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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研 究 

吳 秉 叡 

忠孝國民中學教師 

摘 要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福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現 況 與 關 係，以  9 1  名 新 竹 縣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為 研 究 樣 本，運 用  H o t e l l i n g  T  2 考 驗、單 因 子 多 變 量 變 異 數 分 析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與 階 層 迴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 對 待 答 問 題 進 行 考 

驗 。 研 究 結 果 如 下 ：（ 1）約 有  7 7％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曾 經 知 覺 過 心 

流 經 驗 ；（ 2） 不 同 性 別 與 年 級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上 有 顯 著 

差 異；（ 3）不 同 學 校 地 區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幸 福 感 有 顯 著 差 異；（ 4） 

心 流 經 驗、樂 觀 感、幸 福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彼 此 間 有 正 相 關；（ 5） 

不 同 背 景 變 項、心 流 經 驗、樂 觀 感 能 預 測 幸 福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最 後 ， 本 研 究 針 對 結 果 提 出 建 議 ， 以 作 為 教 育 輔 導 和 未 來 研 究 之 

參 考 。 

關 鍵 詞 ： 學 習 障 礙 、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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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p u r p o s e  o f   t h i s   s t u d y   i s   t o   d e t e r m i n e   w h e t h e r  t h e r e   i s   a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a mo n g   f l o w   e x p e r i e n c e ,   o p t im i s m ,   w e l l  b e i n g   a s   w e l l 
a s   s c ho o l   l i f e   a d a p t i o n   f o r  s e c o n d a r y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l e a r n i n g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LD ) .  9 1   s t u d e n t s ,  i d e n t i f i e d   a s  LD  i n  H s i n c h u  C o u n t y, 
p a r t i c i p a t e d  i n  t h e   c u r r e n t   s t u d y.   A  s e l f  d e v e l o p e d   q u e s t io n n a i r e 
w a s   u s e d   f o r   t h e   d a t a   c o l l e c t i o n   a n d   t h e   d a t a   w e r e   a n a l y z e d   u s i n g 
H o t e l l i n g  T  2 t e s t ,   o n e  w a y   MANOVA ,   c a n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   a n d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r e g r e s s io n .   R e s u l t s   s u g g e s t e d   t h a t   ( 1 )   N e a r l y   7 7%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LD  h a v e   r e c o g n i z e d   t h e   f l o w   e x p e r i e n c e   d u r i n g   t h e 
s t u d y.   ( 2 )  T h e   d i f f e r e n c e   o f   f l o w   e x p e r i e n c e   e x p r e s s e d   b y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LD  f r o m  v a r io u s   a g e s   a n d   g r a d e s  w a s   s t a t i s t i c a l l y   s i g n i f i c a n t . 
( 3 )   T h e   d i f f e r e n c e   o f   w e l l  b e i n g   f e e l i n g   i d e n t i f i e d   b y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LD  f r o m  v a r io u s   s c ho o l s  w a s  a l s o   s t a t i s t i c a l l y   s i g n i f i c a n t .   ( 4 ) 
T h e   f l o w   e x p e r i e n c e ,   o p t im i s m ,   w e l l  b e i n g   a n d   s c ho o l   l i f e 
a d a p t io n  w e r e   p o s i t i v e l y   c o r r e l a t e d .   ( 5 )  T h e   b a c k g r o u n d   v a r i a b l e s , 
f l o w   e x p e r i e n c e ,   a n d   o p t im i s m   c o u l d   s u c c e s s f u l l y   p r e d i c t   t h e 
w e l l  b e i n g  a n d  s c ho o l   l i f e  a d a p t i o n .  G i v e n  t h e   f i n d i n g  o f   t h i s   s t u d y, 
s e v e r a l   u s e f u l   s u g g e s t io n s   w e r e   ma d e   w i t h   r e s p e c t   t o   t h e 
e d u c a t i o n a l   c o u n s e l i n g   a n d   f u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d i r e c t i o n . 

K e y w o r d s：  L e a r n i n g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F l o w   E x p e r i e n c e ,  O p t im i sm , 
We l l  B e i n g ,  S c h o o l   L i f e  A d a p t a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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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緒 論 

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學 習 障 礙 （ L e a r n i n g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LD） 一 詞 首 先 由  S . K i r k  於 

一 九 六 三 年 所 提 出 ， 認 為 學 習 障 礙 可 用 來 形 容 任 何 「 在 語 言 文 

字 、 口 語 表 達 、 閱 讀 、 溝 通 技 巧 上 發 展 異 常 的 孩 子 」， 迄 今 廣 為 

學 術 界 與 學 習 障 礙 家 長 團 體 所 接 受 。 

從 正 向 心 理 學 （ p o s i t i v e  p s y c ho lo g y） 的 觀 點 來 看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雖 有 障 礙 ， 但 也 呈 現 「 多 元 智 能 」（ 柯 華 葳 ， 2 0 0 0）， 具 特 定 

學 習 障 礙 者 ， 通 常 亦 擁 有 其 他 多 項 優 勢 能 力 。 G a r d n e r（ 1 9 8 3） 曾 

在 其 多 元 智 能 理 論 中 引 用 不 少 著 名 的 學 習 障 礙 者 ， 如 愛 因 斯 坦 

（ A . E i n s t e i n）、 邱 吉 爾 （ W. C h u r c h i l l） 與 畢 卡 索 （ P. R . P i c a s s o ） 

等 人 來 說 明 多 元 智 能 ， 而 達 文 西 （ L e o n a r d o   d a   V i n c i）、 愛 迪 生 

（ T. E d i s o n）以 及 安 徒 生 （ H . C . A n d e r s e n）也 都 是 可 能 具 有 學 習 障 

礙 或 學 習 困 難 者 （ W h i t e ,   1 9 9 2）。 這 些 人 可 能 在 理 解 、 記 憶 、 閱 

讀 或 書 寫 方 面 有 困 難 ， 卻 在 空 間 、 繪 圖 或 操 作 活 動 上 表 現 優 異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最 弱 的 就 是 學 科 成 就 ， 家 長 和 老 師 卻 常 將 全 部 

注 意 力 放 在 改 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學 科 成 就 等 障 礙 上 ， 我 們 應 該 扭 

轉 學 校 只 強 調 障 礙 、 弱 勢 與 缺 陷 的 偏 差 ， 從 正 面 積 極 觀 點 來 看 這 

些 相 對 弱 勢 的 學 生 ， 來 探 尋 與 幫 助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發 揮 優 勢 能 力 ， 

而 不 只 是 將 他 們 視 為 弱 勢 的 受 難 者 。 學 習 障 礙 是 一 種 隱 形 或 看 不 

見 的 內 在 障 礙 （ 洪 儷 瑜 ， 2 0 0 0）， 所 以 社 會 大 眾 普 遍 具 有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只 是 輕 度 障 礙 的 迷 思（ B r o d w i n ,  Te l l e z  &  B r o dw i n ,  2 0 0 2）， 

因 此 往 往 常 忽 略 其 生 活 適 應 問 題 ， 與 其 在 學 校 生 活 中 所 遇 上 的 困 

難 ， 即 使 這 些 問 題 對 於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影 響 程 度 一 點 也 不 亞 於 學 

科 學 習 方 面 的 障 礙 。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a l y i（ 1 9 9 0） 指 出 心 流 經 驗 （  f l o w  e x p e r i e n c e） 

是 種 充 滿 樂 趣 的 深 度 參 與 經 驗 ， 具 有 兩 項 普 遍 性 的 原 則 ：（ 1） 當 

人 們 覺 得 活 動 進 行 很 順 利 時 ， 即 便 是 性 質 差 異 性 很 高 的 活 動 ， 所 

描 述 的 感 覺 都 極 為 類 似 ；（ 2）不 分 文 化 、 現 代 化 程 度 、 社 會 階 層 、 

年 齡 或 性 別 ， 受 訪 者 所 描 繪 的 樂 趣 均 大 致 相 同 。 

從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a l y i  的 觀 點 可 推 論 出 心 流 經 驗 的 體 驗 似 乎 是 

具 有 普 遍 性 ， 因 此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其 感 興 趣 的 活 動 領 域 應 也 能 夠 

產 生 類 似 的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或 幸 福 感 ， 因 此 本 研 究 不 欲 將 焦 點 

著 重 在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語 言 和 邏 輯 數 學 的 缺 陷 與 補 救 教 學 上 ， 而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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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依 據 「 正 向 心 理 學 」 取 向 來 評 估 探 究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和 幸 福 感 之 情 況 為 何 ？ 此 為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國 中 階 段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除 了 課 業 難 度 增 加 是 其 適 應 的 困 

難 之 外 ， 青 少 年 發 展 的 轉 變 也 是 其 適 應 困 難 的 原 因 ， 其 常 見 的 特 

徵 是 很 少 參 與 學 校 活 動 ， 造 成 其 在 學 校 中 適 應 不 良 的 情 形 （ 洪 儷 

瑜 ， 2 0 0 0； G e i s t h a r d t   &  Mu n s c h ,   1 9 9 6）， 若 能 發 掘 出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校 或 生 活 中 感 到 有 興 趣 能 產 生 心 流 經 驗 、 幸 福 感 等 正 

向 感 受 的 活 動 ， 並 進 一 步 探 究 心 流 經 驗 對 其 學 校 適 應 生 活 的 影 

響 ， 應 能 對 於 提 升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自 我 效 能 更 有 助 益 。 而 如 何 協 助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因 應 環 境 並 能 夠 良 好 適 應 學 校 生 活 ， 進 而 獲 得 未 來 

適 應 社 會 能 力 ， 應 是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教 育 的 主 要 目 標 （ 洪 儷 瑜 ， 

2 0 0 0） 。但 綜 觀 探 討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相 關 研 究 仍 

不 多 ， 因 此 欲 探 討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現 況 為 何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在 研 究 者 教 育 實 務 工 作 之 中 所 接 觸 到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 其 中 

許 多 學 生 皆 有 人 際 關 係 不 佳 、 學 習 適 應 困 難 以 及 自 我 概 念 低 落 等 

問 題 。 尤 其 國 中 階 段 學 生 正 處 於 人 生 中 的 狂 飆 期 ， 其 主 觀 認 知 與 

情 意 影 響 其 未 來 各 方 面 適 應 發 展 甚 鉅 ， 若 能 進 一 步 試 圖 瞭 解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對 其 幸 福 感 及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情 形 之 

關 係 ， 或 許 將 對 其 自 尊 、 學 習 等 方 面 更 有 幫 助 。 職 是 之 故 ， 欲 瞭 

解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關 係 

為 何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二 、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如 下 ： 

（ 一 ） 瞭 解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現 況 。 

（ 二 ） 瞭 解 不 同 背 景 變 項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差 異 情 形 。 

（ 三 ） 探 討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相 關 情 形 。 

（ 四 ） 分 析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背 景 變 項 、 心 流 經 驗 及 樂 觀 感 變 項 

對 其 幸 福 感 以 及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預 測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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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待 答 問 題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之 待 答 問 題 如 下 所 述 ： 

（ 一 ）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 心 流 經 驗 」 （ 挑 戰 與 技 巧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 內 在 動 機 ） 、 

「 樂 觀 感 」 （ 樂 觀 感 受 、 悲 觀 感 受 ） 、 「 幸 福 感 」 （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 與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 

各 層 面 之 現 況 為 何 ？ 

（ 二 ） 不 同 性 別 、 年 級 、 學 校 地 區 的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 心 流 

經 驗 」 （ 挑 戰 與 技 巧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 內 在 動 機 ） 、 「 樂 觀 感 」 （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 、 「 幸 福 感 」 （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 與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各 層 面 之 差 異 情 形 為 何 ？ 

（ 三 ）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 心 流 經 驗 」 （ 挑 戰 與 技 巧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 內 在 動 機 ） 、 

「 樂 觀 感 」 （ 樂 觀 感 受 、 悲 觀 感 受 ） 、 「 幸 福 感 」 （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 與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 

各 層 面 之 相 關 情 形 為 何 ？ 

（ 四 ）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年 級 、 學 校 地 區 ） 、 

「 心 流 經 驗 」 （ 挑 戰 與 技 巧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 內 在 動 機 ） 、 「 樂 觀 感 」 （ 樂 觀 

感 受 、 悲 觀 感 受 ） 對 其 「 幸 福 感 」 （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 

及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 各 層 面 之 預 

測 情 形 為 何 ？ 

四 、 名 詞 釋 義 

（ 一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  l e a r n i n g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s t u d e n t s） 

