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系管理科學碩士論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STER PROGRAM IN MANAGEMENT SCIENCES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NHUA UNIVERSITY 

 

 

 

大學生的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關係之研

究－以宗教信仰為干擾變數  

THE RELATIVE STUDY OF ADVERSARY QUOTIENT (AQ), LEARNING 

PRESSURE, 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THE RELIGIOUS BELIEF AS A MODERATOR 

 

 

 

 

指導教授： 沈昭吟 博士 

ADVISOR : CHAO-YING SHEN  Ph.D. 

 

研 究 生： 鄭寶菱 

GRADUATE STUDENT : PAO-LIN CHENG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六  月 







誌 謝 

 

研究所生涯轉眼即逝，隨即，又要邁向下一個旅程。在此，非常

由衷感謝指導教授沈昭吟博士在我大四時期的鼓勵，讓我燃起再往研

究所繼續求學的鬥志，成就了現在的我。 

上了研究所後，指導教授更是我的良師與益友，感謝老師幾乎把

所有的時間給了我們這群研究生，讓我們一有問題，馬上都可以得到

解答，也感謝老師鼓勵我參與課社團事務讓我找到我的專長與興趣所

在，得以於社團中發揮專業管理才能，也因為要課業與社團兼顧，讓

我了解到如何做好時間管理。再者，恩師學術上要求完美，治學嚴謹

的態度是我的學習典範，也造就了本篇論文得以順利完成。 

這一路走來，我有許多的幸運，感謝建宏、聰杰能夠讓我在研究

法上請益，感謝舒怡、惠雯、褕瑾鼓勵與陪伴，感謝允琮擔任輔導老

師ㄧ職，感謝學弟妹的貼心，感謝妙凡法師與妙欣法師，不時的鼓勵

我，給予我機會發揮長才，更感謝佛光青年們大力相挺，我以身為佛

光青年為傲。最後感謝我的父母，生我育我的辛苦，到現在成就我碩

士學業的完成。 

 

最後，謹以此文獻給予我摯愛的家人 

 

鄭寶菱 謹致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i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大學生的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關係

之研究－以宗教信仰為干擾變數 

研 究 生    

本

：鄭寶菱                         指導教授：沈昭吟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大學生在求學階段的學習及生活情形能夠具體反映出我國高等教育

素養，更可以顯示出國家未來的社會發展趨勢。然而，青少年普遍抗壓

性不足、容易逃避而不敢接受挑戰，為此，許多宗教團體紛紛在大專院

校設立社團，以期幫助學子用正向且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因此，如何

藉由宗教力量提升大學生的學習能力與態度，以及抗壓能力，增進大學

生面對逆境的能力，提升學習滿意度，是當前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以期建構適合衡量之「逆境商數量

表」、「學習壓力量表」、「學習態度量表」、「學習滿意度量表」、「宗教信

仰量表」，運用問卷調查法隨機抽取國內南部各大專院校學生為樣本，共

發放 7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358 份。有效量表之資料分析應用 SPSS 

for Windows 12 統計軟體，以檢驗研究之假設。 

研究結果發現：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宗教信仰皆有

顯著相關且亦有影響效果；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交互作用下，對學習壓

力有顯著影響；宗教信仰與學習態度交互作用下，對學習滿意度有顯著

影響。此外，本研究亦發現有宗教信仰之大學生逆境商數程度高於無宗

教信仰之學生，最後本文針對所獲知結果加以討論，提供學術界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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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參考，並針對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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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omplishm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can be 

concretely reflected from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es and living 

situations during their college years, which can also show our country’s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uture. However, in general, due to poorer 

anti-pressure ability, adolescents usually incline to avoid meeting challenges, 

instead of overcoming them. Therefore, many religious groups set up various 

societies in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helping students lead a 

life based on positive and active attitudes. Hence, at present, the important 

issue lies in how to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and attitudes as 

well as anti-pressure ability through the power of relig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overcome adversity and enhance their learning 

satisfaction.     

In this study, through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we intend 

to construct the “Adversity Quotient (AQ) Scale”, “Learning Pressure Scale”, 

“Learning Attitude Scale”, “Learning Satisfaction Scale”, and “Religious 

Belief Scale” that are feasible for measurement. By mea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based on the collected random samples aimed 

at the students in all the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in Southern Taiwan,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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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ies of questionnaires had been issued, in which 358 returned copies were 

effective. The statistics software “SPSS for Windows 12” was applied to the 

data analysis of these effective scales, for verifying the hypothesis in this 

study.  

The study results have shown: Adversity Quotient (AQ)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learning stress, learning attitude and religious belief, and it 

also has influential effect on them; und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 and AQ, it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arning stress; 

und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 and learning attitude, it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 Besides, in this study, we have 

also found that a college student with a religious belief tends to have greater 

degree of AQ than that of a college student without any religious belief. 

Finally, aimed at the acquired results, further discussions have been 

undertaken in this study, which can be provided as reference for the academia 

and the practice field. Also, the suggestions regarding subsequent studies have 

been proposed.  

 

Keywords：Adversary Quotient (AQ), Learning Pressure,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Satisfaction, Religious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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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四節，分別針對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

流程、研究範圍與限制進行討論，其各細節分別說明如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社會是由「人」所構成，而人類是極其複雜的動物，我們身處於社

會之中，從事著政治、經濟、文化等活動，又加上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

係充滿各種不可知的變數。因而，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過程中，每個人

隨時都會面臨到困難、挫折、失敗與風險，這是人生過程的一種正常現

象，隨著環境變化，人們遭受挫折的機率會增加，對於挫折，處理不好，

輕則造成情緒波動、影響身心健康，嚴重的話還會使人一蹶不振，傷人

傷己，無論是什麼樣的挫折，都會讓人身心俱疲、備感壓力。尤其加上

近年來的全球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新聞多數報導人們無

法突破困境因而走上絕路，在這樣的負面環境中，面對逆境的能力與抗

壓性逐漸受到重視。 

在一般的組織與企業中，領導者往往會注重員工是否具備足夠條件

的抗壓力，但在此時，我們是否應該反思，探討企業員工抗壓性的同時，

需追朔到大學生的抗壓能力與面對逆境的處理能力，這是値得進一步探

究的。 

由於台灣目前已走向高學歷的時代，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統計，截至

民國九十六學年度止，大學生人數已超過九十八萬人(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民 97)。詳見圖 1.1 88 至 96 學年度大學及碩博士班學生人數變動曲

線圖。隨著大學教育走向普及化時代，擁有大學學歷已是現今求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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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基本條件。因此，大學生在求學階段的學習及生活情形不僅具體反

映出我國高等教育素養，更可以顯示出國家未來的社會發展趨勢(黃韞

臻、林淑惠，民 97)。 

 
圖 1.1  88 至 96 學年度大學及碩博士班學生人數變動曲線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由於台灣的高學歷時代，造就大學高中化現象產生，大學變成多數

人最後的學生生涯，學生生涯結束後即投入職場就業，是國家社會未來

的棟樑，因此如何提升大學生的抗壓能力與改善大學生的面對逆境的能

力，是目前重要的課題。然而，大學生時期是正處於心理迅速走向成熟

但又未完全成熟的階段，是每個人的人格塑造、人生觀與價值觀形成最

關鍵的一個階段，他們面臨角色轉換、環境適應、學習競爭、社會挑戰、

人際關係等的壓力下，容易產生心理挫折(鄭英兒，民 80；楊翠萍，民

98)。青少年成長階段，生理、心理都尚未成熟，個性發展不穩定，一旦

無法達成自己的目標時，就容易產生挫折感。由於大學生的挫折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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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弱的緣故，所以遇到挫折很容易導致身心理的疾病產生甚至發產出行

為偏差，做出極端的反應，因而導致社會案件屢屢可見。 

又加上全球經濟低迷影響，失業率居高不下，工作難找的狀況，大

學生畢業即失業的現象令人產生恐慌，加上大學越來越普及化，不善於

讀書的學子，也要勉強地拿完大學學位，以順應目前競爭趨勢，在這求

學過程中可能因而產生學習適應問題、課業壓力問題等。種種求學中的

逆境學子該如何突破與該用怎樣的態度因應，是我們需要重視並加以研

究探討的問題。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難免會遭遇挫折與困境，無論是什麼樣的挫折，

都會讓人身心俱疲、備感壓力，絕大多數的人會選擇求助宗教信仰希望

能幫助自己脫離困境，獲得希望與救贖，或者是得到心靈的寄託與依靠。

透過信仰，即使挫敗還存在，人們往往變得可以理解生命中的無常，甚

至認為是神佛對他們的考驗與磨練，因而激起突破逆境向上的力量。白

賜清(民98)引述證嚴法師開示：「人生不怕有困難，只怕愈到困難站不起

來，走不出去。在艱難中還能心存善念，做好事，難關就容易過。」宗

教信仰強調給人安定心靈、逆境向上的力量，現今學子又是否會選擇宗

教信仰來幫助他們增強對逆境處理的能力與態度，是本研究欲進一步探

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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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1. 探討大學生逆境商數程度如何。 

綜合以上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企圖探討國內大專院校學生之宗教信

仰對其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關係。藉由測量

大專院校學生的逆境商數，以了解大專院校學生之逆境商數高低，與面

對逆境的回應能力，可為學生在未來進一步作態度的調整改善並提高逆

境回應的能力。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所述，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五

點： 

2. 

3. 

探究現在的大學生，宗教信仰的重要程度為何。 

4. 了解現今大學生之宗教信仰是否增強逆境商數對學習壓力之承受

度，進而影響學習滿意度。 

比較有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其逆境商數程度是否不同。 

5. 了解現今大學生之宗教信仰是否對逆境商數有影響，進而影響學

習態度及學習滿意度。 

 

 

 

 



 5 

1.3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節將提出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文獻探討法、調查研究法

 

)的

介紹，以及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建立流程。 

1.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兩種研究方法，方法如下： 

（一） 文獻探討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法，搜集國內外有關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

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仰之論文、期刊、雜誌、書籍、研究結果及

調查報告等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及歸納整理，探求大專院校學生的逆境

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仰相互間關係的基本

理論與知識，以建構本研究的理論架構，並提出研究假設。 

（二） 調查研究法 

為了瞭解南部大專院校學生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

滿意度與宗教信仰之間關係，且驗證本研究之架構，本研究將根據文獻

探討法所提出的理論架構，設計研究問卷。藉由調查研究法，選定台灣

南部大專院校學生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目前大學生在學習壓力

的逆境中的實際作為，並將資料歸納分析與處理，探究大學生的逆境商

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仰相互間關係，提供大

學教育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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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流程 

依上述之背景、動機及目的，並確定研究方向後，遂進行國內外之

相關文獻之蒐集。透過相關文獻的整理彙整為研究之基礎，並擬定觀念

性架構與研究假設，設計測量之問卷，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大專院

校學生之認知態度，最後針對結果提出結論以及建議。本研究流程如圖

1.2所示：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建立研究架構 

設計問卷 

發放前測與修改問卷 

正式問卷施測 

回收問卷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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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基於研究觀念及選取原則之釐清，針對欲研究之範圍說明如

下列細項所述： 

1.4.1 研究對象： 

以台灣南部公私立大專院校學生為施測對象。係指嘉義、台南、高

雄、屏東地區之技職院校與一般大學，一至四年級之學生。 

 

1.4.2 研究範圍： 

基於時間限制與收集資料之便利性，本研究以南部大專院校學生為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專注於研究方法與流程上力求完整、嚴謹，但由於人力、財

力及時間的限制，以及一些不易控制及預期的外在因素存在，仍有幾項

研究上的限制，

1. 研究對象 

可歸納出下列幾點： 

 

為台灣南部大專院校之學生，但礙於時間與人力因素，所以採樣區

域限制在嘉南高屏地區，樣本採樣取便利抽樣方式進行，但無法平均分

配技職院校與大學院校的比例與公私立學校之比例，亦無法平均抽取一

至四年級之學生人數。此為限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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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變數 

影響大學生的學習壓力來源有個人、家庭、人際、課業因素等，但

本研究只著重於個體本身的自我壓力與學習過程中所帶來的課業壓力作

為探討項目，無法周延考量整體性。在宗教信仰部份，由於本研究各題

項無法依據每個宗教教義產生的行為提出適合每個有宗教信仰的人之題

項，因而可能導致分析結果產生偏誤。 

3. 研究工具 

本研究礙於國內目前沒有適合評量學生之逆境商數量表，所以本研

究之逆境商數量表是沿用Stoltz於1997年發表之逆境商數量表，此量表在

歐美已實行二十餘年，但由於東西方文化背景不同，量表內容未必適合

本國人使用，也導致有看不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的情況，因此，本研

究於受測者填答時，給予題項之解釋，以求逆境商數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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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章節主要在探討南部大專院校學生

