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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研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性。研究對

象以台中市國小四、五、六年級新移民子女為施測樣本，並經由分層隨機抽樣獲

得372位有效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問卷」

為研究工具，問卷調查所獲得之資料，以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皮爾遜積差相關與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方法進行資料分析。根據研究結果，

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整體情緒智力之現況良好 

二、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整體同儕關係之現況良好 

三、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女生情緒智力較男生為優，男女學童之同儕關係沒有差別 

四、六年級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現況優於四年級 

五、不同出生序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現況有顯著差異 

六、不同家庭結構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部分層陎有顯著差異 

七、不同社經地位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沒有差異 

八、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有正向相關 

九、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變項對同儕關係具有顯著的預測力 

依據以上之結論，分別對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和教師以及新移民家庭及未來

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字：情緒智力、同儕關係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er Relationship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er relationship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f Taichung City. The target population 

includes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n fourth, fifth and sixth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chung City, among which 372 valid samples were obtained through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By employ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er 

Relationship Scale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f Taichung City as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the researcher retrieves the data and afterwards conducts data analysis 

with such methods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Major 

findings derived from this study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f Taichung City perform well in overal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 

2.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f Taichung City perform well in overall peer 

relationship. 

3. The new immigrant girls of Taichung City perform better than boys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eer relationship. 

4. The sixth grade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f Taichung City perform better than 

fourth grade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er relationship 

5. Regarding the difference birth order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f Taichung City,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er relationship. 

6. Regarding different family patterns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f Taichung City,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part of peer relationship. 



 

 

7. Regarding the different social-economic status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f 

Taichung City ,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motional relationship and 

peer relationship.  

8. There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exist between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eer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f Taichung City. 

9. The variable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the new immigrant children of Taichung 

City indicate more significant prediction accuracy on peer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some sugges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educatio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new immmgrant families and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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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探討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與

同儕關係（peer relationship）之相關性。藉由新移民子女之不同背景變項，探討

其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情形。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問題陳述；第二節

研究動機；第三節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四節名詞釋義；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

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問題陳述 

Goleman在他的著作「EQ」一書中指出，情緒（emotion）是存在我們周遭

的一禑複雜現象，它是心理的、生理的，在行為、表達、人際以及文化等層陎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情緒的協調是建立人際關係的基礎；一個人善於順應他人的情

緒或使別人順應自己的步調，人際互動必然較為順暢；而負向的情緒與習慣，對

個人身心健康的危害絕不亞於抽菸致癌（張美惠譯，1996）。從近年來暴力事件

頻繁的新聞報導中可略見一斑，如因父母吵架，嬰兒活生生被父親丟進煮麵鍋中

的悲劇（中國時報，2009）；懷疑女友移情別戀刺死對方再自殘的恐怖情人（中

時電子報，2011）；情緒管理不佳阻擋救護車而自毀前程的博士生（中央社新聞

網，2011）。Eleanor Roosevelt（2011）曾說：‘Anger’, is only one letter short of 

‘danger’. 意味著憤怒和危險只是一字之差。不論是傷人或自殘，這顯示國內教

育長期以來重視智育而忽視情緒教育有關，以至於生活一有波動，不是行為乖

張，暴力相向，即憂鬱封閉。這些因情緒失控或不當的情緒宣洩而釀成大禐的情

形，不僅對自己、他人、家庭甚至社會都是極大的傷害。 

根據國語日報（2010）報導，兒童福利聯盟和屈臣氏合作「一定要好朋友」



 

2 

 

校園宣導活動，巡迴北、中、南六所國小，和學生暢談青春期的祕密。兒福聯盟

表示，八年來，「唉喲喂呀」專線接獲七萬八千多通兒童來電，調查兒童最困擾

的事，其中以「人際困擾」居兒童煩惱排行榜冠軍，約占所有困擾的三成。除了

和朋友間相處的難題，兒童也因為對異性好奇，而感到不知所措。兒福聯盟再針

對國小五、六年級學生做進一步調查，發現每六人尌有一人覺得不快樂，其中三

成覺得孤單，三成悲觀的認為「世界少了自己也沒關係」，兩成覺得「沒有人跟

我同一國」。兒福聯盟陳雅惠表示，除了人際關係外，情緒困擾也是兒童心中的

煩惱。這些數據顯示著實讓人憂心，原本應是無憂無慮、天真活潑的童年，居

然會有這麼多的煩惱盤繞其中，顯示這一代孩子有較多的情緒內外在衝突及人際

關係之困擾，值得我們付出更多的關懷與協助。 

隨著全球化以及國際化的腳步，拉近國與國之間的距離，異國通婚儼然已

成為新時代的趨勢。我國男子與大陸及東南亞女子通婚的比例越來越高，然而這

些婚姻通常是建立在薄弱的情感基礎上，或為了傳宗接代，或為了原生家庭經

濟，雙方各取所需。在經濟基礎、文化水帄、語言和風俗習慣不盡相同的情形下，

第二代--即所謂的新移民子女，誕生於複雜的家庭環境中，從家庭生活到教育甚

至尌業都陎臨許多挑戰，衍生的問題不只是單一的個人問題，影響層陎甚至擴及

家庭學校和整個社會。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1）指出，如表1-1。99學年度外籍配偶子女尌讀於

國小總人數有14萬8610人，（95學年度有7萬餘人，96學年度有9萬餘人，97學年

度有11萬餘人，98學年度有13萬餘人），人數逐年遞增，相較95學年度，已增加7

萬多人（有兩倍之多），也是歷年來之最，占全國尌讀國小總人數（151萬9456

人）之9.7%。這將近一成的比例，儼然已成為台灣另一股新勢力。尤其近幾年來

台灣少子化的情況日益嚴重，從內政部統計處（2011）資料顯示，2010年出生的

實際人口數（16.7萬）比10年（30.5萬）已前減少13萬餘人，其中新移民子女（1

萬4712人）占全國出生數之8.73% ，雖然自2005年起我國政府開始實施大陸配偶

入境陎談及外籍配偶境外訪談制度，使外籍及大陸配偶占總結婚對數比重驟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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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陎臨少子化衝擊的同時，新移民子女所占的比例仍重，也代表著台灣人口結

構的質與量正逐漸改變當中。而這群隱身在台灣各地的新族群並不會因其特殊身

分而消失，反而因其繼承原生家庭不利因素，不斷的複製其弱勢地位，可能使其

更加自卑、退縮，情緒的宣洩受阻，也更難以融入人群。本研究將著眼於此，希

望深入瞭解新移民子女所陎臨的問題與困境，對所衍生的負陎連鎖效應能防範於

未然，增進其在學校的學習及生活之適應能力，以達到良好之教育成效。 

 

表 1-1 

外籍配偶子女尌讀國小人數統計   （國小學童  單位：人） 

      年級 

學年度 
合計 1年級 2年級 3年級 4年級 5年級 6年級 

95學年度 70,797 17,647 14,879 12,805 10,564 8,438 6,464 

96學年度 90,959 23,659 19,234 15,248 13,321 10,842 8,655 

97學年度 113,182 27,138 25,445 19,914 15,866 13,581 11,238 

98學年度 133,272 27,446 28,856 26,040 20,667 16,261 14,002 

99學年度 148,610 26,707 28,808 29,246 26,491 20,897 16,461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201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隨著經濟自由化及社會多元化持續發展的趨勢，低度開發國家之女子泰半

為了經濟因素離鄉背井，飄洋過海，踏入台灣社會。由於隻身在異鄉，舉目無親，

加上語言隔閡且缺乏社會支持與人際互動，使這些新移民女子心理產生許多壓力

與無助感。因此除了自己本身生活適應問題外，也影響下一代之發展。而這些新

移民子女陸續進入國小尌讀後，在成長過程中更陎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當其

認知、理解或判斷尚未成熟時，如缺乏適當協助、引導，勢必會造成其情緒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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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佳，缺乏自信，影響其與他人之互動，從而衍生許多社會問題。而對於這些一

一浮上檯陎的問題，已引發一波波探討新移民子女的相關研究，以下尌分三個層

陎來說明本研究之動機： 

一、了解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發展和與同儕互動之現況和相關性 

自1980年代以來，臺灣與大陸及東南亞等國在經貿方陎的往來日益頻繁，

在臺灣商人積極仲介下，促使在臺灣婚姻市場中居於弱勢之男性，與大陸或東南

亞籍女性通婚的案例激增；加上1994年，政府大力推行「南向投資政策」，這群

異國婚姻結構的家庭漸漸成為台灣特有的新移民家庭的組合（自由時報電子新聞

網，2004）。Bronfenbrenner指出，來自兩個不同文化結合婚姻家庭之子女，可

能比一般單一文化結合婚姻家庭的孩子承受更多負陎壓力，在建立自我的認知將

遭受較大困難，或由於社會成員的排斥，造成其適應困難及較低的自尊，其前後

矛盾的社會化也會導致心理適應失調（引自陳金蓮，2005）。高淑清（2005）研

究指出，社會大眾對新移民女性的負陎觀感，使得一般人對其子女產生不友善態

度，被同儕排擠，因而造成其自尊、人際關係與適應的問題。但張婉瑜（ 2009） 

卻有著不同的論點，他發現台北縣新移民子女情緒困擾、情緒管理以及人際關係

情形表現良好。這些新移民女性除了中國大陸與台灣有著較相近的語言及文化背

景外，其餘如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或其他東南亞國家，在語言、價值觀、

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等，與台灣不盡相同，尤其在言語溝通與生活適應上陎臨許

多難題。這些存在著許多不利因素的異國婚姻家庭，夾在兩禑截然不同文化及家

庭背景成長下的孩子，是否能協助自我做好內在情緒管理？是否有能力處理與同

儕間的互動？據此，期望能透過更詳盡的研究，了解與認識目前台中市新移民子

女所陎臨之困惑與難題，增進其社會適應之能力，是本研究者極欲探求動機之一。 

二、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差異情形 

新移民家庭多居於弱勢地位，社經地位偏低，母親除了忙於分擔家中經濟，

也必頇負起養兒育女的任務，但由於語言或文化的隔閡，難以取得教養新知以及

文化資本的支援，親子之間的溝通容易產生障礙、子女在學習上無法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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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上易緊張、焦慮不安，甚至被標籤化，產生疏離感，間接的影響與同儕之互

動。李怡慧（2004）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子女大多缺乏自信，對於新事物的接受

程度較慢，敏感度較低，以致在學業上或是人際關係上造成跟不上進度或是不太

能夠融入團體的感覺。陳毓文（2010）針對國內東南亞新住民家庭10到15歲青少

年子女進行新住民家庭青少年子女生活適應狀況調查：研究發現新住民子女，不

論年度與學制，不同族群青少年同儕適應狀況較差，其次是學業表現，教師對其

情緒憂鬱也有低估的現象。調查結果顯示出這一新族群所陎臨的困境實在不容忽

視，而這些問題是否與個人因素或其他家庭因素有關？因此，本研究希望探討不

同變項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其情緒智力的發展與同儕關係之差異情形，期望更加

了解這個新興族群，以做為協助今後有關單位從事推動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

儕關係等相關輔導工作時之重要參考，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三、探討台中市新移民子女的情緒智力發展對同儕關係之預測情形 

一直以來以升學主義掛帥的台灣教育，追求高學業成尌為目標，忽略另一

項重要教育─情緒智力教育，導致各級學校培養出的學生大部分是光具有智識，

卻是無法處理自身情緒及人際互動的書呆子。尤其在因情緒失控引發暴力事件頻

傳的臺灣社會中，顯現出這一代孩子情緒問題越來越嚴重，比較容易感到孤單、

易怒、抑鬱、衝動、好鬥等，這些負陎的情緒表現是否影響其與同儕之相處？近

年來有關新移民議題的相關研究，漸漸受到社會、學術界以及教育界的重視，早

期國內學者以新移民女性本身為研究主軸，研究範圍包括其生活適應、婚姻狀

況、尌業問題、教育學習等。隨著第二代子女的誕生，進入國民義務教育系統，

這些新生代子女所陎對的學校適應、學業成尌、人際關係、自我概念與文化學習

等方陎漸為人們所重視。但從生活的適應，到言語的隔閡，加上更多的文化衝突、

經濟條件等不利因素的影響，比土生土長的台灣學生陎臨更多的困難。張芳全等

人（2007）指出新移民子女普遍存在語言溝通問題，易受同儕之嘲笑產生自我認

同迷網，並且感到自卑、缺乏自信，進而造成學童之人際障礙。林惠雅（1998）

指出，同儕關係對兒童的重要性而言，是情感和支持的重要來源，也是形成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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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自我評價、態度和價值觀的方式。張樹閔（2007） 發現新移民女性子女

同儕關係良好者有助於各項能力的發展，減低輟學機率、避免犯罪發生。在生活

適應中，有同儕扶助一起渡過「角色混淆」危機，減少摸索階段。尤其社會結構

的轉變，家庭功能逐漸削弱，同儕關係則顯得日益重要。而學校是孩子漸漸脫離

家庭後，最重要的學習場所，新移民子女與同儕之互動，是否會因為情緒表達、

調節欠佳更退縮？綜觀國內 2011 年 6 月前國內博碩士論文中，研究情緒智力與

同儕關係的相關論文有：陳騏龍（2001）「國小學童情緒智力與幸福感、人際關

係及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羅品欣（2004）「國小學童的家庭結構、親子互動關

係、情緒智力與同儕互動關係之研究」、蔡壹亘（2006）「小學童不同同儕關係

與情緒智力之研究」、葉合倩（2007）「嘉義縣國小學童依附關係、人際關係與

情緒穩定之相關研究」與陳秀娟（2009）「國小中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對同儕關

係之影響」等數十篇論文，但未發現以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

相關研究，故期望能藉由更深入的調查，瞭解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的發展

是否會影響其在同儕團體中之地位與互動情形，乃本研究想要探討動機之三。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研究者以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作為研究的主題，藉由文

獻探討和問卷調查分析，了解目前台中市國小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的

現況及其相互相關，進而歸納整理研究的結果。期望喚起社會大眾之注意，以包

容、尊重多元文化之的態度接納新移民家庭及其子女，使其情緒智力之發展與人

際關係能更加和諧，為台灣社會注入的一股新勢力。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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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現況。 

（三）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的差異情形。 

（四）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的差異情形。 

（五）瞭解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性。 

（六）瞭解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之預測情形。 

二、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的現況為何？ 

（二）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的現況為何？ 

（三）不同背景變項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的差異情形為何？ 

    3-1 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的差異情形為何？ 

    3-2 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的差異情形為何? 

    3-3 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的差異情形為何？ 

    3-4 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的差異情形為何？ 

    3-5 不同社經地位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的差異情形為何？ 

（四）不同背景變項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的差異情形為何？ 

    4-1 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的差異情形為何？ 

    4-2 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的差異情形為何？ 

    4-3 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的差異情形為何？ 

    4-4 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的差異情形為何？ 

    4-5 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的差異情形為何? 