依 據 教 育 部 （ 2 0 0 2）「 身 心 障 礙 及 資 賦 優 異 學 生 鑑 定 標 準 」 

第 十 條 的 定 義 指 出 ：「 學 習 障 礙 指 統 稱 因 神 經 心 理 功 能 異 常 而 顯 

現 出 注 意 、 記 憶 、 理 解 、 推 理 、 表 達 、 知 覺 或 知 覺 動 作 協 調 等 能 

力 有 顯 著 問 題 ， 以 致 在 聽 、 說 、 讀 、 寫 、 算 等 學 習 上 有 顯 著 困 難 

者 ； 其 障 礙 並 非 因 感 官 、 智 能 、 情 緒 等 障 礙 因 素 或 文 化 刺 激 不 足 、 

教 學 不 當 等 環 境 因 素 所 直 接 造 成 之 結 果 。 」 本 研 究 所 稱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係 指 九 十 七 學 年 度 就 讀 於 新 竹 縣 國 民 中 學 一 至 三 年 級 ， 且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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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縣 「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 鑑 定 為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而 言 。 

（ 二 ） 心 流 經 驗 （  f l o w  e x p e r i e n c e） 

心 流 經 驗 是 一 種 將 個 人 精 神 力 完 全 投 注 在 某 種 活 動 上 的 感 

覺 ， 在 心 流 產 生 時 會 同 時 有 高 度 的 興 奮 及 充 實 感 。 本 研 究 以 自 編 

修 訂 的 「 心 流 經 驗 量 表 」 中 之 「 挑 戰 與 技 巧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 和 「 內 在 動 機 」 六 

個 分 量 表 的 得 分 為 指 標 。 測 驗 得 分 越 高 ， 代 表 受 試 者 知 覺 到 的 心 

流 經 驗 程 度 越 佳 ， 反 之 越 低 。 

（ 三 ） 樂 觀 感 （ o p t im i s m） 

樂 觀  / 悲 觀 傾 向 是 個 人 對 未 知 結 果 的 生 活 事 件 做 出 好 壞 預 期 

的 一 種 穩 定 傾 向 （ C a r v e r  &  S c h e i e r ,  2 0 0 2）。 樂 觀 者 通 常 對 未 知 結 

果 的 生 活 事 件 會 傾 向 做 出 好 的 預 期 ， 悲 觀 者 則 相 反 。 本 研 究 以 自 

編 修 訂 的 「 樂 觀 感 受 量 表 」 中 之 「 樂 觀 感 受 」 和 「 悲 觀 感 受 」 兩 

個 分 量 表 的 得 分 為 指 標 。 測 驗 得 分 越 高 ， 代 表 受 試 者 態 度 越 傾 向 

於 較 高 ， 反 之 則 傾 向 於 較 低 。 

（ 四 ） 幸 福 感 （ w e l l  b e i n g） 

幸 福 感 是 個 人 對 生 活 滿 意 程 度 及 所 感 受 的 正 負 向 情 緒 整 體 

評 估 而 成 的 一 種 感 受 （ A n d r e w s   &   Wi t h e y,   1 9 7 6）。 研 究 擬 以 自 編 

修 訂 的 「 幸 福 感 受 量 表 」 中 之 「 正 向 情 緒 」 和 「 負 向 情 緒 」 兩 個 

分 量 表 的 得 分 為 指 標 。 測 驗 得 分 越 高 ， 代 表 受 試 者 所 知 覺 到 的 感 

受 越 高 ， 反 之 則 越 低 。 

（ 五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s c ho o l  l i f e  a d a p t a t i o n） 

適 應 是 指 有 機 體 為 求 生 存 所 採 取 的 行 為 與 因 應 方 式 。 在 心 理 

學 上 引 伸 為 個 體 與 其 所 處 之 社 會 環 境 奮 鬥 的 歷 程 （ 簡 茂 發 ， 

1 9 8 6）。 因 此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指 的 是 學 生 在 學 校 中 ， 面 對 學 校 環 

境 所 產 生 的 同 化 與 調 適 歷 程 。 本 研 究 則 以 自 編 修 訂 的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量 表 」 中 之 「 學 習 適 應 」 和 「 人 際 關 係 」 兩 個 分 量 表 的 得 分 

為 指 標 。 測 驗 得 分 越 高 ， 代 表 受 試 者 的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越 好 ， 反 之 

則 越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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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文 獻 探 討 

一 、 心 流 經 驗 之 定 義 及 其 與 幸 福 感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關 係 

根 據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a l y i（ 1 9 7 5） 對 於 心 流 經 驗 的 定 義 ， 認 為 當 

個 體 發 生 心 流 經 驗 之 時 便 會 進 入 一 種 共 同 經 驗 模 式 ， 參 與 者 就 像 

是 被 活 動 所 吸 引 進 入 其 中 ， 個 體 的 意 識 會 集 中 在 一 個 相 當 狹 小 的 

範 圍 之 中 ， 同 時 個 體 會 自 行 過 濾 一 些 不 必 要 的 想 法 和 知 覺 ， 喪 失 

自 覺 ， 只 對 活 動 所 給 予 的 具 體 明 確 目 標 和 明 確 回 饋 有 所 反 應 ， 並 

產 生 一 種 對 於 環 境 的 控 制 感 。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a l y i（ 1 9 9 0） 進 一 步 指 

出 活 動 要 能 引 起 個 體 產 生 心 流 ， 活 動 必 須 讓 個 體 對 活 動 本 身 感 到 

滿 意，且 主 動 參 與 活 動，即 活 動 本 身 就 是 讓 個 體 參 與 活 動 的 目 的 。 

在 心 流 經 驗 中 有 兩 個 重 要 的 因 素 ， 包 括 ： （ 1 ） 心 流 經 驗 架 

構 在 一 種 完 全 主 觀 的 個 人 感 知 ， 也 就 是 「 挑 戰 與 技 巧 的 平 衡 」 ， 

技 能 與 挑 戰 是 一 種 個 人 對 活 動 的 主 觀 意 識 感 受 ， 以 及 在 活 動 過 程 

中 動 態 的 表 現 ， 這 樣 的 主 觀 感 受 可 能 使 個 體 體 驗 到 心 流 狀 態 ， 也 

可 能 會 讓 個 體 感 到 無 聊 （ 簡 瑞 欣 ， 2 0 0 8） ； （ 2） 透 過 心 流 經 驗 的 

產 生 ， 個 體 在 活 動 中 所 知 覺 到 的 經 驗 是 沒 有 極 限 的 ， 並 且 這 樣 的 

經 驗 會 驅 使 個 體 努 力 朝 向 更 複 雜 的 活 動 ， 專 求 更 大 的 樂 趣 

（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a l y i ,   1 9 8 8； Mo n e t a   &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a l y i ,   1 9 9 6） 。 

而 從 人 們 喜 愛 從 事 的 活 動 著 手 試 圖 尋 找 人 生 幸 福 與 快 樂 的 

意 義 的 觀 點 來 看 ， 在 分 析 眾 人 對 於 所 謂 快 樂 的 本 質 定 義 後 ， 發 現 

心 流 經 驗 與 人 們 所 謂 幸 福 快 樂 的 現 象 極 為 類 似 。 特 別 在 心 流 經 驗 

相 關 理 論 相 繼 被 提 出 後 ， 在 教 育 、 休 閒 遊 憩 、 心 理 治 療 、 廣 告 、 

企 業 組 織 相 關 領 導 、 員 工 與 消 費 者 行 為 等 領 域 也 都 獲 得 肯 定 

（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a l y i ,   1 9 8 8） 。 

其 中 在 休 閒 活 動 方 面 ，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a l y i（ 1 9 9 7） 也 曾 經 將 人 

類 的 日 常 活 動 區 分 為 以 下 三 類 ， 分 別 為 ：（ 1） 生 產 類 活 動 （ 工 作 

或 學 習 ）；（ 2） 維 持 類 活 動 （ 家 事 、 飲 食 、 打 扮 、 開 車 等 ）；（ 3） 

休 閒 類 活 動 等 三 類 。 又 再 將 其 中 休 閒 類 活 動 加 以 細 分 為 「 主 動 式 

休 閒 」 （ 從 事 嗜 好 、 運 動 、 彈 奏 樂 器 等 ） 及 「 被 動 式 休 閒 」 （ 看 

電 視 、 放 鬆 休 息 、 聊 天 等 ） 兩 種 。 人 類 的 內 在 動 機 對 個 體 所 感 興 

趣 的 活 動 ， 尤 其 是 主 動 式 休 閒 活 動 ， 會 感 受 到 即 使 是 外 在 酬 賞 亦 

所 無 法 取 代 的 愉 悅 感 與 幸 福 感 。 

幸 福 感 的 定 義 則 可 歸 類 為 四 類 （ 林 子 雯 ，  1 9 9 5 ； 施 建 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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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4； 顏 秀 芳 ， 2 0 0 7） ： （ 1 ） 著 重 「 情 緒 層 面 」 的 幸 福 感 ： 認 

為 幸 福 感 是 一 種 正 向 情 感 ， 反 映 個 人 對 其 生 活 的 喜 歡 程 度 ； （ 2） 

著 重 「 認 知 層 面 」 的 幸 福 感 ： 認 為 幸 福 感 來 自 於 個 體 對 整 體 生 活 

進 行 評 估 後 的 結 果 ， 個 人 主 觀 認 知 可 以 賦 予 事 件 意 義 ； （ 3） 著 

重 「 心 理 健 康 」 的 幸 福 感 ： 認 為 幸 福 感 是 個 人 身 心 健 康 狀 態 ， 心 

理 健 康 是 個 體 幸 福 感 的 重 要 指 標 ； （ 4） 著 重 「 情 感 與 認 知 層 面 」 

的 幸 福 感 ： 採 取 整 合 觀 點 ， 認 為 幸 福 感 是 情 緒 和 生 活 經 驗 評 估 的 

結 果 。

當 代 心 理 學 領 域 對 於 幸 福 感 的 探 究 發 展 出 「 主 觀 幸 福 感 」 

（ s u b j e c t i v e  w e l l  b e i n g ,  SWB） 與 「 心 理 幸 福 感 」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w e l l  b e i n g ,   PWB ） 兩 種 構 念 與 研 究 （ K e y e s ,   S hmo t k i n ,   &   R y f f , 

2 0 0 2；R ya n  &  D e c i ,  2 0 0 1）。Ke ye s  另 外 提 出「 社 會 幸 福 感 」（s o c i a l 

w e l l  b e i n g） 的 概 念 ， 並 將 傳 統 的 主 觀 幸 福 感 視 為 「 情 緒 幸 福 感 」 

（ e mo t io n a l   w e l l  b e i n g） ， 主 張 主 觀 幸 福 感 應 該 包 括 情 緒 經 驗 層 

面 的 情 緒 幸 福 感 （ 快 樂 主 義 取 向 ） ， 以 及 正 向 機 能 層 面 的 心 理 幸 

福 感 與 社 會 幸 福 感（ 完 善 論 取 向 ）（ 曾 文 志 ， 2 0 0 7； Ke ye s ,  2 0 0 3； 

K e y e s ,   M a g ya r Mo e ,   2 0 0 3） 。 

陸 洛（ 1 9 9 8）則 嘗 試 將 中 國 人 的 幸 福 感 歸 類 於：「 正 向 情 緒 」、 

「 負 向 情 緒 」 以 及 「 生 活 滿 意 」 三 個 層 面 ， 認 為 幸 福 感 是 一 個 整 

體 不 可 分 割 的 概 念 。 此 觀 點 似 乎 對 幸 福 感 提 出 較 比 較 周 延 的 解 

釋 ， 可 以 避 免 僅 從 情 緒 或 認 知 等 層 面 進 行 探 討 所 獨 斷 之 缺 失 。 

而 心 流 經 驗 源 自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a l y i（  1 9 7 5）早 年 對 於 人 類 內 在 

動 機 的 探 討 ， 認 為 許 多 活 動 似 乎 不 需 經 由 外 在 酬 賞 ， 也 能 引 發 人 

類 一 再 想 重 複 經 歷 這 活 動 的 動 機 ； 而 除 了 隨 著 心 流 經 驗 所 帶 來 的 

歡 樂 性 與 內 在 動 機 酬 賞 感 之 外 ， 也 會 提 高 了 人 類 的 主 觀 經 驗 品 質 

（ q u a l i t y  o f  s u b j e c t i v e  e x p e r i e n c e）， 也 就 是 改 善 的 生 活 品 質 （ 引 

自 郭 肇 元 ， 2 0 0 3） 。 

因 此 ， 似 乎 可 發 現 個 體 的 心 流 經 驗 和 其 主 觀 幸 福 感 息 息 相 

關 ， 心 流 經 驗 的 產 生 能 夠 幫 助 個 體 更 積 極 的 擁 有 快 樂 感 受 與 幸 福 

感 受 。 而 心 流 經 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亦 有 所 關 聯 ， 心 流 經 驗 不 僅 可 

