生

命

目

標	

3.77	 .61	 3.96	 .49	 4.03	 .53	 4.02	 .64	
2.86*	

（.038）	

老么>長子

女（.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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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之生命意

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相關	

	 	 	 	 本節旨在探討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

各分層面之相關性，現就整體樣本數以生命意義各層面之積差相關來分析各分層

面之間有何關係？在就整體樣本數以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知各分層面來分係各

分層面之間有何關係？之後再就非新住民子女與新住民子女之生命意義、希望感

及主觀安適管之各分層面間積差相關分析之間的關聯分析。以上皆以 Pearsosn

進行相關分析，且依據吳明隆與張毓仁(2011)對相關係數的判斷標準以了解新住

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敢其各層面之關連情形說明

如下：	

壹、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積

差相關	

	 	 	 	 由 4-3-1 之統計表分析資料可知，整體生命意義與「希望感動能」（r=.690，

p<.001）具有中度相關、「希望感路徑」（r=.746，p<.001）具有高度相關、「希

望感」（r=.744，p<.001）具有高度相關、「生活滿意度」（r=.623，p<.001）具

有中度相關、「正向情感」（r=.313，p<.001）具有低度相關、「主觀安適感」

（r=.510，p<.001）具有中度相關，與其六各層面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個體在

經由感受到希望感，對於自身的路徑清晰且充滿動能，且充滿主觀安適感對於生

命意義都有極正向的助力。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希望感、生活滿意度、正

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等六個層面，與生命意義之「生命目標」、「生命價值」、

「生命自由」、「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昇」等

七個層面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而負向情感與生命意義之「生命目標」（r=-220，

p<.001）、「生命價值」（r=-.119，p<.001）、「生命自由」（r=-.154，p<.001）、

「自我概念」、（r=-.245，p<.001）、「宗教支持」（r=-.178，p<.001）、「死

亡接受」（r=-.111，p<.01）等六個層面也呈現顯著且低度的負相關。惟「靈性

提昇」層面與負向情感呈現無相關。此部份靜待後續的研究者再行探討與分析。

此結果也表示本國與新住民生命意義整體提昇上，皆需要有效改善目前困境的方

法與策略，再透過身體的力行，且對於未來充滿希望感，相對會促使整體生命意

義的正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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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四-24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相關係

數（N=720）	

層面	
希望感

動能	

希望感

路徑	
希望感	 生活滿意度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主觀安適感	

生命目標	 .620***	 .659***	 .668***	 .534***	 .251***	 -.220***	 .456***	

生命價值	 .563***	 .616***	 .608***	 .476***	 .283***	 -.119**	 .412***	

生命自由	 .511***	 .573***	 .548***	 .428***	 .241***	 -.154***	 .385***	

自我概念	 .648***	 .665***	 .695***	 .640***	 .327***	 -.245***	 .558***	

宗教支持	 .532***	 .551***	 .571***	 .556***	 .182***	 -.178***	 .401***	

死亡接受	 .438***	 .491****	 .479***	 .413***	 .149***	 -.111**	 .299***	

靈性提昇	 .561***	 .640***	 .620***	 .479***	 .321***	 -.069	 .412****	

整體生命

意義	
.690***	 .746***	 ,744***	 .623***	 .313***	 -.179***	 .510***	

註：＊p<.05	 ＊＊p<.01	 ＊＊＊p<.001	

	 	 	 	

	 由表 4-3-2 可知，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 Pearson 積差相關皆

呈現顯著正相關，整體生命意義中的「生命目標」對生命價值具有高度相關（r=.700,	 	

p<.01）。	 	

表	 4-3-2 四-25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摘要表

(N=720)	

變項	 生命目標	 生命價值	 生命自由	 自我概念	 宗教支持	 死亡接受	 靈性提昇	

生命目標	 	 	 	 	 	 	 	

生命價值	 .700***	 	 	 	 	 	 	

生命自由	 .613***	 .758***	 	 	 	 	 	

自我概念	 .651***	 .677***	 .639***	 	 	 	 	

宗教支持	 .533***	 .580***	 .570***	 .661***	 	 	 	

死亡接受	 .435***	 .430***	 .483***	 .495***	 .542***	 	 	

靈性提昇	 .559***	 .667***	 .659***	 .619***	 .619***	 .575***	 	

註：＊p<.05	 ＊＊p<.01＊＊＊p<.001	



 
 
 
 
 
 
 
 
 
 
 
 

 

	

	
76	

	 	 	 	 由表 4-3-3 可知，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希望感、主觀安適感之間

Pearson 積差相關各層面多數皆呈現顯著正相關，整體主觀安適感對「正向情感」

具有高度相關（r=.744,	p<.01），說明導正負面情緒的產生能有效的提升學生主

觀安適感的產生。	

表	 4-3-3 四-26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希望感、主觀安適感之間 Pearson 積差相

關係數摘要表(N=720)	

註：＊p<.05	 ＊＊p<.01＊＊＊p<.001	 	 	 	

貳、非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積差相關	

	 	 	 	 由表 4-3-4 之統計表分析資料可知，整體生命意義與「希望感動能」（r=.667，

p<.001）具有中度相關、「希望感路徑」（r=.711，p<.001）具有高度相關、「希

望感」（r=.710，p<.001）具有高度相關、「生活滿意度」（r=.603，p<.001）具

有中度相關、「正向情感」（r=.280，p<.001）具有低度相關、「主觀安適感」

（r=.492，p<.001）具有中度相關，與其六各層面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非新住

民子女同樣需要具備高希望感，讓自身有勇氣來面對生命中總總的考驗，以正向

的態度來面臨及尋求方法。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希望感、生活滿意度、正

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等六個層面，與生命意義之「生命目標」、「生命價值」、

「生命自由」、「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昇」等

七個層面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而負向情感與生命意義之「生命目標」（r=-211，

p<.001）、「生命價值」（r=-.124，p<.01）、「生命自由」（r=-.163，p<.001）、

「自我概念」、（r=-.261，p<.001）、「宗教支持」（r=-.179，p<.001）、「死

亡接受」（r=-.099，p<.05）等六個層面也呈現顯著且低度的負相關。惟「靈性

提昇」層面與負向情感呈現無相關。	

變項	
主觀安

適感	

生活滿

意度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希望感	

希望感

動能	

希望感

路徑	

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	 .657***	 	 	 	 	 	 	

正向情感	 .744***	 .269***	 	 	 	 	 	

負向情感	 -.565***	 -.270***	 .031	 	 	 	 	

希望感	 .548***	 .680***	 .314***	 -.214***	 	 	 	

希望感動能	 .519***	 .644***	 .274***	 -.233***	 .963***	 	 	

希望感路徑	 .509***	 .633***	 .304***	 -.181***	 .973***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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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四-27	 	 非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相關係數（N=516）	

層面	
希望感

動能	

希望感

路徑	
希望感	

生活滿意

度	

正向情

感	

負向情

感	

主觀安適

感	

生命目標	 .625***	 .657***	 .669***	 .523***	 .212***	 -.211***	 .426***	

生命價值	 .543***	 .593***	 .583***	 .463***	 .281****	 -.124**	 .410***	

生命自由	 .468***	 .518***	 .497***	 .398***	 .207***	 -.163***	 .356***	

自我概念	 .620***	 .629***	 .659***	 .608***	 .298***	 -.261***	 .539***	

宗教支持	 .519***	 .523***	 .548***	 .520***	 .172***	 -.179***	 .383***	

死亡接受	 .401***	 .438***	 .419***	 .370***	 .129**	 -.099*	 .262***	

靈性提昇	 .556***	 .622***	 .605****	 .489***	 .330***	 -.042	 .412***	

整體生命

意義	
.667***	 .711***	 .710***	 .603***	 .280***	 -.196***	 .492***	

註：＊p<.05	 ＊＊p<.01	 ＊＊＊p<.001	

	 	 	 	 由表 4-3-5 可知，非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 Pearson 積差相關皆多數呈現

顯著正相關，生命意義中的「生命目標」對生命價值具有高度相關（r=.711,	p<.01），

高於整體的平均值；且在生命意義中的「生命價值」對生命自由具有高度相關

（r=.741,	p<.01），略低於整體的相關係數：惟在低度相關的呈現是生命意義中

的「生命價值」對死亡接受（r=.395,	p<.01）。	

表	 4-3-5 四-28	 	 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摘要表(N=516)	

變項	
生命目

標	

生命價

值	

生命自

由	

自我概

念	

宗教支

持	

死亡接

受	

靈性提

昇	

生命目標	 	 	 	 	 	 	 	

生命價值	 .711***	 	 	 	 	 	 	

生命自由	 .587***	 .741***	 	 	 	 	 	

自我概念	 .641***	 .670***	 .610***	 	 	 	 	

宗教支持	 .521***	 .569***	 .554***	 .630***	 	 	 	

死亡接受	 .419***	 .395***	 .471***	 .434***	 .500***	 	 	

靈性提昇	 .574***	 .691***	 .662***	 .613***	 .616***	 .546***	 	

註：＊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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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3-6 可知，非新住民子女整體希望感、主觀安適感之間 Pearson 積差

相關多數皆呈現顯著正相關，整體主觀安適感對「正向情感」具有高度相關（r=.757,	 	

p<.01），略高於整體相關值。	

表	 4-3-6 四-29	 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主觀安適感之間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摘要表

(N=516)	

變項	
主觀安適

感	

生活滿意

度	

正向情

感	

負向情

感	
希望感	

希望感

動能	

希望感路

徑	

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	 .643***	 	 	 	 	 	 	

正向情感	 .757***	 .280***	 	 	 	 	 	

負向情感	 -.542***	 -.228***	 .039	 	 	 	 	

希望感	 .543***	 .691***	 .310***	 -.197***	 	 	 	

希望感動能	 .521***	 .653***	 .278***	 -.223***	 .964***	 	 	

希望感路徑	 .499***	 .641***	 .293***	 -.165***	 .971***	 .918***	 	

註：＊p<.05	 ＊＊p<.01＊＊＊p<.001	

參、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積差相關	

	 	 	 	 由 4-3-7 之統計表分析資料可知，整體生命意義與「希望感動能」（r=.738，

p<.001）具有中度相關、「希望感路徑」（r=.826，p<.001）具有高度相關、「希

望感」（r=.821，p<.001）具有高度相關、「生活滿意度」（r=.637，p<.001）具

有中度相關、「正向情感」（r=.254，p<.001）具有低度相關、「主觀安適感」

（r=.521，p<.001）具有中度相關，與其六各層面呈現顯著正相關，亦呈現出新

住民子女相較整體與非新住民子女，更需要表示個體在經由感受到希望感，對於

自身的路徑清晰且充滿動能，且充滿主觀安適感對於生命意義都有極正向的助力。

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希望感、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及主觀安適感等六個

層面，與生命意義之「生命目標」、「生命價值」、「生命自由」、「自我概念」、

「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昇」等七個層面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而負向情感與生命意義之「生命目標」（r=-261，p<.001）、「生命價值」（r=-.134，

p>.05）、「生命自由」（r=-.152，p<.05）、「自我概念」、（r=-.227，p<.001）、

「宗教支持」（r=-.182，p<.01）、「死亡接受」（r=-.154，p<.01）、「靈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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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r=-.146，p<.01）等六個層面也呈現顯著且低度的負相關。惟「生命價值」

層面與負向情感未呈現顯著相關。此部份靜待後續的研究者再行探討與分析。	

表	 4-3-7 四-30	 	 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相關係數（N=720）	

