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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成效評估研究 

 

牛建茹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本研究透過「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探討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分別為

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是否有成效，本研究採用「臺灣芯福

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發行的《我是 EQ 高手》作為教學藍本，研究對象取自臺東

縣國小五年級、六年級學生，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究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現

況。 

二、探究不同背景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接受「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之情

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學習成效差異。 

三、探討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接受「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後之學習省

思。 

本研究對象取自臺東縣 11 所學校，18 個班級，有效樣本共 304 位，其中男生

166 位、女生 138 位，分別來自五年級 135 位、六年級 169 位。以「學生情緒管理量

表」進行前、後測，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及雙

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次研究結果，其內容敘述如下: 

一、臺東縣不同性別之學生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能力現況中無顯著差

異。 

二、臺東縣不同年級之學生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能力現況中無顯著差

異。 

三、臺東縣不同家庭結構之學生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能力現況中無顯著

差異。 

四、課程介入後的前、後測結果顯示，該課程對不同性別背景學生其情緒管理能力

無顯著差異；對不同年級背景學生而言其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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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學生提升優於六年級學生；對不同家庭結構背景學生而言其情緒管理能

力無顯著差異。 

 

關鍵詞:情緒教育課程、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情緒調節能力 

  



 

iii 

 

The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of “Cultivating High EQ” 

Emotion Education Course 

 

Chien-ru Niu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ltivating High EQ” emotion education 

course on students’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ies, namely emotion awareness, emotion 

exp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Using the Cultivating High EQ published by “Taiwan 

Happiness Village Emotion Education Association” as the teaching blueprint,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of Taitung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motion awareness, emotion exp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mong the higher grade students in Taitung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2.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emotion awareness, emotion 

exp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mong higher grade students of Taitung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on different backgrounds after taking the “Cultivating High EQ” 

emotion education course.  

3. To examine the learning reflections of higher grade students of Taitung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after taking the "Cultivating High EQ" emotion education course.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taken from 18 classes in 11 schools in Taitung County, 

with a total valid sample of 304 students, of which 166 were male and 138 were female, 135 

were from the fifth grade and 169 were from the sixth grade. The “Student Emotional 

Management Scale” was used for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single-factor variation and two-factor 

vari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motion awareness, emotion exp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Taitung County.  

2.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motion awareness, emotion 

exp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Taitu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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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motion awareness, emotion exp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in Taitung County.  

4. The results of the pre- and post-tests of the course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of students on different gender 

background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motion exp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of students on different grade backgrounds, with the fifth graders improving 

more than the sixth graders;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of students on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 backgrounds.  

 

Keywords: Emotion Education Course, Emotion Awareness, Emotion 

Expression,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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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對國小學生情緒管理影響之研

究。本章節共分為三小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

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以下針對其內容做詳細說明，

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家庭教育領域中累積了將近三年的實務經驗，多次參與第一線的教學工作，

研究者時常在教學場域中目睹家庭間相處所衍生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家長對

孩子的怒吼、兄弟姊妹之間的互相攻擊、課程中突然發生的脾氣爆發、同儕之間為

爭奪教材而引發的情緒問題，甚至出現拉扯或哭鬧等行為，甚至出現排隊時不慎碰

撞他人，產生打人姿勢的情形，或是呈現分離焦慮症等現象。 

在與家長深入交流後，研究者發現許多這些孩子從小就存在情緒調適方面的問

題。這些問題若不受到家長或學校的適切教導與引導，孩子可能會持續使用以往已

經具備的行為模式來表達情緒。基於這些觀察，研究者深切認識到培養孩子的情緒

能力的重要性。從正確且積極的情緒覺察開始，透過表達和調解情緒，學習在人際

互動中尋找溝通技巧的能力，這些都是培養孩子情緒健康的關鍵。研究者堅信，孩

子正向的情緒學習不僅會對孩子個人成長產生積極影響，也將對整個家庭氛圍產生

深遠影響。 

隨著情緒相關問題在兒童群體中逐漸增多，我們亦觀察到過去師資培訓中未必

足夠強調情緒教育的專業知識，同時，家長對於情緒教育的概念也普遍不夠清晰。

身為一位家庭教育工作者，研究者深感迫切需要將情緒教育課程引進校園環境，因

此，經由與兒童青少年心理暨親職專家楊俐容老師的專訪，了解到「臺灣芯福里情

緒教育推廣協會」所推動的情緒教育課程，隨後，經由協會的協助，研究者計畫在

臺東縣內推動情緒教育課程的訓練，這項訓練將針對學校教師及具有輔導經驗的志

工，並主要針對中高年級學生。研究者期待藉由情緒 EQ 教育的實踐，有效降低學

生情緒問題的發生率，同時亦能減少家庭關係、學校同儕間，以及師生之間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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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所提供的「我是 EQ 高手」情

緒教育課程如何嵌入學校的彈性或綜合課程中，藉由採用準實驗研究法（單一組

前、後測），評估「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的實效性。研究旨在探討學生是否

能透過參與「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提升其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

解的能力，並將所學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壹、 社會事件的警醒 

Denham(1997)研究發現，情緒能力不佳的兒童較容易產生敵意且具攻擊性行

為、個性內向畏縮、注意力較難集中之外，也缺乏與同儕共玩的能力，情緒常不穩

定爆發。根據腦部相關研究指出，極端的情緒會繞過腦部主要掌管思考部位的大腦

皮質，刺激情緒控制中心的杏仁核，負向情緒的事件較正向情緒的事件令人印象深

刻，因此容易影響個人的行為、思考及人格發展(蔡秀玲、楊智馨 2007)。近年來，

臺灣社會發生多起因情緒失控導致的恐懼，例如:男子情緒失控襲警，導致警員面部

受傷送院(奇摩新聞，2023)；醉男酒後與友起口角，情緒失控持刀奔上街頭(民視新

聞網，2022)。而有些情緒失控事件產生的悲劇，例如:台大女學生墜樓(中時新聞

網，2022)；成大男大生 12 樓墜落亡(ETtoday新聞雲，2022)，從上述社會事件來

看，情緒的覺察、表達及調解對個體具有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個體對於負向情緒的

處理，那麼該如何來提升個體負向情緒表達及管理呢? 

莫麗珍(2003)提出，學生階段實施情緒教育不僅能培養情緒覺察、情緒表達，

也能學習因應處挫折的能力，可防止未來產生反社會行為事件，上述嚴重的情緒失

控的社會案件，讓我們理解到情緒教育的重要性，無論是壓力過大或是挫折感導致

的悲劇，核心問題都與情緒管理有關。根據董氏基金會 2021 年調查青少年心理狀

態，41.2%青少年每天感受到壓力大的時間超過一小時，36.2%青少年近半年感受到

壓力而影響自身生活，甚至 30.2%青少年一週情緒感到有明顯憂鬱情緒，須主動尋

求專業協助。教育部統計，2019 年國中小學生向輔導室求助的問題裡，「情緒困

擾」位居第一，高中階段則位居第二，僅次於生涯輔導。衛福部 2014 年調查，約有

兩成國高中生認真想過自殺，並根據最新統計資料，國人的自殺死亡人數自 1996 年

開始下降，但臺灣 15~19 歲之間的青少年自殺率卻已連續五年攀升，2019 年每 10

萬人口死亡率上升至 6.2 人，與 2014 年每 10 萬人口 2.3 人相較，成長 1.7 倍，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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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年來最高紀錄(親子天下，2022)。 

若根據調查推論之下，全國有「情緒困擾」學生相當多人，因此有必要接受情

緒輔導，或是透過情緒教育課程增加其情緒覺察、管理、理解及調適能力，宋犀坤

(2008)提出情緒雖然是與生俱來的，但適切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緒則是後天學習的結

果，因此，學校應該重視情緒教育課程實施，且愈早愈好(洪蘭，2003)。從上述中

可得知，若我們未適當的教導孩子如何表達情緒、未教導在合宜的情境下表達情

緒、未教導運用適切的方式調解情緒，將影響孩子成長過程中的情緒管理能力，因

此需要將情緒教育漸漸帶入校園及家庭中，使孩子成為一位好的 EQ 高手。 

 

貳、 政府逐漸重視情緒教育 

少子化使得家庭結構受到衝擊，也造成親子教養態度的改變，為增進情緒溝

通、情感建立及連繫等能力，109 年修訂《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以新增第九條款

「情緒教育」，期待幼兒在面對開心、難過或生氣的人事物時，可覺察自身的正負向

情緒、學習表達自己的情緒及調節情緒的能力，另教育部於 103 年頒布的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依照「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細分為三大面

向、九大主題，三大面向包含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強調學習者須具備

創造力與行動力，並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學習與他人建立適切的合作模式及人際關

係，而九大項目中身心素質與自我調適、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中，期許學生能理解自己身體狀態、情緒狀態及個人特質，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

動，學習從他人角度思考問題，尋求共識，具備與他人有效溝通的能力。在中高年

級的綜合課程中，與情緒相關的學習表現如下:1d-II-1 覺察情緒的變化，培養正向思

考的態度、2a-II-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展現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態度與技巧、

2a-III-1 覺察多元性別的互動方式與情感表達，並運用同理心增進人際關係；而對應

的學習內容包含:Ad-II-1 情緒的辨識與調適、Ad-II-2 正向思考策略、Ba-II-2 與家

人、同儕及師長的互動、Ba-II-3 人際溝通的態度與技巧、Ba-III-1 多元性別的人際互

動與情感表達、Ba-III-2 同理心的增進與實踐、Ba-III-3 正向人際關係與衝突解決能

力的建立，透過指標得知情緒教育是學校教育中中不可缺的一環，學習者不僅除了

學習學科知識外，更重要的是培養成為一位好的情緒管理者，以培養情緒管理能力

適應群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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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政府政策的調整及課程綱要的改革，期許孩子在適應現在的生活及

對未來挑戰，應具備適切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而這些能力其核心都指向兒童的社

會能力發展，且情緒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此能夠發現，情緒教育愈早進入校園及

家庭是極為重要的任務。 

 

參、 情緒教育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生情緒能力 

洪蘭（2003）在研究中指出，從預防的角度來看，學校實施情緒相關課程有助

於預防青少年犯罪、逃學、低成就以及心理疾病等現象。回顧國內有關情緒教育課

程的文獻，我們發現一些學校採用了自編課程結合繪本教學、影片討論、遊戲引

導、藝術創作活動等方式，或者已經設計出系統性的情緒教育課程，其目的都是希

望能提升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通過家長、教師和學生的共同努力，以身教、言教

和環境教育來展示良好的情緒溝通方式，學生能夠更好地內化所學，將情緒管理技

能融入日常生活，同時培養同理心，提升師生及同儕之間的人際關係，加強解決問

題的能力，進而打造更舒適的學習環境（李泳緹，2017）。 

情緒教育的學習必須從基礎層面開始，需要長時間的累積和培養（方敏全；李

永緹，2017），為了讓學生在早期就能學習情緒教育，由於研究者本身的工作背景，

偶然的機會使其得知「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協會」推廣多年的情緒教育教材。這些

課程教案涵蓋從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的課程內容，擁有完整的課程設計，透過討論

互動、遊戲方式、戲劇演出等多元的教學內容，課程引起了學生的興趣和參與度，

提高了他們的學習動機，因此，本研究意藉由「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所

推出的《我是 EQ 高手》作為研究教材，該課程由楊俐容親職教育專家編輯，針對

國小高年級的學生，旨在深入了解在實施該課程後所產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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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臺東縣國小五年級、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臺灣芯福里情緒教

育推廣協會的「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教案融入學校彈性或綜合課課程的實施情

況，了解情緒教育課程對學生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與情緒調節能力的實施

成效，以了解情緒教育課程之落實情形，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分述如下: 

一、研究目的 

(一) 探究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

力現況。 

(二) 探究不同背景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接受「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

之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學習成效差異。 

(三) 探討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接受「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後之學習

省思。 

二、研究問題 

茲依據本研究目的，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 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現

況為何? 

1. 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情緒覺察能力現況為何? 

2. 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情緒表達能力現況為何? 

3. 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情緒調節能力現況為何? 

(二) 不同背景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接受「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之情

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之成效是否有差異? 

1. 不同背景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情緒教育課程的情緒覺察能力差

異為何? 

2. 不同背景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情緒教育課程的情緒表達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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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為何? 

3. 不同背景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情緒教育課程的情緒調節能力差

異為何? 

(三) 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之學習成效的省

思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將本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名詞，分別說明如下： 

一、情緒教育課程 

情緒教育課程指在家庭生活中或學校課程內，覺察、辨識自身的情緒，妥善管

理自己的情緒，並學習同理心的基本技巧來了解他人的情緒，以學習處理人際關係，具

體來說，情緒教育課程指學習辨識和表達正、負向情緒，並且知道在情緒當下可以有哪

些適當的行動方式。本研究指的情緒教育課程是由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依據 

Salovey（1997） 與 Goleman（1995）提出的 EQ 教育的內涵，編排適用於國小的情緒

教育課程，其內涵包括五項能力：了解自己的情緒、妥善管理情緒、妥善處理人際

關係、了解他人情緒、自我激勵。本研究以高年級「我是 EQ 高手」課程為主，實

施為期四週，每次兩堂課，共 80 分鐘課程，共計八堂課，課程時間利用班級彈性或綜

合活動課程進行，並搭配學生 EQ 學習手冊以檢視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及情

緒調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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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覺察能力 

情緒覺察為連續的心理歷程，以積極的態度來觀察和照顧自我和他人的身心狀

態並探究產生的原因(陳依伶，2005；饒見維，2004)。因此，情緒覺察意指個體對

於自我情緒狀態有所感受及理解，其中包含兩部分，一為個體產生情緒時，能夠感

受及理解自身的情緒狀態；二為個體可以感受及理解他人的情緒狀態，故本研究採

用邱麗卿(2007)「學生情緒管理量表」，來評估情緒覺察能力，量表分數越高，即

代表個體進行情緒教育課程後，能提升自我的情緒狀態有所理解及認識，同時也提

升覺察他人的情緒狀態之能力。 

 

三、情緒表達能力 

張春興(2006)指出，情緒表達能力是指個體處於情緒狀態下，在生理、心理及

外顯行為所展現出來的一切變化或活動，情緒表達的類型，可分為語言表達及非語

言表達等兩種型式，語言表達顧名思義是透過語言來訴說自己內心的感受，進而與

他人溝通，非語言表達則是透過臉部表情、肢體表現、聲音及聲調等方式來表達心

裡感受(林吟珀，2010)，因此，情緒表達指個體在感受及理解情緒時，將自己內心

的情緒狀態透過表情、口語或行為的方式表達出來，本研究採用邱麗卿(2007)「學

生情緒管理量表」，來評估情緒表達能力，量表分數越高，即代表個體進行情緒教育

課程後，能提升對於自我的情緒狀態可以適時地透過口語或非口語的方式表達對生

活事件的感受之能力。 

四、情緒調節能力 

黃薇芯(2015)指出情緒調節是個體能協調內在情緒與外在環境，維持良好的適

應，且情緒調節的過程需要有覺察、表達、調節、反省等能力即能達成；廖麗玲

(1999)表示情緒調節亦個體對情緒變化時的自我控制力，在表達情緒時以穩定、適

度的運用理性，以避免過度的情緒反應，即有效地將其情緒經驗或行為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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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情緒調節指個體能夠引發、保持、抑制、改變、調控與情緒有關的行為能

力，本研究採用邱麗卿(2007)「學生情緒管理量表」，來評估情緒調節能力，量表分

數越高，即代表個體進行情緒教育課程後，能提升自我情緒調節之能力。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範圍依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限制進行說明： 

一、研究範圍 

為了清楚描述本研究的範圍，所以從研究對象及內容兩方面來說明，說明如

下： 

(一) 研究對象:本研究以臺東縣國小五年級、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由已接受完整

「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培訓志工進校入班教授情緒教育課程，課程安

排五年級、六年級開始，學生接受為期四周共八堂課的情緒教育課程，此研究

對象為 111 學年度之 11 間學校，五年級、六年級共 18 個班級，共計約 328 名

學童(五年級 147 名，六年級 181 名)，導師 18 位，授課志工 10 位。 

(二) 研究工具:研究者採用邱麗卿(2007)「學生情緒管理量表」作為研究工具進行

前、後測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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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一) 研究者本身方面 

於本研究中研究者為觀察者的身分，因此研究結果上不可避免會受到個人特

質、理念等主觀意識有所左右，因此，透過與班級導師及教學者諮詢，並蒐集多方

資料，如:EQ 學生手冊、課室觀察來增加研究的客觀性。 

 

(二) 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乃因研究者居住地區之關係，以研究者居住地區之國小班級

學生為對象，數量偏少因此代表性仍顯不足，因此研究結果推論到其他地區需謹

慎。 

(三) 研究時間方面 

本研究因研究進程、人力和物力的有限性，進行為期四周共八堂課的情緒教育

課程，由於時間的限制，對於學生的情緒覺察及情緒表達能力方面的表現，是否直

接受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發行的「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影響，無

法做長時間的觀察和追蹤，因此未能探究長期的行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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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深入探討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及相關文獻，並針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進

行分析。該章節共分為四節，分別為：第一節情緒教育的涵義與相關研究、第二節

情緒覺察的涵義與相關研究、第三節情緒表達的涵義與相關研究，以及第四節情緒

調節與情緒管理的涵義與相關研究。以下將對這些節次的內容進行詳細說明，具體

如下所述。 

 

第一節 情緒教育涵義與相關研究 

壹、情緒的定義 

情緒，被普遍形容為「喜、怒、哀、樂」四種基本表情，然而情緒本身是

一種多元且複雜的心理歷程，其詮釋可以從許多面向來進行。在進行明確的定

義時，必須面對不小的挑戰。因此，為了深入探討情緒的定義，我們參考了多

位相關研究學者的深入討論，從不同觀念和面向提出他們的見解。以下將整理

這些學者的看法，詳列於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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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情緒定義統整表 

情緒定義統整表 

學者 年份 情緒的定義 參考出處 

Ellis 1979 

情緒、認知和行為三者之

間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種

複雜的狀態，這種狀態引

發的情緒反應並不僅僅源

自外在事件或刺激，而更

主要地來自個體對這些事

件的認知。 

莊雅雯(2013) 

Lazarus 1994 

情緒的激發源於個人內在

因素以及外在環境因素，

進而引發生理、主觀意識

和行為層面的反應。 

Goleman 1995 
情緒被定義為具有特殊思

維、感受、心理狀態以及

相關行為傾向的現象。 

陳孝慈(2005) 

曹中瑋 1997 

情緒乃是因內在與外在刺

激所引起之激動狀態，並

受個體主觀感受、生理反

應、認知過程以及行為表

達等四種層面之相互影

響，由此產生動機性的反

應。 

曹中瑋(1997) 

蔡秀玲 

楊志馨 
1999 

情緒可分為四個不同層

面：心理反應、生理反

應、行為反應以及認知反

應。 

蔡秀玲、楊志馨(1999) 

楊俐容 2006 

情緒被視為個體在接受刺

激後所產生的心理感受，

其外在表現在行為上呈

現。同時，身體內部亦會

產生生理變化，從而對情

緒刺激進行認知反應。整

合生理反應、外在表現以

及認知評估三個層面，個

體因此形成情緒經驗，進

而引導其作出情緒反應。 

馬文倩(2018)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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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興 2006 