使 個 體 知 覺 到 主 觀 幸 福 感 ， 也 能 進 一 步 調 適 促 進 個 體 在 面 對 各 種 

情 境 時 的 生 活 、 學 習 、 人 際 適 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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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樂 觀 感 之 定 義 及 其 與 幸 福 感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關 係 

施 建 彬 、 陸 洛 （ 1 9 9 7） 提 到 樂 觀 是 一 種 認 知 偏 誤 ， 這 偏 誤 會 

使 個 體 專 注 於 接 收 正 向 訊 息 ， 而 忽 略 負 向 訊 息 ， 但 是 這 正 向 偏 誤 

是 來 自 於 人 們 對 於 負 向 心 情 找 尋 一 個 可 供 選 擇 的 解 釋 。 至 於 

S n yd e r（ 2 0 0 2） 則 認 為 以 理 性 、 正 向 的 情 緒 和 態 度 接 納 眼 前 既 定 

的 困 難 事 實 就 是 樂 觀 。 若 以 動 機 的 預 期 價 值 理 論 來 看 ， 樂 觀 是 自 

信 的 表 現 ， 樂 觀 者 是 以 一 種 預 期 結 果 的 心 態 來 看 待 未 來 事 件 （ 顏 

秀 芳 ， 2 0 0 7）。 

以 自 我 調 節 理 論 來 看 ， 樂 觀 是 一 種 自 信 的 「 回 饋 迴 圈 」 

（  f e e d b a c k   l o o p）， 樂 觀 者 為 了 達 到 預 期 的 結 果 ， 而 縮 小 回 饋 迴 圈 

的 差 異 ， 產 生 正 向 情 感 而 趨 向 令 人 振 奮 的 結 果 預 期 （ 李 澄 賢 ， 

2 0 0 3）。 C a r v e r  和  S c h e i e r（ 2 0 0 2） 認 為 樂 觀 和 悲 觀 與 迴 圈 中 的 自 

信 與 懷 疑 有 關 。 因 此 樂 觀 感 與 悲 觀 感 應 屬 於 過 去 所 習 得 經 驗 所 形 

成 之 一 體 兩 面 ， 會 在 面 對 壓 力 情 境 或 問 題 情 境 時 ， 分 別 激 發 其 內 

在 的 自 信 迴 圈 與 懷 疑 迴 圈 ， 而 影 響 其 面 對 未 來 或 當 前 困 難 時 ， 選 

擇 積 極 或 消 極 因 應 方 式 。 

D i e n e r（ 1 9 8 4）認 為 樂 觀 可 能 是 一 種 影 響 幸 福 感 的 重 要 因 素 ， 

對 於 身 心 健 康 與 個 人 成 就 有 極 大 影 響 。 Mo r r i s（ 2 0 0 1） 也 認 為 樂 

觀 的 態 度 是 幫 助 達 到 希 望 和 快 樂 更 活 躍 的 方 法 。 陳 素 幸 （ 2 0 0 4） 

指 出 當 有 正 向 的 感 覺 時 ， 會 讓 腦 內 的 神 經 連 結 成 長 ， 快 樂 就 會 隨 

著 這 些 連 結 一 起 出 現 。 此 時 ， 腦 內 系 統 的「 多 巴 胺 」（Do p a m i n e）、 

「 β  內 嗎 啡 」、「 副 腎 皮 質 賀 爾 蒙 」也 會 大 量 分 泌 ， 可 以 減 輕 壓 力 ， 

情 緒 平 靜 ， 進 而 產 生 快 樂 的 感 覺 。（ 洪 蘭 ， 2 0 0 2）。 

當 面 對 挫 折 時 ， 樂 觀 與 否 ， 也 就 是 個 人 是 否 能 以 正 向 的 認 知 

角 度 來 看 待 挫 折 ， 更 能 夠 影 響 人 們 對 幸 福 感 的 看 法 。 其 中  L a z a r u s 

（ 1 9 9 3） 提 出 樂 觀 和 逆 境 時 的 幸 福 感 有 關 。 洪 蘭 （ 2 0 0 3） 也 指 出 

能 將 失 敗 和 挫 折 當 作 生 命 一 部 份 或 暫 時 出 現 者 ， 較 容 易 感 到 快 

樂 。 因 此 ， 樂 觀 似 乎 是 構 築 幸 福 感 的 一 大 要 素 。 樂 觀 感 和 幸 福 感 

是 有 所 關 聯 的 ， 樂 觀 的 人 應 有 較 佳 的 幸 福 感 。 

丁 明 潔 （ 2 0 0 2） 研 究 指 出 國 中 生 的 樂 觀 傾 向 會 導 致 較 佳 的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樂 觀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對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也 具 有 高 度 預 測 力。黃 德 祥、謝 龍 卿、薛 秀 宜 和 洪 佩 圓（ 2 0 0 3） 

也 發 現 樂 觀 的 人 會 對 學 校 生 活 整 體 知 覺 較 滿 意 ， 包 括 能 體 會 教 師 

付 出 的 關 懷 、 能 感 受 同 儕 情 誼 ， 且 能 體 會 學 習 的 樂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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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研 究 嘗 試 以 六 種 不 同 測 驗 ， 從  2 2 2  名 大 學 生 中 挑 選 出 最 

快 樂 的 百 分 之 十 進 行 研 究 ， 發 現 其 都 有 利 他 行 為 和 豐 富 充 實 的 社 

交 生 活 （ 洪 蘭 ， 2 0 0 3）。 M a l i n（ 2 0 0 3） 則 認 為 樂 觀 快 樂 的 人 又 更 

多 的 朋 友 和 較 好 的 婚 姻 ， 因 此 樂 觀 的 人 擁 有 更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 因 

此 樂 觀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是 有 關 聯 性 的 ， 樂 觀 的 人 應 有 較 佳 的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三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幸 福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關 係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常 被 誤 解 只 有 學 科 學 習 上 的 問 題 ， 但  P e a r l  和 

B a y  在 一 九 九 九 年 曾 經 指 出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與 其 他 非 學 習 障 礙 同 儕 

相 比 ， 亦 具 有 較 高 比 例 的 生 活 適 應 問 題 （ 引 自  S o r e n s e n ,   F o r b e s , 

B e r s t e i n ,   We i l e r ,   M i t c h e l l   &  Wa b e r ,   2 0 0 3）。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到 了 青 

少 年 階 段 ， 由 於 受 到 其 認 知 及 語 言 表 達 問 題 影 響 ， 更 容 易 加 重 社 

會 關 係 不 良 及 個 人 情 緒 困 擾 情 形 （ G e i s t h a r d t   &   Mu n s c h ,   1 9 9 6； 

S a n   M ig u e l ,   F o r n e s s   &   K a v a l e ,   1 9 9 6） ， 在 學 校 場 域 內 諸 如 同 儕 關 

係 不 良 、 不 被 同 儕 接 納 、 有 孤 獨 或 寂 寞 感 、 被 同 學 威 脅 或 攻 擊 等 

情 形 （ K u h n e  &  Wi e n e r ,   2 0 0 0； P a v r i   &  Mo n d a  Ama ya ,   2 0 0 1） ， 皆 

是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常 見 的 問 題 。 

學 習 障 礙 對 學 生 心 理 健 康 、 社 交 功 能 、 情 感 調 整 、 成 就 、 動 

機 和 自 尊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P a lme r  ＆  R o s s l e r ,   2 0 0 0 ；  R u b i n  ＆ 

R o s s e l e r ,   2 0 0 1）， 使 得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其 生 活 的 各 種 環 境 會 表 現 

出 無 用 的 適 應 行 為 。 相 關 研 究 更 指 出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對 於 學 校 生 活 

也 比 普 通 學 生 感 到 更 不 滿 意 ， 尤 其 對 青 少 年 階 段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而 言 ， 學 校 環 境 更 儼 然 成 為 一 個 壓 力 的 風 險 因 素 （  B e n d e r , 

R o s e n k r a n s ,  &   C r a n e ,   1 9 9 9） 。 

謝 美 香 （ 2 0 0 7） 研 究 發 現 國 小 高 年 級 學 生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各 層 

面 （ 師 生 關 係 、 對 學 校 態 度 、 常 規 適 應 、 同 儕 關 係 、 學 習 適 應 、 

心 理 適 應 ） 與 幸 福 感 皆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至 於 人 際 關 係 ， 即 友 伴 關 

係 與 友 誼 是 幸 福 感 的 最 主 要 來 源 之 ㄧ （ 施 建 彬 、 陸 洛 譯 ， 1 9 9 7； 

Va n  We l ,   Te r   B o g t ,  ＆  R a a i jm a k e r s， 2 0 0 2 )）。 此 外 ， 學 習 適 應 與 

幸 福 感 也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 繁 重 的 課 業 壓 力 會 讓 學 生 感 到 不 幸 福 

（ 馮 鈺 惠 、 廖 惠 玲 ， 2 0 0 7）， 而 感 到 不 幸 福 感 ， 也 會 影 響 其 學 校 

學 習 適 應 與 人 際 關 係 。 因 此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似 乎 有 密 切 

的 雙 向 關 係 存 在 ， 一 方 面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會 影 響 其 所 知 覺 到 的 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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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 另 一 方 面 所 知 覺 到 的 幸 福 感 應 該 也 會 影 響 其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依 據 上 述 文 獻 可 發 現 ， 影 響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的 因 素 似 乎 有 很 多 ， 國 內 外 相 關 研 究 亦 持 續 蓬 勃 發 

展 ， 但 其 研 究 對 象 往 往 著 重 在 普 通 學 生 ， 針 對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與 幸 福 感 等 正 向 觀 點 的 研 究 議 題 仍 付 之 闕 如 ， 因 

此 本 研 究 嘗 試 進 行 探 索 研 究 ， 推 論 性 別 、 就 讀 年 級 、 學 校 地 區 、 

有 無 心 流 經 驗 等 變 項 ， 皆 是 可 能 會 影 響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等 變 項 之 重 要 因 素 ， 因 此 將 

其 列 為 本 研 究 之 背 景 變 項 資 料 ， 試 圖 瞭 解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現 況 與 關 係 。 

參 、 研 究 方 法 

一 、 研 究 架 構 

研 究 者 依 據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擬 定 研 究 架 構 圖，如 圖  1  所 示 。 

圖 1 研 究 架 構 

心 流 經 驗 
1 .挑 戰 與 技 巧 
2.專 注 清 晰 目 標 
3.清 楚 回 饋 
4.控 制 感 
5.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6.內 在 動 機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1.性 別 2.年 級 3.地 區 4 .有 無 心 流 

樂 觀 感 
1 .樂 觀 感 受 
2.悲 觀 感 受 

幸 福 感 
1 .正 向 情 緒 
2.負 向 情 緒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1 .學 習 適 應 
2.人 際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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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樣 本 

九 十 七 學 年 度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數 ， 係 參 照 特 殊 教 育 通 報 網 

（  h t t p : / / www. s e t . e d u . t w / s p c s 2 0 0 3 / l o g i n / ）。 經 新 竹 縣 鑑 輔 會 在 特 

殊 教 育 通 報 系 統 內 正 式 列 冊 管 理 的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樣 本 數 為 

1 6 0  人 ， 本 研 究 調 查 樣 本 約 佔 新 竹 縣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總 人 數 的 

5 7％ ， 應 能 有 效 代 表 研 究 之 母 群 體 。 

研 究 樣 本 分 為 預 試 及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兩 部 分 。 茲 將 其 二 階 段 研 

究 樣 本 取 樣 說 明 如 下 ： 

（ 一 ） 預 試 調 查 之 研 究 樣 本 

因 囿 於 研 究 母 群 體 不 多 ， 且 為 避 免 正 式 施 測 樣 本 數 過 少 影 響 

量 化 統 計 指 標 的 可 信 度 ， 因 此 問 卷 預 試 以 立 意 取 樣 方 式 選 取 新 竹 

縣 國 中 學 生  6 6  人 作 為 問 卷 預 試 樣 本 ， 並 據 此 進 行 進 一 步 的 題 項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及 信 效 度 分 析 ， 以 考 驗 量 表 之 信 效 度 。 