層面	
希望感動

能	

希望感路

徑	
希望感	

生活滿意

度	

正向情

感	

負向情

感	

主觀安適

感	

生命目標	 .601***	 .660***	 .661***	 .567***	 .337***	 -.261***	 .527***	

生命價值	 .604***	 .666***	 .662***	 .521***	 .274***	 -.134	 .427***	

生命自由	 .601***	 .693***	 .660***	 .500***	 .315***	 -.152**	 .450***	

自我概念	 .708***	 ..745***	 .773***	 .720***	 .388***	 -.227***	 .604***	

宗教支持	 .560***	 .606***	 .617***	 .625***	 .200**	 -.182**	 .439***	

死亡接受	 .507***	 .601***	 .602***	 .507***	 .181*	 -.154**	 .383***	

靈性提昇	 .560***	 .670***	 .643***	 .468***	 .289***	 -.146*	 .419***	

整體生命

意義	
.738***	 .826***	 .821***	 .681***	 .380***	 -.164*	 .557***	

註：＊p<.05	 ＊＊p<.01	 ＊＊＊p<.001	

	 	 	 由表 4-3-8 可知，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 Pearson 積差相關皆多數呈現顯著

正相關，生命意義中的「生命價值」與生命自由具有高度相關（r=.802,	p<.01），

亦高於整體的平均值，可推論到新住民子女在承擔責任的同時，也在尋求生命的

突破，期望藉著外在的肯定，來建構自身生命的價值；且在生命意義中的「生命

自由」與自我概念具有高度相關（r=.704,	p<.01），讓我們同樣感受到新住民子

女在自我概念中，無形的自我束縛，外貌上、家中情形、先天的能力差異，同樣

都影響著新住民子女對包容二字的解釋；同時在生命意義中的「自我概念」與宗

教支持具有高度相關（r=.704,	p<.01），宗教上的精神寄託給予了新住民子女在

自我概念的架構與認同，在協助認清生命的本質同時，也調整著以不同的態度來

面對同樣的難題，同樣也給了我們一個有趣的研究方向，待後續的研究者發掘與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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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四-31	 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摘要表(N=204)	

變項	
生命目

標	

生命價

值	

生命自

由	

自我概

念	

宗教支

持	

死亡接

受	

靈性提

昇	

生命目標	 	 	 	 	 	 	 	

生命價值	 .666***	 	 	 	 	 	 	

生命自由	 .673***	 .802***	 	 	 	 	 	

自我概念	 .669***	 .691***	 .704***	 	 	 	 	

宗教支持	 .563***	 .615***	 .607***	 .730***	 	 	 	

死亡接受	 .465***	 .510***	 .504***	 .633***	 .623***	 	 	

靈性提昇	 .518***	 .603***	 .650***	 .628***	 .629***	 .628***	 	

註：＊p<.05	 ＊＊p<.01＊＊＊p<.001	

	 	 	 	 由表 4-3-9 可知，新住民子女整體希望感、主觀安適感之間 Pearson 積差相

關多數皆呈現顯著正相關，整體主觀安適感與「正向情感」具有高度相關（r=.721,	 	

p<.01），略低於整體相關值，但無論是本國或新住民子女，同樣在於正向情感

的部份都是呈現高相關。	

表	 4-3-9 四-32	 新住民子女希望感、主觀安適感之間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摘要表(N=204)	

變項	 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希望感	
希望感

動能	

希望感

路徑	

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	 .685***	 	 	 	 	 	 	

正向情感	 .721***	 .251***	 	 	 	 	 	

負向情感	 -.617***	 -.350***	 .000	 	 	 	 	

希望感	 .566***	 .668***	 .311***	 -.272***	 	 	 	

希望感動能	 .521***	 .637***	 .254***	 -.279***	 .962***	 	 	

希望感路徑	 .538***	 .627***	 .318***	 -.237***	 .976***	 .921***	 	

註：＊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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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之生命意

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之迴歸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之生命意義、希望感對主觀安適感

的預測力，使用同時迴歸（simultaneous	regression）分析，以背景變項（性別、

年級、出生序、是否曾經歷親人死亡經驗、是否曾經歷寵物死亡經驗）、生命意

義（生命目標、生命價值、生命自由、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

昇）、希望感（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為預測變項，了解其對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負向情感等四個效標變項的預測力。邱皓政（2010）指

出一般在學術研究上，由於每一個解釋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是研究者所欲探討

的對象，因此不論顯著與否，皆具有學術上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多採用同時法來

處理變項的選擇。背景變項、生命意義、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之於主觀安適

感、及其分量表之迴歸分析結果，茲分述如下：	

壹、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生命意義各層面對主觀安適感之預測

力分析	

	 	 	 	 本研究係以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之生命目標、生命價值、生命自由、

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昇等六個分層面為預測變項，並以新住民子女與非

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為效標變項，應用迴歸來進行聯合預測分析，分析結果如

表 4-1-1 所示。因本研究所預測的變項之相關均不高，且採強迫進入迴歸分析，

因而不再重複考驗共線性現象。由表 4-1-1 可知，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

命意義各層面對主觀安適感皆達顯著水準，可預測整體主觀安適感、非新住民子

女安適感及新住民子女安適感的預測力分別為 32.4%、30.5%、38.7%，此結果支

持本研究假設。從β值可知整體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生命目

標、自我概念及靈性提昇此生命意義三各分層面對於主觀安適感有調節作用。而

在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從β值可知相同於整體其生命目標、自我概念及靈性

提昇同樣對於主觀安適感有其影響性。從表 4-4-1 可知新住民子女其生命意義各

層面對於主觀安適感的預測力，呈現顯著水準的為生命目標及自我概念，相較於

整體及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層面沒能有效預測來影響新住民子女的主觀安適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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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四-33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各層面之於主觀安適感迴歸分析結

果	

	 變項名稱	

	 	 	 主觀安適感	

	 	 	 	 （整體）	

	 	 	 主觀安適感	

（非新住民子女）	

	 	 	 主觀安適感	

	 （新住民子女）	

	 	 β	 	 	 	 R2	 	 	 	 F	 	 β	 	 	 	 R2	 	 	 	 F	 	 	 β	 	 	 R2	 	 	 	 	 F	

主

要	

生命目標	

生命價值	

生命自由	

自我概念	

宗教支持	

死亡接受	

靈性提昇	

.168***	 	 .324	 	 44.914	

-.047	

-.050	

.425***	

.017	

-.030	

.133**	

.123*	 	 .305	30.356	

-.007	

-.054	

.416***	

.025	

-.033	

.124*	

.268**	 	 .387	14.725	

-.088	

-.082	

.459***	

-.033	

-.016	

.160	

註：＊p<.05	 ＊＊p<.01＊＊＊p<.001	

貳、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整體人口變項、情境變項、希望感及生命

意義對主觀安適感、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及負向情感之預測力分析	

	 	 	 	 一、性別、希望感的動能和生命意義中生命目標及自我概念變項，對主觀安

適感有顯著的預測力，而且總解釋量達到	 36%，整理有達到.05	 顯著的標準化係

數，可知性別（-.099）、希望感動能（.224）、生命目標（.101）、自我概念（.366），

即女性較男性有較低的主觀安適感，且希望感動能越高且擁有高的生命目標和自

我概念，會提高對於主觀安適感的感受。	 	

	 	 	 	 二、出生序、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生命自由、自我概念與宗教支持變

項，對生活滿意有顯著的的預測力，而且總解釋量達到 51%，整理有達到.05	 顯

著的標準化係數，出生序排行中間（.062）、希望感動能（.297）、希望感路徑

（.076）、生命自由（-.127）、自我概念（.294）、宗教支持（.154）對生活滿意

度有顯著影響。	

	 	 	 	 三、性別、自我概念和宗教支持及靈性提昇對於正向情感有顯著的預測力，

總解釋量達到 19%，整理有達到.05	 顯著的標準化係數，性別（-.202）、自我概

念（.236）、宗教支持（-.106）、靈性提昇（.251）對正向情感有顯著影響。	

	 	 	 	 四、年級、曾面對寵物死亡經驗、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生命目標、自

我概念、靈性提昇變項對負向情感有顯著的預測力，解釋量達到	 12%，整理有

達到.05	 顯著的標準化係數，年級二年級（-.101）、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084）、

希望感動能（-.339）、希望感路徑（.272）、生命目標（-.170）、生命價值（.134）、

自我概念（.223）、靈性提昇（.173）對負向情感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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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非新住民子女人口變項、情境變項、希望感及生命意義對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及負向情感之預測力分析	

	 	 	 	 一、對於主觀安適感經迴歸分析後年級（一、二年級）、希望感動能、自我

概念，總解釋量達到	 37%，整理有達到.05	 顯著的標準化係數，年級一年級（.090）、

年級二年級（.133）、希望感動感（.262）、自我概念（.362）即對主觀安適感有

顯著影響。如表 4-1-3 所示。	

	 	 	 	 二、希望感動能、自我概念與宗教支持變項，對生活滿意有顯著的的預測力，

而且總解釋量達到 50%，整理有達到.05	 顯著的標準化係數，希望感動能（.280）、

自我概念（.263）、宗教支持（.121），可得知對非新住民子女的生活滿意度有

顯著影響。	

	 	 	 	 三、性別、年級、自我概念、宗教支持和靈性提昇對於非新住民子女的正向

情感具有顯著的預測力，總解釋量達到 15%，整理有達到.05	 顯著的標準化係數，

性別（-.153）、年級一年級（.107）、年級二年級（.104）、自我概念（.216）、

宗教支持（-.129）、靈性提昇（.276），即上述五點對非新住民子女的正向情感

有顯著影響。	

	 	 	 	 四、年級、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生命目標、生命自由、自我概念、靈

性提昇變項對負向情感有顯著的預測力，解釋量達到	 13%，，整理有達到.05	 顯

著的標準化係數，年級一年級（-.025）、年級二年級（-.144）、希望感動能（-.352）、

希望感路徑（.286）、生命目鰾（-.136）、生命自由（-.134）、自我概念（-.255）、

靈性提昇（.251），即上述八點對非新住民子女的負向情感有顯著影響。	

	

肆、新住民子女人口變項、情境變項、希望感及生命意義對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及負向情感之預測力分析	

	 	 	 	 一、性別、生命目標和自我概念變項，對主觀安適感有顯著的預測力，而且

總解釋量達到 39%，整理有達到.05	 顯著的標準化係數，性別（-.186）、生命目

標（.262）、自我概念（.3999），即女性新住民子女擁有較高的主觀安適感。如

表 4-1-4 所示。	

	 	 	 	 二、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生命目標、生命自由、自我概念與宗教支持

變項，對生活滿意有顯著的的預測力，而且總解釋量達到 55%，整理有達到.05	 顯

著的標準化係數，希望感動能（.369）、希望感路徑（-.148）、生命目標（.182）、

生命自由（-.212）、自我概念（.393）、宗教支持（.043），即新住民子女中如具

有高希望感動能、具體可落實的生命目標、理解自我概念中的多元差異及宗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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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反之具具體目標追尋的個體且擁有較高的生命自由