情緒被界定為個體因受特

定刺激而引發身心激動的

狀態。在此狀態下，個體

不僅會有主觀的情感體

驗，同時也會在外顯表情

上呈現出來，並伴隨著相

應的身心反應。 

馬文倩(2018) 

 

據上述引用的學者對於情緒的主張，略可分四種類型，首先 Ellis(1979)認為個

體會因生活經驗不同而認知有所差異，則引發出不同的情緒反應，其次，

Lazarus(1994)、Goleman(1995)、楊俐容(2006)、張春興(2006)皆認為情緒是個體受到

事件(刺激)後引發心理感覺與生理變化，進而導致行為的產生，再來曹中瑋(2007)認

為情緒具有動機性及意識可控制。綜合上述學者們的看法，發現就如蔡秀玲、楊志

馨(1999)對情緒的見解，認為情緒大致包含了「生理反應」、「心理反應」、「認知反

應」及「行為反應」四個層面，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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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情緒四層面整理表 

情緒四層面整理表 

四個層面 說明 

生理反應 

• 處在某種情緒狀態下時，自然產生生理反應，例如:心跳

加速、呼吸急促、瞳孔放大等現象。 

• 不同的情緒會引起類似的生理反應，比如:興奮、焦慮、

生氣時都可能有呼吸急促的反應，因此往往不能僅以生

理反應判斷處於何種情緒。 

心理反應 • 個體主觀的心理感受，例如:遇到危險事件會害怕及擔

心、聽到好消息會覺得開心。 

認知反應 • 個體受到某個情境或事件後所做的解釋和判斷。例如:考

試遇到不會的題目時，變得緊張不安。 

行為反應 

• 個體因外在環境和事情的主觀理解，演繹出來，包括語

言和非語言行為。 

1. 非語言:大笑、哭泣、擁抱、愁眉深鎖。 

2. 語言:說出自己的感受，例如:「我現在真的好興

奮!」、「明天就要考試了，讓我好緊張。」、「媽媽在

我旁邊一直催促，讓我很煩躁。」 

 

因此，根據前述論述，將情緒定義為一種心理現象，它會因特定情境和事件的

觸發，透過認知評估，引發個體主觀感受，同時伴隨著生理、心理和行為反應的出

現，這種綜合性的反應使個體更全面地了解情緒是一個多元且複雜的心理歷程。 

貳、情緒的分類及特性 

究竟人類有多少種情緒呢?一位美國心理學家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研究

情緒和面部表情的先驅者，1972 年他透過臉部表情對誇文化的人設計出一套基本情

感列表，運用照片明確得知別人的情緒。透過研究他推斷，與某些情感相關的表情

對所有人類來說是基本的，因此從多位學者的不同角度，及依照不同根據，對情緒

分類和歸納作了以下幾種分類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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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緒與複雜情緒 

基本情緒是與生俱來，不需要經過學習就能自然反應，在中西方過去對基本情

緒的理念皆有提到，像是 Paul Ekman(1972)提出六種基本情緒，包含憤怒、厭惡、

恐懼、快樂、悲傷和驚訝。《禮記禮運篇》曾記載「何謂人情？喜、怒、哀、懼、

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從中西方見解中皆發現基情緒是天生具備的能力。

而複雜情緒是由基本情緒衍生出來，會隨著年齡、生活經驗及環境的變化而成，兩

種以上的基本情緒搭配組合出多樣化的情緒，或由幾種基本情緒及複雜情緒搭配組

合更細緻的情緒，例如內疚、害羞、驕傲、窘迫、憂鬱、自卑感等。 

二、Robert Plutchik 的情緒輪: 

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普拉奇克(Robert Plutchik)在 1980 年提出:「憤怒(Anger)、

恐懼(Fear)、悲傷(Sadness)、厭惡(Disgust)、驚訝(Surprise)、信任(Trust)、期待

(Anticipation)與快樂(Joy)」為八種人類的基本情緒，兩兩相對的情緒則配對成兩極

情緒，即快樂＆悲傷、信任＆厭惡、恐懼＆憤怒、驚訝＆期待。 

Plutchik 認為人類所有的情緒皆由八種基本情緒聯繫起來，依照不同的強度來表

達，彼此混合以形成不同的情緒，因此提出「情緒輪」的心理發展模式。情緒輪是

一個簡單的情緒模型，透過輪盤的形式來展現更多複雜的情緒關係，如「愛(love)」

是由快樂和信任調和而成；「敬畏(awe)」是由恐懼和驚訝混合而成(鄭品杰，2014)。

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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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情緒輪(Wheel of Emotions) 

 

資料來源:鄭品杰(2014)。利用情緒輪對資料之字群及字義做客製化校正。(頁 6) 

從 Plutchik「情緒輪」中可發現，相互接近的情緒是關係密切的，例如悲痛與悲

傷；關係較遠的則期待與悲傷；而相對情緒關係的則快樂對悲傷。 

三、Philip Shaver 六種基本情緒原型論: 

1987 年，學者 Philip Shaver 提出六種基本情緒原型論，分類成六種基本情緒:愛

(Love)、喜悅(Joy)、驚奇(Surprise)、憤怒(Angry)、悲傷(Sadness)、恐懼(Fear)，再由

情緒特性的不同，歸納分類共 135 種情緒(鄭品杰，2014)。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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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Philip Shaver 六種基本情緒名稱分類 

Philip Shaver 六種基本情緒名稱分類 

 

資料來源:鄭品杰(2014)。利用情緒輪對資料之字群及字義做客製化校正。(頁 5) 

 

由上表可以看出，Philip Shaver 在分類情緒特性時，像將情緒原型「恐懼」區

分成幾個種類，如驚慌、驚駭、歇斯底里、焦慮、憂慮等。而在原型「驚奇」的情

緒分類可以看出依照情緒強度不同，區分為驚愕、驚訝、訝異、非常震驚。 

四、楊俐容及溫美玉情緒識別卡 

在 2016 年，親職教育以及情緒專家楊俐容與溫美玉老師共同合作出版了名為

「情緒寶盒」的著作。該著作的主要設計基於心理學家所界定的「基本情緒類別」

和「情緒感受強弱」兩個核心向度，旨在挑選出 36 個兒童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且極

為重要的情緒詞彙，以供兒童認識與學習。溫美玉指出，初衷發展「情緒識別卡」

是為了輔助諮商與輔導學生情緒狀態的工具。其主要功能在於利用情緒卡幫助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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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自覺並自我表達情緒的孩童。透過情緒卡，輔導者能更深刻地了解孩童的內心

想法。然而，現今情緒識別卡的應用範圍已經擴展至學校和家庭等領域，不再僅僅

限於諮商和輔導方面。 

此外，在適當的認知基礎上，情緒識別卡能夠引導孩子從遊戲中逐漸培養出覺

察、辨識、表達和調適情緒的能力。這有助於促進親子之間的交流、理解和接納。

情緒識別卡所包含的 36 個情緒詞彙，並根據「基本情緒類別」和「情緒感受強弱」

兩個向度將情緒分為六個組合，如表 2-4 所示。 

 

表 2-4 楊俐容及溫美玉情緒識別卡 

楊俐容及溫美玉情緒識別卡 

情緒強度  弱→→→→→→→→→→→→→→→→→強 

情緒類別 

快樂 愉快、快樂、高興、驚喜、痛快、狂喜 

生氣 煩悶、挫折、忌妒、生氣、憤怒、抓狂 

難過 失望、疲憊、委屈、難過、孤單、悲傷 

害怕 不安、緊張、擔心、害怕、驚慌、恐懼 

舒服 放鬆、舒服、感動、得意、平靜、幸福 

其他 無聊、尷尬、驚訝、討厭、愧疚、震驚 

 

從表 2-4 中看出情緒包含正向及負向的詞語，而每一類的詞語皆具有情緒強弱

層次，因此在使用及選擇上可以更精準，也說明情緒是抽象的，需要運用工具才能

將具體的情緒感受更細緻的表達(張白蓉，2018)。 

綜合上述情緒分類的敘述，可以看到 Robert Plutchik 的情緒輪、Philip Shaver 六

種情緒原型論及楊俐容及溫美玉情緒識別卡，大致上分為兩類，原始情緒再衍生出

其他更細緻的情緒，而在同一類情緒也具有情緒強度的差異，產生了許多不同層次

的複雜情緒。 

五、情緒特性 

情緒具有哪些特性?國內外有諸多學者看法各有特色，但發現無論是何種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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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具有某幾種特性，據此，研究者整理國內多位學者(張春興，1994；曾娉妍，

2010；黃惠惠 2002；楊俐容 2006；蔡進雄，2009)對於情緒特性的敘述，整理以下五

項特性: 

(一)情緒是由刺激而引發 

曾娉妍(2010)指出情緒不會毫無緣由地發生，個體受到刺激才會引發情緒，而

刺激通常來自內在及外在刺激，內在刺激指會因個體經驗到的感受引起的情緒，例

如：感冒身體狀況不佳，全身無力，容易感到沮喪及難過；外在刺激指會因環境中

的人、事、物是造成個體引起情緒，例如：工作業績不順利，主管又施加壓力，容

易感到焦慮及煩躁。 

(二)情緒具有主觀性及獨特性 

個體因不同的生活經驗，又受到知識及認知不同的背景，會因個體的主觀性針

對相同的刺激，引起不同的情緒反應(張春興 1994）。黃惠惠(2002)指出情緒雖然具

有某程度的主觀性，如大多數人被冤望時，會感覺到委屈或生氣，但並非皆如此一

致化，會因個人主觀認知判斷而不同。 

(三)情緒具有普遍性及獨特性 

情緒是與生俱來的，從觀察動物的研究中發現，情緒具有普遍性，因為人類的基

本情緒是天生的，不學而能，這是情緒的普遍性。（曾娉妍，2011；黃惠惠，2002）。

然而情緒的獨特性在於個體面對相同的刺激，會因情緒表現的強度和深度反應有相

當大的個別差異，因為個體會受到社會學習或文化等方面影響，導致對刺激的認知

不同，因此情緒表現也不同(黃惠惠，2002)。 

(四)情緒有教育性 

楊俐容（2006）指出情緒能夠透過學習來管理自我的情緒方式。個體如果能透過

適當地管理自我的情緒，學習情緒覺察、表達及調節，未來在人際關係、學習成就

及自我激勵等議題中，能適應較為良好，而自我情緒管理需要透過教育的過程，即

可改善及調整個體因應情緒的方式。 

(五)情緒作用必有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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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因刺激而引發，接連影響後續的行為表現，但會受到情緒的種類或是強度

的不同， 引起不同的行動表現，而情緒對個體可能產生激發、鼓舞個體的效果，也

可能瓦解正在進行的行為，例如：愉悅的情緒，可以促使個體有信心繼續努力並且

充滿活力地邁向新目標；而失望的情緒容易使個體對於人事物感受喪失鬥志，對於

生活沒有希望感。 

參、情緒教育意涵與重要性 

當社會環境走向不利於兒童情緒健康發展，加上家庭結構樣貌受到衝擊、家庭

功能漸漸失衡之後，學校應成為孩子接受情緒教育主要場所，所以學校應積極實施

情緒教育，引導孩子認識自己及他人情緒，進而學習表達自我情緒、學習回應他人

情緒，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許芳菊，2009)，並學習在家庭生活中實踐，不僅能

促進親子關係，還能為孩子建立正向的情感依附，有助於情緒的穩定發展（饒見

維，2010）。何謂「情緒教育」?以下由諸位專家學者提出看法，藉以掌握其意涵。 

吳英璋(2001)認為情緒教育是協助孩子覺察對於當下的情緒感受，幫助他們釐

清有此情緒背後的原因，讓孩子學習在生活中隨時覺察情緒、表達情緒及調節情

緒。 

李小觀(2004)提出情緒教育即是融入日常生活及學校課程，提供更多的機會讓

孩子認識進而感受自己和他人的情緒，並學習視當時情境調節自己的情緒。因此，

情緒教育的學習可增進正向的情緒發展，調整不適當的情緒表現及行為，且人際互

動關係即可改善。 

羅品欣（2004）對情緒教育進行了界定，其定義為協助學生覺察並有效表達自

身情緒，從而培養自我情緒調節的能力，同時亦使學生具備察覺和同理他人情緒的

能力，以建立健全的人際互動關係。此種教育旨在引導學生邁向積極的心理及行為

發展方向。 

曾娉妍(2011)認為情緒教育內容以情緒覺察、情緒表達為主，並透過認知、情

意和行為的引導，使學生體驗領悟所學的內容並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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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情緒教育即可透過教學及問題解決的歷程，協助學生學習覺察、表

達及調節情緒，並透過日常生活及學校課程融入情緒體驗，藉由各種機會增進學生

的正向情緒發展，以產生適當的情緒行為，建立友善的人際互動關係，且饒見維

(2010)也指出，教師透過情緒相關課程的學習也能提升自身的情緒能力，進而建立

較穩定的師生關係，同時提升教學品質。 

情緒是個體的一部分，與生俱來，但我們常因為無法完全控制及掌握情緒，導

致發生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顯現情緒教育之重要性。 Goleman(1995)其著作《情緒

智商》(EQ: 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書中說明情緒智商重要性，強調情緒可改變個

體一生的關鍵，也因為此本著作，引起國內開始重視情緒教育(引自馬文倩，2018，

頁 31-32。)。蔡秀玲、楊智馨(1999)提出情緒教育重要性有三:情緒教育能夠因應生

活中的經驗需要、情緒教育能夠提升自我實現、情緒教育乃當今趨勢之必然，由此

可知，情緒會影響個體身心理健康、家庭生活及事業表現，而情緒教育可預防問題

行為的發生，且能透過教育來提升個體的情緒能力，其重要性不容小覷。 

 

肆、情緒理論基礎 

西方發展學家針對有關情緒理論的論述頗多，但由於各學派研究重點不相同，

對情緒各有其不同角度的見解，因此形成了多元取向的情緒理論，其內容及種類的

複雜性加深了對情緒理論分類的艱深度，茲將重要理論整理如下，作為情緒理論基

礎: 

 

一. 情緒生理學 

(一) 詹郎二氏情緒論 (James-Lange theory, 1884) 

情緒理論最早由美國心理學家James和丹麥生理學家Lange提出，他們認為情緒

的產生是由身體生理變化所引起。根據他們的理論，大腦會儲存情緒經驗，在面對

特定情緒性刺激物時，例如看到蟑螂，會觸發自律神經和體神經系統的活動。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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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系統的活動，比如催促肌肉產生發抖和逃跑行為，進而加深個體的情緒感受(馮

關富，2005)。 

換句話說，逃跑的生理反應促使個體感受到害怕的情緒例如，當個體看到蛇

時，會激發自律神經和體神經系統，隨之產生自發性的生理和心理反應。個體會覺

察到自己在發抖，然後開始感到害怕，這是因為發抖所引起的身體反應導致了害怕

的情緒經驗。圖2-2顯示了此一過程。 

圖 2-2 

James-Lange 情緒理論圖解 

 

資料來源:曾娉妍(2010)。繪本教學對國小負向情緒表達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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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坎巴二氏情緒論(Cannon-Bard theory, 1900 ) 

美國生理學家Cannon和Bard質疑詹郎二氏情緒論，認為個體無法單靠對生理變

化的覺知，就能夠辨別自己的情緒感受，因為有許多情緒狀態下，個體的生理變化

是相同的，比如:緊張時心跳會加速，但個體情緒在興奮的狀態下心跳也會加速，因

此Cannon和Bard所提出情緒理論，主張自主神經反應與情緒反應是同時出現的，不

一定有前後順序或回饋的關係，且也涉及大腦對刺激的詮釋和情緒體驗，如當個體

面臨某種刺激時，這些刺激會被感官接受，並傳送至大腦皮質等區域，大腦即會對

這些刺激進行詮釋，進而同時引起相應的身體反應和情緒體驗(馮關富，2005)。 

假設當個體聽到一個冷笑話，感受到快樂和愉快的情緒，同時個體身體也會有

相應的反應，如臉部肌肉放鬆、嘴巴張開或是身體也會微微顫抖，但這些身體反應

並不全是引起情緒體驗的必要條件，假設個體正在做運動，身體也可能會有相應的

生理反應，但個體仍然可以感受到冷笑話是有趣及愉悅的，並產生正面的情緒體

驗，如圖2-3顯示了此一過程。 

 

圖 2-3 

Cannon-Bard 情緒理論圖解 

 

資料來源:曾娉妍(2010)。繪本教學對國小負向情緒表達之影響。 

 



 

24 
 

一、認知發展論（cognitive theory, J. Piaget） 

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在其認知發展論中，強調兒童獲得知識

是一種積極探索及獲取經驗的過程，而社會知識亦如此。社會知識的建構是通過

人際互動所形成的，這種互動使個體能夠在心理認知和外部環境之間進行同化、

調適、平衡和適應。這種過程不僅能夠減少個體的自我中心觀念，還有助於促進

情緒交流。根據皮亞傑（Jean Piaget，1986）的認知發展階段理論，0-2 歲是感覺

運動期，兒童在這階段通過感覺器官和肌肉來探索周遭環境。2-7 歲是前運思

期，在這階段兒童尚未能進行合理的思考，主要表現為自我中心和直覺式的推

論。7 歲以上進入具體運思期和形式運思期，在這階段兒童開始展現同理心的行

為，而這種能力在人際關係和工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王淑俐，1995)。 

因此，人際互動、感覺、情緒等元素都融入於社會知識的結構中。這意味著

認知和情緒並非矛盾衝突，而是一體兩面的互相補充關係，彼此之間相互影響並

共同作用（劉金玲，2017）。 

 

三、心理社會發展論 

美國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提出心理社會發展論，此理論將人的

一生分為八個階段，個體會因不同時期學習適應此階段的發展任務，若發展順利危

機就能解除；發展不順利就容易出現危機，因此個體需適應不同的困難，來化解不

同的危機，最後將完成整體性的自我(陳國泰，2018)。以下將與孩童時期有關的心

理社會發展階段的認知和情感發展結果整理如表 2-5 所示，有助於清晰地了解每個

階段可能帶來的正向和負向影響，以及對孩童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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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艾瑞克森之心理社會發展論 

艾瑞克森之心理社會發展論 

社會心理階段 
認知和情感學習 

正向結果 負向結果 

階段一 

0 歲-1.5 歲(嬰兒期) 

信任與不信任 

嬰兒常受到他人的親密

接觸或關愛，對環境易

產生信任及安全感。 

若嬰兒需求長期被忽略，

則容易對環境產生不信任

及焦慮的感覺。 

階段二 

1.5 歲-3 歲(幼兒期) 

自主與羞愧或懷疑 

幼兒學會按社會行為要

求表現目的性行為，使

他有成就感並感到驕

傲。 

幼兒過於依賴他人，受他

人所控制，因而導致自我

懷疑及羞愧。 

階段三 

3 歲-6 歲 

(學齡前兒童期) 

主動與退縮 

即將進入學習階段，在

自發遊戲中，擔任領導

者或追隨者角色時受到

讚美與鼓勵，使他開始

主動好奇，並擁有責任

感。 

在學習遊戲中受到失敗、

被譏笑的經驗，因而導致

畏懼退縮。 

階段四 

6 歲-12 歲 

(學齡兒童期) 