（ 二 ） 正 式 問 卷 之 研 究 樣 本 

正 式 問 卷 的 研 究 樣 本 ， 則 以 九 十 七 學 年 度 新 竹 縣 各 公 立 國 民 

中 學 設 有 不 分 類 資 源 班 及 巡 迴 資 源 班 的 全 部 學 校 為 抽 樣 叢 集 ， 正 

式 問 卷 統 計 如 下 表  1  所 示 ， 共 計 選 取  11  所 新 竹 縣 國 民 中 學 。 共 計 

發 出  1 0 5  份 問 卷 ， 回 收  9 3  份 ， 剔 除 無 效 樣 本  2  份 ， 有 效 問 卷 共 

計  9 1， 有 效 回 收 率 為  8 6 . 6 7％ ， 屬 於 非 常 良 好 （ 王 文 科 ， 2 0 0 4） 。 

表  1  正 式 問 卷 寄 發 及 回 收 統 計 表 

學 校 名 稱 所 屬 鄉 鎮 班 級 類 別 發 出 問 卷 回 收 問 卷 有 效 問 卷 

竹 北 國 中 竹 北 市 資 源 班  1 2  11  11 
仁 愛 國 中 竹 北 市 資 源 班  8  5  5 
湖 口 中 學 湖 口 鄉 資 源 班  8  6  6 
新 湖 國 中 湖 口 鄉 資 源 班  8  7  7 
中 正 國 中 湖 口 鄉 資 源 班  3  3  3 
竹 東 國 中 竹 東 鎮 資 源 班  1 7  1 5  1 5 
自 強 國 中 竹 東 鎮 資 源 班  1 0  8  8 
二 重 國 中 竹 東 鎮 資 源 班  1 2  1 2  1 2 
忠 孝 國 中 新 豐 鄉 資 源 班  6  6  5 
新 埔 國 中 新 埔 鎮 資 源 班  8  7  7 
芎 林 國 中 芎 林 鄉 巡 資 班  1 3  1 3  1 2 

正 式 研 究 樣 本 總 計  1 0 5  9 3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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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 究 工 具 

本 調 查 量 表 內 容 分 為 ：「 個 人 基 本 資 料 」、「 心 流 經 驗 量 表 」、 

「 樂 觀 感 受 量 表 」、「 幸 福 感 受 量 表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量 表 」 等 五 

部 分 ， 茲 將 本 研 究 工 具 之 編 製 程 序 分 別 說 明 如 下 ： 

（ 一 ） 「 心 流 經 驗 量 表 」 之 預 試 分 析 

本 量 表 係 主 要 參 考 相 關 研 究 量 表 （  J a c k s o n   &   M a r s h ,   1 9 9 6； 

郭 肇 元 ， 2 0 0 3； 陳 彥 瑋 ， 2 0 0 6） 編 擬 出 預 試 量 表 ， 內 容 包 括 ： 挑 

戰 與 技 巧 、 知 行 合 一 、 清 晰 目 標 、 清 楚 回 饋 、 專 注 程 度 、 控 制 感 、 

失 去 自 我 意 識 、 失 去 時 間 感 、 內 在 動 機 等 九 向 度 ， 共 計  3 6  題 。 

1 .題 項 分 析 

3 6  題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之 後 ， 先 進 行 題 項 分 析 ， 題 項 分 析 包 括 考 

驗 決 斷 值 、 各 題 項 與 總 分 之 相 關 分 析 以 及 刪 題 後 整 體 之  α  值 等 三 

類 。 透 過 高 低 分 組 各 題 之 決 斷 值 分 析 ， 刪 除  1 1  題 ， 其 餘  2 5  題 均 

達 . 0 1  顯 著 水 準 。 而 排 除 前 述 刪 題 之  11  題 ， 其 餘 各 題 項 與 總 分 之 

相 關 ， 介 於  . 4 4 8  至 . 8 1 7  之 間 ， 均 達 . 0 1  的 顯 著 水 準 。 刪 除 後 量 表 

整 體 之  α  值 提 高 情 形 ， 和 決 斷 值 分 析 結 果 相 同 。 根 據 題 項 分 析 ， 

本 研 究 問 卷 計 刪 除  1 1  題 ， 餘 計  2 5  題 進 行 因 素 分 析 。 

2 .因 素 分 析 

本 量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 係 採 用 主 軸 因 子 萃 取 法 （ p r i n c i p l e   a x i s 

f a c t o r s）， 進 行 最 大 變 異 法 （ v a r im a x   r o t a t i o n）， 其  KMO  取 樣 適 

切 性 檢 定 為  . 8 4 3， 且 球 型 檢 定 卡 方 值 為  1 2 3 1 . 9 5 1， 達  . 0 0 1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適 於 進 行 因 素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之 成 分 所 佔 變 異 量 ， 累 積 

百 分 比 約 佔 六 十 七 ， 應 可 反 映 出 評 量 的 重 要 因 素 結 構 。 依 據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 為 節 省 學 生 填 答 時 間 ， 促 其 審 慎 作 答 ， 乃 共 計 選 擇  1 7 

題 。 

3 .正 式 題 本 之 信 效 度 分 析 

心 流 經 驗 量 表 各 分 量 表 的  α  係 數 介 於 . 6 9  至 . 9 5  之 間 ， 全 量 表 

α  係 數 為 . 9 5， 顯 示 本 量 表 題 項 能 評 量 一 致 內 涵 ， 亦 即 本 正 式 量 表 

題 項 的 信 度 堪 稱 良 好 。 而 計 算 各 分 量 表 與 總 分 之 相 關 ， 以 探 討 其 

對 單 一 因 子 之 負 荷 量 ， 發 現 相 關 係 數 介 於  . 5 9  至  . 8 7  之 間 ， 均 達  . 0 1 

顯 著 水 準 ， 可 知 所 有 分 量 表 均 負 荷 同 一 因 素 ， 亦 即 「 心 流 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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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樂 觀 感 受 量 表 」 之 預 試 分 析 

本 量 表 係 主 要 參 考 相 關 研 究 量 表 （ 丁 明 潔 ， 2 0 0 2； 賴 怡 君 ， 

2 0 0 6）編 擬 出 預 試 量 表 ， 內 容 包 括 ： 樂 觀 感 受 、 悲 觀 感 受 兩 向 度 ， 

共 計  8  題 。 

1 .題 項 分 析 

8  題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之 後 ， 先 進 行 題 項 分 析 。 透 過 高 低 分 組 各 

題 之 決 斷 值 分 析 ， 刪 除  1  題 ， 其 餘  7  題 均 達  . 0 1  顯 著 水 準 。 而 其 

餘 各 題 項 與 總 分 之 相 關 ， 介 於  . 4 7 7  至 . 6 5 9  之 間 ， 均 達  . 0 1  的 顯 著 

水 準。至 於 刪 題 後 整 體 之  α  值 提 高 情 形，和 決 斷 值 分 析 結 果 相 同 。 

根 據 題 項 分 析 ， 本 研 究 問 卷 刪 除  1  題 ， 餘 計  7  題 進 行 因 素 分 析 。 

2 .因 素 分 析 

本 量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 係 採 用 主 軸 因 子 萃 取 法 ， 進 行 最 大 變 異 

法 ， 其  KMO  取 樣 適 切 性 檢 定 為  . 7 0 7 ， 且 球 型 檢 定 卡 方 值 為 

1 0 4 . 4 1 8， 達 . 0 0 1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適 於 進 行 因 素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之 

成 分 所 佔 變 異 量 ， 累 積 百 分 比 約 佔 四 十 五 ， 應 可 反 映 出 評 量 的 重 

要 因 素 結 構 。 依 據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 為 節 省 學 生 填 答 時 間 ， 促 其 審 

慎 作 答 ， 乃 共 計 選 擇  6  題 。 

3 .正 式 題 本 之 信 效 度 分 析 

樂 觀 感 受 量 表 各 分 量 表 的  α  係 數 介 於 . 7 8  至 . 9 2  之 間 ， 全 量 表 

α  係 數 為 . 8 0， 顯 示 本 量 表 題 項 尚 能 評 量 一 致 內 涵 ， 亦 即 本 正 式 量 

表 題 項 的 信 度 尚 佳 。 各 分 量 表 與 總 分 之 相 關 係 數 介 於  . 7 5  至 . 7 7  之 

間 ， 均 達  . 0 1  顯 著 水 準 ， 可 知 所 有 分 量 表 均 負 荷 同 一 因 素 ， 亦 即 

「 樂 觀 感 受 」。 

（ 三 ）「 幸 福 感 受 量 表 」 之 預 試 分 析 

本 量 表 係 主 要 參 考 相 關 研 究 量 表（ 簡 晉 龍，2 0 0 2；陸 洛，1 9 9 6） 

編 擬 出 預 試 量 表 ， 內 容 包 括 ：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兩 向 度 ， 共 計 

8  題 。 

1 .題 項 分 析 

8  題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之 後 ， 先 進 行 題 項 分 析 。 透 過 高 低 分 組 各 

題 之 決 斷 值 分 析 ， 全 部  8  題 均 達  . 0 1  顯 著 水 準 。 而 各 題 項 與 總 分 

之 相 關 ， 介 於  . 3 5 8  至 . 7 1 4  之 間 ， 均 達 . 0 1  的 顯 著 水 準 。 至 於 檢 定 

各 題 刪 除 後 量 表 整 體  α  值 提 高 情 形 ， 發 現 刪 除  2  題 之 後 ， 整 體 量 

表 的  α  值 會 提 高 。 因 此 根 據 題 項 分 析 ， 本 研 究 問 卷 計 刪 除  2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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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計  6  題 進 行 因 素 分 析 。 

2 .因 素 分 析 

本 量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 係 採 用 主 軸 因 子 萃 取 法 ， 進 行 最 大 變 異 

法 ， 其  KMO  取 樣 適 切 性 檢 定 為  . 6 9 2 ， 且 球 型 檢 定 卡 方 值 為 

1 4 7 . 8 4 9， 達 . 0 0 1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適 於 進 行 因 素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之 

成 分 所 佔 變 異 量 ， 累 積 百 分 比 約 佔 六 十 二 ， 應 可 反 映 出 評 量 的 重 

要 因 素 結 構 。 依 據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 共 計 選 擇  6  題 。 

3 .正 式 題 本 之 信 效 度 分 析 

各 分 量 表 的  α  係 數 介 於  . 7 7  至 . 8 8  之 間 ， 全 量 表  α  係 數 為  . 8 2， 

顯 示 本 量 表 題 項 尚 能 評 量 一 致 內 涵 ， 亦 即 本 正 式 量 表 題 項 的 信 度 

尚 佳 。 而 各 向 度 與 總 量 表 之 相 關 係 數 介 於  . 7 5  至  . 7 6  之 間 ， 均 達  . 0 1 

顯 著 水 準 ， 可 知 所 有 分 量 表 均 負 荷 同 一 因 素 ， 亦 即 「 幸 福 感 受 」。 

（ 四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量 表 」 之 預 試 分 析 

本 量 表 係 參 考 丁 明 潔 （ 2 0 0 3） 之 研 究 編 擬 出 預 試 量 表 ， 內 容 

包 括 ： 師 生 關 係 、 同 儕 關 係 、 學 習 適 應 等 三 向 度 ， 共 計  1 4  題 。 

1 .題 項 分 析 

1 4  題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之 後 ， 先 進 行 題 項 分 析 。 透 過 高 低 分 組 各 

題 之 決 斷 值 分 析 ， 刪 除  6  題 ， 其 餘  8  題 均 達  . 0 1  顯 著 水 準 。 再 排 

除 前 述 刪 題 之  6  題 ， 其 餘  8  題 與 總 分 之 相 關 ， 介 於  . 4 2 5  至 . 8 6 5  之 

間 ， 均 達  . 0 1  的 顯 著 水 準 。 至 於 刪 題 後 整 體 之  α  值 提 高 情 形 ， 發 

現 刪 除  4  題 之 後 ， 整 體  α  值 會 提 高 。 因 此 根 據 題 項 分 析 ， 研 究 問 

卷 共 計 刪 除  6  題 ， 餘 計  8  題 進 行 因 素 分 析 。 

2 .因 素 分 析 

本 量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 係 採 用 主 軸 因 子 萃 取 法 ， 進 行 直 接 斜 交 

法 （ d i r e c t   o b l im i n）， 其  KMO  取 樣 適 切 性 檢 定 為  . 7 2 1， 且 球 型 檢 

定 卡 方 值 為  1 6 1 . 3 8 5， 達 . 0 0 1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適 於 進 行 因 素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之 成 分 所 佔 變 異 量 ， 累 積 百 分 比 約 佔 四 十 三 ， 應 可 反 映 

出 評 量 的 重 要 因 素 結 構 。 依 據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 為 節 省 學 生 填 答 時 

間 ， 促 其 審 慎 作 答 ， 乃 共 計 選 擇  7  題 。 

3 .正 式 題 本 之 信 效 度 分 析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各 分 量 表 的  α  係 數 介 於 . 7 1  至 . 7 8  之 間 ， 全 量 表 