層面卻會降低對生活的滿意度。	

	 	 	 	 三、性別、自我概念對於新住民子女的正向情感具有顯著的預測力，總解釋

量達到 34%，整理有達到.05	 顯著的標準化係數，性別（-.307）、自我概念（.349），

即上述二點對新住民子女的正向情感有顯著影響。同時靈性提昇層面未達顯著差

異，但在其數值為.209，仍可作為未來討論的層面。	 	

	 	 	 	 四、僅生命目標對於新住民子女的負向情感具有顯著的預測力，總解釋量達

到 4%，整理有達到.05	 顯著的標準化係數，生命目標（-.309）即生命目標的體

認能有效降低新住民子女在負向情感上的困頓與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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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四-34	 整體背景、生命意義、動能及路徑（希望感）之於主觀安適感及其分量表之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名稱	
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β	 	 	 R2	 	 VIF	 	 	 F	 β	 	 	 R2	 	 VIF	 	 F	 β	 	 	 	 	 R2	 	 	 VIF	 	 	 F	 β	 	 	 R2	 	 VIF	 	 	 F	

背

景	

性別（女性）	

年級（一年級）	

年級（二年級）	

出生序（排行中間）	

出生序（排行老么）	

出生序（獨生子女）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	

--.099**	.36	 	 1.056	 	 22.817***	

.072	 	 	 	 	 	 1.442	

.105**	 	 	 	 1.467	

-.004	 	 	 	 	 1.290	

.044	 	 	 	 	 	 1.346	

.020	 	 	 	 	 	 1.140	

-.002	 	 	 	 	 1.160	

.051	 	 	 	 	 	 1.090	

.014	 	 .51	1.058	 	 42.473***	

.019	 	 	 	 	 1.444	

.020	 	 	 	 	 1.470	

.062*	 	 	 	 1.288	

.038	 	 	 	 	 1.342	

.027	 	 	 	 	 1.138	

-.018	 	 	 	 1.103	

.033	 	 	 	 	 1.090	

-.202***	.19	 	 1.056	 	 9.903***	

.079	 	 	 	 	 	 	 	 1.442	

.074	 	 	 	 	 	 	 	 1.467	

-.046	 	 	 	 	 	 	 1.290	

-.001	 	 	 	 	 	 	 1.346	

.052	 	 	 	 	 	 	 	 1.140	

.007	 	 	 	 	 	 	 	 1.106	

-.003	 	 	 	 	 	 	 1.090	

-.061	.12	 	 1.058	 	 6.091***	

-.027	 	 	 	 	 1.444	

-.101*	 	 	 	 1.470	

-.008	 	 	 	 	 1.288	

-.059	 	 	 	 	 1.342	

.051	 	 	 	 	 	 1.138	

.002	 	 	 	 	 	 1.103	

-.084*	 	 	 	 	 1.090	

主

要	

動能	

路徑	

生命目標	

生命價值	

生命自由	

自我概念	

宗教支持	

死亡接受	

靈性提昇	

.224**	 	 	 	 6.924	

.019	 	 	 	 	 	 8.032	

.101*	 	 	 	 	 2.462	

-.058	 	 	 	 	 3.462	

-.044	 	 	 	 	 2.776	

.366***	 	 	 2.761	

.004	 	 	 	 	 	 2.246	

-.026	 	 	 	 	 1.790	

0.85	 	 	 	 	 	 2.763	

.297***	 	 6.917	

.076*	 	 	 	 8.040	

.093	 	 	 	 	 2.466	

-.017	 	 	 	 3.422	

-.127**	 	 2.769	

.294***	 	 2.794	

.154***	 	 2.253	

.039	 	 	 	 	 1.787	

.014	 	 	 	 	 2.763	

-.065	 	 	 	 	 	 	 6.924	

.190	 	 	 	 	 	 	 	 8.032	

-.022	 	 	 	 	 	 	 2.462	

.017	 	 	 	 	 	 	 	 3.431	

-.076	 	 	 	 	 	 	 2.776	

.236***	 	 	 	 	 2.791	

-.106*	 	 	 	 	 	 2.246	

-.049	 	 	 	 	 	 	 1.790	

.251***	 	 	 	 	 2.763	

-.339****	 	 6.917	

.272**	 	 	 	 8.040	

-.170**	 	 	 	 2.466	

.134*	 	 	 	 	 	 3.422	

-.104	 	 	 	 	 	 2.769	

-.223***	 	 	 2.794	

-.043	 	 	 	 	 	 2.253	

.019	 	 	 	 	 	 	 1.787	

.173**	 	 	 	 	 2.763	

註：＊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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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四-35	 非新住民子女背景、生命意義、動能及路徑（希望感）之於主觀安適感及其分量表之迴歸分析結果	

註：＊p<.05	＊＊p<.01＊＊＊p<.00

	 變項名稱	
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β	 	 	 	 R2	 	 VIF	 	 	 F	 β	 	 	 R2	 	 VIF	 	 	 F	 β	 	 	 	 	 	 R2	 	 VIF	 	 	 F	 	β	 	 	 R2	 	 	 VIF	 	 	 F	

背
景	

性別（女性）	
年級（一年級）	
年級（二年級）	
出生序（排行中間）	
出生序（排行老么）	
出生序（獨生子女）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	

-.060	 	 .34	 	 1.082	16.084***	
.090*	 	 	 	 	 	 1.426	
.133**	 	 	 	 	 1.445	
.017	 	 	 	 	 	 	 1.374	
.028	 	 	 	 	 	 	 1.448	
.018	 	 	 	 	 	 	 1.162	
.020	 	 	 	 	 	 	 1.108	
.049	 	 	 	 	 	 	 1.095	

.037	 	 .50	1.083	30.370***	

.013	 	 	 	 	 1.427	

.017	 	 	 	 	 1.446	

.055	 	 	 	 	 1.375	

.026	 	 	 	 	 1.448	

.032	 	 	 	 	 1.162	

.004	 	 	 	 	 1.106	

.055	 	 	 	 	 1.094	

-.153***	 	 .15	1.082	6.264***	
.107*	 	 	 	 	 	 	 1.426	
.104*	 	 	 	 	 	 	 	 1.445	
-.024	 	 	 	 	 	 	 	 1.374	
-.030	 	 	 	 	 	 	 	 1.448	
.021	 	 	 	 	 	 	 	 	 1.162	
.025	 	 	 	 	 	 	 	 	 1.108	
-.002	 	 	 	 	 	 	 	 1.095	

-.064	 	 .13	 	 1.083	 	 5.247***	
-.025**	 	 	 	 	 1.427	
-.144*	 	 	 	 	 	 1.446	
-.029	 	 	 	 	 	 	 1.375	
-.079	 	 	 	 	 	 	 1.448	
.015	 	 	 	 	 	 	 	 1.162	
-.004	 	 	 	 	 	 	 1.106	
-.064	 	 	 	 	 	 	 1.094	

主
要	

動能	
路徑	
生命目標	
生命價值	
生命自由	
自我概念	
宗教支持	
死亡接受	
靈性提昇	

.262**	 	 	 	 	 7.156	

.010	 	 	 	 	 	 	 7.850	

.027	 	 	 	 	 	 	 2.589	
-.001	 	 	 	 	 	 3.602	
-.040	 	 	 	 	 	 2.625	
.362***	 	 	 	 2.600	
-.018	 	 	 	 	 	 2.176	
-.016	 	 	 	 	 	 1.674	
.078	 	 	 	 	 	 	 2.846	

.280***	 	 7.157	

.144	 	 	 	 	 7.851	

.060	 	 	 	 	 2.589	
-.010	 	 	 	 	 3.602	
-.099	 	 	 	 	 2.624	
.263***	 	 	 2.600	
.121**	 	 	 	 2.176	
.024	 	 	 	 	 	 1.675	
.039	 	 	 	 	 	 2.846	

-.008	 	 	 	 	 	 	 	 7.156	
.149	 	 	 	 	 	 	 	 	 7.850	
-.088	 	 	 	 	 	 	 	 2.589	
.081	 	 	 	 	 	 	 	 	 3.602	
-.105	 	 	 	 	 	 	 	 2.625	
.216***	 	 	 	 	 	 2.600	
-.129*	 	 	 	 	 	 	 2.176	
-.041	 	 	 	 	 	 	 	 1.674	
.276***	 	 	 	 	 	 2.846	

-.352**	 	 	 	 	 7.157	
.286*	 	 	 	 	 	 	 7.851	
-.136*	 	 	 	 	 	 2.589	
.107	 	 	 	 	 	 	 	 3.602	
-.134*	 	 	 	 	 	 2.624	
-.255***	 	 	 	 2.600	
-.058	 	 	 	 	 	 	 2.176	
-.008	 	 	 	 	 	 	 1.675	
.251***	 	 	 	 	 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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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四-36	 	 新住民子女背景、生命意義、動能及路徑（希望感）之於主觀安適感及其分量表之迴歸分析結果	

	

註：＊p<.05	＊＊p<.01＊＊＊p<.001

	 變項名稱	
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β	 	 	 	 R2	 	 VIF	 	 	 F	 β	 	 	 R2	 	 VIF	 	 	 F	 β	 	 	 R2	 	 VIF	 	 	 F	 	β	 	 	 	 R2	 	 	 VIF	 	 	 F	

背
景	

性別（女性）	
年級（一年級）	
年級（二年級）	
出生序（排行中間）	
出生序（排行老么）	
出生序（獨生子女）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	

-.186**	.39	 	 1.110	 	 7.488***	
.033	 	 	 	 	 	 	 1.621	
.049	 	 	 	 	 	 	 1.623	
-.083	 	 	 	 	 	 	 1.229	
.030	 	 	 	 	 	 	 1.301	
-.011*	 	 	 	 	 	 1.183	
.050	 	 	 	 	 	 	 1.235	
-.080*	 	 	 	 	 	 1.208	

-.041	.55	 	 1.121	13.329***	
.061	 	 	 	 	 1.631	
.039	 	 	 	 	 1.631	
.069	 	 	 	 	 1.237	
.021	 	 	 	 	 1.300	
.002	 	 	 	 	 1.176	
.068	 	 	 	 	 1.218	
.012	 	 	 	 	 1.214	

-.307***	.34	1.110	4.542***	
-.016	 	 	 	 	 	 	 1.621	
.016	 	 	 	 	 	 	 1.623	
-.122	 	 	 	 	 	 	 1.229	
.068	 	 	 	 	 	 	 	 1.301	
.078	 	 	 	 	 	 	 	 1.183	
.043	 	 	 	 	 	 	 	 1.235	
-.048	 	 	 	 	 	 	 1.208	

-.031	 	 	 .04	 	 1.121	 	 1.443	
-.047	 	 	 	 	 	 	 1.631	
-.065	 	 	 	 	 	 	 1.631	
.060	 	 	 	 	 	 	 1.237	
.049	 	 	 	 	 	 	 1.300	
.131	 	 	 	 	 	 	 1.176	
-.015	 	 	 	 	 	 1.218	
.112	 	 	 	 	 	 	 1.214	

主
要	

動能	
路徑	
生命目標	
生命價值	
生命自由	
自我概念	
宗教支持	
死亡接受	
靈性提昇	

.160	 	 	 	 	 	 	 	 6.769	

.002	 	 	 	 	 	 	 	 9.380	

.262**	 	 	 	 	 	 2.549	
-.128	 	 	 	 	 	 	 3.371	
-.092	 	 	 	 	 	 	 3.686	
.399	 	 	 	 	 	 	 	 3.838	
.003	 	 	 	 	 	 	 	 2.601	
-.041	 	 	 	 	 	 	 2.412	
.124	 	 	 	 	 	 	 	 2.753	

.369**	 	 	 6.797	
-.148	 	 	 	 9.464	
.182*	 	 	 	 2.560	
-.011	 	 	 	 3.341	
-.212*	 	 	 	 3.645	
.393***	 	 	 3.843	
.043*	 	 	 	 2.631	
.058	 	 	 	 	 2.377	
.033	 	 	 	 	 2.763	