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仰之關聯性，故

針對國內外學者所提出的相關理論，進行回顧整理，分別探討境商數、

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仰之國內外相關文獻，以釐

清各項變數定義，並導引出本研究的架構。 

2.1 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 

「逆境」是指個體從事目的活動受到自身主客觀因素之干擾，因而

導致預期的動機與目的無法實現、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時所產生的狀態。

隨著逆境的出現，人們通常直覺反應是帶起負面情緒，包含失望、緊張、

痛苦、焦慮、悲傷、恐懼、憤怒等情緒(孤草，民91)。而「商數」是具體

的告訴我們測出的數據，因為是量化數值，我們可用此數值作為個體間

客觀的比較，因此「逆境商數」為個體面對逆境時產生的心理反應之數

值(顏靖芳，民94)。 

2.1.1 逆境商數之基礎理論 

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是由美國心理學家Paul G. Stoltz學者在

1997年提出，簡稱AQ，國內譯為「逆境商數」，這是Stoltz學者結合數十

位頂尖學者與全球五百餘個調查結果為基礎，結合三種科學概念，分別

為認知心理學、精神神經免疫學和神經生理學，歷經十九年研究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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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成功的印證人們生活與工作生涯的成功，絕大部分與AQ相關，

因此AQ堪稱為劃時代研究。然而所謂AQ是用來測量人們如何回應逆境

的標準，以及人們面對逆境與克服逆境的能力，並預測人們面對逆境是

否能堅持到底，發揮自我潛能，超越期待，也就是面對逆境時能否依然

屹立，或者被淘汰的重要因素(Stoltz, 1997)。因此，AQ的核心在於人們

遇到逆境壓力時，避免產生行為異常的能力，即為個體能夠經得起挫折

或打擊之能力(林欽榮，民 72)。 

Stoltz(1997)將自身三十五年的研究為基礎，融合許多知名學者理論

加以彙整、研究，創造出提高人類成就和效能的實用新論點。AQ主要來

自三種不同科學領域的突破，Stoltz學者結合此三種科學領域，成為AQ

的三重基石。 

（一） 認知心理學 

Mayer(1988)認為認知心理學是為了要了解人類行為，而對人們心智

歷程與記憶結構所進行的一項科學分析。其目的在於期望一個人對於事

件內在認知與獲取的知識能夠清晰且準確的描述，如此一來就會對人類

行為有更加的了解與預測。 

Stoltz 學者融合 Seligman(1995)所發表的『習得無助』理論。此理論

說明個體會對挫折無能為力而來，說明為什麼許多人面對生活中的挑戰

時放棄或中止，而不繼續努力。習得無助理論最早的人類實驗來自於

Hiroto 在 1975 年的研究，他發現如果人都可以將噪音這樣的小挫折都能

習得無助的話，那在生命中經歷更大的挫敗時，將很有可能在挫敗中學

會無助。然而，Diener 與 Dweck 在 1978 年研究小孩的習得無助感，此研

究發現，無助的孩子會將失敗歸咎於自己缺乏能力，而較成熟的孩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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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失敗的起因。習得無助感的來源通常為個體的心理

感受而來，且大多會忽略失敗可能帶來正面影響，但特別的是，習得無

助可以因學習而改變，因此成為 AQ 理論中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它是由

挫折學習而來。美國心理學家還將此『習得無助』理論喻為是本世紀劃

時代的理論。 

Stoltz (1997)提出，個體能夠對絕望免疫時，也就是遇到挫折時能夠

相信經由努力便能夠影響改變的人，則能夠繼續向前，不被沮喪打倒。

Seligman, et al. (2006) 更進一步提出習得無助修正理論，將習得無助與歸

因理論相結合。所謂歸因，是指在有關成就的情境，個人對於自己或他

人何以成功或何以失敗的解釋，也就是人們對事件結果給予的因果分析。 

外掌控力是避免無助、發展堅韌毅力、提高 AQ 的基礎。相信掌握人

生、面對挑戰的主要力量在於自己，就是所謂的『自我掌控能力』。Rotter

在 1966 年提出控制信念(locus of control)內外架構的概念：能掌控自己成

敗（內在控制力量）的人，較少沮喪憂鬱，在面對逆境之際，比起把成

敗歸諸外在力量（機會、命運、其他事件）的人也較常採取行動。視成

敗為外力左右的人，較容易被動地接受成敗，而視之為內在控制力量的

人，則會積極追求或避開這些外力。 

（二） 精神神經免疫學 

精神神經免疫學是利用神經內分泌學的觀念發現到淋巴球

(lymphocytes)上具有神經傳導物質(neurotransmitters)的接受體或是在神

經細胞/神經膠細胞上存在細胞素的接受器，而提出精神神經免疫學

(Neuroimmunology)，主要是研究神經訊號對於免疫系統(Immune system)/

免疫反應(immune response)的重要性 (Bartfai & Schultzberg,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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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界已經證實人類情感的媒介直接影響身體健康，情緒和思想模

式在身心健康上扮演重要角色。最早的人類情感與免疫力研究是 Bartrop

等人在 1977 年對喪偶與未喪偶人免疫抑制的比較研究，研究發現喪偶者

的淋巴細胞分裂反應下降。其次，Dr. Steven Locke 在 1984 年曾對一群哈

佛大學生作壓力實驗，研究對逆境的反應及免疫力。他發現無能應付壓

力者－在壓力之下高度沮喪焦慮的人，防護身體的細胞較少，這也顯示

個人回應逆境的態度會影響免疫功能的結構和效力，也說明了如何回應

挫折和身心健康有直接關係。國內學者陳書梅(民 97)也表示，適度的情

緒壓力，可以對個人的工作效率有所助益，但過度的負面情緒會容易導

致身體免疫力下降及產生心理疾病。 

（三） 神經生理學 

神經生理學可以解釋大腦如何形成習慣、思想、行為。習慣可以深

深鑄在腦部的潛意識區(Stoltz, 1997)。從潛意識的習慣，如AQ是可以立

即改變，並且進一步形成新的習慣，近而隨著時間強化。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醫學中心的神經生理學主任Marc Nuwer(1988)證實，大腦是具有可

塑性，只要花十分之一秒的時間便可以改變習慣，因為人只要碰到熱爐

子時，就立即了解自己的手該放在何處了。另外，他強調人們只要不斷

重複同樣的思考模式或行為，這個活動就由意識化為無意識，移到腦部

自動反應區，做的次數越多，這個行為就變得越自動、越下意識，所以

習慣是可以立即改變且隨著時間日益增強。我們腦部擁有精密的生理結

構，可以立即形成習慣，習慣可以被打斷並立即改變，如果經過刻意的

改變，就可以捨棄，因此，若我們對於逆境的反應是消極、不採取行動

的，透過學習正確地回應逆境的方式，仍有機會能夠改變，在我們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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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內形成良好習慣來提升我們的逆境商數。 

本研究根據上述論點與闡述加以彙整如下圖2.1所示，逆境商數之三

大基石之敘述。  

 
圖2.1 逆境商數三大基石 

資料來源：彙整自（何昆展、民97；莊安琪譯，Stoltz, 1997） 

 

综上所述，這三大基石－認知心理學、精神神經免疫學和神經生理

學，所形成AQ的三大基石，能更詳實的了解及測量人類回應逆境的能力

與態度，並提供改進的工具。 

 

逆境

商數 

認知心理學：認為挫折來自於自己，個體無法控制，

使挫折影響範圍擴大進而讓逆境影響個體的時間越

久，此情形往往會受到逆境折磨；認為挫折是一時

的不順遂，影響個體的範圍有限，因為挫折是來自

外在因素，只有付出努力就可以改變逆境。個體對

逆境的反影會影響個人的效率與成功表現。 

精神神經免疫學：個體如何回應挫折與自己身心健

康有直接關係。AQ 會影響個體的免疫功能，例如：

術後恢復力、罹嚴重病率等。 

神經生理學：腦部結構能形成習慣，習慣可以立即

改變。如果習慣經過刻意改變，並會拋棄舊習慣，

接納新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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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逆境商數之組成要素 

逆境商數組成要素為「CO2RE」，結合了Seligman(1995)等人習得無

助修正理論和自我掌控力理論並加入責任歸屬的概念所構成(沈昭吟、張

瑞真，民98)。然而CO2

(一) C 代表控制(control) 

RE的成分決定的AQ的分數，若近一步探討可以了

解如何提升自己的AQ能力。以下為各要素之說明(陳怡霏，民92)： 

C 代表控制(control)，其顯示「自己本身認為自己對逆境與挫折有多

大控制能力？」重要的關鍵在於「覺得」。知覺自我本身的控制能力是非

常重要的沒有控制能力希望很容易就落空，行動也會停止，反之，擁有

控制能力的人相信人生是可以改變的，抱持積極的想法，也會將逆境轉

變為機會(Chavat, 1997; Anonymous, 1999; Fitzgerald, 2000)。Robbins (1982)

研究指出，個人自認命運可以自己控制者，稱之為「內控者」(Internal 

Control)，而對於自己的命運抱持著聽天由命心態者，則稱之為「外控者」

(External Control)。內控者會認為只要更多的努力，就可以有較好的成果

表現，因此對於本身工作會抱持著較大的熱誠，且較熱衷於蒐集情報、

容易受到激勵(張瑞真，民 98)。Wolk & Bloom (1978)表示出，內控者遇

到壓力時比較懂得應對。 

 

(二) O2

O

代表起源和責任 

2代表起因(origin, Or)和責任歸屬(ownership, Ow)。其意義為：「逆

境與挫折是由於什麼人或什麼事所引起的？」及「對於逆境與挫折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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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應該負多大責任？」。O2

(三) R 代表影響範圍(Reach) 

的成績越高，可以顯示出個體懂得避免不

必要的自責產生，也較容易看得清自己的責任歸屬。歸因決定個人的思

想、感覺、意志與行動。Weiner(1986)說明了一個人成功或失敗的歸因來

自起因、穩定性與控制感，起因是代表了對事情發生的解釋是屬於個體

本身來是來自外在環境因素；穩定性是指一見事情發生的解釋是暫時性

的還是持續性的；控制感表示個體對事情的掌握度，是可以掌握或是超

乎個體本身可以控制的。 

 

R 代表影響範圍(Reach)，其表示：「逆境與挫折對自己其他生活領域

會有多大影響。」逆境與挫折如果侵犯到自己生活中，會增加自己的負

面情緒與負擔。然而挫折所帶來的扭曲觀點可能會使自己本身無法採取

必要行動，綜合以上觀點，影響範圍表示逆境帶給個體生活中多大範圍

的影響程度。 

 

(四) E 代表持續(Endurance) 

E持續(Endurance)，代表為：「自己會讓逆境與挫折會持續多久？」

或者是「逆境與挫折的原因會持續多久？」。其解釋為，自己會把失敗歸

因於自己能力不足（永久因素），還是把失敗視為是自己的努力不夠（暫

時原因）而不屈不撓的人，相對來說，也就是逆境影響人的持續時間長

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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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逆境商數之相關研究 

樂觀看待逆境的人，自然會更積極進取、希望改變結果的信念強烈，

改變結果的能力也就越強，而悲觀回應逆境的人，則比較被動，行事謹

慎；積極回應逆境的人比較可能維持追求成功時所需的精力、專注和活

力，而消極回應的人則會喪失活力，或根本放棄去嘗試(林俊雄，民 90)。 

個體能忍受挫折的打擊，保持自己身心平衡與個性完整，是適應能

力強與心理健康的顯著指標，許多成功的人他們也曾受到挫折的挑戰，

但他們會將這些挫折轉化成前進的動力(楊翠萍，民 98)。然而，個體傭

有的韌性程度會抑制挫折所帶來的壓力，當逆境出現在他們生活中時，

會立刻思考如何緩和逆境帶來的影響(Goleman, 1998) 

而星雲大師(民 95)的一場演講中提到，現代人得到憂鬱症的很多，

而憂鬱症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現代人普遍生活太過富裕、平順，沒有

受過困難與挫折的磨練，因而經不起壓力所導致，所以父母該為小孩從

小培養勇於接受挑戰，不怕困難與挫折等逆境考驗的毅力，才能增強小

孩日後的抗壓性。因此，平常若是可以為自己製造些壓力來源，勇於向

壓力挑戰，從回應逆境中健全自己，讓自己不斷的成長。 

本研究整理自國內外近十年之逆境商數相關研究，如下表 2.1、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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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外逆境商數相關研究一覽表 

作  者 施測對象 AQ  研  究  相  關  結  果  發  現 

Markman 
(2000) 

專利 
發明者 

1. 自己成立組織的專利發明者與只是為組織所工作的

發明者，在控制能力與責任層面上有顯著差異。 
2. 逆境商數越高，經濟成就也越高。 

Abejo  
(2002) 

St. 
Joseph’s 
College
藝術與科

學院職員 

1. 年齡較大的職員比年輕職員之 AQ 來的高。 
2. 藝術學院與科學學院之職員 AQ 並無顯著差異。 
3. 性別之 AQ 並無顯著差異。 

Williams 
(2003) 校長 

1. 逆境商數較高的校長，學生成就也較高。 
2. 校長之控制層面得分會影響與教師間的關係與學生

成就。 
Lazaro-Capones 

(2004) 
馬尼拉中

階經理 
1. 逆境商數多為中等或以上程度。 
2. 逆境商數與工作表現具顯著正相關。 

Villaver 
(2005) 小學教師 

1. 成年初期教師為中 AQ；中期為中低 AQ。 
2. 單身者一半為中 AQ；一半為稍低 AQ。 
3. 已婚者大部分為中 AQ。 
4. 年資十年或以下之教師多為中 AQ；年資十一至二十

年之教師為稍低 AQ。 
5. 低社經地位教師多為中 AQ；中產階級教師是稍低

AQ。 
6. 公私立學校教師之 AQ 並無顯著差異。 

Haller 
(2005) 領導者 克服挑戰與障礙會使領導者的能力更好，並指出一個成

功領導者應有之特質。 
John 

(2005) 銷售人員 對短期員工而言，AQ 與工作成果有顯著相關。 

D’Souza  
(2006) 

印度 
中學生 

1. 學校功能與中學生的逆境商數有顯著關係。 
2. 學生能克服逆境就會有良好的學業表現。 

Zhou 
(2009) 大學生 1. AQ 會顯著影響學業表現。 

2. AQ 在性別上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1 資料顯示，國外逆境商數之研究已由企業組織績效、工作表現

之探討，逐漸趨向教育界學業表現之研究。 

下表 2.2 為本研究整理自國內有關逆境商數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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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逆境商數相關研究一覽表 

作  者 施測對象 AQ  研  究  相  關  結  果  發  現 

林俊雄 
(民 90) 

國內連鎖

加盟事業

管理者 

1. 逆境

2. AQ 中控制能力與工作滿足有顯著之關聯。 
回應與工作態度的相關性。 

3. AQ 對離職意願有顯著的負向關聯。 
4. AQ 對組織承諾有顯著正向關聯。 
5. 女性員工更應增強逆境

6. 國內連鎖加盟事業總部負責人CEO提昇

能力以促進工作效能。 
逆境能力能增加其

競爭優勢。 

曲素娥 
(民 92) 

壽險新進

外勤人員 

1. 部分人口背景變項在 AQ 與離職意圖上具有顯著差異。 
2. AQ 對績效表現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3. AQ 對離職意圖存在顯著負向影響。 

陳怡霏 
(民 92) 

企業任職

員工 

1. AQ

2. 

