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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op干擾效應在死亡焦慮測量上的應用:本土化大學

生死亡焦慮 Stroop 作業的建構與發展(II)

98-2410-H-343-005-

壹、 緒論

死亡焦慮是生死教育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議題，然而，如何對其正確地評量，

是一個重要卻並非容易的任務。就當前死亡焦慮的測量型態觀之，大抵以自陳式

的紙筆測驗為主，此種自陳式量表需要建立在受試者誠實坦白的前提上，才可能

收其功效，然而，由於死亡對大多數人而言，具有某種程度的威脅，因此，即使

受試者無意欺瞞，但無論出自於因防衛機轉對死亡焦慮所產生的否認（Becker,

1973），抑或是如 Taylor & Brown（1988）所言，對死亡所抱持的正向錯覺（positive

illusion），甚至是連受試者本身亦無法真正意識到的壓抑作用（repression），均

可能影響自陳式死亡焦慮量表的準確度，進而影響研究的內在效度。Neimeryer

（1988）在評論死亡焦慮的相關研究時，即認為大部分的研究，未能克服死亡焦

慮研究工具上的問題，因而認為死亡焦慮的研究論文，雖然在篇數上數量眾多，

在品質上卻有待加強。基於此，考量受試者的壓抑與防衛問題，發展信、效度的

新型態死亡焦慮評量工具，應有其必要性。既然死亡焦慮的測量容易受到受試者

壓抑與防衛機轉的影響，傳統紙筆測驗直接訴諸受試者意識層面、期待(或假設)