-.183	 	 	 	 	 	 	 6.769	
.219	 	 	 	 	 	 	 	 9.380	
.077	 	 	 	 	 	 	 	 2.549	
-.118	 	 	 	 	 	 	 3.371	
.023	 	 	 	 	 	 	 	 3.686	
.349**	 	 	 	 	 	 3.838	
-.086	 	 	 	 	 	 	 2.601	
-.086	 	 	 	 	 	 	 2.412	
.209	 	 	 	 	 	 	 	 2.753	

-.309	 	 	 	 	 	 6.797	
.172	 	 	 	 	 	 9.465	
-.306*	 	 	 	 	 2.560	
.130	 	 	 	 	 	 3.341	
.053	 	 	 	 	 	 3.645	
-.114	 	 	 	 	 3.843	
.008	 	 	 	 	 	 2.631	
.048	 	 	 	 	 	 2.377	
.028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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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與主觀安適感

之差異研究。依據統計分析所得之結果及相關發現，提出建議。此章共分為三節，

第一節為綜合討論、第二節結論及第三節為建議。	

第一節	 綜合討論	

	 	 	 	 本節主要從研究結果和研究過程的發現，提出值得探討之處。根據生命意義

各層面、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的共同主題中，發現一些重要的概念加以衍伸與探

討。另外，也提出一些研究結果共同主題之外的獨特經驗意涵，將其提出加以討

論。以下將就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五項討論。	 	

一、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共同現象 

（一）不同性別於生命目標、生命自由、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

靈性提昇等六層面皆未達顯著。 

（二）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其達顯著層面為生命價值（t=-2.00,p<.05）。

死亡接受（t=-.233,p<.05）呈現顯著水準，此研究發現與張淑美（1989，1993，

1995）、林烝增 （1997）、蔡秀錦（1991）顯示死亡概念受本身經驗、接

觸死亡相關經驗、親友與寵物的死亡經驗、動植物死亡經驗、家中談論死亡

情形影響。而在生命自由層面（t=-2.40,p<.05）亦呈現顯著。而於生命目標、

生命價值、自我概念、宗教支持、靈性提昇等五層面未達顯著。 

（三）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於生命價值有顯著差異。 

（四）出生序於生命價值、生命自由、自我概念、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

性提昇等六層面無顯著差異。 

（五）不同的年級於生命目標、生命自由、宗教支持、靈性提昇等四層面皆

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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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價值與生命自由層面皆呈現高相關 

（七）宗教支持及靈性提昇層面無法預測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對生命目標

的提升。 

（八）研究中發現整體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的主觀安適感與先前的研究結

果同樣發現負向情感為中下程度。顯示樣本的心理健康大致良好，稱不上是

幸福、快樂的，較值得欣慰且令人意外的是樣本中負向情感是較低的，與一

般印象中青春期的情緒不穩（馮觀富，2005）的觀點是不同的。 

二、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差異情形 

（一）就生命意義各分層面之生命目標、生命價值、生命自由、自我概念、

宗教支持、死亡接受、靈性提升等，新住民子女得分均高於非新住民子女。 

（二）新住民子女於生命價值分層面不同性別中女性高於男性達顯著差異

（p<.05）。 

（三）新住民子女的希望感動能及路徑上平均得分為 3.85 分及 3.92 分皆高於

本國子女和整體的平均值，從上可知新住民子女在希望感上的感受程度都較

本國子女為佳。	

（四）正向情感中新住民子女平均得分為 4.58 分，高於非新住民子女達 0.19

分，凸顯出非新住民子女在正向情感中所得到的滿足不僅低於平均值，更顯

現於少於新住民子女在正向思維的實踐，相同事件的發生當事人的觀點著實

影響正向情感的抉擇。 

三、背景變項對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

適感之差異情形 

（一）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中新住民子女在生命自由（t=-2.16,p<.05）、死

亡接受(t=-2.661,p<.01)兩個分層面達顯著。 

（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中非新住民子女子女在生命自由（t=-2.436,p<.05）；

新住民子女在生命目標（t=-2.186,p<.05）分別呈現顯著差異。 

（三）就排行出生序而言，新住民子女在生命目標層面達顯著，老么比長子

女更有生命目標（F=2.86,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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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分層面相關分析中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目標與生命價值呈現高相關

（r=.711,p<.001）；新住民子女在生命自由與自我概念（r=.802,p<.001），及

自我概念與宗教支持呈現出高相關（r=.730,p<.001）。 

 

四、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回歸預測力 

    主觀安適感以性別、年級、希望感動能、生命目標和自我概念可有顯著

的預測力，總解釋量為 36%。可解釋到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同樣在男性，

其主觀安適感低於女性，而且如有相較高的希望感動能及自我概念的體認，

是能夠予以極大的主觀安適感。 

    希望感動能、希望感路徑、生命自由、自我概念與宗教支持變項，對生

活滿意有顯著的的預測力，而且總解釋量達到 51%，可知整體樣本中如具有

高希望感動能及路徑、且具體可落實的生命目標、理解自我概念中的多元差

異及宗教支持皆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反之擁有較高的生命自由層面卻

會降低對生活的滿意度程度、主觀安適感、正向情感及負向情感，更待之後

的研究者再行探究。 

    於正、負向情感中，發現到生命意義中自我概念層面、靈性提昇層面皆

呈現顯著，亦可反映出上述兩個層面其在生命意義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唯

有使個體覺察自身的不足與優勢，且接納自己、開放自己，便能有較高的正

像情感與較低的負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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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五-1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差異摘要表	

變項構面	 對象	 性別	 年級	
曾面臨親人

死亡	

曾面臨

寵物死

亡	

顯著差異	

生命目標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三>二	 	
呈顯著：	

新住民	

與生命價值

有高相關	

生命價值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整體女高於

男：新住民	

三>一

（非）	
	

呈顯著：	

本國	

新住民優於

本國；與生

命自由有高

相關	

生命自由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呈顯著：新

住民	

呈顯著：	

本國	
	

自我概念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三>二	 新住民	 呈顯著	 	

宗教支持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死亡接受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三>二；	

三>二

（非）	

新住民呈顯

著	
呈顯著	

新住民優於

本國	

靈性提昇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呈顯著：	

本國	
	

希望感路徑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新住民優於

本國	

希望感動能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新住民優於

本國	

主觀安適感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整體女性高

於男性：新住

民	

	 	 	 	

正向情感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整體女性高

於男性：本國

＆新住民	

	 	 	

對於主觀安

適感有高相

關	

負向情感	

非新住民子女	

新住民子女	

全體	

	 	 	 	
新住民高於

本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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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論	

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首先，研究發現人與寵物間存有的生命價值、生命自由及靈性提昇依附關係，

再者，在這依附關係下，使得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遭逢失去寵物的景況

時，面臨著一些心理的衝擊反應。而經歷寵物死亡這個過程，也讓他們有所感受

在於付出和有意義的人生，比滿足生活所需來的重要，也促使我們探討到寵物死

亡的生命事件帶給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的啟發與反思。以下就分別加以說

明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壹、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同樣需要正式生命意義各層面的提升	

	 	 	 	 研究中發現到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於生命意義中，呈現出新住民

子女於各層面顯著高於非新住民子女，讓我們不得不正視這樣的一個狀況，

內在的不平靜是我們必須且必要關心與投入資源的。Lindeman 和 Verkasalo	

在 1996 年指出有意義的生命歷程是構成心靈安適的基本要素之一，心靈安適

需滿足四個基本要項：第一、生命的意義在於能追求不同的目標、有個人的

理想、奮鬥進取心以及達成生命的任務，第二、有敏銳的觸覺去感受身旁的

事物，第三、生命中所發生的事件要能合理化當成是有意義的挑戰和良好的

經驗，第四、需要認同及肯定自我價值存在的意義（曾煥堂，2003）。且生

命是個體覺察期獨特性，為求自我實現而去努力，期努力過程賦予個體不凡

的價值與存在感（楊麗蓉，2008）。反觀目前處於教育現場的自己常聽到學

生說的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我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我不知道目

標是什麼，不論是哪一個回答，都給了我一記悶棍。期望著能給學生許多的

目標與正向態度，寄望著只要專心一致，每個人都可以是英雄，因為只要能

夠專心一致地朝著目標前進，就會脫胎換骨，看見不同的世界、格局跟風景。

而當確實成長之後，才能著手設定更遠大的目標，讓自己有不斷看到新風景

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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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探討分析得知，生命意義與生活目標的追尋，確實是人類生存

的基本動機。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的人生觀仍未定型，又因社會的多

元化，價值的選擇容易產生混淆。價值觀、生活型態等受到背景變項及社會

文化的影響而有明顯差異。因為生理、心理及情境的變化，使得新住民子女

與非新住民子女在追尋認同的過程中，有時不免對未來產生困惑，但如何驅

使青少年的生活環境有了改變，同時使青少年的生命意義感也因而有所改變，

是本研究中讓研究者深深感慨的。	

	

貳、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來自於對自我價值的肯定與價值的自我

調節	

	 	 	 	 於現況分析中粗略可觀察到非新住民子女在希望感 t 考驗是顯著低於

新住民子女的，其結果相異於巫珮如（2015）研究結果，是否也讓我們再反

思，希望感的低落是否為我們自身對環境的投射，所謂弱勢的新住民子女

不若我們想像的脆弱。而於整體樣本的分析中亦發現到出生序排行為長子

女，相較整體樣本中出生序排行老么的有更高希望感的呈現。可推論到長

子女在看待事情與問題上，會趨向較為豁達光明的一面。	

	 	 	 	 且於相關分析中得到希望感的動能與路徑，皆與生命意義中自我概念

層面有高關連性，在題組中自我概念的形成取自兩個構成因素即「自我價

值」、「調適」，且 Erikson（1963）提出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將人生分為

八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發展以及必頇完成的任務，這些任務

可視為一種挑戰或危機，危機解決的成功與否，對個體將來及其生活的適

應有著極大的影響（蔡明昌，1995）。說明著亦印證到個體調適自身的生命

課題，並從中將挑戰視為轉機，都是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於青少年

時期必須且必要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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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安適即與自己同在	

	 	 	 	 完成這研究課題，實實在在的發現到所謂的安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回想起觀看三個傻瓜的電影『All	is	well』這三個字不停在腦海中

翻騰。 

當拉朱正在為做不出來的項目煩惱、抱怨時，蘭徹曾說：	「這麼容易
退縮啊，老兄	 !	拿起手，放在胸口，說聲『All	is	well』一切順利」	蘭
徹說：「那天我懂了，心很脆弱，你得學會哄它，不管碰到多大困難，

告訴你	的心『All	is	well	一切順利』」	拉朱：「那能解決問題嗎？」	
蘭徹說：「不能啊，但你獲得了解決問題的勇氣。」	

    我們教育工作者不也這麼期待著，或許哪一天我們的孩子都能充滿安

心、自在且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勇氣。研究結果中呈現出新住民與非新住

民子女中的女性，在主觀安適感上得分顯著高於男性與（鄧青如，2005；劉

世華，2016；鄭志明，2017）研究結果相同，亦呈現出性別中女性沒有偏見

中所設想的如此薄弱或意志不堅強。反觀男性在各層面表現的比女性數值

較低，才是當下需要關注與協助提昇的。同時於迴歸分析中主觀安適感、

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負向情感與背景因素和希望感及生命意義各層面

的分析中，發現到具備希望感動能、生命目標及自我概念高的個體，是相

對高主觀安適感、絕對高生活滿意度和低負相情感的，此亦是我們需要於

教育現場中可以關注與落實的層面。	

	

肆、生命意義中生命自由層面對生活滿意度的負影響	

	

