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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建構與發展之研究（精簡版）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引發研究者進行此研究的主要動機與背景有四：

（一）來生信念是生死學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

（二）國外翻譯量表在本土樣本的施測結果未臻至善

（三）國內來生信念之實證研究與研究工具發展尚稱缺乏

（四）研究結果同時有助於本土化的生死學研究及生死教育與輔導的應用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建構出本土化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的主要內涵；

（二）發展適用於我國大學生的來生信念量表；

（三）驗證本研究所建構出的本土化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之信度與效度；

（四）瞭解當前大學生的來生信念概況並建立百分等級常模；

（五）根據研究所得結果，提出具體的建議，供相關人士在學術及實務上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及量表基本內涵的建構

根據上述的研究構想，本研究所發展的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的初步架構與

內涵，係由對來生信念的傳統文化觀點、國外相關量表的檢視與評估、以及實地

針對大學生進行訪談三方面歸納所得。研究者將先就來生信念的傳統文化觀點以

本研究獲國科會專題研究（NSC 95-2413-H-343-001-）之補助，得以順利進行，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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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外相關量表的檢視與評估進行評述，以作為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的學理基

礎。另外，為了使所發展之量表能適為大學生所用，上述的文獻探討結果將配合

實地針對大學生進行訪談的結果，共同建構出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的基本內涵。

本研究文獻探討之綱要如下：

一、來生信念的傳統文化觀點

（一）佛教東傳前的傳統來生信念

（二）佛教思想影響下的來生信念

二、國外相關量表的檢視與評估

三、量表基本內涵的建構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的選用

為了有效達成本研究之目的，根據研究構想，本研究採取「文獻探討法」、

「實地訪談法」、「問卷調查法」等三種研究方法。

二、研究對象

（一）實地訪談的對象

就嘉義地區二所大學中（公、私立各一所），由教師或學生介紹，立意抽取

佛教、道教、基督宗教、民間信仰、一貫道、及無宗教信仰者共 9 名學生進行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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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的研究對象

2.正式樣本

正式樣本的抽樣架構為教育部高教司網站中 16 個學群的所有校系名單，由

於無法得知各學群的全體學生數，故以各學群的校系數的比例為依據，先將各學

群之各校系予以編碼，再依比例隨機抽取 60 個校系（不含研究所），接下來再於

被選出之校系中隨機抽取一班。每班隨機抽取 14 人進行施測，60 個班共抽取 840

人進行正式問卷的施測，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767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1.31％。

3. 重測樣本

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嘉義地區二所大學（公、私立各一所）共 200 名

學生，以間隔四週的方式施測二次，以瞭解其重測信度。第二次施測所回收的有

效問卷共 158 份，回收率為 79％。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有二，包括「實地訪談大綱」、以及本研究所發展的「大

學生來生信念量表」，：

（一）實地訪談大綱

（二）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

四、資料處理

（一）實地訪談結果的資料處理

在實地訪談的資料處理方面，逐字稿在繕打完畢後讀入 Win Max 軟體中進

行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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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結果的資料處理

