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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 

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 

中文摘要 

本研究根據理論與相關文獻的統整結合，主要探討台中市之國小五、六年級

學生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校園人際適應現況之影響與關聯。調查方式採自

陳問卷調查法，有效問卷共 866份，再將所得到的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

及多元迴歸進行處理與分析。本研究結果顯示： 

（1） 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情緒表達對師生人際適應有正向影響效應。 

（2） 家庭支持獲得對師生人際適應有負向影響效應。 

（3） 老師支持獲得對師生人際適應有正向影響效應。 

（4） 情緒能力之情緒調節、情緒表達對同儕人際適應有正向影響效應。 

（5） 老師支持獲得對同儕人際適應有負向影響效應。 

（6） 同儕支持獲得對同儕人際適應有正向影響效應。 

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作為家長、教師、學校單

位以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校園人際適應、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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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 among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Ability to 

Obtain Social Support, and Campus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of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study mainly dis-

cusses the influence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social sup-

port and the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s of Tai-

chung City. The survey method was collected from the Chen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a total of 86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he data obtained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

gres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1) Emotional recogni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adaptation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2) Obtain support from famil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adaptation of teach-

er-student relationship. 

(3) Obtain support from teacher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daptation of teach-

er-student relationship. 

(4)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adaptation of peer relationship. 

(5) Obtain support from teacher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adaptation of peer 

relationship. 

(6) Obtain support from peer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daptation of peer rela-

tionship. 

Finally,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nd recommendations, as a 

reference for parents, teachers, school unit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campus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emotional ability,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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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

關聯。本章總共分為二節：第一節說明此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陳述研

究之研究目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改革與課綱微調的目的是讓學生達到多元學習、減少以評量來評價學生

的價值，進而減輕過度與不適宜的壓力，讓每個學生可以在臻至的教育核心體制

下找到自己有興趣與有天份的科目，然後再循序漸進地加以專業化，甚至跨領域

學習培養多元技能與專長。然而教改的效益並未達成多數家長的期待，多數教育

工作者雖然努力在往前，並盡量讓每個孩子都達到教育部所訂定課綱的標準，近

年來也可以看到翻轉教育在教育界遍地開花，也有不在少數的家長認同，只是在

坊間亦看到補習班、才藝班與安親班愈來愈多，當然不只是教育，這也得納入整

個社會結構來探討。面對學生學校適應方面的改善不增反減，全球化資訊網路的

迅速膨脹也導致世界距離縮小，學生平時接收到的訊息雖有正面，但更充斥著不

少負面的資訊，紛紛為學校老師帶來無法預測的教育風險，有遇過的問題現在仍

留著，過去沒碰過的現在都出現了，整個台灣對教育現況的氛圍充滿著焦慮感。

本研究動機的核心是希望透過能力觀來理解，有良好的情緒能力與社會支持獲得

能力可以為學生在校園的人際適應帶來甚麼影響。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stage theory of developmental）的創始人

Erikson，將不同時期各自的自我發展，用二元的方式顯示出不同時期可能的發

展危機。而危機是否能克服，從哪一個向度來克服，即會影響後續發展出現的可

能性心理特徵。青春期的發展危機是辛勤奮勉相對於自我價值低落，發展順利的

個體心理特徵是能有正向的學習適應、環境適應、人際適應，發展出現障礙的心

理特徵則是缺乏生活適應的基本能力，並充滿了挫折失敗與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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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son,1998）。此時的發展若出現嚴重性的障礙，將會影響下一關鍵性的青

年期統合危機（identity crisis），個體將可能傾向於角色混亂，於是生活找不到

意義與目的，徬徨迷失了方向（Erikson,1998）。而教育心理學家 Vygotsky 的認

知發展理論的基本要義之一亦提到，若能在即時且適合的時機介入輔導，對學生

自我學習正向發展的效益是絕對的（Vygotsky,1980）。然而，在教育現場的實況

裡，不同的人、地、時、事、物的造就下，並非每一個學生都能安然度過發展危

機，在學習與經歷生命的過程中必然受到挫折與創傷，甚至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PTSD）。當學生在校園環境時，面對最大的挫敗與問題多數是人際適應的問

題，對於人際適應不佳帶來的傷害時常影響學生直到成年時期，心理學家阿德勒

也談過，所有問題的起源都是人際關係的問題。然而，創傷是生命中必定存在的

事實，但它不必是禁錮身心的無期徒刑（Levine,2010）。過去佛洛伊德時代，心

理學主要在於分析並找出發生負面情緒或精神困擾的原點，然後純粹採取治療的

方式來處理，忽視了生命之目的與意義。近年來正向心理學崛起，強調有正確的

積極的情緒能力則能夠克服適應的問題。從教育工作者角度來看，如何引導學生

能有效增進情緒能力，並理解學生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就能在學生遇到困境時

在旁加以輔導。 

  情緒是智能，深深的影響學習、工作與人生。情緒教育有驚人的益處，學生

學會自我管理負面情緒時會比較快樂、能改善人際關係、減少偏差行為、課業表

現進步（Goleman,1995,2014）。然而，從這樣的研究可以顯示，情緒與專注力

有明顯的正相關，教育者若能關心理解情緒教育的重要性並落實，對學生學校生

活適應會有正向的影響。從情緒發展角度解釋，人約在十二歲以前，已經發展出

各種情緒經驗，但對情緒控制與調節依然不足，「這階段的學生學習情緒調節，

是重要的事」（黃世琤，2007，2014）。 

  情緒能力好人際關係就好，看似理所當然。但，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是否可

以強調或研究？探討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與道德是否有相違背？在社會互動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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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體（int –intersubjectivity）的表現中，又是如何去看待？人類社會化互動的

歷程中，給予與獲得，又發生了何種微妙的心理狀態。過去探討國小高年級獲得

社會支持能力的相關主題與文獻並不多，多數的文獻是探討成人的人際關係，缺

乏以更多元的方式來看待與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 

  近年來由於學生各方面的壓力與在學校的相關適應不良，例如：環境適應、

學習適應等，與台灣教育改革的完善度與人民教育期待有相當程度之落差有相關，

而因為上述的適應不良，也連鎖導致愈來愈多的學生在校園與同儕的人際互動出

現適應問題。學生的適應與壓力問題並未隨著教育改革當初的理想模型而實現最

佳化。雖然社會上愈來愈多的老師努力提供更多創新有趣的教育資源，甚至和國

際接軌更專業的教學方法來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但是家長端對於這樣的教學方

式是否能提升學生未來競爭力，多數仍然充滿存疑與恐懼。理所當然，政府與國

家級的專業學者所建構設計下的課綱，亦不被家長所信任，於是補習班則觸目皆

是。在社會文化微妙的演化下，家長端與教師端出現隱性的對立、不一致性，無

法兩教合一的教育文化背景發展下，學生適應問題與行為問題常態發生的時間反

而從當初的國中生降至現在的國小高年級學生，而資訊科技 3C 的普及化，也讓

學生人手一機的狀況愈來愈多，這樣的狀況讓情緒與應對溝通的能力在轉弱之外，

手機網路讓學生帶來虛擬的應對模式正深刻改變與轉化社會的文化，這樣的發展

之下，學生校園的人際適應狀況因此愈來愈不佳，而當學生在學校人際關係不佳

時，相對的也影響到學習適應問題。 

  社會的多元變遷導致學生面對生活適應上的困境時，習慣用逃避、自我中心、

發洩不適當情緒的方式來面對，行為問題與情緒問題的學生也日益漸增，家長與

教師因應的效能因政策的變動與經歷教育文化年代變遷的過渡期，逐漸而弱化，

因為這樣的生活型態幾乎同時出現在家長、教師與孩子身上，與過往的台灣社會

完全迥異，無法對照與參考。在這快速且多元變遷的社會系統結構模式下，如何

提升學童的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並建構出健康的家庭與社會支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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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模型。對於上述的思維脈絡因而產生了研究興趣，整體研究動機的核心是希

望，透過能力觀來理解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之能力對校園人際適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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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能力、社會

支持獲得與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研究目的如下： 

 

壹．瞭解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現況之概況。 

貳．研究情緒能力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性。 

參．研究社會支持獲得能力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性。 

肆．探討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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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校園人際適應之關

聯。以下總共分為四節來介紹文獻之探討，第一節說明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

適應之內涵與重要性；第二節說明情緒能力之內涵與重要性；第三節說明社會支

持獲得能力之內涵與重要性；第四節歸納整理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能力與國

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分別敘之。 

第一節 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內涵與重要性 

  校園人際適應是指學生在學校與老師、同儕之間所形成的社交適應性

（Arkoff,1974）。人際關係的良窳會影響個人的生理、心理、學習等各方面的發

展（林淑華，2002；莊侑靜 ，2012）。而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的基礎，學校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延伸，也當只有兩教合一的教育模式能健全發展時，才能夠提供學

生良好的學習教育環璄。在家庭的研究中也發現，當家人愈有時間陪伴孩子閱讀

或溝通對話、家人愈以民主的方式來教育孩子，則在人際關係上之適應情形就愈

好（李麗日，2011）。學生在校園人際關係的能力則影響著自身是否可以順利融

入團體之中、是否可以與同儕輕鬆的建立起情誼。此外，在校園人際適應的對象

除了同儕外，另一個主要的對象就是老師，研究也顯示師生關係愈佳，學習效能

也愈好（Gurgel ＆ Ruth,2015）。研究亦發現，有較佳的校園同儕適應時，學生

的人際適應也會跟著提升（陳夏琪，2015；陳滄鉦，2007；朱鈺雲；Yau,sun ＆ 

Cheng, 2012 ）。學生在校學習社會化的過程中若有老師與同儕正向的社會支持

時，則是影響學生心理適應健康是否良好的重要原因（林俊瑩、陳成宏、黃章健，

2014；蕭佳純，2014）。而增進學生適應能力的資源或因子，都是可以讓學生應

用在學校與強化自身校園的人際適應。 

  物種起源一書中，在 1859 年解釋了環境選擇了現有條件下適應最好的個體

（Darwin,1999），這是適應（adaptation）一詞最早被提及的時刻。社會是由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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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集合而組成，組成的分類小至家庭大到整個國家、世界。組成的過程與進化