	 	 	 	 自迴歸分析中生活滿意度和希望感及生命意義各層面的數據，可以見

到希望感動能、自我概念、生命自由及宗教支持等四層面都呈現出顯著影

響，尤其在於生命自由層面，其顯示出一個具有高生命自由認知的個體，

反而惠是形成較低生活滿意度的感受，舉例而言：假設我是一個具韌性的

人，我就不是一個無憂無慮的人。當中的無憂無慮即上述表達出的低生活

滿意度，而具韌性反在此形容出個體雖有高度的生命自由認知，卻可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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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憂愁、不愉快的環境或處遇而不能自拔。這樣的研究結果，也頓時讓研

究者感到不捨與難受，	

	 	 	 	 因此在正念（mindfulness）思維的推行尤其重要，正念，拆解來看為「正

＋念」。念，意指心中的念頭、想法、思考、感受、情緒等心理的思維與

變化。正，則表示現在進行式，例如:我正思考著如何進行正念。正，亦表

示不偏移，而非正向或正確的意思。因此，把正念理解為正向思考其實是

美麗的誤解。在正念的實踐中，不論正向或負向，都是被觀察、認識與接

納的對象。兩個字合起來，因此正念，簡言之就是:	 維持著思維、觀點、想

法、情緒、態度等，時時刻刻都能處於當下不偏不倚狀態，亦即落實活在

當下的能力。自國內近年來的研究皆指出，正念思維的啟動可以使個體從

覺察得到念頭到感覺念頭的停留，及覺察得到念頭或感覺的消逝。	

	 	 	 	 因此學習正念可以讓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先承認感到絕望，不讓自

己陷溺其中，藉此避掉不利於自身的負面感受，啟動正念修行，好讓自己

轉換絕望的能量，以得到更高層度的心靈的自由。而只要擁有自由，就能

產生會快樂、自主且自在的感受，進而消免去因挫折所產生的難過、難受

與不被外在理解的感受，讓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從落實正念思維，進而

提昇自我存在價值的建立與提昇。	

 

肆、寵物死亡是令人衝擊的生命事件	 	

	

	 	 	 由「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獨立樣本 t 檢定中，我們可知面臨寵物死

亡乃是一件令人衝擊的生命經驗。我們可以推論到寵物死亡發生時，在內

心所產生震驚會是必然也震盪的，甚至難以置信這發生的一切，而心情上

經歷哀傷、悲痛與失落與愧疚，最後也接受了這樣的事實。如此的情緒反

應，震驚、否認到接受這樣的情緒歷程，與遭受親人死亡事件的悲傷反應

雷同，國外研究者	 Cowels	(1980)更是指出寵物死亡就是一種相似於人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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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反應。此也與	 Celments	 等人	 （2003）的研究雷同，失去寵物是一種

悲傷與震驚的反應。那樣的震驚、否認、自責、失落到最後的接受，是遭

逢寵物死亡事件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相同的情緒歷程反應。所以，

我們可知失去寵物的反應，是似於人類喪親的悲傷歷程，是一種階段性的

復原歷程(侯南隆，1999)。心愛寵物的離去，是那樣震撼著他們內心，帶來

了哀傷與低落。而那種跟隨著死亡事件而來的自責愧疚，更是衝擊著受訪

者的內心，是種自我責備的負向感覺。由此可知，寵物死亡乃會因個人自

我的調適程度，以及與寵物情感關係強弱的不同，而產生有不同的衝擊效

應。在研究數據中發現到對於曾經歷寵物死亡經驗的學生，其在生命目標、

生命價值、生命自由、自我概念、死亡接受及靈性提昇生命意義六各層面

上，皆呈現顯著得分高於整體的表現。提出飼養寵物的原則：1.營造主動

陪伴承擔責任的情形；2.家長應扮演引導的角色；3.強調以平等與尊重為基

礎；4.重視寵物生存的權益；5.掌握討論寵物行為的時機；6.善用家長的力

量。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透過人與寵物的主從關係，以承擔為己任、良

性互動來進行情感交流，培養學生觀察寵物細微差異的能力，在經由家人、

同儕的分享與討論中，獲得多方面的同理經驗。此種共同成長的歷程，不

但能提昇學生表達與思考的能力，也能促進學生死亡概念的提升。	

伍、新住民子女部分未能確實填寫正確資料	

	 	 	 	 在進行問卷發放與回收的過程，發覺到應收回新住民子女的問卷數短

少了 31 份之多，因為是不記名的問卷，因故無法確實掌握問卷中未繳回與

因填達不完整而成為無效問卷的是否為新住民子女的問卷。被歸為無效問

卷的也多數為背景資料，母親於結婚前的國籍為本國籍或外國籍的部份漏

答，而成為了無效問卷之一。再翻閱這些問卷時，學生並無因為漏答國籍

的提問，而在後續各層面的回答中，隨性或未完成問卷，故未能確切獲得

有效資料的同時，對於需要關懷的學生未能即時且立即的給予心理正向支

持，亦讓研究者掛心不已，此為本研究中最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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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目前台灣家庭結構、文化發展隨著新住民的增加而改變，僅是接納

是稍嫌不足的。於教學課堂中協助打開心胸擁抱文化差異，並欣賞多元文

化主義，表現尊重且認同新住民配偶及其子女，自然會增進認同且相信自

己，並對家庭懷抱正向改善的能力與信心，進而促進新住民配偶家庭的正

向發展，解決新住民子女的擺脫弱勢母親血統「原罪」與「污名」，從而

協助再追求生活目標上更加自主，在人際互動更有自信，並營造友善的生

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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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	

壹、家庭教育才是提昇整體生命意義的根本	

	 	 	 	 愛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之道，愛的教育更應從小培養起，一個有愛

人與被愛的感受更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we	have	faith,	hope	and	

love,	these	thre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現今存在的，有信、望、愛

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是愛。（Bible	(Catholic	Pastoral	Edition)	1	Corinthians	

13:8、13）且所有形式的愛，都同樣能解決孤獨和極度痛苦（Irvin	D.	Yalom，

2003）。研究者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在這懇切期盼身為父母的人，皆應該

以愛的方式來彼此相待，從研究中可得知此生命階段的新住民與非新住民

子女，生命意義上呈現出顯著的各層面多為生命價值、生命自由、自我概

念及靈性提昇四個層面，此四個層面分別談的是理想、存在感、責任感、

調適、自我價值、自主性與超越、接納、選擇、恐懼、焦慮與逃避，因而

更清楚的見到父母的責任與義務，除了愛自己的心肝寶貝之外，更必須要

有指導孩子看見理想與責任感之間的分界，亦因教導體認自我的價值，並

且以宏觀的接納、選擇自身的恐懼與焦慮，不去成為一位臨陣脫逃的人。	

	

貳、對生命教育課程更需融入體驗式課程，讓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有具	

體認識自己的機會。	

	 	 	 	 本研究發現希望感動能，生命意義中生命目標、生命自由、自我概念與

宗教支持四個分層變項，對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的預測力，而

且總解釋量達到 50%，同時，希望感動能，和生命意義中生命目標、生命自

由、自我概念與宗教支持四個分層變項，對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亦有顯著

的的預測力，而且總解釋量更高達到 55%。我們是更該抱持著應以學生為本

位，在規劃生命教育課程時，應思考下列這三個問題:「什麼是學習者需要

知道的?」、「什麼是學習者想要知道的?」、「什麼是學習者能瞭解的?」	 	



 
 
 
 
 
 
 
 
 
 
 
 

 

	

	
99	

參、寵物陪伴在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中可視為人生過程重要的生命課題	

	 	 	 	 獨立樣本 t 考驗中呈現達最多顯著相關的因子為「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

讓研究者理解到經歷寵物死亡之生活經驗，更可有所作為的是探究被研究者

對於走過寵物死亡事件的歷程感受。且已逝的寵物對於被研究者的意義是不

同的，而飼主與寵物之間的關係，已經超越的主從，變成一種似親似友的親

密互動，是一個舉足輕重，具有相當心理份量的生活伴侶。藉著這次的研究，

從問卷中分析研究者看見被研究者內心深處因為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後，那

過程中的學習與成長，這正也是動物友伴教我們學會的事情。不遺忘仍有掛

念，體現真正面對問題的態度與超越的精神，這是友伴動物用牠們的生命讓

我們學會的事情。	 	

肆、教學課程中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的規劃與落實	

	 	 	 	 研究中發現到生命意義中生命價值、生命自由、自我概念及宗教支持等

四個層面，互為影響個體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主要因素，因此建議教師能於

課堂中融入上述的教材內容，讓新住民與非新住民子女從中啟發對生命意義

的體認，從而建立個人生涯的目標與規劃。教育事業常言到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身為教育工作者不能不輕忽自身對於學生的重要性。Crumbaugh（1973）

認為能賦予個體存在有方向感與價值感的目標，並藉實現此目標的過程，可

以獲得「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的認同感，此亦為課程設計中必要融入與落

實的成分，因為教育是使人成為人的根本，我們身為教育工作者不能沒有這

樣的認知。	

伍、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在撰寫之初與完成之際，本研究因人力、時間及目的之限制，研

究範圍僅包括嘉義縣某一高中職學校，所以研究結果的解釋及推論僅止於上

述，研究結果僅代表本研究受試者的一般狀況，無法完全推論到其他地區或

全體高中生。日後從事相關研究者可在不同的市或地區進行研究，以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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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間或城鄉間之比較。若條件許可，未來可擴大研究範圍至全國不同地區

之高中職。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調查時僅以 104 學年度的某一高中職，其之高一、高二、高三學

生為研究對象。未來研究亦或可向上、向下延伸，	 如國中生、高中職及五

專生、大學生等，以探討不同樣本的學校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

此外，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私立高中職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

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實際上平行延伸之公立高中、高職生亦是值得

研究的對象，如此對此階段的青少年將更加完整了解。	

	 	 	 	 或許未來的研究者在研究對象的設計上，可更仔細安排。避免因抽樣樣

本同	 質性太高，而無法窺知高中生的全貌，並蒐集更多不同學校的資料，

以避免樣本	 代表性不足的可能。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乃以問卷調查法進行量化的資料處理，所得研究結果，僅能依據

統計	 數據進行分析討論，無法深入了解個體於學校生活適應、自我效能及

各層面的轉變情形，實屬可惜。一般而言，統計數據只能探討各變項間是否

有差異性或關聯性，但對其產生差異性與關聯性的心理歷程無法得知，值得

教育人員進一步探究。或許可配合質化訪談的方式了解其內涵或心理歷程，

以此獲得更豐富及深入的研究結果。因此建議未來可增加質性研究，將更深

入瞭解不同背景變項對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在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

觀安適感上的差異及三者間相互影響的心理歷程，以期能得到更細緻之研究

結果，以補充量化研究不足之處。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的三份量表為現成問卷，雖曾諮詢過高中輔導教師及其學生，

以	 利瞭解量表與其實際狀況是否貼近。但因時代的演變及高中職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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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推	 動，或許可考慮重新編訂更適切的題目，以接近高中職新住民子

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的實際狀況，更能幫助教師及家長瞭解學生的生命意義、

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因此研究者仍覺得此研究結果並未能完整了解其實際

情形。建議後續研究者或可以此三份量表為參考依據，自編更貼近學生狀況

之量表。如此除了可減少題數外，亦可兼顧量表之全面性與適用性，以期能

更準確的反應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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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中學生全人生命意義量表	 同意書	