勤奮與自卑 

兒童開始學習生活中的

正式技巧，如團體規範

或遊戲規則，從中感受

到信心與能力，並開始

學習待人處事的能力。 

兒童在學習階段中充滿失

敗感，導致缺乏生活基本

能力，自卑感叢生。 

階段五 

12 歲-18 歲 

(青少年期-青春期) 

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 

青春期階段有明確的自

我觀念及自我追求的方

向和目標。 

青春期階段無方向，感到

徬徨迷失，因此容易產生

角色混淆。 

 

資料來源:陳國泰(1989)。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在負向人格特質的中小學生輔導

之應用。 

由表 2-5 顯示，心理學家艾瑞克森所建構的心理社會發展論中，能發現情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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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人際行為發展，若階段任務順利完成，則個體思想會更趨近成熟。根據

Erikson 的學齡兒童期至青春期階段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指出此時期的發展任務為

勤奮進取及自我認同，危機是自貶自卑及角色混淆，加上此階段的學童能夠區分他

人的情緒，同時也學到更多的情緒字彙，因此對於情緒的描述更加完善及完整，因

此若在學齡階段其經驗成功多於失敗，則能養成勤奮不懈的精神，且對自己的角色

產生認同感；反之若個體長期處於失敗中，則易造成其自卑的個性，且容易對自己

的角色認同產生混淆，因此必須多給予肯定及鼓勵，使個體發展及培養成功的經

驗。 

 

四、理性情緒行為理論 

美國臨床心理學家艾里斯(Alber Ellis)提出理性情緒行為理論，也常被稱為「情

緒 ABC 理論」，主張認知、行為及情緒三者相互作用，認為情緒是受到想法所影

響，而非事件本身，換句話說，事件本身無對錯，而是想法影響我們的情緒。理論

架構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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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理性情緒行為理論架構圖 

 

資料來源: 曾娉妍(2010)。繪本教學對國小負向情緒表達之影響。 

 

A（Activating events）:誘發事件或事實。 

B（Beliefs）:個體遇到誘發事件後，對事件的想法、解釋或評價，即信念。 

C（Consequences）:事件發生後個體的情緒及行為反應。 

D(Disputing intervention):駁斥與干預(轉念歷程)。 

E(Effect):新的想法。 

F(New feeeling):新的情緒。 

透過圖 2-4 所呈現的理性情緒行為理論架構，其中 A 代表觸發事件，B則表示

個體對於事件 A 的想法和信念，C 則是所產生的情緒反應。因此，這三者之間呈現

著一種互動關係：個體的信念 B會導致情緒 C 對事件 A 的反應。然而，在這互動模

式中，若欲改變情緒反應的方式，介入即為必要之策，此處 D 所指即為駁斥。駁斥

涉及協助個體挑戰其非理性信念，歷程包括三個要素：偵測、辯論以及分辨。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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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透過駁斥的歷程，獲得了新的信念或想法，隨之重新產生 F新的情緒與感受(李

選，2003)。 

因此，Ellis 認為情緒困擾的成因在於個體內心的非理性想法。藉由信念的轉

變，將不實際且不理性的思考方式轉化為成熟而理性的想法，這樣的轉變有助於個

體能夠在特定情境中產生適切的情緒反應。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所出版的

《EQ武功祕笈》亦採用 Ellis 的「情緒 ABC 理論」，透過教育協助學生面對日常生

活中因非理性想法而引發的情緒衝突，進而進行駁斥轉變的訓練，以培養情緒調節

的能力，進而產生正向的想法和全新的情緒體驗。 

伍、國內情緒教育相關研究 

研究者蒐集有關國內情緒教育的相關研究，主要以臺灣碩博士學位論文資料庫

為蒐集論文研究的來源，以「情緒教育」為關鍵字，發現國內相關情緒教育文獻相

當多，蒐集近五年(2017-2021 年)國內實施情緒教育之相關研究，經進一步以研究對

象為幼兒園及國小學生之實證研究，並以表格方式呈現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

工具、實施時間及研究結果以進行整理，分析如表 2-6，做為研究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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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018-2022 年國內國小階段實施情緒教育相關研究結果摘要 

2018-2022 年國內國小階段實施情緒教育相關研究結果摘要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 實施時間 研究結果 

王雅琳
(2022) 

幼兒園兩

歲，12 名

學生 

行動研究 
觀察、省思 

訪談、幼兒

學習作品 

8 週 

每週一次課

程，每次 40

分鐘 

透過繪本融入情緒

教育有助於提升情

緒能力，增進自我

情緒覺察與辨識能

力，且也能增強幼

兒對情緒的觀察

力，進而覺察與辨

識他人情緒。 

徐暐玲 

(2022) 

國小四年

級，26 名

學生 

量化研究 

教學紀錄

表、協同教

師觀察回饋

表、學生回

饋單、家長

回饋單、社

會情緒能力

問卷 

8 週 

每週兩次課

程，每次 40

分鐘 

自編教材有助於學

生自我覺察、社會

覺察，整體情緒能

力是有顯著差異。 

陳宥澄 

(2021) 

幼兒園混

齡，22 名

學生 

行動研究 

錄音、錄影 

學習單、觀

察、教學省

思 

10 週 

每週二次課

程，每次 40

分鐘 

透過繪本幼兒在情

緒覺察、辨識、情

緒理解、情緒表達

及情緒調節四大能

力成長與提升。 

李蕙如 

(2021) 

國小六年

級，共 41

名學生 

量化研究 

情緒調整量

表、情緒智

能量表、訪

談資料 

8 週 

每週兩次課

程，每次 40

分鐘 

芯福里情緒教育課

程有助於提升學生

情緒調適能力。 

林婉婷 

(2020) 

國小三年

級，共 48

名學生 

行動研究 

觀察紀錄、

錄音紀錄、

省思札記、

訪談學生、

學生回饋 

18 週 

每週一次課

程，每次 40

分鐘 

透過自編的桌遊提

升學生對於自我負

向情緒處理能力。 

邱宇晴 

(2020) 

國小二~

三年級，

共 5 名學

生 

實驗研究 

影像紀錄、

教師課後日

誌、學生訪

談紀錄 

16 週 

每週一次課

程，每次 40

分鐘 

自編兒童情緒教育

繪本可提升學生對

於基本情緒與複雜

情緒的應對能力有

不同回饋。 

(續) 

陳思瑾 

(2019) 

幼兒園共

26 名學生 
行動研究 

觀察紀錄 

教學日誌 

16 週 

每週一次課

透過自編情緒教育

課程能改善幼兒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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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每次 40

分鐘 

向情緒的表達方

式，能覺察自己與

他人的情緒，但尚

未能有替他人設想

的行為。 

謝佳純 

(2019) 

國小一年

級，共 55

名學生 

實驗研究

法之「不

等組前後

測設計」 

國小兒童情

緒調整量表 

10 週 

每週兩次課

程，每次 40

分鐘 

透過自編情緒教育

課程可提升學生情

緒表達，但在情緒

覺察與情緒反省並

未達顯著差異。 

馬文倩 

(2018) 

國小二年

級，共 29

名學生 

行動研究 

觀察紀錄表 

家長、學

生、協同教

師回饋、教

學省思、錄

音、錄影 

8 週 

每週一次課

程，每次 40

分鐘 

透過自編情緒教育

課程能較以正向方

式因應生氣情緒。 

 

以下從實施情緒教育相關研究結果歸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實施時間、研究

結果、研究工具及實驗課程等面向，綜合歸納表 2-6 的發現: 

一、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包含了幼兒園、國小低、中、高年級，顯現情緒教育適合在幼兒園及

國小階段學習。在研究對象的人數方面部分呈現差異，人數較少則適合小團體輔

導，以針對特殊需求來進行課程；人數較多通常以班級學生為對象，則針對班級輔

導方式來進行課程。 

二、研究方法 

大致上有行動研究、實驗研究及量化研究三種。採取行動研究法之研究者，

多數擔任班級級任教師，以自己任教班級為研究對象，試圖解決教學現場的困

境；採取實驗研究法及量化研究法的研究者，多半目的為了解情緒教育課程的實

施成效。 

三、實施時間 

課程實施的節數範圍落在 8 至 20 節課(每節以 40 分鐘計算)之間，多數研究

時間為 8 至 16 節課。整體而言，採用行動研究法的課程，實施課成時數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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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40-800 分鐘左右；採用量化研究及實驗研究法的課程，實施時數大約在 320-

800 分鐘左右。 

四、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情緒教育課程能幫助學生自我覺察，並可以感受他人情緒，

及可提升情緒表達能力，在處理負向情緒時能尋求理性的解決方法，以適當的

方式抒發，進而改善人際互動，大部分情緒教育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生情緒能

力。 

五、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相當多元，包含學習作品、回饋單、觀察記錄、訪談紀錄、情緒

調整量表、情緒智能量表、教學日誌及省思、學生及家長回饋等，依照研究者

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而有所差異，大部分量化的研究多以量表為研

究工具，而質化的研究多數以研究歷程中所留下來的文字記錄、錄音紀錄及影

像記錄。 

六、情緒教育課程教材 

課程教材設計是研究者針對教學對象的需求自行設計而成，因此不同課程

所運用的教材及教學方法會有所差異，例如:林婉婷(2020)以自編桌遊做為情緒

教育教材，探討對學生負向情緒之影響、李蕙如(2021)運用芯福里情緒教育課程

做為教材，探討對學生情緒調節之影響、另三篇的研究是以繪本作為情緒教育

教材(王雅琳，2022；邱宇晴，2020；陳宥澄，2021)，探討對學生情緒能力是否

有提升，及另四篇的研究則是以自編課程做為情緒教育教材(徐暐玲，2022；馬

文倩，2018；陳思瑾，2019；謝佳純，2019)，以探究對學生之負向情緒處理能

力及人際社交技巧之效果。 

綜上所述，從國內研究發現，幼兒園及國小階段實施情緒教育可達到初級預防

的成效，因此研究者以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為實施對象。由於近年情緒教育課

程越來越多元，因此本研究以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 EQ 課程做為實施教

材。因為本課程非研究者親自授教，因此考慮採用實驗研究法，實施節數控制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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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課程，為讓研究結果得到更完整的資料佐證，輔以學生 EQ 學習手冊等之質性資

料蒐集，可互補不足或互相印證。 

 

陸、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EQ 武功秘笈 

目前國內學校課程架構未將情緒教育作為主體處理，有感於現今學童在社會、

學校、家庭、學業、同儕等壓力影響，情緒問題依然是班級經營困擾所在，依據親

子天下與 2021 年探究 9 至 15 歲青少年的情緒狀況，分析在這數位不安的原生世代

的網路社交和情緒關係，發現以下問題: 

(一) 當面對他人評價自己時，有 37％的孩子常認為自己比不上別人、42％的

孩子常常在意他人負面評價。 

(二) 當面對挫折和新事物時，有 33％的孩子常因為害怕失敗、不敢嘗試新的

事。 

(三) 當遇上挫折、沮喪時，有 28％的孩子不願詢問老師或主要照顧者解決方

式。 

(四) 當網路交友比現實生活中交朋友更自在的孩子，在團體中常覺得自己格格

不入的比率為 32％。 

(五) 當偏好網路交友的孩子，也更擔心因成績不好，家長不喜歡自己，比率為

45％；對比偏好在現實生活交朋友的孩子僅有 34％。 

從上述情況可得知，過度使用網路對孩子的自信心、自我評價、挫折容忍

力以及情緒調節能力造成了影響。此外，這也使得孩子在家庭和學校的人際關

係變得較為薄弱。鑒於此，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的創辦人楊俐容老師

在深入觀察了眾多家庭問題後，發現許多孩童因為未能接受適切的情緒教育，

而在與家人、師生間的關係中出現了困難。這種情況導致社會出現情緒失控、

人際緊張衝突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足等問題。這些困難進一步導致青少年犯

罪問題增加，社會緊張感提升。此外，楊老師還發現與過去相比，現代兒童更

容易感到憂鬱、衝動和易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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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觀察，楊老師結合了心理學對情緒和兒童發展的相關研究，提出

了一個專為兒童和青少年培養情緒智力（EQ）的成長架構。在這個架構中，她

規劃了一系列的 EQ 課程，針對國小學童的低、中、高年級進行情緒教育。這

些課程讓學童在志願者的引導下，學習認識和理解情緒，同時提升自我情緒管

理的能力。這些課程依據「認知導向情緒理論」，該理論指出個體在面對刺激事

件時會進行認知評估，並判斷事件的性質。透過綜合考慮表情變化、生理反應

以及認知評估，個體會產生情緒經驗，而這種情緒經驗則會引導個體做出相應

的情緒反應。 

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的情緒教育教案共計七套，包含低年級 EQ

魔法學校二套，中年級 EQ 學園一套，高年級 EQ 武功祕笈四套；低年級課程

為:我是心情魔法師、我是幸福魔法師，課程內容各有六個單元，設計理念考量

到低年級孩子在學習型態、社交環境中的正、負向經驗隨之增多，孩子不只需

要提升自理能力，更需要學習處理正、負向情緒的方法。中年級課程為:好人氣

養成班，課程內容共計八單元，強化此階段的孩子在自我管理及人際關係奠定

良好的基礎。高年級的課程內容為:我是 EQ 高手(加強情緒管理)、我真的很不

錯(提升自我概念)、我好，你也好(增進溝通技巧)、我是解題高手(學習解決問

題)，每套課程各四單元，課程內容包含情緒相關理論介紹、日常生活情境引

導、EQ 劇場、課程討論與分享，同時配合 EQ 學習手冊使學生紀錄課程的情緒

感受。此研究主要以高年級課程:我是 EQ 高手(加強情緒管理) 做為實施教材，

授課時間依照班導師所安排的時間，一週上兩堂課(共 80 分鐘)，預計同一學期

上完，而情緒教育入班志工已接受完整的志工培訓後，搭配理論基礎、教案示

範與實作演練，經由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最後由課程督導通過，才得以入

班，可以發現 EQ 的知識除了幫助孩子，亦能提升志工的人際互動能力，可說

是對親師皆受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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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情緒覺察意涵與相關研究 

壹、情緒覺察的意涵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受到各種大小事情的影響，這些事情常常牽動著我們

的情緒，而我們的情緒又會左右著我們的行為和決定。舉例來說，許多人都同意親

近大自然可以令人心情愉悅，因為在大自然中吸收芬多精的氣息，而相對地，長期

待在城市裡卻可能讓人變得抑鬱寡歡。然而，「城市生活」本身並無對錯之分。不同

人、不同背景、不同心境皆會對相同的城市生活產生截然不同的感受。因此，在這

樣的情況下，若能懂得覺察和分辨自己與他人的情緒，情緒就不僅僅是情緒本身，

而會變得更有意義。Tull(2008)在論文中支持這個論點，指出情緒覺察是了解情緒的

第一步。(引自蔡淑華，2000，頁 36) 

在「覺察」一詞中，蘊含著兩個層面的涵義。就「覺」的意涵而言，它強調個

體對某種事件的發生進行偵測和察覺，或者說是感知內在心理事件或外在環境的變

遷。而在「察」的層面，則體現了一種企圖理解事件根源的心理狀態(施伶玫，

1997)。綜合這兩種層面，情緒覺察可以被理解為個體能夠在情緒產生時，辨識當下

情緒狀態和其種類的能力(教育部，2013)。 

此外，郭李宗文(2008)也闡述道，個體透過對自己、他人以及周遭環境中語言

和非語言行為的感知，來覺察他人、環境和自身情緒的變化。這包括了對於生理反

應、面部表情、肢體語言、聲音語調以及認知思考等方面的敏感感知。蔡秀玲與楊

智馨(1999)則強調情緒覺察是將注意力從外在轉向內在，並體會個體當下的真實感

受。另外，黃惠惠(2002)認為情緒覺察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感受自身的身

體變化和內心對各種情境的感覺。 

在饒見維(2004)的研究中，其主張情緒覺察需要以積極的態度，來觀察和照顧

自我和他人的身心狀態。另外，陳依伶(2005)認為情緒覺察是連續的心理歷程，檢

視和覺察自身和他人的情緒狀態，並探究產生的原因，並以符號化將情緒狀態歸類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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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對於情緒覺察的意涵，情緒覺察被理解為個體以積極的態度，將注意

力從外在環境轉向內在內心歷程，感受並覺知身體的變化，並檢視內心對各種生活

情境的感受，同時探究引發情緒的原因。 

除了上述對於情緒覺察意涵的解釋，Denham(1998)將情緒覺察區分九種不同的

階段，但各階段沒有前後因果關係或先後順序。學齡前兒童因詞彙量較少，僅能用

簡單的文字來表達，但隨著認知及語言能力漸漸成熟，學齡前兒童大約可完成前六

項發展，而國小階段兒童開始學習覺察不同情緒能夠同時存在，進而開始發展出複

雜混合的情緒，九種情緒覺察能力內容如下:(引自蔡啟惠，2019，頁 11-12) 

(一) 能分類不同情緒，包含口語及非口語訊息。 

(二) 能辨識引發情緒之情境。 

(三) 能知道引起情緒之原因。 

(四) 能使用情緒詞彙描述情境。 

(五) 能體會他人的情緒經驗，並且可以和自身情緒經驗做區分。 

(六) 能覺察情緒管理策略。 

(七) 能表達個人的情緒。 

(八) 開始覺察到不同情緒能同時存在。 

(九) 開始了解人際關係互動和自己情緒間的關係。 

由此可知，隨著個體的成長，覺察並識別自己及他人情緒的能力逐漸成熟。此

能力的成長呈現兩大面向的發展：首先，個體能夠辨識的情緒種類逐漸擴展，同時

亦能夠有效地管理自身情緒。這種成熟不僅體現在正面情緒的表達，還包括了如何

適當地處理負面情緒，以確保情緒狀態的穩定。其次，個體在了解他人情緒的同

時，逐漸發展出妥善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藉此建立友善和諧的人際互動關係。 

情緒覺察能力所包含的階段之外，陳質采與呂俐安(2000)曾將自我覺察分為四

個層次，逐一描述如下： 

1. 無察覺到自身情緒：在此層次中，個體無法識別自己的情緒存在。 

2. 覺察到自身情緒，但不接納它：個體能夠察覺自己的情緒存在，但尚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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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完全接受並理解這些情緒。 

3. 能覺察及接納自身情緒：此層次中，個體具備了察覺自己情緒的能力，並

且能夠正向地接受這些情緒。 

4. 能覺察及接納自身情緒，亦能覺察到背後的想法：最高層次的自我覺察能

力，個體不僅能夠意識到自身的情緒，還能夠深入洞察情緒背後的思想和

原因。 

Lane（1990）也在發展情緒覺察層次量表（Levels of Emotional Awareness Scale, 

LEAS）中，該量表包括了自我覺察能力以及外在覺察能力，將情緒覺察分為以下五

個階段層次，如下所述（林淑華，2001）： 

1. 感覺運動的反射性反應期：此階段主要聚焦在身體感覺以及臉部表情，個

體對於情緒的察覺主要表現在生理感受和外顯表情上。 

2. 感覺動作的行動期：在這個階段，個體感受到身體的感覺並產生行動的衝

動，情緒的察覺已經開始影響到個體的行為反應。 

3. 前運思期：此階段個體對情緒的了解已經包含了身體和心理（認知）的成

分，然而，這種理解仍然僅限於簡單、單向度的情感瞭解。 

4. 具體運思期：個體能夠覺察到多種情緒，並且能夠描述主觀經驗中複雜情

緒和不同的情緒狀態。 

5. 形式運思期：在此階段，個體能夠覺察到更多不同種類的情緒，並且能夠

理解他人複雜的情緒。此外，個體亦能區辨不同情緒程度的細微差異，展

現出更高層次的情緒覺察能力。 

這些階段層次反映出情緒覺察能力在個體成長過程中的演變，從感覺運動的基

本反射，逐漸發展為能夠深入了解和表達複雜情緒的能力。 

貳、覺察情緒的方式 

情緒覺察包含兩個部分，一是覺察自己內在的情緒，感受及了解自己的情

緒狀態為何；另一則是覺察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然而情緒僅屬於個人內在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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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我們要了解他人情緒需從他人情緒反應的「非語言」行為。非語言訊息是

