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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教育行政、財經廉政 
科  目：心理學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試比較「問題焦點策略」以及「情緒焦點策略」的特性與功能。（25 分） 

【擬答】 

個人在面對壓力時，有許多因應策略，Folkman、Lazarus、Moos 等學者曾提出「問題取向策

略」和「情緒取向策略」之壓力因應策略： 

因應 
方式 

問題導向的因應方式 
(problem-directed coping) 

情緒焦點的因應方式 
(emotion-focused coping) 

特性 
(適用壓力源) 

可控制型壓力源 
(controllable stressors) 

不可控制型壓力源 
(uncontrollable stressors) 

功能 
(內涵與策略) 

其係指以問題解決為核心的壓

力因應策略。亦即當個體自我

評估可以有效解決壓力之問題

來源時，常採用的壓力因應策

略。 
個體通常會藉由消除外在壓力

或調適內在心理狀態，來解決

壓力造成的困擾。 
在採用「問題取向」壓力因應

策略時，可以尋求專家團體的

建議，並確實採取解決問題的

行動、主動且正向面對問題

等。 
當個體採用「問題取向」壓力

因應策略時，會從各種角度分

析壓力問題，進而積極找出解

決問題之有效策略。 

其係指調整個體面對壓力情

境時的情緒反應為核心的壓

力因應策略。亦即，當個體

覺得壓力環境不易改變時，

所採用的壓力因應策略。 
個體會藉由改變本身對壓力

事物的認知評估，或是採用

隔離、幻想、壓抑等自我防

衛方式，阻絕壓力情境。 
在採取「情緒取向」壓力因

應策略時，包括：舒緩情

緒、情緒調整、自我放棄、

發洩情緒等可能結果。 
當個體採用「情緒取向」壓

力因應策略時，往往會產生

「逃避」或是「樂觀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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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以聽覺與視覺為例，說明「選擇性注意力」的特性與功能。（25 分） 

【擬答】 

注意力是存在於意識的明察（conscious clearness）中，並具有兩大特徵，包括集中焦點

（focalization）和專注（concentration）。前者隱含了選擇性，也就是所謂的選擇性注意力

（selective attention），能分辨出訊息是屬於重要或不重要，並且有效掌握重要的訊息，以避免

訊息負荷過重；後者隱含了持續性，也就是所謂的持續性注意力（sustained attention），是指對

重要訊息 的專注持久度。然而，人類認知資源有限，無法處理環境中所有的資訊， 注意力像

是一個窗口，在過多的資訊中具有篩選的作用，讓部分資訊接受處理。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係指我們會知道要選擇重要訊息去注意，摒除不重要訊息，將注意力集中在學習重點

或最主要的資訊。 
選擇性注意力相關理論： 
選擇模式（selection model） Deutsch & Deutsch（1963）和 Norman（1968）將注意的發生視

為訊息的選擇， 所有的訊息都被「聽到」或「辨認」，只是不重要的訊息很快就被忘掉，也

就是不被注意（鄭麗玉, 1998）。此種模式與前兩種的最大不同，是認為記憶的瓶頸在知 覺
型態辨認之後，而「注意」相當於訊息的選擇階段，是發生於知覺分析之後。 而前兩種模式

則認為注意力的產生在型態辨認之前，也就是未被注意的訊息被過 濾器阻擋或者減弱。 
聽覺之選擇性注意力的特性與功能： 佐證聽覺之選擇性注意力之理論 
雙耳分聽實驗：證明注意力是具選擇性的，神經系統必須將所接獲的感覺訊息，暫時以一

種相當沒組織的方式儲存，在我們所接收到的所有刺激中，只有在個體心理程序覺得最適

當的，才會在剎那間引起注意。 
在沒有遮蔽的情況下，可毫不困難的聽兩段話。 
不注意的一邊，視內容難度而定，太難的，即使是分辨是否為英文都沒辦法。但可以知

道談話是純音、男聲或女聲，也可聽到別人叫自己的名字。 
心不在焉時和別人說話，別人說完，馬上問：「你剛說什麼?」但問完時，不必對方回

答，個體已隨機整理出內容。 
雞尾酒會現象(cocktail party phenomenon) 
雞尾酒會效應是指人的一種聽力選擇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注意力集中在某一個人的談話

之中而忽略背景中其他的對話或噪音。該效應揭示了人類聽覺系統中令人驚奇的能力，使

我們可以在噪聲中談話。雞尾酒會現象可在兩種情況下出現：當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某個