希望感量表	 同意書	

24 個情感名詞	 使用同意書	

國中生之生活事件、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量表	 同意書	

施測問卷－高中職學生生活經驗預試問卷	

施測問卷－高中職學生生活經驗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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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學生全人生命意義量表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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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感量表使用同意書	

	

	

	

	

	

	

	

	

	

	

	

	

	

	

	

	

	

	



 
 
 
 
 
 
 
 
 
 
 
 

 

	

	
118	

24 個情感名詞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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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之生活事件、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量表	 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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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擬列同意書	

因題目之更正而與所呈現的同意書上題

目相異，故特立此書。	

本研究謹遵守研究倫理，一切要求皆符

合研究規範與細節實施與操作。	

	

立書人：	劉 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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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附-10-1 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假

設摘要分析表	

假設	 成立	 不成立	

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級、家中排行、曾經有面臨親友死亡的經驗、曾經有面臨

寵物死亡的經驗）之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有所差異。	

1-1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1-2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1-3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1-4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1-5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1-6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1-7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1-8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1-9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1-10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1-11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1-12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1-13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1-14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1-15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1-16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1-17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1-18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1-19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1-20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1-21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1-22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1-23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1-24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1-25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1-26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1-27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1-28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1-29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1-30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1-31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1-32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1-33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1-34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1-35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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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1-37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1-38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1-39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1-40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

顯著差異。	
	 ✓	

1-41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

顯著差異。	
✓	 	

1-42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

顯著差異。	
	 ✓	

1-43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

顯著差異。	
	 ✓	

1-44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

顯著差異。	
	 ✓	

1-45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

顯著差異。	
✓	 	

1-46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

顯著差異。	
	 ✓	

1-47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

顯著差異。	
	 ✓	

1-48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

著差異。	
	 ✓	

1-49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

現顯著差異。	
	 ✓	

1-50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

顯著差異。	
	 ✓	

1-51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

顯著差異。	
	 ✓	

1-52 不同曾面臨親友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

現顯著差異。	
	 ✓	

1-53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

顯著差異。	
✓	 	

1-54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

顯著差異。	
✓	 	

1-55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

顯著差異。	
✓	 	

1-56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

顯著差異。	
✓	 	

1-57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

顯著差異。	
	 ✓	

1-58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

顯著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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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

顯著差異。	
✓	 	

1-60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

顯著差異。	
	 ✓	

1-61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

著差異。	
	 ✓	

1-62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

現顯著差異。	
	 ✓	

1-63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

顯著差異。	
	 ✓	

1-64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

顯著差異。	
	 ✓	

1-65 不同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

現顯著差異。	
	 ✓	

假設	 成立	 不成立	

假設二：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不同人口變項（性別、年級、家中排行）之生命意義、

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有所差異。	

2-1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2-2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2-3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2-4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2-5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2-6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2-7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2-8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2-9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2-10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2-11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12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13 不同性別的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2-14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2-15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2-16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2-17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2-18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2-19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2-20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2-21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2-22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2-23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2-24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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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26 不同年級的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2-27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2-28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2-29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2-30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2-31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2-32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2-33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2-34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2-35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2-36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2-37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38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39 不同家中排行的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2-40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2-41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2-42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2-43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2-44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2-45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2-46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2-47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2-48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2-49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2-50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51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52 不同性別的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2-53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2-54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2-55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2-56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2-57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2-58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2-59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2-60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2-61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2-62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2-63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64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65 不同年級的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2-66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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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2-68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2-69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2-70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2-71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2-72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2-73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2-74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2-75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2-76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77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2-78 不同家中排行的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假設三：新住民子女與非新住民子女不同情境變項（曾面臨親人、寵物死亡

經驗）之生命意義、希望感及主觀安適感有所差異。	

	
	

3-1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3-2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3-3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3-4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3-5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3-6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3-7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3-8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3-9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3-10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3-11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3-12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3-13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3-14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3-15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3-16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3-17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3-18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3-19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3-20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3-21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3-22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3-23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3-24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3-25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3-26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非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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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7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3-28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3-29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3-30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國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3-31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3-32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3-33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3-34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3-35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3-36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3-37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3-38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3-39 曾面臨親人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3-40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生命目標呈現顯著差異。	 ✓	 	

3-41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生命價值呈現顯著差異。	 ✓	 		

3-42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生命自由呈現顯著差異。	 	 ✓	

3-43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呈現顯著差異。	 	 ✓	

3-44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宗教支持呈現顯著差異。	 	 ✓	

3-45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死亡接受呈現顯著差異。	 	 ✓	

3-46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靈性提昇呈現顯著差異。	 	 ✓	

3-47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生命意義呈現顯著差異。	 	 ✓	

3-48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希望感呈現顯著差異。	 	 ✓	

3-49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差異。	 	 ✓	

3-50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正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3-51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負向情感呈現顯著差異。	 	 ✓	

3-52 曾面臨寵物死亡經驗的新住民子女主觀安適感呈現顯著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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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學生生活經驗預試問卷	

親愛的同學你（妳）好	

	

首先感謝你（妳）抽空填寫完這份問卷，這份問卷的主要目的是為了	

瞭解高中學生對於生命意義、希望感與主觀安適感，亟需你（妳）提供寶

貴的看法與意見，敬	 請惠予協助。本問卷每個題目都沒有標準答案，請

你（妳）根據個人的看法、感受與實際狀況填答。	

	

本研究採不記名方式，對於你（妳）所填的資料將予以保密，其結果	

僅供學術研究及學術參考之用，不會對外公開，更不列入任何評分，請你	

（妳）放心提供真實的答案。	
	

萬分感謝您的協助！	 	 	 	 敬	 祝！平安喜樂！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增穎	 博士	

研	 究	 生：劉安迪	 敬啟	
	

第一部份	 個人基本

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3.	 家中排行：□老大	 □排行在中間	 □老么	 □獨生子女	

4.	 曾經有親朋好友死亡的經驗：□無	□有	

5.	 曾經有寵物死亡的經驗：□無	 □有	

6.	 父母親任一方在結婚前國籍：父	 □本國籍	 	 	 □外國籍	

	 	 	 	 	 	 	 	 	 	 	 	 	 	 	 	 	 	 	 	 	 	 	 	 	 	 	 	 母	 □本國籍	 	 	 □外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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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問卷填寫	

本量表的目的在幫助您瞭解自己，非考詴亦無所謂對錯，請完全依照您個人實際的	 情

況與真實的感受作答。	請仔細閱讀下列每一題的敘述，然後在適當的數字上畫「○」。	 每一

題均必頇作答，不要遺漏，謝謝！	

	

（一）填答說明	 在下列句子中，請依敘述圈選出你對其內容的同意與否，這個數字

是從一個極端	

（例如	5 表示非常同意）到另一個極端（例如	1 表示很不同意）。	

	

例題:我覺得自己身體很健康	 5	 4	 3	 2	 1	

	

	

非常同意	 很不同意	

如果您覺得自己【很不健康】，請將	 1	 圈起來。	 5	 4	 3	 2	 ○1	

如果您覺得自己【不健康】，請將	 2	 圈起來。	 5	 4	 3	 ○2	 	 	 	 1	

如果您覺得自己【普通】，請將	 3	 圈起來。	 5	 4	 ○3	 	 	 	 2	 1	

如果您覺得自己【健康】，請將	 4	 圈起來。	 5	 ○4	 	 	 	 3	 2	 1	

如果您覺得自己【很健康】，請將	 5	 圈起來。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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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填答	 	 	
	

	

	

1.在達成個人目標前，我會先想好該怎麼做。	 	 	 5	 	 	 	 	 4	 	 	 3	 	 	 2	 	 1	

2.我很清楚我未來人生的方向。	 	 	 5	 	 	 4	 	 	 	 3	 	 	 2	 	 1	

3.我朝向我所追尋的目標邁進。	 	 	 5	 	 	 4	 	 	 3	 	 	 2	 	 1	

4.當理想與現實發生衝突時，我依然會堅持我的理想。	

	 	 5	 	 	 	 	 4	 	 	 3	 	 	 2	 	 1	 	

5.我覺得自己能過有規律的生活作息。	 	 	 5	 	 	 4	 	 	 3	 	 	 2	 	 1	

6.我能做好分內的事情。	 	 	 5	 	 	 	 	 4	 	 	 3	 	 	 2	 	 1	

7.對於曾經懊悔過的事，再發生類似情況時，我相信我可以處理得更好。	

	 	 5	 	 	 4	 	 	 3	 	 	 2	 	 1	

8.我希望十年後能夢想成真。	 	 	 5	 	 	 4	 	 	 3	 	 	 2	 	 1	

9.我覺得挫折可以讓自己更了解生命的價值。	 	 	 5	 	 	 4	 	 	 3	 	 	 2	 	 1	

	

10.我覺得有意義的人生，比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更重要。	

	 	 5	 	 	 4	 	 	 3	 	 	 2	 	 1	

11.當別人遇到困難時，我願意幫助他（她）	 	 	 	 	 	 5	 	 	 4	 	 	 3	 	 	 2	 	 1	

12.我肯定每個人的存在，都有其獨特的意義與價值。	

	 	 5	 	 	 4	 	 	 3	 	 	 2	 	 	 1	

13.我願意擔任幹部，為老師、同學、班級服務。	5	 	 	 4	 	 	 3	 	 	 2	 	 1	

14.我相信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幫助自己又能幫助別人。	

	 	 5	 	 	 4	 	 	 3	 	 	 2	 	 1	

15.我能感受到父母對我的愛。	 	 	 5	 	 	 4	 	 	 3	 	 2	 	 	 	 1	

16.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從錯誤中學習成長。	 	 	 5	 	 	 4	 	 	 		 3	 	 2	 1	

17.我認為遇到困難是自我突破的好機會。	 	 	 5	 	 	 4	 	 3	 	 2	 1	

18.不論命運好壞，我認為人都還有選擇的自由	 	 	 							5	 	 	 4	 	 3	 	 2	 1	 	 	 	

非 	 	 	 很 
常 同 沒 不 不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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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接受同學會有學習成就高低不同的差異。	 	 	 5	 	 	 	 4	 	 	 	 	 	 3	 	 	 	 	 2	 	 	 	 1	

20.我能接受每個人有犯錯的權利。	 5	 4	 3	 2	 1	

21.我尊重所有的宗教活動。	 5	 4	 3	 2	 1	

22.我能尊重身心障礙的人士。	 5	 4	 3	 2	 1	

23.我能尊重包容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	 5	 4	 3	 2	 1	

24.我能夠接納自己的優缺點。	 5	 4	 3	 2	 1	

25.面對不同的學習階段，我能調整自己的學習方式。	

	 	 	 5	 	 	 	 4	 	 	 3	 	 	 2	 	 	 1	

	

26.我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人。	 	 	 	 5	 	 	 	 4	 	 	 3	 	 	 2	 	 	 1	

27.我能調整自己的學習態度來面對不同老師的教學方法。	

	 	 	 5	 	 	 	 4	 	 	 	 3	 	 	 2	 	 	 1	

28.我能接受自己的身體與心理正在變化中。	 5	 	 4	 	 	 	 3		 2	 	 	 	 1	

29.我是精力充沛、富有活力的。	 5	 	 	 	 	 4	 	 	 	 	 3	 	 	 	 	 2	 	 	 	 1	

30.我對自己的外貌感到滿意。	 5	 	 	 	 	 4	 	 	 	 	 3	 	 	 	 	 2	 	 	 	 1	 	 	 	 	 	 	 	 	 	 	

31.我對我現在的情形感到滿意。	 5	 	 	 	 	 4	 	 	 	 	 3	 	 	 	 	 2	 	 	 	 1	 	 	 	 	 	 	 	 	 	 	 	 	 	 	 	 	 	 	 	 	 	

32.我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5	 	 	 	 	 4	 	 	 	 	 3	 	 	 	 	 2	 	 	 	 1	 	 	 	 	 	 	 	 	