α  係 數 為 . 7 4， 顯 示 本 量 表 題 項 尚 能 評 量 一 致 內 涵 。 而 各 向 度 與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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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表 之 相 關 係 數 介 於  . 7 6  至 . 7 7  之 間 ， 均 達  . 0 1  顯 著 水 準 ， 可 知 所 

有 分 量 表 均 負 荷 同 一 因 素 ， 亦 即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四 、 資 料 處 理 與 分 析 

本 研 究 係 採 用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S P S S   1 5 . 0  視 窗 版 處 理 量 化 調 查 

所 得 之 資 料 ， 分 別 採 用 描 述 統 計 、 H o t e l l i n g  T  2 考 驗 、 單 因 子 多 變 

量 變 異 數 分 析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與 階 層 迴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來 考 驗 

各 項 研 究 問 題 。 

肆 、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論 

一 、 研 究 對 象 的 人 口 基 本 資 料 

在 正 式 調 查 問 卷 回 收 後 ， 就 有 效 問 卷 進 行 初 步 統 計 ， 茲 將 其 

分 述 如 下 。 

（ 一 ） 性 別 

研 究 樣 本 中 ， 學 習 障 礙 男 學 生 有  6 8  人 （ 7 4 . 7％ ） ， 學 習 障 礙 

女 學 生 有  2 3  人 （ 2 5 . 3％ ）。 學 習 障 礙 男 學 生 人 數 約 為 學 習 障 礙 女 

學 生 的  2 . 9 6  倍 。 

（ 二 ） 就 讀 年 級 

研 究 樣 本 中 就 讀 國 一 學 生 有  3 3  人 （ 3 6 . 3％ ）， 就 讀 國 二 學 生 

有  3 2  人 （ 3 5 . 2％ ）， 就 讀 國 三 學 生 有  2 6  人 （ 2 8 . 5％ ）。 

（ 三 ） 就 讀 學 校 地 區 

研 究 樣 本 中 就 讀 學 校 地 區 為 市 鎮 地 區 者 （ 竹 北 市 、 竹 東 鎮 、 

新 埔 鎮 ） 有  5 8  人 （ 6 3 . 7％ ）， 至 於 就 讀 鄉 村 地 區 者 （ 新 豐 鄉 、 湖 

口 鄉 、 芎 林 鄉 ） 則 有  3 3  人 （ 3 6 . 3％ ）。 

（ 四 ） 有 無 心 流 經 驗 

研 究 樣 本 中 曾 經 在 活 動 中 感 受 到 心 流 經 驗 者 有  7 0  人 （ 7 6 . 9 

％ ）， 至 於 未 曾 感 受 過 心 流 經 驗 者 則 有  2 1  人 （ 2 3 . 1％ ）。 曾 經 歷 過 

心 流 經 驗 的 學 生 約 為 未 曾 經 歷 過 心 流 經 驗 學 生 的  3 . 3 3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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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福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現 況 分 析 

本 問 卷 係 採  L i k e r t  四 點 量 表 之 設 計 ， 題 項 經 反 向 計 分 後 ， 以 

4  分 至  1  分 表 示 「 總 是 如 此 」、「 常 常 如 此 」、「 偶 爾 如 此 」、「 從 未 

如 此 」之 同 意 程 度，分 數 越 高 則 代 表 對 題 意 內 容 同 意 的 強 度 越 高 ， 

分 數 越 低 則 表 示 對 於 題 意 內 容 越 傾 向 於 不 同 意 。 

（ 一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之 現 況 

心 流 經 驗 量 表 之 各 個 向 度 平 均 數 介 於  4 . 5 5～ 8 . 6 8  之 間 ， 平 均 

數 除 以 題 數 則 介 於  2 . 0 6～ 2 . 3 8  之 間 ， 依 據 大 小 順 序 排 列 ， 則 依 序 

為 ：「 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 清 楚 回 饋 」、「 挑 戰 與 技 巧 」、「 控 制 感 」、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內 在 動 機 」。 

至 於 曾 經 產 生 過 心 流 經 驗 之 活 動 分 析 ， 則 選 取 曾 經 表 示 有 過 

心 流 經 驗 的  7 0  份 問 卷，將 其 所 得 之 各 類 心 流 經 驗 活 動 合 併 進 行 複 

選 題 分 析 ， 藉 由 定 義 集 合 來 建 立 虛 擬 的 複 選 變 項 ， 進 而 執 行 心 流 

經 驗 活 動 的 次 數 分 配 表 及 雙 維 交 叉 表 ， 分 別 呈 現 於 表  2  及 表  3。 

表 2 心 流 經 驗 活 動 之 次 數 分 配 表 

活 動 類 型 數 量 佔 全 部 反 應 百 分 比 佔 全 部 樣 本 百 分 比 

上 網  3 5  1 9 . 7  5 1 . 5 
打 電 動  4 1  2 3 . 0  6 0 . 3 
看 小 說  1 3  7 . 3  1 9 . 1 

唸 書  11  6 . 2  1 6 . 2 
聽 音 樂  3 2  1 8 . 0  4 7 . 1 

球 類 運 動  1 9  1 0 . 7  2 7 . 9 
看 電 視 電 影  2 5  1 4 . 0  3 6 . 8 

其 他  2  1 . 1  2 . 9 
全 部 反 應  1 7 8  1 0 0 . 0  2 6 1 . 8 

表 3 不 同 性 別 在 心 流 經 驗 活 動 上 之 雙 維 交 叉 表 

心 流 活 動 類 型 

上
網 

打
電
動 

看
小
說 

唸
書 

聽
音
樂 

球
類
運
動 

看
電
視
電
影 

其
他 

總 和 

男
生 

( N ) 
(％  ) 

2 8 
1 8 . 9 

3 7 
2 5 . 0 

9
6 . 1 

1 0 
6 . 8 

2 4 
1 6 . 2 

1 6 
1 0 . 8 

2 2 
1 4 . 9 

2
1 . 4 

1 4 8 

女
生 

( N ) 
(％  ) 

7 
2 3 . 3 

4 
1 3 . 3 

4 
1 3 . 3 

1
3 . 3 

8 
2 6 . 7 

3 
1 0 . 0 

3 
1 0 . 0 

0 
0 

3 0 

總 和  3 5  4 1  1 3  11  3 2  1 9  2 5  2  1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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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樂 觀 感 受 之 現 況 

樂 觀 感 受 量 表 之 各 個 向 度 平 均 數 介 於  6 . 6 8～ 6 . 7 3  之 間 ， 平 均 

數 除 以 題 數 則 介 於  3 . 3 4～ 3 . 3 7  之 間 ， 依 據 大 小 順 序 排 列 ， 則 依 序 

為 ：「 悲 觀 感 受 」、「 樂 觀 感 受 」。 

（ 三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幸 福 感 受 之 現 況 

幸 福 感 受 量 表 之 各 個 向 度 平 均 數 介 於  6 . 1 7～ 6 . 7 6  之 間 ， 平 均 

數 除 以 題 數 則 介 於  3 . 0 9～ 3 . 3 8  之 間 ， 依 據 大 小 順 序 排 列 ， 則 依 序 

為 ：「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 可 知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所 知 覺 到 的 正 

向 情 緒 比 所 知 覺 到 的 負 向 情 緒 程 度 為 高 。 

（ 四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現 況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量 表 之 各 個 向 度 平 均 數 介 於  7 . 4 0～ 9 . 9 9  之 間 ， 

平 均 數 除 以 題 數 則 介 於  2 . 4 7～ 2 . 5 0  之 間 ， 依 據 大 小 順 序 排 列 ， 則 

依 序 為 ：「 人 際 關 係 」、「 學 習 適 應 」 。 

三 、 不 同 背 景 變 項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受 、 

幸 福 感 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差 異 性 分 析 

（ 一 ） 不 同 性 別 之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此 部 分 係 採 用 「 H o t e l l i n g  T  2 考 驗 」 ， 對 不 同 性 別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分 別 在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受 、 幸 福 感 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上 進 行 

差 異 比 較 。 

1 .不 同 性 別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上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男 性 與 女 性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量 表 上 之 得 

分 有 顯 著 差 異 （ H o t e l l i n g  T  2 =8 . 7 5， p< . 0 5） 。 進 一 步 以  9 5％ 同 時 

信 賴 區 間 進 行 差 異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男 生 和 女 生 在 分 量 表 中 有 顯 著 

差 異 ， 其 中 女 生 在 「 挑 戰 與 技 巧 」 上 的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男 生 。 

2 .不 同 性 別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樂 觀 感 受 上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男 性 與 女 性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樂 觀 感 受 量 表 上 之 得 

分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異 （ H o t e l l i n g  T  2 =2 . 0 7， p > . 0 5） 。 

3 .不 同 性 別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幸 福 感 受 上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男 性 與 女 性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幸 福 感 受 量 表 上 之 得 

分 有 顯 著 差 異 （ H o t e l l i n g  T  2 =4 . 7 4， p< . 0 5） ， 進 一 步 以  9 5％ 同 時 

信 賴 區 間 進 行 差 異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男 生 和 女 生 在 分 量 表 中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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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不 同 性 別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上 差 異 性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男 性 與 女 性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量 表 上 

之 得 分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異 （ H o t e l l i n g  T  2 = . 8 9， p > . 0 5） 。 

5 .綜 合 討 論 

在 心 流 經 驗 部 分 ， 研 究 發 現 女 生 在 「 挑 戰 與 技 巧 」 上 的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男 生 。 推 究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女 生 在 從 事 曾 經 產 生 心 流 經 驗 

活 動 或 感 興 趣 的 活 動 時 ， 以 聽 音 樂 這 類 偏 靜 態 活 動 比 率 最 高 ， 沒 

有 面 對 過 高 挑 戰 ， 因 此 面 對 的 挑 戰 和 自 身 能 力 能 較 符 合 ； 至 於 男 

生 在 從 事 曾 經 產 生 心 流 經 驗 活 動 或 感 興 趣 活 動 時 ， 則 以 打 電 動 這 

類 偏 動 態 活 動 比 例 最 高 ， 可 能 會 在 遊 戲 情 境 中 遭 遇 較 高 挑 戰 ， 因 

而 造 成 自 身 能 力 和 較 無 法 應 付 所 面 對 挑 戰 的 狀 況 產 生 。 

研 究 也 發 現 性 別 在 樂 觀 感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異 ， 此 結 果 和 李 澄 賢 

（ 2 0 0 3） 及 黃 德 祥 、 謝 龍 卿 、 薛 秀 宜 和 洪 佩 圓 （ 2 0 0 3） 之 研 究 結 

果 不 同 ， 但 和 何 家 齊（ 1 9 9 9）及 丁 明 潔（ 2 0 0 2）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至 於 性 別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異 ， 此 結 果 也 和 詹 文 宏 

（ 2 0 0 5） 針 對 高 中 職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 二 ） 不 同 年 級 之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此 部 份 則 採 用 「 單 因 子 多 變 量 變 異 數 分 析 」（  O n e  w a y 

MANOVA） ， 針 對 不 同 年 級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分 別 在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受 、 幸 福 感 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上 進 行 差 異 比 較 。 

1 .不 同 年 級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上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不 同 年 級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量 表 上 的 得 分 ， W i l k s 
Λ= . 7 0， p< . 0 1， F ( 1 2 , 1 5 8 ) = 2 . 5 9 4， 進 一 步 以  9 5％ 同 時 信 賴 區 間 進 

行 差 異 比 較，結 果 發 現 國 一、國 二 和 國 三 在 分 量 表 中 有 顯 著 差 異 ， 

其 中 國 一 學 生 在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上 的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國 二 學 生 ， 

而 國 三 學 生 在 「 挑 戰 與 技 巧 」 、「 清 楚 回 饋 」 上 也 顯 著 高 於 國 二 學 

生 。 

2 .不 同 年 級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樂 觀 感 受 上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不 同 年 級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樂 觀 感 受 量 表 上 的 得 分 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Wi l k s Λ= . 9 2， p > . 0 5，F ( 4 , 1 7 2 ) = 1 . 7 3 3， 結 果 顯 示 國 一 、 

國 二 和 國 三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分 量 表 中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異 。 

3 .不 同 年 級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幸 福 感 受 上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不 同 年 級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幸 福 感 受 量 表 上 的 得 分 並 未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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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著 水 準 ， Wi l k s Λ= . 9 5， p > . 0 5， F ( 4 , 1 6 8 ) = . 9 9 7， 結 果 顯 示 國 一 、 

國 二 和 國 三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分 量 表 中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異 。 