感受他人情緒的重要脈絡，透過傾聽他人的話語、觀察他人的臉部表情、眼神

動作、肢體動作及聲調等，皆可了解對方當下的情緒狀態(邱珮思、許維素，

2006)。有鑑於此，研究者將從臉部表情、說話聲調、肢體動作及情境故事等方

式來了解情緒覺察的能力。 

 

一、臉部表情 

臉部表情是情緒覺察最基本的媒介，當個體與他人互動時，最容易觀察對方

的眼神與臉部表情。臉部表情主要功能包含，傳達個人的情緒狀態，包含快

樂、難過、生氣、沮喪、興奮等。因此研究所實施的情緒教育課程，在課程單

元中以情緒辨識作為第一單元，引導學生觀察臉部表情情緒訊息，提升學生辨

識自己與他人情緒的能力。 

二、說話語氣與聲調 

通常個體會藉由說話的過程中表達情緒，而每個人的聲音可能會因情緒的不

同而有所變化之外，每個人說話時的聲音特性也會有所不同，如語調高低起

伏、聲調的抑揚頓挫，皆會影響聆聽者情緒感染的方式，而聲音的特性更容易

使人了解其情緒，例如:啜泣、笑聲、低吼等，都是語言中可辨識他人情緒的來

源(李燕、李浦群，1995)。因此研究所實施的情緒教育課程，在課程單元活動中

安排戲劇演出，引導學生學習辨識聲音變化情緒訊息，提升學生辨識自己與他

人情緒的能力。 

三、肢體動作 

頭、手、腳、軀幹，如同我們的臉部表情和眼神能傳達訊息給別人，肢體語

言可以說是在與他人互動、談笑過程中傳達訊息給對方的一種型式，例如雙手

插腰、聳肩、交叉手臂等，這些都是表達情緒狀態的動作(李易紋，2011)。因此

研究所實施的情緒教育課程，在課程單元活動中安排戲劇演出，引導學生觀察

肢體動作情緒訊息，提升學生辨識自己與他人情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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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境故事 

將故事情境藉由圖畫或故事情境的方式，不僅能吸引學生使他們將自己的

日常生活經驗類化到故事情境中，從中產生聯想與思考，讓學生學習用不同角

度來思考行為的前因後果(鄔時雯，2002)，有助於在實際生活中覺察自己及覺察

他人情緒。因此，本研究所實施的情緒教育課程，在課程單元活動中設計家庭

及學校生活點滴故事，搭配戲劇演出情節，藉由故事情境使其和自己的情緒經

驗產生連結，激發學生覺察情緒的能力。 

「覺察」是認識自我情緒和認知他人情緒的基石，有了覺察才能進一步發

展其他的人際能力，有此可知，個體對自己和他人的情緒感受是相當重要的情

緒經驗，特別是學齡階段的兒童，從家庭生活進入學校生活，社會環境的變化

使兒童經歷更為複雜的情緒經驗，因此國小階段發展良好的情緒覺察能力顯得

相當重要。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實施情緒教育課程，對情

緒覺察做為研究探討之一。 

參、情緒教育與情緒覺察相關研究 

研究者蒐集有關國內情緒教育與情緒覺察的相關研究，主要以臺灣碩博士學位

論文資料庫為蒐集論文研究的來源，以「情緒教育」為關鍵字、「情緒覺察」為論文

目次，蒐集相關研究，經進一步以研究對象為幼兒園及國小學生之實證研究，並以

表格方式呈現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研究結果以進行整理，分析如表 2-7，做為研究

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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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情緒教育與情緒覺察相關研究結果摘要 

情緒教育與情緒覺察相關研究結果摘要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王雅琳 

(2022) 
質性研究 觀察、省思 

訪談、學習作品 

以繪本融入幼兒情緒教

學，可增強幼兒對情緒的

觀察力，進而在日常生活

中可覺察與辨識出他人的

情緒。 

王雅筑 

(2022) 
行動研究 

學生學習單、單元回饋

單、課堂錄影、教學省

思札記、協同教師回饋

與學生課後訪談內容 

國小兒童情緒調整能力

量表 

正向情緒電子繪本教學課

程能提升國小二年級學生

「情緒覺察」、「情緒表

達」、「調整策略」、「情緒

反省」、「情緒效能」等方

面之情緒調整能力。 

盛心渝 

(2022) 

前實驗研究

法 
觀察、省思、訪談 

運用社交機器人進行社會

情緒課程能部分提高幼兒

情緒覺察與辨識、情緒表

達、情緒理解及情緒調

節。 

張白蓉 

(2018) 
準實驗研究 兒童情緒覺察層次量表 

1. 運用情緒卡融入在國語

教學課程後能提升國小

學童的情緒覺察包含

「覺察自我」、「覺察他

人」、「整體覺察」。 

2. 情緒卡融入在國語教學

課程後對特殊生情緒覺

察是有提升的。 

3. 情緒覺察中「覺察自

我」與「覺察他人」是

有正相關。 

蔡芳秀 

(2017) 
行動研究 觀察、訪談、日誌、問

卷、文件 

1. 應用情緒卡進行情緒教

育，能促進孩童對情緒

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

調節之能力。 

2. 家庭因素對情緒教育影

響尤其重要，應該在親

職教育中加強有關情緒

教育的內容，以促進親

師之間的合作。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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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俊波 

(2016) 

量化研究 研究者自編量表 情緒教育課程有助於學

童在情緒管理與調適方

面取得成長，同時也能

增進學童對情緒的察

覺、判斷能力以及情緒

理解的發展。 

陳怡螢 

(2015) 

準實驗研究 國小兒童情緒調整量表 情緒教育課程使學生在

「情緒覺察」、「調整策

略」以及「情緒效能」

中達到顯著差異。 

陳依伶 

(2005) 

準實驗研究 自我情緒覺察量表 情緒教育課程使實驗組

學童的自我情緒覺察能

力有顯著效果，增加情

緒相關知識、知道如何

面對自己的情緒、知道

如何表現自己的情緒、

學會處理自我情緒的方

法。 

 

茲從研究結果面向，綜合歸納表 2-7 發現，實施情緒教育課程可提升情緒覺察

能力。陳依伶(2005)、朱俊波(2016)、陳依瑩(2015)以自編情緒教育課及芯福里情緒

教育協會推出《我是 EQ 高手》、《我好，你也好》情緒教育課程，以準實驗研究及

量化研究，顯示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後，可提升學生對情緒的察覺、理解和判斷

力；王雅筑(2022)運用正向情緒電子繪本及融入情緒教學、王雅琳(2022)運用四本繪

本以情緒覺察表達為主題，以行動研究和質性研究顯示可增強幼兒對情緒的觀察

力，提升日常生活中可覺察與辨識出他人的情緒能力，對於自我的「情緒反省」、

「情緒效能」也能提升；張白蓉(2018)、蔡芳秀(2017)運用情緒卡融入情緒教育課

程，提升國小學童的情緒覺察，從研究結果得知「覺察自我」與「覺察他人」是有

正相關的關係，另張白蓉(2018)研究結果中發現，情緒教育課程結合情緒卡對特殊

生情緒覺察也是有提升的，而蔡芳秀(2017)研究結果中說明家庭因素對情緒教育影

響尤其大，應強化親職教育中有關情緒教育的部分，以達到親師共同合作；盛心渝

(2022)研究因考量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導致幼兒與同儕人際互動的機會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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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情緒智力的影響極大，因此透過社交機器人進行社會情緒學習，研究結果

顯示能部分提高幼兒情緒覺察與辨識、情緒表達、情緒理解及情緒調節。 

 

第三節 情緒表達意涵與相關研究 

壹、情緒表達意涵 

為什麼我們需要學習情緒表達呢？情緒表達的過程不僅能幫助我們了解自己，

還可以透過這個過程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連結。隨著年齡的增長及學習的豐富與

精緻，情緒表達能力逐漸提升(簡淑真，2001)。張春興(2006)指出，情緒表達能力指

的是個體在情緒狀態下，在生理、心理及外顯行為上所展現的變化或活動。當個體

學習並理解所處的文化規則後，能以適切的方式來表達情緒，達到紓解情緒並與他

人溝通的目的(教育部，2013)。情緒表達的類型可以分為語言表達及非語言表達兩

種形式。語言表達是透過語言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與他人進行溝通；而非語言

表達是透過臉部表情、肢體表現、聲音及聲調等方式來表達心理感受(林吟珀，

2010)。另外，Lewis & Michalson(1983)提出情緒表達是指個體在出現某種情緒狀態

時，其在生理上表現出臉部表情、身體動作、聲音等變化。這些展現方式的差異可

能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天生反應，有些則是透過外在學習而習得(引自蔡玉雯，2017，

頁 33)。 

因此，我們可以了解情緒表達是指個體在面對某種情緒的情境下，展現在外在

的行為。這種能力可以提升個體與他人的互動能力，也能在互動溝通的過程中更好

地理解對方的內在想法。余思靜(2005)提出，當個體更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情緒，也

就更能理解他人的情緒需求和目的。換句話說，情緒表達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提供

了相當重要的訊息，讓互動雙方瞭解彼此的內在想法，有利於進一步的行動。 

貳、影響情緒表達的因素 

個體情緒表達的方式不同，王怡又及余思靜(2000)提出，每位個體的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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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皆不相同，究竟有哪些層面因素影響情緒表達，以下綜合多位專家學者的看法: 

(一) 先天氣質差異:健康的孩子一出生，每個都擁有表達情緒的能力，在面對外

界社會時，會以自身獨一無二的方式進行調整，即所謂的氣質(王珮玲，

1995)。美國學者 Thoms、Chess 和 Birch 於 1970 年提出氣質(temperament)

理論，同樣主張個體出生即各自具備天生的氣質，因此他們為天生氣質界

定出九大項度，其中三項和情緒有關，即為情緒本質、反應閾和反應強

度。 

「情緒本質」指個體天生下來對內外刺激反應的方式，例如:同樣是吃

東西，有人會以喜悅的情緒來看待，而有人則是以憂愁的情緒來面對；「反

應閾」的「閾」就是標準，因此「反應閾」意指對外界反應最基本的標

準，而反應閾的高與低界定於對外界刺激的敏感度，若反應閾高的孩子，

需要許多刺激才有反應，反應閾低的孩子，則只要一點點刺激就會有所情

緒，例如:高敏感度的孩子對於爭吵的畫面或聲音，可能會感到煩躁，而低

敏感度的孩子對於外界聲音可能不當一回事；「反應強度」則是個體對內外

在刺激的反應程度，對於正向情緒或者是負向情緒，有人能強而有力表達

自己的情緒，有人則是有氣無力，例如:面對他人的責罵，有人會無所畏懼

的為自己辯解，而有人則是默默承受(曾娉妍，2011)。 

Thoms、Chess 和 Birch(1970)針對一百四十一位嬰兒進行氣質的縱貫研

究，並將區分成三種氣質類型:(引自蔡玉雯，2017，頁 36-37) 

1. 易養型氣質: 

此類型的幼兒(占樣本 40％)擁有較和善的脾氣，心情通常處於愉悅的

狀態，個性相對較為沉穩，相對地對於適應新環境或面對新經驗時較為容

易，也發現在生活作息相對規律。 

2. 難養型氣質: 

此類型的幼兒(占樣本 10％)具有好動、易怒的氣質，對於改變舊有的

習慣或面對新環境、新經驗時反應相對劇烈，因適應能力較差，因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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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的時間才能適應，且生活作息要較不規律。 

3. 慢吞吞型氣質: 

此類型的幼兒行為表現較不好動及活躍，適應新的情境與經驗也需要

較長的時間，且在日常生活上也有些情緒化。 

整體來看，慢吞吞型幼兒及難養型幼兒雖然都展現出負向的情緒，然

而相比之下，慢吞吞型幼兒的情緒反應強度並沒有難養型幼兒劇烈，例如

他們不願意被擁抱時，他們僅是轉過臉而不是大吼大叫或拳打腳踢(王珮

玲，1995)。 

(二)性別 

在個體成長過程中，會自然而然產生「性別分化」現象，逐漸認識自己的性

別，並學習自身認同性別的動機、價值觀與行為，因此在生理因素及社會文化的影

響下，性別多多少少影響個體的情緒表達方式，尤其在情緒字彙部分，兩歲的時

候，女孩已經比男孩可以使用更多情緒字彙來表達(張欣戊等人，2010)。蔡秀玲、

楊智馨(2007)認為男、女性對事件所引發的情緒、表達情緒方式及因應策略截然有

異，提出在情緒表達方面，女性在情緒溝通及表達上較為自在且清晰，對非言語訊

息的傳達及覺察較為敏感，而男性易於忽略對方的感受。 

(三)學校及家庭環境 

國小階段的孩子最頻繁接觸的環境為學校和家庭，它們也是孩子學習情緒表達

的重要影響因素，家庭是個體生長的源頭，學校是個體學習社會文化的角色，有此

可知，家庭照顧者及師長就是孩子學習表達情緒的鏡子。若家長及教師經常有情緒

化的反應，情緒突然失控、打罵、恐嚇等不成熟的方式來處理情緒問題，孩子也會

模仿同樣的行為來表現不適當的情緒表達方式；相對的，若家長及教師的教養方式

及互動穩定，並採取同理心、教誨等較成熟的情緒處理方式，將有助於提升孩子的

情緒表達能力。 

綜上所述，影響個體情緒表達的方式除了先天氣質及性別，後天環境的學習也

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作用。在兒童成長過程中，若家長或師長提供兒童適當自主表



 

44 
 

達自己情緒的機會，適時的給予鼓勵和指導，兒童不但有機會表現自身情緒，還能

從中學習控制情緒，進而提升社會適應能力，有此可知，國小階段發展良好的情緒

表達能力顯得相當重要。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實施情緒教育課

程，對情緒表達做為研究探討之一。 

參、情緒教育與情緒表達相關研究 

研究者蒐集有關國內情緒教育與情緒覺察的相關研究，主要以臺灣碩博士學位

論文資料庫為蒐集論文研究的來源，以「情緒教育」為關鍵字、「情緒表達」為論文

目次，蒐集相關研究，經進一步以研究對象為幼兒園及國小學生之實證研究，並以

表格方式呈現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研究結果以進行整理，分析如表 2-8，做為研究

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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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情緒教育與情緒表達相關研究結果摘要 

情緒教育與情緒表達相關研究結果摘要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謝佩勲 

(2021) 
行動研究 

課堂討論、教學省思札

記、觀察紀錄、單元學

習單、問卷、訪談 

以情境式分析為主的情緒教

學方案有助於提升小四學生

情緒的正向表達。 

周欣慧 

(2020) 
行動研究 

自編回饋單、寫作檢核

自評表、教學觀察記

錄、學生文件資料、學

生訪談 

情緒教育寫作課程有助於學

生表達情緒，學習運用情緒

詞彙與結構，具體表達自身

情緒感受。 

高于涵 

(2020) 
行動研究 錄音、訪談、學習單、

觀察記錄等 

將繪本融入情緒教育課程方

案，能夠有效地提升學生在

「情緒覺察」、「情緒理

解」、「情緒調適」以及「情

緒表達」等四個方面的情緒

能力。 

蔡玉雯 

(2017) 
行動研究 錄影、活動觀察紀錄、

訪談紀錄、研究省思 

運用對話式閱讀能提升幼兒

口語及非口語表達型式，不

僅能詳細描述正向及負向情

緒口語表達，也可透過多元

的表情及肢體動作來進行表

達。 

曾娉妍 

(2011) 
準實驗法 

兒童情緒表達量表、學

生心情日記、課後意見

調查表、訪談紀錄表、

教學觀察紀錄表、省思 

運用繪本作為國小二年級情

緒教育課程的方式，對於學

生的負向情緒表達能夠產生

積極的影響。而關於性別差

異方面，無論是男生或女

生，在學習效果上並未呈現

顯著的差異。 

陳永樺 

(2011) 
行動研究 錄音、訪談、學習單、

觀察記錄等 

情緒繪本教學對於國小二年

級學童情緒表達能力具有正

面影響。此外，透過這項教

學活動，教師能夠更深入地

了解學生的心理狀態，同時

也能促進師生之間更緊密的

關係。 

(續)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TdOQi/search?q=auc=%22%E8%AC%9D%E4%BD%A9%E5%8B%B2%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TdOQi/search?q=auc=%22%E5%91%A8%E6%AC%A3%E6%85%A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TdOQi/search?q=auc=%22%E9%AB%98%E4%BA%8E%E6%B6%B5%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TdOQi/search?q=auc=%22%E8%94%A1%E7%8E%89%E9%9B%AF%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TdOQi/search?q=auc=%22%E6%9B%BE%E5%A8%89%E5%A6%8D%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TdOQi/search?q=auc=%22%E9%99%B3%E6%B0%B8%E6%A8%B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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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淑華 

(2010) 
行動研究 

教學現場錄音、省思札

記、觀察記錄、訪談紀

錄、學生作品、學生心

情日記、學生心得回

饋、動態式情緒覺察表 

靜心活動對學生正負向情緒

表達有很大的幫助，且「動

態式情緒覺察表」逐漸能培

養學生情緒力。 

陳雅萍 

(2007) 
行動研究 

現場教學觀察紀錄、訪

談紀錄(學童、家長、

偕同教師)、教師教學

檔案、學生文件資料 

情緒教育繪本的運用能夠培

養學生較為理性的問題解決

能力，激發他們願意嘗試著

理解他人的觀點，並運用適

當的方式來表達和處理個人

以及他人的情緒。 

 

茲從研究結果面向，綜合歸納表 2-8 發現，實施情緒教育課程可提升情緒表達

能力。陳雅萍(2007)、曾娉妍(2011)、陳永樺(2011)、高于涵(2020)運用情緒教育繪本

針對國小學生實施課程，從研究結果得知，情緒教育繪本對學生情緒表達能力有積

極的影響，有助於學生培養同理他人觀點的能力，並學會以適當方式表達和處理個

人及他人情緒。這種情緒教育的融入不僅在無形中改善了班級內的人際關係，增進

了班級氛圍的溫馨與融洽，同時也為教師提供更深入了解學生心理狀態的機會，進

而促進師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蔡淑華(2010)以靜心活動為主題，發現課程能使學

生正負向情緒表達提升，且透過「動態式情緒覺察表」能培養學生情緒力；謝佩勲

(2021) 以情境式分析為主的情緒教學方案提升學生情緒的正向表達；周欣慧(2020)情

緒教育寫作課程經研究結果發現，有助於抒發學生升學相關的情緒壓力，也助於提

升學生運用更多的情緒詞彙與結構，清楚具體的表達自身情緒感受；蔡玉雯(2017)