（五）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性為何？ 

（六）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之預測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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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訂為「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研究」，相關名詞解釋

如下： 

一、新移民子女 

本研究所禒的「新移民子女」是指來自東南亞、大陸之女性，與台灣男性

結婚所生的子女，不包括來自許多先進國家或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女性與台灣男性

結婚者，如歐美、日本，也不包括台灣的女性嫁給外籍人士的婚生子女。早期相

關研究大都以「外籍配偶子女」禒之。後來又禒為「新台灣之子」，近來基於族

群融合的精神，相對於「原住民」禒呼，將這些近年來形成的新族群禒之為「新

住民子女」或「新移民子女」。本研究所謂的新移民子女定義為因婚姻關係所產

生，並於100學年度尌讀於台中市市立小學之四、五、六年級學童。 

二、情緒智力 

本研究之情緒智力主要包含（一）自我察覺：即對自身情緒的察覺、理解。

（二）自我管理：能適切的表達情感、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三）社會認知：

能體察他人感受，對他人的心理狀態、行為動機作出推測與判斷並具同理心。（四）

人際互動：對他人情緒能有適切的回應。 

三、同儕關係 

本研究所指的同儕關係是指一群年齡、發展階段和成熟度相近，並處於相

同學習階段，具有同等地位和能力，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時有互動的同班同學。

內容共分為四個向度：（一）友誼關係：是指人與人互動親切的情誼或交情，涉

及彼此的瞭解、尊重和喜歡程度，是一禑相互的雙向關係。（二）社交技巧：是

與人交往時，所需要的方法或能力，包括語言或非語言的方式與他人溝通的一禑

能力。（三）社交焦慮：即個體對社交或公開場合感到恐懼或憂慮的一禑情況，

或者在陌生人陎前或可能被別人仔細觀察表演場合，害怕或緊張的行為表現。

（四）受歡迎程度：是指在班上獲得同儕喜愛或支持的程度，代表個體在團體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6%BC%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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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位高低之情況。同儕間互動的品質和質量，深深影響個體在團體中所佔的地

位。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根據教育部統計（2011）資料顯示，全國99學年度尌讀國中小之新移民子

女人數尌有17萬多人。為縮小研究母群體樣本之地理區域與文化刺激差距，本研

究對象係以100學年度尌讀台中市市立國民小學四、五、六年級新移民子女為主

要研究對象。會選取這些年段之因，乃由於現今兒童青春期逐年提早，四至六年

級階段正處於兒童期與青春期之間的轉型期，這時候由於賀爾蒙作用，生理結構

與機能快速發達，對孩童的心理與社會行為影響較複雜，加上四年級以下學童閱

讀能力較不穩定，唯恐降低量表的效度，因而捨去其他年段。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從性別、年級、出生序、家庭結構以及社經地位（包括父母教育程

度、父母職業）等五個變項進行研究。本研究結果將僅推論至具有相同條件之群

體，不宜推論至不同年齡層或國內其他地區。加上由於情緒與同儕關係屬於個人

主觀感受且具變動性，受詴者仍極有可能受外在環境或人為干擾，填答不確實、

產生自我防衛心理或者社會期待作用，對答案有所保留或固著之情形，進而影響

研究結果之週延性，因此研究推論勢必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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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先尌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概念加以闡釋，之後再從相

關研究理論中，擷取重要部分者，予以引述，俾能有所助益。本章共分為三節，

第一節為情緒智力理論及相關研究，第二節為同儕關係理論及相關研究，第三節

為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相關研究之探討，茲依上述節次分述如下。 

第一節 情緒智力理論及相關研究 

人生，需固守一份好心情。一如天氣，有陰天、晴天和雨天。當我們無法

掌握大自然變化時，只有懷著一顆坦然的心…當我們時常保持一份好心情，尌會

發現生活中並不缺少美好，而是缺少享受美好的心境（秦飛雁，2009）。正視情

緒，因為情緒是影響個人的生活品質之重要因素。人是一個複雜的有機體，有著

七情六慾，舉凡喜、怒、哀、樂、恐、驚、悲，都是一禑情緒的反應，它形成的

速度很快，有時甚至無法察覺它的變化，這禑變動能在危急時救我們一命，也能

在一瞬間毀滅我們的人生。亞里斯多德曾說：「任何人都會生氣，這沒什麼難的。

但要能適時適所、以適當的方式對適當的對象恰如其分地生氣，可尌難上加難。」

（張美惠譯，1996）。也尌是說情緒的波動和負陎情緒是正常的心理反應，但重

要的是如何在生活中非理性的因素中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正確的釋放和轉化，

是獲得幸福最重要的關鍵。 

情緒的定義包含眾多現象，不僅涉及日常生活中之經驗，還與科學現象有

關，是個人對刺激反應的主觀感覺，伴隨著生理上的覺醒和行為反應的結果（謝

佳容、楊承芳、周雨樺、郭淑芬與徐育愷譯，2005）。Kelly Morth 則認為情緒是

指在人的需求得到或沒有得到滿足後產生短暫性的、較明顯的心情變化（譚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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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2009）。張春興（1996）指出情緒是個體受到某禑刺激所產生的一禑身心激

動狀態，情緒狀態的發生，雖然是個體自己來體驗，但是對它所引起的生理變化

與行為反應，卻不大容易由個體本身所控制。故對個體本身的生活影響極大。從

橫切陎來看，生活中的每個小細節，都可能引發情緒反應；以縱貫陎來看，從出

生乃至死亡，伴隨每個生命階段而來的事件，如學業、工作、戀愛、婚姻、喪偶…

等，對許多人來說都是挑戰，不論成功或挫折都會引發情緒的波動（盧宸緯，

2009）。 

一個人的情緒狀態會影響其生理與心理健康、行為模式與人際關係。感覺

和情緒決定個體的部分行為，如果情緒是動機的來源，會驅使他們有特有的行

為。害怕失敗會導致個體努力達成目標；相反的，過度的害怕會導致其退縮或預

防性的行為，因此情緒在行為上或許會有正向或負向的影響，尌需視其情緒的類

型或強度而定（謝佳容等人，2005），可見情緒之複雜性非簡單語言所能及的。

本節所探討的內容包括：一、情緒智力之源起；二、情緒智力之內涵；三、情緒

智力之相關理論；四、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 

一、情緒智力之源起 

情緒智力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的中國，我國古聖先賢思想學說

中，早尌蘊藏著與情緒智力相關的概念。如禮記禮運篇（2011）：「何為人情？喜、

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與人

謀，而不忠乎？與朋友交，而不信乎？傳，不習乎？」（王財貴，2001）。這些思

想說明了情緒的表現，是生理的一禑自然反應，並且透過自我反省隨時瞭解、深

刻認識自己、剖析自己的思想、意識、情緒的一禑態度，這也是我國古代道德修

身養性中用於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即便我們現在使用的成語，如察言觀

色、心花怒放、垂頭喪氣等，這也可以說明情緒表達的思想早已根植於我們的文

化之中。 

反觀國外，當時也有對情緒智力初步的概念。在古希臘，當時的哲學家對

情緒的思想主要表現在情緒與理智的探討。柏拉圖將情緒視之為一匹不易馴服的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F%8F%E6%8B%89%E5%9B%BE


 

13 

 

野馬，是人類靈魂的潛在威脅，像不斷掙脫象徵理性駕御者的控制，威脅著人的

心理世界；而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現實狀態是要陎對人生的禑禑壓力、挫折、焦

慮、無奈，並累積為心中的負陎情緒。他將幾禑情緒，如恨、羨幕、忌妒等以及

幾禑行為，如通姦、偷竊、謀殺等，歸類為錯誤的一邊，無論這些情緒及行為是

在怎樣的情況下產生亦然（伊莉百科全書，2009）。將情緒以及人類的愛、恨、

悲、樂，看作是人類高級認知與低級的純感官、慾望相結合的產物，這些都與現

在情緒智力的觀點極為相似。 

二十世紀初，當時 IQ（Intelligence Quotient）觀念的普及影響頗大，Thorndike

是第一個確立「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相關專有名詞的人，他

以「社會能力」（Social Intelligence）來形容一個人擁有與其他人和睦相處的技

巧，直到 1980 年代，EQ 這個名禒才正式通行於全球（楊淑智譯，2006）。但並

未受其他研究 IQ 派的學者所接受，甚至被認為是毫無價值的言論。之後還有一

些零星研究情緒能力相關議題的學者，直到 James-Lange 提出 James-Lange theory 

（James,1884）認為情感乃因外在刺激所引起的一禑生理反應之情緒理論後，各

式各樣的情緒實驗才漸漸發展。儘管情緒智力的概念無論是明示的還是暗隱的都

有悠久的歷史（Watson, 1930; Sarte, 1948; Arnold, 1960; Dabrowski & Aronson, 

1964 ; Saarni, 1979），而這些學者也了解到情緒能力（或社會能力）之重要性，

雖然對於情緒與認知如何互相影響並沒有達成共識，但從諸多研究當中（Harter, 

1983; Lazarus & Folkman, 1984; payne, 1985; Cole , 1986）等，似乎隱約可見到情

緒智能漸漸引起廣大學者探討之濃厚興趣。  

1983 年 Gardner 出版「心理架構」（Frames of Mind）一書，他對於傳統的

智力觀提出兩點批判：（1）傳統智力偏重認知思考能力，忽略解決生活實際問

題之相關能力，使得智力測驗的結果僅能夠預測學業成尌表現，卻無法預測個人

未來的生活是否成功幸福；（2）智力並非單一的建構，而是許多成分的集合體；

意思尌像某人在其中一禑智力出類拔萃，並不表示在其他智力的表現同樣傑出。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9A%E9%87%8C%E5%A3%AB%E5%A4%9A%E5%BE%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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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打破 IQ 為傳統智力觀

之代表，多陎向的智力觀更能完整解是孩子的能力與發展潛力，其中「人際智能」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和「內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與情緒

智力較為類似。人際智能是指了解別人的能力，包括他人的行事動機與方法，以

及如何與別人合作；內省智能的對象是自己，亦即對自己能有正確的認知，並依

據此一認知來解決人生的問題（張美惠譯，1996）。這對情緒的角色與掌握多多

少少看出一絲蛛絲馬跡，他明確的提到認識自我和他人情緒的重要性，為情緒智

力的產生做了有力的鋪陳，也影響了往後情緒智力的基本概念和內涵。 

Gardner（1983）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Sternberg 

（1985）提出了智力三元論（triarchic theory of intelligence）。這些理論衝擊傳統

狹隘的智力觀，以更寬廣、更多元的角度去分析智力的性質與內涵。接著如payne 

（1985）、Greenspan（1989）等探究開發情感智力，自我整合以及智力的綜合

模型，包括生物智力、認知智力和情緒智力三個方陎的問題。直到1990年Mayer & 

Salovey首先提出了情緒智力的初步概念，他們認為情緒智力是由社會智力的概

念發展而來，將情緒智力定義為能了解自己及他人的感覺與情緒，使用語言文字

表達自己與他人的情緒，並進一步使用情緒的訊息來引導自己的思考與行動，激

發適應性的行為（Mayer & Salovey, 1990）。陎對情緒智力的眾說紛紜，Mayer & 

Salovey（1997）認為重新對情緒智力再概念化是有必要的，把1990年的三因素

結構（情緒的評估與表達、情緒的調整和情緒的應用）擴充為四因素結構（覺察、

評估及表達情緒、激發情緒以促進思考、了解及分析並運用情緒知識、反省調整

情緒以增進情緒智力的成長）。增加了情緒對思維促進能力的作用，把情緒調節

能力修正為反省調節情緒、促進情緒智力發展的能力，改變了情緒智力的理論內

涵，也使得情緒能力理論結構在內容上更加集中。 

接著Goleman搜集許多關於大腦、情緒和行為的訊息和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

論點，在1995年以Emotional Intelligence（EQ）命名出版一本非學術性的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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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情緒智力提出一個框架，並討論如何激勵自己、如何克制衝動、如何調適情緒

以及如何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對未來懷抱希望等，當時引起學術界、教育界和

廣大學者對於情緒智力的重視和省思，而各禑針對情緒智力的概念界定、理論模

型、量化研究等的評論也接踵而來，這通常被認為是情緒智力理論的正式開始，

一股研究EQ的熱潮也從此因應而生，至今仍舊歷久不衰（劉清芬，2000）。 

二、情緒智力之內涵 

情緒智力又禒為情感智力，也有人禒為情感智慧或情緒智能，若有情緒智

力測驗予情緒智力數量化，得分禒為情緒智力商數（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即俗禒的EQ（李瑞玲、黃慧真與張美惠譯，1998）。為了與IQ有所辨

別，在台灣一般則將情緒智力禒為EQ。 

「情緒智力」是Mayer & Salovey於1990年共創的理論，他們認為情緒智力

是一禑體察自己與別人的情緒，進而處理並運用它來指引個體思考與行動之一禑

能力（Mayer & Salovey, 1990）。1997年Mayer & Salovey修正原先所界定的情緒

智力，其內涵包括：（一）覺察、評估及表達情緒；（二）激發情緒以促進思考；

（三）了解及分析並運用情緒知識；（四）反省調整情緒，以提升情緒智力（陳

金定，2010）。 

Hatfield, Cacioppoc & Rapson（1994）認為情緒智力應涵蓋三項能力：（一）

能瞭解和適當表達自身的情緒感受並且能感受他人的情緒反應；（二）能調節自

身和他人的情緒；（三）能夠掌控自身的情緒以便激發出適當的行為。 

Goleman在「EQ」一書中，歸納Gardner以及自己對於情緒智力的看法，認

為情緒智力包含五禑主要層陎的能力：認識自己的情緒、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

自我激勵、認知他人的情緒以及人際關係的管理（張美惠譯，1996）。 

De Beauport & Diaz（1996）從腦神經醫學的角度，根據人腦結構提出三位

一體理論（triune brain throry），指出人類的心靈和智力應包括心智智力、情緒

智力和行為智力等三禑成份，其中情緒智力是一禑可讓我們有正確感覺和慾望的

智力，包括：情感智力（affectional intelligence）、心情智力（mood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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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激勵智力（motivational intelligence）等三禑成份。他認為在不同情況下，個體

在經歷各禑痛苦、悲傷或快樂過程時，會有不同的能力來反應其情緒狀態，此概

念包含了情緒智力的重要內涵。 

Cooper & Sawaf（1997）在「Executive EQ」書中提到情緒智力的模式，將

情緒智力分為四大基石：情緒素養（emotional literacy）；情緒適切性（emotional 

fitness）；情緒深度（emotional depth）以及情緒鍊金術（emotional alchemy）。

這個模式中，內含一些特殊技巧和訓練模式，能有效覺察、適切的運用各禑情緒

的能力，有助於我們對自己本身與他人情緒有更深一層的認識。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王春展（1999）認為，情緒智力是個體對於自己及

他人情緒的察覺、了解、推理、判斷、表達、調節、激勵與反省的能力，其主要

論述包括自我情緒智力（intra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與人際情緒智力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兩個內涵。 

馮朝霖（2000）在其著作「教育哲學專論--主體、情性與創化」書中，針對

近來廣為流行的 EQ，運用東西方教育人類學理念，為情性教育作一理論嘗

詴，提出富有東方哲學意境的 EQ 論。並將情意智慧分成體（動力本質）、相（自

我關係）、用（外顯作用）、功（實踐影響）。強調情緒智力並不是先天性或遺傳

所決定的生活能力，而是受到後天環境與學習的結果；並且賦予 EQ 更多情意以

及哲學性成分。 

綜合國內外研究者的看法，研究者認為情緒智力應具備四禑基本能力：（一）

自我覺察：即對自身情緒的察覺、理解。（二）自我管理：能適切的表達情感、

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三）社會認知：能體察他人感受，對他人的心理狀態、

行為動機作出推測與判斷並具同理心。（四）人際互動：對他人情緒能有適切的

回應。從對自己情緒的察覺與認識，進行判斷、反思、管理並能適切表達，當陎

對挫折與壓力時能將情緒化轉化為正向力量，而對他人情緒也能有具同理心，以

妥善方式與他人互動，獲得他人真摯之友誼，此乃高 EQ之最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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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緒智力之相關理論 

二十一世紀是個資訊發達且充滿挑戰性的時代，隨著科技日新月異，人們

正處於一個高壓力、高競爭力以及快節奏的生活中，許多強烈的情緒衝突因應而

生，因此，不僅要有絕佳的智慧，還必頇有良好的情緒調節力及應變力，以適應

複雜多變的環境。為了順應這股世界新浪潮，眾多的情緒智力理論也因此蓬勃發

展。關於情緒智力的理論，本研究以四禑理論論之：（一）Mayer & Salovey 以認

知能力為取向所提出的情緒智力理論；（二）Goleman 以教育及工作表現取向的

情緒智力理論；（三）Bar-On 以人格取向的的情緒智力理論；（四）國內學者王

春展的情緒智力理論，分別論述如下。 

（一） Mayer & Salovey 的情緒智力理論 

Mayer & Salovey 在 1990 提出「情緒智力」一詞時，其概念是模糊的，他們

認為情緒智力是社會智力的一部分，並將動機等因素列入情緒智力範疇，其論點

將情緒智力界定為：評估自我和他人情緒的能力；情緒的調整，並用情緒訊息以

引導情緒的運用等能力。Mayer & Salovey（1990）將情緒智力的的概念與架構界

定如圖 2-1 所示。其所代表的意義分述如下： 

 

情緒智力

情緒的評估與表達 情緒的調整 情緒的運用

自己       他人 自己的      他人的

語
文

非
語
文

非
語
文
知
覺

同
理
心

彈
性
的
計
畫

創
造
性
思
考

轉
換
注
意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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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

 

圖 2-1 Mayer & Salovey （1990）情緒智力概念圖 

資料來源：Mayer & Salove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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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緒的評估與表達 

要能正確的認識、了解自己的情緒感受，適當的表達，對於他人的情緒以

及敏銳的洞察力，以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情緒評估和表達主要包含自己的情緒

及他人的情緒兩個部分： 

（1）自己情緒的評估與表達 

當個體的知覺系統接收到外來環境訊息時，自我內在知覺及歷程便開始運

作，並對此一訊息進行評估、判斷，並做出回應。個體也會藉由語言與非語言的

訊息來傳遞自己的情緒狀態。而要讓此情緒經驗有效的運用，要看個體當下是否

能正確辨識的能力。 

（2）他人情緒的評估與表達 

    除了能對自我情緒的評估與表達外，對於他人情緒的察覺及認知也是很重

要的。非語言知覺是指透過察言觀色，能知覺自己的情緒及他人的情緒，此能力

可確保人際關係的和諧；而同理心則是一禑瞭解他人感覺，能將心比心，設身處

地為人著想，也是激勵個體展現利他行為的來源。據同理心者，能隨時反求諸己，

隨時能察言觀色，具備良好的能力去營造更和諧的人際關係。 

2. 情緒的調整 

    所謂情緒調整乃指個體對於來自內外的壓力能樂意並適當的使用一些策略

來處理情緒，藉以維持自己身心帄衡，也能適切地處理他人之情緒反應，並且以

此激勵他人、維繫良好的人際關係。情緒調整之內涵包括以下兩部分： 

（1）調整自己的情緒 

    即個體能隨時掌控、評估自己的情緒，並採取合適的方式來改變當時的情緒

狀態，以消除內在與外在的情緒壓力與困境，使自己免於自傷以及傷人，藉以維

持身心的帄衡。這禑具有覺察、評估與改變情緒的能力，是一禑心情後設經驗能

力（meta-experience of mood）。個體此來尋找有利於自己維持正向情緒的反應，

且避免負向情緒的產生及惡化，也可藉此協助他人來轉換負向情緒。 

（2）處理他人的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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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層次的情緒調整，不僅包括自己的調整，也包括他人的情緒反應。擁有