中『控制能力』、『影響層面』、『持續時間』與成就動機

有顯著正相關。 
AQ

3. 成就動機在

中的『控制能力』、『責任歸屬』、『影響層面』與『持續

時間』與工作績效有顯著正相關。 
AQ

4. 

與工作績效的關連性間扮演部分中介變數的

角色。 
AQ在性別上並無顯著差異；在年齡、教育程度、年資、職

位等人口統計變項上有部分顯著差異存在。 

朱仕平 
(民 94) 

專業保險

經理人 

1. AQ、工作績效、人員屬性等，有顯著相關性。 
2. 研究結果亦顯示保險公司往後在招募有經驗的專業保險從

業人員時，應考量以女性、已婚、有子女、職位高、年齡較

高者為較好的選擇方向；同時，企業於招募人才時亦可利用

AQ 量表做初步甄試，並擇優錄取 AQ 較高者，以提昇公司

的工作績效。 

顏靖芳 
(民 94) 

臺北市國

二學生與

高二學生 

1. 資優生與普通班學生在 AQ
2. 國中資優生之

未達顯著差異。 
AQ顯著高於高中資優班學生，資優男學生

之AQ顯著高於資優女學生，不同資優班類別之資優生在AQ

3. 資優生

上之表現未達顯著差異。 
AQ與社會興趣達到顯著相關，但普通班學生在AQ

4. 資優生的社會興趣可預測

與

社會興趣之相關卻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AQ之表現。 

朱伯瑜 
(民 95) 

海峽兩岸

之工程師 

1. 海峽兩岸員工 AQ
2. 大陸員工中，僅

無顯著差異。 
AQ

3. 台灣員工，

的「逆境責任歸屬」與工作滿意有相關。 
AQ之「逆境控制能力」與「逆境責任歸屬」與

工作滿意相關。 

何昆展 
(民 96) 

台灣高科

技產業之

基層員工 

1. AQ

2. 

與人格特質、工作態度兩者間均有顯著正向關係，且有

顯著正向影響。 
AQ對工作態度與員工創造力產生干擾作用，呈現顯著負向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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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逆境商數相關研究一覽表(續) 

作  者 施測對象 AQ 研  究  相  關  結  果  發  現 

張文菁 
(民 96) 

新聞從業

人員 

1. 專家評估 AQ 構面的重要性與實際施測不同，顯示構面的重

要性與實際執行力略有出入。專家評估依序為「控制」、「起

因與責任」、「持續」、「影響」；實際施測排序為「影響」、「持

續」、「控制」、「起因與責任」。 
2. 透過專家問卷及施測問卷，結合簡單加權法建構新聞從業人

員衡量模式之計算公式。 

張瑞真 
(民 97) 

南部署立

醫院醫療

從業人員 

1. AQ
2. 

與工作滿足具有顯著相關。 
AQ

3. AQ 與社會支持交互作用，對工作滿足有顯著緩衝效果。 

對工作壓力(工作負荷、角色模糊、角色衝突)之交互作

用，及對工作滿足呈現部份負相關。 

4. 不同的個人屬性變項的 AQ
5. 公職人員的

亦有部分顯著的結果。 
AQ低於非公職人員。 

趙梓琪 
(民 97) 

壽險業務

人員 

1. AQ與情緒勞務、情緒勞務與業務績效、AQ

2. 

與業務績效存在

正向關係。 
AQ會因員工知覺組織支持之干擾作用對情緒勞務產生顯著

部分影響。 

魏士琦 
(民 97) 

壽險業務

人員 

1. 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職位、婚姻等人口統計變項在 AQ

2. 社會支持與

上有顯著差異。 
AQ

3. 
有顯著正相關亦有正向影響。 

AQ在社會支持對工作投入之關係中有干擾效果。 

李曉青 
(民 97) 

國民小學

級任教師 

1. 國民小學級任教師具備良好 AQ。 
2. 不同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的教師，在教師情緒

智慧、AQ、班級經營效能上，有差異存在。 
3. 教師的情緒智慧與 AQ 有中低度正相關。 
4. 不同情緒智慧與 AQ 之教師在班級經營效能上有明顯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以上資料顯示，國內逆境商數的研究從企業或職場上的研究，漸

漸推廣至教育領域，既使運用在教育上的研究，對象也從教育行政人員、

教師逐漸擴展至學生，可見逆境商數在教育界上的運用已逐漸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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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習壓力 

心理學家將「學習」定義為：個體經練習過程或自身經驗，使行為

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歷程，經由驅力、刺激、暗示、反應與強化等的相

互作用而產生(張春興、林清山，民 98)。 

「壓力」是個人與環境中的人、事、物的一種特別關係，這種關係

被評估是有心理負擔的、危害心理健康及個體綜合福祉的概念(鄭照順，

民 88)。而壓力被認為是人類本身的反應狀況，會使人造成生理上、情緒

上或行為上的轉變，也會使得身心健康造成危害(蕭鵬卿、湯玉英，民 93；

Selye, 1983)。壓力同時也是干擾個人的心理平衡引起緊張或威脅，且個

人必須去改變或再適應的環境事件，也能造成正面或負面的效應(Morris,  

Kumar, Amar, Bowles, Dianna, Cuming, Andrew, 1990; Zinbardo, 1988)。然

而太多壓力會導致退縮，而太少的壓力反而會讓其安逸、懶散。而對此，

我們可以用正向方面思考，壓力可以成為進步的動力，但負向思考方面，

壓力則可能影響生理、心理失衡，也會衍生出問題行為。 

2.2.1 學習壓力的定義 

學習壓力是學生在學習過程當中可能遭遇到來自於個人因素、外在

環境對學習表現的要求等，經由本身的主觀認知後，足以讓學生產生懊

惱、憂慮、煩躁不安的情形(黃琪媚，民 93)。 

在探討學習壓力源內涵中，若針對每一位個體對壓力的感受程度不

同，若可以使個體的身、心、靈產生刺激即可稱為「壓力源」(歐姿妤、

梁偉明、黃貞觀，民 93)。學習壓力的來源對一般學生而言，常會因為家

人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系上師長的期許、同學之間相互比較與

競爭等外在環境中所引起的刺激而產生壓力源(廖鶯娥、黃成財、王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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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堯，民 95)。部分學者亦發現大專學生的生活壓力事件包括有課業壓

力、考試壓力、課程學習的適應、師生問題、人際關係、感情壓力、家

庭互動、個人生理與心理問題、前途規劃等(鐘菁，民 84；陳慶福等，民 

81；謝琇玲等，民 84；陳惠敏，民 88；Bash, Kersch, 1986; Hamburg, 

1981)。也有許多研究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感受到的壓力與困擾的研究

顯示個人、同儕團體、教師及父母等重要他人對學生學習壓力源存在著

密切的影響 (鍾菁，民 85/民 85a/ 民 85b；吳明隆、陳昭彬，民 84；

Bayley, 1984；Bell, 1991；Gray & Rottmann, 1988；Hale, Greenberg, & 

Ramsey, 1990； Roberts, 1989；Roberts & White, 1989；Shirom, 1986；

Villanova & Bownas, 1984) 。然而，多數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必定會產生學

習困擾與學習壓力等問題 (Chandler, 1985；Rutter, 1985；Bray & Anderson, 

1982)。 

2.2.2 學習壓力之相關因素影響 

吳明隆與陳昭彬(民 84)針對國小中高年級學生之調查研究，發現國

小學童所感受到的學習壓力依序為：1.成績差距；2.課業壓力；3.他人取

笑；4.同儕冷落；5.考試受罰；6.強迫學習。Romano(1997)也同樣針對國

小四~六年級學童進行壓力源研究，整理出二十二項壓力源，其中前五項

的壓力源約占所有壓力源60%，分別是：1.考試；2.學業；3.口頭報告；

4.同儕關係；5.運動表現，這五項壓力源幾乎都來自於學校的壓力。另外

劉寶(民 92)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學習壓力研究，分為四個層面：1.同

儕取笑壓力；2.考試受罰壓力；3.強迫學習壓力；4.課業壓力等。國外學

者近年來多位學者將學習壓力形成原因歸納為：課業壓力、考試受罰、

強迫學習、同儕取笑、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等(王淑卿，民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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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榮鍵，民 96)。而國外學者Paterno, Henderson & Dicky (1987)的研究中

表示，學生所覺知的壓力，可歸納出八種類型：1.學校的作業和成就；2.

同儕關係；3.師生關係；4.家庭事件；5.身體的傷害、死亡；6.上學後失

去個人的空間造成不便；7.常規；8.其他方面等。Helms & Gable (1990)

研究也指出3-12歲學生的壓力來源：1.師生交互作用；2.學業壓力；3.同

儕交互作用；4.學業自我觀念等。由上述各學者所提出的學習壓力相關因

素，可看出東西方學生對於學習壓力來源之定義略有不同。 

本研究綜合上述學者所提出之學生的學習壓力源，歸納為個人、家

庭、學校及社會等相關因素，但由於每一位學生對壓力源的感受程度不

同，且因個人因素、學習狀況及內、外在環境的差異產生不同的結果，

而有不同的壓力感產生，因此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情境僅針對個人因

素之「自我壓力」與學習狀況之「課業壓力」兩個層面來作為本研究學

習態度所要探討的內涵。 

2.2.3 學習壓力之相關研究 

學習壓力對學生的影響方面，國內學者張春興(民 81)認為，考試是

一種壓力，考試在適度的難易下，考試壓力為激勵學生進取的ㄧ種手段。

多數學生為了要達到個人的某些目的，例如：獎學金申請、老師表揚、

同儕競賽等，設立目標的壓力的確可以是激勵進取的一種手段。此外，

吳明隆與陳昭彬 (民 84)也表明學生有適當的壓力是可以幫助學生的學

習，但過度的壓力則不利於學習。因此說明了，壓力對學生的影響可以

是助力但也可以是阻力。適度的壓力有助於學業成績改善，是進步的原

動力，而太多或太少的壓力都對學習者的表現有負面的影響，進而成為

一種惡性循環(吳靜吉，民 73；Kaiser & Polczynski, 1982; Ovcharch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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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 Petzel, 1982; Dembroski & MacDougall, 1982; Meisenhelder, 

1978)。 

2.3 學習態度 

Fishbein (1967)認為態度是透過學習或經驗所獲得的內部回應。而國

內學者楊朝祥(民 73)認為態度是：一個人對特定事物的觀感、看法。一

般而言，個體抱持的態度具有以下特性：針對特定對象、一種假設的概

念組織、具持久性的行為傾向(林生傳，民 83；張春興，民 84)。然而，

態度是由許多信念組成，即具有「積極」與「消極」或「好」與「壞」

或者是「正向」與「偏差」之分，並可能引導產生某種特定的行為（池

進通、李鴻文、劉慶湘、許志賢，民 96）。但由於態度無法直接看見、

感覺或接觸到，只能從個人某些特定行為加以推測，或透過各種情境、

事件等間接方式，引起個體的反應或表現，從而推斷其態度(楊朝祥，民 

73)。態度的形成甚至於態度的改變都是一種社會化學習的歷程，而學習

態度是決定學習者的想法與行為動力以及學習者對於學習環境、教師、

課程的態度，也會影響其在學習環境中的表現。 

2.3.1 學習態度之定義 

學習態度是指，學習者在環境影響中對於所學的事物內容抱持正面

或負面之評價。然而，學習者會因學習前的心理狀況的差異，在學習過

程中產生不同的心理狀況，導致每個人的學習態度不盡相同，學習結果

亦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影響學習的因素可區分為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

外在因素即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環境因素；內在因素為學習者個人的

生、心理因素，包括：自身學習能力、學習方法與策略、學習動機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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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三方面，其強弱將影響個人的學習成效(林建平，民 86)。因此，引

導學生正確的學習態度，是增強其學習成效的方法之一。 

學習態度易有狹義與廣義的解釋，根據賴保禎(民 69)、朱敬先(民 84)

等相關研究指出，狹義的學習態度主要包含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針對課

程進行的學習計劃、自我學習方法（例如閱讀、筆記、摘要、記憶、預

習、解決問題、時間運用等）、養成學習習慣、增進自我學習慾望、考

試前相關準備等。學習態度廣義的解釋部分，本研究綜合吳武典(民 60)、

秦夢群(民81)等人之相關研究進行說明，廣義的學習態 度包含學生在學習

時所可能接觸的人、事、物在內，內含則包括對於課程安排的態度、對

課業上學習的態度、對授課教師的態度、對同儕的態度等，甚至還可以

推至未來規劃的態度等。 

2.3.2 學習態度之相關研究內涵 

一般而言，影響學習的因素可區分為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外在因

素即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環境因素；內在因素為學習者個人的生、心

理因素，包括：自身學習能力、學習方法與策略、學習動機及態度等3方

面，其強弱將影響個人的學習成效(林建平，民 86)。然而有關學習態度

研究，會因為研究主題、目的與對象不同，其探討項目也不盡相同。早

期國內學者吳武典(民 60)將學習態度分為：1.對學科態度；2.對學校態

度；3.對老師態度；4.對同學態度；5.對自己態度。演變至今，學習態度

的內涵可歸納為四大項：1.對學習環境的態度；2.對教學方式的態度；3.