受試者誠實坦白地填答，以獲得其死亡焦慮情況的方式，顯然值得檢討省思。

Stroop 干擾效應源自於 1935 年 John Ridley Stroop 所發現個體對於色字

（colored word）的字義與字色不和諧時的干擾，會影響其反應時間（Stroop,

1935）。此效應一直影響著心理學界中有關注意力的研究，其影響力至今未歇。

除了注意力方面的研究之外，八○年代末期開始，學者（諸如 Watts, Mckenna,

Sharrock,& Tresize, 1986；MacLeod, Mathews,& Tata, 1986；Richards,& Millwood，

1989；Mogg, Mathews,& Weinman, 1989）發現個體對於威脅性的字眼，也會產



生干擾效應，進而逐漸發展出「分聽作業（dichotic listening task）」、「注意力調

度作業（attention deployment task）」及「情緒性 Stroop作業（emotional Stroop task）」

等測量模式。其中以情緒性 Stroop 作業對焦慮的測量最為普遍，而其所獲致的

結果，也最能對焦慮情境中注意力的偏差提出詮釋的證據（de Ruiter & Brosschot,

1994）。由於情緒性 Stroop 作業直接訴諸受試者反應時間的特性，因此，應用該

測量方式來測量個體的死亡焦慮，應可克服在自陳式量表中，因受試者壓抑與防

衛所造成測量誤差的問題，甚至將這些受試者無法意識並控制的壓抑與防衛所產

生的注意力偏差，轉而成為評估其死亡焦慮的有效利器，化阻力為助力，此為本

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

有關 Stroop 干擾效應的研究，國內的相關研究尚少，且以針對注意力干擾

的探討為主（例如林子誠，2005；陳敏生、陳振宇，2003；高玉靜 2002），至於

有關於情緒性的 Stroop 干擾效應的探討，則尚未出現。反觀國外，自三○年代

以來， Stroop 干擾效應成為探討個體注意力的研究典範之一，至八○年代以後，

除了以往以認知心理的角度切入的注意力研究之外，逐漸發展出情緒性 Stroop

作業的測量模式，至今雖然歷經超過 70 年的歲月，至今方興未艾，而情緒性干

擾效應的研究，自八○年代以後，也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重視。然而，雖然十年來

以焦慮為主題的 Stroop 作業國外期刊論文數量甚多，卻僅有一篇以「死亡焦慮」

為 Stroop 作業的測量主題（Lundh & Radon, 1998），究其內容，亦尚未脫離初探

性質，有待進一步探討。

綜觀國內十餘年來的生死學領域之相關研究，在量化研究取向方面，其研

究工具大多直接翻譯自於國外量表，頂多進行小幅度的修改後即進行施測，如此

做法雖然有助於將研究結果進行跨國性的比較，卻容易忽略了我國與西方在社會

文化發展上的明顯差異因素。以「死亡焦慮」此一變項觀之，雖然對死亡產生某

種程度的焦慮乃人之常情，無論東、西方皆然，但是在死亡此一概念之下，有哪

些令人產生不安的焦慮來源，恐怕就牽涉到傳統文化、社會、宗教信仰、甚至政



治、經濟情勢等因素而有所差異了。在發展死亡焦慮 Stroop 作業的過程中，不

宜僅重視測量方法上的改良，而忽略了測量內容是否貼近國人實際生活經驗的問

題，如果直接翻譯國外相關量表的內容作為死亡焦慮 Stroop 作業的內涵，勢必

無法對國人的死亡焦慮現況作深入精確的探究。因此，雖然當前死亡焦慮相關量

表的內涵深具參考價值，諸如 Templer（1970）的死亡焦慮量表（Death Anxiety

Scale, DAS）以及其後的修正版本（Nehrke, 1973；Thorson & Powell, 1984），Collett

與 Lester（1969）的死亡恐懼量表（Collett-Lester Fear of Death Scale）及其修正

版本（Lester,1994），以及 Hoelter（1979）的多層面死亡恐懼量表（Multidimensional

Fear of Death Scale, MFODS）等，可作為發展死亡焦慮 Stroop 作業基本內涵的參

考，卻並不見得完全直接適用於國人死亡焦慮的測量內涵，因此，除了參考既有

量表之外，配合實地訪談來建構本土化死亡焦慮 Stroop 作業的基本內涵，發展

出一套在測量方法及測量內容均適於國內的死亡焦慮評量工具，應有其建設性與

本土性之積極意義。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之施測地點限定於本校的實驗室（聲紋辨識系統實作教室），基

於交通及安全因素，抽樣的範圍將以鄰近的大學校院之大學部學生為主，以利學

生赴本校受測，根據教育部資訊網 (2008)的各級學校及統計資料，嘉義地區的

四所大學校院（不包括技職校院）共有 28,493 名大學部學生，本研究依據各校

人數比例決定各校的樣本數，各校校內抽樣則以班級為單位進行隨機抽樣，就抽

中之班級內徵詢有意願參與研究之學生，共有 116 人接受施測。

二、研究工具



(一) 死亡焦慮 Stroop 作業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死亡焦慮 Stroop 作業，該研究工具係由心理學實驗軟

體 E-Prime 程式所寫成，受試者須對於螢幕中所呈現字詞的顏色，儘速地按壓相

對應的鍵盤，本研究中紅、黃，綠、藍四種顏色分別對應 1,2,9,0 四的數字鍵，

電腦程式將自動採計受試者對於每個字詞 (包括死亡焦慮刺激字詞及中性字詞)

的反應時間。

該死亡焦慮 Stroop 作業的中性字詞系隨機由國語字典中挑選而來，經研究

者與團隊成員討論確認其為中性字後採用，至於死亡焦慮刺激字，則是應由本研

究第一年針對大學生實地訪談的研究結果，歸納出「不存在（nonexistence）」的

威脅、對死亡「未知及審判」的焦慮、對「死亡過程的無助與疼痛」之恐懼、對

死亡將導致「關係的喪失」的焦慮、對「意外死亡與屍體處理」以及對「屍體恐

懼平均」的焦慮等六大層面，並據此發展出死亡焦慮刺激字詞共 45 個。

(二) 多層面死亡恐懼量表（Multidimensional Fear of Death Scale，MFODS）

本研究使用 Hoelter（1979）的多層面死亡恐懼量表（Multidimensional Fear

of Death Scale，MFODS）作為紙筆式自陳死亡焦慮之測量工具，該量表共包含 8

項分量表，分別為「1.瀕死過程的恐懼」、「2.對死者的恐懼」、「3. 對屍體被毀的

恐懼（如解剖、火化）」、「4.對重要他人死亡的恐懼」、「5.對未知的恐懼」、「6.

對誤判死亡（未死卻被判定為已死）的恐懼」、「7.對死後屍體腐爛的恐懼」、「8.

對於夭折（premature death）的恐懼」。該量表在信度的表現方面，8 項分量表的

α係數介於.65至.82之間（Hoelter，1979），再測信度經 Neimeyer 與Moore（1994）

以 106 位大學生施測的結果，介於.61 至.81 之間。

(三) K 量表

K 量表係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驗(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MMPI)中的 4 個效度量表之一，由三十個題目組成，高Ｋ分可能表示

或裝好的企圖，低Ｋ分可表示過分坦率、自我批評或裝壞的企圖，Ｋ分數用於校

正某些臨床量表似可增加其效度。本研究用以檢視受試者的在接受紙筆式自陳式

測驗結果的篩選工具。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主要以相依樣本 t 考驗及相依樣本 ANOVA 為資料處理方法，用以