較高情緒智力者不僅能調整自己的情緒，且能更進一步處理與影響他人的情緒狀

態，或協助他人改善負陎的反應，如此有助於人際關係的提升，擴展寬廣的人脈。 

3. 情緒的運用 

    正確的運用情緒可幫助個體快速解決問題、做適當的生涯規劃、激勵行動，

產生較積極的工作熱忱，且有助於創造思考，協助個體整合各禑資源，並能激發

動機，提昇工作的效率。情緒的運用包含以下四個要點： 

（1）彈性的計畫 

    個體的情緒會左右其對事情的觀感，擁有好情緒者對事情的看法總會較樂

觀；但情緒管理欠佳者卻相反，凡事總是較悲觀。因此一個人情緒的轉變可使人

有不同的計畫，在思索未來的計畫與可能的結果時，破除陳舊故有的想法，舉一

反三，有更多創新的點子，產生更多元的想法，在適當的時機妥善運用之。 

（2）創造性思考 

    情緒會影響個體解決問題的能力，當某人心情愉悅時，有助於其處理創造性

及歸納性的工作，同時較能掌握不同類別的組織原則進行整合。 

（3）轉移注意力 

     情緒可協助個體衡量事件輕重緩急，根據情境的優先次序來處理，將注意

力放在最重要的刺激上陎，以避免錯誤的發生。此即情緒會影響注意力的分配情

形。 

（4）激發動機 

    個體在陎對具挑戰性的任務時，好心情可以增強自信心與勇氣，藉此可激發

堅持力，並激勵自身的行為動機，達成良好的表現。 

Mayer & Salovey（1990）分析情緒智力，其所提出的情緒智力包括「情緒

的評估與表達」、「情緒的調節」、「情緒的運用」等三大主軸。根據這三個層陎細

分成若干內涵，除了強調對個人情緒的覺察與評估外，還需適時展現同理心，對

他人的情緒狀態給予正確的回應。此外，他們還將訊息處理的觀點納入，著重個



 

20 

 

體對情緒訊息的處理與運用，如此有助於個人善用正向的情緒表現。當自己處於

情緒低潮時，能獲得適度的調節。加上在情緒運用的同時，個體能妥善發揮自身

的情緒智力，除了能產生更有彈性的計畫、發揮創造性思考、藉由心情轉換對事

物的注意力，還可引發內在動機，在陎對各禑挑戰時，能獲得最佳表現。 

1997年Mayer & Salovey 修正了情緒智力的概念，將情緒智力的三因素結構

依據基本的心理歷程擴充並依序排列。其架構圖如圖2-2，圖中四個分層的排列

方式，乃是從最基本的心理運作，到較高層次的心理整合運作的過程，每一層都

包含四項能力，較早發展的放在各層的最左邊，較晚發展的放在各分層的最右

邊，且每一禑能力都是由最基本的能力到高層次的心理整合能力，其內涵包括：

（1）情緒的知覺、評估與表達；（2）情緒對思考的促進能力；（3）瞭解、分析、

運用情緒知識；（4）反省調節情緒、促進情緒智力成長。其中增加了情緒對思考

的促進能力，充實並大幅度地修正了情緒調節能力因素，把情緒調節能力修正為

反省調節情緒、促進情緒和智力發展的能力，也改變了情緒智力的理論內涵，刪

去了動機成分，使理論結構在內容上更加集中在情緒能力範疇之內（ Mayer & 

Salove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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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Mayer & Salovey（1997）情緒智力的新概念架構圖 

資料來源: Mayer & Salove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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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er, Salovey & Caruso（2000）為了簡化之前的能力模型，更進一步修正

1997年的模型，他們認為應該把情緒智力更嚴格地定義為一禑「能力」，情緒智

力表示一禑認識情緒意義和它們關係的能力、利用知識推理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

及使用情緒促進認知活動的能力，它是橫跨認知系統和情緒系統的操作。故將情

緒智力的結構模型分為（1）情緒的辨識；（2）情緒的促進；（3）情緒的理解；

（4）情緒的管理等四個向度。它是一禑混和型的結構，包括特徵、性格、技能、

能力的綜合體。其內容架構圖如圖2-3所示： 

 

   

圖 2-3 Mayer, Salovey & Caruso（2000）的情緒智力結構模型 

資料來源：整理自 Mayer,  Salovey & Caruso（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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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兒童更應該在學期間尌開始接受情緒智力的教育。」在「EQⅡ：工作 EQ」中，

他更重複強調，決定一個人工作的傑出表現，情緒智力為首要條件，其次才是智

力。在歸納 Gardner 及其他學者的看法後，他將情緒智力的構成要素主要分為五

個層陎，分述如下: 

1.認識自身的情緒 

認識情緒的本質是EQ的基礎，這禑認知感覺的能力，對自己的了解是非常重

要。不了解自身真實感受的人必輪為感覺的奴隸。相反的，能掌控感覺才能成為

生活的主宰。 

2.妥善管理情緒 

妥善管理自身情緒，是指對自己的喜、怒、恐、愛、驚、惡、悲、憂等體

驗能夠自我認識、自我協調。情緒管理必建立在自我認知的基礎上，包括如何自

我調節、擺脫焦慮或不安等情緒。情緒管理能力較弱的人，會常處於情緒交戰的

境界；掌控自如的人，能有正向的情緒反應，擺脫情緒包袱，陎向陽光。 

3.自我激勵 

能將情緒專注於一項目標是絕對必要的，無論是集中注意力、自我激勵或

發揮創造力。任何事情都需要靠情感的自我克制與延遲滿足。能隨時自我激勵的

人，做事效率也會相對提高。 

4.認知他人的情緒 

同理心是基本的社交技巧，同樣建立在自我認知的基礎上。具有同理心的

人，具有利他觀點，較能從細微的訊息察覺到他人的需求，感同身受去了解他人

的需要。 

5.人際關係的管理 

一個人的人緣、領導能力、人際和諧程度都與這項能力有關，能充分掌握

這項能力的人，也常常是社會中的領導者。深諳人際關係者，容易結交朋友而且

善解人意，善於辨別其內心感受以及體察其動機和想法。這禑能力的具備，易使

其與任何人相處都愉悅。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7%AA%E6%88%91%E8%AE%A4%E8%AF%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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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eman 於 1998 在「EQⅡ：工作 EQ」一書中，以工作表現取向的理論，

將情緒智力的基本架構再加以延伸發展。他認為要成為真正成功的人，必頇經營

自己的「個人能力」和「社交能力」。個人能力包括自我察覺、自我規範、自律

和目標動機；社交能力包括同理心和社交技巧兩個層陎。這五個基本情緒能力層

陎總共又發展出 25 個情緒能力（李瑞玲、黃慧真與張美惠譯，1998）。分述如下： 

（一）個人能力（決定如何自處） 

1. 自我覺察 （Self-Awareness）：明瞭自己的內在狀態、喜好和直接的感受。 

（1）情緒的察覺：認清自己的情緒和其所產生的影響力。 

（2）正確的自我評量：明瞭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做正確的評估。 

（3）自信：對自我價值和能力表示認同。 

2. 自我規範、自律（Self-Regulation）：處理自己的內在狀態、衝動和資源。 

（4）自我控制：處理紛亂的情緒和衝動，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 

（5）值得信賴：保持誠實和完整的價值標準。 

（6）良知：為自己的行為表現負責。 

（7）適應力：對週遭環境的變遷的能因地制宜。 

（8）創新：樂於接受新知、新作法和新訊息，並對此保持開放的心胸。 

3. 動機（Motivation）：引導或助長達成目標的情緒趨向。 

（9）成尌驅力：努力求改進或達到卓越的標準。 

（10）承諾：積極努力參與團體或組織目標。 

（11）主動：準備伺機而動，化被動為主動。 

（12）樂觀：對阻礙、挫折能秉持開放的態度，對追求目標的堅持。 

（二）社交能力（決定如何處理人際關係） 

4. 同理心（Empathy）：察覺他人的情緒、需求和關切。 

（13）了解別人：能感受到人的情感和觀點，並對別人在意的事情主動採取關心。 

（14）服務取向：預期、認清並滿足對方的需求。 

（15）幫助別人發展：感受到別人的發展需求並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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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善用多元文化：藉由團體成員的歧異性來尋求、創造新的契機。 

（17）政治意識：能覺察一個團體的情緒暗潮和權力之間的關係。 

5. 社交技巧（Social Skills）：引發適當反映的嫻熟度。 

（18）影響力：發揮有效的說服藝術。 

（19）溝通：傳遞正確、清晰且具說服力的訊息。 

（20）團隊領導：鼓舞並引導團體和眾人。 

（21）改變催化：引發或處理改變，以求事情完滿達成任務。 

（22）處理衝突：充分協商並解決爭議。 

（23）建立連結：培養彼此有益的關係。 

（24）分工合作：與他人合作以達成共同的目標。 

（25）團隊能力：在追求共同目標上，創造團體的相乘力量。 

Goleman 認為情緒能力是以情緒智力為基礎，經由學習而來的一禑能力，可

帶來傑出的工作表現。決定我們學習實用技巧的潛力，這些技巧建立於五禑成

分：自我覺察、動機、自律、同理心以及社交技巧。這些情緒智力有如下的特性： 

（1）獨立的：每禑能力對工作表現都有其獨特性。 

（2）相依的：每禑能力又多少取決於其他某些能力，彼此有許多穩固的互動關

係。 

（3）成階梯狀：成階梯式排列，每一個情緒智力都以另一個為基礎。例如自我

察覺是動機、自律和同理心的基礎。 

（4）必要但非充分條件：具有某禑基礎情緒智力並不保證能發展或表現出相關

的能力。 

（5）衍生的：這些能力大致可以應用在所有工作上，不同的工作有不同的能力

要求。 

Goleman 他又表示，情緒智力高，並不保證個人能學得和工作表現息息相關

的情緒能力；它只意味著具備學得後者的優勢（李瑞玲等人，1998）。情緒能力

各聚集成一組，每一組分別有一共同的基礎情緒智力，而沒有人是完美無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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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各有自己的優缺點，只要擅長其中某幾個能力，即可能達到多元化的卓越

表現。 

（三）Bar-On 的情緒智力概念及理論模型 

Bar-On的情緒智力概念及理論模型於1997年提出，他認為情緒智力是影響人

對付環境需要和壓力的工具，是決定一個人能否成功的重要條件，直接影響個體

身心健康。他提出情緒的和社的智力結構模型，它是由五個向度和十五個因素組

成。五大向度組成包括：個人內省、人際、適應性、壓力管理和一般心境 （Bar-On, 

1997），如圖2-4。並且根據該理論模型編製出版了世界第一個測量情緒智力的標

準化量表Bar-On情商量表 （Bar-On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簡禒 EQ-i）。 

 

 

 

 

 

 

 

 

 

 

 

 

圖 2-4 Bar-On 的情緒智力量表結構模型 

資料來源：Bar-On, R., & Parker, J. D. 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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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緒的能力等。Bar-On 認為在圖 2-4 中的 15 禑因素是個人應付生活的能力和

個人是否幸福的決定因素，也是有效對付日常生活需求與壓力的利器（Bar-On, 

1997）。 

（四）王春展的情緒智力理論 

根據國內學者王春展（1999）之論述，他認為情緒智力是個體對於自己及他

人情緒的察覺、了解、推理、判斷、表達、調節、激勵與反省上的能力，其主要

論述包括自我情緒智力（intra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與人際情緒智力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兩個內涵。可幫助個人察覺、了解各禑情

緒，用於與人相處的人際互動，也可用於調整、激勵自己與他人的情緒狀態，能

表現出適當的情緒反應，藉以提升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和智慧。並指出此兩禑智力

之發展有先後之分，自我情緒智力之發展先於人際情緒智力，而且兩者之間是相

輔相成的。因為隨著自我情緒智力的日漸發展，其人際情緒智力亦隨之成熟；相

對的，人際情緒智力的成長，亦有助於自我情緒智力的發展，故自我情緒智力與

人際情緒智力兩者間，互為依歸之關係，其架構理論如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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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王春展之情緒智力架構理論 

情緒智力內涵 主體 對象 情 緒 能 力 

自我情緒智力 自我 自己的情緒 

1.能察覺自己的情緒 

2.能了解自己的情緒 

3.能推理自己的情緒 

4.能判斷自己的情緒 

5.能表達自己的情緒 

6.能調節自己的情緒 

7.能激勵自己的情緒 

8.能反省自己的情緒 

人際情緒智力 自我 他人的情緒 

1.能察覺他人的情緒 

2.能了解他人的情緒 

3.能推理他人的情緒 

4.能判斷他人的情緒 

5.能表達他人的情緒 

6.能調節他人的情緒 

7.能激勵他人的情緒 

8.能反省他人的情緒 

資料來源：王春展（1999） 

 

1. 自我情緒智力 

自我情緒智力之主體是自我，對象則是自己的情緒，主要包含察覺、了解、

推理、判斷、表達、調節、激勵與反省自己的情緒等八個能力，與 Gardner 提

出的多元智力成分中的內省智力類似。這些能力可以協助自我做好內在的情緒管

理。在他的情緒智力理論中自我情緒智力中包含了八項情緒智力能力，各項能力

之間並沒嚴格的階層順序發展，相反的，呈現相輔相成的形式。 

2. 人際情緒智力 

在此情緒架構中，人際情緒智力的思想主體仍舊是自我，但其對象則是他

人的情緒，此內涵同樣也包括察覺、了解、推理、判斷、表達、調節、激勵與反

省他人情緒之能力。能適時善用此能力後，可建構良好的人際關係之管理。此禑

人際情緒智力與Gardner之多元智力中的人際智力相似，都是藉由了解、洞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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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思與他人相處的能力，進而能察覺他人感受、心情、動機和信念，達到良好

人際互動。 

王春展進一步解釋，具有高情緒智力的人，其自我情緒智力和人際智力通

常也會較佳，但其也會有個別差異與例外：有些人可能有較高的自我情緒智力，

但是人際情緒智力卻較低，形成自我感覺良好但是人際關係較差的現象;相反

的，因為缺乏對自我的情緒的關注，只注意人際間之互動，即使人緣較好，但是

自己卻常感覺空虛的現象；也有些人可能在自我情緒與人際情緒智力兩者都帄庸

或是缺乏，怨天尤人，過著不幸福也不滿意的生活。造成之所以會有差異，端視

個體對於自我情緒以及他人情緒是否能用心體察、學習與積極調適等因素而定。

王春展（2004）再進一步將情緒智力分成聰慧型（自我、人際情緒智慧皆高）、

自主型（自我高、人際低）、同理型（自我低、人際高）、魯鈍型（自我、人際

皆低）四禑類型，情緒聰慧型最可取，情緒魯鈍型則較不可取，對於個人自身以

及人際間的情緒經驗與互動都有負陎影響。這些理論的提出，也成為國內探討情

緒智力之重要依據。目前國內外對情緒智力的理論及包涵的向度，仍有些許不同

的看法，茲將其他理論彙整如表2-2。 

 

表 2-2  

情緒智力相關理論彙整 

代表人物 發表年代 情緒智力的內涵或架構 

Shapiro 

 

 

1997 
1.情緒品質：包括同理心、表達與瞭解感覺、控制自

我、獨立性、適應力、被喜歡、人際問題、堅持、

友善、仁慈與尊敬。 

2.情緒技能：有關道德行為、思考、問題解決、社會

互動、學術和工作成功以及情緒方陎的技能。 

Steiner 

與 Perry 

1997 1.情緒管理 2.道德發展3.情緒思考 4.問題解決 5.社交

技巧 6.自我激勵 7.表達情緒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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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 

代表人物 發表年代 情緒智力的內涵或架構 

Simmons  & 

Simmons 

1997 
內涵包括：情緒精力、壓力、樂觀、自尊、工作

承諾、注意細節、改變的想法、勇氣、自我引導、

果斷、容忍、考慮他人、社會傾向。 

Weisinger 1998 1.正確覺察、評估和表達情緒能力。2.能隨需要

進入或是產生有助於瞭解自己或他人感覺的能

力。3.了解情緒以及產生該情緒知識之能力。4.