中，在於時空的不同背景脈絡下自然形成了社會文化與規範，以利社會的正常運

作與人們的和平互動，這中間的歷程都經歷過「適應」（adaptation）的淬鍊，目

的在於維持個體與集體的自然生存法則。 

  進一步而言，關於適應的詮釋觀點主要有以下四類取向： 

壹、因應壓力行為解讀適應： 

  心理學者 Lazarus 提到生活適應與抗壓的能力息息相關，並對壓力做個定義：

「壓力是個人與環境中的人、事、物的一種特別關懷，這種個人環境中的人、事、

物的關係，被評估是有心理負擔的，或超越其資源所能負擔的，以及危害其健康

及個體綜合福祉的概念，被稱為壓力。」心理學者 Seley 認為壓力是個體面對環

境需求的一種非特定的生理反應歷程。這個需求如果無能力因應時，對環境的適

應則成為一種壓力（引自鄭照順，1999），可見人際關係好壞、人際適應的能力

都是環境中所發生日常困擾之一環，當學生在校園與老師或同儕的人際適應因為

某些因子的能力狀況而出現壓力時，通常都會是造成學生適應不良的因素之一。 

貳、認知學習論解讀適應： 

  適應就是改變個體配合環境的歷程（張春興、林清山，1993)。Arkoff（1974）

認為，「適應」是一種人與環境雙向互動接受或改變以達平衡的過程與皮亞傑的

認知學習論裡面有相似的觀點。根據 Piaget 認知發展論，適應乃是個體因環境限

制而不斷改變認知結構以求其內在認知與外在環境經常保持平衡的歷程。個體適

應的方式包括調適、同化兩種彼此互補的歷程（張春興，2013)。皮亞傑強調個

體本身自然成長，Vygotsky 特別強調社會文化的影響（張春興，2013)。也就是

說 Vygotsky 的認知發展理論比較接近從教育社會觀點，學校與教育者是否能更

加提升學生適應的效能。 

參、教育心理學觀點解讀適應： 

  Dewey 是主張思考為學習歷程的學者，強調思考的產生是因為個體在遇到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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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疑惑情境時，透過各種可能性的挖掘，解決問題符合自身與環境需求。Guilf

主張思考視為一種能力的學者，思考因為需要解決問題而產生，因為問題的解決

而中止（張春興、林清山，1993)。文獻中可以發現，學生學習的目的在於透過

學習所得的知識與經驗，解決未來可能面對生活適應上的困境。 

肆、心理社會期發展論解讀適應： 

  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分成了八個時期，並用二元的對立關係來分別

表示各個不同時期的發展危機。主要論述人類在一出生後與社會環境的互動學習

中而成長，一方面需要人際關係上需求的滿足，另一方面又必須符合社會的規範，

因而產生了社會環境適應上的心理困擾，稱為發展危機（developmental crisis）。

此社會適應的困擾會在不同時期碰上不同的困擾（張春興，2013)。本研究主要

探討時期為青春期與準備邁向青年期初期，可能會發生的發展危機。從心理社會

發展理論可以發現，青春期發展順利的個體心理特徵是能有正向的學習適應、環

境適應、人際適應，發展出現障礙的心理特徵則是缺乏生活適應的基本能力，並

充滿了挫折失敗與無力感。教育工作者若能夠在此時期發現學生微妙的心理特徵

變化，即可找出關聯性並帶領學生走入正向的適應發展。 

  綜合上述學者理論觀點與內涵之延伸後發現，無論哪一個年代、何種角色，

人類脫離不了環境的適應、學習的適應、人際的適應。而人際適應又是心理健康

重要的影響因素，也是心理狀況的重要指標（曾曉強，2010），目的都是為了在

經歷學校生活過程中，因為尋求知識、互動、期待、心靈的自然渴望本質而與他

人達成和諧的雙向動態過程。因此，本研究主要探究校園人際適應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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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情緒能力之內涵與重要性 

  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中國的科舉制度仍然深深影響著台灣，萬般皆下品唯有

讀書高的多數意識的價值，從 30 年前台灣的農業社會轉型成工業社會，一直至

今天的資訊科技的社會型態，卻仍然沒有太大的轉變。聰明且會讀書的人，成為

未來一定會成功的代表性質，理所當然學生從小就被如此複製相同的觀念。然而，

菁英的概念受益的只是少數人，多數的孩子反而因環境、價值、文化、教育的方

式造成生活適應的不良。而學生對於適應的不良，並不單關環境在學校或是家庭，

亦不全是引發情緒的事件大小、嚴重性。而是學生對於情緒的認識概念太淺、導

致無法在第一時間知道自己的情緒為何，抒發情緒的方式自然多是複製於原生家

庭，父母或長輩平時如何表現情緒，學生的應對姿態已經老早刻印在潛意識（John 

Banman，2008）。理所當然，學生認為這就是情緒表現的方式，更不用說改變與

轉化。台灣之國小與國中的情緒教育仍停留在宣導的方式，因為社會文化或其他

因素，仍少有整體性規劃的教育方案來教導學生認識自己的情緒與管理，多數仍

落在導師個人身上，若能配合整個教育政策的推動，必能提供學校單位與教育工

作者最大的資源，以利台灣的學生因為接受專業的情緒教育而提升情緒能力，並

能讓學生擁有更佳的社會適應能力。 

  Binet＆Simon 過去提出的智商理論 IQ（智慧商數），然後所設計出來的 IQ

鑑定量表，從就學時期的小學到到就業時期的公務體系人員或甚至私人企業，都

寫過這樣的量表，可見 IQ 高等於高能力的觀念仍存留在社會多數人的觀點上。

雖然教改已經多年，學校仍然習慣以學習與評量方式來教育學生，並以此能力來

衡量學生學習效益的基準，多數家長亦是如此認同。過去研究情緒能力的學者並

不多，只有少數學者提到情緒智力(Salovey & Mayer, 1990; Bar-On, 1997)，

直到 Goleman(1995)出版了「情緒智力」一書後，才造成研究熱潮。書中亦提出，

人類預測由行為帶來未來的成功，IQ 其實只佔百分之 25，其他則是來自情緒智

慧（EQ）之時，社會才恍然大悟，過去選才的價值與教育的方式是偏誤的。 



 
 
 
 
 
 
 
 
 
 
 
 

 

10 
 

  心理學理論對「能力」的定義可追溯到 White(1959)的看法，他認為「能

力」是個體能夠有效地與環境互動的潛力(引自吳宗祐、鄭伯壎，2002)。至於，

情緒(emotion)則是一種複雜的型態，包括生理反應、感覺、認知和行為反應等

四種歷程。生理反應包括神經、內臟和肌肉的變化；感覺包括一般的情感狀態及

特定的感受；認知歷程包括解釋、記憶和期待；行為反應則包括表達性行為和工

具性行為(孫敏芝，2010；陳李綢，2008；Goleman, 1995)。研究發現情緒能力

在個體的社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有能力辨識自己的情緒，而適當的

調節情緒帶來感受的解釋，進而根據這些調節後的解釋做出合宜的表達或決定

（孫敏芝，2010）。因為情緒能力的重要性，讓許多教育學者探究增進情緒能力

發展的方法與策略(Elias,1991; Cohen, 2006)；最後由 Goleman 以及教育學者 

Eileen R. Growald 共同創立一個「為學生學業、社會、情緒學習而合作」的團

體，提昇學生的情緒能力。國內許多學者亦致力於情緒教育之研究與教學(王春

展，1999；呂俊甫，1997；常雅珍、毛國楠，2006a，2006b；黃珮貞，2008；黃

雅琳，2008)，情緒能力教育的發展與研究亦擴展至各個教育現場實務的層面。 

  因為情緒智力意涵抽象，包含很多能力的表現，近年來的研究逐漸以情緒能

力一詞來描述個體以情緒為基石與環境的有效互動，而情緒智力之有效適應即是

情緒能力表現（孫敏芝，2010）。基於上述可知，相關學者解釋情緒能力之內涵

與觀點，故陳述羅列如下： 

  壹、Mayer 與 Salovey(1997)認為情緒智力是一種能力(ability)，而非人格

特質，意思是指個體能夠覺察自己或他人的情緒，並且能夠做出適合自己的思考

與行為。四種內涵分別是：情緒辨識、情緒認知、情緒管理、情緒策略 

  貳、Goleman(1995)「情緒智力」的五種理論內涵分別是：情緒自我察覺、

情緒管理、自我激勵、辨識他人情緒、人際關係互動管理。 

  參、Bar-On(1997)「情緒智力」 受到達爾文理論的影響，強調情緒表達與

社會適應與生存中有關。不只將情緒智力當成一種能力，而是一個由情緒能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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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互動而成的整體。五種內涵分別是：個人內在技巧、人際技巧、壓力管理、

適應力、一般心情。 

  肆、Saarni（1999）對情緒能力的八種理論內涵分別是：覺察自己的情緒、

辨識他人的情緒、情緒知識、理解他人的情緒、情緒表達、調整策略、情緒溝通、

情緒效能。 

  伍、Cole、Micael 與 Teti（1994）對情緒能力的五種理論內涵分別是：收集

情緒訊息、緩和情緒、縮減情緒時間、轉換情緒、表達情緒統整不同類型情緒。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學生辨識自己情緒能力之狀態，擷取上述學者重疊與不

同的論述要義發現，將情緒能力主要的內涵濃縮精要成情緒辨識、情緒調節與情

緒表達，輔以 Saarni 發展心理學架構與能力觀來探討學生情緒能力的重要性與相

關影響。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以發展心理學的角度研究探討，聚焦於情緒辨識、

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綜合上述學者的文獻與研究思考脈絡，在此定義情緒能力

為：個體可以覺察辨識內在的情緒狀態，並在此狀態的輸入與輸出做出內在合宜

的調節，進而對他人或自己可以呈現適宜的陳述、表現或決定而以情緒辨識、情

緒調節、情緒表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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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支持獲得之內涵與重要性 

  社會支持的意義是指當個體碰到困境或壓力時，能夠有朋友、家人等給與不

同形式的幫助（Caplan,1974）。在社會科學中探討社會支持的相關文獻不少，「社

會支持」的基本功能，包含安慰、安全、理解、互助、肯定、生存等，而這些支

持可透過言語表達的關心、同理心、精神上的或是實質上的方式來傳遞。最早提

出社會支持的是社會學者涂爾幹（Durkheim,1897），他提出「社會連帶：有機連

帶、機械連帶」，是以相同的價值與感情來達成社會互助支持與生存發展。我們

可以理解成社會支持，小從家庭、學校、社會、國家，大至整個國際社會都需要

互相支持，差別只在於情感的支持或是利益的支持多寡比例而已。House（1985）

認為社會支持是人際關係彼此交流中獲得情感的相互依附、物質的互通、知訊交

換。Cassel（1976）定義社會支持為以家庭或學校等初級團題為中心，因為獲取

更多的社會支持而得到更多的社會機會。Broom（1963）認為社會支持與適應有

密切的關聯性。Cobb（1976）認為社會支持是讓個體在家庭、學校、同儕等團

體支持下感受到愛、平等與尊重。（Patterson，1987）認為社會支持幫助青少年

面對社會適應的問題。Thoit（1986）認為社會支持是由核心成員於特殊壓力情

境時及時供給的情緒支持、認知支持、實質支持與陪伴支持，以幫助個體與環境

互動中獲得調適或同化身、心、靈的平衡。在國內研究亦有相同論述，個體在環

境中遇到壓力而失衡時獲得家人支持、老師支持、同儕支持來適應身心的不適（陳

志豪、王以仁，2006）。 

  此外，社會支持方式的分類，不同學者各自提出不同的論述，Thoit（1986）

與單小琳（1990）認為社會支持方式主要分成二類，訊息支持、實質支持。而多

數研究者將社會支持方式主要分成三類，情感支持、訊息支持、實質支持，

（Turner,1983；高明珠,1999；詹珮宜,2000；張郁芬,2001；陳志豪、王以仁，

2006；林慧貞，2008；邱虹儒，2009）。部分學者與研究者除了情感支持、訊息

支持、實質支持則再納入評價性的支持（House，1981；黃弘彰，2007；林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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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林淑賢，2012）。亦有學者 Cohen ＆ Wills（1985）將自尊與社會陪伴支