對課程的態度；4.對自我學習的態度。然而這些因素會因學習者的性別、

年級、就讀學科、學業成就、家庭社經背景等，而有不同(秦夢群，民 81；

游萬來、楊敏英、廖珮泠，民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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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Weinstenin(1981)之研究指出，學習態度的研究內涵還要包括：

態度、動機、時間管理、焦慮、選擇、訊息處理、學習輔助術、自我檢

測、考試技巧等。而國內林寶貴、錡寶香(民 91)認為學習態度研究內涵

應包含學習方法、技能、學習習慣、學習慾望等。另外還需要有學習習

慣、學習方法與學習動機(Webb, 1989)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情境僅針對學習態度的「學習慾望」與「個

人因素」兩個內在層面來作為本研究學習態度所要探討的內涵。 

2.3.3 學習態度之相關研究 

Ellish(1969)研究中認為，學生對學校的態度會反映在學習表現上，

即學生對學校抱持負面態度會讓學習產生抑制效果，且有可能產生拒絕

學習的行為反應產生。Fisgbein & Ajzen(1972)表示，學習態度是學習者對

於學習贊成或反對的表現。然而，如何增進正向學習態度的產生，為此

張新仁(民 71)指出學習態度是後天環境塑造，是種現象非天生本質，所

以學習態度具有可變性，因此，學習者可以透過適當的輔導教育措施來

培養正確且正向之學習態度。而學生對於學習環境的喜愛或厭惡程度會

影響自身學習動機與效率，積極的學習態度可以讓人喜好參與學習為理

想的學習基礎，但消極的學習態度會使人拒絕學習，最終會影響學習效

果( Towle, 1982；李明昌，民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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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習滿意度 

滿意度(satisfaction)是一個多面的概念，人格特質之一，也是一種態

度、感覺，其意義會因對象、目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郭生玉，民 79)。

Martin於1988年時曾將滿意(satisfaction)定義為：「個人對獲得經驗的期

望，與它所感受到經驗的實際結果之間的一致性，當所感受到感覺的等

於甚至超過所期望的想法，即為滿意」。而Flammger(1991)將滿意度界定

為需求和需要的應驗；完滿的愉悅、足夠的感覺。國內學者陳瑾茵(民 96)

進一步定義學生的滿意度 "satisfaction" 是指學生對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

度，學生有高興的感覺或積極的態度即是滿意反應，反之，出現不高興

的感覺或是消極的態度即是不滿意。 

2.4.1 學習滿意度之定義 

Abraugh (2000)認為學習滿意度的涵義是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

一種個人內在的感覺或態度，並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之慾望需求獲得滿

足與達成的程度。即學習滿意度是指參與學習活動的感覺或態度。Tough 

(1979)將「學習滿意度」定義為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所得到的感覺與態度：

內心感到高興或表現出積極的態度是謂滿意，內心感到不高興或表現出

消極行為則表示不滿意。然而學習滿意度是源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於

自我內在需求的實現，需求的層次與方式會因學生個別差異、學校學習

環境之不同而有異，因此個人對學習滿意程度的高低，亦視所定的各相

不同的因素來源而決定（郭遐煒、高文揚、黃妙國，民 96）。 

而周春美、沈健華(民 84)則認為學習滿意度是指學習者對於學習整

體的感覺或是一種情感性的反應，這種感覺是來自個人的特定環境中，

實際獲得的學習內涵與其預應獲得的價值差距，如果差距愈小，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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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愈高；反之，差距愈大，滿意的程度愈低。然而學習滿意度亦可取決

於個人的「期望水準」與「實際所得的結果」相比較後的一種差異程度

(Domer、Carswell & Spreckelmeyer, 1983)。 

而黃玉湘(民 91)認為學習滿意度為學習者參與學習活動後，能達成

學習前所預期的目標及學習需求獲得滿足；在學生心理上產生愉悅的感

覺，並對學習活動有更積極的態度。這種態度的形成是因為學生喜歡該

學習活動，而在學習過程中希望本身的願望、需求可以達成。然而對於

不同的學習者而言，對於相同課程會有不同的期望，所重視的學習項目

也不同，相對於學習滿意度的高低也不盡相同。本研究整理學習滿意度

定義相關文獻如下表所示： 

綜觀上述之學習滿意度相關理論所述，學習滿意度是衡量學習成果

的主要項目之一，亦可藉由學習者對課程產生不滿或負面回饋來對課程

做修正(Binner et al., 1994)，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學生滿意度

是要著重在學生於學校中的整體學習經驗，探討學習滿意度的因素題項

要關係到學生真正關心的問題(Browne, Kaldenberg, Browne, & Brown, 

1998)。 

2.4.2 學習滿意度之研究內涵 

學習滿意度的形成並非只由單一要素形成，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之

因素是綜合性的，林博文(民 88)歸納學生的個人因素、教師因素及學校

因素三項微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的原因。但除了學生個人因素外，外在

的因素例如：教師、課程規劃、學習環境、家庭因素等都可以影響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的滿意程度(王秋華，民 90)。黃玉湘(民 91)綜合國內外學

者對於學習滿意度因素與層面之論述，將學習滿意度分為六個向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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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1.學習環境；2.學校行政； 3.教師教學； 4.課程內容； 5.學習成

果； 6.人際關係。Domer等(1983)應用Herzberg 提出的工作滿意理論於

學生學習滿意度上，認為影響學生學習滿意度的激勵因素是學生本身內

在的因素，如學習成就感、教師與同學的認同、學習本身等。 

由於上述文獻，要使學生學習滿意最重要的成分是要考量來自於學

生的心理因素(Anderson, 1976; Noel, 1976)。要使學生內心感到滿足，因

此，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情境僅針對「學習過程」與「學習成就」兩

個層面來作為本研究學習滿意度所要探討的內涵。 

2.4.3 學習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Hoyt(1973)的研究表明，學習者的 參與動機越強則會越滿意其學習活

動，會影響對學習滿意度的判斷。而在性別方面的研究，陳李綢(民 72)

發現，男性與女性對於學習滿意度的程度大致相同，大多以學校能給予

智能成長程度最高。然而學習滿意度亦是種主觀的學習經驗，此種學習

過程的經驗能讓學習者感到愉悅或學習者的需求能得以獲得滿足(黃玉

湘，民 91) 。學生處於學習中，如果可以讓學生產生學習的興趣，增進

學習動機與態度，將會增加學習滿意之程度，進而提高學習的效率(張榮

勳，民86；陳偉瑀，民 87；曾智檉，民 98)。學生的學習知識提升，相

對的也會使得學習滿意程度提升(Cooper & Bradshaw, 1984)。Field 和

Giles(1980)針對研究所的學生為對象，其量表分為八個層面，分別為：教

師的學術性啟發、同儕之學術性啟發、參與學校行政決策、同學間的人

際關係、師生關係、計畫活動的自由、學業成就及學習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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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宗教信仰 

「信」又為萬法之首，心中若對萬法不信，萬法即難成立。《華嚴

經》(賢者菩薩品)稱「信為道元功德母，信是寶藏第一法」(引述楊中傑，

民 91)。「信」是種人生的重要態 度，代表著對某人或某事的一種依賴；

當人們所相信的真理很重要時，便會使用含有欽佩與虔誠意義的「信仰」

一詞。「信仰」是指對某種主張、主義、或神的旨意的信服與遵從，並

把它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也是對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選擇與持

有。信仰也具有一種意志與動 力，可以引導生活的方向(劉承宗，民 96

吳寧遠(民86)將天主教、基督教定義為基督宗教，因為這兩個宗教原

是同個來源，它們的信仰中心都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的救主。接著以新

)。 

2.5.1宗教信仰之定義 

宗教的定義方面，綜觀全球有多少宗教存在就有其多少種的宗教定

義準則所在，而中西方對宗教的定義也大不相同。英國學者 Muller(1989)

認為，宗教是一種對神靈的信仰，具有三層面之意義，即信仰的對象、

信仰的力量與信仰的表現。然而宗教的產生是基於人的需要，人只要有

了生死的問題，便離不開宗教，因為宗教會領導生命的大方向，能與生

命之過去、現在、未來相連結。宗教的發展，是要合乎人性的必要性，

但是也可能衍生出社會問題，例如邪教的產生等，信仰最怕就是諸如此

類的信到邪教。然而一個好的宗教只有包容性，沒有排他性，因為每個

宗教信仰無論是信仰上帝、阿拉、佛陀、乃至民間地方性的信仰也好，

其實都是信者自己心中描繪出來的對象，其意義是相同的。總而言之，

人類是宗教的動物，除了物質所需外，還要心靈、藝術、信仰等生活的

需求，有了信仰，人生才有目標，心中才有主(星雲，民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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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聖經作為探討，整部新約聖經主要在敘述耶穌基督是救世主，祂如何

來這世上、如何以言行表現出他是救世主，要人們對他有信仰。此信息

可在若望一書第四章第八至十一節做總結：「天主是愛。天主對我們的愛

在這世上已顯出來：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上來，好使我

們藉著他得到生命。愛就在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祂愛了我們，

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做贖罪祭。」從這可以看出整部聖經是一部救

贖史，呈現的是天主如何來救贖人類。因此每當人們有心靈上有苦痛、

不安、惶恐等負面情緒，信徒可藉由禱告與懺悔禮(告解)等宗教儀式來獲

得心靈上的救贖。 

2.5.2宗教信仰之相關要素 

Glock(1969)研究指出，宗教不是一個單一變項，它是由五項要素所

組成，即為：1.宗教信念(意識形態)；2.宗教侍奉(儀式)；3.宗教感受(個

人經驗)；4.宗教知識(心知)；5.宗教效果(結果)。然而  Hill & Hood 在 1999

年回顧 120 種宗教性的心理測量量表，歸納 17 種類型：1.宗教信仰與實

踐；2.宗教態度；3.宗教組織；4.宗教承諾；5.宗教經驗；6.宗教發展；7.