聲音上，或當我們的聽覺器官突然受到某個刺激的時候。舉例而言，當我們和朋友在一個

雞尾酒會或某個喧鬧場所談話時，儘管周邊的噪音很大，我們還是可以聽到朋友說的內

容。同時，在遠處突然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時，我們會馬上注意到。 
視覺之選擇性注意力的特性與功能： 
視覺注意力： 
目光掃描－當三個東西同時呈現在受試者面前時，目光會由一個東西轉至另一個東西，

直線搜尋。 
目光追視－指在視野範圍內，視線隨著光或物體移動的能力。 
固定視覺－即眼球固視能力；受試者持續注視物體或人的能力。 
目光轉移－即注視力移轉；指受試者能察覺在視野範圍內所出現的新事物。當發光體或

物品交替呈現時，受試者亦會隨之轉換 
佐證視覺之選擇性注意力的特性： 
視物偏好法( preferential looking method) ：給予嬰兒刺激物，若能引起注意而注視，則
代表該刺激對嬰兒有某種程度的意義，實驗時會給予多種刺激，看偏好哪一種。例如：
中國抓周習俗。 
習慣法(habituation method) ：給予嬰兒單刺激，看嬰兒多久會習慣刺激而不再注意，藉
此觀之嬰兒對刺激物的知覺發展。 
閱讀錯字偵測實驗：在一篇正確率較高的文章較不易發現錯字，在混亂文章中，較易從
中注意到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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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解釋「隱性寬容合約(implicit leniency contract)」的意義（10 分），以及說明少數人如何影

響多數人的立場。（15 分） 

【擬答】 

隱性寬容合約(implicit leniency contract)的意義： 
係指於團體當中具有隱藏性而又具有影響力之少數人，以非正式團體默許之情況下使團體決

策受到少數人意見之影響。 
少數人的影響 
個人風格的力量~有效的影響眾人的行為模式： 
堅定的態度,始終如一。。 
藉由早期的從眾行為來累積個人信用度(個人信用度模式(idiosyncrasy credits model)：當

我們剛加入一個團體時，個人信用度相當低，此時人微言輕，發揮不了什麼影響力，但

當我們開始為團體立下「汗馬功勞」時，個人信用度就逐漸累積，我們在團體中的地位

也逐漸升高)，之後方能發揮影響力。 
團體中抱持少數意見者如何能有效地影響其他多數人的信念： 
少數意見者持續且一致地表達立場(consistency minority)，並以一致與堅持的意見想法引

起多數人的注意。 
運用資訊式影響，提出新的資訊或事實，讓多數人更仔細地審視問題。 
只針對關鍵問題提出不同意見，而非全盤反對。 
少數人影響和多數人影響的途徑和作用之不同 
少數人表現出彈性與開放的態度： 
少數人所產生的影響多半是間接而不明顯的，但此種影響力一旦出現，則非常持久。 

實驗：早期從眾，隨後再提不同意見 
在 Asch 的線段判斷實驗中，若安排一個「不從眾者」，則參與者從眾的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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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初臺南地震維冠大樓倒塌，心理師公會等團體召集各地心理師到災區，提供專業協助。試

說明救災過程以及災後人們可能經歷那些心理狀態？生活中那些事件也會造成人們產生相似

的心理狀態？（25 分） 

【擬答】 

救災過程以及災後人們可能經歷那些心理狀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TSD)  
係指壓力來源極嚴重(不在人類一般經驗的領域內)，會帶來心理創傷，臨床症狀被描述為在

強烈威脅生命之刺激背景中所學得的制約反應；PTSD 始於事件發生後三個月，對於某些

人， 可能在事件過後六個月或甚至一年才會出現 PTSD 跡象。PTSD 可能發生在任何年齡的

人身上， 甚至連小孩也不例外。特徵包含： 

瞬間回顧(Aashbacks) ：持續反應出慘痛事件經驗。 

事件發生時或之後短時間內呈現麻木、疏離、失去情緒反應、無法自主性反應。可能有消

沈、沮喪的感覺，避免人際參與及「不計任何價求取安寧和平靜」的態度。(游恆山譯，民

82) 
容易被驚嚇，接觸相關事件感到痛苦。 

個人持續提高警覺的狀態，情緒上的困擾和痛苦造成各種症狀的增多，例如：睡眠障礙，

注意力難以集中和記憶受損及誇大的驚嚇反應。 

生活中那些事件也會造成人們產生相似的心理狀態之舉例： 

強暴或性虐待 

受到家人的精神或身體虐待的受害者 

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飛機墜毀或是汽車事故 

地震、颱風或火災 

戰爭 

認為自己可能會被殺害的事件，或親眼看過以上任何事件 

童年時期被忽視以及童年時期遭受身體虐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