持納入。綜合上述，無論社會支持分類有哪些，我們可以歸納出本質上多數是相

似的。此外，有關社會支持來源，Brown（1974）指出社會支持的來源分為：非

正式社會支持來源、正式社會支持來源。非正式社會支持來源是指家人、親朋好

友、同事等，正式社會支持來源是指政府相關機構、社會福利機構、互助團體。

但，無論來源是何種會支持，都能夠對個體產生積極正向之效應，引導個體面對

和解決相關適應與壓力的問題。 

  Cohen＆Wills（1985）指出，社會支持來源分為家庭社會支持、學校社會支

持、同儕社會支持，他的論述直指社會支持仍必須配合因應策略或技巧才能應付

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適應的相關壓力。Cohen＆Wills 的論述亦證明了社會支持獲得

能力的重要性，而不單指研究社會支持的功用。 

綜合上述重要學者對社會支持的研究與論述可以發現社會支持獲得的重要

性，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提供了個體能夠更加順利融入團體，並於經歷成長過程中

更有品質的經驗生命本質的愉悅感受。 

  然而，在以社會學或心理學取向找尋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之文獻過程中發現，

並不多有這樣的相關文獻提供參考，多數是研究社會支持的意義、方式、功能、

運作結構、來源等，然而在神經科學與生態科學找到相似的探討，但仍有不少探

討社交技巧、社交能力、人際關係、人際策略等相關文獻，將輔以論述與論證。

獲得社會支持的能力在人類演化與社會化歷程中，因為生存的自然法則，不知不

覺中習得了這樣的能力，卻又因為文化堆疊與進步後，這樣真實存在的能力便成

了隱晦而鮮少在特定領域探討，例如；在一個團體中某個體特別受到歡迎與支持，

該個體是天生受歡迎或是做了甚麼而受歡迎，若是因為做了某些行動而受歡迎，

而這個行動若能以量化來測量，結果會是自發性的或是策略性的。對於國小高年

級生做這樣研究探討的層次與成年人必然不同，成年人探討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時

可以輕易聯想到人際策略、社交技巧等，並非否定了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獲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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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能力時沒用到技巧或策略，畢竟所有人際關係互動模式的原點多數來自家庭

關係最早的三角關係，父、母與孩子，合理孩子的應對模式與學習的能力也複製

於父母，這期間不乏會涉入技巧或策略。雖說如此，孩子因為自身社會支持能力

而獲得資源時，未必是孩子全然有知覺的狀態下，亦有可能在沒有知覺的形式下

發生。故，當探討的對象還只是國小高年級時，此研究得做更多的考量，也應該

有更多元與更開放的可能性論述。 

  蔡文輝（1997）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並不是純粹的，中間過程有合作也有

衝突，權力與服從，許多看似相對卻也中立，需要為了自己取得利益也要與社會

環境取得平衡。也就是說：獲得社會支持的能力與獲得社會支持的歷程中是如論

述定義的。換言之，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或許可以視為社會生活歷程中的正常發展

狀態。當試著探討國小高年級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時，以正常發展性看待會比策

略性獲得的能力探討來的適宜。Levine（2010）指出在某些神經科學的研究中發

現，我們了解他人的行為可以直接透過神經刺激，有時不一定得靠邏輯，就可以

感受到對方的想法。換言之，社會支持獲得之能力可能以本能看待，若是以本能

來看待，或許就可以直接推論，個體原本就都有天生的差異性存在。按照此神經

科學博士的論述，當探討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之對象年紀愈小時，有可能社會支

持獲得之能力愈接近本能而不是社交技巧或策略。當以正常發展性或本能來看待

並以教育觀點角度來切入時，或許可以幫助教育工作者更加理解，相關國小高年

級學生在社會支持獲得能力差距時，是輔以幫助而不是直接論斷與批判。 

  綜合上述學者與研究者之社會支持與社會支持獲得能力的相關文獻， 在此

將社會支持獲得定義為：人類集體在演化、個體在社會化的雙重歷程當中，與環

境互動依附生存時，為得到外在的支持所自行衍生成可知覺或未知覺的能力。本

研究的研究問卷以自編生活經驗之社會支持獲得能力量表之得分來評分，評分愈

高表示獲得社會支持能力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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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 

壹、情緒能力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 

  校園人際適應係指學生在學校與老師、同儕之間所形成的社交適應性

（Arkoff,1974）。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校面對人際適應的主要對象則是老師與同儕，

而一天在校的時間與同儕互動時間又佔多數的比例。鄧蔭萍（2012）認為許多研

究顯示學生的情緒表現與他們的社會人際表現呈現正相關，也就是說學生情緒能

力愈好，人際關係就愈好。學生情緒能力的成熟度夠佳，才能與同學建立親密、

信任的互動關係 (Howes, 1983, 1988)。因而學生們藉著這樣的互動之經驗，

亦慢慢提升人際適應的能力。情緒能力與適應之間有典型相關存在（賴怡君，

2001），可見，情緒能力明顯影響著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效能與人際關係，兩造的

互動關係中，多數屬於同正向或同負向。 

  學生在校的情緒能力包含情緒辨識，情緒調節與情緒的表達，藉著較佳的情

緒能力建立與同儕和老師的人際互動。當學生能夠覺察自己的情緒、調節自己的

情緒，進而則較能表現出正向的行為模式，反之，情緒能力不佳者有可能影響學

生與他人的社會互動的品質（章淑婷，1993; 王春展，1998; 徐大徫，1998; 

Eisenberg & Fabes, 1992）。學生在校園環境經歷與老師、同儕的社會互動經驗，

亦可慢慢提升社會人際適應的能力。亦有研究發現，個體的情緒能力與同儕人際

關係研究中發現，情緒表達能力低與情緒調節能力低的孩子，會延伸比較多的偏

差行為（張鳳吟、呂翠夏，2006)。這表示情緒調節能力越好，人際適應的狀況

會愈佳。有良好的情緒人際溝通能增進人際情感的維繫與良好的社會人際互動

（鄭照順，1999）。也就是說，當學生在校園與人際互動時，若擁有較佳的情緒

能力，則能夠有較佳的人際適應。 

貳、社會支持獲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 

  在多數學者的文獻中，可以發現社會支持有許多層面的結構：社會支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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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學校、家庭、同儕、團體， Cohen＆Wills（1985）亦指出，社會支持來源

分為家庭社會支持、學校社會支持、同儕社會支持。而社會支持可以提供的內容

有情緒上的、資訊上的、實質上的、專業評估性的；社會支持的方向是可獲得幫

助或對事件的關心；社會支持在實際狀況下所產生的評價進而影響社會支持程度

在與個體受歡迎正向的程度，整個架構集合成一個相關聯性的系統，而人際適應

在這結構下亦呈現重複的關聯性（鄭照順，1999）。也就是說，無論個體接受社

會支持來自於哪個層面的結構，例如：支持來源、支持內容、支持傾向、對支持

來源的評價、支持的程度，在探討研究結果中都可以發現，擁有愈多社會支持的

學生，校園人際適應就愈好。 

  然而， Cohen 與 Wills（1985）的論述直指社會支持仍必須配合因應策略或

技巧才能應付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適應的相關壓力。Cohen＆Wills 的論述亦證明了

社會支持獲得能力的重要性，而不單指研究社會支持的功用，因此而理解因應的

能力能增進社會支持的獲得。也就是說，學生因為擁有較佳獲得社會支持的能力，

才能夠影響人際適應正向的程度。Swindle（1976）研究發現，個體接受社會支

持後，對於壓力有緩衝的效果。學生擁有獲得較多同儕、老師、家長或其他層面

的社會支持時，當在校園愈到人際壓力時就能夠發揮緩衝的效應，讓學生有足夠

的時間平衡人際環境所帶來困境，但仍需有獲得的能力才能夠產生有效的效應。 

參、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 

情緒能力可能影響到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校園與老師和同學的適應，而學生本

身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亦與學生在校園環境的人際適應充滿密切關聯，然而情緒

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校園人際關係三者間又存在著甚麼關聯呢？ 

  國小高年級學生正是邁入青春期得初期，雖然面對問題的方式與和人溝通的

應對模式大都複製於原生家庭，所以學生自身情緒管理的能能力也都與父母親很

相像。若從小家庭的溝通應對姿態是屬於正向的，通常學生的情緒管理都有不錯

的能力，因此當學生因為自己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的能力都良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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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環境與師長的關係愈是良好，也愈能調節師長給予的長輩壓力、學習壓力

或是師生原本就權力不對等的壓力。而學校是學生未來出社會前學習社會化的最

佳環境，雖然單純，但是仍會遇到很多的人際相關問題，心理學者阿德勒說過，

所有的問題都是人際關係的問題。所以兒童福利聯盟做出的調查，情緒的問題與

人際關係的問題都會影響學生在校園的一切適應問題。所以情緒能力影響著社會

支持獲得的能力，反之亦是，而兩者又與學生在校園時與老師和同儕互動關係緊

密相連，相對的，在校園中如果發現一個學生人際適應良好時，通常都可以發現

他們的情緒能力與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都會比較佳。然而，Cohen ＆ Wills（1985）

的論述直指社會支持仍必須配合因應策略或技巧才能應付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適

應的相關壓力，也就是說，情緒能力本身已經是社會支持獲得的一種策略，當社

會支持獲得能力佳時，學生的校園人際適應也會良好，多數人際適應良好的學生

也顯現出有較佳的情緒能力，這樣的相互關聯以達良好的人際適應能力以應付校

園適應的相關日常問題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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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對校園人際適應間