33.我認為宗教信仰，有助於心靈之成長。	 5	 	 	 	 	 4	 	 	 	 	 3	 	 	 	 	 2	 	 	 	 1	 	 	 	 	 	 	 	 	 	 	

34.我認為人不應該做壞事。	 5	 	 	 	 	 4	 	 	 	 	 3	 	 	 	 	 2	 	 	 	 1	 	 	 	 	 	 	 	 	 	

	 35.我認有宗教信仰能協助我認清生命的本質。	 	 5	 	 	 4	 	 	 3	 	 	 	 	 2	 	 	 1	

	 36.我相信參與宗教活動會提升生命意義。	 	 	 	 5	 	 	 4	 	 	 3	 	 	 2	 	 	 1	

	 37.虔誠的宗教信仰給予我精神上的支持。	 	 	 	 5	 	 	 4	 	 	 3	 	 	 2	 	 	 	 1	

	 38.我認為有宗教信仰，較能以平常心面對死亡。	5	 	 	 	 4	 	 	 3	 	 	 	 	 2	 	 	 	 1	

＜請翻面，繼續作答！＞	

非 	 	 	 很 
常 同 沒 不 不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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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我參加宗教活動是不求回報的。	 	 	 	 	 	 5	 	 	 	 	 4	 	 	 	 	 3	 	 	 	 	 2	 	 	 	 1	

40.我認為自己能夠正向看待死亡。	 	 5	 4	 3	 2	 1	

41.我能坦然面對家人離開的事實。	 	 5	 4	 3	 2	 1	

42.我可以自在的跟別人談論死亡話題。	 	 5	 4	 3	 2	 1	

43.死亡是生命必然的事，我不怕死亡的來臨。	 	 5	 	 4	 	 	 3	 	 2	 	 1	

	

44.我能客觀地接受死亡教育的輔導。	 	 	 5	 	 4	 3	 2	 1	

45.我認同「每個人這一生都有自己要完成的人生功課，死亡是功課完成了」。	

	 	 5	 	 4	 3	 2	 1	

46.我認為死亡是件自然的事。	 	 5	 4	 3	 2	 1	

47.我能坦然面對寵物離開的事實。	 	 5	 4	 3	 2	 1	

48.在生活中追求心靈成長是理想的人生。	 	 5	 4	 3	 2	 1	

49.我認為從事有益於心靈的活動，可以提升自我。	

	 	 5	 	 4	 	 3	 	 2	 	 1	

50.在大自然中，我更能體會萬物宙萬物合一之感	受。		

																			5	 	 	 	 4	 	 	 	 	 3	 	 	 	 	 2	 	 	 	 	 1	

	

51.我能接受「萬物皆有靈性」的觀念。	 5	 	 	 	 4	 	 	 	 	 3	 	 	 	 	 2	 	 	 	 	 1	

52.我認為即使是小動物都有其存在的權利。	 5	 	 	 	 4	 	 	 	 	 3	 	 	 	 	 2	 	 	 	 	 1	

53.我能尊重萬物都有生存的空間。	 5	 	 	 	 4	 	 	 	 	 3	 	 	 	 	 2	 	 	 	 	 1	

54.提升心靈層次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事。	 5	 	 	 	 4	 	 	 	 	 3	 	 	 	 	 2	 	 	 	 	 1	

55.我喜歡親近大自然。	 5	 	 	 	 4	 	 	 	 	 3	 	 	 	 	 2	 	 	 	 	 1	

	

	

＜請翻面，繼續作答！＞	

非 	 	 	 很 
常 同 沒 不 不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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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考與行動	

	

	

我的日常感受	

	

	

＜請翻面，繼續作答！＞	

	 	 	 	 	 	 	

	 	 	 	 	

	 	 	 	 	 	 	

	 非		 	 	 	 	 很	

	 常		 同	 沒	 	 不	 不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	 	 我認為我表現得很好。	 5	 	 4	 3	 	 2	 1	

2.	 	 我能夠想出許多方法來獲得那些對我的生活具有重要性的事物。	 5	 	 4	 3	 	 2	 1	

3.	 	 跟其他同年齡的相比，我表現的跟他們一樣好	 5	 	 4	 3	 	 2	 1	

4.	 	 當我運到困難時，我會想出許多辦法來克服它們。	 5	 	 4	 3	 	 2	 1	

5.	 	 我認為過去的經驗會幫助我面對未來的事情。	 5	 	 4	 3	 	 2	 1	

6.	 	 即時當別人想要放棄時，我仍然認為我可以想出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5	 	 4	 3	 	 2	 1	

7.	 	 我對我自己很有信心	 5	 	 4	 3	 	 2	 1	
	 5	 	 4	 3	 	 2	 1	

	 非	 	 	 	 	 	 很	

	 常	 	 同	 沒	 	 不	 不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	 	 	 我的生活大致接近我的理想。	 5	 	 4	 3	 	 2	 1	

2.	 	 	 我的生活狀況非常好。	 5	 	 4	 3	 	 2	 1	

3.	 	 	 我對我的生活感到滿意。	 5	 	 4	 3	 	 2	 1	

4.	 	 	 到目前為止，我可以得到生命中的重要事物。	 5	 	 4	 3	 	 2	 1	

5.	 	 	 如果能再活一次，我不會想要改變我目前的生活。	 5	 	 4	 3	 	 2	 1	

作答說明：此部分的題目是同學們對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些可能和您實際的狀況相較，有

些可能剛好相反。請根據題目，將適當的號碼圈選起來，而不要依照”我應該怎麼樣”或”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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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個月的心情感受	

	

	

	

量表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很		

從	 不	 不	 一		 很	 總	

沒	 常	 常	 半	 常	 常	 是	

題	 	 發	 發	 發	 時	 發	 發	 發	

號	 	 生	 生	 生	 間	 生	 生	 生	

1.	 懼怕。	 	 1	 2	 3	 4	 5	 6	 7	

2.	 擔憂。	 	 1	 2	 3	 4	 5	 6	 7	

3.	 焦慮。	 	 1	 2	 3	 4	 5	 6	 7	

4.	 緊張不安。	 	 1	 2	 3	 4	 5	 6	 7	

5.	 生氣。	 	 1	 2	 3	 4	 5	 6	 7	

6.	 憤怒。	 	 1	 2	 3	 4	 5	 6	 7	

7.	 厭惡。	 	 1	 2	 3	 4	 5	 6	 7	

8.	 暴怒。	 	 1	 2	 3	 4	 5	 6	 7	

9.	 悲傷。	 	 1	 2	 3	 4	 5	 6	 7	

10.	 不快樂。	 	 1	 2	 3	 4	 5	 6	 7	

11.	 沮喪。	 	 1	 2	 3	 4	 5	 6	 7	

12.	 孤獨。	 	 1	 2	 3	 4	 5	 6	 7	

13.	 羞恥。	 	 1	 2	 3	 4	 5	 6	 7	

14.	 罪惡。	 	 1	 2	 3	 4	 5	 6	 7	

15.	 懺悔。	 	 1	 2	 3	 4	 5	 6	 7	

16.	 難堪。	 	 1	 2	 3	 4	 5	 6	 7	

17.	 高興。	 	 1	 2	 3	 4	 5	 6	 7	

18.	 快樂。	 	 1	 2	 3	 4	 5	 6	 7	

19.	 滿足。	 	 1	 2	 3	 4	 5	 6	 7	

20.	 自豪。	 	 1	 2	 3	 4	 5	 6	 7	

21.	 喜愛。	 	 1	 2	 3	 4	 5	 6	 7	

22.	 熱愛。	 	 1	 2	 3	 4	 5	 6	 7	

23.	 關愛。	 	 1	 2	 3	 4	 5	 6	 7	

24.	 疼愛。	 	 1	 2	 3	 4	 5	 6	 7	

	 	 	 	 	 	 	 	 	

作答說明：此部分的題目是同學們的心情感受，請根據過去一個月的新情感受，將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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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學生生活經驗正式問卷	

親愛的同學你（妳）好	

	

首先感謝你（妳）抽空填寫完這份問卷，這份問卷的主要目的是為了	

瞭解高中學生對於生命意義、希望感與主觀安適感，亟需你（妳）提供寶

貴的看法與意見，敬	 請惠予協助。本問卷每個題目都沒有標準答案，請

你（妳）根據個人的看法、感受與實際狀況填答。	

	

本研究採不記名方式，對於你（妳）所填的資料將予以保密，其結果	

僅供學術研究及學術參考之用，不會對外公開，更不列入任何評分，請你	

（妳）放心提供真實的答案。	
	

萬分感謝您的協助！	 	 	 	 敬	 祝！平安喜樂！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增穎	 博士	

研	 究	 生：劉安迪	 敬啟	
	

第一部份	 個人基本

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3.	 家中排行：□老大	 □排行在中間	 □老么	 □獨生子女	

4.	 曾經有親朋好友死亡的經驗：□無	□有	

5.	 曾經有寵物死亡的經驗：□無	 □有	

6.	 父母親任一方在結婚前國籍：父	 □本國籍	 	 	 □外國籍	

	 	 	 	 	 	 	 	 	 	 	 	 	 	 	 	 	 	 	 	 	 	 	 	 	 	 	 	 母	 □本國籍	 	 	 □外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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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問卷填寫	

本量表的目的在幫助您瞭解自己，非考詴亦無所謂對錯，請完全依照您個人實際的	 情

況與真實的感受作答。	請仔細閱讀下列每一題的敘述，然後在適當的數字上畫「○」。	 每一

題均必頇作答，不要遺漏，謝謝！	

	

（一）填答說明	 在下列句子中，請依敘述圈選出你對其內容的同意與否，這個數字

是從一個極端	

（例如	5 表示非常同意）到另一個極端（例如	1 表示很不同意）。	

	

例題〆我覺得自己身體很健康	 5	 4	 3	 2	 1	

	

	

非常同意	 很不同意	

如果您覺得自己【很不健康】，請將	 1	 圈起來。	 5	 4	 3	 2	 ○1	

如果您覺得自己【不健康】，請將	 2	 圈起來。	 5	 4	 3	 ○2	 	 	 	 1	

如果您覺得自己【普通】，請將	 3	 圈起來。	 5	 4	 ○3	 	 	 	 2	 1	

如果您覺得自己【健康】，請將	 4	 圈起來。	 5	 ○4	 	 	 	 3	 2	 1	

如果您覺得自己【很健康】，請將	 5	 圈起來。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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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填答	 	 	
	

	

	

1.在達成個人目標前，我會先想好該怎麼做。	 	 	 5	 	 	 	 	 4	 	 	 3	 	 	 2	 	 1	

2.我很清楚我未來人生的方向。	 	 	 5	 	 	 4	 	 	 	 3	 	 	 2	 	 1	

3.我朝向我所追尋的目標邁進。	 	 	 5	 	 	 4	 	 	 3	 	 	 2	 	 1	

4.當理想與現實發生衝突時，我依然會堅持我的理想。	

	 	 5	 	 	 	 	 4	 	 	 3	 	 	 2	 	 1	 	

5.我覺得自己能過有規律的生活作息。	 	 	 5	 	 	 4	 	 	 3	 	 	 2	 	 1	

6.我能做好分內的事情。	 	 	 5	 	 	 	 	 4	 	 	 3	 	 	 2	 	 1	

7.對於曾經懊悔過的事，再發生類似情況時，我相信我可以處理得更好。	

	 	 5	 	 	 4	 	 	 3	 	 	 2	 	 1	

8.我希望十年後能夢想成真。	 	 	 5	 	 	 4	 	 	 3	 	 	 2	 	 1	

9.我覺得挫折可以讓自己更了解生命的價值。	 	 	 5	 	 	 4	 	 	 3	 	 	 2	 	 1	

	