考驗受試者對於中性字詞反應時間與其對死亡焦慮刺激字詞的反應時間是否有

顯著差異。

另外，計算出每位受試者對於中性字詞反應時間的平均數作為基準，再以

其對死亡焦慮刺激字詞的反應時間減去其對中性字詞反應時間的平均數，所得之

45 個數值即為每位受試者對於 45 個死亡焦慮刺激字詞的延遲時間，再以此進一

步進行六個層面延遲時間的計算，並以此作為該死亡焦慮 Stroop 作業與其他相

關因素或關聯效標關係研究之依據。



叁、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死亡焦慮 Stroop 干擾效應

死亡焦慮刺激字詞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相依樣本 t 考驗結果如表4-1所

示，顯示整體而言，受試學生對於死亡焦慮刺激字詞的叫色平均反應時間顯著地

較對中性字詞叫色反應時間為慢，由此可知，死亡焦慮刺激字詞確實對於本研究

之受試者造成了干擾效應。

表4-1
死亡焦慮刺激字詞與中性字詞反應時間相依樣本 t 考驗表

Mean 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t sig

Pair 1 刺激字平均(總) .8485 106 .25795 .02505 2.123

2.524

2.339

.255

1.123

2.272

.036

中性字平均 .8092 106 .25294 .02457

Pair 2 不存在平均 .8819 106 .33433 .03247 .013

中性字平均 .8092 106 .25294 .02457

Pair 3 未知審判平均 .8899 106 .41305 .04012 .021

中性字平均 .8092 106 .25294 .02457

Pair 4 關係喪失平均 .8154 106 .29425 .02858 .799

中性字平均 .8092 106 .25294 .02457

Pair 5 死亡無助疼痛平均 .8374 106 .32825 .03188 .264

中性字平均 .8092 106 .25294 .02457

Pair 6 意外與屍體處理平均 .8839 106 .38186 .03709 .025

中性字平均 .8092 106 .25294 .02457

Pair 7 屍體恐懼平均 .7771 106 .27597 .02680 -1.308 .194

中性字平均 .8092 106 .25294 .02457

在死亡焦慮的六大個層面中，包括「不存在（nonexistence）」的威脅、對死



亡「未知」的焦慮、以及對「意外死亡與屍體處理」的焦慮等三個層面之死亡焦

慮刺激字詞的干擾效應也達顯著水準，顯示受試大學生對於死亡所產生的不存在

威脅、未知感，以及對對意外死亡與屍體處理的焦慮較為明顯。至於對「死亡過

程的無助與疼痛」之恐懼、對「來生與審判」擔憂、對死亡將導致「關係的喪失」

的焦慮則未達顯著水準。

二、死亡焦慮 Stroop 干擾效應與紙筆式自陳死亡恐懼量表之關係

本研究以每位受試者對於中性字詞反應時間的平均數作為基準，再以其對

死亡焦慮刺激字詞的反應時間減去其對中性字詞反應時間的平均數，此即位受試

者對於死亡焦慮刺激字詞的延遲時間，此延遲時間與多層面死亡恐懼量表

（MFODS）得分未達顯著之相關(r=.168)，但如近一步將 K 量表得分過高者予以

排除，則此延遲時間與多層面死亡恐懼量表（MFODS）得分達顯著之相關

(r=.192)，顯示在排除可能在紙筆測驗上虛偽作答的受試者後，死亡焦慮 Stroop

干擾效應與紙筆式自陳死亡恐懼量表之間有關聯，然而，由於其相關係數偏低，

故其雖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其相關程度僅有低度相關，未來應進一步將可能影

響之相關因素予以檢視。

肆、結論

一、死亡焦慮刺激字詞對於受試者產生干擾效應

整體而言，受試學生對於死亡焦慮刺激字詞的叫色平均反應時間顯著地較

對中性字詞叫色反應時間為慢，由此可知，死亡焦慮刺激字詞確實對於本研究之

受試者造成了干擾效應。



二、在死亡焦慮的六大個層面中，以「不存在（nonexistence）」的威脅、對死亡

「未知」的焦慮、以及對「意外死亡與屍體處理」的焦慮等三個層面的干擾

效應較為顯著

在死亡焦慮的六大個層面中，包括「不存在（nonexistence）」的威脅、對死

亡「未知」的焦慮、以及對「意外死亡與屍體處理」的焦慮等三個層面之死亡焦

慮刺激字詞的干擾效應也達顯著水準，顯示受試大學生對於死亡所產生的不存在

威脅、未知感，以及對對意外死亡與屍體處理的焦慮較為明顯。

三、在排除可能在紙筆測驗上虛偽作答的受試者後，死亡焦慮 Stroop 干擾效應

與紙筆式自陳死亡恐懼量表之間有關聯

在以全體受試者的延遲時間與多層面死亡恐懼量表得分進行相關分析時，

二這並未達顯著之相關，但如近一步將 K 量表得分過高者予以排除，則此延遲

時間與 MFODS 得分達顯著之相關，顯示在排除可能在紙筆測驗上虛偽作答的受

試者後，死亡焦慮 Stroop 干擾效應與紙筆式自陳死亡恐懼量表之間有關聯，然

而，由於其相關係數偏低，故其雖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其相關程度僅有低度相

關，未來應進一步將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予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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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學術成就而言，本研究為生死學相關研究領域建立一份新型態本土化死亡焦

慮的測試工具，未來應有助於大學生死亡焦慮進行了解，為日後的相關研究

奠立基礎。由於國內少有關此一議題之探究，本研究應有學術之創新性，亦

可建立跨領域的「科學」生死學之研究經驗。

2.就社會影響而言，本研究結果確認了死亡焦慮刺激字詞確實可產生干擾效應，

未來在心理輔導及諮商領域中，本研究的結果對於該領域中有關悲傷輔導或

自殺防治等工作，有其實際的應用價值。也有助於個人檢視其死亡焦慮，助

其解決因死亡焦慮所引發之問題，並確認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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