之關聯。本章總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架構；第二節說明研究假設；第三

節說明研究對象；第四節說明研究工具；第五節說明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壹．研究變項之概述 

  本研究依據相關的文獻探討進而發展之研究架構，依變項是校園人際適應，

自變項分別是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其研究架構如圖 3–1–1： 

 

 

 

 

 

 

 

 

 

 

 

 

 

圖 3–1–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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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依據本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之結果，提出下列研究問題與假設： 

壹、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針對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

關聯性探討，因此，依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提出四個研究問題： 

  一、瞭解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現況為何？ 

  二、探討情緒能力是否與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校園人際適應有關聯性？ 

  三、探討社會支持獲得是否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有關聯性？ 

  四、探討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是否有關

聯性？ 

貳、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一，可藉由描述性統計說明。而研究問題二、三、四，本

研究推導出以下之研究假設，分述如下： 

一、根據「表 4-2-1、4-2-2 各變項與師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之相關係數

矩陣」，情緒能力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具有關聯性。 

  假設 1–1：情緒辨識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1–2：情緒辨識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1–3：情緒調節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1–4：情緒調節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1–5：情緒表達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1–6：情緒表達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二、根據「表 4-2-1、4-2-2 各變項與校園師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之相關

係數矩陣」，社會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具有關聯性。 

  假設 2–1家庭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2–2家庭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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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2–3老師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2–4老師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同儕人際適況愈佳。 

  假設 2–5同儕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2–6同儕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三、根據「表 4-3-1、4-3-2迴歸分析」，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級

學生校園人際適應具有影響效應。 

  假設 3–1．控制情緒調節、情緒表達、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

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後，情緒辨識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2．控制情緒調節、情緒表達、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

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後，情緒辨識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3．控制情緒辨識、情緒表達、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

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後，情緒調節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4．控制情緒辨識、情緒表達、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

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後，情緒調節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5．控制情緒辨識、情緒調節、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

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後，情緒表達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6．控制情緒辨識、情緒調節、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

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後，情緒表達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7．控制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

儕社會支持獲得後，家庭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8．控制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

儕社會支持獲得後，家庭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9．控制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家庭社會支持獲得、同

儕社會支持獲得後，老師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10．控制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家庭社會支持獲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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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社會支持獲得後，老師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11．控制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

師社會支持獲得後，同儕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假設 3–12．控制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

師社會支持獲得後，同儕社會支持獲得愈高，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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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針對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

關聯性探討，以台中市之國小五、六年級的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並利用問卷調

查法蒐集資料。 

壹.母群體 

本研究根據台中市之國小五、六級生為研究母群體。根據 106學年度台中市

政府教育局統計學生人數，男生 23,893人、女生 22,588人，合計有 46,481人。 

貳.正式問卷樣本 

  為顧及抽樣樣本之代表性，於發放問卷前，此研究於台中市抽取 6所學校，

每所學校以班級為單位，再隨機選取五、六年級各 3個班，總計抽取 36個班級，

所被選取之成員皆為研究樣本。本研究如表 3–3–1 所示，共計 36 個班級，發

出 893份，扣除無效樣本 7份，回收有效樣本 886份，回收率 99.2％。 

 

表 3-3- 1正式樣本研究對象來源與數量 

台中市學校 五年級       六年級 有效樣本 百分比％ 

  學校 1 70 72 139 15.7 

  學校 2 84 79 163 18.4 

  學校 3 55 60 115 13.0 

  學校 4 71 84 153 17.3 

  學校 5 77 79 154 17.4 

  學校 6 81 81 162 18.3 

  總   和 438 455 88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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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項測量 

    本研究問卷內容包含二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受測學生基本資料；第二部分是

個人的生活與經驗，其中又包含受試者對情緒能力評估、社會支持獲得評估、校

園人際適應的經驗與狀況等三個範疇。各變項之測量內容及方法如下： 

壹、依變項：校園人際適應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本研究中關於「校園人際適應」的題項設計，是由自陳量表編製的國小高年

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狀況調查問卷而成。在題項中請受訪者回想在過去一年以

內，自己分別與老師和同儕之人際相處經驗、感覺與狀況，題項包括：（1）我覺

得老師是喜歡我的；（2）老師願意花時間聽我的想法；（3）我覺得老師對我蠻好

的；（4）我覺得同學是喜歡我的；（5）我和同學相處愉快；（6）我不會被同學排

擠；（7）我時常和同學玩在一起，共 7題。再者，依受訪者自陳情形，做為國小

高年級學生之校園人際適應實際發生狀況與情形。 

二、計分方式  

    此量表主要在測量受試者過去一年內，是否曾如題項上的經驗、感受與狀況。

題目選項包含：「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等四個選項，

分別給予為 1 至 4 分，若受試者得分越高，表示校園人際適應愈好；本研究取

平均值表示，所取得之平均數愈高，即表示校園人際適應愈佳。 

三、信效度考驗  

    本研究將正式問卷之所得資料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分析以選取

題項，做為正式問卷編製之依據。首先保留修正項目總相關大於 .30 的題項，

再採用主軸因子因素分析，以直接斜交轉軸法（direct oblimin）進行，保留特徵

值大於 1 的共同因素並刪除 .40 以下的因素負荷量題項，以提升量表變項之效

度，同時考量剔除後可增加內部一致性信度的題項。最終，師生人際適應保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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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為：「我覺得老師是喜歡我的」、「老師願意花時間聽我的想法」「我覺得老師對

我蠻好的」3個題項。由表 3-4-1 可知，題目修正的量表總分之相關介於 .56 

至 .59 之間，可解釋全量表總變異量為 49％，因素負荷量則介於 .81 至 .86 

之間，其校園人際適應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5。如表3-4-1所示： 

 

表 3-4-1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題目 修正項目總相關 因素負荷量 內部一致性信度（α） 

我覺得老師是喜歡我的 .59 .86  

.85 老師願意花時間聽我的想法 

我覺得老師對我蠻好的 

.58 

.56 

.81 

.85 

 

  同儕人際適應保留題項為：「我和同學相處愉快」、「我不會被同學排擠」、「我

時常和同學玩在一起」、「我覺得同學是喜歡我的」4個題項。由表 3-4-2 可知，

題目修正的量表總分之相關介於 .62 至 .68 之間，可解釋全量表總變異量為 

69％，因素負荷量則介於 .79 至 .86 之間，其校園人際適應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為 .85。 

 

表 3-4- 2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題目 修正項目總相關 因素負荷量 內部一致性信度（α） 

我和同學相處愉快 .64 .86 

.85 
我不會被同學排擠 .62 .79 

我時常和同學玩在一起 .63 .83 

我覺得同學是喜歡我的 .68 .81 

 

貳、自變項－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 

一、情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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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量表依據及其計分方式 

本研究之情緒能力評估變項為自制量表共 21 題項，係根據 Saarni（1999）

情緒能力觀點併用發展心理學理論詮釋，並分成三個能力分項變項「情緒辨識、

情緒調節、情緒表達」，「情緒能力量表」係參酌葉玉珠（2003）、楊靜宜及李

麗日（2012）、盧顯璧（2006）等人相關研究量表後編修而成，作為本研究的測

量工具。在題項中請受試者評估在生活情境中是否出現符合該情境時將可能產生

的經驗或感受，包括下列題項的狀況：（1）心情的小小變化，我也能清楚感覺

到；（2）我能清楚知道自己的心情到底有多不好；（3）我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

的心情是變好還是變不好；（4）我能很快發現自己是不是有感到悶悶不樂；（5）

心情不好的時候，常常會發現同時有好幾種感覺；（6）我能很快發現自己是不

是已經感到不耐煩；（7）不好的心情一出現，我就會很明顯的感覺到；（8）我

有辦法讓自己的心情變得好一點；（9）我可以使壞心情不要維持太久；（10）

我能用有效的方法來處理自己的；（11）我不會讓自己的心情一直糟下去；12）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能夠讓自己冷靜下來；（13）我覺得我能讓自己的心情不要

那麼不好；（14）我能夠讓自己悶悶的心情變得好一點；（15）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有辦法不讓別人發現；（16）大家覺得我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17）我能用

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來讓人知道我的委屈、（18）我能用適合的方式來表達自己

的壞心情、（19）我能夠看情況做出適當的情緒表現、（20）我在大家眼裡是一

個修養很好的人、（21）我能夠心平氣和的把不滿說出來等題項。依受試者選擇

之真實答項，做為國小高年級學生之實際狀況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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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用以測量受試者對情緒能力評估之看法，答項採四分量表測量，由受

試者根據題目所陳述的內容，題目選項包含：「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

合」、「非常符合」等四個選項，分別給予為 1 至 4 分，以受試者於此量表所

得分愈高，表示其各分項情緒能力愈佳。 

（三）、信效度考驗 

  本研究正式問卷之所得資料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分析以選取題

項，做為正式問卷編製之依據。首先保留修正項目總相關大於.30 的題項，再採

用主軸因子因素分析，以直接斜交轉軸法（direct oblimin）進行，保留特徵值大

於 1 的共同因素並刪除.40 以下的因素負荷量題項，以提升量表變項之效度，

同時考量剔除後可增加內部一致性信度的題項，刪除第 15 題，最終保留題項為 

20 題。其中 7 題命名為「情緒辨識」、 7 題命名為「情緒調節」、 6 題命名

為「情緒表達」。情緒辨識的題目有 7 題，分別為第 1～7 題。此 7 題的修正的

項目總相關介於.53～.75，其解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53.28％，因素負荷量介於.56

～.82，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α）為.88，表示內部一致性良好。情緒調節的題目

有 7 題，分別為：第 8～14 題。此 7 題的修正的項目總相關介於.69～.81，其解

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66.20％，因素負荷量介於.72～.85，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α）

為.93， 表示內部一致性良好。情緒表達的題目有 6 題，分別為第 15～20 題。

此 6 題的修正的項目總相關介於.53～.72，其解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53.65％，因

素負荷量介於.57～.79，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α）為.86，表示內部一致性良好。

如表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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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3 情緒能力之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題 目 

修正的

項目 

總相關 

因素負 

荷量 

內部一致性

信度（α） 

情

緒

辨

識 

心情的小小變化，我也能清楚感覺到 .65 .71 

.88 

我能清楚知道自己的心情到底有多不好 .75 .82 

我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心情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74 .82 

我能很快發現自己是不是有感到悶悶不樂 .71 .76 

心情不好的時候，常常會發現同時有好幾種感覺 .53 .56 

我能很快發現自己是不是已經感到不耐煩 .63 .66 

不好的心情一出現，我就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68 .72 

情

緒

調

節 

我有辦法讓自己的心情變得好一點 .69 .72 

.93 

我可以使壞心情不要維持太久 .77 .80 

我能用有效的方法來處理自己的情緒 .79 .82 

我不會讓自己的心情一直糟下去 .81 .84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能夠讓自己冷靜下來 .77 .80 