4 .不 同 年 級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不 同 年 級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量 表 上 的 得 分 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Λ= . 9 5， p > . 0 5， F ( 4 , 1 7 0 ) = 1 . 2 8 8， 結 果 顯 示 

國 一 、 國 二 和 國 三 在 分 量 表 中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異 。 

5 .綜 合 討 論 

在 幸 福 感 部 分 ， 研 究 發 現 不 同 年 級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得 分 並 沒 

有 差 異 ， 此 結 果 和 陳 清 美 （ 2 0 0 6） 針 對 高 中 職 普 通 學 生 的 研 究 結 

果 不 同 。 而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部 分 ， 研 究 發 現 不 同 年 級 的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得 分 並 沒 有 差 異 ， 此 結 果 和 詹 文 宏 （ 2 0 0 5） 發 現 較 高 年 

級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表 現 越 好 之 研 究 結 果 有 所 不 同 。 

推 論 其 原 因 ， 可 能 是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相 較 於 高 中 職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 身 心 尚 未 發 展 成 熟 ， 尚 處 於 摸 索 試 探 階 段 而 較 具 有 同 質 性 ， 

因 而 使 其 國 中 階 段 各 年 級 之 學 校 適 應 行 為 表 現 上 未 有 明 顯 差 異 。 

（ 三 ） 不 同 學 校 地 區 之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採 用 「 H o t e l l i n g  T  2 考 驗 」 ， 針 對 不 同 年 級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分 別 

在 心 流 經 驗、樂 觀 感 受、幸 福 感 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進 行 差 異 比 較 。 

1 .不 同 學 校 地 區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出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國 中 和 鄉 村 地 區 國 中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量 表 上 之 得 分 有 顯 著 差 異 （ H o t e l l i n g  T  2 = 2 6 . 1 9， 

p< . 0 5） ， 進 一 步 以  9 5％ 同 時 信 賴 區 間 進 行 差 異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國 中 和 鄉 村 地 區 國 中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分 量 表 中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2 .不 同 學 校 地 區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樂 觀 感 受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國 中 和 鄉 村 地 區 國 中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樂 觀 感 受 量 表 上 之 得 分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異 （ H o t e l l i n g  T  2 = . 7 4， 

p> . 0 5） 。 

3 .不 同 學 校 地 區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幸 福 感 受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國 中 和 鄉 村 地 區 國 中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幸 福 感 受 量 表 上 之 得 分 有 顯 著 差 異 （  H o t e l l i n g  T  2 = 5 . 8 4 ， 
p< . 0 5） 。 進 一 步 以  9 5％ 同 時 信 賴 區 間 進 行 差 異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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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 市 鎮 地 區 國 中 和 鄉 村 地 區 國 中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分 量 表 中 有 顯 

著 差 異 ， 其 中 就 讀 鄉 村 地 區 國 中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 正 向 情 緒 」 

上 的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國 中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 

4 .不 同 學 校 地 區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的 差 異 性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國 中 和 鄉 村 地 區 國 中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量 表 上 之 得 分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異 （  H o t e l l i n g 
T 2 = . 2 5， p > . 0 5） 。 

5 .綜 合 討 論 

在 幸 福 感 受 部 分 ， 研 究 發 現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和 鄉 村 地 區 的 學 生 

有 顯 著 差 異 。 其 中 就 讀 鄉 村 地 區 的 學 生 在 「 正 向 情 緒 」 上 的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的 學 生 。 推 究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為 就 讀 鄉 村 

地 區 的 國 中 學 生 比 起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的 國 中 學 生 來 說 ， 所 面 對 的 升 

學 競 爭 與 外 在 壓 力 較 輕 ， 較 擁 有 自 己 的 時 間 做 想 做 的 事 情 ； 至 於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的 國 中 學 生 則 往 往 面 對 較 高 升 學 壓 力 ， 且 課 後 補 習 

與 日 常 考 試 評 量 較 多 ， 造 成 壓 力 負 擔 過 重 ， 使 得 市 鎮 地 區 國 中 學 

生 較 不 快 樂 ， 而 使 得 其 所 知 覺 到 的 幸 福 感 受 顯 著 低 於 鄉 村 地 區 國 

中 學 生 。 

四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福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關 係 

以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C a n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來 探 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 茲 將 其 分 述 之 。 

（ 一 ） 心 流 經 驗 與 幸 福 感 之 關 係 

首 先 進 行 典 型 相 關 之 總 檢 定 考 驗 ， 其 中  W i l k s Λ = . 5 7 

（ F = 4 . 2 5， d f =1 2）， p< . 0 5，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至 少 有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係 數 達 顯 著 水 準 。 由 表  4  中 可 知 ， 心 流 經 驗 （ X  變 項 ） 與 幸 

福 感 受（ Y  變 項 ）共 可 抽 出 一 對 達  . 0 5  顯 著 水 準 的 典 型 因 素 ， 這 對 

典 型 因 素 的 相 關 為  . 6 4。 此 一 結 果 顯 示 心 流 經 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可 以 解 釋 幸 福 感 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  總 變 異 量 的  4 1 ％ 

（ ρ  2 ） ， 此 項 結 果 顯 示 出 心 流 經 驗 與 幸 福 感 受 有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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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心 流 經 驗 與 幸 福 感 受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變 項 典 型 變 項 
X  變 項 

χ 1 
Y  變 項 

η 1 

挑 戰 與 技 巧  . 8 3  正 向 情 緒  . 9 9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8 8  負 向 情 緒  . 0 2 

清 楚 回 饋  . 7 4 

控 制 感  . 8 6 

失 去 意 識 時 間  . 0 8 

內 在 動 機  . 7 3 

抽 出 變 異 %  5 4 . 8 2  抽 出 變 異 %  4 8 . 6 6 

重 疊 量 數  2 2 . 4 4  重 疊 量 數  1 9 . 9 1 

ρ  2  . 4 1 

典 型 相 關  . 6 4 * 

* p＜  . 0 5 

就 抽 出 變 異 的 百 分 比 來 看 ， 心 流 經 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可 以 解 釋 六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5 4 . 8 2％ 。 在 幸 福 感 受 方 面 ，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  可 以 解 釋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4 8 . 6 6％ 。 

重 疊 量 數 的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心 流 經 驗 的 典 型 因 素 （ χ 1） 對 挑 

戰 與 技 巧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 

內 在 動 機 這 六 個 觀 察 變 項 的 解 釋 量 （ 1 9 . 9 1％ ）， 和 幸 福 感 受 的 典 

型 因 素 （  η 1 ） 對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這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的 解 釋 量 

（ 2 2 . 4 4％ ） 相 當 接 近 。 

（ 二 ） 心 流 經 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關 係 

進 行 典 型 相 關 之 總 檢 定 考 驗 ， 其 中  W i l k s Λ= . 7 4（ F = 2 . 0 8， 
d f =1 2）， p < . 0 5，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由 表  5  中 可 知 ， 心 流 經 驗 （ X  變 

項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Y  變 項 ）共 可 抽 出 一 對 達  . 0 5  顯 著 水 準 的 典 

型 因 素 ， 這 對 典 型 因 素 的 相 關 為  . 4 8。 此 一 結 果 顯 示 心 流 經 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可 以 解 釋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  總 

變 異 量 的  2 3％ （ ρ  2 ） ， 此 項 結 果 顯 示 出 心 流 經 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有 相 關 。 

就 抽 出 變 異 的 百 分 比 來 看 ， 心 流 經 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可 以 解 釋 挑 戰 與 技 巧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失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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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識 與 時 間 、 內 在 動 機 六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4 9 . 3 3％ 。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方 面 ，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  可 以 解 釋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7 3 . 5 4％ 。 

重 疊 量 數 的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心 流 經 驗 的 典 型 因 素 （ χ 1） 對 挑 

戰 與 技 巧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 

內 在 動 機 這 六 個 觀 察 變 項 的 解 釋 量 （ 1 6 . 6 9％ ）， 和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的 典 型 因 素 （ η 1） 對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這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的 解 釋 

量 （ 1 1 . 2 0％ ） 還 算 接 近 。 

表 5 心 流 經 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變 項 典 型 變 項 
X  變 項 

χ 1 
Y  變 項 

η 1 

挑 戰 與 技 巧  . 8 0  學 習 適 應  . 7 0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6 4  人 際 關 係  . 9 9 

清 楚 回 饋  . 8 1 

控 制 感  . 7 6 

失 去 意 識 時 間  . 3 3 

內 在 動 機  . 7 5 

抽 出 變 異 %  4 9 . 3 3  抽 出 變 異 %  7 3 . 5 4 

重 疊 量 數  11 . 2 0  重 疊 量 數  1 6 . 6 9 

ρ  2  . 2 3 

典 型 相 關  . 4 8 * 

* p＜  . 0 5 

（ 三 ） 樂 觀 感 與 幸 福 感 之 關 係 

進 行 典 型 相 關 之 總 檢 定 考 驗 ， 其 中  W i l k s Λ= . 5 8（ F = 1 3 . 0 0， 

d f =4）， p < . 0 5，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由 表  6  中 可 知 ， 樂 觀 感 受 （ X  變 

項 ）與 幸 福 感 受 （ Y  變 項 ）共 可 抽 出 兩 對 達  . 0 5  顯 著 水 準 的 典 型 因 

素 ， 兩 對 典 型 因 素 的 相 關 依 序 是  . 5 1、  . 4 6。 此 一 結 果 顯 示 樂 觀 感 

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可 以 解 釋 幸 福 感 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 

總 變 異 量 的  2 6％ （ ρ  2 ）， χ 2  可 以 解 釋  η 2  總 變 異 量 的  2 1％ ， 此 項 

結 果 顯 示 出 樂 觀 感 受 與 幸 福 感 受 有 相 關 。 

就 抽 出 變 異 的 百 分 比 來 看 ， 樂 觀 感 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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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解 釋 樂 觀 感 受 、 悲 觀 感 受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4 1 . 0 7％ ， 

χ 2  可 以 解 釋  5 8 . 9 3％ 。 總 計 樂 觀 感 受 所 抽 出 的 兩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χ 2） 共 可 解 釋 樂 觀 感 受 、 悲 觀 感 受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1 0 0 

％ 。 在 幸 福 感 受 方 面 ，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  可 以 解 釋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4 4 . 0 4％ ， η 2  可 以 解 釋  5 5 . 9 6 

％ 。 總 計 幸 福 感 受 所 抽 出 的 兩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η 2） 共 可 解 釋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1 0 0％ 。 

重 疊 量 數 的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樂 觀 感 受 的 典 型 因 素 （ χ 1） 對 樂 

觀 感 受 、 悲 觀 感 受 這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的 解 釋 量 （ 2 3 . 3 3％ ）， 和 幸 福 

感 受 的 典 型 因 素 （ η 1） 對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這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的 

解 釋 量 （ 2 3 . 2 1％ ） 相 當 接 近 。 而 且 此 兩 個 典 型 因 素 的 貢 獻 解 釋 量 

均 相 當 接 近 。 

表 6 樂 觀 感 受 與 幸 福 感 受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變 項 典 型 變 項 
X  變 項 

χ 1  χ 2 
Y  變 項 

η 1  η 2 

樂 觀 感 受   . 4 5  . 8 9  正 向 情 緒   . 2 8  . 9 6 

悲 觀 感 受  . 7 9  . 6 2  負 向 情 緒  . 8 9  . 4 5 

抽 出 變 異 %  4 1 . 0 7  5 8 . 9 3  抽 出 變 異 %  4 4 . 0 4  5 5 . 9 6 

重 疊 量 數  1 0 . 6 3  1 2 . 5 8  重 疊 量 數  11 . 3 9  11 . 9 4 

ρ  2  . 2 6  . 2 1 

典 型 相 關  . 5 1 *  . 4 6 * 

* p＜  . 0 5 

（ 四 ） 樂 觀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關 係 

進 行 典 型 相 關 之 總 檢 定 考 驗 ， 其 中  W i l k s Λ= . 7 7（ F = 6 . 0 2， 
d f =4）， p < . 0 5，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由 表  7  中 可 知 ， 樂 觀 感 受 （ X  變 

項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Y  變 項 ）共 可 抽 出 一 對 達  . 0 5  顯 著 水 準 的 典 

型 因 素 ， 這 對 典 型 因 素 的 相 關 為  . 4 8。 此 一 結 果 顯 示 樂 觀 感 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可 以 解 釋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  總 

變 異 量 的  2 3％（ ρ  2 ）， 結 果 顯 示 樂 觀 感 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有 相 關 。 

就 抽 出 變 異 的 百 分 比 來 看 ， 樂 觀 感 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可 以 解 釋 樂 觀 感 受 、 悲 觀 感 受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4 8 . 4 5％ 。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方 面 ，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  可 以 解 釋 學 習 適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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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際 關 係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6 7 . 8 4％ 。 