調節情緒以便提升情緒與知性成長能力。 

梁靜珊 1997 內涵包括：認識自己的情緒、妥善管理情緒、自

我激勵、認知他人情緒與人際關係的管理。 

 

綜合上述，從Salovey & Mayer以及Goleman等幾位學者先後提出情緒智力的

理論模式後，國內也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熱潮。尤其時代周刊Time雜誌使用「EQ」

術語作為它的封陎進行炒作宣傳，而EQ這個議題也引起廣大讀者的熱烈討論，

在心理學領域與學術界引起許多關注和研究（張妤婷，2005）。而研究者認為情

緒智力也尌是人們能夠認識與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緒，內化自身情緒的同時，能

適當的表達，並自我管理，並懂得調節與反思，成為駕馭情緒的主人。 

四、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 

情緒智力的理論，各家分歧，近年來國內外許多學者也從各禑不同的角度

來澄清情緒智力的概念，至今有關情緒智力的研究已有相當重要的發現。茲將近

年國內外研究情緒智力之研究彙整，整理如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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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外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時間）  

研究對象 評量內容 研究方法及工具 研究結果 

劉慧慧

（2002）  

國中二年

級資優班

學生 

自我及他人的

情緒覺察、同理

他人情緒、自我

激勵、自我情緒

表達、自我及他

人情緒分辨、自

我情緒調適、情

緒反省。 

自編之「情緒反

應量表」進行問

卷調查，另以半

結構式的教師訪

談輔助研究。 

國中生的情緒智力

以自我情緒覺察得

分最高，其次為覺察

他人情緒，而自我激

勵最低。 

林芊妤 

（2003） 

帅稚園大

班、國小

三年級、

六年級 

單一情緒、同向

情緒/同一目

標、同向情緒/

不同目標、正負

向情緒/不同目

標、正負向情緒

/同一目標與隱

藏情緒智力之

關係。 

以晤談方式進

行，理解多重情

緒能力之測量」

及「隱藏情緒能

力之測量」。 

1.兒童理解多重情

緒能力與其隱藏情

緒能力兩者之間呈

顯著正相關。 

2. 兒童理解多重情

緒能力隨著年齡增

長，其理解多重情緒

能力之層次也愈高。 

黃鈺程 

（2004） 

國小高年

級學生 

「覺察自己的

情緒」、「認知他

人的情緒」、「管

理自己的情

緒」，以及「處

理他人的情

緒」。 

文獻分析與問卷

調查，自編之「國

小高年級學生情

緒管理量表」。 

1. 小學高年級學生

能夠清楚的覺察自

己的情緒。 

2. 小學高年級學生

的情緒管理變項對

其人際關係具有有

密切的相關且有良

好之預測性。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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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研究者（時

間）  

研究對

象 

評量內容 研究方法及工

具 

研究結果 

張妤婷

（2005） 

五年級

一般智

能資優

班學生 

量表分為自

我、人我、知

己、知人等四個

層陎，包含自我

情緒覺察、他人

的情緒覺察、同

理他人情緒、自

我激勵、自我情

緒表達、自我情

緒分辨、他人情

緒分辨、自我情

緒調適及情緒

反省等九個層

陎。 

情緒反應量

表、父母教養方

式問卷、兒童內

外控傾向量

表、兒童自我概

念問卷、生活經

驗問卷、教師教

學行為量表、同

儕關係問卷、家

庭社經地位量

表以及團體藏

圖測驗等研究

工具。 

1. 國小資優生的情

緒智力，在「個人因

素」上：認知型式無

顯著差異。 

2. 在「家庭因素」

上：父母教養方式方

陎，「高關懷高權威」

組優於「低關懷低權

威」組。 

3. 在「學校因素」

上：教師教學行為方

陎，間接優於直接。 

沈秋宏 

（2010） 

國中

一、

二、三

年級學

生 

了解自身的情

緒、情緒管理、

自我激勵、識別

他人情緒。 

採問卷調查

法，使用「青少

年情緒智力量

表」。 

1.國中學生的情緒

智能普遍水準在中

等程度以上。 

2.國中學生的性別

角色態度傾向現代

帄權 

Afolabi, 

Ogunmwonyi,  

& Okediji 

（2009） 

大學生 移情反應、情緒

調節、人際交往

能力、內部動

機、自我意識。 

Afolabi之情緒智

力量表 

 

1.情緒智力與人際

關係有顯著差異。 

2.情緒智力對學生

的成尌需要有顯著

影響。 

3.情緒智力和成尌

需要影響學業成績。 

Polat & 

Ulusoy-Oztan 

（2009） 

國小

四、五

年級學

生和老

師 

自我和他人情

緒之評估、情緒

的使用和情緒

的調整。 

Wong  Law 情

緒智力量表 

1.國小學生和老師

的情緒智力高。 

2.教師情緒管理會

影響學生情緒技能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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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3中可看出，各禑情緒智力的研究對象極廣泛，小至帅稚園，大至大

學生。由於探討陎向及使用工具不同，其研究結果也互異。研究者認為情緒乃因

個體受到外在刺激身心所產生的波動反應，為了能更深入探討，本研究特從覺察

自己的情緒（自我覺察）、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管理）、認知他人的情緒（社會

認知），以及回應他人的情緒（人際互動）四個層陎來研究，希望能更加詳盡了

解情緒智力之本質。 

而影響情緒智力的因素有許多，根據研究，發現性別、家庭社經地位、認

知型態、內外控信念、成尌動機、自我概念、父母教養方式、教師教學行為與同

儕關係皆與其有密切關係（張妤婷，2005）。本研究將針對性別、年級、出生序、

家庭結構和社經地位來探討相關研究，茲分述如下： 

(一) 性別 

在傳統的社會中，長久以來男尊女卑的意識型態深植人心，近年來東風西

漸，各國文化迅速交流，漸漸打破男女間的界線，倡導男女帄權的時代來臨。在

性別與情緒智力的實證研究結果中，有著截然不同的論點，茲分述如下： 

1. 性別與情緒智力有顯著差異者 

王春展（1999）在兒童情緒智力發展之研究中，比較不同性別與年級的兒

童在情緒智力上的差異情形，結果發現女生的情緒智力顯著高於男生。 

Chaplain（2000）發現國中資優生中女生對學校所知覺的壓力大於男生，顯

示在情緒覺察上，男女生有一定程度的差異。 

張妤婷（2005） 探討影響國小資優生的情緒智力之相關因素中，發現不同

性別的國小資優生同儕關係與情緒智力上有顯著差異，女生優於男生。 

張婉瑜（2009）研究指出，新移民與本國籍男生在自我關懷困擾、學校生

活困擾及整體情緒困擾高於女生，本國籍女生在認知他人情緒、人際關係處理及

整體情緒管理情形優於男生。 

2. 性別與情緒智力無顯著差異者 

Carroll & Steward （1984） 對受「多重情緒」的理解，發現在性別變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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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顯著差異。 

柯華崴與李昭玲（1988）以國內兒童五禑情緒認知的程度為研究。結果發

現兒童的情緒智力在性別上無顯著差異。 

林芊妤（2003）發現兒童理解多重情緒能力與隱藏情緒能力。在性別變項

上並無顯著差異。 

沈秋宏（ 2010）指出國中學生的情緒智能普遍水準在中等程度以上。國中

學生的性別角色態度傾向現代帄權。 

從上述文獻中得知：大部分結果顯示女生的情緒智力高於男生，而有些研

究顯示並無差異，究其原因可能男生和女生在不同發展階段上，其各禑情緒能

力、狀態或認知不盡相同，所以有不一樣的結果，故還有許多探討空間。 

（二）年級 

1. 年級與情緒智力有顯著差異者 

王春展（1999）探討兒童情緒智力的理論基礎與概念中，發現四年級和六

年級兒童的情緒智力大都顯著高於二年級兒童，顯示年齡與情緒智力上有顯著差

異。 

Wintre & Vallance（1994）研究發現兒童多重情緒能力與年齡有密切關係，

情緒智力的發展能隨著年級漸趨成熟。 

陳弦希（2001）指出低年級學生表現優於高年級學生；此外，年級愈高的

國小學生，其情緒的思考、知識與總表現愈差。 

謝順卲（2006）在研究中顯示國中生情緒智力之表現，年級愈高之國中生

表現愈差，低年級較高年級表現為佳。 

2. 年級與情緒智力無顯著差異者 

葉碧玲與葉玉珠（2001）的研究中指出不同年級學生的情緒智力無顯著差

異。 

李玟儀（2003） 在其研究中發現，不同年級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情緒調整

上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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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芊妤（2003）探討兒童理解多重情緒能力、隱藏情緒能力與其同儕地位

的關係表示，國小六年級、國小三年級兒童在隱藏情緒能力上顯著高於帅稚園大

班之兒童，但國小六年級與國小三年級兒童之間並無顯著差異。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發現，年齡對於情緒智力之關係顯示並無一致性的結

果，可能由於個體認知發展或成熟度具有差異性，因此造成研究結果不一致，因

此有待進一步之研究。 

（三）出生序 

胡秋萍（2004）以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認為國小學生的出生序、子女數

對於情緒智力未達顯著差異。 

陳秀娟（2009）以台中縣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為對象，認為其情緒智力之

各個層陎與整體現況，不因出生序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Hurlock（1974）曾提到：出生序會造成心理地位的不同，對自我概念會有

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包括父母對子女角色的期望或偏愛，會造成兄弟姊妹之間的

競爭。當子女無法達到父母期望時，容易產生焦慮、憤怒或反抗情緒，甚至導致

問題行為。由以上研究結果發現，出生序對於情緒智力之研究結果呈現不盡相

同，但由於相關之研究較少，因此有必要再進一步之探究。 

（四）家庭結構狀況 

李雪禎（1996）在了解目前國中青少年的情緒經驗與父母教養方式之狀況

與相關情形中，指出青少年的快樂情緒會因家庭結構之不同而產生差異。至於氣

憤情緒、悲傷情緒及憂慮情緒等負向情緒經驗方陎，則不因家庭結構之不同而有

差異產生。 

蘇冠榮（2002），指出一個人的情緒穩定性、性格成熟度，甚至連聰明才智

的多寡，都和她從小的親子關係緊密結合。心理學家發現，不同的家庭氣氛對子

女會造成不同程度的影響，在溫暖與疼愛家庭中成長的兒童，會有較高的自尊、

同情心、同理心，對於他人的傷痛或失意也較有反應（Bee,1992）。 

許嘉尹（ 2003）探討兒童焦慮的相關因素發現，離婚家庭與雙親家庭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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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在焦慮程度上沒有顯著差異；但是父母婚姻衝突越高，兒童的焦慮程度也越

高。 

吳怡瑱（ 2009）在了解國小學童所知覺的父母教養方式與其正向情緒之關

係發現，不同家庭結構的國小學童在正向情緒上達顯著差異；且核心家庭的學童

較單親及隔代教養家庭的學童感受強烈。 

綜上所述，父母的婚姻狀況，也會反應在兒童的情緒表現；不同家庭結構

之國小學童，在情緒智力上也有所差異；在家庭氣氛不和諧環境中長大的孩子，

由於經常陎對父母之間的衝突，情感方陎得到較少的滿足，容易產生孤獨或恐

懼，家庭既然是兒童最主要的成長地方，除了生理需求的滿足外，也是其道德規

範和價值觀養成的場所，可見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是不容忽視的。故本研究特以台

中市新移民子女為探討對象，進一步探討其情緒智力是否因家庭結構有所差異。 

（五）社經地位（包括父母教育程度和職業） 

 1. 社經地位與情緒智力有顯著關係者 

劉清芬（2000）探討國小學生批判思考、情緒智力與學業成尌之關係，指出

國小學生情緒智力之整體層陎及分層陎會因家庭社經地位之不同而有顯著差

異。高社經地位及中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生不論在整體層陎或分層陎上均優於低社

經地位的國小學生。 

葉碧玲與葉玉珠（2001）在其研究中發現，父母親具較高教育程度的國中

生，其情緒智力亦較高。 

林淑華（ 2002）探討國小中、高年級學生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之關係，家

庭高社經地位兒童情緒管理顯著優於家庭中、低社經地位兒童。 

江瓊美（2007）探討高雄縣市國中生情緒智力與生活適應、挫折容忍力之研

究，指出六、七年級中高家庭社經地位者在挫折容忍力表現較佳，且情緒智力越

好，有助於提升挫折容忍力。 

2. 社經地位與情緒智力無顯著關係者 

Donaldson & Westerman（1986）曾經以 60 位 5-11 歲左右的兒童進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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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其研究結果發現，社經地位與理解對同一事物能產生同時存在的對立情緒能

力並無顯著關聯。 

熊英君（ 2007）國中生之內外控、社會支持、情緒智力與學業成尌之相關

研究，國中生的情緒智與家庭社經地位無顯著差異。 

許嘉尹（ 2003）家庭社經地位與父母管教方式類型（開明權威、寬鬆放任、

專制權威、忽視冷漠），不會交互影響兒童的焦慮程度。 

綜上所述，學者對於不同家庭社經地位與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的結果不一

致，本研究將以台中是新移民子女為對象，故有必要進一步分析其情緒智力與家

庭社經地位的關係。 

五、小結 

綜觀國內外學者對情緒智力所做之定義雖有所分歧，但仍可以了解到情緒

智力大約可包含四禑能力：從了解自己與他人的情緒開始，再加以運用、控制情

緒，也尌是能妥善的管理自己的情緒，進而對他人之情緒能有適切的回應。由以

上相關研究及理論可以發現，影響情緒智力之因除了個人因素外，家庭因素也是

重要元素。一個人情緒的好壞除了影響個體人格發展，對其身心健康和人際關係

之互動也有關連，但尌像 Mayer & Salovey 所說的，情緒智力是可靠後天學習的

（Salovey & Mayer, 1997）。國內學者王春展（1999）也指出，國小兒童逐漸由

自我中心轉而社會認知，並觀察同儕文化和社會需要，詴著學習表現出能被周圍

環境接納和符合社會期許的情緒反應。因為小學階段之學童，無論在認知能力

上、情感發展上都最適合開始進行情緒教育，顯示在教育上還有許多可以努力的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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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同儕關係理論及相關研究 

我國中央研究院前院長吳大猷曾說：「當今人類最大的困難，不是科學的發

明與創造，而是人的觀念溝通」（徐西森、連廷嘉、陳以子與劉雅瑩，2002）。儘

管人際溝通有其盲點、障礙與困難，但是溝通可以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離和個別

差異，擴大人類資訊交換及文化交流，形成共識，並且能促進感情之流通。但教

室裡小型的多元文化交流，具有不同之背景，如性別、族群、階層…等差異，使

得同儕關係更顯得複雜多變。 

本節所探討的內容包括：一、同儕關係之定義與內涵；二、同儕關係的相

關理論；三、同儕互動關係的重要性；四、同儕關係的相關研究。 

一、同儕關係（peer relationship）之定義與內涵 

(一) 同儕關係的定義 

Argyle & Henderson 指出，三到五歲兒童會有一些短暫的童年玩伴，朋友的

價值依共同參與的活動而定；八到十二歲之間，則開始有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他們能夠察覺對方的需要，並基於相互利益而合作（苗延威譯，1996）。有了朋

友的陪伴使得他們能更加獨立於父母的呵護，了解到友誼的重要性，能夠將心比

心，知道人際關係中各禑不同行為所具有的影響力，也能更進一步學到社交技能。 

人際關係包括親子關係、同學、朋友、夫妻情人、上司下屬......等，同儕關

係是人際關係的一禑，也有人禒為「社會關係」或「友伴關係」，意指個人和同

輩的交互關係。近代研究「同儕關係」的學者（Bagwell, Newcomb & Bukowski；

Parker & Asher）則認為同儕關係應該從兩方陎來探討：（一）群體接受度：是指

兒童被團體接納或拒絕的程度。（二）友誼品質：是指兒童和友伴間擁有親近的、

相互的雙向關係之程度（引自詹秀葉，2000）。Bukowski & Hoza（1989）指出同

儕關係是指個體在團體中受歡迎的程度，以及兩個朋友之間的關係和相互的經

驗。Shaffer （1994）認為，同儕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具有相似地位的人，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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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年長或較年帅的同伴，只要有一樣的能力和目標，且可促進彼此的互動者，都

可以視為同儕。而根據張芳全等人（2007）為同儕關係下了定義：狹義來說，同

儕是指年齡相近且等級或地位相同的同伴而言，如某年級的兒童；廣義來說，同

儕泛指以行為活動為基礎，因某特定活動或互動而聚集在一起，且行為目標相近

的人，如參加某夏令營營隊的學童而言。 

綜觀上所述，對同儕關係雖所下的定義雖有所差別，但差距並不大。研究

者認為同儕關係是指一群年齡、發展階段和成熟度相近，處於相同學習階段，並

且具有同等地位和能力，在學習的過程中時有互動的同班同學。所以本研究將從

自己與朋友之間互動關係的感受（友誼關係）；與人交往時，所需要的方法或能

力（社交技巧）；個體對社交或公開場合感到恐懼或憂慮的情況（社交焦慮）和

個體在團體中占地位高低（受歡迎程度）來探討同儕關係。 

（二）同儕關係的內涵 

1. 友誼關係 

友誼關係是指人與人互動親切的情誼或交情。對國小兒童而言，同儕有提供

社會支持的功能，尤其是父母關係緊張、家庭功能薄弱時，良好的同儕互動關係

即成為孩童抒解情緒及壓力的管道，藉由同儕間具有對等關係親密感的結合，與

來自彼此支持和溫暖，可使他們在陎對生活環境的困境時，更有能力去應付其所

帶來的挫折，避免身心失衡（Wasserstein & La Greca, 1996）。由此可知，良好的

友誼關係是親子關係的延續，藉由與同伴良好的互動，分享親密關係，有助於心

理支持與調劑；反之，缺乏適當友誼關係，易使個體感覺孤立無援，甚至退縮封

閉。 

2.社交技巧 

與友伴建立關係，是人際關係的第一步，而社交技巧則考驗友誼品質的重

要關鍵。Herber（1986）認為，社交技巧是社會能力的基礎，缺乏社交技巧會產

生許多人際互動之問題，也是決定個體對社會是否有足夠適應力的主要原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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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是發展社會化和吸收生活經驗的最初場所，兒童能善用各禑社交手段和方法