我覺得我能讓自己的心情不要那麼不好 .81 .85 

我能夠讓自己悶悶的心情變得好一點 .79 .82 

情

緒

表

達 

大家覺得我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 .53 .57 

.86 

我能用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來讓人知道我的委屈 .72 .79 

我能用適合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壞心情 .72 .79 

我能夠看情況做出適當的情緒表現 .68 .75 

我在大家眼裡是一個修養很好的人 .71 .75 

我能夠心平氣和的把不滿說出來 .6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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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支持獲得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本研究之社會支持獲得變項為自製量表共 21 題項，並分成三個能力分項變

項，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參考社會支持

相關理論與社會支持獲得相關理論觀點彙整後改編而成。在題項中請受試者評估，

在生活情境中是否出現符合該情境時將可能產生的經驗或感受，分別包括下列題

項的狀況。家庭社會支持獲得：（1）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家人瞭解我的想法；（2）

我會想法子讓家人瞭解我遇到了什麼困難；（3）我相信我能夠跟家人說清楚自

己在難過什麼；（4）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試著鼓起勇氣去跟家人聊一聊；（5）

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辦法讓家人知道我需要幫忙；（6）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家

人明白我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7）犯錯的時候，我能鼓起勇氣試著請家人

原諒我；老師社會支持獲得：（8）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老師瞭解我的想法；（9）

我會想法子讓老師瞭解我遇到了什麼困難；（10）我相信我能夠跟老師說清楚自

己在難過什麼；（11）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試著鼓起勇氣去跟老師聊一聊；（12）

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辦法讓老師知道我需要幫忙；（13）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老

師明白我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14）犯錯的時候，我能鼓起勇氣試著請老師

原諒我；同儕社會支持獲得：（15）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朋友瞭解我的想法；（16）

我會想法子讓朋友瞭解我遇到了什麼困難；（17）我相信我能夠跟朋友說清楚自

己在難過什麼；（18）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試著鼓起勇氣去跟朋友聊一聊；（19）

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辦法讓朋友知道我需要幫忙；（20）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朋

友明白我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21）犯錯的時候，我能鼓起勇氣試著請朋友

原諒我，等題項。依受試者選擇之真實答項，做為國小高年級學生之實際狀況與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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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用以測量受試者社會支持獲得之能力評估，答項採四分量表測量，由受

試者根據題目所陳述的內容，題目選項包含：「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

合」、「非常符合」等四個選項，分別給予為 1 至 4 分，以受試者於此量表所得總

分愈高，表示其各分項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愈佳。 

 

（三）、信效度考驗 

本研究中關於「社會支持獲得」的題項設計，是由自陳量表編製的國小高年級學

生，同儕社會支持獲得能力狀況調查問卷而成。將正式問卷之所得資料依項目進

行相關分析、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分析以選取題項，做為正式問卷編製之依據。首

先保留修正項目總相關大於.30 的題項，再採用主軸因子因素分析，以直接斜交

轉軸法（direct oblimin）進行，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共同因素並刪除.40 以下

的因素負荷量題項，以提升量表變項之效度，同時考量剔除後可增加內部一致性

信度的題項，最終保留題項為 21題，。其中 7 題命名為「家庭社會支持獲得」、 

7 題命名為「老師社會支持獲得」、 7 題命名為「同儕社會支持獲得」。由表 3-4-4

可知，「家庭社會支持獲得」題目修正的量表總分之相關介於 .56 至 .70 之間，

因素負荷量介於 .59 至 .85 之間，可解釋全量表總變異量為 56.2％，內部一

致性信度為 .89；「老師社會支持獲得」題目修正的量表總分之相關介於.57 

至 .86 之間，因素負荷量介於 .57 至 .86 之間，可解釋全量表總變異量為 

62.9％，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2；「同儕社會支持獲得」題目修正的量表總分之

相關介於 .64 至 .86 之間，因素負荷量介於 .64 至 .86 之間，可解釋全量表

總變異量為 65.2％，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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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4 社會支持獲得之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結果 

  

 

 

題目 

修 
正 
項 
目 
總 
相 
關 

家 
庭 
社 
會 
支 
持 
獲 
得 

老 
師 
社 
會 
支 
持 
獲 
得 

同
儕
社
會
支
持
獲
得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α）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家人瞭解我的想法 .62 .85 
  

.89 

我會想法子讓家人瞭解我遇到了什麼困難 .67 .83 
  

我相信我能夠跟家人說清楚自己在難過什麼 .67 .83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試著鼓起勇氣去跟家人聊一聊 .62 .81 
  

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辦法讓家人知道我需要幫忙 .66 .78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家人明白我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 .70 .74 
  

犯錯的時候，我能鼓起勇氣試著請家人原諒我 .56 .59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老師瞭解我的想法 .64 
 

.86 
 

.92 

我會想法子讓老師瞭解我遇到了什麼困難 .69 
 

.86 
 

我相信我能夠跟老師說清楚自己在難過什麼 .70 
 

.83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試著鼓起勇氣去跟老師聊一聊 .63 
 

.82 
 

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辦法讓老師知道我需要幫忙 .69 
 

.81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老師明白我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 .69 
 

.80 
 

犯錯的時候，我能鼓起勇氣試著請老師原諒我 .57 
 

.57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朋友瞭解我的想法 .62 
  

.81 

.92 

我會想法子讓朋友瞭解我遇到了什麼困難 .67 
  

.86 

我相信我能夠跟朋友說清楚自己在難過什麼 .61   .84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試著鼓起勇氣去跟朋友聊一聊 .58   .80 

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辦法讓朋友知道我需要幫忙 .63   .83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朋友明白我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 .65   .83 

犯錯的時候，我能鼓起勇氣試著請朋友原諒我 .5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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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PSS 22 進行資料分析處理，並採用描述性統

計分析、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等方法，以探討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國

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相關聯性,以下各別敘述此研究統計分析之方法。 

一、描述統計 

  本研究透過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對數據資料整理分析，使用

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係數等描述統計分析，來檢視各變項的分布情形。

藉由次數分配表了解數據的次數累積及資料集中與離散的情況，由此可以進一步

瞭解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之分布情形。 

二、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是分析各個變項間相關程度的強弱與相關方

向的一種統計方式。相關係數正號表示變項的關聯性呈現正相關，負號表示呈現

負相關，其絕對值在 0-1之間，而絕對值愈大，則表示相關程度愈高。本研究藉

由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來檢視依變項「校園人際適應」與自變項「情

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彼此相關聯性之程度狀況。 

三 、多元迴歸分析 

  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是利用變項在線性關係的基礎上來進行解釋

與預測，分析多個自變項共同作用時，是否對依變項產生獨立的影響，與其影響

的程度為何。迴歸分析的優點在於可以同時檢查兩個或以上的自變項產生變化時，

依變項的改變程度，並進一步控制自變項間的相互影響而造成依變項產生的改變，

藉此降低變項間的假性相關。因此，本研究即採用多元迴歸分析，用以分析「情

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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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根據正式問卷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統計與分析後，先呈現其結果再針

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各個變項的描述性統計之結果及

其意涵；第二節說明及驗證各個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相關情形；第三節針對各個

自變項影響校園人際適應之因素進行探究；第四節則是綜合討論研究結果。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之變項可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依變項，即「校園人際適應」量表變

項，共兩個分項變項「師生人際適應」3題、「同儕人際適應」4題，共 7題；第

二部分是自變項，「情緒能力」量表變項共三個分項變項「情緒辨識」7題、「情

緒調節」7題、「情緒表達」6題，共 20題；「社會支持獲得」量表變項共三個分

項變項「家庭社會支持獲得」7 題、「老師社會支持獲得」7 題、「同儕社會支持

獲得」7題，共 21題。各變項之統計概況如表 4-1-1所示，分別敘述如下： 

壹、 依變項之描述統計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校園人際適應」，是採用自陳量表來探討國小高年級學

生在校園人際適應的現況，共 7題，若受試者在此部分所得的分數愈高，代表其

校園人際適應現況愈佳。依據邱皓政（2011）所指出，偏態係數 ＜ 0 屬於負偏

態，偏態係數 ＝ 0 為對稱，偏態係數 ＞ 0 屬於正偏態；峰度係數 ＜ 0 屬於

低闊峰，峰度係數 ＝0 為常峰，峰度係數 ＞ 0 屬於高狹峰。據此在樣本分布

可利用偏態（skewness）與峰態（kurtosis）來描述師生人際適應的分布特性，而

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量表為 4 分量表，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4， 在

平均值方面為 3.14 ， 標準差為 .74 ，偏態係數為 –.84 ，峰度係數為 .51 顯

示整體受試者師生人際適應中的樣本屬於負偏態、高峽峰，平均數 3.14，顯示

受試者在校園生活中師生人際適應不錯。至於，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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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態係數為 –1.1 ，峰度係數為 .98 ，顯示整體受試者在校園師生人際適應中

的樣本屬於負偏態、高峽峰。平均數 3.38 ，顯示受試者在校園生活中同儕人際

適應不錯。 

 

貳、自變項之描述統計 

  本研究之自變項有「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情緒能力分別是：「情緒

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社會支持獲得能力」分別是：「家庭社會支持獲

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各自變項之描述統計分述如下： 

 

一、 情緒能力 

  情緒能力共三個分項變項，分別是：「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若

受試者所得的分數愈高，代表其情緒能力愈佳，反之則得分愈低。結果如表 4-1-1 

所示，研究所測得之情緒能力得分最小值為 1 ，最大值為 4，情緒辨識所測得

的之平均數為 3.44 ，標準差是 .50 ，顯示整體受試者在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

能力的程度分數頗高，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辨識能力不錯；情緒調節能力之

平均數為 3.24 ，標準差是 .66 ，顯示整體受試者在情緒能力情緒調解項目中

的分數頗高，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調節能力不錯；情緒表達能力之平均數為 

2.89 ，標準差是 .67 ，顯示整體受試者在「情緒表達」項目中的分數接近中間

值，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表達能力中間偏上。 

二、社會支持獲得 

  在社會支持獲得能力變項中包含三個分類變項，來源分別是「家庭社會支持

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若受試者所得的分數愈高，代

表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會帶來社會支持的效果愈佳。結果如表 4-1-1 所示，本研

究所測得「家庭社會支持獲得」之平均數為 3.16 ，標準差是 .66 ，顯示整體

受試者在「家庭社會支持獲得」項目中的分數略高，表示國小高年級生家庭的社

會支持獲得能力不錯；「老師社會支持獲得」之平均數為 2.95 ，標準差是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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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整體受試者在「老師社會支持獲得」項目中的分數中間偏上，表示老師的社