重 疊 量 數 的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樂 觀 感 受 的 典 型 因 素 （ χ 1） 對 樂 

觀 感 受 、 悲 觀 感 受 這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的 解 釋 量 （ 1 5 . 2 1％ ）， 和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的 典 型 因 素 （ η 1） 對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這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的 解 釋 量 （ 1 1 . 1 5％ ） 還 算 接 近 。 

表 7 樂 觀 感 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變 項 典 型 變 項 
X  變 項 

χ 1 
Y  變 項 

η 1 

樂 觀 感 受  . 9 8  學 習 適 應  . 6 0 

悲 觀 感 受  . 0 1  人 際 關 係  . 9 9 

抽 出 變 異 %  4 8 . 4 5  抽 出 變 異 %  6 7 . 8 4 

重 疊 量 數  11 . 1 5  重 疊 量 數  1 5 . 2 1 

ρ  2  . 2 3 

典 型 相 關  . 4 8 * 

* p＜  . 0 5 

（ 五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關 係 

首 先 進 行 典 型 相 關 之 總 檢 定 考 驗 ， 其 中  W i l k s Λ = . 8 7 

（ F = 3 . 0 0， d f = 4）， p < . 0 5，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由 表  8  中 可 知 ， 幸 福 

感 受 （ X  變 項 ）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Y  變 項 ） 共 可 抽 出 一 對 達  . 0 5 

顯 著 水 準 的 典 型 因 素 ， 這 對 典 型 因 素 的 相 關 為  . 3 6。 此 一 結 果 顯 示 

幸 福 感 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可 以 解 釋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  總 變 異 量 的  1 3％ （ ρ  2 ）， 此 項 結 果 顯 示 出 幸 福 感 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有 相 關 。 

就 抽 出 變 異 的 百 分 比 來 看 ， 幸 福 感 受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 1 

可 以 解 釋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5 0 . 9 6％ 。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方 面 ，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 1  可 以 解 釋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總 變 異 量 的  7 4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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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幸 福 感 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變 項 典 型 變 項 
X  變 項 

χ 1 
Y  變 項 

η 1 

正 向 情 緒  . 9 9  學 習 適 應  . 7 0 

負 向 情 緒  . 1 4  人 際 關 係  . 9 9 

抽 出 變 異 %  5 0 . 9 6  抽 出 變 異 %  7 4 . 0 5 

重 疊 量 數  6 . 5 0  重 疊 量 數  9 . 4 4 

ρ  2  . 1 3 

典 型 相 關  . 3 6 * 

* p＜  . 0 5 

重 疊 量 數 的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幸 福 感 受 的 典 型 因 素 （ χ 1） 對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這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的 解 釋 量 （ 9 . 4 4％ ）， 和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的 典 型 因 素 （ η 1） 對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這 兩 個 觀 察 變 項 

的 解 釋 量 （ 6 . 5 0％ ） 相 當 接 近 。 

（ 六 ） 綜 合 討 論 

研 究 發 現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樂 觀 感 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間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此 一 結 果 和 丁 明 潔 （ 2 0 0 2） 針 對 普 通 學 生 的 調 查 結 果 

相 同 。 本 研 究 也 發 現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幸 福 感 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間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此 結 果 也 和 謝 美 香 （ 2 0 0 7） 針 對 國 小 高 年 級 學 

生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五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背 景 變 項 與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對 於 幸 福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預 測 力 分 析 

本 研 究 先 將 類 別 變 項 處 理 為 虛 擬 變 項 ， 再 以 性 別 、 年 級  1（ 一 

對 三 年 級 ， 以 三 年 級 為 對 照 組 ） 、 年 級  2（ 二 對 三 年 級 ， 以 三 年 級 

為 對 照 組 ） 、 學 校 地 區 、 挑 戰 與 技 巧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 內 在 動 機 、 樂 觀 感 受 與 悲 觀 感 受 十 二 

個 變 項 為 預 測 變 項 ， 分 別 以 受 試 者 的 正 向 情 緒 、 負 向 情 緒 、 學 習 

適 應 與 人 際 關 係 這 四 個 變 項 為 效 標 變 項 ， 進 行「 階 層 迴 歸 分 析 」 。 

用 十 二 個 預 測 變 項 來 預 測 幸 福 感 及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時 ， 性 別 、 

年 級 與 學 校 地 區 等 四 個 變 項 在 概 念 上 屬 於 人 口 變 項 ， 不 受 任 何 其 

他 解 釋 變 項 的 影 響 ， 而 心 流 經 驗 和 樂 觀 感 等 八 個 情 意 變 項 則 彼 此 

之 間 具 有 相 關 ， 亦 可 能 受 到 其 他 變 項 影 響 ， 因 此 將 這 十 二 個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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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區 分 為 兩 個 階 段 ， 先 將 四 個 人 口 變 項 視 為 一 個 區 組 ， 先 投 入 

模 式 一 進 行 迴 歸 分 析 並 計 算 迴 歸 係 數 ， 再 將 其 他 八 個 變 項 以 第 二 

個 區 組 投 入 模 式 二 ， 計 算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各 自 的 預 測 力 ， 來 完 

成 對 幸 福 感 及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的 迴 歸 分 析 。 

（ 一 ） 預 測 變 項 對 幸 福 感 之 預 測 力 

從 表  9  中 模 式 一 得 知 ， 性 別 、 年 級 、 學 校 地 區 對 正 向 情 緒 的 

聯 合 預 測 力 達 顯 著 水 準 ， F（ 4 , 8 2） =3 . 0 9， p < . 0 5， 校 正 後 的  R  2 值 

為 . 0 9。 其 中 ， 學 校 地 區 能 負 向 預 測 正 向 情 緒 （ β =  . 2 3， p < . 0 5）。 

而 在 模 式 二 中 ， 在 控 制 四 個 背 景 變 項 後 ， 雖 然 心 流 經 驗 和 樂 觀 感 

的 增 加 解 釋 力 達 顯 著 ， 能 聯 合 預 測 幸 福 感 的 正 向 情 緒 ， 能 解 釋 正 

向 情 緒 總 變 異 的  3 2％ ， 但 其 餘 八 個 變 項 解 釋 力 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9 預 測 變 項 對 幸 福 感 之 階 層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效 標 變 項 

正 向 情 緒 負 向 情 緒 預 測 變 項 

模 式 一 模 式 二 模 式 一 模 式 二 

性別   . 1 8   . 0 6   . 1 3   . 1 3 
年級 1   . 0 8   . 0 4  . 0 7  . 0 6 
年級 2   . 1 7  . 0 6  . 0 3  . 11 

STEP 1 

學校地區   . 2 3 *   . 1 3  . 0 1  . 11 
挑戰與技巧  . 0 7  . 0 7 
專注清晰目標  . 2 3   . 0 7 
清楚回饋  . 0 8  . 0 4 
控制感  . 1 8   . 1 0 
失去意識與時間   . 0 7   . 1 0 
內在動機  . 0 5  . 2 2 
樂觀感受  . 1 7   . 1 5 

STEP 2 

悲觀感受  . 0 8  . 5 3 * 

△R  2  . 1 3  . 3 2  . 0 2  . 2 8 
△ F  3 . 0 9 *  5 . 3 0 *  . 4 3  3 . 6 3 * 

全 體  A d j   R  2  . 0 9  . 3 6  . 0 3  . 1 8 
全 體  F  3 . 0 9 *  5 . 0 0 *  . 4 3  2 . 6 0 * 

* p＜  . 0 5 

註：表格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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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9  也 可 得 知 ， 性 別 、 年 級 、 學 校 地 區 對 負 向 情 緒 的 聯 合 

預 測 力 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F（ 4 , 8 1） = . 4 3， p > . 0 5， 校 正 後 的  R  2 值 

為 . 0 3。 而 在 模 式 二 中 ， 在 控 制 四 個 背 景 變 項 後 ， 心 流 經 驗 和 樂 觀 

感 解 釋 負 向 情 緒 總 變 異 的  2 8％ 。 其 中 ， 悲 觀 感 受 （ β = . 5 3， 

p < . 0 5） 能 正 向 預 測 負 向 情 緒 ， 即 受 試 者 的 悲 觀 感 受 越 高 ， 負 向 情 

緒 越 高 。 

（ 二 ） 預 測 變 項 對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預 測 力 

從 表  1 0  中 的 模 式 一 得 知 ， 性 別 、 年 級 、 學 校 地 區 對 學 習 適 

應 的 聯 合 預 測 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F（ 4 , 8 0） = . 8 5， p > . 0 5， 校 正 後 

的  R  2 值 為 . 0 1。 

而 在 模 式 二 中 ， 在 控 制 四 個 背 景 變 項 後 ， 心 流 經 驗 和 樂 觀 感 

能 聯 合 預 測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中 的 學 習 適 應 ， 解 釋 學 習 適 應 總 變 異 的 

2 2％ 。 其 中 ， 清 楚 回 饋 （ β = . 3 6， p < . 0 5） 能 正 向 預 測 學 習 適 應 ， 

亦 即 受 試 者 所 知 覺 到 的 清 楚 回 饋 越 好 ， 學 習 適 應 越 好 。 

表 10 預 測 變 項 對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階 層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效 標 變 項 

學 習 適 應 人 際 關 係 預 測 變 項 

模 式 一 模 式 二 模 式 一 模 式 二 

性別   . 0 9  . 0 1   . 0 4  . 0 9 
年級 1   . 1 5   . 0 3   . 2 8 *   . 1 5 
年級 2  . 0 4  . 2 4   . 1 9  . 0 3 

STEP 1 

學校地區  . 0 5  . 1 5  . 0 3  . 1 2 
挑戰與技巧   . 0 1  . 1 5 
專注清晰目標   . 0 2   . 1 8 
清楚回饋  . 3 6 *  . 1 9 
控制感   . 1 2   . 0 6 
失去意識與時間   . 1 0   . 0 4 
內在動機  . 2 0  . 2 5 
樂觀感受  . 2 7  . 4 6 * 

STEP 2 

悲觀感受   . 1 2   . 1 2 
△R  2  . 0 4  . 2 2  . 0 6  . 3 5 
△ F  . 8 5  2 . 7 2 *  1 . 2 0  5 . 5 1 * 

全 體  A d j   R  2  . 0 1  . 1 4  . 0 1  . 3 1 
全 體  F  . 8 5  2 . 1 5 *  1 . 2 0  4 . 2 5 * 
* p＜  . 0 5 
註：表格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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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1 0  也 可 以 得 知 ， 性 別 、 年 級 、 學 校 地 區 對 人 際 關 係 的 

聯 合 預 測 力 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F（ 4 , 8 2） = 1 . 2 0， p > . 0 5， 校 正 後 的 

R  2 值 為 . 0 1。 而 在 模 式 二 中 ， 在 控 制 四 個 背 景 變 項 後 ， 心 流 經 驗 和 

樂 觀 感 能 聯 合 預 測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中 的 人 際 關 係 ， 解 釋 人 際 關 係 總 

變 異 的  3 5％ 。 其 中 ， 樂 觀 感 受 （ β = . 4 6， p < . 0 5） 能 正 向 預 測 人 際 

關 係 ， 亦 即 受 試 者 的 樂 觀 感 受 越 高 ， 人 際 關 係 越 好 。 

（ 三 ） 綜 合 討 論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在 控 制 四 個 背 景 變 項 後 ， 心 流 經 驗 和 樂 觀 感 

能 聯 合 預 測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中 的 學 習 適 應 與 人 際 關 係 ， 其 中 清 楚 回 

饋 能 正 向 預 測 學 習 適 應 。 推 究 其 原 因 ， 可 能 是 越 能 在 活 動 中 得 到 

清 楚 回 饋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 其 對 於 自 身 能 力 可 能 越 了 解 ， 能 知 道 

自 己 需 要 做 些 甚 麼 努 力 ， 因 而 會 適 時 激 勵 提 升 自 己 在 學 習 表 現 上 

的 動 機 ， 而 有 助 於 其 學 習 適 應 。 

另 一 方 面 ， 樂 觀 感 受 也 能 正 向 預 測 人 際 關 係 。 推 究 其 原 因 ， 

可 能 是 較 樂 觀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即 使 在 面 對 困 難 與 挑 戰 時 ， 態 度 也 