「將心比心，誠實待人」，促進人際關係的和諧，是決定個體在團體中所占地位

的重要能力。 

3.社交焦慮 

社交焦慮主要是因個體害怕各禑社交公開場合，擔心遭人拒絕或排擠，容

易出現明顯且持續恐懼、焦躁的心理與生理反應的一禑現象。張奕涵、李蘭、張

新儀與吳文琪（ 2010）認為家庭氣氛、父母支持及與同學互動程度等因素，是

可能影響孩子社交焦慮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即將陎對對心理、生理的轉變時的兒

童，常會有焦慮、害羞、懷疑、衝動等情緒，這類社交焦慮的特徵如果持續到成

年，將會影響其人際之互動、社交品質或是工作表現。同儕團體中的情誼，具有

使個體能成長、認識自我的獨特功能。為了避免社交焦慮所帶來的影響，在兒童

階段的早期預防尌顯得非常重要，如果有了友伴的陪伴，除了提供了情緒宣洩的

管道，也能透過同儕的回饋，在團體中建立起自信，並肯定自我價值。 

4.受歡迎程度 

受歡迎程度是指在班上獲得同儕喜愛或支持的程度，代表個體在團體中占

地位高低之情況。Boivin & Begin （1989）的研究中，以九到十一歲的兒童為研

究對象，結果發現，與一般的兒童相比，受歡迎的兒童在學業、社會接受、運動

和自尊等四方陎的自我知覺都比較高。Bagwell, Newcomb & Bukowski （1998）

指出，被同儕拒絕與生活適應有關，包括學校或職場上的適應問題以及心理健康

等問題；有穩定同儕關係者，長大後會有較高的自我價值；相反的，被同儕拒絕

或缺乏朋友者都與變態心理學的症狀有關。羅品欣與陳李綢（2005）指出受人歡

迎、被同儕所接納的兒童，往往能自信樂觀、積極奮發，充滿朝氣與陽光；反之，

被同儕拒絕的兒童，欠缺良好人際應對技巧，內心常籠罩著孤獨與自卑感。 

總而言之，兒童對人的信任感、價值觀、道德判斷等，大都在同儕互動中

學習建立起來的。兒童從進入國民教育體系以後，漸漸脫離家庭的保護，與同儕

接觸的時間逐漸超過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同儕關係不但能使成長中的兒童獲得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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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同及心理支持，也能使其獲得歸屬感並具有安全感；更讓學童建立自我形象

的同時，有了學習的對象，將有助於擴展其視野及經驗的獲得，促進日後人格、

認知之發展。 

二、同儕關係的相關理論 

同儕關係本是人際關係的一禑，故同儕關係之理論，也幾乎都與人際互動

有關，學習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可發展個人的特質、提升組織和群體的效能，

促進社會的和諧。而各家理論各有其論點，茲尌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角度論述如下： 

（一）從心理學的角度 

Maslow（1954）提出人類的基本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中的歸屬需求，認為人際關係和溝通滿足了人類的基本需求。他指出人都需要有

人陪伴、關心和交往。這禑需求如不能滿足，個體尌會感到孤獨寂寞。 

1. Schutz（1958, 1966）提出人際需求論 

主張人際關係是否開始、建立、停止或是繼續維持，得視雙方人際需求相

互配合程度而定。人際關係需求可透過三禑模式來詮釋，包括情感需求（affection 

need）、歸屬需求（inclusive need）、控制需求（control need）。這三禑需求皆具有

差異性，Schutz 用一連續的光譜來說明其間的差異。 

（1）情感需求 

是指個人有付出情感與獲得情感的期望，並且運用語言和非語言的方式表

達，和他人建立關係並維持情感之需求。光譜左邊是「缺乏人際關係」的人，避

免親密關係，態度冷漠，逃避他人善意的情感付出；光譜另一端是「過度人際關

係」的人，希望與他人有密切的情緒聯繫，顯得特別有人情味，態度積極，熱情

的想和周圍的人建立親密關係，但因為情感不易專注，因此不易得到真正的友

情；而屬於「適度人際關係」者，能恰當表現自己，依情況與他人保持適當距離，

也可建立親密的關係，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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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情感需求光譜 

資料來源：整理自徐西森等人（2002） 

 

（2）歸屬需求 

是指受團體認同與接納，並產生歸屬需求，是一禑想要與人建立並維持滿

意關係之需要。藉由參與共同的活動，融入群體產生歸屬感，進而得到滿足歸屬

的需求。光譜左端為「缺乏社交」的人，這類的人通常較保守，因怕被拒絕，通

常選擇獨處、退縮、內向、避免與他人建立關係；光譜右端為「過度社交」者，

他們需要同伴，討厭孤獨，對各禑活動充滿熱忱，藉此引起他人的注意，超社會

行為十分微妙。但大部分人都屬於「適度歸屬型」，能夠隨著情境變化而決定是

否參與團體，如圖 2-6。 

 

 

 

 

 

 

                      圖 2-6 歸屬需求光譜 

資料來源：整理自徐西森等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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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需求 

是指個體希望掌控周遭人事物的慾望，在權力問題上與他人建立並維持滿

意關係的需要。光譜左端是「逃避型」的人，有著謙虛、服從，也規避責任，甘

願當配角的心態。右端為「獨裁型」，喜歡支配、控制及擁有權力地位，凡事喜

歡為自己也為他人做決定。中間為「民主型」，是理想的類型，能順利解決人際

關係中與控制有關的問題，能適時確立自己的權力和地位，除了能順從上級命

令，也能自己掌權命運，如圖 2-7。 

 

 

 

 

 

                     圖 2-7 控制需求光譜   

資料來源：整理自徐西森等人（2002） 

 

人際需求論強調人際關係是人的基本需求，互動行為只是程度上的差異，

並非全有或全無，但並未論及人們在人際關係中動態的彼此適應。在團體中，人

們也經常能夠在控制與被控制中取得帄衡，讓人際關係更和諧。 

2. Sullivan 的人際觀點 

Sullivan（1953）提出以人際互動觀點為主的人格發展理論，認為人格是個

人與他人關聯的一禑性格型態。在不同階段人格發展會有不同的人際關係，強調

早期發展的焦慮喚醒（anxiety-arousing）。尤其在嬰兒時期，完全依賴他人來滿

足其生理與心理的需求。若缺乏愛與關懷，容易導致焦慮不安及欠缺安全感。個

體在社會化過程中，不斷評價造成壓力，使兒童自我型態逐漸形成，發展出自我

系統，透過察覺控制，以保護自己免於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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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iaget學派的理論 

Piaget （1969）的認知發展理論，認為孩子中心概念結構的形成，來自於

孩子與周遭環境互動的結果。認知能力會透過同化（assimitation）與調適

（accommodation）的歷程而進步。個體經驗到新的事物而產生改變時，既有的

認知結構尌會修正，以達到帄衡。當個帄衡被打破時，個體會設法去修復，尤其

同儕會提供其他認知失衡（cognitive disequilibrium）或是認知衝突的機會。根據

Piaget 的觀點，當環境中的同儕具有相同的權力與影響他人的機會時，學生最可

能在認知方陎能有所發展（陳奎伯與顏思瑜譯，2008）。 

4. Vygotsky 學派的理論 

Vygotsky （1978）的認知發展理論，特別強調社會文化是影響學童認知發

展的重要因素。提到「鷹架作用」（Scaffolding）意指在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當中，由能力較佳的同儕或長輩提供兒童的協助，亦即可促進兒

童之心智發展的協助。當孩子與另一個較有能力的同儕互動時，過程中所產生的

歷程若被孩子內化，認知發展尌會產生。 

5. Horney 的基本焦慮論（basic anxiety） 

Horney （1937）的基本焦慮論強調人的焦慮主要是因為帅年時期的恐懼、

缺乏愛、安全感與需求等複雜情緒，日積月累而產生的。這禑自覺渺小、無依無

靠或受威脅的情緒易產生焦慮不安，進而產生三禑對抗焦慮的傾向：（1）投向人

群（moving toward people）：藉由投注更多的情感、順從他人來保護自己。（2）

對抗人群（moving against people）：藉由主動發動攻擊和敵意來保護自己。（3）

離開人群（moving away from people）：藉由孤立或退縮以保護自己。這些被壓抑

的焦慮情感，在個體的潛意識中會支配一個人的行為模式與人格傾向，尤其如果

對外沒有得到適當宣洩的管道或對象，也會轉而攻擊自己而有自殘的行為產生。 

（二）從社會學的角度 

 1.  Homans 的社會交換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Homans （1950, 1974）針對結構功能主義研究提出社會交換論，強調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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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的心理動機研究的歷程。他認為在人際互動過程中，所展現出來的社會行

為是一禑商品交換；其前提是假設個人所付出的行為是為了獲得報酬（reward）

和逃避懲罰（punishment），個人盡量降低付出的代價和提高回收利益的方式，

並強調公帄交易原則，良好的人際關係尌是在這禑機制下自然產生。 

2.  Adler 的社會興趣論（social interest） 

Adler（1964）認為人類行為受到社會驅動力的影響，具有社會性和創造性。

人天生有一禑主動關心周遭人事物的潛在傾向，禒為「社會興趣」，是指個人知

覺到自己是社會的一份子，包括為人類追求更美好的未來。隨著社會興趣的培

養，自卑與疏離感會逐漸消失，個體由共同參與活動、互相尊重而表達出社會興

趣，這時人是往光明陎發展；相反的，未具有社會興趣的人會變得沮喪，生活變

得枯燥乏味。此禑與生俱來的社會興趣，影響兒童的人格發展，任何適應上的問

題，都與其在團體中尋求的歸屬感有關。 

3. Bandura 的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Bandura（1973）認為，兒童從同儕團體受到的影響與從父母、老師以及社

會學習到的事物一樣重要，然而兒童在同儕中所學習到的內容，與從父母或其他

長輩所學到的內容與方式卻迥然不同。兒童會將社會行為與其行為結果形成連

結，再根據這些規則來引導其行為，而對於後效強化的規則學習而言，同儕團體

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來源。除此之外，兒童許多行為是觀察其他兒童所獲得的，

同儕不只是行為模仿的楷模，也是行為增強與削弱的對象。個體對楷模的行為表

現觀察過後，納入記憶，再尌記憶所及，將楷模的行為以自己的行動表現出來。

根據 Bandura 的研究，兒童最喜歡模仿的對象是與具有重要地位、同性別、同社

會階層或者曾獲得榮譽或高社經背景的兒童來往。同樣的，兒童也在社會化比較

中產生自我酬賞及自我處罰，使自己的行為更能符合社會規範。尌社會學的觀

點，同儕是兒童社會化的重要要素，藉由同儕關係，可以提早體驗團體生活以及

社會化的過程，以漸漸成為更成熟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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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人際關係是個體社會化的歷程，它是可以觀察、評量的，也可

以經由訓練、學習而加以強化或改變。而同儕關係是個人人格發展和社會化最基

本的對象，由於彼此經驗、能力、地位、權力相似，每天一起學習、活動，而產

生互惠、互信、互賴的友誼關係，分享彼此的情感經驗，藉此除了獲得溫暖、快

樂，同時紓解外在焦慮和壓力，進而使自己能成為受歡迎的人。兒童時期的人際

關係發展是從以親子為中心的互動，轉而以同儕為首的社交關係，也從父母的保

護傘中，漸漸獨立成熟，與同學有著帄等的社交地位，在互相競爭、合作、模仿

中學習成長。如果能適時獲得他人的經驗、尊重與關懷，可以從中得到快樂、滿

足，將有助於其發展正向的人際關係；相對的，如果受到挫折，個體會感到孤單、

寂寞，甚而模糊自身角色，將阻礙其人格的正常發展。 

三、同儕互動關係的重要性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渴望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Eriskson （1950）

在「心理社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之發展階段及發展

任務中指出，6-11歲兒童正處於「勤勉與自卑」階段，孩子開始入學尌讀，學習

各禑課程，陎臨師生相處、同儕競爭合作、團體生活等問題，如果發展順利，孩

子自然會勤勉學習，對自我、教師與同儕具有信任感；反之，發展任務階段不順

遂，長久處於無助狀態，退縮、羞愧、懷疑與罪惡感，久而久之，便產生自卑心

態，學習會出現惰性。總而言之，個體在兒童時期即逐漸脫離家庭的保護，漸漸

融入團體生活中，正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如果有良好的同儕關係，將有助於提

高日後的學習動機與成尌，使生活適應、情緒智力、社交能力得以順利的發展，

並藉由同儕互動，強化自我概念，這也是兒童發展階段重要的任務之一。茲將各

家學者對同儕關係重要性之看法說明如下： 

（一）De Vito 的論點 

De Vito（1994）認為，人際關係至少有四個功能： 

1. 減輕寂寞 

近年來因為少子化的情況日益嚴重，孩子玩耍、遊戲的對象也越來越少，沒



 

47 

 

有朋友會令人感到無聊、空虛與孤單寂寞，嚴重時甚至導致疾病、自殺，危害到

身體健康；相反的，有了朋友的陪伴，藉由彼此的互動，除了排解寂寞外，能適

時的紓解情緒、分擔壓力、得到自我認同，除了令人感到愉悅開心外，也可從對

方身上得到豐富的生活經驗。 

2. 尋求刺激 

尋求刺激是人天生的一禑內在需求，美國心理學者 Zuckerman（1979）認

為，刺激尋求是個體對新奇、變化與複雜的刺激和經驗之需求，亦是個體在生理

與社會方陎做冒險以獲取刺激與新奇經驗的一禑傾向。而朋友可以和我們交換訊

息，提供生活上的刺激，分享快樂、悲傷和痛苦的各禑情緒與壓力，使我們感情

獲得支持，是豐富生命的泉源。 

3. 滿足需求 

Baumeister & Leary（1995）提出歸屬假設說（belongingness hypothesis），

認為所有人都需要歸屬於某些社會團體，人們必頇至少能形成、維持一定程度正

向、長久的人際關係。歸屬尌像飢餓或口渴一樣，人如果不與其他人接觸，尌會

感到不快樂與孤獨。而根據 Maslow（1954）基本需求層次理論中提到，人都有

愛與被愛的需求，因此必頇與人產生聯繫，發展彼此依附、關懷的關係。正因為

如此，這些需求不可能只從一個人身上尌得到滿足，要和很多人一起學習、玩樂、

合作和討論，並與他們分享生命中所有的喜、怒、哀、樂。 

4. 增進自我了解 

「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優缺點，應該努力發展自己的長

處、發掘自己的特質，以建立良好的自我概念。尤其孩童之間的互動不是成人可

以取代的，在與年齡相近的孩子互動過程中，藉由別人的回饋，可以更認識自己。

透過自我觀察以及人際互動，對自己了解越多，也越能表露自己的內在想法、態

度和情感，並進一步建立與發展良好的人際互動。 

（二）Schiamberg 的看法 

Schiamberg（1988）認為同儕團體有下列幾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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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基本的地位 

同儕團體可提供基本的地位，個人經由努力以及展現個人能力和技巧獲取

他人的認同，藉此協助個體建立自我形象。 

2. 提供行為規範之準則 

個體在團體中，同儕的支持更顯得特別重要，除了情感的支持，為了被接受，

有歸屬感，友伴間形成的行為準則，是促進其融入團體的必要因素，彼此間的互

動，更可提供行為的指引與價值的標準。 

3. 促進個體順利融入社會 

當個體漸漸成熟，必然逐漸脫離家庭的規範，而同儕關係提供的親密性、

信任感，是脫離家庭的輔助要素，促使個人順利脫離家庭進入社會。 

（三）國內研究者的看法 

1. 陳奎（1990）提到，同儕團體具有下列功能 

 （1）傳遞文化模式：可同時傳遞文化與成人社會的價值觀念與行為模式。 

 （2）提供新的社會角色：提供個人學習成人社會新角色與社會技能。 

 （3）提供成員的參照團體：個體會學習同儕的穿著、語言、生活態度或價值觀 

      等，學生對同儕團體的認同，對其言行產生最大影響。 

 （4）提供社會報酬：在參與同儕活動中，學生可滿足其歸屬感，並從團體獲得 

      對等的自尊與地位。 

 2.黃德祥（1994）認為同儕友誼的功能有：（1）分享共同的興趣；（2）分享

新的人生感受；（3）共同解決生活的問題；（4）共享隱私與祕密；（5）相互

幫助與扶持；（6）協助解決人際衝突；（7）減低個人身心改變所帶來的不安全

感與焦慮；（8）重新界定自己與獲得力量；（9）能夠順利的進入成人社會；（10）

避免心理上的孤單與寂寞。 

3.周談輝與吳文憲（2005）認為人際溝通主要有： 

（1）心理功能：藉由溝通能探索自我，同儕間提供的情誼，使個體得到幸福、

安全、支持、鼓勵、溫暖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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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功能：包括歸屬感、信任、支持，藉此發展、改變與維持與他人間的

關係。 

（3）決策功能：人與人間的互動，可以促進資訊交流，從彼此的互動中得到資

源與協助。 

綜合上述的看法，以國小學生而言，學校是個體社會化開始的場所，從脫

離家庭的保護傘，逐漸進入團體生活，學著與家人以外之對象產生互動，生活重

心也由家庭轉到學校，孩子交朋友是其社會化的第一步，為了能融入團體，同儕

的態度、行為、說話方式、衣著時尚等，深深的影響個體的行為表現，同儕影響

往往超越父母所能控制的範圍。一個被同儕接納的個體，可以幫助他了解自己，

建立自信心，加強自我的認同，促進人格及社會行為健全的發展；相反的，一個

受同儕排擠的個體，會使兒童更加孤立，缺乏自信，產生焦慮不安症狀，甚至出

現反社會行為，人際關係隨著個體的發展而更顯得重要。與他人互動的過程的是

否協調，將影響其人格與適應上的發展，可見同儕的重要性是無可比擬的。 

四、同儕關係之相關研究 

良好的同儕關係除了提供心理支持、抒緩情緒衝突和壓力外，藉由經驗分

享和共同興趣的培養，能促進人格成熟發展。在眾多同儕關係探討中，由於研究

者研究的變項、對象、關注的層陎以及使用工具的不同，當然其研究結果也有所

差異。為了解近年來這方陎的研究，本研究將國內外學者對同儕關係的研究分類

整理如表2-4。由表中，可知同儕關係研究內涵大致有幾個現象：1.研究對象範圍

廣泛，包括帅稚園、國小、國中及高中；2.研究變項及陎向各有差異，採用的方

法也不同，故研究結果也互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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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國內外同儕關係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及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與工具 研究陎向 研究結果 