宗教與道德價值或個人特質；8.多面向的虔誠度；9.宗教因應與問題解

決；10.靈性與神祕感；11.神的概念；12.宗教的基本教義；13.死亡或來

生觀 14.神的實踐或宗教歸因；15.寬恕；16.宗教制度性；17.宗教相關建

構等。 

鄭書青(民 89)研究宗教信仰防治青少年偏差行為上，從社會控制理

論、社會緊張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觀點，提出宗教信仰要素為：1.宗教態

度；2.宗教活動；3.宗教抱負；4.宗教理想；5.宗教舒緩功能；6.宗教學習

功能等六個變項來了解青少年宗教信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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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情境僅針對「宗教態度」與「宗教功能」兩

個層面來作為本研究宗教信仰所要探討的內涵。 

 

2.5.3 宗教信仰之相關研究 
1990 年台灣省民政廳所公佈的一份「宗教對社會功能意見訪問報

告」認為，擁有正確的宗教信仰對於教化人心、促進社會和諧有幫助者

佔百分之九十三點九(林蓉芝，民 84)。瞿海源(民 86a)研究指出，大部份

民眾對於宗教的社會功能具有較正面的評價。而國外學者 Mikhail(1998)

在蘇俄以年齡在17 歲至26 歲的1974位年青人為樣本，發現只有少數人

對宗教信仰持否定的態度；另一項研究指出，根據Gallup與Bezilla在1992

年的研究報告說明，有76%的青少年(13-17歲)相信上帝，29%相信經驗過

上帝的存在，74%至少有時會禱告，48%在過去七天內上過教堂；這結果

說明了青少年對於宗教信仰的態度大多抱持肯定的正向態度。而國內學

者黃韞臻、林淑惠(民 97)與尹美琪(民 77)曾就大學生宗教信仰與人生意

義感、心理需求及心理健康之關係進行研究，指出具有宗教信仰的大學

生比沒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較可以肯定自我人生之意義，宗教態度高分

組較低分組更具人生意義感，且心理健康情形較佳。宗教信仰常是人們

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一部份，也是安定人心，使人心幸福的重要因素。 

鍾秋玉(民 95)研究指出，大專生信仰佛教動機是希望可以藉著宗教

「了解生命的意義」也能夠「減少煩惱」，但青年學子在信仰前，抱持的

生活經驗較一般學生負面，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人生苦多樂少、生命

的不幸、人生到頭空虛等負面感受較一般大學生來的強烈。這些負面的

感受對於青年學子投入宗教有密切的關連，然而同時發現，參與宗教社

團的學生是希望自己可以改變外在的環境，而不是去遷就環境讓自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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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適當中。 

當人們遇到挫折、飢荒、疾病、動亂或種種天然災害，無論是什麼

的挫折、失敗，人們通常都會飽受折磨、身心俱疲，許多宗教信仰都發

揮相當重要的救援角色。絕大多數人會尋求信仰寄託，亦希望能藉由信

仰的力量脫離困境，獲得救贖。著名心理學家 Paul Pruyser (1968)表示，

宗教就好比是個救難員，當有人喊救命時，它就會挺身相助。而維繫人

類生存的力量之ㄧ，就是「盼望」，人們盼望藉助信仰的力量能夠超越生

命的有限性，克服生存環境中所帶來的挑戰。透過信仰，即使身體的傷

痛與生活的挫敗仍在，人們往往變得可以理解生命中的挫敗，甚至認為

這樣的遭遇是上天給予他們的考驗與磨練，因為這樣的信念就能激起逆

境向上的力量。 

當我們的社會充斥著各種災難和危機，而人類的科技理性不但無法

有效解決、甚至可能更加沉淪的時候，此時人們失去信心，缺乏能力，

往往會去找神，從宗教尋求精神支持和安慰。或許他們並無宗教信仰，

但在面臨災難和危機時，還是會求助於宗教。許多心靈受到創傷的人，

往往在進行了宗教儀式，得到神父、牧師的協談輔導或是師父的開示之

後，果然重新得到了生存的勇氣。就宗教信仰的功能而言，人從社會現

實生活中產生了不安及困頓，期待藉由宗教來解決其問題，此時信仰該

給予人的，不應只是麻醉地撫慰，更應該是實際問題的解答，它應該幫

助人發現自己的真正需求，了解人們生存需求和現實社會中的矛盾，重

建人類能力，進而改變人也改變社會(蔡維民，民 93)。在心靈上，我們

能清楚的暸解自己和生活週遭的環境，而選擇適合自己的生命方向，然

而，我們會面臨考驗與痛苦的經驗，每一個生命都會經過痛苦，這些的

痛苦可能會導致我們毀滅，這對解放神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現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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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以讓我們學會，如何從痛苦深淵解放出來，邁向人生命的圓滿(武金

正，民 98)。 

2.6 各構面之相關影響 

本節將介紹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

仰之間之關係。 

2.6.1 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之影響 

心理學家Frankl(1962)認為，當發現逆境的意義時，可以讓自己減少

痛苦的程度，因此釐清逆境所帶來的意義將會給予我們利益。所以我們

應該增加自己應付逆境的技巧、了解有關逆境方面的成因與類別等知

識，進而提高自我效能，如此一來就能夠提高本身面對未來壓力的能力。

而Stoltz (1997)進一步提出，個體能夠對絕望免疫時，也就是遇到挫折時

能夠相信經由努力便能夠影響改變的人，則能夠克服壓力繼續向前，不

被沮喪打倒。

學習壓力對學習滿意度的影響方面，國內學者張春興(民 81)認為，

考試是一種壓力，在適度的壓力下可以成為激勵學生進取的ㄧ種手段。

那學生內心期望達到滿足時，設立目標的壓力自然提升學習之滿意度。

此外，學生有適當的壓 力是可以幫助學生的學習，有助於學業成績改善，

是進步的原動力  (吳靜吉，民 73；吳明隆、陳昭彬，民 84；Kaiser & 

Polczynski,1982; Ovcharchyn, Johnson & Petzel, 1982; Dembroski & 

綜合以上文獻整理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1：逆境商數對學習壓力有顯著負向影響。 

2.6.2 學習壓力與學習滿意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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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Dougall, 1982; Meisenhelder, 1978)。綜合以上文獻整理推論，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說： 

H2：學習壓力對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2.6.3 逆境商數與學習態度之影響 

Stoltz (1997)研究發現，比起樂觀的孩子，以悲觀態度面對挫折的孩

子學習力與表現都較來的差，所以抱持著正向的學習態度則有助於學業

成績的提升。在逆境中我們採取的態度，是我們面對逆境後成敗的關鍵

之ㄧ。樂觀看待逆境的人，更積極進取、希望改變結果的信念強烈，改

變結果的能力也就越強，而悲觀回應逆境的人，則比較被動，行事謹慎；

積極回應逆境的人比較可能維持追求成功時所需的精力、專注和活力，

而消極回應的人則會喪失活力，或根本放棄去嘗試(林俊雄，民 90)。然

而 有目的地對大學生進行挫折教育，將有效提高大學生的心理健康與態

度(Ao, Deng & Wu, 2009)。

影響個人學習成效因素主要來自外在因素的學習過程之環境因素與

學習者個人的學習態度強弱 (林建平，民 86)。Ellish(1969)研究中認為，

學生對學習成果所抱持的態度會反映在其學習表現上，即抱持負面態度

會讓學習產生抑制效果。而學生對於學習環境的喜愛或厭惡程度會影響

自身學習動機與效率，積極的學習態度可以讓人喜好參與學習為理想的

學習基礎，但消極的學習態度會使人拒絕學習，最終會影響學習效果

綜合以上文獻整理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3：逆境商數對學習態度有正向影響關係。 

2.6.4 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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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le,1982；李明昌，民 86)。綜合以上文獻整理推論，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說： 

H4：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2.6.5 逆境商數與學習滿意度之影響 

Clifford(1988)指出，擁有挫折復原力的人，雖然存在於挫折或失敗之

中，卻能增加個人對於工作的興趣和毅力使得個體仍願意再次投入工作

表現之中。當面臨壓力情境時，深信藉由自己的努力，能有效克服逆境

的衝擊，對於工作抱持較多熱情，容易受到激勵，因而對工作內外在滿

足獲得也較高(沈昭吟、張瑞真，民 98)。D’ Souza (2006)針對孟買中學生

進行逆境商數與學業表現探討，研究指出，學生克服逆境會導致良好的

學業表現產生(D’Souza, 2006; Zhou, 2009

而宗教信仰也能夠幫助青少年解決壓力與困境，也可以給予精神方

面的指導，讓人找回正向的力量，然而，許多人也堅信良好的價值觀的

培育是源於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防止許多高危險行為的有效保護措施

)。 

H5：逆境商數對學習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2.6.6 宗教信仰對於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影響 

Levinson(1978)研究發現，宗教信仰可以影響人們的自我認同感，內

心較有安全感與穩定性，有虔誠宗教信仰的人較可以擁有健康的自我概

念。擁有宗教信仰的人，較能夠從逆境中得到利益，較不會與人計較

(Tedechi & Calhoun,1996)。透過信仰，即使現實生活中挫敗仍在，當事

人往往變得可以理解生命中的出現挫敗的原因，並能進一步藉信仰建立

有意義的人生(劉承宗，民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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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美惠，民 94)。鍾秋玉(民 95)研究指出，大專生信仰佛教動機是希望可

以藉著宗教「了解生命的意義」避免陷入無謂的負面情緒當中，也能夠

「減少煩惱」，增進其滿意度。 

然而諸多學者認為，宗教信仰是有效對付壓力的方式之ㄧ，個人擁

有積極且正向的宗教信仰可以有效解決壓力，使壓力獲得舒緩(葉重新，

民 86；莊淑灣、呂錘卿，民 94)。有宗教信仰的人們，具有較佳的壓力調

適能力，社會支持資源較為充裕、看待事物較為正向，間接會使得學業

成績表現較好(蕭雅竹、黃松元、陳美燕，民 96)。 

楊淑貞、林邦傑、沈湘縈在民國 96 年研究發現，透過宗教活動(禪坐)

產生的自我療癒力可以有效降低壓力，並且可以提高幸福感，這種自我

療癒力還能有效降低憂鬱與焦慮。因此，本研究綜合上述各文獻提出以

下假設： 

H6：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具干擾效果 

H7：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與學習態度具干擾效果 

H8：宗教信仰對學習壓力與學習滿意度具干擾效果 

H9：宗教信仰對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具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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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欲探討南部大專院校之學生的逆境商數對學習壓力、學

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仰之影響。透過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

發展出屬於符合本研究動機與目的之研究方法。以台灣南部嘉南高屏地

區之大專院校學生為主要對象，採用隨機抽樣方式。並依循Paul Stoltz 

(1997)的AQ測量問卷與文獻探討之國內相關學者研究結果，經綜合整

理，依本研究所需要各層面內涵選取適當之題目加以修改自行編制「學

習壓力量表」、「學習態度量表」、「學習滿意度量表」、「宗教信仰

量表」等，為前測調查問卷。發放給台灣南部地區大專院校之學生進行

前測與問項修正，以求符合反映現實情況，進而確認本研究的正式問卷。

以下分別就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變項操作性定義、研究對象、研

究工具及資料分析等加以說明。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達研究之目的，首先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建立其理論

性架構進而形成本研究假設。以求了解各變項之內涵及相互關係。爾後

對於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依據文獻探討發展出逆境商數與學習滿意度的

因素架構，以探討兩變數間的研究假設，同時也探討宗教信仰交互作用

下的調節關係，是否影響學習滿意度等相關議題深入探討。以逆境商數

為自變項，學習滿意度為依變項，宗教信仰為干擾變數，交互作用效果

分析以探討這些變項間的關係和影響。樣本來源以南部公私立大專院校

學生為對象，並進行研究探討驗證。本研究觀念性架構如圖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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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之觀念性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大專院校學生之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

習滿意度與宗教信仰的關係。因此，根據本研究架構提出以下的假說： 

H1：逆境商數對學習壓力有顯著負向影響。 

H2：學習壓力對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逆境商數對學習態度有正向影響關係。  

H4：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逆境商數 

控制能力 

起因責任 

影響範圍 

持續時間 

學習壓力 

自我壓力 

課業壓力 

學習態度 

學習慾望 

個人因素 

學習滿意度 

學習過程 

學習成就 

 

宗教信仰 

宗教態度 

宗教功能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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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逆境商數對學習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6：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具干擾效果 

H7：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與學習態度具干擾效果 

H8：宗教信仰對學習壓力與學習滿意度具干擾效果 

H9：宗教信仰對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具干擾效果 

3.3 研究變數操作性定義及衡量 

本研究之衡量工具包括AQ量表、學習壓力量表、學習態度量表、學

習滿意度量表、宗教信仰量表以及個人背景資料等六部份。除AQ量表為

心理測驗量表評定尺度係採取語意差別法以外，其餘量表皆採用李克特

五點尺度，以各量表每一題得分加總平均計算各別變數的分數。本研究

變數操作型定義與衡量工具來源，如表3.1所示。 

依本研究文獻探討及研究架構，將研究中各研究變項的操作性定義

說明如下： 

 

 

表3.1 本研究變數操作型定義與衡量工具來源 

構 
面 

衡量 
變數 構面解釋 衡量工具來源 

逆

境

商

數 

C控制 
 能力 逆境事件的掌握與控制能力。 

Stoltz,1997 

O2 逆境事件的起因和責任歸屬，亦為面對逆境

能勇於承擔責任而非自責沮喪。 
歸因 

  責任 
R影響 
 層面 逆境影響個人的層面範圍。 

E持續 
 時間 逆境讓人受挫深度與持續低潮的時間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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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衡量 
變數 構面解釋 衡量工具來源 

學

習

壓

力 

課業 
壓力 

在課業學習上感受到來自己或他人， 或來自

外在環境對課業表現的要求，造成學生生活

上的困擾，進而引起身心上的不適應。 

金武昌，民93；
王淑卿，民93；
劉寶，民92；林

美蓉、林志聖，

民95；洪榮鍵，

民96 
自我 
壓力 自我期許、既定目標所造成的自我心理壓力 

學

習

態

度 

學習 
慾望 對於學習所抱持的動機或評價。 戴振堯，民 96；

黃港友，民 92；
許定邦，民 91，  個人 

因素 自我能力與條件評定。 

學

習

滿

意

度 

學習 
過程 整個學習的過程中之滿意程度 池進通等，民

96；鄧之卿，民

95；黃明玉，民

92  
學習 
成就 學習後對於自我能力的滿意度 

宗

教

信

仰 

宗教 
功能 

宗教可以帶給人在心靈上、情緒上的力量，

給予人無窮的正向力，相信透過做好事等正

向力來改變命運。 

劉美惠，民94；
鄭青書，民89；
瞿海源，民86a ; 
民86b  宗教 

態度 
認為宗教是每個人都需要的而在生命過程中

都與宗教息息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抽樣方法與研究對象 

問卷初稿設計完成後，本研究於正式問卷發放前，先將問卷之內容

與相關學者討論修改後進行前測問卷發放。樣本來自於嘉義、台南、高

雄、屏東四地區，採便利抽樣方式，每一地區抽取一所大專院校學生進

行前測。共計發放80份問卷，有效問卷61份。前測問卷分析，Tabachnica 

3.4.1 前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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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idell(2007)提出因素負荷量理想值之標準指出，當負荷量大於0.63