會 比 較 傾 向 正 向 思 考 ， 和 老 師 、 同 學 的 相 處 也 較 為 笑 臉 迎 人 ， 因 

此 較 容 易 被 他 人 所 接 納 與 關 懷 ， 因 而 使 得 其 人 際 關 係 較 佳 。 

伍 、 結 論 與 建 議 

一 、 結 論 

（ 一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現 況 

1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之 現 況 

（ 1） 約 有  7 7％ 的 學 生 曾 經 知 覺 過 心 流 經 驗 。 

（ 2） 最 常 產 生 心 流 經 驗 的 活 動 為 「 打 電 動 」， 其 次 為 「 上 網 」。 

（ 3） 男 生 最 常 產 生 心 流 經 驗 活 動 為 「 打 電 動 」， 女 生 為 「 聽 音 樂 」。 

（ 4） 心 流 經 驗 向 度 中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是 「 失 去 意 識 與 時 間 」 ， 最 低 則 為 

「 內 在 動 機 」 。 

2 .樂 觀 感 向 度 中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是 「 悲 觀 感 受 」， 其 次 是 「 樂 觀 感 受 」。 

3 .幸 福 感 向 度 中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是 「 正 向 情 緒 」， 其 次 是 「 負 向 情 緒 」。 

4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向 度 中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是「 人 際 關 係 」， 其 次 則 是 

「 學 習 適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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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不 同 性 別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差 異 比 較 

1 .不 同 性 別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心 流 經 驗 上 有 顯 著 差 異 ， 女 生 在 「 挑 

戰 與 技 巧 」向 度 的 心 流 經 驗 顯 著 高 於 男 生，其 餘 無 顯 著 差 異 。 

2 .不 同 性 別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樂 觀 感 量 表 得 分 無 顯 著 差 異 。 

3 .不 同 性 別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樂 觀 感 量 表 得 分 有 顯 著 差 異 。 但 在 

各 分 量 表 中 則 無 顯 著 差 異 。 

4 .不 同 性 別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量 表 得 分 無 顯 著 差 異 。 

（ 三 ） 不 同 年 級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差 異 比 較 

1 .不 同 年 級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量 表 得 分 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一 學 生 在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顯 著 高 於 國 二 學 生 ； 而 在 「 挑 戰 

與 技 巧 」、「 清 楚 回 饋 」方 面 ， 國 三 學 生 則 顯 著 高 於 國 二 學 生 ， 

其 餘 則 無 顯 著 差 異 。 

2 .不 同 年 級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樂 觀 感 量 表 得 分 無 顯 著 差 異 。 

3 .不 同 年 級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幸 福 感 量 表 得 分 無 顯 著 差 異 。 

4 .不 同 年 級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量 表 得 分 無 顯 著 差 異 。 

（ 四 ） 不 同 學 校 地 區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上 之 差 異 比 較 

1 . 不 同 學 校 地 區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心 流 經 驗 量 表 得 分 有 顯 著 差 

異 ， 但 在 各 分 量 表 中 則 無 顯 著 差 異 。 

2 .不 同 學 校 地 區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樂 觀 感 無 顯 著 差 異 。 

3 .不 同 學 校 地 區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幸 福 感 有 顯 著 差 異 ， 就 讀 鄉 村 地 

區 的 學 生 在 「 正 向 情 緒 」 顯 著 高 於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的 學 生 ， 在 

負 向 情 緒 方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異 。 

4 .不 同 學 校 地 區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無 顯 著 差 異 。 

（ 五 ）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關 係 

1 .心 流 經 驗 與 幸 福 感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挑 戰 與 技 巧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內 在 動 機 」 越 高 ， 其 「 正 向 情 緒 」 也 越 

高 。 其 中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和 「 正 向 情 緒 」 連 結 最 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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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 流 經 驗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 挑 戰 與 技 巧 」 、「 專 

注 清 晰 目 標 」、「 清 楚 回 饋 」、「 控 制 感 」、「 內 在 動 機 」 越 高 ， 

其 「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 也 越 高 。 其 中 「 清 楚 回 饋 」 和 

「 人 際 關 係 」 連 結 最 強 。 

3 .樂 觀 感 與 幸 福 感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 悲 觀 感 受 」 越 高 ， 其 「 負 向 

情 緒 」 也 越 高 。 第 二 對 典 型 變 項 結 果 發 現 ，「 樂 觀 感 受 」、 「 悲 

觀 感 受 」 越 高 ， 其 「 正 向 情 緒 」 也 越 高 。 其 中 「 樂 觀 感 受 」 

和 「 正 向 情 緒 」 連 結 最 強 。 

4 .樂 觀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 樂 觀 感 受 」 越 高 ， 其 

「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 也 越 高 。 其 中 「 樂 觀 感 受 」 和 「 人 

際 關 係 」 連 結 最 強 。 

5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 正 向 情 緒 」 越 高 ， 其 

「 學 習 適 應 」、「 人 際 關 係 」 也 越 高 。 其 中 「 正 向 情 緒 」 和 「 人 

際 關 係 」 連 結 最 強 。 

（ 六 ） 不 同 背 景 變 項 、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對 幸 福 感 和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之 預 測 力 

1 .不 同 背 景 變 項 、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能 聯 合 預 測 幸 福 感 。 除「 學 

校 地 區 」能 預 測「 正 向 情 緒 」， 及「 悲 觀 感 受 」能 正 向 預 測「 負 

向 情 緒 」 之 外 ， 其 餘 變 項 的 解 釋 力 則 均 未 達 顯 著 。 

2 .不 同 背 景 變 項 、心 流 經 驗 、樂 觀 感 能 聯 合 預 測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 

除 「 清 楚 回 饋 」 能 正 向 預 測 「 學 習 適 應 」， 以 及 「 樂 觀 感 受 」 

能 正 向 預 測 「 人 際 關 係 」 之 外 ， 其 餘 變 項 的 解 釋 力 則 均 未 達 

顯 著 。 

二 、 建 議 

（ 一 ） 教 育 與 輔 導 建 議 

1 .協 助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體 察 參 與 活 動 中 產 生 心 流 經 驗 的 影 響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心 流 經 驗 和 幸 福 感 、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有 高 度 相 

關 ， 但 研 究 指 出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最 常 產 生 心 流 經 驗 的 活 動 為 打 

電 動 與 上 網 。 因 此 特 教 教 師 和 輔 導 人 員 應 該 協 助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知 

覺 此 類 活 動 會 使 其 產 生 心 流 經 驗 ， 並 引 導 學 生 去 探 討 與 感 受 活 動 

中 所 引 發 的 心 流 經 驗 對 其 本 身 造 成 的 影 響 ， 並 導 正 或 轉 化 學 習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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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學 生 能 審 慎 善 用 使 其 產 生 心 流 經 驗 的 電 腦 遊 戲 與 網 路 情 境 ， 進 

而 幫 助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能 具 備 幸 福 感 受 ， 以 及 更 能 適 應 學 校 生 活 。 

2 .藉 由 正 向 輔 導 ， 加 強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知 覺 樂 觀 感 受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樂 觀 感 受 與 正 向 情 緒 有 高 度 

相 關 ， 悲 觀 感 受 則 和 負 向 情 緒 有 高 度 相 關 ， 且 樂 觀 感 受 、 正 向 情 

緒 能 夠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關 係 。 因 此 建 議 特 教 老 師 和 輔 導 人 員 能 採 用 

正 向 輔 導 與 正 向 管 教 方 式 ， 積 極 鼓 勵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知 覺 與 正 視 生 

活 中 有 意 義 且 有 價 值 的 事 物 ， 適 時 讚 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日 常 表 

現 ， 並 培 養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即 使 面 對 困 境 ， 也 能 用 樂 觀 開 朗 的 心 胸 

來 接 納 與 迎 向 挑 戰 ， 以 協 助 其 提 升 幸 福 感 受 及 其 學 校 人 際 關 係 。 

3 .提 供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情 緒 管 理 課 程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比 起 就 讀 鄉 村 

地 區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來 說 ， 具 有 較 低 的 正 向 情 緒 ， 而 正 向 情 緒 能 

預 測 其 人 際 關 係 。 因 此 建 議 特 教 教 師 或 輔 導 人 員 ， 應 該 以 「 壓 力 

管 理 」 或 「 情 緒 管 理 」 課 程 ， 提 供 及 教 導 就 讀 市 鎮 地 區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面 對 生 活 或 學 業 壓 力 時 的 疏 導 管 道 或 因 應 策 略 ， 以 有 效 提 

升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正 向 情 緒 ， 進 而 促 進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校 的 生 

活 適 應 及 人 際 關 係 。 

4 .提 供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在 學 習 上 的 成 功 經 驗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學 習 適 應 低 於 其 人 際 關 係 。 

因 為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學 科 表 現 為 其 弱 勢 能 力 ， 建 議 特 教 老 師 或 輔 

導 人 員 能 夠 彈 性 設 計 學 習 課 程 ， 針 對 學 生 個 別 差 異 與 優 勢 能 力 ， 

提 供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更 彈 性 且 豐 富 多 元 的 環 境 調 整 、 教 學 策 略 、 教 

材 呈 現 與 評 量 方 式 ， 使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能 夠 在 學 科 學 習 上 獲 得 成 就 

感 ， 來 幫 助 其 更 融 入 學 校 生 活 的 學 習 適 應 。 

5 .發 掘 與 引 導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發 揮 優 勢 智 能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樂 觀 感 向 度 中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的 是 悲 觀 感 受 ， 

而 幸 福 感 向 度 中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的 則 是 正 向 情 緒 ， 此 結 果 似 乎 與 一 

般 認 知 並 不 一 致 。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由 於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學 習 困 難 的 特 

質 ， 使 得 其 在 國 中 升 學 主 義 下 經 常 遭 遇 到 學 業 失 敗 與 挫 折 ， 容 易 

引 發 習 得 無 助 感 ， 造 成 對 學 科 缺 乏 興 趣 與 學 習 動 機 低 落 ， 較 易 對 

未 來 產 生 悲 觀 感 受 。 但 在 學 科 以 外 的 創 造 和 實 作 等 能 力 上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並 沒 有 特 定 的 缺 陷 ， 甚 至 更 為 擅 長 ，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能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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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其 他 技 能 在 充 滿 挑 戰 敵 視 的 世 界 中 掙 扎 生 存 ， 保 持 正 向 情 緒 與 

積 極 自 我 概 念 。 因 此 除 了 弱 勢 語 文 或 邏 輯 智 能 外 ， 建 議 特 教 老 師 

或 輔 導 人 員 將 焦 點 著 重 在 強 化 在 優 勢 智 能 ， 以 幫 助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建 立 積 極 正 向 的 自 我 概 念 與 自 信 心 ， 來 面 對 因 應 生 活 中 的 挑 戰 。 

（ 二 ） 未 來 研 究 建 議 

1 .以 普 通 學 生 、 資 優 學 生 或 其 他 特 殊 群 體 做 深 入 研 究 

本 研 究 對 象 僅 針 對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進 行 研 究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以 擴 及 調 查 普 通 學 生 、 資 賦 優 異 學 生 以 及 其 他 如 情 緒 障 礙 、 視 覺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等 各 類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 並 可 採 取 適 當 統 計 方 法 進 

行 跨 群 體 之 間 的 比 較 。 

2 .將 研 究 取 樣 樣 本 加 以 擴 展 

本 研 究 對 象 僅 限 定 於 新 竹 縣 國 中 階 段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進 行 

研 究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以 擴 及 調 查 不 同 的 教 育 階 段 ， 包 括 國 小 、 

高 中 職 、 大 學 階 段 ， 以 及 不 同 縣 市 的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 或 是 可 

針 對 本 研 究 對 象 進 行 長 期 縱 貫 追 蹤 ， 以 進 一 步 調 查 受 試 樣 本 在 升 

入 高 中 職 階 段 、 大 學 階 段 ， 或 畢 業 後 的 成 長 變 化 。 

3 .加 入 其 他 變 項 再 深 入 研 究 

本 研 究 變 項 僅 針 對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的 性 別 、 年 級 、 就 讀 學 校 地 

區 、 心 流 經 驗 、 樂 觀 感 、 幸 福 感 與 學 校 生 活 適 應 等 變 項 進 行 研 究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以 再 納 入 其 他 重 要 變 項 ， 如 「 就 讀 資 源 班 與 否 」 

等 變 項 ， 或 許 將 會 對 於 了 解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更 有 幫 助 。 

4 .繼 續 驗 證 自 編 量 表 之 信 度 與 效 度 

本 研 究 自 編 量 表 的 信 效 度 ， 囿 於 正 式 樣 本 數 過 少 ， 而 僅 以 

S P S S  進 行 預 試 樣 本 的 「 探 索 性 因 素 分 析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蒐 集 

更 多 研 究 樣 本 ， 再 以 統 計 軟 體 進 行 「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來 進 行 自 

編 量 表 因 素 的 效 度 驗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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