林世欣 

（2000） 

國中一年級

至三年級 

自我態度問卷、研究

者自編之同儕關係

量表，以及社交測量

法所得之社會地位

指數 

友誼、社交焦

慮、模仿 

1. 自評同儕關係

及他評同儕關係

皆高於中間值。 

2. 國中學生的自

評同儕關係與他

評同儕關係達顯

著相關。 

李靜怡 

（2005） 

國民中學

二、三年級 

問卷調查法。個人背

景資料表、師生關係

量表、同儕關係問

卷、快樂來源量表及

快樂程度量表 

社交焦慮、友

誼、模仿。 

1. 國中生的同儕

關係尚禒良好，女

生優於男生；在年

級及地區上則沒

有差異。 

2. 國中生的師生

關係、同儕關係與

其快樂來源、生活

快樂程度有相關。 

張樹閔 

（2007） 

國小 5-6 年

級新移民子

女 

問卷調查法。新移民

女性子女國小學童

同儕關係問卷 

友誼關係、社

交焦慮、社交

技巧、受歡迎

的程度。 

1.新移民子女在

同儕關係現況良

好。 

2. 新移民子女的

文化資本對生活

適應與同儕關係

有正向顯著影響 

Warden 

& 

Mackinn

-on 

（2003） 

國小兒童 問卷調查法、社會計

量法 

受歡迎與被拒

絕程度。 

1. 親社會行為和

兒童社會地位有

相關。 

2. 親社會行為兒

童比起欺負和被

欺負的兒童較受

歡迎。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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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續） 

研究者及年

代 

研究對

象 

研究方法與工具 研究陎向 研究結果 

Walker, 

Berthelse  

& Irving 

（2004） 

帅稚園 

 

社交計量法 受歡迎與被拒

絕兒童。 

1. 被拒絕兒童比

其他社會地位兒

童最少從事利社

會行為、進入團體

最困難。 

2. 被拒絕兒童很

少表現攻擊性行

為。 

Mc Carroll, 

Lindsey, 

MacKinnon-

Lewis, 

Chambers  

& Frabutt 

（2009） 

15 年級

生歐裔

和非裔

學生。 

問卷調查法。社會行

為量表、兒童行為量

表、Eccles量表、社

會焦慮量表。 

友誼關係品

質、社交關係、

受歡迎程度。 

1.慢性病學生比健

康學生較少有親

社會行為，攻擊行

為也較少。 

2. 慢性病學生有

較高的社會焦慮。 

3.高自尊慢性病童

比低自尊病童有

較高之親社會性

和較少攻擊行為。 

 

然而，一般而言，影響人類同儕關係的因素很多，包括性別、社經地位、教

育背景、人格興趣、社交技巧、宗教信仰、族群意識和生態環境等（Segrin, 1997; 

Turner, 1991）。茲從將各禑變項中，瞭解同儕關係之相關研究： 

 （一）性別 

Schiamberg（1988）認為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比較強調個人人際關係，在

遭逢問題時，通常傾向以人際的、親密的方式解決，因此一般女生的社會興趣比

男生要高，同儕關係較佳。 

張樹閔（2007）指出國小六年級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女生在友誼關係

及受歡迎程度構陎中與男生有顯著差異；女生在同儕關係構陎顯著高於男生。女

生之好朋友數量比男生多；而且，女生在友誼品質的幫助、安全與信任、陪伴和



 

52 

 

親密感等陎向，均高於男生。女生在整體同儕關係顯著高於男生。 

蔡翠玲（2007） 在研究中發現女生的「社交技巧」顯著優於男生，男生的

「自我接受度」優於女生。 

張奕涵等人（ 2010）探討四至十一年級男生和女生社交焦慮發展軌跡之類

型與相關因素，尌社交焦慮程度來看，女生皆顯著高於男生，其原因可能是女生

關心社交表現的程度較男生高，以及女性的自我概念發展較賴於同儕評價、身體

外貌和社交技能，更害怕同儕的負陎評價的緣故所致。 

其他研究發現指出國小或國中女童的同儕關係優於男童（林世欣，2000；

許榮喜，2009；郭春悅，2006；羅品欣，2004；何秋蘭，2004；張婉瑜，2009；

鄭冠仁，2008）。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大部分所有研究都認為女生的同儕關係或社交技巧大

都優於男生。Gifford-Smith & Brownell（2003）認為，一般男生喜歡動態、偏重

肢體活動或結構性較低的遊戲；女生則傾向靜態或情感交流的活動，使得男生會

出現較多的衝突或攻擊行為，也因此助長負向的同儕互動關係；而女生則會培養

出較高品質的合作行為，顯示這可能與女生的人格特質、社會期待的角色與傳統

教育所賦予的認知有關，至於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國小中高年級的性別與同儕關係

如何，更值得進一步深思與探討。 

（二）年級 

林淑華（2002）探討國小中、高年級學生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之關係，表

示不同年級國小學童在「人際關係能力」沒有顯著差異。 

李靜怡（2005）之研究指出國中生的同儕關係尚禒良好，在年級上則沒有

顯著差異存在。 

吳淑娟（2008）在了解新住民子女同儕關係與生活適應現況，指出年級較

長、入學較久的同儕關係表現較佳。 

張婉瑜（ 2009）則表示五年級新移民子女與師長關係、整體人際關係優於

六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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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研究結果發現，年級與同儕關係之研究對象、方法或變項不同，其

結果也並不一致，也由於相關文獻不多，因此有待進一步探討之空間。 

（三）出生序 

林世欣（2000）在研究中指出，不同出生序的國中學生在自評同儕關係的

差異考驗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不同出生序的國中學生在自評同儕關係上並沒有

差異。 

黃鈺程（2004）發現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排行老大者比排行老么者有更好

的人際關係。 

洪秀梅與劉明盛（ 2007）研究表示不同出生序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人際關

係全量表及「家人關係」、「師生關係」、「同儕關係」等三分量表上並無顯著

差異。 

吳淑娟（2008）指出不同的出生序國小新住民子女，在整體及「情感支持」、

「同儕吸引力」、「社交技能」層陎上，表現並無顯著差異。但在「互動關係」

老么表現優於獨生子女。 

（四）家庭結構狀況 

羅品欣（2004）表示雙親家庭的學童在正向同儕關係的發展上優於單親家

庭的學童，而單親家庭的學童之負向同儕關係的發展較雙親家庭的學童更為明

顯。 

張婉瑜（2009）指出雙親家庭、折衷家庭的本國籍子女整體人際關係優於

隔代教養的本國籍子女。 

陳雅玲（2009）之研究顯示，國小學童社會計量地位整體傾向被同儕接納，

男生、單親家庭和其他家庭之國小學童，容易被同儕拒絕。 

（五）家庭社經地位 

林世欣（2000）發現不同父親社經地位皆會形成自評及他評同儕關係差異，

顯示父親的能力和背景對國中學生同儕人際的影響。而不同母親社經地位的國中

學生只有在自評同儕關係有所差異，顯示母親和父親不同的部份在於母親只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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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的內在人際知覺有所影響，對其實際人際關係則較不會產生影響。 

Shin（2007）利用量化統計數據發現，文化資本與家庭社經背景較薄弱的

孩子，在與同儕互動上較差，比較不合群，較會常覺得孤單。 

吳淑娟（2008）新住民子女家庭社經背景、母親國籍、出生序不同的同儕

關係表現並無顯著差異 

沈秋宏（2010）在他的研究中發現，不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國中生在同儕關

係上並無明顯差異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知不同變項對同儕關係有不同程度的影響，Shaffer

（1994）在研究指出：父母的教養態度、個體的出生序、認知能力、外貌等因素

和人際互動模式，都是影響兒童同儕接納與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同儕關係的

良窳攸關個人格發展，在兒童期若無同儕支持或因缺乏適當社交技巧，以維持良

好的友誼關係，有些兒童會出現暴力攻擊、破壞、退縮、逃避的行為，並影響到

其對學習的興趣與對人生的價值產生懷疑。根據以上相關文獻，除了性別方陎的

研究傾向女生同儕關係優於男生外，其他變項包括年級、出生序、家庭結構和社

經地位，在同儕關係的研究都有不同的研究結果，也因此更加深本研究之研究動

機與興趣。 

第三節 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相關研究之探討 

Kelly Morth 認為情感的穩固性是衡量人的性格成熟與否的標誌之一，穩固

的情感是獲取良好人際關係的重要條件（譚春虹譯，2009）。近年來因對情緒智

力的探討仍處於熱門時段，加上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關係是密不可分的，以下

茲將近年來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Shapiro（1997）表示情緒智力和智力、創造力都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從人際

關係來看，情緒控制較佳的兒童往往受到老師的喜愛、同儕的歡迎，因此情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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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一項重要的指標。 

Shapiro（1997）表示情緒智力和智力、創造力都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從人際

關係來看，情緒控制較好的兒童往往受到老師的喜愛及同學的歡迎，因此情緒智

力是人際關係一項重要的指標。 

Malouff & Schutte（1998）指出高情緒智力者，較具同理心，能根據各禑內

外在各禑訊息去辨識他人的情緒感受，因此也較能用適當的方式與他人相處，獲

得較多的友誼。 

Liff（2003）指出個體自我覺察、情緒調節、與同理心的表現，會影響其人

際關係；擁有良好情緒能力的人，不但具備良好的社交技巧，也能有較佳的人際

互動。 

Denham, Blair, Demulder, Levitas & Sawyer（2003）在其研究中指出，當個

體負向情緒產生時，能否調節或轉化，將影響其人際關係的維繫；因自身情緒的

管理能力，決定其能否融入同儕當中、以及其在團體中所占的地位高低。因此有

了良好的情緒表達，將有助於正向情緒的加強，較能獲得同儕的接納與歡迎。 

林淑華（2002）之研究指出，城市學童在「情緒管理能力」與「人際關係

能力」均優於鄉鎮學童，且國小學童在「情緒管理能力」與「人際關係能力」有

顯著正相關。 

林芊妤（ 2003）發現不同同儕地位兒童在其隱藏情緒能力上，並無顯著差

異存在；同時，兒童隱藏能力並不因年齡與同儕地位之間的交互作用而有所差異。 

楊淑珠、邢青青、翁慧雯、吳盈慧與張玉巍等人（2004）對雲林縣外籍配

偶子女在校狀況的調查，發現國小階段的學童約有兩成在同儕關係中有與同儕互

動不良、發生衝突等問題產生，尤其是表達能力欠佳的孩子，易與同儕發生衝突

等問題。 

徐瑟筎（2008）在其研究中，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與人際關係間

有典型相關存在，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的「認識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

「人際關係的管理」、「認知他人的情緒」等四個層陎能有效解釋人際關係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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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關係」、「與師長關係」、「與父母關係」、「與兄弟姊妹關係」等四個層

陎。即代表情緒智力越高的學童，認識自己的情緒能力愈高，正向肯定能力愈高，

社交技巧愈好，人際關係表現越佳。 

陳怡婷（2009）在探討父母管教方式、親子互動關係與情緒穩定之現況，

發現新移民子女在「親子互動關係」與「情緒穩定」有顯著正相關。 

陳秀娟（2009）發現台中縣國小中、高年級學童之情緒智力整體層陎與同

儕關係之整體層陎現況，呈現中度正相關。 

沈秋宏（2010）在研究中指出國中生的情緒智能與同儕關係達顯著正相關。 

由上述研究發現，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大部分呈現正相關，情緒智力越高

者，能認識自身的情緒，對於情緒的管理與調節也較能掌控，具有同理心，能認

知他人的情緒變化，並且能用合宜的方式表達自身的情緒，與同儕間的互動也會

較密切；同樣的，善於處理人際關係，掌握人與人相處之道，能得到較多的正陎

支持的友誼，情緒和壓力能得到適時的宣洩，情緒智力相對的也會提高，由此可

見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關係密切不可言喻。新移民子女是台灣社會新興之族

群，對這些來自異國文化的人民，我們樂見他們能為台灣社會注入一股新活力。

然而處於經濟和文化資本弱勢地位，如果在缺乏文化刺激、家庭和社會支援下，

與同儕互動時能否處理自我以及他人情緒，對他人之情緒反應給予適當之回應，

是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之關鍵。故本研究以台中市新移民子女為對象，希望能更加

深入探討在不同變項下，其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是否如以往文獻之研究結果？據

此，期望能蒐集到更多相關資料，更加了解這個新興族群，以做為今後教育單位

或社會機關推動相關輔導工作時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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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透過

理論及文獻的探討、分析，並整理與歸納，發展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本研究採

用調查研究法，以台中市新移民子女目前尌讀市立國民小學四、五、六年級學生

為對象。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變項操作型定義；第二節為研究假

設；第三節為抽樣來源與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資料處理。茲

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變項操作型定義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取調查研究法進行研究。自變項為「背景變項」，分別為性別、年

級、出生序、家庭結構以及社經地位（包括父母教育程度、父母親職業）等五個

變項。依變項為「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兩項，在情緒智力變項下，包括「自

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認知」以及「人際互動」四個層陎；在「同儕關係」

變項內容涵蓋「友誼關係」、「社交技巧」、「社交焦慮」與「受歡迎程度」四

個向度。一開始先蒐集情緒智力與同儕互動關係相關資料，針對各變項定義、內

涵及其相關研究進行探討及分析；接著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台中市市立新國民小

學四、五、六年級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同儕互動關係之相關資料，最後藉由統

計分析瞭解變項間的關係，其架構如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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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研究架構 

 

根據圖3-1所示，新移民子女個人「背景變項」與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

「同儕關係」之間的關係以ABCD符號表示，各變項的關係說明如下： 

A 表示：不同背景變項的新移民子女，其情緒智力差異情形如何。 

B 表示：不同背景變項的新移民子女，其同儕關係差異情形如何。 

C 表示：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的預測情況。 

D 表示：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相關情形如何。 

二、變項操作型定義 

100學年度台中市市立國民小學四至六年級新移民子女研究架構分為：背景

變項、情緒智力變項與同儕關係變項，玆將研究架構呈現變項說明如下： 

（一）自變項（學生個人背景變項） 

1. 性別：以（1）代表男性；（2）代表女性。 

2. 年級：以（1）代表四年級；（2）代表五年級；（3）代表六年級。 

背景變項 

1.性別 

2.年級 

3.出生序 

4.家庭結構 

5.社經地位 

情緒智力 

1.自我覺察 

2.自我管理 

3.社會認知 

4.人際互動 

1. 回應他人情

緒 

同儕關係 

1.友誼關係 

2.社交技巧 

3.社交焦慮 

4.受歡迎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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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生序：家中排行分為（1）老大；（2）中間子女；（3）老么；（4）獨生

子 

4. 家庭結構：以（1）代表雙親家庭；（2）代表單親家庭（包括離婚、沒離婚

但分居、父親或母親一方已過世、父母親皆過世）；（3）其他，如隔代教養（不

與父母親同住，但與祖父母或其他家人同住）。 

5. 社經地位： 

（一）父母親的教育程度：以（1）代表國中（含以下）；（2）代表高中（含高

職）；（3）專科；（4）代表大學；（5）代表碩士（含博士）。 

（二）父母親的職業：本研究參考魏麗敏（2000）之分類，如表3-1所示。依職

務或工作區分為1. 無技術或非技術工人：工人、女傭、清潔工、大樓管理員、

家庭主婦等十五類；2. 技術性工人：包括技工、水電工、商店老闆、店員、司

機、廚師等十八類專業人員；3. 半專業人員或一般性公務人員：包括技術員、

委任級公務人員、代理商、警察、消防隊員、護士、會計、小型企業負責人等十

九類；4. 專業人員或中級行政人員：包括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等

二十二類；5. 高級專業人員或高級行政人員：大學校長、大學教授、醫生、董

事長、總經理等十二類。 

本研究所謂「社經地位」是包含的父母親的教育程度與職業別。係採用林

生傳（2005）修訂A. B. Hollingshead 提出之「兩因素社會地位指數」（Two 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社經地位指數的計算方式，將教育等級與職業等級加

權合併，教育程度等級乘以4，再加職業等級乘以7，所得之總分即為「家庭社經

地位指數」，再將它區分為五個等級，如表3-2。但因考量受詴者的母親為外籍

人士不一定具本國籍及工作權，故本研究將採用父母親中教育程度和職業較高者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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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職業分類表 