在預試及正式問卷回收後，本研究即將問卷填答資料編碼並鍵入電腦中，

並以套裝統計軟體進行下列處理：

1. 資料檢誤：首先針對不應出現的數字碼進行問卷複查，並就題目、答案

間的邏輯關係加以檢驗，以更正問卷資料，或以廢卷處理之。

2. t 考驗：在預試問卷回收之後，t 以考驗方式檢驗極端組（高低分組）間

在每一個題項上的差異情況，以作為刪選題項的依據。

3. 積差相關：在本研究中使用積差相關的時機有三，首先，用於檢驗預試

量表中各題項與所屬分量表之間的關係，以瞭解其內部一致性，作為刪

選題項之標準。再者，用以瞭解正式量表相隔四周施測時，二者間的相

關情況，以評估該量表穩定性，亦即其重測信度。另外，亦檢驗各分量

表間彼此的相關情況，以提供本研究進行多特質多方法（multitrait-

multimethod approach）檢視其建構效度時的數據。

4. 信度分析：在預試量表的項目分析過程中，進行信度分析，以瞭解各題

項在去除後，α係數是否提高，以作為刪選題項之標準。另外，亦作為

正式量表內部一致性的評估方式，亦即 Cronbach α係數。

5. 主成分分析：在預試量表的項目分析過程中，進行主成分分析，用於瞭

解各題項與所屬分量表之間的內部一致性。

6. 因素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方法抽取因素，並以斜交方式進行轉軸，用以

瞭解該總量表及三大層面的因素架構是否符合量表建構之初的理論架

構，以檢視其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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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建立一份適合於我國大學生的本土化來生信念量

表，因此在結果與討論的部分，首先就正式量表的信度與效度加以說明，其次探

討我國大學生來生信念之現況，並在最後建立我國大學生來生信念的百分等級常

模。

一、正式量表的信度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同時採取可以表現出量表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的

Cronbach α係數與重測信度，作為正式量表信度考驗的方式。就各層面的意涵

與性質而言，本量表並不適合將各分量表加總計算，因此，在表 3-4 中，只呈現

各分量表的信度係數，在內部一致性方面，根據正式有效樣本 767 人的施測結

果，各分量表的α係數介於.758 至.957 之間，可知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頗佳。

在穩定性方面，本研究選取嘉義地區二所大學（公、私立各一所）158 名學

生，進行間隔四週的重測，各分量表的重測信度介於.626 至.835 之間，均達.01

的顯著水準，顯示本量表的穩定性亦佳。綜合言之，本研究發展之大學生來生信

念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二、正式量表的效度

在效度方面，本研究就內容效度及建構效度二方面來加以討論：

（一）內容效度

本研究所發展之本土化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之基本架構，係經對傳統文化

中有關來生信念的文獻探討、國外現有相關量表的檢視評估、以及實地對大學生

進行訪談而來，並經嚴謹之檢核、預試與項目分析，以進行題項的篩選。其編製

過程力求嚴謹，各題項內容均有理論或實務上之依據，並通過檢驗，故應具備良

好之內容效度。

（二）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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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構效度方面採取因素分析及多特質多方法兩種方式來檢視正式量表的

建構效度。分別說明如下：

1.因素分析

首先，研究者將正式量表中所有題目進行 KMO 及 Bartlett 球形考驗，得到

KMO 值為.965，Bartlett 球形考驗的卡方值為 45058.269，達.001 的顯著水準，顯

示樣本取樣適當，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在因素的抽取上採主成分分析法進行，並

根據正式量表內涵架構，將因素個數設定為十二個；在轉軸方法的選擇上，有鑑

於十二個分量表間的關係並非完全獨立，故採取斜交轉軸方式進行，所抽取的十

二個因素可解釋的部分佔總量表總變異的 74.651％。在題項的因素歸屬方面，各

題項均能歸納至所屬的分量表中，顯示就整體而言，正式量表的建構效度頗佳。

另外，研究者進一步將正式量表中「相信程度」、「決定機制」及「來生境

況」三大層面的題目分別進行因素分析，以瞭解各層面的題項因素歸屬情形，是

否符合量表內涵架構。在 KMO 及 Bartlett 球形考驗方面，「相信程度」、「決定機

制」及「來生境況」三大層面的 KMO 值分別為.860、.947 及.955，Bartlett 球形

考驗的卡方值則分別為 3899.031、14545.813、及 25318.277，皆達.001 的顯著水

準，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採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並經斜交轉軸後，所得