時，該因素可解釋觀察變項40%之變異量，是非常好的狀態，因此本研究

刪除各構面因素負荷量小於0.6之題項。各構面的Cronbach’s α 值皆超過

0.7以上，結果如下表3.2所示 

表3.2各構面之前測結果分析 

構面 逆境商數 學習壓力 學習態度 學習 

滿意度 
宗教信仰 

Cronbach’s α 0.788 0.805 0.853 0.820 0.88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2  正式問卷 

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方式。以南部公私立大專院校學生為抽樣母

體。問卷發放方式為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四個地區，每地區隨機抽

取五所大專院校，於2009年六月開始施測，經過多次追蹤後於2009年九

月底完成問卷回收統計，總計發出700份問卷，

3.5 研究方法 

回收451份問卷，剔除無

效問卷93份，有效問卷358份，問卷回收率64.43%，有效問卷率79.38%。 

本研究針對上述各項研究假設，以南部大專院校學生為實證研究對

象，將樣本資料以適當統計方法分別加以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本

研究使用SPSS for Windows 12.0 統計軟體，本研究採用以下分析方法： 

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來分析樣本個人屬性的特徵；使用平

均數、標準差及變異數分析，以瞭解各量表之得分情形。

3.5.1 敘述統計分析 

用以了解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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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個人基本變項上，樣本特性的分布狀況。 

3.5.2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是將為數眾多的變數濃縮成為較少的幾個精簡變數的統計

方法，本研究以因素分析的方法，因素分析主要是研究一群觀察變數之

間相互關係的一種多變量統計技術，其作用將一群相互關係的變數，精

簡為少數相互獨立之因素，以縮減原始資料構面。目的在以最少的因素

代表所有的觀察變項。並判定量表的因素結構及建構效度。 

3.5.3 信度分析 

問卷根據過去學者理論內容修改而成，必須測試其信度，以確定研

究工具之內部一致性。本研究以Cronbach’s α 值檢定各量表及分量表之

內部一致性，作為量表之信度評值。 

3.5.4 相關分析 

以Pearson's 積差相關分析，來驗證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

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仰各變項間的相關程度。 

3.5.5  路徑分析 

路徑分析是根據理論文獻，遂提出路徑模型，此分析是將每個內衍

變項是為一個迴歸模型，分別將內衍變術進行分析後再加以組合，即可

得到路徑分析之結果。 

3.5.6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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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在解釋與預測學習滿意度之能

力與相對關係。分別以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及學習態度為自變項，學習

滿意度為依變項，進行逐步複迴歸分析，以瞭解學習滿意度的預測因子。

另使用層級迴歸分析，探討逆境商數對學習壓力及逆境商數對學習態度

與宗教信仰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對學習滿意度的影響。 

3.5.7 獨立樣本T檢定  

適合用於檢定兩組樣本平均數的差異，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

驗宗教信仰的有無之二分變項，在逆境商數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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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研究總共寄發出700份問卷，回收451份問卷，首先將填答不全之

問卷加以刪除，剔除無效問卷93份，有效問卷358份。再將整理後的有效

資料予以編碼建檔，使用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for Windows 12 統計套裝軟體做為分析工具。 

1. 性別： 

4.1 樣本描述 

以女性的樣本數最多，有222人，佔了全體樣本的62%，男性有136

人，佔了全體樣本38%。 

2. 學院別： 

以其他學院別的學生(24%)居多，本研究認為，每個學校對於學系的

學院歸屬或學院命名有異，各校沒有統一或規定之學院名稱，因此本研

究只能概括基本之學院別來上受測者選填。第二多數為工學院(16.5%)、

農學院(14%)、管理學院(13.4%)。 

3. 年級： 

以大學二年級學生居多，有109人，佔全體樣本的30.4%，其次為一

年級與三年級分別有86人皆佔全體樣本的24%。最後為四年級學生，有76

人，佔全體樣本的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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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齡： 

以二十歲人數居多，有180人，佔全體樣本的百分比為50.3%，其次

為21~25歲人數其次，有174人佔全體樣本的48.6% 

5. 宗教選項： 

沒有宗教信仰的學生居多，共有131人，佔全體樣本的36.6%，其次

為佛教徒25.7%，道教徒24.3%。 

 

表 4.1 
變項 

樣本特性描述性統計量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 
變項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 136 38.0 年齡 20 歲以下 180 50.3 

 女 222 62.0  21~25歲 174 48.6 
學院 
別 

文學院 39 10.9  26~30 歲 4 1.1 
法學院 4 1.1 宗教 

選項 
天主教 8 2.2 

 商學院 23 6.4 基督教 16 4.5 
 理學院 23 6.4  一貫道 16 4.5 
 教育學院 18 5.0  佛教 92 25.7 
 醫學院 5 1.4  道教 87 24.3 
 管理學院 48 13.4  回教 1 .3 
 工學院 59 16.5  無 131 36.6 
 農學院 50 14.0  其他 7 2.0 
 藝術學院 12 3.4 年級 一年級 86 24.0 
 其他 86 24.0  二年級 109 30.4 
     三年級 86 24.0 
     四年級 76 21.2 
     其他 1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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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與表 4.3 為本研究有信仰之大學生與無信仰之大學生逆境商數

程度之呈現。表 4.4 係綜合兩組樣本分數之比較。 

 

表 4.2 逆境商數變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有信仰 N=227) 

研究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量表總分 

逆境商數 121.98 16.33 65 166 200 

控制能力 30.50 5.74 12 45 50 

歸因責任 32.90 4.48 16 43 50 

影響層面 28.42 6.10 10 43 50 

持續時間 33.44 6.32 10 49 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 顯示，有宗教信仰之大學生的逆境商數程度平均落於 121 分，

而控制能力平均有 30.5 分、歸因責任有 33 分，影響層面有 28.4 分、持

續時間有 33.4 分。 

 

表 4.3 逆境商數變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無信仰 N=131) 

研究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量表總分 

逆境商數 119 12.52 88 157 200 

控制能力 29.61 5.01 18 44 50 

歸因責任 32.05 3.76 21 44 50 

影響層面 27.61 5.81 13 42 50 

持續時間 33.16 5.43 22 48 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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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顯示，沒有宗教信仰之大學生的逆境商數程度平均落於 119

分，控制能力平均有 29.6 分、歸因責任有 32 分，影響層面有 27.6 分、

持續時間有 33.1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4 顯示，擁有宗教信仰之大學生逆境商數程度分布於中與中上階

層，而沒有宗教信仰之大學生逆境商數程度則位於中與中下階層，由此

可見宗教信仰能夠影響我們的逆境商數程度，兩者息息相關。 

4.2 信度與效度分析 

表 4.4 逆境商數變項之次數分配表 (N=358) 

信度即為可靠度，意指量表所得的分數之一致性與穩定性。然而信

度又可區分為「內在信度」(internal reliability)與「外在信度」(external 

reliability)二大類。內在信度泛指每個量表是否測量單一概念，同時，組

成量表項的內在一致性程度如何，然而最常被用來衡量內在一致性的檢

定是為Cronbach’s α 統計係數。外在信度常指不同時間測量時，量表一

  有信仰之學生 無信仰之學生 

研究變項 分類 次數 百分比 累計(%) 次數 百分比 累計(%) 

逆境商數 

59 以下 - - - - - - 

60-94 7 3.1 3.1 2 1.5 1.5 

95-134 181 79.7 82.8 115 87.8 89.3 

135-165 38 16.7 99.6 14 10.7 100 

166 以上 1 4 1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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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信度。本研究即採取內在信度，研究問卷之各部分信度，就基礎研

究而言，合乎信度的最低標準0.50以上是可接受的最小信度值(Nunnnally, 

1978)。而本研究各變數之信度均符合此一標準，則表示其內部一致性高。 

本研究針對「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宗教信仰」

量表進行因素分析，用來驗證各因素構面與內容是否合乎各變數之定

義。本研究使用主成份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模式，抽取特

徵值 (eignevalue) 大於 1 的因素，並以直交轉軸法 (orthogonal rotation)

中的變異數最大法 (varimax)，進行因素之轉軸。 

以因素負荷量大於 0.5 的項目為各因素命名之依據（榮泰生等，民 

95），並以 Cronbach’s α 係數衡量各因素內項目之信度。在「學習壓力」

上，因素分析之結果，其解釋變異量累計為 62.140%，「學習態度」上，

因素分析之結果，其解釋變異量累計為 62.50%；在「學習滿意度」上，

因素分析之結果，其解釋變異量累計為 67.756%；在「宗教信仰」上，因

素分析之結果，其解釋變異量累計為 69.434%。 

「逆境商數」上各因素分別命名為：1. 控制能力 2. 歸因責任 3. 影

響範圍 4. 持續時間；在「學習壓力」上各因素分別命名為：1.課業壓力

2. 自我壓力；在「學習態度」上各因素分別命名為：1. 學習慾望 2. 個

人因素；在「學習滿意度」上各因素分別命名為：1. 學習過程滿意 2. 學

習成就；在「宗教信仰」上各因素分別命名為：1. 宗教態度 2. 宗教作用。

探索性因素分析數據及其命名，請詳見附錄二。 

本研究問項各構面之信度分析，其Cronbach's α 值逆境商數總量表

0.808；學習壓力總量表 0.810；學習態度總量表 0.767；學習滿意度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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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849；宗教信仰總量表 0.863。就基礎研究而言，合乎信度的最低標

準 0.70 以上是可接受的信度值(Nunnally, 1978)。而本研究各變數之信度

分析均高於此一標準，則表示其內部一致性高。 

本研究針對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

仰等研究變項採用 Pearson’s 積差相關係數分析，進行相關分析，詳見表

4.5。 

表 4.5 各變數 Pearson's 相關係數分析 

4.3 相關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控制能力 1            

2.起因責任 .310** 1           

3.影響範圍 .351** .245** 1          

4.持續時間 .374** .282** .390** 1         

5.自我壓力 .032 .018 -.085 .010 1        

6.課業壓力 -.060 .010 -.139* -.096 .536** 1       

7.學習慾望 .008 -.052 -.141* .014 .133* .054 1      

8.個人因素 .062 .027 -.032 .071 .188** .086 .505** 1     

9.過程滿意 .068 .060 -.114 .057 .299** .247** .411** .408** 1    

10.學習成就 .113 .056 -.042 .149* .386** .076 .330** .364** .527** 1   

11.宗教態度 -.088 -.030 -.076 -.053 .153* .227** .069 .128 .201** .226** 1  

12.宗教功能 -.089 -.066 -.165* -.036 .301** .228** .233** .288** .350** .396** .500** 1 

註： *P<0.05，**P<0.01，***P<0.001，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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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相關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逆境商數的「影響範圍」對學習壓力

的「課業壓力」、學習態度的「學習慾望」及宗教信仰的「宗教功能」皆

具有顯著負相關；逆境商數的「持續時間」對學習滿意度之「學習成就」

具有顯著正相關。學習壓力與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及宗教信仰皆有顯

著正相關。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學習成就」與宗教信仰之「宗教

功能」具有顯著正向關係。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仰具有顯著正相關。 

表 4.6 各構面 Pearson’s 相關係數分析 

 逆境商數 學習壓力 學習態度 學習滿意度 宗教信仰 

逆境商數 1     

學習壓力 -.184** 1    

學習態度 .146** .316** 1   

學習滿意度 .021** .312** .526** 1  

宗教信仰 -.166** .306** .303** .414** 1 

Cronbach's α 0.808 0.810 0.767 0.849 0.863 
註： *P<0.05，**P<0.01，***P<0.001，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各構面Pearson’s相關係數分析顯示，逆境商數對於學習壓力與宗教信

仰具有顯著負相關，而對學習態度則有顯著正相關；學習壓力對於學習

滿意度與宗教信仰呈現顯著正相關；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滿意度與宗教信

仰亦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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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研究針對逆境商數、學習壓力、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

影響進行路徑分析，以檢視各構面之間影響。 

4.4 路徑分析 

 
 

 

 

 

 

 

 

 

 

圖4.1 路徑分析意示圖顯示各構面間存在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將

路徑分析之結果整理至下表4.7。 

 

 

逆境商數 

控制能力 

起因責任 

影響範圍 

持續時間 

學習壓力 

自我壓力 

課業壓力 

學習態度 

學習慾望 

個人因素 

學習滿意度 

學習過程 

學習成就 

 

-.184** .181** 

.125* 

.487*** 

R2=.021 

R2=.316 

R2=.034 

.164* 

圖 4.1 路徑分析意示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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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各構面路徑分析之影響 

構 面 / 變 項 F值 β R² 

H1：「逆境商數」對「學習壓力」 7.862 -.184** .034 

H2：「學習壓力」對「學習滿意度」 24.318 .181** .098 

H3：「逆境商數」對「學習態度」 4.878 .164* .021 

H4：「學習態度」對「學習滿意度」 86.150 .487*** .277 

H5：「逆境商數」對「學習滿意度」 3.395 .125* .316 
註: *P<0.05，**P<0.01，***P<0.001，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7 得知，逆境商數 (β=-.184, p<0.01) 對學習壓力有顯著負向