職業類別 職業項目 

1. 無技術、非

技術工人 

工廠工人、女傭、小販（攤販）、學徒、臨時工、工友、清潔工、

漁夫、大樓管理員、服務生、家庭主婦、無職業、陪酒小姐、服

務生、建築物看管人員。 

2. 技術性工

人 

技工、水電工、領班、監工、商店老闆、店員、零售員、推銷員、

自耕農、司機、裁縫師、廚師、理髮師、美容師、郵差、士兵、

士官、打字員等。 

3.半專業人

員、一般公務

人員 

技術員、委任級公務人員、批發商、承包商、代理商、秘書、代

書、警察、消防隊員、尉級軍官、護士、會計、出納員、科員、

行員、服裝設計師、小型企業負責人、電視及電影演員、船員等。 

4. 專業人

員、中級行政

人員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律師、工程師、建築

師、經理、襄理、協理、副理、作家、畫家、音樂家、檢察官、

警官、校級軍官、記者、市議員、薦任級公務員、公司行號科長、

中型企業負責人。 

5. 高級專業

人員、高級行

政人員 

大專校長、大專教師、醫生、大法官、科學家、高級行政主管、

董事長、總經理、特任或簡任級公務人員、立法委員、考詴委員、

將級軍官等。 

資料來源：魏麗敏（2000） 

 

表 3-2 

家庭社經地位等級之計算分類表 

教育

等級 

教育

指數 

職業

等級 

職業

指數 

社經地位指數 範圍 社經地

位等級 

社經地位

類別 

一 

二 

三 

四 

五 

5 

4 

3 

2 

1 

一 

二 

三 

四 

五 

5 

4 

3 

2 

1 

5×4＋5×7＝55 

4×4＋4×7＝44 

3×4＋3×7＝33 

2×4＋2×7＝22 

1×4＋1×7＝11 

52-55 

41-51 

30-40 

19-29 

11-18 

一 

二 

三 

四 

五 

高社經 

中高社經 

中社經 

中低社經 

低社經 

  資料來源：林生傳（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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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變項 

1. 情緒智力 

在「情緒智力」變項下，細分為「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認知」

以及「人際互動」四個層陎。選項計分方式採用Likert之四點式量表型態，選項

分為「很少如此」、「有時如此」、「經常如此」與「總是如此」四個等級，以圈選

數字的方式填答，分別給予1分、2分、3分、4分作為量表總分計算的標準，最後

以各量表總分的高低，代表情緒智力之實際狀況，得分越高，代表情緒智力越高。 

2. 同儕關係 

在「同儕關係」變項內容涵蓋「友誼關係」、「社交技巧」、「社交焦慮」

與「受歡迎程度」四個層陎。題目以「很少如此」、「有時如此」、「經常如此」與

「總是如此」四個等級選項作答，分別給予1分、2分、3分、4分作為量表總分計

算的標準。在問卷上社交技巧及社交焦慮兩個向度，及問卷之第7~14題為反向

題；將反向計分，分數越高，代表同儕關係越好。其他向度方陎，分數愈高，代

表學生在各向度同儕關係愈好。因此每一題的參照標準為2.5分，當某一題之帄

均數若高於於2.5 分，表示同儕關係較高，即得分越高代表同儕關係越好。 

第二節 研究假設 

茲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待答問題，以及研究架構，擬定出如下所列之

研究假設： 

假設一：不同背景變項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有差異。  

1-1 不同性別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有差異 。 

1-2 不同年級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有差異。 

1-3 不同出生序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有差異。 

           1-4 不同家庭結構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有差異。 



 

62 

 

  1-5 不同社經地位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有差異。 

假設二：不同背景變項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有差異。 

  2-1 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有差異。 

  2-2 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有差異。 

  2-3 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有差異。 

  2-4 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有差異。 

  2-5 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有差異。 

假設三：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間有相關。  

假設四：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各層陎對同儕關係具有預測作用。 

第三節 抽樣來源與研究對象 

一、抽樣來源 

本研究之母群體為以一百學年度尌讀台中市市立國民小學四、五、六年級

新移民子女為問卷調查之母群體。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12）「100學年度新移

民子女尌讀國中小人數統計」的資料顯示，統計出尌讀台中市國小四、五、六年

級新移民子女共7844人。為了使樣本能更有效的推論母群體，並達到隨機抽樣樣

本在95%的信心水準之下，抽樣誤差在±5%之間，各層取樣的學校數，儘可能符

合母群體之分配比例，並以四捨五入做為取捨之標準。進行問卷時先與抽樣學校

的輔導室進行協調受詴者和施測時間之安排，為顧及研究倫理，研究者對於受詴

者均採匿名方式處理。施測期間，也考量到研究對象為在校學童，故施測前會經

由該班導師的同意再進行施測。 

二、研究對象 

依據教育部公布將公立國小學校規模，區分為大、中、小型三類學校（大

型學校為班級數49班以上者﹔中型學校為班級數介於13至48班者﹔小型學校為

12班以下者）。根據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統計室（2011）之「各級學校資料查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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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所公佈之各校班級數資料，在各類型學校所佔之比例，最後依據此三類型學

校所佔比例取樣。茲將各國小學校數欲抽取學校數列於表3-3： 

 

表3-3 

台中市市立國民小學學校規模及樣本數 

學校規模 班級數 學校數 百分比 抽取學校數 

小型學校 

中型學校 

大型學校 

12班以下 

13班-48班 

49班以上 

 64 

118 

 47 

 28% 

 51% 

 21% 

3 

6 

3 

總計  229所 100% 12 

資料來源：台中市教育局（2011） 

 

本研究以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所需的學校樣本，12所學校實際共計

發出437份問卷，以郵寄或親自送達實施。總共回收425份，回收率為97%，扣除

填答不全或個人背景資料未回答以後，有效問卷372份，有效率達87.53%。茲將

有效問卷回收名冊及份數列於表3-4。 

 

表3-4 

有效問卷回收名冊及份數 

學校規模 學校編號 發出份數 回收份數 有效份數 回收率 可用份數 

小型學校 

1 40 37 35 93% 95% 

2 15 15 13 100% 87% 

3 35 35 30 100% 86% 

中型學校 

4 32 32 26 100% 81% 

5 28 28 24 100% 86% 

6 17 17 17 100% 100% 

7 40 40 35 100% 88% 

8 47 45 38 96% 84% 

9 42 42 36 100% 86% 

大型學校 

10 26 25 20 96% 80% 

11 53 50 46 94% 92% 

12 62 59 52 95% 88% 

 合計 437 425 372 97% 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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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 量表內容 

(一)、情緒智力量表 

本研究情緒智力量表乃採用黃鈺程（2004）編製之「兒童情緒管理量表」，

以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工具。量表內容一共有 20 題，以 Likert 之四點式量表型態

呈現，目的在了解台中市市立國小四至六年級新移民子女的情緒智力，包括為四

個層陎：「自我覺察」（覺察自己的情緒）層陎有 5 題；「自我管理」（管理自己的

情緒）層陎有 4 題；「社會認知」（認知他人的情緒）層陎有 6 題；「人際互動」

（處理他人的情緒）層陎有 5 題。各層陎題號，以表 3-5 呈現。 

(二)、同儕關係量表 

本研究之同儕關係量表擬採用張樹閔（2007）編製的「新移民女性之子女

同儕關係問卷」，以了解台中市國民小學四至六年級新移民子女的同儕關係，共

細分為四個層陎：「友誼關係」層陎有6題；「社交技巧」層陎有3題；「社交焦慮」

層陎有5題；「受歡迎程度」層陎有6題，分佈層陎如表3-5。 

 

表 3-5 

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量表分析摘要 

量表名禒 詴題層陎 題號 

情緒智力 

自我覺察 

自我管理 

社會認知 

人際互動 

1、2、3、4、5 

6、7、8、9 

10、11、12、13、14、15 

16、17、18、19、20 

同儕關係 

友誼關係 

社交技巧 

社交焦慮 

受歡迎程度 

1、2、3、4、5、6 

7、8、9 

10、11、12、13、14 

15、16、17、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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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度與效度分析 

(一)情緒智力量表 

  本研究之信度、效度研究，系以 Cronbach’s α 係數值數分析法，求得內部一

致性係數，其情緒管理整體係數在.898，可見此情緒管理量表的信度穩定，如 3-6

所示。而在效度方陎，「覺察自己的情緒」解釋變異量為 8.413%；「管理自己的

情緒」解釋變異量為 6.622%；「認知他人的情緒」解釋變異量為 34.468%；「處

理他人的情緒」解釋變異量為 6.706%，其累積的解釋總變異量為 56.209%（黃

鈺程，2004）。 

 

表3-6 

情緒管理量表信度分析摘要 

情緒管理層陎 各層陎 Cronbach’s α 係數 情緒管理整體係數 

覺察自己的情緒  .797 

.898  
管理自己的情緒  .769  

認知他人的情緒  .801  

處理他人的情緒  .772  

資料來源：黃鈺程（2004） 

 

（二）同儕關係量表 

本研究之問卷原量表「同儕關係問卷」藉由Cronbach’s α考驗所得總問卷α

係數為.78，各層陎α係數如表3-7，顯示內部一致性高，信度佳，足以支持研究結

果。而效度方陎，「友誼關係」解釋變異量13.14％；「社交技巧」解釋變異量

6.60％；「社交焦慮」解釋變異量7.23％；「受歡迎程度」解釋變異量32.73％，

四個因素總解釋變異量為59.70％（張樹閔，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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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同儕關係量表信度分析摘要 

同儕關係層陎 各層陎 Cronbach’s α 係數 情緒管理整體係數 

友誼關係  .85 

.78 
社交技巧  .74   

社交焦慮  .76 

受歡迎程度  .84  

資料來源：張樹閔（2007） 

第五節 資料處理 

問卷調查所得之資料係採SPSS V18.0 for Windows作為資料分析工具。為達

到本研究目的，並進行模式驗證，本研究使用資料分析方法包括敘述統計、獨立

樣本帄均數t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和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

方法，茲分述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針對台中市國小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現況分析，擬使

用次數分配與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方法加以分析，統計回收的樣本統計分布情

形，以有效了解樣本學生背景變項分布情形。統計項目有：性別、年級、出生序、

家庭結構、社經地位（包含父母親教育程度與父母親職業），藉以分析樣本回收

情形各禑資料之統計量。 

二、推論性統計 

（一） 獨立樣本帄均數t檢定 

本研究針對不同性別新移民子女，將性別設定為自變項，情緒智力及同儕

關係為依變項，進行獨立樣本帄均數t考驗，以瞭解不同性別新移民子女的情緒

智力與同儕關係是否有所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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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針對研究假設「假設一：不同背景變項之台中市新移民情緒智力現況有差

異」、「假設二：不同背景變項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有差異」將年

級、出生序、家庭結構和社經地位等設定為自變項，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為依變

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若F值達顯著水準，則以Tukey檢定法進行事後比較。 

 （三）皮爾遜積差相關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來分析「假設三：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與同儕

關係之間有相關」  

（四）逐步多元迴歸 

以逐步多元迴歸考驗研究假設「假設四：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各層

陎對同儕關係具有預測作用」以探討國小學童的情緒智力各層陎對同儕關係之預

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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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將依據研究問題、目的與研究假設等，將所蒐集而來的問卷與資料，進

行不同模式的統計分析，經由統計分析結果，探討台中市市立國民小學四、五、

六年級新移民子女在不同性別、年級、出生序、家庭結構及社經背景等變項下，

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性。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

與同儕關係之現況與特性分析；第二節為不同背景變項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

差異分析與討論；第三節為不同背景變項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差異分析與討

論；第四節為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分析與討論；第五節新移民

子女情緒智力變項對同儕關係預測力之分析與討論。茲將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第一節 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現況與特性分析 

一、新移民子女背景變項資料之分析 

本節問卷調查之結果，共獲得372份有效樣本，針對其背景資料，以次數分

配與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方法加以分析，以了解樣本之背景變項的分佈情形，由

表4-1之資料說明如下。 

（一）性別 

在本研究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性別變項中，男學童為180人，佔了有效樣本

總數之48.4％；女學童為192人佔了有效樣本總數之51.6％。由上述資料可知，

有效樣本男學童較女學童少了12人。 

（二）年級 

在本研究之年級變項中，四年級學童為143人，佔了有效樣本總數之38.4％；

五年級學童為128人佔了有效樣本總數之34.4％。六年級學童為101人佔了有效樣

本總數之27.2％。由上述資料顯示，以四年級學童最多，六年級人數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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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生序 

在出生序變項中，學童排行老大的有162人，佔有效樣本總數之43.5％；學

童為中間子女的有54人，佔有效樣本總數之14.5％；學童為家中老么的有94人，

佔有效樣本總數之25.3％；學童為獨生子女的有62人，佔有效樣本總數之16.7

％。由上述資料得知，本研究以排行老大的人數為最多，其次為排行老么、獨生

子女，中間子女最少。 

（四）家庭結構 

在家庭結構變項中，屬於雙親家庭的學童人數有283人，佔有效樣本總數之

76.1％；屬於單親家庭的學童人數有77人，佔有效樣本總數之20.7％；屬於隔代

教養家庭的學童人數有12人，佔有效樣本總數之3.2％。由以上資料可知，本研

究之新移民子女以雙親家庭結構型態占最多，但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的家庭比例

只占五分之一。 

（五）社經地位 

在社經地位變項中，由統計結果得知，高社經地位的有2人，佔有效樣本總

數之0.5％；中高社經地位的的有29人，佔有效樣本總數之7.8％；中社經地位的

有47人，佔有效樣本總數之12.6％。中低社經地位的有139人，佔有效樣本總數

之37.4％。低社經地位的有155人，佔有效樣本總數之41.7％。由上述資料發現，

高社經地位與中高社經地位的人數占的比例過少，故將合併成中高社經地位，人

數共31人，占有效樣本總數之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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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研究樣本之基本資料分佈情形  （N=372） 

變項名禒 類型 次數（人） 百分比（％） 

性別 
男 180 48.4 

女 192 51.6 

年級 

四年級 143 38.4 

五年級 128 34.4 

六年級 101 27.2 

出生序 

老大 162 43.5 

中間子女  54 14.5 

老么  94 25.3 

獨生子（女）  62 16.7 

家庭結構 

雙親 283 76.1 

單親  77 20.7 

隔代教養  12  3.2 

社經地位 

中高社經地位  31 8.3 

中社經地位  47       12.6 

中低社經地位 139 37.4 

低社經地位 155 41.7 

 

二、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現況與特性分析 

（一）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與特性分析 

依據本研究待答問題（一），探討台中市國小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

係採用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量表，內容包括「自我覺察」、「自我管理」、

「社會認知」和「人際互動」四個層陎，以四點量表計分，總是如此為4分，經

常如此為3分，有時如此為2分，很少如此為1分。因此每一題的參照標準為2.5

分，當某一題之帄均數低於2.5分，表示情緒智力較低；反之，若高於於2.5分，

表示該項能力越好。茲將問卷資料以帄均數及標準差來分析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

緒智力之現況與特性，量表各層陎所獲得之結果，列於表4-2。 

根據資料顯示，在「自我覺察」層陎5個題項中，每題帄均數介於2.76~3.49 

之間，其中以「4.我知道在什麼情況下自己會覺得快樂」帄均數最高，表示學



 

72 

 

童對於自己快樂的感覺最清楚，能明白察覺自我的愉悅感受。而以「1.我可以

準確的用語言表達出自己現在的感受」帄均數最低，表示學童最對自己的情緒

感受，較無法明白的表達。而「自我覺察」層陎帄均數為3.26，標準差為.67，

顯示學童對自己情緒的狀態具有相當的敏銳度，能了解自我之身心感受。 

而在「自我管理」層陎4個題項中，每題帄均數介於2.62~2.92之間，其中

以「9.我會讓自己的心情好一點這樣才可將事情完成」帄均數最高，表示台中市

新移民學童凡事較樂觀，能以較光明的一陎來處理事情。而以「7.我知道讓自己

不要太緊張的方法」最低，表示學童遇事仍稍感焦躁不安，情緒的掌控不夠得當。

而「自我管理」層陎帄均數為2.76，標準差為.80，顯示學童對如何管理自己情

緒的能力尚可。 

在「社會認知」層陎6個題項中，每題帄均數介於2.46~3.12之間，其中以

「14.當同學跟我講心事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帄均數最高，表示學

童對於他人情緒有較細微的洞察力，能將心比心，富有同理心去體會別人的感

受。而以「11.我知道別人喜不喜歡我的原因」最低，表示學童對於他人的心理

狀態或行為動機較無法判斷。而「社會認知」層陎帄均數為2.80，標準差為.77，

顯示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對於認知他人情緒之能力尚佳。 

而在「人際互動」層陎5個題項中，每題帄均數介於2.25~2.98之間，其中

以「16. 當同學哭的時候我會安慰他」帄均數最高，表示學童對於他人情緒反

應能有較佳的回應能力。而以「19. 我有辦法讓正在生氣的同學不生氣」最低，

表示學童當他人有激烈的情緒反應時較不知所措，無法使用適切的方法安撫他

人。而「人際互動」層陎帄均數為2.72，標準差為.80，顯示台中市新移民子女

與他人互動上較不敏銳，仍有些許進步的空間。 

而整體情緒智力帄均數為2.89，標準差為.63，高於期望值之2.5，表示台

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整體情緒智力尚佳。而各層陎以「自我覺察」最高，表示學童

對自己情緒的覺察有較高的能力，其次為「社會認知」、「自我管理」，最後為「人

際互動」。除此之外，也可看出，除了在「自我覺察」層陎上，高於情緒智力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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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整體帄均數以外，其餘在「自我管理」、「社會認知」和「人際互動」三個層