到的因素個數及題項的因素歸屬均能支持量表內涵架構。三個層面的各因素分別

可以解釋所屬層面總變異的 60.494%、72.892%及 76.220%，顯示本量表的三大

層面亦具有好的建構效度。

2.多特質多方法

在本研究中，採用該方法中的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概念，重測

信度可視為以相同方法測量相同特質，而各分量表的內在相關則可視為相同方法

測量不同特質，除了「審判」與「因果報應」、「天堂」與「另一人間」及「另一

人間」與「成神變鬼」三項內在相關係數高於重測信度之外，其他大部分的內在

相關係數皆低於重測信度，由多特質多方法的角度觀之，並參酌學者（郭生玉，

1989；陳英豪、吳裕益，1991；Anastasi & Urbina, 1997）觀點，可知本量表的建

構效度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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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與討論，配合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提出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本量表的內涵建構由三項途徑發展而成

（二）本量表共可分為三大層次，包括十二項分量表及七十個題項，採 Likert

七點計分方式

（三）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四）我國大學生傾向相信來生的存在，較接受對自己行為負責的因果報應及審

判的機制

（五）我國大學生傾向認為人死後可能面臨投胎轉世或化為其他能量的境況

（六）除了在死後將化成其他能量尚有共識之外，有、無宗教信仰者在來生信念

其他十一項分量表皆有顯著差異

（七）信仰基督宗教的大學生有較高的審判觀與救贖觀，信仰佛、道、一貫道及

民間信仰者的來生信念則大致相同，相信因果報應、輪迴投胎及成神變鬼

之說，但民間信仰者則傾向不接受救贖觀

二、建議

（一）對本量表使用的建議

1.本量表施測對象為大學生，年齡範圍約在 18-24 歲之間

2.本量表各分量表可單獨解釋，亦可分三大層次進行瞭解，但不宜將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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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加總計分

3.受試者在各分量表得分應參考百分等級常模來加以解釋，但各分量表得分

相對地位的高低並不意味著價值上的優劣

4.引導受試者對於施測結果進行解釋，以利與其當前的實際處境連結，做為

解決問題的契機，但不宜進行灌輸或批判，以避文化專斷之嫌

（二）對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1.繼續驗證「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的信度與效度

2.探討大學生來生信念的內部因素結構與型態

3.瞭解來生信念與各種相關變項間的關係

4.針對可能對來生信念造成影響的變項進行深究

5.擴大研究對象，進一步建構國人來生信念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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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一、完成之工作項目

本研究計畫之執行期間為民國九十五年八月起至九十六年七月止，完成之

工作項目包括：

（一）建構出本土化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的主要內涵：藉由文獻探討及實

地訪談綜合歸納出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的主體架構，並進一步發展

出較細部之內涵。

（二）發展適用於我國大學生的來生信念量表：將本研究所列出之題項經

由專家檢核、預試、項目分析、初步信效度考驗後，整理出適用於

我國大學生的來生信念量表。

（三）調查當前大學生的來生信念概況：進行大規模全國性抽樣，以來生

信念正式量表進行施測，以瞭解大學生的來生信念概況（包括常模、

類型、各項差異考驗…等）。

（四）建立來生信念量表的信效度。

二、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之貢獻

（一）對於學術研究的貢獻方面：

1.為生死學相關研究建立一份重要且具理想信、效度的本土化來生信念量

表。

2.瞭解大學生對於來生信念的基本概況，為日後的相關研究奠立基礎。

3.探討與來生信念有關的變項間之關係，提供未來個別深入研究的建議。

4.以嚴謹的量化研究方式進行生死學相關研究，為日後有關生死學的量化

研究提供經驗。

（二）對於國家發展的貢獻方面：

1.對於大學生來生信念的研究，有助於政府推動心靈發展事業，對於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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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件頻傳的現況有其啟示作用。

2.在當前教育現場中五育明顯失衡的情況下，本研究可提供政府研擬生命

教育或生死教育等情意相關教育活動時的有效參考。

（三）對於其他應用的貢獻方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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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助於個人檢視其來生信念，助其確認安身立命之道。

整體而言，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能符合研究目的之規劃，除了在生死教

育的實際應用方面，經審查委建議刪除而未能於第二年繼續進行，而改以探討來

生信念之類型及內部結構（獲國科會補助，現正進行中）之外，研究結果均能回

應研究預期目標的規劃，亦適合進行專書（或學術期刊）的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