運用對話式閱讀技巧激勵幼兒口說表達，並針對幼兒的表達給予回饋，增進幼兒理

解繪本中的情緒內容。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TdOQi/search?q=auc=%22%E8%94%A1%E6%B7%91%E8%8F%AF%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TdOQi/search?q=auc=%22%E9%99%B3%E9%9B%85%E8%90%8D%22.&searchmode=basic


 

47 
 

第四節 情緒調節意涵與相關研究 

壹、情緒調節意涵 

Underwood（1997）在其研究中指出「情緒」是源自個體內部的一種內在反

應，具有熱情和力量的特質，同時也涵蓋著煩擾和動盪的意涵。而「調節」則表示

將規範外的情緒轉化為符合規範的情緒表達方式（引自黃薇芯，2015）。因此，情緒

調節指的是個體能夠協調內在情緒和外在環境，以維持良好的適應能力。這種情緒

調節的過程需要具備覺察、表達、調節和反省等能力（黃薇芯，2015）。 

廖麗玲（1999）亦指出，情緒調節代表了個體對於情緒變動時自我控制的能

力。在情緒表達方面，個體能夠運用穩定而恰當的理性方法，以避免情緒反應過

度。因此，當個體遭遇過多的負面情緒刺激時，需要有效地對情緒體驗和行為進行

適當的調整，這個過程被稱作「情緒調節」。情緒調節不僅是情緒基本能力的重要成

分，更與情緒智力有密切的關聯(Mayer & Salovey，1997)。對於情緒調節的定義，

目前學者仍呈現分岐狀態，根據文獻研究，部分學者從情緒運作的角度觀察，認為

情緒調節是一種具有動態性質的過程；另有學者則認為情緒調節為適當反映情緒的

一種能力，也有部分學者整合兩者說法，綜合認為情緒調節既是歷程，也是能力(江

文慈，1999；蘇筱容，2016)。研究者分別從歷程觀、能力觀及統整觀角度探究，整

理如下: 

一、歷程觀 

Underwood(1997)認為情緒調節亦個體愉悅、難過或生氣過度時，能有效地調節

過往經驗與行為，以達到良好的適應狀態。 

Walden 與 Smith(1997)認為情緒調節是一連續的過程，個體會以情緒程度上的差

異進行調節，且調整的方式也不同，無法以有或沒有的二分法來判斷(引自黃薇芯

2015，19-20)。 

根據文獻中的資料，Denham（1998）從情緒、認知和行為調適三個層面解釋情

緒調節的概念。首先，情緒成分涵蓋個體因特定經驗引起情緒反應，同時伴隨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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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其次，知覺及認知成分包括注意力的控制和情境的理解，這兩個成分幾乎同

時發生且相互影響。最後，行為成分涉及在知覺和認知情緒之後，選擇所需的行為

反應。因此，情緒調節涉及一個從激發情緒、認知理解到行為調適的連續歷程（陳

婷月，2013）。 

林雅萍(2011)提出情緒調節是一種從情緒喚醒到實際反應過程中的心理、生理

和認知的長期歷程，當個體覺察並解釋自己的情緒，接者體悟到情緒雖可能起因於

他人或環境，但卻只有自己才能調節並改變被喚醒的情緒。 

二、能力觀 

將情緒調節視為能力者，包括 Eisenberg與 Fabes(1992)，其認為情緒調節可以

改變內在認知與外顯行為以符合個體內外在需求 (引自蘇筱容，2016，頁 25)。 

Saarni(1990)認為情緒能力為個體在社會互動情境過程中漸漸累積與發展的結

果，並主張八項情緒調節成熟者需具備的能力與技巧(孫敏芝，2010)。 

(一)覺察自己的情緒:個體能覺察自身的情緒狀態，甚至能藉由潛意識動力覺察

到個體無法感受到的情感。 

(二)辨識及了解他人的情緒:個體藉由文化認可的情緒及表達性線索，來了解他

人情緒的真實意義。 

(三)善用自己文化的情緒辭彙:個體聯結情緒和社會角色的關係，並以其文化的

情緒辭彙來表達。 

(四)同理他人的情緒:個體具有同理或瞭解他人情緒經驗的能力。 

(五)區分內在情緒經驗及外在情緒表現:個體能區別自身內在情緒狀態和外在情

緒來表現，且也能理解其情緒表現引起的影響。 

(六)適應負向情緒的情境:個體透過自我調節策略來改善情緒狀態的持續度和強

度，以因應負向情緒。 

(七)情緒溝通:個體能覺察其情緒表達的直接性、真誠性及相互性，瞭解在人際

關係溝通中扮演極重要角色。 

(八)情緒自我效能:個體能接納其情緒經驗，並可以掌握其情緒反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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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整觀 

江文慈(1999)認為情緒調節亦指個體評估及修正其情緒之運作，使個體能在其

情境之下有適當的反應，有效的管理和掌握情緒的歷程，將情緒調節內涵分成四個

面向，為情緒的覺察、表達、調整策略、反省、自我效能的能力，以利達到情緒穩

定狀態，五個面向分述如下: 

(一)情緒覺察:情緒覺察為個體對情緒訊息的覺察，是情緒調節的基礎。 

(二)情緒表達:情緒表達為個體對情緒感受的表達，亦為控制情緒的行為，且會

透過外在環境的互動、學習及社會、文化的經驗累積而成，是情緒調節重

要的環節。 

(三)調節策略:調節策略為個體能有效地運用調節策略，對情緒狀態的持續度及

強度加以控制，以利抑制負向情緒或維持正向情緒，是情緒調節的重要手

段。 

(四)情緒反省:情緒反省為個體對情緒處理的過程及結果的省思和評估，能以適

時加以改善的能力。 

(五)情緒效能:情緒效能是個體對自身處理情緒的判斷與評估，亦即個體對自己

處理情緒的勝任感，也會影響情緒表達和情緒反應。情緒效能高者較能運

用適宜且有效的調整策略。 

綜上所述，透過江文慈(1999)整合歷程及能力的兩個觀點，認為情緒調節是一

種能力，亦是一種過程，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情緒教育的實施，讓學生能在處理

情緒的過程中，覺察自身情緒變化的脈絡，並獲得情緒調節的能力。有鑑於此，本

研究將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實施情緒教育課程，對情緒調節做為研究探討之一。 

貳、情緒教育與情緒調節相關研究 

研究者蒐集有關國內情緒教育與情緒覺察的相關研究，主要以臺灣碩博士學位

論文資料庫為蒐集論文研究的來源，以「情緒教育」為關鍵字、「情緒調節」為論文

目次，蒐集相關研究，經進一步以研究對象為幼兒園及國小學生之實證研究，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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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方式呈現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研究結果以進行整理，分析如表 2-9，做為研究

設計之參考。 

表 2-9 情緒教育與情緒調節相關研究結果摘要 

情緒教育與情緒調節相關研究結果摘要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唐敏書 

(2022) 
準實驗研究 國小兒童情緒調整量表 

藉由情緒教育課程可引導

學生認識情緒，並且對於

自身的情緒調節能力有正

向回饋，研究結果發現情

緒調節能力在前/後測有顯

著的差異。 

劉玉萍 

(2020) 
行動研究 錄影、活動觀察紀錄、訪談

紀錄、研究省思等 

藉由家政課進行情緒調節

課程有助班級經營之外，

也能協助青少年在親子衝

突下進行情緒自我調節及

因應親子衝突。 

馬文倩 

(2018) 
行動研究 

學生的文件收集、課堂觀察、

家長、學生及協同教師回饋與

研究者教學省思等 

將情緒教育策略教學分為

兩個主要部分，即「情緒

的辨識」和「處理生氣情

緒的方法」，透過巧妙的多

元課程設計，能夠有效引

起學生的共鳴。根據家長

和學生的回饋，我們發現

學生在參與情緒教育策略

課程後，能夠獲得實質的

成長，並更能夠以正向的

方式來因應生氣情緒。 

葉芳秀 

(2017) 
行動研究 觀察、訪談、日誌、問卷、文

件蒐集等 

研究發現，運用情緒卡進

行情緒教育能夠有效提升

孩童情緒能力的發展，包

括情緒詞彙的增加、情緒

認知的運用能力、情緒表

達的技巧，以及情緒調節

的能力。這項研究建議在

親職教育中加強有關情緒

教育的內容，以促進親師

共同合作，從而更好地培

養孩童的情緒能力。 

 (續)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TdOQi/search?q=auc=%22%E5%8A%89%E7%8E%89%E8%90%8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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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貞如 

(2016) 
行動研究 觀察記錄、訪談紀錄 

親師會議資料 

藉由在蒙特梭利教室中，

實施情緒教育課程，從研

究發現蒙特梭利教學中的

自律、幼兒正常化的活動

及環境設計，提升了幼兒

調節情緒的意願，因而影

響了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

發展及表現。 

黃薇芯 

(2015) 
行動研究 觀察、省思、文件收集及訪談

資料 

以「情緒繪本」、「團體討

論」、「情境模擬」及「情

緒學習單」作為情緒教育

課程帶領結構，發現幼兒

在情緒表達及調節上有改

善，原有不適當的表達及

調節方式（如：大哭、摳

自己的手臂、敲打地板

等）多調整為使用外顯行

為策略與內在歷程策略兩

部分作自我情緒調節。 

林宜家 

(2007) 
量化研究 國中生歌唱學習經驗與情緒

調節相關性意見量表 

以看法層面來看，國中生

認同歌唱學習經驗對情緒

調節會產生影響；在實際

感受方面，尚能認同學校

歌唱學習經驗能影響情緒

調節，因此建議學校將正

視歌唱學習中的情緒效

能，發展能與音樂教育與

情緒教育連結之實用課

程，以穩定國中學生的情

緒發展。 

 

茲從研究結果面向，綜合歸納表 2-8 發現，實施情緒教育課程可提升情緒調節

能力。唐敏書(2022)、劉玉萍(2020)、黃薇芯(2015)從研究結果發現情緒教育課程引

導學生認識情緒，並且對於自身的情緒調節能力皆有正向回饋，劉玉萍(2020)研究

也發現情緒調節提升有助班級經營之外，亦能協助青少年在親子衝突下進行情緒自

我調節；馬文倩(2018)以負向情緒生氣為情緒教育課程主題，善用多元課程設計引

起學生動機，提升學生以正向方式因應生氣情緒；葉芳秀(2017)藉由情緒卡進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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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教育課程，提升對情緒的認知、對情緒詞彙的使用能力、情緒表達能力、情緒表

達及情緒調節之能力；陳貞如(2016)以蒙特梭利教學法實施情緒教育課程，運用自

律、正常化的活動及環境設計教學方式來提升情緒調節能力；林宜家(2007)藉由音

樂歌唱實施情緒教育課程，從研究結果發現，學生認同歌唱學習能調節自我情緒，

並建議學校可正視音樂教育與情緒教育連結，以穩定學生的情緒發展。 

 

參、情緒管理之相關研究 

有關國內情緒管理之相關研究較豐富，在本研究中，將對與學生情緒管理相關

的實證研究進行歸納和整理，並依據性別、年級和家庭結構這三個變項來整理相關

研究結果。 

一、就性別而言 

綜合國內眾多研究，我們可以觀察到情緒管理與性別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以下是對相關研究結果的綜述： 

有多項研究顯示，性別在情緒管理方面呈現顯著差異。林淑華（2002）的研究

指出，國小學童的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存在性別上的顯著差異。林玉萍（2005）的

研究結果顯示，高年級學生中，女生的情緒能力優於男生。黃伶如（2006）的研究

指出，在國中學生中，性別在情緒管理能力上呈現顯著差異。林怡君（2007）的研

究結果亦表明，國小中高年級學生的情緒智力中，女生整體表現較佳。洪禹卉

（2013）的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情緒管理與同儕互動關係間存在性別上的

顯著差異。金子芳（2021）的研究也指出，在青少年中，性別在情緒管理方面存在

顯著差異。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結果顯示，性別與情緒管理之間並無顯著關聯。呂有仁

（2005）的研究發現，在青少年的休閒參與及情緒智力方面，性別並未呈現顯著差

異。楊綠湄（2013）的研究結果指出，國中生在情緒管理和學校生活適應方面，性

別對情緒管理程度無顯著影響。謝麗華（2013）的研究發現，在國小學童的情緒管

理方面，性別未對情緒管理產生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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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研究，可以得出情緒管理與性別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性的結論。大部

分研究顯示，性別在情緒管理方面呈現顯著差異，女生通常優於男生。然而，也有

些研究未能觀察到這樣的性別差異。基於上述研究結果的差異情況，研究者將進一

步深入探討情緒管理與性別之間的關係，並考慮可能的影響因素，以更全面地理解

這一議題。 

二、就年級別而言 

綜觀國內多項研究，我們可以觀察到情緒管理與不同年級之間的關係。以下是

對這些研究結果的綜述： 

一些研究發現，不同年級在情緒管理上呈現顯著差異。賴怡君（2002）的研究

指出，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情緒智力與依附關係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吳堃豪（2003）

的研究結果表明，在國小高年級學童中，情緒適應能力方面受到性別、年級和家庭

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學童之間具有不同的平均得分。林怡君（2007）的研究則指

出，六年級學童在認識自身情緒的能力方面優於四年級學童。林玉雙（2018）研究

國小高年級學生的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結果顯示整體情緒管理層面上，六年級學

生的表現較五年級更佳。 

相反地，也有研究結果顯示，年級與情緒管理之間無顯著關聯。呂有仁

（2005）的研究指出，在青少年的休閒參與及情緒智力方面，不同年級之間未呈現

顯著差異。楊綠湄（2013）的研究結果顯示，國中生情緒管理及學校生活適應之

間，不同年級的學生在情緒管理程度上無顯著差異。洪禹卉（2013）的研究發現，

在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情緒管理與同儕互動關係方面，年級對情緒管理無顯著影響。

金子芳（2021）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情緒管理與同儕關係方面，年級間並無顯著差

異。 

綜合以上研究，我們可以得出情緒管理與年級之間的關係並不一致。有些研究

結果顯示存在顯著差異，而其他研究結果則顯示年級與情緒管理無顯著關聯。基於

上述研究結果的差異情況，研究者將進一步深入探討情緒管理與年級之間的關係，

並考慮可能的影響因素，以進一步釐清這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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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家庭結構而言 

綜觀國內多項研究，我們可以觀察到情緒管理與不同家庭結構之間的關係。以

下是對這些研究結果的綜述： 

有些研究顯示，不同的家庭結構與情緒管理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吳堃豪

（2003）的研究指出，在國小高年級學生的情緒適應行為中，不同家庭結構的學生

呈現平均得分不同。黃鈺程（2004）的研究結果顯示，在覺察情緒和管理情緒方

面，雙親家庭的國小學生得分顯著高於單親家庭。黃伶如（2007）的研究顯示，不

同家庭結構的國中生在情緒管理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然而，也有其他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結構對情緒管理可能沒有顯著差異。

胡秀娟（2006）的研究指出，不同家庭結構的高中職學生在情緒管理方面並未呈現

顯著差異。張文琪（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結構的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

緒智力方面沒有顯著差異。洪禹卉（2013）的研究顯示，不同家庭結構的國小高年

級學童在情緒管理能力方面也無顯著差異。謝麗華（2013）的研究結果同樣顯示，

在國小學童的情緒管理方面，家庭結構並未呈現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研究，我們可以得出情緒管理與家庭結構之間的關係並不一致。有些研究

結果顯示存在顯著差異，而其他研究結果則顯示家庭結構與情緒管理無顯著關聯。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的差異情況，研究者將進一步深入探討情緒管理與家庭結構之間

的關係，並考慮可能的影響因素，以進一步釐清這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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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共分成五小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假設；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

研究工具；第四節為情緒教育課程研究程序及情境控制；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

析。以下針對其內容做詳細說明，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為達成研究目的，解決待答問題，本研究擬採準實驗研究法(單一組前、後

測)，於臺東縣十一所學校實施教學，透過不同學校的學生組成，以量化統計資料分

析，瞭解「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之成效研究，研究結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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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設計 

為瞭解「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教學模式對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

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情緒調節能力」之影響，本研究以「學生情緒

管理量表」進行前、後測之變化。 

三、 研究變項 

依據上述研究設計方式，本研究所欲測量的變項如下: 

1. 自變項 

本研究自變項為學生背景變項:性別、年級、家庭結構。 

2. 依變項 

本研究依變項是指受試者進行「學生情緒管理量表」後測得分變化情形。 

3. 控制變項 

(1.) 研究對象控制: 

本研究控制對象為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以採進行「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班級進行前、後測。 

(2.) 情境控制: 

為控制情境之一致性，研究對象皆由已接受完整「我是 EQ 高

手」情緒教育課程培訓志工進行教學，研究之前、後測亦由班級

導師親自實施。 

三、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與上述研究架構，認為高年級學生在實施連續八堂課的「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後，對於其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皆會

產生變化。除此之外，年級、性別和家庭結構也有其效果。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一:不同背景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覺察能力有顯著

差異。 

1-1 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覺察能力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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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1-2 不同年級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覺察能力有顯著

差異。 

1-3 不同家庭結構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覺察能力有

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背景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表達能力有顯著

差異。 

2-1 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表達能力有顯著

差異。 

2-2 不同年級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表達能力有顯著

差異。 

2-3 不同家庭結構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表達能力有

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背景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調節能力有顯著

差異。 

3-1 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調節能力有顯著

差異。 

3-2 不同年級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調節能力有顯著

差異。 

3-3 不同家庭結構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調節能力有

顯著差異。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臺東縣國小學生，故本研究以臺東縣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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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學生為研究母體，進行該情緒教育課程，以及進行成效評估。 

本次研究以高級篇課程為主，原因之一為，期待以高年級學生最終的成效來探

究此情緒教育課程實施成效。原因之二是，初級課程實施對象為國小一、二年級，

學生年齡相對較小，且語文理解能力尚在培養階段，恐影響評估結果，因此不在本

就範圍內。 

此情緒教育課程由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做推廣，學校申請後即安排師資入班進

行教學。本次研究學校分布於臺東縣包括:臺東市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台東市新生國民小學、臺東市馬蘭國民小學、臺東市豐榮國民小學、臺東市豐年國

民小學、臺東市知本國民小學、卑南鄉太平國民小學、鹿野鄉瑞源國民小學、延平

鄉武陵國民小學、金峰鄉介達國民小學、蘭嶼鄉東清國民小學，共 11 所學校，計

18 個班級，共計 328 人，五年級 147 人，六年級 181 人，共發出 328 份問卷。在參

與的 328 位學生當中，若問卷填寫超過 3 題空白即視為廢卷，前後測問卷皆完整的

樣本共有 304 人，其中五年級 135 位、六年級 169 位；男生 138 位、女生 166 位，

因此本次參與學生共 304 位。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討實施「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對國小五年級、六年級學

生之影響，為了解情緒教育課程對學生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能力的提升

效果，研究者採用邱麗卿(2007)「國小學生情緒管理與班級氣氛之調查問卷」之

「學生情緒管理量表」進行前、後測，並搭配學生 EQ 學習手冊，運用資料進行分

析，期待透過課程實施，幫助學生學習與情緒共處，表達自我感受，建立友善和諧

的人際關係，增進良好的人際互動。 

壹、問卷內容說明 

經由研究架構的建立，問卷內容分為「學生基本資料」、「學生情緒管理量表」。

茲將本研究之量表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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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基本資料: 