影響；學習壓力對學習滿意度 (β=.181, p<0.01) 則有顯著正向影響。另

外，逆境商數 (β=.164, p<0.05) 與學習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學習態度與

學習滿意度呈顯著影響 (β=0.487, p<0.001) ，逆境商數 (β=.125, p<0.05) 

與學習滿意度存在顯著正向影響，故本研究假設 H1、H2、H3、H4、H5

成立。 

本研究利用層級迴歸方式檢測宗教信仰與各變數間是否具有交互作

用。表 4.8 為宗教信仰與逆境商數交互作用下對學習壓力之結果；表 4.9

為學習滿意度上，宗教信仰與學習壓力交互作用之結果；表 4.10 為逆境

商數與宗教信仰交互作用下對於學習態度之結果；表 4.11 為學習態度與

宗教信仰交互作用下對學習滿意度之結果。 

4.5 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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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層級迴歸分析：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之關係及宗教信仰之干擾作用 

主要效果分析 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之關係 
自變數 Step 1 Step 2 Step 3 
 學習壓力 學習壓力 學習壓力 
逆境商數 -.184** -.137* -.327** 
宗教信仰  .283*** -.021 
交互作用分析 
逆境商數×宗教信仰   .361* 

adj R .029 2 .104 .121 
F 值 7.863** 14.101*** 11.388** 

註：*P<0.05，**P<0.01，***P<0.001，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8 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之關係及宗教信仰之干擾作用，結果顯示

F 值顯著性<0.01，又逆境商數與宗教信仰之交互作用(β=0.361, 

P=0.05)，因此假設 H6 成立。 

 

表 4.9 層級迴歸分析：學習壓力與學習滿意度及宗教信仰之干擾作用 

主要效果分析 學習壓力與學習滿意度之關係 
自變數 Step 1 Step 2 Step 3 
 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 
學習壓力 .312*** .205*** .196* 
宗教信仰  .351***     .358*** 
交互作用分析 
學習壓力×宗教信仰   -.088 

adj R .094 2 .202 .207 
F 值 24.318*** 29.684*** 20.611 

註：*P<0.05，**P<0.01，***P<0.001，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9 學習壓力與學習滿意度之關係及宗教信仰之干擾作用，結果顯

示 F值未達顯著性，此模式不成立，又學習壓力與宗教信仰之交互作用(β

=-0.088)未達顯著性，因此假設 H7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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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層級迴歸分析：逆境商數與學習態度及宗教信仰之干擾作用 

主要效果分析 逆境商數與學習態度之關係 
自變數 Step 1 Step 2 Step 3 
 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 
逆境商數 -.146* -.098 -.084 
宗教信仰  .286***  .295*** 
交互作用分析 
逆境商數×宗教信仰   -.061 

adj R .017 2 .093 .093 
F 值 4.878* 12.575*** 9.569 

註：*P<0.05，**P<0.01，***P<0.001，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0 逆境商數與學習態度之關係及宗教信仰之干擾作用，結果顯

示 F值未達顯著性，此模式不成立，又逆境商數與宗教信仰之交互作用(β

=-0.061)未達顯著性，因此假設 H8 不成立。 

表 4.11 層級迴歸分析：學習態度與及學習滿意度之干擾作用 

主要效果分析 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關係 
自變數 Step 1 Step 2 Step 3 
 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 學習滿意度 
學習態度 .526*** .441*** .469*** 
宗教信仰  .281*** .282*** 
交互作用分析 
學習態度×宗教信仰   -.133* 

adj R .247 2 .343 .357 
F 值 86.150*** 59.884*** 42.798* 

註：*P<0.05，**P<0.01，***P<0.001，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1 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關係及宗教信仰之干擾作用，結果

顯示 F 值(F=42.798, P<0.05)達顯著性，此模式成立，又學習態度與宗教

信仰之交互作用(β=- 0.133, P=0.05)，因此假設 H8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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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獨立樣本T檢定 

研究變數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T檢定，探討大學生有無宗教信仰對於逆境商數變

項是否有顯著差異。如下表 4.12 所示。 

表 4.12 逆境商數與信仰有無之平均數差異檢定(N=358) 

信仰有無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宗教 
選項 

有 227 121.978 16.329 
1.799* 0.023 

無 131 119.008 12.5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12 可知有無宗教信仰在逆境商數上呈現顯著差異。再以平均

數比較之，逆境商數變項有宗教信仰之大學生比沒有宗教信仰之大學生

逆境商數得分較高，人們盼望藉助信仰的力量能夠超越生命的有限性，

克服生存環境中所帶來的挑戰(Pruyser, 1968)。透過信仰，即使身體的傷

痛與生活的挫敗仍在，人們往往變得可以理解生命中的挫敗，甚至認為

這樣的遭遇是上天給予他們的考驗與磨練，因為這樣的信念就能激起逆

境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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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學生族群被貼上許多標籤，從草莓族到現在的慣寶寶，種

種負面報導讓業界對於現今大學生怯步，而大學生對於畢業即失業的情

況感到無 助，因此，藉由逆境商數的測驗來了解現今學生之逆境商程度，

進而加以教育改善，增加其學生之社會競爭力。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

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以了解現今大學生的逆境商數及學習滿意度之相

關情形，並探討逆境商數在宗教信仰之調節變項，對學習滿意度之預測

因子相關影響。 

彙整本研究假說驗證之資料分析數據，並加以提出研究結果與討

論，及後續研究者的建議及研究限制。下表為本研究假說之驗證結果。 

表5.1 研究假說與實證分析結果 

5.1 結論 

 假說 內               容 實證分析 
H1 逆境商數對學習壓力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2 學習壓力對學習滿意度有負向影響 成立 

H3 逆境商數對學習態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4 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5 逆境商數對學習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6 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具干擾效果 成立 

H7 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與學習態度具干擾效果 不成立 

H8 宗教信仰對學習壓力與學習滿意度具干擾效果 不成立 

H9 宗教信仰對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具干擾效果 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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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本研究所得結論分述如下： 

(一) 本研究結果發現逆境商數的組成四個子構面中，「影響範圍」

對學習壓力的「課業壓力」、學習態度的「學習慾望」及宗教信仰的「宗

教功能」皆具有顯著負相關，此研究結果顯示當學生的課業感受越大的

壓力時會專注的解決此問題，影響範圍會侷限於課業上或有關話題的時

候；然而當在學習過程中產生的挫折與壓力持續影響到生活許多層面

時，將會減低對學習的慾望，而本結果與吳明隆與陳昭彬(民 84)也表明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承受過多的壓力將會不利於學習，頗為相似；而當宗

教發揮其功能來感召人們時，會影響人轉念，有效縮小負面情緒擴及之

層面。信仰可以讓我們學會，如何從痛苦深淵解放出來，邁向人生命的

圓滿(武金正，民 98)。 

(二) 本研究有宗教信仰之學生AQ平均值為 121.98，與學者林俊雄(民 

90)對一般員工所作的AQ為 123.5，頗為相近。本研究之四個組成要素的

平均數分別為控制能力 30.5、歸因責任 32.9、影響層面 28.42、持續時間

33.44。Paul Stoltz (1997)將AQ分成高中低，AQ之各構面的平均數為二十

四至三十七屬於中間AQ分佈。本研究亦將有無宗教信仰之學生依據

(三)本研究探討 AQ 與學習壓力、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關係，資

料分析顯示逆境商數與學習壓力有顯著負向影響，此數據可以驗證當逆

Paul 

Stoltz (1997)的AQ程度高低進行分類，如表 4.3 所示。由表 4.3 可得知有

宗教信仰之群組AQ總分多數位於 95-165 分人數為居多，屬於中與中高程

度，然而無宗教信仰之群組，其AQ總分多數位於 60-134 分人數為居多，

此部分屬於中下與中AQ程度，由上述數據可知擁有宗教力量的人，會比

一般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更有勇氣去挑戰困難，且較能擁有較高的處理逆

境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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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商數程度越高的人，面對壓力時較能承受壓力也比較能夠排解壓力所

帶來的影響(沈昭吟、鄭寶菱，民 99)。逆境商數與學習態度呈現顯著正

向影響，此結果說明逆境商數程度越高的人，所抱持的學習態度越正向。

逆境商數與學習滿意度呈現正向影響，此結果顯示擁有較高地逆境商數

會具有較良好的學習表現，此結論與 Rochelle (2006)一致。 

(四) 由表 4.2~4.4 可以了解現今大學生之逆境商數程度平均為何，亦

可比較擁有宗教信仰之大學生逆境商數程度與無宗教信仰之大學生逆境

商數程度，此比較結果可以顯示出宗教信仰在一般學生當中是存在重要

性，因為擁有宗教信仰的學生會比沒有宗教信仰之學生的逆境處理能力

來的高；也就是說，信仰的有無在逆境商數程度上會存在明顯的差異性。 

(五) 本研究假設不成立部分：宗教信仰對逆境商數與學習態度之干

擾影響及對於學習壓力與學習滿意度之干擾影響不成立，探討原因可能

為學生本身是否對其信仰具有一定之虔誠度及對於宗教活動之涉入程度

之影響，因學生之宗教信仰多半來自於家庭本身固有之信仰延續，並不

是自我的選擇。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宗教虔誠度與涉入程度作進一

步之探討，然而本研究之學生所信仰之宗教不同，涵蓋天主教、基督教、

一貫道、佛教、道教、回教之緣故，每個宗教教義不同，給予信徒理念

亦不同，所以對於處事方式亦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

針對單一宗教群來作為探討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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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本研究專注於研究方法與流程上力求完整、嚴謹，但由於人力、財

力及時間的限制，以及一些不易控制及預期的外在因素存在，仍有幾項

研究上的限制，可歸納出下列幾點： 

(一)本研究之研究對象部份，礙於時間與人力因素，所以採樣區域限

制在嘉南高屏地區，樣本採取隨機抽樣方式進行，無法平均分配技職院

校與大學院校的比例與公私立學校之比例，亦無法平均抽取一至四年級

之學生人數。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地區可以擴至全台灣的學生來進行研

究，亦可比較北、中、南學生是否有其差異性，使得研究推論更具完整

性。 

（二）研究變數部份，影響大學生的學習壓力來源有個人、家庭、

人際、課業因素等，但本研究只著重於個體本身的自我壓力與學習過程

中所帶來的課業壓力作為探討項目，爾後研究可以納入以上相關因素部

份，作為更周詳的討論。學習態度部份，影響其學習態度可歸納外在因

素與內在因素兩部份，本研究採取探討內在因素的學習慾望與學生個人

因素兩個心理層面作為探討，著重於學習者本身之自我意識察覺，建議

往後研究可以在加入外在因素變項來使得研究更具周延性。宗教信仰部

份，本研究題項無法依據各宗教教義產生的行為提出適合每個有宗教信

仰的人之題項，因而可能導致分析結果產生偏誤，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

以運用宗教行為來探討是否具有調節之作用。 

（三）對於本研究未獲支持的假設部份，由於研究樣本的限制，區

域性、不同屬性的學校與個人認知等無法控制之因素，導致實證分析結

果不如預期，使得結果之運用有所限制。有待未來研究者以不同區域之

學生或學校屬性來加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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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本研究之貢獻 

本研究對於實務界貢獻具有下列三點： 

5.2 研究貢獻與未來建議 

1. 本研究實證台灣南部地區之大專院校學生逆境商數程度 

2. 對宗教界：本研究發現具有宗教信仰之大學生逆境商數程度高於

沒有宗教信仰之大學生，且加入宗教信仰之變項是以往研究中未

曾探討之領域 

3. 對教育界：本研究之結果，可以給予校方了解現在大學生的逆境

商數程度為何，可針對入學新生給予逆境商數之測驗，了解大學

新生之逆境商數程度，進而發展出適合現今大學生之挫折教育來

提升逆境回應能力。 

 

5.2.2 本研究之建議 

逆境商數研究說明，逆境商數程度越高，越能夠彈性的面對逆境，

會以樂觀積極的態度來接受挑戰，且會發揮創意精神，找出最好的解決

方案，展現出不屈不撓、越挫越勇的能耐；總而言之，逆境商數程度高

的人能夠在高壓下生存並能激發出個體最大的自我潛能，可以迅速自我

調適壓力，使之在工作上獲得滿足(Stolz, 1997)。而逆境商數程度低的人，

面對逆境來臨時，則會感到沮喪、迷失，甚至抱怨、逃避挑戰，缺乏創

意面對逆境，最終導致自暴自棄、半途而廢、一事無成。本研究綜合上

述，提出以下建議。 

(一)礙於國內目前沒有適合評量學生之逆境商數量表，所以本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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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商數量表是沿用 Stoltz 於 1997 年發表之逆境商數量表，此量表在歐