會支持獲得能力不錯；「同儕社會支持獲得」之平均數為 3.36 ，標準差是 .64，

顯示整體受試者在「同儕社會支持獲得」項目中的分數頗高，表示同儕的社會支

持獲得能力不錯。 

 

表 4-1- 1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態係數 峰度係數 

 

依變項 

 

師生人際適應 

 

同儕人際適應 

3.14 

 

3.38 

.74 

 

.68 

1 

 

1 

4 

 

4 

-.84 

 

-1.1 

.51 

 

.98 

自變項 

情緒辨識 3.44 .50 1 4 -.85   1.07 

情緒調節 3.24 .66 1 4 -.80 .44 

情緒表達 2.89 .67 1 4 -.45 .15 

家庭社會支持獲得 3.16 .66 1 4 -.50 -.24 

老師社會支持獲得 2.95 .71 1 4 -.34 -.34 

同儕社會支持獲得 3.36 .64 1 4 -.9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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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 

  本節主要說明及驗證各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相關情形，研究使用皮爾森積差

相關法來檢視各個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相關情況，依變項是「校園人際適應」，

分別有二個分項變項：「師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自變項為「情緒能

力」，分別有三個分項變項：「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社會支持

獲得」分別有三個分類變項：「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

儕社會支持獲得」，本文依據邱浩政（2011）所指出，相關係數為︱.10｜以下屬

於微弱或無相關；｜.10｜~｜.39｜屬於低度相關；｜.40｜~｜.69｜為中度相

關；｜.70｜~｜.99｜為高度相關；｜1.00｜為完全相關，茲將各變項之相關情

形整理如表 4-2-1。 

由表 4-2-1 可知，「師生人際適應」與「情緒辨識」呈現低度正相關（r =.37，

p <.001)，代表著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辨識愈好，師生人際適應愈佳；「師生人

際適應」與「情緒調節」呈現低度正相關（r =.37，p <.001) ，代表著國小高

年級學生情緒調節愈好，師生人際適應愈佳；「師生人際適應」與「情緒表達」

呈現中度正相關（r =.46，p <.001)，代表著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表達愈好，師

生人際適應愈佳。 

  再者，「師生人際適應」與「家庭社會支持獲得」呈現中度正相關（r =.41，

p <.001)，代表著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師生人際適應愈

佳；「師生人際適應」與「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呈現中度正相關（r =.63，p <.001)，

代表著國小高年級學生老師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師生人際適應愈佳；「師生

人際適應」與「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呈現正相關（r =.35，p <.001)，代表著國

小高年級學生同儕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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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1 各變項與校園師生人際適應之相關係數矩陣 

師生人 

際適應 

情緒能力 社會支持獲得 

情緒辨識 情緒調節 情緒表達 家庭支持 老師支持 同儕支持 

情緒辨識 .37 ***  1      

情緒調節 .37 ***  .39 ***  1     

情緒表達 .46 ***  .42 ***  .66 ***  1    

家庭支持 .41 ***  .42 ***  .50 ***  .55 ***  1   

老師支持 .63 ***  .37 ***  .47 ***  .55 ***  .64 ***  1  

同儕支持 .35 ***  .45 ***  .48 ***  .50***  .55 ***  .48 ***  1 

註 1：*表示 p＜. 0 5；**表示 p＜.0 1；***表示 p＜. 0 0 1 

 

由表 4-2-2 可以得知，「同儕人際適應」與「情緒辨識」呈現低度正相關（r =.35，

p < .001)，代表著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辨識愈好，同儕人際適應愈佳；「同儕人

際適應」與「情緒調節」呈現中度正相關（r =.50，p < .001) ，代表著國小高

年級學生情緒調節愈好，同儕人際適應愈佳；「同儕人際適應」與「情緒表達」

呈現中度正相關（r=.57，p<.001)，代表著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表達愈好，同儕

人際適應愈佳。 

  再者，「同儕人際適應」與「家庭社會支持獲得」呈現中度正相關（r=.42，

p<.001)，代表著國小高年級學生家人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同儕人際適應愈

佳；「同儕人際適應」與「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呈低度現正相關（r=.33，p<.001)，

代表著國小高年級學生老師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同儕人際適應愈佳；「同儕

人際適應」與「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呈現中度正相關（r=.57，p<.001)，代表著

國小高年級學生同儕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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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 2 各變項與校園同儕人際適應之相關係數矩陣 

同儕人 

際適應 

情緒能力 社會支持獲得 

情緒辨識 情緒調節 情緒表達 家庭支持 老師支持 同儕支持 

情緒辨識 .35 ***  1      

情緒調節 .50 ***  .39 ***  1     

情緒表達 .57 ***  .42 ***  .66 ***  1    

家庭支持 .42 ***  .42 ***  .50 ***  .55 ***  1   

老師支持 .33 ***  .37 ***  .47 ***  .55 ***  .64 ***  1  

同儕支持 .57 ***  .45 ***  .48 ***  .50***  .55 ***  .48 ***  1 

註 1：*表示 p＜. 0 5；**表示 p＜.0 1；***表示 p＜. 0 0 1 

 

  綜觀上述相關分析之結果，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

同儕人際適應」與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社會支持獲

得之「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在統計上

均達到顯著水準。也就是說，其結果顯示在兩兩變項間皆有著顯著的關聯性，同

時亦符合本研究之相關理論的解釋觀點與研究結果。然而，因為相關係數是假設

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形下，來檢驗變項間的相關聯程度。所以，為了使研究結

果更具有真實性，本研究將再以多元迴歸分析法來進行更深層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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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因素探究 

  在上一節中，採用了皮爾森積差相關法，來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

應之「師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與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

緒表達」、社會支持獲得之「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儕社會

支持獲得」的相關性，可以初步了解變項之間的關係，本節進一步以多元迴歸分

析，探討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社會支持獲得之「家

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與校園人際適應之「師

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的關係。  

  由表 4-3-1 可知，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19（ p 

＜ .001 ），表示「情緒辨識」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師生人際適應」達顯著

水準，兩個變項之間有正向效應，即研究結果支持「情緒辨識」對「國小高年級

學生校園師生人際適應」之間具有預測效果，解釋情緒辨識的程度越高，校園師

生人際適應越佳。 

  情緒能力之「情緒調節」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2（ p ＞ .05 ），表示

「情緒能力之情緒調節」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未

達顯著水準，兩個變項之間視為零相關，即研究結果未支持「情緒能力之情緒調

節」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之間不具有預測效果。

情緒能力之情緒表達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5 （ p ＜ .001），表示「情緒能

力之情緒表達」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達顯著水準，

兩個變項之間有正向效應，即研究結果支持「情緒能力之情緒表達」對「國小高

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之間具有預測效果，即解釋情緒能力之

情緒表達的程度越高，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越佳。 

  其次，「家庭社會支持獲得」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0（ p ＜ .05 ），

表示「家庭社會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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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顯著水準，兩個變項之間有負向效應，即研究結果支持「家庭社會支持獲得」

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之間具有預測效果，即解釋

家人社會支持獲得能力的程度越高，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反而越差。「老

師社會支持獲得」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57（ p ＜ .001 ），表示「老師社會

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師生人際適應」達顯著水準，兩個變項之間

有正向效應，即研究結果支持「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師

生人際適應」之間具有預測效果，即解釋老師社會支持獲得能力的程度越高，校

園人際之師生人際適應越佳。同儕社會支持獲得能力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1（ p＞ .05），表示「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

應之師生人際適應」未達顯著水準，兩個變項之間視為零相關，即研究結果未支

持「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師生人際適應」之間不具有預

測效果。 

 

4-3- 1師生人際適應與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之迴歸分析 

投入變數 為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 e t a 分配 t 

情緒辨識 .194 .044  .133  4.44*** 

情緒調節 .023 .039  .020  0.57 

情緒表達 .153 .042  .137   3.67*** 

家庭支持     -.096 .042  -.085  -2.30* 

老師支持     .574 .037   .551 15.67*** 

同儕支持 -.007 .039   -.006  -1.89 

決定係數 ＝ .43；調整後決定係數＝.42 

註 ：*表示 p＜. 0 5；**表示 p＜.0 1；***表示 p＜. 0 0 1；（ V I F＜2）； n ＝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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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3-2 可知，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2（p

＞ .05），表示「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

儕人際適應」未達顯著水準，兩個變項之間視為零相關，即研究結果未支持「情

緒能力之情緒辨識」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之間不

具有預測效果。情緒能力之情緒調節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13（ p＜ .001），

表示「情緒能力之情緒調節」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

達顯著水準，兩個變項之間有正向效應，即研究結果支持「情緒能力之情緒調節」

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之間有具有預測效果，即解

釋情緒能力之情緒調節的程度越高，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越佳。情緒能

力之情緒表達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34（ p＜ .001），表示「情緒能力之情緒

表達」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達顯著水準，兩個變

項之間有正向效應，即研究結果支持「情緒能力之情緒表達」對「國小高年級學

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之間具有預測效果，即解釋情緒能力之情緒表

達的程度越高，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越佳。 

  其次，家人社會支持獲得能力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2（p ＞ .05），表

示「家人社會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未

達顯著水準，兩個變項之間視為零相關，即研究結果未支持「家人社會支持獲得

能力」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之間不具有預測效果。

老師社會支持獲得能力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1（ p＜ .01），表示「老師社

會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達顯著水準，

兩個變項之間有負向效應，即研究結果支持「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

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之間具有預測效果，即解釋老師社會支持

獲得能力的程度越高，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越低。同儕社會支持獲得能

力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40（ p＜ .001），表示「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對「國

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達顯著水準，兩個變項之間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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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即研究結果支持「同儕社會支持獲得」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

之同儕人際適應」之間具有預測效果，即解釋同儕社會支持獲得能力的程度越高，

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越佳。 

 

 

表 4-3- 2 同儕人際適應與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之迴歸分析 

投入變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 e t a 分配 t 

情緒辨識    .02 . 037 .02 0.61 

情緒調節    .13 . 033 .13  3.64*** 

情緒表達    .34 . 035 .34  9.28*** 

家庭支持    .02 . 04 .02  0.64 

老師支持     -.11 . 03 -.11        -3.30*** 

同儕支持    .40 . 04 .38  11.60*** 

決定係數 ＝.45；調整後決定係數＝.45 

註 ：*表示 p＜. 0 5；**表示 p＜.0 1；***表示 p＜. 0 0 1；（ V I F＜2）； n ＝ 886  

 

 

  



 
 
 
 
 
 
 
 