(一) 學生生理性別:分為「男」、「女」兩組。 

(二) 年級:分為「五年級」、「六年級」兩組。 

(三) 家庭結構:分為「雙親家庭」、「單(失)親家庭」、「繼親家庭」、「祖孫家

庭」、「其他」五組。 

二. 學生情緒管理量表 

本研究旨在以文獻綜合學者對情緒管理內容的觀點，建構情緒管理量表，涵蓋

以下三大向度：(1)正確且積極的情緒覺察，包括自我與他人情緒狀態的覺察；(2)適

當的情緒表達能力，能夠以適切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3)妥善的情緒調節及適切應

對他人情緒的能力。在研究工具的選用上，採用邱麗卿（2008）所發展的「國小學

生情緒管理量表與班級氣氛之調查問卷」中的「學生情緒管理量表」（詳見附錄

一）。 

本量表包括三個層面，即「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和「情緒調節」，並以四點

量尺設計，受試者需從「總是如此」、「經常如此」、「有時如此」和「極少如此」中

選擇最符合其看法的答案，分別賦予 4 分至 1 分的評分。總分愈高代表情緒管理能

力愈佳。 

此「學生情緒管理量表」進行了因素分析，解釋整份量表的變異量達 48.73％；

同時，使用 Cronbach α 係數進行了內部一致性的考驗，以確保問卷的同質性和可靠

性。最終的 Cronbach α 值分別為整體量表的.859，「情緒的覺察」層面的 α值

為.781，「情緒的表達」層面的 α值為.781，「情緒的調整」層面的 α 值為.682，這些

數值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量表的信度分析總結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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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學生情緒管理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各層面的題目分布如下: 

(一) 「情緒覺察」的題目題號為 1~7 題，共 7 題。 

(二) 「情緒表達」的題目題號為 8~13 題，共 6 題。 

(三) 「情緒調節」的題目題號為 14~17 題，共 4 題。 

 

第四節 情緒教育課程研究程序及情境控制 

壹、教師方面 

為確實評估課程成效，避免師資的教學方式不同而影響結果，於研究開始前進

行情緒教育師資共同備課，說明教師手冊中每一個單元教學步驟，並示範每一單元

教學流程、教學 ppt 及相關教具使用，以利每位師資的教學方式趨於一致。 

貳、研究環境 

以班級為單位，學校利用綜合課程或彈性課程進行情緒教育，由情緒教育入班

志工進行教學，一學期進行八次，每堂課 40 分鐘。每位參與的學生皆有一本情緒教

育手冊學生版，包括四個單元的學習單及情緒日記，記錄自己的情緒感受及因應策

略，因此亦藉由情緒日記資料作為本研究更進一步了解學生情緒變化的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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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 

本次研究透過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發文到轄區內小學，徵選有意願的學校老

師，邀請此情緒教育課程作者實際帶領，一同與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輔導志工共同

進行三天研習課程，讓每位參與師資充分理解該教案設計。於 2023 年二月底前，即

在未進行任何教學活動前進行教學班級的學生前測，由學生填寫「學生情緒管理量

表」，於 2023 年三月到五月進行八堂情緒教育課程，並於課程結束一週內進行後

測，由學生再填寫一次「學生情緒管理量表」。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計畫在實施「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前後，要求每位受試者填寫

「學生情緒管理量表」，並進行問卷回收後，將問卷進行編碼和譯碼，隨後將量表資

料輸入電腦，以 SPSS軟體進行統計分析處理。根據研究目標和相關變項，運用描

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

析。以下根據研究的問題，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將使用平均數和標準差等指標對樣本的分布情況進行描述，對於類別資

料，則會進行次數分配和百分比描述。 

二、推論統計 

本研究將進一步進行推論統計，以了解在性別、年級和家庭結構等方面，情緒

教育課程的成效。透過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雙因

子變異數分析，來檢驗不同年級、性別和家庭結構之學生情緒管理能力的現況，以

及接受情緒教育課程後，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力和情緒調節能力的成效差

異。 

三、質性資料處理 

本研究進行質性資料分析，針對學生 EQ 學習手冊內容進行處理。資料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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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套命名方式，具體 A 至 K，代表 11 所不同學校，同時也會考慮學生所在

的年級（五、六年級）以及學生的座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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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據問卷調查之獲取資料，依照研究目的與假設，進行相關實證分析與討

論。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問卷樣本的統計；第二節呈現國小高年級情緒管理能

力之分析；第三節呈現情緒教育課程成效評估；第四節歸納情緒教育課程學習省

思。 

第一節 問卷樣本的統計 

本研究對問卷調查中的有效樣本進行了背景變項分析，包含性別、年級及家庭

結構等三項。以下透過描述性統計對這些變項的分布情況進行說明： 

一、學生性別 

在學生性別方面，調查結果顯示，研究對象中，共有 166 名男性，占總受試人

數的 54.6％；而女性則有 138 名，占 45.4％，具體數據可從，表 4-1 表中可得知，

本研究之學生性別以男性為主。 

 

表 4-1 問卷樣本學生性別次數分配摘要表 

問卷樣本學生性別次數分配摘要表 

性別 次數 百分比(％) 

男 

女 

總和 

166 

138 

304 

54.6 

45.4 

100.0 

 

二、學生年級別 

在學生年級方面的分析顯示，研究對象中，共有 135 位五年級學生，佔總數的

44.4％；而六年級學生則有 169 人，佔總數的 55.6％，具體數據可從表 4-2。由此可

見，本研究的受測學生主要以六年級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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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問卷樣本學生年級次數分配摘要表 

問卷樣本學生年級次數分配摘要表 

年級 次數 百分比(％) 

五年級 

六年級 

總和 

135 

169 

304 

44.4 

55.6 

100.0 

 

三、學生家庭結構別 

在家庭結構方面的分析顯示，研究對象中，雙親家庭的學生有 225 人，佔總數

的 74.0％；單親或失親家庭的學生有 54 人，佔總數的 17.8％；繼親家庭的學生有 7

人，佔總數的 2.3％；祖孫家庭的學生有 13 人，佔總數的 4.3％；其他家庭結構的學

生有 5 人，佔總數的 1.6％。具體數據可從表 4-3。由此可知，本研究的受測學生主

要來自雙親家庭。 

 

表 4-3 問卷樣本學生家庭結構次數分配摘要表 

問卷樣本學生家庭結構次數分配摘要表 

家庭結構 次數 百分比(％) 

雙親家庭 

單(失)親家庭 

繼親家庭 

祖孫家庭 

其他 

總和 

225 

54 

7 

13 

5 

304 

74.0 

17.8 

2.3 

4.3 

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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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小高年級情緒管理能力之分析 

本節分析「情緒管理量表」所獲得的結果，旨在瞭解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情

緒管理整體現況，再以性別、年級及家庭結構背景變項進行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

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之差異情形做比較分析。 

 

壹、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管理整體現況 

本問卷之課程實施情緒管理為四等量表，以1至4分表示對情緒教育課程的落實

情形，並採用平均數、標準差對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情緒管理整體層面做分

析，由表4-4所示。 

 

表 4-4 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管理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管理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情緒管理層面 題數 人數 每題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情緒覺察 

情緒表達 

情緒調節 

整體 

7 

6 

4 

17 

304 

304 

304 

304 

2.77 

2.53 

2.08 

2.53 

0.11 

0.30 

0.04 

0.14 

1 

2 

3 

 

 

從上表可以觀察到，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緒管理的各個層面表現如下：

「情緒覺察」的平均數為2.77分，標準差為0.11分；「情緒表達」的平均數為2.53

分，標準差為0.30分；「情緒調節」的平均數為2.08分，標準差為0.04分。由以上結

果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緒管理的「情緒覺察」層面上展現較佳的能力，其次

是「情緒表達」，而在「情緒調節」方面則稍顯不足。此外，從整體情緒管理能力

的平均數來看，為2.53分，高於四點量表的中間數值。因此，本研究結果顯示臺東

縣國小學生在情緒管理方面呈現中上程度，即在情緒管理整體能力上呈現較為出色

的表現。 

本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緒管理表現屬中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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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此結果與黃鈺程(2004)及李鈺昭(2012)研究結果相近，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

管理能力屬中等程度。可見在情緒管理上，尚有進步空間，如何提升學生情緒管理

的能力以因應各種情境，李節儀(2015)研究指出持續提供有關情緒教育相關資源給

學校及家庭，可往上提升學生在情緒管理的方法與策略能力，以利學生內化成為一

生受用的能力。 

貳、性別變項之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管理現況差異 

以學生性別為自變項，以情緒管理三層面(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調節)為

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採用平均數、標準差和 t 值。平均數可用於了解不同

性別學生在每個情緒管理層面上的表現；標準差則表示資料的變異程度；t 值則顯示

不同性別之間的差異是否具有顯著性，比較不同性別的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

緒管理各層面上的差異。 

一、不同性別與情緒管理各層面現況之差異 

為了解男女生在情緒管理的各層面中，在 304 份有效問卷中，男性 166 位，女

性則有 138 位，採用平均數、標準差和 t 值以檢視研究結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性別變項與情緒管理之 t 檢定摘要表 

性別變項與情緒管理之 t 檢定摘要表 

*p<.05 

 

由上表得知，男女生在情緒管理的各層面中，「情緒覺察」層面未達顯著差異

情緒管理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情緒覺察 

 

情緒表達 

 

情緒調節 

 

整體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66 

138 

166 

138 

166 

138 

166 

138 

2.88 

2.75 

2.28 

2.35 

2.09 

2.09 

2.49 

2.42 

1.05 

.807 

.885 

.885 

.671 

.782 

.957 

.865 

1.18 

 

-0.63 

 

0.42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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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8，p>.05)、「情緒表達」未達顯著差異(t=-0.63，p>.05)、「情緒調適」層面未達

顯著差異(t=0.42，p>.05)。顯示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在情緒覺察能力、

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覺察能力層面上，男生與女生之間能力沒有差異。 

二、性別變項與情緒管理整體現況之差異 

依據上表4-5所示，就不同性別在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能力整體情

況，t值為0.32，未達到統計水準，意即臺東縣國小高年級男女學生在情緒管理整體

表現上無明顯差異。但由整體平均數比較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適三層面能

力得知，男生平均值皆高於女生，顯示臺東縣國小五、六年級男女學生在情緒管理

的能力，男學生稍微比女學生佳。 

根據不同研究對於學生性別在情緒管理上的差異討論，確實存在著不一致的結

果。部分研究顯示女生在情緒管理能力方面可能優於男生。林玉萍(2005)的研究發

現女生的情緒能力高於男生，另外，林怡君(2007)的研究也發現在國小高年級學生

中，女生在認識自身情緒、認識他人情緒和妥善管理情緒等層面上表現優於男生。

然而，其他研究則提出不同的觀點；呂有仁(2005)的研究發現青少年的情緒智力方

面並無性別顯著差異；楊綠湄(2013)的研究發現，在國中生的覺察能力、情緒效能

和情緒管理等層面上，整體情緒管理不因性別而有所差別；謝麗華(2013)的研究也

指出，在學童情緒管理能力的研究中，覺察自我情緒和管理自我情緒等層面上，性

別並未產生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對於學生性別在情緒管理上的差異，研究者的觀點存在著

一定的分歧，這些差異可能是由於研究對象的年齡段、文化背景和教育環境的差異

所導致的。此外，情緒管理能力受到個人差異和社會環境的影響，性別僅是其中的

一個因素。因此，在理解學生情緒管理能力與性別之間的關係時，需要考慮多種因

素的交互作用。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情緒管理能力不因性別而有所差異，這與

部分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符合。 

參、年級變項之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管理現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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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年級為自變項，以情緒管理三層面(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調節)為

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採用平均數、標準差和 t 值。平均數可用於了解五年

級及六年級學生在每個情緒管理層面上的表現；標準差則表示資料的變異程度；t 值

則顯示不同年級之間的差異是否具有顯著性，比較不同年級的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

生在情緒管理各層面上的差異。 

一、不同年級與情緒管理各層面現況之差異 

為了解五年級及六年級在情緒管理的各層面中，在 304 份有效問卷中，五年級

135 位，六年級則有 169 位，採用平均數、標準差和 t 值以檢視研究結果，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年級別變項與情緒管理之 t 檢定摘要表 

年級別變項與情緒管理之 t 檢定摘要表 

情緒管理層面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情緒覺察 

 

情緒表達 

 

情緒調節 

 

整體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135 

169 

135 

169 

135 

169 

135 

169 

2.74 

2.88 

2.26 

2.36 

2.08 

2.11 

2.37 

2.53 

1.136 

.774 

.885 

.883 

.738 

.712 

1.137 

.686 

-1.31 

 

-1.00 

 

-0.34 

 

-1.57 

*p<.05 

由上表可以得知，五、六年級學生在「情緒覺察」層面未達顯著差異(t= -1.31，

p>.05)、「情緒表達」層面未達顯著差異(t= -1.00，p>.05)、「情緒調節」層面未達顯

著差異(t= -0.34，p>.05)。顯示不同年級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緒覺察能力、

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覺察能力層面上，五、六年級學生之間能力沒有顯著差異。 

二、年級變項與情緒管理整體現況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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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表 4-6 所示，針對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能力在不同年級之間

的整體情況，t 值為-1.57，未達到統計水準，其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能力

層面也未達顯著差異，意即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在情緒管理整體及各層面表現上沒

有顯著差異。但由整體平均數比較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適三層面能力得

知，六年級學生平均值皆高於五年級學生，顯示臺東縣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在情緒

管理的能力，六年級學生稍微比五年級學生佳。 

根據不同年齡層次的情緒管理研究結果，存在著一些分歧。洪禹卉(2013)的研

究發現，在國小高年級學生中，情緒管理表現與年級並無明顯相關差異；楊綠湄

(2013)的研究也指出，在國中不同年級的學生中，情緒管理表現沒有顯著差異；金

子芳(2021)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了這一觀點，即情緒管理能力與年級之間的關聯並不

明顯。然而，也有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林怡君(2007)的研究發現，國小六

年級學童在情緒表現能力上優於四年級學童；林玉雙(2018)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六

年級學生在整體情緒管理層面上表現較五年級學生更好。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看到關於學生年級對情緒管理的差異，不同研究

得出的結論存在分歧。這可能是因為研究樣本、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等方面的差異

所導致的。因此，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可能不僅受年級因素的影響，還受到其他因

素的交互作用，例如個人差異、教育環境、家庭背景等。要更全面地理解學生情緒

管理能力與年級之間的關係，可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情

緒管理能力不因年級而有所差異，這與部分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符合。 

肆、家庭結構變項之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管理現況差異 

以學生家庭結構為自變項，以情緒管理三層面(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調

節)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採用平均數、標準差和 t 值。平均數可用於了

解不同學生的家庭結構在每個情緒管理層面上的表現；標準差則表示資料的變異程

度；t 值則顯示不同家庭結構之間的差異是否具有顯著性，比較不同家庭結構的臺東

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緒管理各層面上的差異。 

一、不同家庭結構與情緒管理各層面現況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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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不同家庭結構在情緒管理的各層面中，在 304 份有效問卷中，雙親家庭

有 225 位、單(失)親家庭有 54 位、繼親家庭有 7 位、祖孫家庭有 13 位、其他家庭有

5 位，採用平均數、標準差和 t 值以檢視研究結果，由表 4-7 所示。 

 

表 4-7 家庭結構變項與情緒管理之描述性統計及單因子變因數分析摘要表 

家庭結構變項與情緒管理之描述性統計及單因子變因數分析摘要表 

情緒管理層面 家庭結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情緒覺察 

雙親家庭 

單(失)親 

繼親家庭 

祖孫家庭 

其他 

225 

54 

7 

13 

5 

2.84 

2.71 

2.81 

2.81 

2.90 

.996 

.816 

.627 

.801 

1.294 

 

 

.201 

 

 

.938 

情緒表達 

雙親家庭 

單(失)親 

繼親家庭 

祖孫家庭 

其他 

225 

54 

7 

13 

5 

2.35 

2.20 

2.07 

2.15 

2.70 

.898 

.924 

.673 

.658 

.447 

 

 

.761 

 

 

.551 

情緒調節 

雙親家庭 

單(失)親 

繼親家庭 

祖孫家庭 

其他 

225 

54 

7 

13 

5 

2.08 

2.18 

2.29 

1.92 

2.10 

.724 

.728 

.567 

.732 

.894 

 

 

.504 

 

 

.733 

整體 

雙親家庭 

單(失)親 

繼親家庭 

祖孫家庭 

其他 

225 

54 

7 

13 

5 

2.45 

2.51 

2.50 

2.27 

2.70 

.983 

.768 

.408 

.439 

.758 

 

 

.272 

 

 

 

.896 

*p<.05 

 

由上表可以得知，在「情緒覺察」層面上未達顯著差異(F=.201，p>.05)；「情緒

表達」層面上未達顯著差異(F=.761，p>.05)；「情緒調節」層面上未達顯著差異

(F=.504，p>.05)。顯示不同家庭結構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緒覺察能力、情

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覺察能力層面上，學生之間能力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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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結構變項與情緒管理整體現況之差異 

依據上表 4-7 所示，針對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能力在不同家庭結構

整體現況而言， F值為.272，顯著性 P 值.896，未達到統計水準，其情緒覺察、情緒

表達及情緒調節能力層面也未達顯著差異，亦即不同家庭結構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

學生情緒管理現況，雙親家庭、單(失)親家庭、繼親家庭、祖孫家庭及其他家庭之

學生情緒管理能力無顯著差異。 

根據不同研究針對學生在不同家庭結構上情緒管理的差異討論，存在一些差

異。吳堃豪(2003)研究國小高年級學生的情緒適應行為發現，不同家庭結構之學生

在平均得分不相同；黃鈺程(2004)研究指出，雙親家庭的國小學生在「覺察情緒」、

「管理情緒」得分顯著高於單親家庭；黃伶如(2007)研究國中生情緒管理與人際關

係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家庭結構在情緒管理具有顯著差異。然而，也有其他研究者提

出不同的看法，胡秀娟(2006)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家庭結構的高中職學生，在情緒

管理沒有顯著差異；張文琪(2007)研究發現，不同家庭結構的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

緒智力上無顯著差異；洪禹卉(2013) 研究國小高年級學童在情緒管理與同儕互動關

係相關研究顯示，不同家庭結構之學生在情緒管理能力無顯著差異；謝麗華(2013) 

研究指出國小學童之情緒管理在家庭結構無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國小高年級學

生不同家庭結構在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適層面皆未達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在學生的家庭結構對情緒管理能力的影響

上，學者的觀點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些研究指出不同家庭結構會對學生的情緒管理

能力產生影響，例如雙親家庭的學生在某些情緒管理方面表現較佳。然而，根據本

研究的結果，情緒管理能力並不因家庭結構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這種觀點的分歧

可能是由於研究樣本、研究方法和研究設計等因素的差異所致，或者為各研究的對

象年齡、研究範圍和樣本大小可能對結果產生影響。雖然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情緒管

理能力在不同家庭結構下沒有顯著差異，但這並不代表家庭結構對學生的情緒管理

沒有任何影響。家庭結構可能通過其他方式影響學生的情緒發展，例如家庭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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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互動和教養方式等。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探討更多的因素，以瞭解家庭結構對學