10.我覺得有意義的人生，比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更重要。	

	 	 5	 	 	 4	 	 	 3	 	 	 2	 	 1	

11.當別人遇到困難時，我願意幫助他（她）	 	 	 	 	 	 5	 	 	 4	 	 	 3	 	 	 2	 	 1	

12.我肯定每個人的存在，都有其獨特的意義與價值。	

	 	 5	 	 	 4	 	 	 3	 	 	 2	 	 	 1	

13.我願意擔任幹部，為老師、同學、班級服務。	5	 	 	 4	 	 	 3	 	 	 2	 	 1	

14.我相信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幫助自己又能幫助別人。	

	 	 5	 	 	 4	 	 	 3	 	 	 2	 	 1	

15.我能感受到父母對我的愛。	 	 5	 	 	 4	 	 	 3	 	 2	 	 	 	 1	

16.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從錯誤中學習成長。	 	 	 5	 	 	 4	 	 	 		 3	 	 2	 1	

17.我認為遇到困難是自我突破的好機會。	 	 	 5	 	 	 4	 	 3	 	 2	 1	

	 18.不論命運好壞，我認為人都還有選擇的自由	 	 	 							5	 	 	 	 4	 	 	 3	 	 	 	 2	 	 	 	 1	

非 	 	 	 很 
常 同 沒 不 不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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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接受同學會有學習成就高低不同的差異。	 	 	 5	 	 	 	 	 4	 	 	 	 3	 	 	 	 2	 	 	 	 1	

20.我能接受每個人有犯錯的權利。	 5	 4	 3	 2	 1	

21.我尊重所有的宗教活動。	 5	 4	 3	 2	 1	

22.我能尊重身心障礙的人士。	 5	 4	 3	 2	 1	

23.我能尊重包容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	 5	 4	 3	 2	 1	

24.我能夠接納自己的優缺點。	 5	 4	 3	 2	 1	

25.面對不同的學習階段，我能調整自己的學習方式。	

	 	 	 5	 	 	 	 4	 	 	 3	 	 	 2	 	 	 1	

	

26.我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人。	 	 	 	 5	 	 	 	 4	 	 	 3	 	 	 2	 	 	 1	

27.我能調整自己的學習態度來面對不同老師的教學方法。	

	 	 	 5	 	 	 	 4	 	 	 	 3	 	 	 2	 	 	 1	

28.我能接受自己的身體與心理正在變化中。	 5	 	 4	 	 	 	 3		 2	 	 	 	 1	

29.我是精力充沛、富有活力的。	 5	 	 	 	 	 4	 	 	 	 	 3	 	 	 	 	 2	 	 	 	 1	

30.我對自己的外貌感到滿意。	 5	 	 	 	 	 4	 	 	 	 	 3	 	 	 	 	 2	 	 	 	 1	 	 	 	 	 	 	 	 	 	 	

31.我對我現在的情形感到滿意。	 5	 	 	 	 	 4	 	 	 	 	 3	 	 	 	 	 2	 	 	 	 1	 	 	 	 	 	 	 	 	 	 	 	 	 	 	 	 	 	 	 	 	 	

32.我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5	 	 	 	 	 4	 	 	 	 	 3	 	 	 	 	 2	 	 	 	 1	 	 	 	 	 	 	 	 	

33.我認為宗教信仰，有助於心靈之成長。	 5	 	 	 	 	 4	 	 	 	 	 3	 	 	 	 	 2	 	 	 	 1	 	 	 	 	 	 	 	 	 	 	

34.我認為人不應該做壞事。	 5	 	 	 	 	 4	 	 	 	 	 3	 	 	 	 	 2	 	 	 	 1	 	 	 	 	 	 	 	 	 	

	 35.我認有宗教信仰能協助我認清生命的本質。	 	 5	 	 	 4	 	 	 3	 	 	 	 	 2	 	 	 1	

	 36.我相信參與宗教活動會提升生命意義。	 	 	 	 5	 	 	 4	 	 	 3	 	 	 2	 	 	 1	

	 37.虔誠的宗教信仰給予我精神上的支持。	 	 	 	 5	 	 	 4	 	 	 3	 	 	 2	 	 	 	 1	

	 38.我認為有宗教信仰，較能以平常心面對死亡。	5	 	 	 	 4	 	 	 3	 	 	 	 	 2	 	 	 	 1	

＜請翻面，繼續作答！＞	

	

非 	 	 	 很 
常 同 沒 不 不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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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我參加宗教活動是不求回報的。	 	 	 	 	 	 5	 	 	 	 	 4	 	 	 	 	 3	 	 	 	 	 2	 	 	 	 1	

40.我認為自己能夠正向看待死亡。	 	 5	 4	 3	 2	 1	

41.我能坦然面對家人離開的事實。	 	 5	 4	 3	 2	 1	

42.我可以自在的跟別人談論死亡話題。	 	 5	 4	 3	 2	 1	

43.死亡是生命必然的事，我不怕死亡的來臨。	 	 5	 	 4	 	 	 3	 	 2	 	 1	

	

44.我能客觀地接受死亡教育的輔導。	 	 	 5	 	 4	 3	 2	 1	

45.我認同「每個人這一生都有自己要完成的人生功課，死亡是功課完成了」。	

	 	 5	 	 4	 3	 2	 1	

46.我認為死亡是件自然的事。	 	 5	 4	 3	 2	 1	

47.我能坦然面對寵物離開的事實。	 	 5	 4	 3	 2	 1	

48.在生活中追求心靈成長是理想的人生。	 	 5	 4	 3	 2	 1	

49.我認為從事有益於心靈的活動，可以提升自我。	

	 	 5	 	 4	 	 3	 	 2	 	 1	

50.在大自然中，我更能體會萬物宙萬物合一之感	受。		

																			5	 	 	 	 4	 	 	 	 	 3	 	 	 	 	 2	 	 	 	 	 1	

	

51.我能接受「萬物皆有靈性」的觀念。	 5	 	 	 	 4	 	 	 	 	 3	 	 	 	 	 2	 	 	 	 	 1	

52.我認為即使是小動物都有其存在的權利。	 5	 	 	 	 4	 	 	 	 	 3	 	 	 	 	 2	 	 	 	 	 1	

53.我能尊重萬物都有生存的空間。	 5	 	 	 	 4	 	 	 	 	 3	 	 	 	 	 2	 	 	 	 	 1	

54.提升心靈層次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事。	 5	 	 	 	 4	 	 	 	 	 3	 	 	 	 	 2	 	 	 	 	 1	

55.我喜歡親近大自然。	 5	 	 	 	 4	 	 	 	 	 3	 	 	 	 	 2	 	 	 	 	 1	

	

＜請翻面，繼續作答！＞	

非 	 	 	 很 
常 同 沒 不 不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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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考與行動	

	

	

我的日常感受	

	

	

＜請翻面，繼續作答！＞	

	 	 	 	 	 	 	

	 	 	 	 	

	 	 	 	 	 	 	

	 非		 	 	 	 	 很	

	 常		 同	 沒	 	 不	 不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	 	 我認為我表現得很好。	 5	 	 4	 3	 	 2	 1	

2.	 	 我能夠想出許多方法來獲得那些對我的生活具有重要性的事物。	 5	 	 4	 3	 	 2	 1	

3.	 	 跟其他同年齡的相比，我表現的跟他們一樣好	 5	 	 4	 3	 	 2	 1	

4.	 	 當我運到困難時，我會想出許多辦法來克服它們。	 5	 	 4	 3	 	 2	 1	

5.	 	 我認為過去的經驗會幫助我面對未來的事情。	 5	 	 4	 3	 	 2	 1	

6.	 	 即時當別人想要放棄時，我仍然認為我可以想出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5	 	 4	 3	 	 2	 1	

7.	 	 我對我自己很有信心	 5	 	 4	 3	 	 2	 1	
	 5	 	 4	 3	 	 2	 1	

	 非	 	 	 	 	 	 很	

	 常	 	 同	 沒	 	 不	 不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	 	 	 我的生活大致接近我的理想。	 5	 	 4	 3	 	 2	 1	

2.	 	 	 我的生活狀況非常好。	 5	 	 4	 3	 	 2	 1	

3.	 	 	 我對我的生活感到滿意。	 5	 	 4	 3	 	 2	 1	

4.	 	 	 到目前為止，我可以得到生命中的重要事物。	 5	 	 4	 3	 	 2	 1	

5.	 	 	 如果能再活一次，我不會想要改變我目前的生活。	 5	 	 4	 3	 	 2	 1	

作答說明：此部分的題目是同學們對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些可能和您實際的狀況相較，有

些可能剛好相反。請根據題目，將適當的號碼圈選起來，而不要依照”我應該怎麼樣”或”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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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個月的心情感受	

	

	

	

量表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很		

從	 不	 不	 一		 很	 總	

沒	 常	 常	 半	 常	 常	 是	

題	 	 發	 發	 發	 時	 發	 發	 發	

號	 	 生	 生	 生	 間	 生	 生	 生	

1.	 懼怕。	 	 1	 2	 3	 4	 5	 6	 7	

2.	 擔憂。	 	 1	 2	 3	 4	 5	 6	 7	

3.	 焦慮。	 	 1	 2	 3	 4	 5	 6	 7	

4.	 緊張不安。	 	 1	 2	 3	 4	 5	 6	 7	

5.	 生氣。	 	 1	 2	 3	 4	 5	 6	 7	

6.	 憤怒。	 	 1	 2	 3	 4	 5	 6	 7	

7.	 厭惡。	 	 1	 2	 3	 4	 5	 6	 7	

8.	 暴怒。	 	 1	 2	 3	 4	 5	 6	 7	

9.	 悲傷。	 	 1	 2	 3	 4	 5	 6	 7	

10.	 不快樂。	 	 1	 2	 3	 4	 5	 6	 7	

11.	 沮喪。	 	 1	 2	 3	 4	 5	 6	 7	

12.	 孤獨。	 	 1	 2	 3	 4	 5	 6	 7	

13.	 羞恥。	 	 1	 2	 3	 4	 5	 6	 7	

14.	 罪惡。	 	 1	 2	 3	 4	 5	 6	 7	

15.	 懺悔。	 	 1	 2	 3	 4	 5	 6	 7	

16.	 難堪。	 	 1	 2	 3	 4	 5	 6	 7	

17.	 高興。	 	 1	 2	 3	 4	 5	 6	 7	

18.	 快樂。	 	 1	 2	 3	 4	 5	 6	 7	

19.	 滿足。	 	 1	 2	 3	 4	 5	 6	 7	

20.	 自豪。	 	 1	 2	 3	 4	 5	 6	 7	

21.	 喜愛。	 	 1	 2	 3	 4	 5	 6	 7	

22.	 熱愛。	 	 1	 2	 3	 4	 5	 6	 7	

23.	 關愛。	 	 1	 2	 3	 4	 5	 6	 7	

24.	 疼愛。	 	 1	 2	 3	 4	 5	 6	 7	

	 	 	 	 	 	 	 	 	

作答說明：此部分的題目是同學們的心情感受，請根據過去一個月的新情感受，將適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