 
 
 
 

 

42 
 

第四節 綜合討論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得知，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

社會支持獲得能力之「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

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師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各有不同

程度的關聯。  

  由表 4-2-1、4-2-2 相關係數矩陣結果得知，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情緒調節、

情緒表達；社會支持獲得能力之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儕社

會支持獲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皆呈

現顯著的相關，符合研究假設 1-1、1-2、1-3、1-4、1-5、1-6；2-1、2-2、2-3、

2-4、2-5、2-6。 

  由表 4-3-1師生人際適應與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情

緒能力之情緒辨識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具有正向影

響效應，亦即學生情緒辨識能力越高，則師生人際適應越佳，因此得知假設 3-1

獲得支持。在學者的研究中，學生愈能辨識自己的情緒，愈能適當調整與表達自

己的情緒，與老師的對應中較少出現衝突與負面情緒，學生的情緒辨識能力表現

與他們的社會人際表現呈現正相關（鄧蔭萍，2012）。情緒能力之情緒表達對國

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具有正向影響效應，亦即學生情緒表

達能力越高，則師生人際適應越佳，因此得知假設 3-5獲得支持。從學者與研究

者的文獻亦發現相同結果，學生能夠藉著較佳的情緒表達能力而建立與老師更佳

的人際互動（王春展，1998;章淑婷，1993）。社會支持獲得之老師支持獲得能力

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具有正向影響效應，亦即老師支

持獲得能力越高，則師生人際適應越佳，因此得知假設 3-9獲得支持。研究發現，

個體接受社會支持後，對於壓力有緩衝的效果（Swindle,1976）。學生在校園環

境中遇到壓力而失衡時，若能獲得老師支持就能緩衝因為適應失衡所帶來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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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適（陳志豪、王以仁，2006）。相對的，學生獲得老師支持的能力愈佳也能

減緩與老師相處的壓力。換句話說，因為擁有獲得老師支持的能力因而能扣除老

師為環境壓力的一環時，與老師的社會互動與適應愈就會愈良好。 

  至於，假設 3-3 則未獲得支持，情緒調節對師生人際適應不具相關性，亦

即情緒能力之情緒調節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際適應無影響

效應，因此得知假設 3-3 未獲得支持。對於這樣的結果可能的解釋是，即使老師

具備開放性、多彈性與溫和式教導，師生權力仍會有原本就存在的不對等關係的

本質，更何況許多老師仍習慣採取上對下之傳統教育方式。在這樣的角色換位之

下，情緒調節可能不是學生在校園時面對老師人的際適應所需要的首選能力，例

如，通常具備耐心與開放教育的老師本身亦具備很高的情緒調節能力，對於辨識

學生情緒的能力亦高，於是行使情緒調節能力之一方反而是變成老師了，學生不

太需要情緒調節的能力去平衡可能有危險的師生人際情境。另外，對於許多習慣

高壓、傳統、師生權力原本就不平等之意識型態下之老師，學生情緒調節能力主

要是在忍耐並維持自己的師生表面平和關係，以避免陷入環境之壓迫與危險，此

時學生的情緒調節能力呈現隱性的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導致研究結果並不

符合我們的預設，但，亦有可能真實現況其實如上述解釋般的呈現。 

  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能力越高，則國小高年級學生師生人際適應越差，假設

3-7 未獲得支持，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得知，社會支持獲得之家庭支持獲得能力對

國小高年級學生師生人際適應呈現顯著負向影響效應，未符合研究假設 3-7。由

上述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生社會支持獲得之家庭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師生人際適

應則愈差。對於這樣的結果可以從多個不同的層次去解釋，因為少子化世代的來

臨，改變了家長對孩子的關注時間與質量，從過去的一對多到現在的一對一或二、

在資訊過度膨脹與爆炸的時代，家長與老師的權力關係出現了巧妙的轉移變化、

教改成效的不滿足，讓家長透過資訊理解先進國家對教育的看法與作法，例如，

芬蘭、德國等，多元的跨世代躍進帶來更多元相關學校教育的議題，讓家長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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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與學校關係的被動轉為主動。假設過度主動時則可能成為干涉進而帶來學校與

教育工作者的壓力，再加上資訊媒體渲染，於是發展出家長與老師尷尬對立狀態

的社會氛圍，在這樣的集體意識狀態中可以解釋，老師與家長近年來逐步相互存

在著非理性與不客觀的某種刻板印象，於是可能導致造成如研究分析的結果。另

一方面的可能性是，學生有能力充分獲得家長的社會支持，不管在情感、物質上

或學業上的，獲得的若又比學校多且容易時，學生對學校與老師的功能可能會有

偏差的自我解讀，亦減少老師對他的供給需求，相對的學生和師長的人際互動與

適應也會產生變化。 

  假設 3-11 未獲得支持，同儕支持獲得能力對師生人際適應不具相關性，亦

即社會支持獲得之同儕支持獲得能力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師生人

際適應無影響效應，因此得知假設 3-11 未獲得支持。對於這樣的結果可能的解

釋與老師社會支持愈高反而同儕人際適應愈差之研究結果有相關，顯示。也就是

說，相對於老師社會支持愈高反而同儕人際適應愈差之研究結果，可以推導出此

研究雖然無做出顯著性，但卻有負相關的可能性。意思是，國小高年級生同儕社

會支持獲得能力愈高，則在校園師生人際的適反而應愈差。因此，依照同儕社會

支持愈高，師生人際適應愈差預設推論，學生本身可能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的能力

原本就不高，進而因為需求而轉移到讓自己獲得同儕支持的能力提升。亦可能，

學生本生各方面需求給予的來源大致來至於同儕而不是老師，而當學生獲得同儕

社會支持的能力已經足夠滿足自身需求，合理的，與老師的互動亦會減少，師生

的人際適應也就不那麼有開放性，因此而得出無相關的研究結果。在學生求學的

階段與同儕互動的時間遠多過於任何人，期間社會化的過程必也讓學生理解到因

為相互支持而與學校環境、自身達心靈平衡的重要性。當然，這樣的研究結果也

有可能是學生本身天生特質、人類本能使然，這些部分亦可能屬於環環相扣。 

  由表 4-3-2同儕人際適應與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情

緒能力之情緒調節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具有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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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效應，亦即學生情緒調節能力越高，則同儕人際適應越佳，因此得知假設 3-4

獲得支持，從學者與研究者的文獻亦發現相同結果，學生能夠藉著較佳的情緒調

節能力而建立與同儕更佳的人際互動（王春展，1998；章淑婷，1993）。情緒能

力之情緒表達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具有正向影響效

應，亦即學生情緒表達能力越高，則同儕人際適應越佳，因此得知假設 3-6獲得

支持，從學者與研究者的文獻亦發現相同結果，學生能夠藉著較佳的情緒表達能

力而建立與同儕更佳的人際互動（王春展， 1998；章淑婷，1993）。社會支持

獲得之同儕支持獲得能力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具有

正向影響效應，亦即同儕支持獲得能力越高，則同儕人際適應越佳，因此得知假

設 3-12獲得支持。 

至於，研究假設 3-2 未獲得支持，情緒辨識對同儕人際適應不具相關性，亦

即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無影響

效應，因此得知假設 3-2未獲得支持。對於這樣的結果可能的解釋是，此研究題

目，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之問卷設計，主要是做辨識己情緒的能力而非他人，而

在校園裡的同儕人際關係中，學生辨識自己情緒的能力的使用遠遠少於辨識他人

能力的使用，維持和諧的校園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大於辨識與重視自我的情緒。也

就是說，在情境、他人、自我中，選擇了忽視自我以成就他人或讓自己處在安全

的人際環境中。這樣的效應成為解釋學生情緒辨識能力對校園同儕人際關係未獲

得研究支持的可能根據。 

研究假設 3-8 未獲得支持，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得知，社會支持獲得之家庭支

持獲得能力對同儕人際適應不具相關性，亦即社會支持獲得之家庭支持獲得能力

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同儕人際適應無影響效應，因此得知假設 3-8

未獲得支持。對於這樣的結果可能的解釋是，對於邁入青少年的學生，主要的重

心都放在同儕身上，無論是否有能力從家人獲得社會支持的學生，在此階段與同

儕適應相處的重要性逐漸大於家庭，也都轉向自身發展以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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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而得出這樣的結果。 

研究假設 3-10 未獲得支持，社會支持獲得之老師支持獲得能力對國小高年

級學生同儕人際適應呈現顯著負向影響效應，未符合研究假設 3-10。由上述可

知，國小高年級學生社會支持獲得之老師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同儕人際適應則愈

差。對於這樣的結果可能的解釋是，獲得老師社會支持能力較低的學生，可能朝

向獲得同儕的社會支持，因此同儕人際適應比較好，而高獲得老師社會支持能力

的學生，對於同儕的社會支持需求本身可能就已經相對減少，因此同儕人際適應

就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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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台中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情緒能力、社會支持

獲得能力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性。本章將根據文獻探討建立研

究基礎，依據研究結果來檢視研究之假設是否獲得支持，並將結果統整成結論，

進而提供具體的建議給予相關實務工作者以及未來研究之參考。本章分為兩節，

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限制，第三節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將分別探討情緒能力、社會支持獲得與國小高年級生校園人際適應之關

聯性，並檢視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壹、情緒能力與師生人際適應之關聯性探討 

  情緒能力分為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等三種能力，校園人際適應分

為師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兩種。依據相關係數矩陣分析結果顯示，情緒能

力與國小高年級學生師生人際適應皆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符合研究假設 1-1、

1-3、1-5，即學生情緒能力愈好，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與情緒表達對國小高年級學生

師生人際適應呈現顯著正向影響效應，符合研究假設 3-1、3-5。由上述可知，國

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辨識能力、情緒表達的能力愈高，師生人際適應則愈好。學生

愈能夠辨識自己的情緒，愈能夠適當表達自己的情緒，與老師的對應中則較少出

現衝突與負面的情緒。學生的情緒能力表現與他們的社會人際表現呈現正相關

（鄧蔭萍，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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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支持獲得與師生人際適應之關聯性探討 

  社會支持獲得分為家庭支持獲得、老師支持獲得、同儕支持獲得等三種，校

園人際適應分為師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兩種。依據相關係數矩陣分析結果

顯示，情緒能力與國小高年級學生師生人際適應皆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符合研

究假設 2-1、2-3、2-5，即學生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社會支持獲得之老師支持獲得能力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師生人際適應呈現顯

著正向影響效應，符合研究假設 3-9。由上述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生社會支持獲