生情緒管理的潛在影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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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情緒教育課程成效分析 

本節為瞭解目前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教育課程成效的差異情形，藉由

「學生情緒管理量表」問卷，得到的有效樣本數為304份，本研究之不同背景變項為

性別、年級及家庭結構如下:  

 

壹、性別與情緒教育課程對於情緒管理能力的影響 

一、情緒管理能力總分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Box=.22未達顯著，

屬於同質。其次，性別在前後測之「情緒管理量表」總分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

F1,302= 2.28, p = .131，如表4-8所示。 

 

表 4-8 性別在前後測在「情緒管理總分」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性別在前後測在「情緒管理總分」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性別 

誤差 (Time) 

1 

1 

302 

24.326 

.824 

.360 

67.525 

2.288 

.000 

.13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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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覺察 

以學生性別為自變項，探討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覺察」成效差異情

形，如表4-9所示。 

 

表 4-9 性別在前後測「情緒覺察」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性別在前後測「情緒覺察」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性別 

誤差 (Time) 

1 

1 

302 

14.029 

1.259 

.453 

30.952 

2.777 

.000 

.097 

*p<.05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 Box=.49 未達顯

著，屬於同質。其次，性別在前後測之「情緒覺察」總分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

F1,302= 2.77, p = .097，如上表 4-9。 

 

三、情緒表達 

以學生性別為自變項，探討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表達」成效差異情

形，如表4-10所示。 

 

表 4-10 性別在前後測「情緒表達」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性別在前後測「情緒表達」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性別 

誤差 (Time) 

1 

1 

302 

10.028 

1.284 

.565 

17.743 

2.271 

.000 

.133 

P <.05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Box=.23未達顯著，

屬於同質。其次，性別在前後測之「情緒表達」總分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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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302= 2.27, p = .133，如上表4-10。 

四、情緒調節 

以學生性別為自變項，探討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調節」成效差異情

形首先，如表4-11所示。 

表 4-11 性別在前後測「情緒調節」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性別在前後測「情緒調節」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性別 

誤差 (Time) 

1 

1 

302 

93.122 

.041 

.512 

181.992 

.080 

.000 

.778 

*p<.05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Box=.13未達顯著，屬

於同質。其次，性別在前後測之「情緒調節」總分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F1,302= 

2, p = .778，如上表4-11。 

 

貳、年級與情緒教育課程對於情緒管理能力的影響 

一、情緒管理能力總分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Box=.54未達顯著，

屬於同質。其次，年級在前後測之「情緒管理量表」總分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

F1,302= 5.38, p = .021，如表4-12所示。 

 

表 4-12 年級在前後測「情緒管理總分」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年級在前後測「情緒管理總分」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年級 

誤差 (Time) 

1 

1 

302 

24.936 

1.920 

.357 

69.924 

5.384 

.000 

.02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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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做年級的簡單效果顯示，如下表4-13-1所示，五年級(2.559+-.045)與六年

級(2.639+-.040)的前測並無顯著差異(p=.179)。然而，五年級後測顯著高於六年級後

測(p=.040)，表示五年級學生上過情緒教育課程之後，整體的「情緒管理」有提升，

課程的進行對五年級學生具有明顯效果；從時間的簡單效果顯示，如下表4-13-2所

示，五年級後測顯著高於前測(p<.001)，六年級後測顯著高於前測(p<.001)，表示課

程的進行對五年級及六年級皆具有效果，但五年級成效較佳。 

 

表 4-13-1 年級簡單效果顯示 

年級簡單效果顯示 

簡單效果 平均數 標準誤差 平均差異 P 

五年級*前測 

五年級*後測 

六年級*前測 

六年級*後測 

前測*年級 

後測*年級 

2.559 

3.079 

2.639 

2.934 

.045 

.053 

.040 

.047 

 

 

 

 

.080 

.146 

 

 

 

 

.179 

.040 

*p<.05 

 

表 4-13-2 時間簡單效果顯示 

時間簡單效果顯示 

簡單效果 平均差異  標準誤差 P  

五年級 

 

六年級 

前測  後測 

後測  前測 

前測  後測 

後測  前測 

-.521* 

.521* 

-.294* 

.294* 

.073 

.073 

.065 

.065 

.000 

.000 

.000 

.00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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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覺察 

以學生年級為自變項，探討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覺察」成效差

異情形，如表4-14所示。 

表 4-14 年級在前後測「情緒覺察」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年級在前後測「情緒覺察」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年級 

誤差 (Time) 

1 

1 

302 

13.822 

.551 

.456 

30.339 

1.209 

.000 

.272 

*p<.05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Box=.18未達顯著，

屬於同質。其次，年級在前後測之「情緒覺察」總分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

F1,302= 1.209, p = .272，如上表4-14。 

 

三、情緒表達 

以學生年級為自變項，探討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表達」成效差異情

形首先，如表4-15所示。 

 

表 4-15 年級在前後測「情緒表達」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年級在前後測「情緒表達」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年級 

誤差 (Time) 

1 

1 

302 

10.568 

3.029 

.559 

18.891 

5.415 

.000 

.021 

*p<.05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Box=.51未達顯著，

屬於同質。其次，年級在前後測之「情緒表達」總分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F1,302= 

5.41, p = .021，如上表4-15。進一步做年級的簡單效果顯示，如下表4-15-1所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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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2.531+-.06)與六年級(2.622+-.054)的前測並無顯著差異(p=.19)。然而，五年級之

後測顯著高於六年級(p=.027)，表示五年級學生上過情緒教育課程之後，「情緒表

達」有提升，課程的進行對五年級學生具有明顯效果；從時間的簡單效果顯示，如

下表4-15-2所示，五年級的後測顯著高於前測(p<.001)，六年級的後測顯著低於前測

(p<.05)，表示課程的進行對五年級之情緒表達能力具有提升效果。 

 

表 4-15-1 年級簡單效果顯示 

年級簡單效果顯示 

簡單效果 平均數 標準誤差 平均差異 P 

五年級*前測 

五年級*後測 

六年級*前測 

六年級*後測 

前測*年級 

後測*年級 

2.531 

2.938 

2.622 

2.746 

.060 

.065 

.054 

.058 

 

 

 

 

.091 

.193* 

 

 

 

 

.193 

.027 

*p<.05 

 

表 4-15-2 時間簡單效果顯示 

時間簡單效果顯示 

簡單效果 平均差異  標準誤差 P 

五年級 

 

六年級 

前測  後測 

後測  前測 

前測  後測 

後測  前測 

-.407* 

.407* 

-.123 

.123 

.091 

.091 

.081 

.081 

.000 

.000 

.131 

.13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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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緒調適 

以學生年級為自變項，探討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調適」成效差異情

形，如表4-16所示。 

 

表 4-16 年級在前後測「情緒調適」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年級在前後測「情緒調適」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前後測 

前後測*年級 

誤差 (Time) 

1 

1 

302 

96.706 

3.946 

.499 

193.897 

7.912 

.000 

.005 

*p<.05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Box=.67未達顯著，

屬於同質。其次，年級在前後測之「情緒調適」總分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F1,302= 

7.91, p = .005，如上表4-16。進一步做年級的簡單效果顯示，如下表4-16-1所示，五

年級(2.057+-.05)與六年級(2.101+-.045)的前測並無顯著差異(p=.52)。然而，五年級之

後測顯著高於六年級(p=.002)，表示五年級學生上過情緒教育課程之後，「情緒調

適」有提升，課程的進行對五年級學生具有明顯效果；從時間的簡單效果顯示，如

下表4-16-2所示，五年級的後測顯著高於前測(p<.001)，六年級的後測顯著高於前測

(p<.001)，表示課程的進行對五年級及六年級皆具有效果，但五年級成效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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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1 年級簡單效果顯示 

年級簡單效果顯示 

簡單效果 平均數 標準誤差 平均差異 P 

五年級*前測 

五年級*後測 

六年級*前測 

六年級*後測 

前測*年級 

後測*年級 

2.057 

3.022 

2.101 

2.741 

.050 

.068 

.045 

.060 

 

 

 

 

.067 

.091 

 

 

 

 

.521 

.002 

*p<.05 

 

表 4-16-2 時間簡單效果顯示 

時間簡單效果顯示 

簡單效果 平均差異  標準誤差 P 

五年級 

 

六年級 

前測  後測 

後測  前測 

前測  後測 

後測  前測 

-.965* 

.965* 

-.641* 

.641* 

.086 

.086 

.077 

.077 

.000 

.000 

.000 

.000 

*p<.05 

 

參、家庭結構與情緒教育課程對於情緒管理能力的影響 

一、情緒管理能力總分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Box=.64未達顯著，

屬於同質。其次，家庭結構在前後測之「情緒管理量表」總分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差異F4,299=0 .17, p = .954，如表4-17所示。 

表 4-17 家庭結構在前後測「情緒管理總分」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家庭結構在前後測「情緒管理總分」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家庭結構 

誤差 (Time) 

1 

4 

299 

3.622 

.062 

.366 

9.903 

.170 

.002 

.95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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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覺察 

以學生家庭結構為自變項，探討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覺察」成效差

異情形，如表4-18所示。 

 

表 4-18 家庭結構在前後測「情緒覺察」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家庭結構在前後測「情緒覺察」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家庭結構 

誤差 (Time) 

1 

4 

299 

1.382 

.265 

.458 

3.015 

.578 

.084 

.679 

*p<.05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Box=.12未達顯著，

屬於同質。其次，家庭結構在前後測之「情緒覺察」總分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

F4,299=0 .57, p = .679，如上表4-18。 

 

三、情緒表達 

以學生家庭結構為自變項，探討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表達」成效差

異情形，如表4-19所示。 

 

表 4-19 家庭結構在前後測「情緒表達」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家庭結構在前後測「情緒表達」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家庭結構 

誤差 (Time) 

1 

4 

299 

1.555 

.022 

.575 

2.704 

.038 

.101 

.99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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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 Box=.45 未達顯

著，屬於同質。其次，家庭結構在前後測之「情緒表達」總分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差異 F4,299=0 .38, p = .997，如上表 4-19。 

 

四、情緒調適 

以學生家庭結構為自變項，探討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調適」成效差

異情形，如表4-20所示。 

 

表 4-20 家庭結構在前後測「情緒調適」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家庭結構在前後測「情緒調適」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n=304) 

來源 df 平均平方和 F P 

前後測 

前後測*家庭結構 

誤差 (Time) 

1 

4 

299 

17.189 

.046 

.516 

33.291 

.089 

.000 

.986 

*p<.05 

 

首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兩組樣本的同質性檢定Box=.99未達顯著，

屬於同質。其次，家庭結構在前後測之「情緒調適」總分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

F4,299=0 .89, p = .986，如上表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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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綜合研究結果 

本研究將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我是EQ高手」情緒教育課

程學習成效的差異情形，進行獨立樣本t考驗與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將其結果彙整如

表4-21-1、表4-21-2、表4-21-3所示。 

 

表 4-21-1 性別與情緒教育課程對情緒管理三層面成效摘要表 

性別與情緒教育課程對情緒管理三層面成效摘要表 

 性別 前後測 性別*前後測 

情緒管理總分 N.S N.S N.S 

情緒覺察 N.S N.S N.S 

情緒表達 N.S N.S N.S 

情緒調節 N.S N.S N.S 

 

 

表 4-21-2 年級與情緒教育課程對情緒管理三層面成效摘要表 

年級與情緒教育課程對情緒管理三層面成效摘要表 

 年級 前後測 年齡*前後測 

情緒管理總分 N.S N.S 五年級 

情緒覺察 N.S N.S N.S 

情緒表達 N.S N.S 五年級 

情緒調節 N.S N.S 五年級 

 

表 4-21-3 家庭結構與情緒教育課程對情緒管理三層面成效摘要表 

家庭結構與情緒教育課程對情緒管理三層面成效摘要表 

 家庭結構 前後測 家庭結構*前後測 

情緒管理總分 N.S N.S N.S 

情緒覺察 N.S N.S N.S 

情緒表達 N.S N.S N.S 

情緒調節 N.S N.S N.S 

 

(一) 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於各層面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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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學習成效未具有顯著差異，亦即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情

緒教育課程學習成效無差異，其各層面中也未達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1-1

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覺察能力有顯著差

異。」、「2-1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表達能力有

顯著差異。」、「3-1 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調節

能力有顯著差異。」不成立。研究者推論其原因可能為國小高年級學生的年齡相對

較小，性別在情緒發展方面的差異可能還不明顯，因此在此階段學生的情緒覺察能

力、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可能還沒有明顯的差異，無論男女生都處於相似

的發展階段。本研究有別於林玉萍(2005)、林怡君(2007)的研究結果女生學習成效皆

高於男生，但與呂有仁(2005)、楊綠湄(2013)、謝麗華(2013)研究結果相呼應。 

(二) 不同年級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於各層面之差異: 

整體學習成效、情緒表達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層面而言，不同年級之臺東縣高

年級學生在情緒教育課程學習成效達顯著差異；在情緒覺察能力層面未達顯著差

異。因此，本研究假設「2-2不同年級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

緒表達能力有顯著差異。」、「3-2不同年級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

程之情緒調節能力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其研究假設「1-2不同年級之臺東縣國

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覺察能力有顯著差異。」不成立。研究者推論

其原因可能為國小高年級學生在不同年級的學生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於情緒管

理能力可能有所不同，研究結果顯示其五年級學習成效較六年級佳，推論可能其五

年級對情緒教育課程有更高的需求，因此可能更積極地參與情緒教育課程並展示出

較佳的學習成效，亦或課程內容和難度對於五年級較適合，因此課程內容對五年級

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成效有更直接的影響。 

(三) 不同家庭結構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於各層面之差異: 

整體學習成效未具有顯著差異，亦即不同家庭結構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

在情緒教育課程學習成效無差異，其各層面中也未達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

「1-3不同家庭結構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覺察能力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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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2-3不同家庭結構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表達

能力有顯著差異。」、「3-3不同家庭結構之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情緒教育課程

之情緒調節能力有顯著差異。」不成立。研究者推論其原因可能為不同家庭結構學

生可能在個人特質和適應能力上存在差異，但這些差異可能不一定直接影響他們對

情緒教育課程的學習成效，亦或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能提供適合不同家庭結構的學

生，因此在學習成效並沒有明顯的差異。本研究有別於黃鈺程(2004)、黃伶如(2007)

的研究結果不同家庭結構在情緒管理能力上有顯著差異，但與胡秀娟(2006)、張文

琪(2007)的研究結果有所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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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情緒教育課程學習省思 

為了評估「我是EQ高手」情緒教育課程對學生的影響，本節進行了EQ學習手

冊內容的分析。透過手冊內容的歸納，評估學生在課程目標方面的學習成果，包括

學習覺察、學習尊重、同理他人、適當表達以及自我調節，並瞭解這些情緒管理技

巧是否能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實踐。以下是對學生EQ學習手冊內容的分析: 

 

壹、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能察言觀色 

EQ學習手冊中記錄了他們對自身情緒的覺察和辨識。學生描述了自己在不同情

境下的情緒反應，並使用情緒詞彙來準確表達自己的感受。這表明學生在情緒覺察

方面有所成長，達到了學習覺察的目標，以下為學生手冊記錄中的日誌內容: 

1. 「在EQ劇場-塞翁失馬中，我可以從同學的表情及動作感受到他們開心、

難過及生氣的情緒。」(學生手冊A11205011) 

2. 「老師讓我從驚奇箱伸手進去摸裡面的東西時，我可以感受到我心跳很

快，因為不知道箱子裡面放了甚麼，讓我很緊張又害怕。」(學生手冊

A1120609) 

3. 「我看到老師對著我皺眉頭，我知道她可能在生氣。」(學生手冊

C1120507) 

4. 「媽媽對著我微笑，我想她可能是因為我剛剛主動收桌子而感到開心。」

(學生手冊E1120512) 

5. 「今天下課時我看到同學在哭，可能是發生了難過的事情吧!所以我主動過

去關心她，希望她心情可以好一點。」(學生手冊E1120508) 

6. 「今天放學後回到家，阿公對著我雙手叉腰且大聲說話，我想應該是我沒

有把便當盒放洗碗槽，所以他有點不開心。」(學生手冊F1120602) 

透過EQ學習手冊的紀錄，觀察到學生的自我覺察能力和情緒辨識能力在情緒教

育課程的影響下得到有效提升，學生在進行情緒日誌記錄的過程中，習得了觀察自



 

87 
 

身情緒及他人情緒的技巧，並能夠辨識和標識不同的情緒。此外，他們展現了對情

緒變化的有效意識，能夠敏銳地察覺自己情緒的變動，進一步觀察中，也發現學生

對他人情緒表現出較高的敏感度並表達關心，他們運用所學的同理心技巧，嘗試理

解和體驗他人的情緒，並表達出關切之情，表明情緒教育課程在培養學生的情緒覺

察能力和同理心方面具有顯著的提升效果。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情緒教育課程對學生情緒覺察和同理心的表現有積極的

影響，學生透過EQ學習手冊的紀錄，培養了對自身情緒和他人情緒的觀察能力，並

能夠有效辨識不同的情緒。同時，他們展現出對他人情緒的敏感度和關懷，並能夠

運用同理心去理解和體驗他人的情緒，這些結果強調了情緒教育課程在提升學生情

緒覺察和同理心方面的重要性。 

 

貳、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能學會理性的表達自己的情緒 

EQ學習手冊中顯示出他們學會了尊重他人的情緒，學生描述了在與他人互動時

如何展現關懷和理解，以及如何適當回應他人的情緒需求，顯示出學生在學習尊重

他人方面取得了進展，以下為學生手冊記錄中的日誌內容: 

1. 「上完EQ課程後，我和家人的互動有變好，被媽媽責罵時，我會跟她說聲

音太大聲我會驚嚇到。」(學生手冊F1120606) 

2. 「每次要考試時，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告訴家人我壓力很大，現在我比較能

夠跟媽媽爸爸說:我現在感到壓力很大，心情很沮喪，需要你們給我一些鼓

勵。」(學生手冊G1120512) 

3. 「之前我會因為同學的話感到傷心，但卻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現在我會試

著跟他們說:我聽到這些話感到非常難過，請你們不要繼續這樣。」(學生手

冊H1120622) 

4. 「以前哥哥每次跟我搶玩具時，我都會默默自己生氣，現在我會跟他說:你

搶我玩具時，我其實很生氣又傷心，我們可不可以輪流玩或是一起玩。」

(學生手冊B11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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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完EQ課程後，每次當我心情不好時，我會主動跟爸爸說:我今天心情很

難過，需要你的抱抱。」(學生手冊C1120519) 

6. 「之前和妹妹吵架時，我都不理她讓她自己生氣，但今天我們起爭執時，

我有試著耐心聽她說生氣的原因，然後我也有跟她說我不開心的原因，之

後我們兩個就抱抱和好了。」(學生手冊I1120602) 

7. 「今天上完EQ課程後，我知道當我心情不好時，可以運用我訊息來表

達。」(學生手冊H1120509) 

8. 「上完EQ課程後，我知道情緒表達可以用語言和肢體來表達。」(學生手

冊A1120502) 