美已實行二十餘年，但由於量表為直譯版本，且東西方文化背景不同，

因此量表內容未必適合本國人使用，亦可能導致受測者不了解題意，不

知道該如何明確回答的情況，所以本研究於受測者填答時，給予題項之

詳盡解釋，以求逆境商數準確性。也由於逆境商數概念相關名詞眾多，

例如：挫折容忍力、挫折復原力、失敗忍受力等，所以建議未來的研究

可以融合這些理論架構設計出適合東方人之逆境商數量表。 

(二)本研究發現，具有宗教信仰之學生逆境商數程度明顯高於未有宗

教信仰之學生，因此建議學生族群可以試著參與各宗教所辦之青年活

動，來感受宗教給予人心帶來的撫慰與正向能量，增加自我想法之精進。 

(三)針對後續研究建議：目前國內關於逆境商數的研究大部份運用於

企業界來預測工作績效，較少運用於教育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建議

逆境商數的研究方向可以朝向教育領域之嘗試，因為教育是國家未來發

展的關鍵，學生是未來國家的棟樑，因此，教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可

以發展學生的彈性與發展潛能來處理逆境的情況。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面

臨著各種挑戰與考驗，正因如此，他們的 AQ 程度扮演者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研究認為教育界有必要發展一套 AQ 增強方案，以培育我們的孩

子更容易應對挫折與困境，教育我們的學生族群成為努力不懈的登頂

者，而不是退縮的放棄者(Almeida ,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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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本研究問卷 

各位同學，您好：                                             

  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本問卷。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目的在探討「宗

教信仰對於大學生的逆境商數與學習態度、學習壓力、成就動機、學習滿意度之相關

研究」。本研究根據Stoltz, P. G.（1997）提出的AQ（Adversity quotient）逆境商數，

他證明人們工作生涯和個人生活兩方面的成功絕大部分的要素來自於AQ。懇請您依

照個人實際情況填寫，若有疑義的問題請您依照「第一直覺」填答。 

   本研究極需要您的寶貴意見。誠摯地邀請您熱心參與，本研究會將後續成果回饋

給您，如您欲知道自己的AQ總分，可在問卷最後留下您的E-Mail，我們會將答案與

說明告知您，以做為您未來人生更圓滿的參考依據。 

   本問卷是不記名的，您的答案僅供學術分析之用，不會個別對外發表，絕對會尊

重您個人的隱私權，請安心做答。在此由衷感謝您對本研究的支持與參與，謝謝您!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南 華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學 系 

管 理 科 學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 ： 沈 昭 吟 博 士 

研 究 生 ： 鄭 寶 菱 

E-mail：g7157027@mail.nhu.edu.tw 

mailto:g7157027@mail.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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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此部份問卷僅供學術研究，絕對保密，請您放心就本身情況在最適當的□打「ˇ」。 

1. 您的性別： 男  女 

2. 您的年齡：  20歲以下 21~25 歲 26~30 歲 30歲以上 

3. 您目前的信仰為何： 

天主教 基督教 一貫道 佛  教  道  教  

回  教 無     其他     

4. 您目前就讀學校名稱：

 

     

5. 您目前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其他

 

6. 您目前就讀之學院為： 

       

文學院 法學院 商學院 理學院 教育學院  

醫學院 管理學院 工學院 農學院 藝術學院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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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逆境商數量表 

填寫說明：以下有二十個事件，請您在第一個直覺反應當下寫出答案。 

一、 您想像正面臨下面的這些事件的情境狀況，不論這些事件看起來是否實際。 

二、 問卷題目沒有所謂「對或錯」的答案；每個事件之後會有兩個問題。 

三、 針對這兩個問題，在1到5的數字間選出一個數字，來表示您的反應程度。如果

這個原因非常接近右邊的描述，請圈選5，其次請圈選4或3；如果這個原因非常

接近左邊的描述，請圈選1，其次請圈選2或3。每題只能圈選一個數字。以下兩

題為問卷範例。 

問卷範例: 

事件： 

 

你從ㄧ個重大的投資案中獲得很多金錢。 

QA： 我獲得很多金錢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如果您認為這個事件影響範圍涉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圈選 1  

會影響生活並非生活各方面            圈選 2 

普通偶爾會影響生活                  圈選 3 

些微會影響生活                      圈選 4 

僅於此事件，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      圈選 5 

依照您的反應程度不同在1到5的數字間選出一個數字。 

 

QB： 我獲得到很多金錢的原因，將會： 

     總是會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如果您認為這事件會發生的原因： 

總是會存在著                     圈選 1 

會存在但並非永遠存在             圈選 2 

普通偶爾存在                     圈選 3 

些微會存在                       圈選 4 

僅止於此，往後不會再發生         圈選 5 

依照您的反應程度不同在1到5的數字間選出一個數字。 

 

以下20題，請您模擬事件發生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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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1A. 我的同事對我的想法不易於接受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B. 我的同事對我的想法不易於接受，與何者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是其他人或因素造成 

同事不易於接受你的想法。 

2. 

Q2A. 大家對我的報告毫無反應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2B. 大家對我的報告毫無反應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會議當中大家對你的報告毫無反應。 

3. 

Q3A. 我們隔閡越來越深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3B. 我們隔閡越來越深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當你和你所愛的人隔閡越來越深。 

4. 

Q4A. 我們激烈爭執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4B. 我們激烈爭執的結果，我覺得： 

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我得負完全責任 

 

 

 

你和你的伴侶（對你意義非凡的人）起了激烈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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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5A. 我被要求調職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5B. 我被要求調職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你被要求調職才能保住工作。 

6. 

Q6A. 我的朋友沒有來電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6B. 我的朋友沒有來電的原因，與何者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是其他人或因素造成 

你很重視的朋友在你生日當天沒有來電。 

7. 

Q7A. 我親密的朋友得了重病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7B.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我： 

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我得負完全責任 

親密的朋友得了重病。 

8. 

Q8A. 我被拒絕參與這項任務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8B. 我被拒絕參與這項任務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你被拒絕參與一項重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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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9A. 我受到批評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9B. 我受到批評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當你遭受到所重視的同事批評你。 

10. 

Q10A. 我最親愛的人罹癌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的生活各方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10B. 我最親愛的人罹癌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你最親愛的人被診斷罹患癌症。 

11.  

Q11A. 我策略失敗的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11B. 我策略失敗的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你最近的投資策略失敗。 

12.  

Q12A. 我錯過班機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2B. 我錯過班機的原因，與何者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是其他人或因素造成 

 

 

你錯過了班機。 



 83 

13.  

Q13A. 負責的工作失敗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3B.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 

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我得負完全責任 

你負責的工作失敗了。 

14.  

Q14A. 我被要求減薪的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4B. 我被要求減薪的原因，與何者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是其他人或因素造成 

你的老闆要你減薪三成來保住你的工作。 

15.  

Q15A. 我的車子拋錨，這原因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15B. 我的車子拋錨，這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當你開車赴約的途中車子拋錨了。 

16.  

Q16A. 我的膽固醇過高，這原因的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16B. 我的膽固醇過高，這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你的醫師來電告知，你的膽固醇過高。 



 84 

17.  

Q17A. 我的朋友沒回電，這原因的影響所及： 

我生活的各層面   1  2  3  4  5   僅於此事件 

Q17B. 我的朋友沒回電話，這原因將會： 

總是存在著   1  2  3  4  5   僅止於此不會再發生 

你打了好幾通電話給朋友，但都沒有回電。 

18.  

Q18A. 醫生警告我，這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8B.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 

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我得負完全責任 

健康檢查時，醫師警告你要注意健康。 

19.  

Q19A. 我遭受這種評價，這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19B. 這事件的結果我覺得： 

不必負任何責任   1  2  3  4  5   我得負完全責任 

你的工作評價不被肯定。 

20.  

Q20A. 我沒有獲得升職，這原因是我： 

無法掌控   1  2  3  4  5   可完全掌控 

Q20B. 我沒有獲得升職的原因，與何者有關： 

我的因素   1  2  3  4  5   是其他人或因素造成 

 

 

你沒有獲得期盼已久的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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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宗教信仰 
◎下列的問題是要瞭解您目前的宗教信仰的程度，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後，在適當的□

裡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相信做好事或修行可以改變命運      

2. 我相信宇宙中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      

3. 我認為宗教信仰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4. 我認為我生命中各層面與宗教息息相關      

5. 我認為一些宗教行為(禱告、懺悔、靜坐、冥想等)，可以緩和

焦慮與緊張感 
     

6. 宗教信仰會給人勵志的作用      

7. 我覺得宗教信仰會讓人心靈感到滿足      

8. 我認為宗教信仰可以讓人內心不會感到空虛與寂寞      

9. 我覺得宗教信仰可以讓人抒發壓力      

10. 宗教信仰讓人生活可以更有意義更有目標      

 

第四部份：學習壓力 
下列的問題是要瞭解您目前的學習壓力程度，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後，在適當的□裡打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家人對我的期望，會增加我學習的壓力      

2. 兄弟姐妹的學業成就，成為我學習的壓力      

3. 很怕每次考試成績無法達到老師的要求，常讓我感到很有壓力      

4. 考試前我都會壓力大到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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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會擔心課業不及格而要重修      

6. 同學間課業上的彼此競爭，讓我感到壓力與焦慮      

7. 我覺得自己修的科目太多，導致我壓力很大，喘不過氣      

8. 我會緊張害怕被老師叫起來問問題      

9. 我覺得我的頭腦不好，學習效果很差，讓我很挫折      

 
第五部份：學習態度 

◎下列的問題是要瞭解您目前的成就動機，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後，請點選適當的□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除了課堂上指定的教材外，我會另外去找相關的參考文獻來閱

讀      

2. 我會去訂正課堂上的報告作業或考卷上的錯誤      

3. 對於學習，我經常抱持著積極樂觀的學習態度      

4. 對於我所修的課程，我會認真聽講，且會做筆記或畫重點      

5. 課堂上的作業、報告或考試，我會認真的準備及完成      

6. 我覺得我很適合唸我目前的科系      

7. 不管我喜不喜歡所修的課，我都會盡力爭取好成績      

8. 對我而言，讀書是件有意義的事      

9. 學期開始時我會擬定這學期所有課程的學習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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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份、學習滿意度 
下列的問題要瞭解您目前的學習滿意程度，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後，在適當的□裡打「」。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我對學校所學課程內容感到滿意且獲益良多      

2. 我對學校所學課程內容的實用性感到滿意      

3. 選讀我目前的科系後，我對自我的表現感到滿意      

4. 我覺得授課老師的教學方式生動活潑，讓我更樂於學習      

5. 我認為授課老師多元的評量方式，可以增加我的自信心      

6. 我覺得授課老師能將理論與生活經驗結合，可以提升我的學習效果      

7. 進入大學學習後，我的解決問題能力增強了      

8. 進入大學學習後，對事情的判斷力增加了      

9. 進入大學學習後，我的思考創造能力提升了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請您重新檢查一遍，以確定沒有遺漏任何一項。 

您的協助是本研究的一大助力，再次謝謝您的參與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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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二：本研究問項探索性因素分析 

 

學習壓力 

問    項 子構面 

 課業壓力 自我壓力 

1. 家人對我的期望，會增加我學習的壓力  0.756 

2. 兄弟姐妹的學業成就，成為我學習的壓力  0.803 

3. 很怕每次考試成績無法達到老師的要求，常讓我

感到很有壓力 
 0.683 

5. 我會擔心課業不及格而要重修 0.603  

6. 同學間課業上的彼此競爭，讓我感到壓力與焦慮 0.602  

8. 我會緊張害怕被老師叫起來問問題 0.804  

9 我覺得我的頭腦不好，學習效果很差，讓我很挫折 0.820  

特徵值 3.115 1.009 

累積解釋變異量% 31.258 62.140 

 

 

 

 

 

 



 89 

學習態度 

問    項 子構面 

 個人因素 學習慾望 

1. 除了課堂上指定的教材外，我會另外去找相關的

參考文獻來閱讀 
 0.835 

2. 我會去訂正課堂上的報告作業或考卷上的錯誤  0.818 

3. 對於學習，我經常抱持著積極樂觀的學習態度  0.624 

6. 我覺得我很適合唸我目前的科系 0.769  

7. 不管我喜不喜歡所修的課，我都會盡力爭取好成

績 
0.771  

8. 對我而言，讀書是件有意義的事 0.690  

特徵值 2.706 1.023 

累積解釋變異量% 31.192 62.50 

 

宗教信仰 

問    項 子構面 

 宗教作用 宗教態度 

6. 宗教信仰會給人勵志的作用 0.614  

7. 我覺得宗教信仰會讓人心靈感到滿足 0.812  

8. 我認為宗教信仰可以讓人內心不會感到空虛與寂

寞 
0.843  

9. 我覺得宗教信仰可以讓人抒發壓力 0.838  

10.宗教信仰讓人生活可以更有意義更有目標 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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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認為宗教信仰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0.867 

4. 我認為我生命中各層面與宗教息息相關  0.851 

特徵值 3.755 1.106 

累積解釋變異量% 44.576 69.434 

 

 

學習滿意度 

問    項 子構面 

 學習過程 學習成就 

1. 我對學校所學課程內容感到滿意且獲益良多 0.706  

2. 我對學校所學課程內容的實用性感到滿意 0.705  

4. 我覺得授課老師的教學方式生動活潑，讓我更樂

於學習 
0.763  

5. 我認為授課老師多元的評量方式，可以增加我的

自信心 
0.742  

6. 我覺得授課老師能將理論與生活經驗結合，可以

提升我的學習效果 
0.734  

7. 進入大學學習後，我的解決問題能力增強了  0.855 

8. 進入大學學習後，對事情的判斷力增加了  0.872 

9. 進入大學學習後，我的思考創造能力提升了  0.886 

特徵值 3.853 1.409 

累積解釋變異量% 35.015 6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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