得之老師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師生人際適應則愈佳。師生的良好互動來自於學生

在校園時遇到的所有校園日常生活事件，而校園日常生活事件對學生來說有順利

與挫折。學生的老師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師生人際適應則愈佳的研究結果，在學

生遇到校園日常生活挫折事件時愈可以證實。研究發現，個體接受社會支持後，

對於壓力有緩衝的效果（Swindle,1976）。學生在校園環境中難免因為碰到挫折，

導致壓力而帶來適應失衡時，若能獲得老師支持就能緩衝因為適應失衡所帶來的

身心的不適（陳志豪、王以仁，2006），因此，學生擁有較佳的老師社會支持獲

得能力時，與老師的人際互動與適應也會比較好。 

參、情緒能力與同儕人際適應之關聯性探討 

  情緒能力分為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等三種能力，校園人際適應分

為師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兩種。依據相關係數矩陣分析結果顯示，情緒能

力與國小高年級學生同儕人際適應皆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符合研究假設 1-2、

1-4、1-6，即學生情緒能力愈好，同儕人際適應愈佳。 

  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得知，情緒能力之情緒調節對情緒表達對國小高年級學生

同儕人際適應呈現顯著正向影響效應，符合研究假設 3-4、3-6。由上述可得知，

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調節能力、情緒表達的能力愈高，同儕人際適應則愈好。從

學者與研究者之文獻亦發現相同的結果，學生能夠藉著較佳的情緒調節能力與情

緒表達能力，來建立與同儕更佳的人際互動（王春展， 1998；章淑婷，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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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會支持獲得與同儕人際適應之關聯性探討 

  社會支持獲得分為家庭支持獲得、老師支持獲得、同儕支持獲得等三種，校

園人際適應分為師生人際適應、同儕人際適應兩種。依據相關係數矩陣分析結果

顯示，情緒能力與國小高年級學生師生人際適應皆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符合研

究假設 2-2、2-4、2-6，即學生社會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師生人際適應愈佳。 

  社會支持獲得之同儕支持獲得能力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同儕人際適應呈現顯

著正向影響效應，符合研究假設 3-12。由上述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生社會支持獲

得之同儕支持獲得能力愈好，同儕人際適應則愈佳。學生與同學的互動適應若不

良，大多數來自於校園日常生活事件的爭執與吵架，此時同儕社會支持獲得的能

力，則能夠減少或緩解與解決這樣的校園日常生活事件。研究發現，個體接受社

會支持後，對於壓力帶來適應失衡有緩衝的效果（Swindle,1976）。學生在校園

環境若能獲得社會支持，就能緩衝因為適應失衡所帶來的身心的不適（陳志豪、

王以仁，2006）。也就是說愈有能力得到同儕的支持，與同儕的社會互動與適應

愈良好。相對的，學生獲得同儕支持的能力愈佳也能減緩與同儕相處的壓力。換

句話說，因為擁有獲得同儕支持的能力因而能扣除同儕為環境壓力的一環時，與

同儕的社會互動與適應愈就會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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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整合不同的理論，以理解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

達」、社會支持獲得之「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儕社會支持

獲得）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關聯。透過問卷資料之統計分析進而了

解與國小高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之影響力，因而得知可預設性與非預設性的影

響。本節主要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以下建議，以提供相關教育單位、老師、

家長以及未來之研究方向與參考。 

壹、給對家長之建議 

  研究發現擁有情緒辨識能力、情緒表達能力的孩子與老師的相處比較沒有適

應不良的困擾，而情緒調節能力與情緒表達愈佳的孩子與同儕的人際關係也比較

佳。可見情緒能力的好壞攸關著孩子在學校的人際適應，而兒童福利聯盟的調查

亦顯示，人際適應會影響孩子在校的學習效能。孩子的情緒能力通常複製於原生

家庭，孩子能夠有效辨識、調節與表達自己的情緒能力方式、程度也和父母差不

多，差別在忍耐性比大人不足而已。若希望孩子擁有健康的情緒能力，就必須建

構在平常家庭生活裡就有健康品質的親子溝通，在家長的願意自我覺察與成長的

環境薰陶之下，孩子則能發展出健康的情緒能力以面對未來的人生。 

  而在家庭社會支持獲得中發現，孩子擁有較佳的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能力並沒

有讓師生的人際適應更好，站在老師的角度可能認為孩子獲得家庭社會支持能力

足夠、資源也夠，所以將自己教導學生的資源分配的比例調整造成。而孩子本身

可能擁有足夠的資源而對老師減少需求與接觸的次數，建議家長給予孩子合理適

宜的心靈或物質資源，讓孩子在學校與老師的互動中能取得適應的平衡。 

貳、給學校之建議 

研究發現，學生的情緒能力與社會支持獲得的能力與他們在校園的人際適應

各有不同程度的關聯或影響，學校的立場與目的是提供一個適合學生學習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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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情緒能力影響著學生的人際適應，學生校園人際適應的優劣則影響著

學生在校課業的學習效能。在習慣強調績效的社會形態下，學校若能著重與關心

影響學生學習效能的原點，對於學生與學校或許有相得益彰的效果。學校管理著

這麼多的學生，難免會碰到因為情緒能力或社會支持獲得能力不佳，導致校園人

際適應不良的學生。若能有效管理學校輔導室的效益與增進學生對於學校輔導室

的信任，讓學生除了導師建議晤談個案之外，也能有專業且信任的管道讓學生能

夠自由尋求幫助並排除困難，這是學校可以盡力具備的功用與能力。 

參、給老師之建議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授業與解惑原本就是身為一個老師應該基

本俱備的基本能力，而師者在傳道、學生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老師如何正確給予

規條卻又不給予過多自己的價值而是引導學生走向自己獨特的生命學習歷程，畢

竟每個孩子都是獨特且無法被量化的。老師只要願意透過真心、細膩的陪伴與對

話過程中，老師本身就已經有可能勾勒出每個不同孩子未來的樣貌，如何能在此

建構之下不加以控制卻又能讓孩子成長為自己真實的本然樣貌，這就是身為老師

的藝術與意義。在此研究結果發現，孩子情緒能力佳與獲得老師支持的能力高的

孩子與老師的人際適應愈好，這是個理所當然的研究結果，相反的，老師可能就

得對其他孩子亦有相同關注的覺察，因為造成孩子情緒能力與獲得老師支持能力

不佳的可能性，或許是很複雜的。此外，很特別的研究發現是，孩子獲得家長社

會支持的能力愈高時，與老師的人際適應卻降低了，本研究雖然提出了解釋，也

反應了部分現實社會狀況，但是卻值得老師去觀察其他的可能性，然而無論結果

是甚麼，與學生建立起互信、尊重與有愛的關係，會是老師建構班級氛圍與幫助

學生健康成長的必然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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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一、 研究對象之建議 

  本研究對象唯有以台中市之國小五、六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的研究樣本，

故難以推論至國小高年級生以外的校園人際適應之現況是如何，建議未來的相關

研究若是可以擴大至其他縣市與國中的青少年，更可以了解台灣青少年校園人際

適應現況的發展，因為國小五、六年級到國中三年是一個接近青少年段落初期的

時間軸，比較可以整體統合剛步入青少年這個階段的校園人際概況，以達到了解

台灣青少年之校園人際適應現況。 

 

二、 研究內容之建議 

影響國小五、六年級學生校園人際適應的非常多元與複雜，然而在此的研究

唯探討國小五、六年級學生情緒能力之「情緒辨識、情緒調節、情緒表達」、社

會支持獲得之「家庭社會支持獲得、老師社會支持獲得、同儕社會支持獲得」，

建議未來相關的研究可以納入復原力相關議題變項，並於依變項擴大校園人際適

應之探討，加入學習適應與環境適應，統整成生活適應之現況研究，並可建立一

個更臻至的模型以加深與加廣來做後續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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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小高年級情緒能力、社會支持與校園人際適應量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你的性別：□男   □女 

2. 你就讀的學校是：     國小 

3. 你就讀的年級是：□五年級  □六年級 

第二部分：情緒能力 

（一）情緒辨識 

1. 心情的小小變化，我也能清楚感覺到 

2. 我能清楚知道自己的心情到底有多不好 

3. 我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心情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4. 我能很快發現自己是不是有感到悶悶不樂 

5. 心情不好的時候，常常會發現同時有好幾種感覺 

6. 我能很快發現自己是不是已經感到不耐煩 

7. 不好的心情一出現，我就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二）情緒調節 

8. 我有辦法讓自己的心情變得好一點 

9. 我可以使壞心情不要維持太久 

10.我能用有效的方法來處理自己的情緒 

11.我不會讓自己的心情一直糟下去 

12.心情不好的時候，我能夠讓自己冷靜下來 

13.我覺得我能讓自己的心情不要那麼不好 

14.我能夠讓自己悶悶的心情變得好一點 

 

 

（三）情緒表達 

15.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有辦法不讓別人發現 

16.大家覺得我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 

17.我能用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來讓人知道我的委屈 

18.我能用適合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壞心情 

19.我能夠看情況做出適當的情緒表現 

20.我在大家眼裡是一個修養很好的人 

21.我能夠心平氣和的把不滿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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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社會支持獲得 

（一）家庭社會支持獲得 

1.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家人瞭解我的想法 

2. 我會想法子讓家人瞭解我遇到了什麼困難 

3. 我相信我能夠跟家人說清楚自己在難過什麼 

4.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試著鼓起勇氣去跟家人聊一聊 

5. 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辦法讓家人知道我需要幫忙 

6.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家人明白我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 

7. 犯錯的時候，我能鼓起勇氣試著請家人原諒我 

（二）老師社會支持獲得 

1.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老師瞭解我的想法 

2. 我會想法子讓老師瞭解我遇到了什麼困難 

3. 我相信我能夠跟老師說清楚自己在難過什麼 

4.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試著鼓起勇氣去跟老師聊一聊 

5. 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辦法讓老師知道我需要幫忙 

6.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老師明白我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 

7. 犯錯的時候，我能鼓起勇氣試著請老師原諒我 

（三）同儕社會支持獲得 

1.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朋友瞭解我的想法 

2. 我會想法子讓朋友瞭解我遇到了什麼困難 

3. 我相信我能夠跟朋友說清楚自己在難過什麼 

4.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試著鼓起勇氣去跟朋友聊一聊 

5. 遇到困難時，我會想辦法讓朋友知道我需要幫忙 

6. 我知道怎麼說才能讓朋友明白我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 

7. 犯錯的時候，我能鼓起勇氣試著請朋友原諒我 

第四部分：校園人際適應 

1. 我和同學相處愉快 

2. 我不會被同學排擠 

3. 我時常和同學玩在一起 

4. 我覺得同學是喜歡我的 

5. 我覺得老師是喜歡我的 

6. 老師願意花時間聽我的想法 

7. 我覺得老師對我蠻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