透過EQ學習手冊的紀錄，發現學生能夠更加準確地描述自己的情緒狀態，並使

用更多的情緒詞彙來表達，例如，他們選擇使用「憤怒」來代替「生氣」，使用

「沮喪」來代替「難過」，顯示出學生對於情緒的分辨能力有所提升。此外，學生

在情緒表達方面也展現了進步，學會了運用非攻擊性溝通和我訊息技巧來表達自己

的情緒和需求，同時，學生也培養了聆聽他人情緒的能力，並表達對他人情緒的理

解，有助於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和相互理解，另外，也觀察到學生對於表達情緒的

方式多樣性的理解，他們能夠根據情境和個人偏好，選擇最適合的方式來表達自己

的情緒，反映出學生對於情緒表達的靈活性和自主性。 

總結而言，通過EQ學習手冊的紀錄，觀察到學生在情緒表達能力方面的提升，

他們能夠使用更多的情緒詞彙來描述自己的情緒，運用非攻擊性溝通和我訊息技巧

來表達情緒和需求，並展現出對他人情緒的理解和聆聽能力，有助於建立良好的人

際互動和相互理解，此外，學生也展現了對於情緒表達方式的多樣性的理解，能夠

靈活選擇適合的方式來表達情緒。 

參、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能學會調整自己的情緒 

EQ 學習手冊中提到了學會自我調節情緒，學生描述在不同事情狀況而運用不同

的調節策略，採取 EQ 武功秘笈-身心放放鬆術及包子臉 VS. 獅子臉，有效地管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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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情緒變化。這顯示出學生在自我調節方面取得了進展，以下為學生手冊記錄中

的日誌內容: 

1. 「當我被媽媽責罵時，我的情緒就會變得很不穩定，那個時候就會以深呼

吸的方法，減緩我生氣的情緒」(學生手冊 B1120617) 

2. 「今天上 EQ 課程時，旁邊的同學們一直講話干擾我上課，讓我很煩躁，

所以我試著輕輕地握緊拳頭，然後慢慢地鬆開拳頭，等我心情比較好一點

時，我轉頭告訴他們請小聲一點。」(學生手冊 D1120619) 

3. 「昨天在家寫功課時，姊姊因為一直干擾我寫功課，所以我們就吵架了，

我非常生氣，試著對著鏡子作包子臉 VS. 獅子臉，感覺心情有比較好

了。」(學生手冊 F1120503) 

4. 「昨天的數學考試沒有考好，我很難過失望，所以放學後我在房間聽音樂

來調整我的心情。」(學生手冊 B1120619) 

5. 「今天打掃時間時和同學吵架，下課後我去操場跑步，感覺心情好一點

了，所以我就寫了小卡片和她說聲對不起。」(學生手冊 J1120603) 

透過 EQ 學習手冊的紀錄，觀察到學生對於自身情緒的辨識能力明確提升。他

們能夠清楚地辨識和區分不同的情緒，並能更有效地處理和表達自己的情緒。這種

情緒辨識能力使學生能夠更加了解自己的內在感受，並更有能力回應自身情緒的需

求，此外，學生在情緒調節方面學習到了適當的策略，他們學習到在不同的情境下

運用不同的情緒調節技巧來管理自己的情緒，這些技巧包括深呼吸、放鬆練習、積

極思考和問題解決等，學生能夠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情緒調節策略，以實現情緒平

衡和良好的自我調節，透過這些技巧能更有效地應對壓力和情緒波動，並提升自身

情緒的穩定性。 

綜合而言，透過 EQ 學習手冊的紀錄，觀察到學生在情緒辨識和調節方面的能

力顯著提升，他們能夠明確辨識和區分自身的情緒，並運用適當的情緒調節策略來

管理情緒，這些結果強調了情緒教育課程對於學生情緒調節能力的有效性，並為他

們建立情緒平衡和提升自我調節能力提供了實質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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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結論，主要將研究結果進行綜合和歸納，得出本研

究的結論。第二節為建議，根據研究結論，提供教育實務工作和未來研究的參考方

向。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臺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現

況，以及評估「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發行的《我是EQ高手》情緒教育課

程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生其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及情緒調節能力是否具有其成效。依

據上一章節研究結果，歸納以下結論，分述如下: 

 

壹、研究對象在整體情緒管理能力現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東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現況，並檢驗

性別、年級和家庭結構對其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和情緒調節能力的影響。研究

結果顯示，學生整體而言在情緒管理能力方面表現良好，能夠清楚地覺察自己

和他人的情緒，並能夠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情緒。 

然而，在情緒調節能力方面，學生相對較弱。他們在調節情緒的能力上有

一定的提升空間。這可能與學生在面對壓力和情緒困擾時，尚未完全掌握有效

的調節策略有關。因此，未來的情緒教育課程應該特別強調情緒調節技巧的培

養，以幫助學生更好地處理情緒困擾和壓力。有趣的是，本研究的結果顯示，

性別、年級和家庭結構變項對學生的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和情緒調節能力沒有

顯著差異。這意味著不同性別、年級和家庭結構的學生在情緒管理能力方面具

有相似的水平。因此，在設計情緒教育課程時，不需要特別針對這些變項進行

差異化的教學，而是應該提供全面且統一的情緒教育內容，以使所有學生都能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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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本研究的結果強調了情緒管理能力對學生的重要性，學生的情

緒管理能力不僅對其個人發展有益，還對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和學習成就具有

重要意義，因此，學校和家庭應該共同努力，提供情緒教育的機會和環境，幫

助學生培養情緒管理能力，從而促進其全面的發展。 

最後，本研究也有一些限制，由於樣本來自臺東縣的高年級學生，因此結

果的泛化性有一定的限制，未來的研究可以擴大樣本範圍，包括更多地區和年

級的學生，以提高結果的代表性，未來的研究可以結合客觀測量工具，如觀察

和教師評估，以獲得更全面和客觀的情緒能力評估結果。 

整體而言，本研究提供了有關臺東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情緒管理能力的

有價值的洞察。透過進一步的情緒教育和支持，學生的情緒能力有望得到進一

步的提升，從而促進他們的個人成長和健康發展。 

貳、不同性別背景因素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管理能力之差異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東縣國民小學高年級男女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後的情

緒管理能力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情緒管理能力方面，接受情緒教育課

程的男女學生之間沒有明顯的差異。 

這意味著無論性別如何，學生在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和情緒調節能力上都

獲得了相似的提升。這些結果提供了有關情緒教育課程對男女學生情緒管理能

力的洞察，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他們都能夠受益於情緒教育課程，並在情緒

覺察、情緒表達和情緒調節方面取得顯著進步，這強調了情緒教育對於男女學

生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性。此外，研究結果也表明，情緒教育課程對男女學生的

情緒管理能力影響上沒有性別差異，這意味著情緒教育的效果與性別無關，無

論男生還是女生都能夠從中獲益。 

總結而言，本研究的結果強調了情緒教育課程對男女學生情緒管理能力的

積極影響，並證實了情緒教育的普遍性，未來的教育實踐應該繼續重視情緒教

育的重要性，並將其納入學校課程和教育活動中，以幫助學生全面發展和提升

情緒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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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不同年級背景因素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管理能力之差異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東縣國民小學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接受情緒教育課程後

的情緒管理能力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情緒管理能力方面，接受情緒教

育課程的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這意味著接受情緒教育課程的學生在情緒表達和情緒調節能力方面取得了

顯著的進步，這些結果提供了有關情緒教育課程對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情緒管

理能力的洞察，在情緒表達和情緒調節方面，學生在接受情緒教育課程後表現

出顯著的提升，這顯示了情緒教育對學生情緒管理能力的積極影響。然而，需

要注意的是，在情緒覺察能力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提升程度較為有限，

仍有進一步加強的空間。這可能與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有關，未來的情緒教育

課程可以更加強調情緒覺察的訓練，以幫助學生更清楚地認識和理解自己的情

緒。 

總結而言，本研究的結果強調了情緒教育課程對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情緒

管理能力的積極影響，特別是在情緒表達和情緒調節方面。未來的教育實踐應

繼續關注情緒教育的重要性，並根據學生的需要進一步改進情緒教育課程，以

幫助學生全面發展和提升情緒管理能力。 

肆、不同家庭結構背景因素接受情緒教育課程之情緒管理能力之差異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臺東縣國民小學不同家庭結構的高年級學生接受情緒

教育課程後的情緒管理能力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情緒管理能力方面，

不同家庭結構的學生在接受情緒教育課程後並未出現顯著差異，這表示接受情

緒教育課程的學生在情緒覺察、情緒表達和情緒調節能力方面沒有顯著的變

化，此研究結果提供了有關不同家庭結構學生情緒教育課程的洞察。在家庭結

構的變項中，學生在接受情緒教育課程後的情緒管理能力並未因不同家庭結構

而有所差異。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情緒教育課程的效果可能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而

不僅僅是家庭結構。其他因素，如教學方法、課程內容和學生個體差異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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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對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產生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這些因素對

情緒教育課程效果的影響，以提供更深入的理解。 

總結而言，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在臺東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中，不同家庭

結構對於情緒管理能力並未產生顯著差異，這結果提醒我們在實施情緒教育課

程時，應針對所有學生，無論其家庭結構如何，提供相同的情緒教育支持和資

源，有助於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受益於情緒教育的積極影響，提升他們的情緒管

理能力，從而促進其心理健康和學業成就。 

伍、透過學生情緒日誌觀察到學生在接受情緒教育課程後獲得實質的助益 

透過觀察學生的情緒日誌，研究發現情緒教育課程對學生的情緒覺察能

力、情緒表達能力和情緒調節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實質的助益。 

首先，學生在情緒覺察能力方面獲得了進步，他們能夠更清楚地辨識和理

解自己的情緒，並能有效地表達這些情緒，他們學會了使用更具體的情緒詞彙

來描述自己的內心狀態，例如使用「憤怒」代替「生氣」，以及使用「沮喪」

代替「難過」，這樣的提升使他們能夠更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情感需求，促進了

與他人之間的有效溝通和互動。 

其次，學生在情緒表達能力方面取得了進步，他們學會了使用非攻擊性的

溝通方式，運用「我訊息」技巧來表達自己的情緒和需求，這種表達方式不僅

能夠有效傳達情感，還能減少衝突和誤解的發生，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和合

作。 

最後，學生在情緒調節能力方面也有所提升，他們學習到在不同情境下使

用不同的情緒調節策略，如深呼吸、放鬆練習、積極思考和問題解決等，這些

技巧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管理和調節自己的情緒，促進情緒的平衡和穩定。 

總結而言，學生在接受情緒教育課程後在學校和家庭中展現出了情緒表達

能力的提升，這些成果顯示情緒教育課程對學生的情緒覺察能力、情緒表達能

力和情緒調節能力的提升具有實質的影響，這些能力的提升對學生的個人發

展、人際關係和學習成就都具有積極的影響，因此，建議學校和家庭持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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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育課程，讓學生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運用這些技能，實現情緒的健康管理

與促進全面發展。 

 

第二節 建議 

壹、對未來推動情緒教育之建議 

一、情緒教育從國小低年級開始推動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和《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的修訂，情緒教

育已成為各界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本研究中的「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是

一套具有系統性的課程，以高年級學生為對象進行評估，課程共進行了八堂課程。

若有機會透過「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推出針對低年級學生的情緒教育課

程，預計能產生多方面的學習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在臺東縣內高年級學生在整體

情緒管理能力上屬於中上水平，然而，如果能從孩童的早期開始接觸正向情緒學習

活動，將正向情緒能力從家庭擴展到學校和同儕關係中，可以促進團體生活中的情

緒發展，從國小低年級開始學習情緒教育，使孩童能從自我中心逐漸轉化為具有同

理心和良好社交技巧的學習者，能夠發展穩定和健全的人格，期盼未來能夠在臺東

縣持續實施該課程，從國小一年級開始引入情緒教育，直到六年級，以促進學生情

緒能力的全面發展。 

 

二、在國小校園內積極辦理情緒教育相關研習 

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自 2020 年起辦理情緒議題相關研習已經持續三年。在這三

年期間，學校教師對於參與研習相當積極，主要原因是他們發現學生的情緒狀態越

來越不穩定，這給教師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此外，參與研習的教師們表示，由於

以前的教育訓練中缺乏輔導相關的專業知識，他們需要更多實踐性的情緒相關課

程，包括情緒覺察技巧、情緒表達技巧和情緒調解方式等，這樣的課程能夠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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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內幫助學生穩定情緒狀態。 

基於以上原因，期盼教育部能夠定期舉辦有關情緒教育增能課程，同時研發一

套完整且系統性的情緒教育課程教案。這樣一套課程教案能夠讓教師在校園內、教

室內實施情緒教育，並為各學校提供舉辦情緒教育研習的機會，本研究建議將這套

課程研習納入校內的研習計畫，讓教師對於在班級內實施情緒教育充滿信心，從而

促進校園內人際關係的穩定發展，而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需持續辦理有關情緒教育

相關培訓課程，以利學校教師增進情緒教育相關專業知識。 

 

三、落實情緒教育於家庭教育中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不同的家庭結構對學生的情緒能力並沒有顯著差異，然

而，本研究仍然可以得出結論，家庭是個體形成的重要起點，主要照顧者的養育方

式與孩子的情緒密切相關。因此，家長是影響孩子情緒管理能力的核心人物，也是

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榜樣。尤其是進入國小階段的孩童，面臨學業壓力、學校規

範、同儕關係壓力以及家長的期望等多重壓力。這些壓力加深了孩子情緒不穩定的

狀態。親職專家楊俐容強調，孩子在面對學科知識的學習結構時，只要有學習動

機，可以利用科技等工具縮短學習時間。然而，情緒管理和人際關係的學習無法透

過科技來實現，必須回歸真實的日常情境中學習。因此，家庭主要照顧者是孩子的

重要關係人，若家長能夠理解情緒教育對於孩子成長的重要性，並且能夠實踐在家

庭生活中，不僅能緊密親子關係，也能使孩子在學校生活中建立良好的同儕及師生

關係。 

因此，建議公私立幼兒園、各級學校或社區定期舉辦家長親職講座和情緒相關

議題講座，而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會持續辦理家庭教育相關議題課程，也會持續主

動與公私立幼兒園、各級學校或社區合作辦理，期待課程能提升家長自身的情緒管

理能力，還能更新他們養育子女的方式，家長透過言教和身教將情緒教育融入家庭

生活中，使孩子在潛移默化中提升情緒能力。 

 



 

97 
 

貳、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臺東縣部分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為樣本，因此無法推論至其他縣市

學生。為了增加研究的廣度與代表性，建議未來進行相關研究時，可以擴大至臺東

全縣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也能將本研究與都市學校做比較，使研究

結果更為嚴謹及周延。另因現今在普通班級內皆有特殊學生，在此研究中並未強調

特殊學生在情緒管理能力現況及接受情緒教育課程後的成效，未來建議可增加施測

特殊生之樣本數，以期望能使研究更具參考價值。 

二、研究變項 

本研究之變項僅針對個人之性別、年級及家庭結構來探討情緒教育課程成效評

估。由於影響其情緒管理能力因素隨著家庭、社會變遷，應還有其他影響因素。因

此可以建議增加其他多元的變項，可以對未來的相關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與剖析。 

三、研究方法 

因研究者受限於時間有限情況下，此研究僅以問卷的研究方式為主，問卷研究

受限學生對於題目的理解程度、學生填答當下的情緒等因素，皆有可能影響問卷答

案之真實情況。因此若能輔以班級導師及家長的調查或訪談，將會使本研究更貼近

及真實的了解此情緒教育課程對於學生的情緒管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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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學生情緒管理量表 

親愛的小朋友您好: 

這份問卷主要是想要了解您對於自己的感覺和心情的經驗與看

法，也想了解您對於別人的感覺和心情的經驗與看法，幫助老師及家

長了解您，同時也能讓您更了解自己。這份問卷沒有對或錯，不用擔

心寫錯，會加以保密，不會損害您的權益，請放心! 

請您依照自己真實的感受和經驗來填寫，記得寫完喔! 

 

謝謝您的合作，祝平安，學業進步! 

臺東大學教育學系

教育行政研究所 

研究生       牛建茹 

指導教授   何俊青

博士     敬上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   )1.生理性別:(1)男 (2)女 

(   )2.年級: (1)五年級 (2)六年級 

(   )3.家庭結構: (1)雙親家庭(2)單(失)親家庭(3)繼親家庭(4)祖孫家庭 

(5)其他 

【填答說明】 

親愛的小朋友，請您仔細閱讀題目後，根據您的實際感受，在適當□打「√」。 

如果您覺得日常表現「總是如此」，請在「總是如此」的口打「√」 

如果您覺得日常表現「經常如此」，請在「經常如此」的口打「√」 

如果您覺得日常表現「有時如此」，請在「有時如此」的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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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覺得日常表現「極少如此」，請在「極少如此」的口打「√」。 

每題只能勾選一個答案喔! 

【第二部分】學生情緒管理量表 

 總
是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極
少
如
此 

1.我可以從自己心跳得很快，知道自己很緊

張。……………………… 
□ □ □ □ 

2.我知道自己什麼時侯會高興，什麼時候會悲

傷。…………………… 
□ □ □ □ 

3.我知道自己情緒好或不好的原

因。…………………………………… 
□ □ □ □ 

4. 我知道自己在不同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情

緒。………………………… 
□ □ □ □ 

5 我可以從同學所說的話中，知道他的情

緒。…………………………… 
□ □ □ □ 

     

6.當别人流淚哭泣時，我看得出他是悲傷難過

的。……………………… 
□ □ □ □ 

7.我知道引起同學生氣可能的原

因。……………………………………… 
□ □ □ □ 

8.當我雞過的時候，我會告訴别

人。……………………………………… 
□ □ □ □ 

9．我會跟同學分享我的快

樂。……………………………………………… 
□ □ □ □ 

10.當同學跟我說心事時，我能了解他的感

受。………………………… 
□ □ □ □ 

     

11.聽完同學的話後，我能說出同學內心的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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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12. 當同學表現好時，我會稱讚他，讓他知

道。………………………… 
□ □ □ □ 

13.我會告訴我的好朋友，我喜歡和他在一

起。…………………………… 
□ □ □ □ 

14. 情緒不好時，我會用一些方法（如運動）讓自己情

緒變好。……… 
□ □ □ □ 

15.當我生氣時，我會深呼吸，讓自己平靜下

來。………………………… 
□ □ □ □ 

16. 考試成績不好時，我會鼓勵自己繼續努力，不要灰

心。…………… 
□ □ □ □ 

17. 當同學對我亂說話時，我告訴自己不要太在

意。…………………… 
□ □ □ □ 

 

(問卷到此結束，請檢察是否都已填寫，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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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本班目前成功申請到臺東縣家庭教育中心「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這

套情緒教育課程，係由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研發之教材，臺東縣家庭教育

中心培訓師資期望孩子們學習情緒教育後，能正確地覺察自己的情緒，能適當地表

達，更能辨識家人及他人的情緒，期望每個孩子都能成為 EQ 高手，擁有幸福的能

力。 

本次課程將配合進行『「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成效評估研究』，分別於

課程前孩子在課堂上填寫「學生情緒管理量表」，課程結束後再填寫一次。該份資料

完全不記名且絕對保密，只提供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研究所」研究之用，

敬請放心。謝謝您。 

敬祝您 

闔家平安 

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研究所 

研究生       牛建茹 

指導教授   何俊青博士     敬上 

家 長 同 意 書 

本人同意我的孩子_______________接受『「我是 EQ 高手」情緒教育課程成效評

估研究』。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 

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___月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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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問卷授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