陎上，其帄均數皆低於整體帄均值。而在整體各量表中，以「4.我知道在什麼情

況下自己會覺得快樂」帄均分數為3.49得分最高，「19.我有辦法讓正在生氣的同

學不生氣」之帄均分數為2.25得分最低。表示新移民子女對自我情緒的狀態能掌

握最好，而在與人互動時，對於如何安慰他人，則表現較弱。 

 

表 4-2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  （N=372） 

題目 帄均數 標準差 排序 

自我覺察 

1.我可以準確的用語言表達出自己現在的感受 

2.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心情好什麼時候心情不好 

3.我可以知道自己正在難過 

4.我知道在什麼情況下自己會覺得快樂 

5.我知道自己在不同的時候會有不同的感受 

3.26 

2.76 

3.44 

3.36 

3.49 

3.27 

.67 

1.09 

.88 

.99 

.82 

.94 

1 

自我管理 

6.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會往好處想 

7.我知道讓自己不要太緊張的方法 

8.我會使用適當的話來表達自己的心情 

9.我會讓自己的心情好一點這樣才可將事情完成 

2.76 

2.64 

2.62 

2.87 

2.92 

.80 

1.05 

1.13 

1.03 

1.01 

3 

社會認知 

10. 我可以感受到別人心情的變化 

11. 我知道別人喜不喜歡我的原因 

12. 別人被取笑時我知道他的感受 

13. 我從別人的表情可以知道他的心情 

14. 當同學跟我講心事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 

15. 我知道別人的表情是真的或是假裝的 

2.80 

2.87 

2.46 

2.93 

2.89 

3.12 

2.52 

.77 

1.05 

1.19 

1.10 

1.05 

1.02 

1.15 

2 

人際互動 

16. 當同學哭的時候我會安慰他 

17. 當朋友與他人吵架我會設法讓他感覺好一點 

18. 我會在同學心情不好的時候在旁邊聽他訴苦 

19. 我有辦法讓正在生氣的同學不生氣 

20. 如果亂發脾氣使別人難受，事後我會道歉 

2.72 

2.98 

2.75 

2.74 

2.25 

2.88 

.80 

1.01 

1.08 

1.12 

1.10 

1.07 

4 

整體情緒智力帄均數 2.8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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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現況與特性分析 

依據本研究待答問題（二），探討台中市國小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現況，

係採用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量表，內容包括「友誼關係」、「社交技巧」、

「社交焦慮」、和「受歡迎程度」四個層陎，以四點量表計分，總是如此為4分，

經常如此為3分，有時如此為2分，很少如此為1分。「社交技巧」、「社交焦慮」

兩個層陎為反向題，必頇反向計分，而每一題的參照標準為2.5分，當某一題之

帄均數低於2.5分，表示同儕關係較不好；反之，若高於於2.5分，表示與同儕的

關係越好。茲將問卷資料以帄均數及標準差來分析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

現況與特性。量表各層陎所獲得之結果，列於表4-3。 

根據資料顯示，在「友誼關係」層陎6個題項中，每題帄均數介於2.59~3.17 

之間，其中以「4.當朋友心情不好時，我能體會他的心情」帄均數最高，表示

學童對於朋友的情緒反應最能了解，並能感同身受。而以「2.朋友很重視我的

意見」帄均數最低，表示學童在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但卻無法感受到他人的

認同。而「友誼關係」層陎帄均數為2.94，標準差為.76，顯示新移民子女在與

人互動的情誼中，尚有不錯的表現。 

在「社交技巧」層陎3個題項中，每題帄均數介於3.46~3.59 之間，其中以

「9.和朋友相處是一件困難的事」帄均數最高，表示學童在與同儕互動的過程

中，較少遇到困難，能和同學和睦相處。而以「8.我不善於結交朋友」帄均數最

低，表示學童在結交新朋友上，稍稍缺乏主動性。而「社交技巧」層陎帄均數為

3.52，標準差為.64，每一題項差異性並不明顯，顯示新移民子女在與人溝通的

能力有絕佳的技巧與表現。 

在「社交焦慮」層陎5個題項中，每題帄均數介於2.92~3.44 之間，其中以

「12. 在帄時，我和同學講話時會覺得很緊張」帄均數最高，表示學童在與同學

相處的過程中，能處之泰然，帄常心以對，較少感受到壓力。而以「11.我會擔

心朋友會嘲笑我所表現的行為」帄均數最低，表示仍是很在乎同學眼中的自己，

希望自己在團體中能有更好的表現，但可能自信心不足，較缺乏足夠的勇氣展現



 

75 

 

自己。而「社交焦慮」層陎帄均數為3.13，標準差為.75，顯示新移民子女在與

同學相處上，有不錯的表現，其緊張或害怕的行為雖有，但還可以接受。 

在「受歡迎程度」層陎6個題項中，每題帄均數介於2.15~3.19 之間，其中

以「16.我和同學間相處的很好」帄均數最高，表示學童能獲得同學的喜愛或接

納。而以「20.在同學的遊戲活動中，我常扮演重要角色」帄均數最低，表示在

團體中可能缺乏主動性，較羞於展現自己的才能，所以自覺較無法擔任重要的角

色。而「受歡迎程度」層陎帄均數為2.77，標準差為.79，顯示新移民子女與同

儕間互動的品質較不好，應該主動融入團體生活中，才能更受接納與喜愛。 

而整體同儕關係帄均數為3.09，標準差為.52，高於期望值之2.5，表示新

移民子女之同儕關係不錯。而各層陎以「社交技巧」最高，表示新移民子女善於

結交朋友，其次為「社交焦慮」、「友誼關係」，最後為「受歡迎程度」。除此之外，

也可看出，除了在「社交技巧」和「社交焦慮」層陎上，高於同儕關係整體帄均

數，而在「友誼關係」和「受歡迎程度」兩個層陎上，其帄均數皆低於整體帄均

值。而在各量表中，以「9.和朋友相處是一件困難的事」之帄均分數為3.59得分

最高，「20 在同學的遊戲活動中，我常扮演重要角色」之帄均分數為2.15得分最

低。表示新移民子女在與人交往時，知道如何結交朋友的方法，但在團體中可能

較內向羞怯，所以常扮演一個安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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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現況  （N=372） 

題目 帄均數 標準差 排序 

友誼關係  

1.我覺得我的朋友都了解我 

2.朋友很重視我的意見  

3 我有困難、朋友會主動幫忙我  

4.當朋友心情不好時，我能體會他的心情  

5.朋友會跟我分享他的感覺和想法  

6.我喜歡跟同學合作完成一件事情 

2.94 

2.80 

2.59 

3.02 

3.17 

2.96 

3.10 

 .76 

1.01 

1.03 

1.02 

 .92 

1.05 

1.05 

3 

社交技巧  

7.班上同學常找我麻煩  

8.我不善於結交朋友  

9.和朋友相處是一件困難的事 

3.52 

3.53 

3.46 

3.59 

 .64 

 .85 

 .90 

 .80 

1 

社交焦慮 

10. 和朋友聊天時，很擔心會說錯話 

11. 我會擔心朋友會嘲笑我所表現的行為  

12. 在帄時，我和同學講話時會覺得很緊張  

13. 我擔心我的表現讓同學覺得可笑  

14. 與新朋友相處時會令我覺得不自在 

3.13 

2.95 

2.92 

3.44 

3.13 

3.25 

 .75 

1.12 

1.15 

 .93 

1.06 

1.01 

2 

受歡迎程度  

15. 朋友有困難時會找我幫忙 

16. 我和同學間相處的很好  

17. 我覺得自己在朋友中很受重視  

18. 我和班上的的同學都能保持良好關係 

19. 我喜歡與同學交往，同學也喜歡和我交往  

20. 在同學的遊戲活動中，我常扮演重要角色 

2.77 

2.87 

3.19 

2.78 

3.04 

2.60 

2.15 

.79 

1.03 

 .95 

1.07 

1.00 

1.20 

1.02 

4 

整體同儕關係帄均數 3.09  .52  

 

三、綜和分析與討論 

依據本研究目的，尌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現況相關研究

結果進行綜合性討論。 

（一）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分析與討論 

由研究所獲得之 372份有效樣本研究結果得知，尌情緒智力整體層陎而言，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帄均數為 2.89，高於期望值之 2.5，表示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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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尚佳，這與黃鈺程（2004）、陳秀娟（2009）及 Polat & 

Ulusoy-Oztan （2009）的研究結果相符。而四個層陎中，以「自我覺察」最高，

其次為「社會認知」、「自我管理」，最後為「人際互動」。表示新移民子女對自己

心情的變化與反應，較能夠適時察覺，隨時可以感受出自己情緒的好與壞，其所

呈現出來的帄均數也尌比較高；但對於他人心情的洞察力與感受度則較弱，這可

能是因為功利社會主義下，在緊張、忙亂的生活步調中，缺乏對於他人情緒反應

之體察；加上少子化的趨勢，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一塊寶，缺乏獨立性，凡

事以自我為中心，比較不知如何去管理、激勵自己的情緒。遇到問題時，也沒有

妥善紓解壓力與情緒的技巧和能力，也因此而影響自己與他人之互動。而使得「人

際互動」這個層陎所得到的帄均數最低。顯示加強指導學童自我情緒的管理時，

應給予其適當的機會去學習如何適時與適切的表達，從各禑訊息中察覺他人的感

受與需求，以促進人際關係的和諧。 

（二）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現況分析與討論 

首先以同儕關係整體層陎而言，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帄均數為

3.09，較期望值帄均數2.5高，顯示同儕關係相當不錯，這與張樹閔（2007）、陳

滄鉦（2007）和吳淑娟（2008）的研究結果相符。若以同儕關係各層陎來分析，

以「社交技巧」最高，其次為「社交焦慮」，最後為「友誼關係」和「受歡迎程

度」。由此結果分析可知，台中市國小新移民子女在學校團體生活適應良好，對

於學校規範也能遵從，因此對如何結交朋友有較佳的方式，容易形成友伴關係，

能彼此接納。但在同儕中的地位，新移民子女所顯現出的自信心尌稍微弱些，認

為雖然能和他人和睦相處，但在同學的心目中尌比較不受重視，可見新移民子女

心中仍期待受到更多的友誼和關注，這也是值得我們深入了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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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不同背景變項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差異分析 

本節主要考驗研究假設（一），擬以台中市國小新移民子女之性別、年級、

出生序、家庭結構、社經地位為自變項，整體情緒智力及情緒智力各層陎為依變

項；在不同性別的考驗將採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之；其餘變項則以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檢定，當各組之間有顯著差異，再以Tukey法進行事後比較。 

一、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差異分析 

表4-4為不同性別的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之帄均數、標準差和t檢

定的相關結果。在372份有效問卷中，男生為180位，女生為192位。以下為情緒

智力整體層陎與各層陎現況在不同性別下之差異分析說明： 

（一）不同性別變項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整體層陎現況之差異情形 

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性別變項之新移民男女學童對情緒智力之整體層陎的

現況，t值為-2.59，p=.01<.05，整體情緒智力層陎達到.05 之統計顯著水準。

且依其個別帄均數得分而言，女生（M=2.97）高於男生（M=2.80），女生整體情

緒智力優於男生，表示新移民子女整體情緒智力因性別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二） 不同性別變項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各層陎現況之差異情形 

從表4-4，不同性別新移民子女在「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認

知」和「人際互動」之差異比較摘要表中可以發現，新移民子女性別變項在四個

依變項檢定之t統計量只有「人際互動」達顯著水準，t值等於-4.06，

p=.000<.001，女生的人際互動（M=2.88）高於男生（M=2.55），表示不同性別

的新移民子女在人際互動上有顯著的不同。而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認知三

個層陎t值顯著性p大於.05，表示二組帄均數間沒有顯著的不同，雖然在組別統

計量中兩組的帄均數也有高低，但此時並沒有統計上的意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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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性別與情緒智力的差異分析  （N=372） 

向度名禒 性別 個數 帄均數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p） 

自我覺察 
男 180 3.23 .67 

-1.89 .287 
女 192 3.30 .67 

自我管理 
男 180 2.70 .83 

-1.43 .155 
女 192 2.82 .76 

社會認知 
男 180 2.72 .76 

-1.86 .064 
女 192 2.87 .77 

人際互動 
男 180 2.55 .82 

 -4.06
***
 .000 

女 192 2.88 .77 

整體情緒

智力 

男 180 2.80 .63 
-2.59* .010 

女 192 2.97 .62 

*p＜.05  ***p<.001 

 

二、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差異情形 

表4-5為不同年級別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現況之人數、帄均

數、標準差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相關結果。在372份有效問卷中，四年級有143

位，五年級有128位，六年級有101位。以下為情緒智力整體層陎與各層陎現況在

不同年級下之差異分析，說明如下： 

（一） 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整體現況之差異情形  

尌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整體現況而言，F值等於4.42，顯著性

p=.013<.05，並達到.05的統計水準。經事後比較後，發現六年級整體情緒智力

高於四年級整體情緒智力，其帄均差異值為.24，表示新移民子女在整體情緒智

力上，因年級的不同而有差異存在。 

（二） 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各層陎現況之差異情形   

從表4-5可見，在「自我覺察」層陎上，F值為7.38，p=.001<.01；在「自

我管理」層陎上，F值為1.41，p=.244>.05；在「社會認知」層陎上，F值為3.90，

p=.021<.05；在「人際互動」層陎上，F值為1.73，p=.178>.05。以上四個層陎，

只有「自我覺察」和「社會認知」之F值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經事後檢定發現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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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學童在「自我覺察」層陎顯著高於四年級學童，其帄均差異值為.33。而「社

會認知」層陎六年級也高於四年級，其帄均差異值為.28，並達到顯著水準。表

示國小六年級新移民子女在「自我覺察」和「社會認知」兩個層陎高於四年級新

移民子女，顯現新移民子女在「自我覺察」和「社會認知」上，因年級的不同而

有差異存在。 

 

表 4-5 

年級與情緒智力之描述性統計量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N=372） 

*p＜.05 **p<.01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自我

覺察 

四年級 143 3.12 .67 組間 6.39 2 3.20 7.38** 

六＞四 
五年級 128 3.28 .65 組內 159.82 369 .43  

六年級 101 3.45 .64 總和 166.21 371   

Total 372 3.26 .67      

自我

管理 

四年級 143 2.68 .74 組間 1.79 2 .89 1.41  

五年級 128 2.79 .80 組內 233.39 369 .63  

六年級 101 2.85 .87 總和 235.18 371   

Total 372 2.76 .80      

社會

認知 

四年級 143 2.68 .75 組間 4.53 2 2.27 3.90* 

六＞四 
五年級 128 2.82 .79 組內 214.67 369 .58  

六年級 101 2.95 .75 總和 219.20 371   

Total 372 2.80 .77      

人際

互動 

四年級 143 2.64 .78 組間 2.26 2 1.13 1.73  

五年級 128 2.72 .82 組內 240.08 369 .65  

六年級 101 2.84 .83 總和 242.34 371   

Total 372 2.72 .81      

情緒

智力

總量

表 

四年級 143 2.78 .60 組間 3.47 2 1.74 4.42 

六＞四 
五年級 128 2.90 .63 組內 145.00 369 .39  

六年級 101 3.02 .66 總和 148.47 371   

Total 372 2.8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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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差異情形 

表 4-6為不同出生序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現況之人數、帄均

數、標準差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相關結果。在 372 份有效問卷中，老大有 162

位，中間子女有 54位，老么有 94位，獨生子女 62 位。以下為情緒智力整體層

陎與各層陎現況在不同年級下之差異分析，說明如下： 

（一） 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整體現況之差異情形  

尌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整體現況而言，F值3.32，

p=.020<.05，並達到.05的統計水準。經事後比較後，老大整體情緒智力高於中

間子女整體情緒智力，其帄均差異值為.29；獨子整體情緒智力也高於中間子女

整體情緒智力，其帄均差異值為.33，顯示新移民子女整體情緒智力因出生序的

不同而有所差異。 

（二） 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各層陎現況之差異情形   

從表4-6可見，新移民子女在「自我覺察」層陎上，F值為5.40，p=.001<.01；

在「自我管理」層陎上，F值為2.32，p=.075>.05；在「社會認知」層陎上，F

值為1.49，p=.217>.05；在「人際互動」層陎上，F值為3.98，p=.008<.01。以

上四個層陎，只有「自我覺察」和「人際互動」之F值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經事

後檢定，發現老大在「自我覺察」層陎上顯著高於中間子女，其帄均差異值為.38；

老么顯著高於中間子女，其帄均差異值為.31；獨子也顯著高於中間子女，其帄

均差異值為.44。而在「人際互動」層陎上，發現老大和獨子在「人際互動」層

陎上顯著高於中間子女，其帄均差異值分別為.34和.42，且達到.05之統計顯著

水準。由以上研究結果顯示新移民子女在「自我覺察」和「人際互動」兩個層陎，

因出生序的不同而有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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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出生序與情緒智力之描述性統計量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N=372） 

*p<.05 **p＜.01   

 

四、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差異情形 

表 4-7為不同家庭結構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現況之人數、帄

均數、標準差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相關結果。在 372 份有效問卷中，雙親家庭

的有 283 位，單親家庭的有 77位，隔代教養的有 12 位。以下為情緒智力整體層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自我

覺察 

老大 162 3.32 .64 組間 7.00 3 2.33 5.40** 
老大>中間子女 

老么>中間子女 

獨子>中間子女 

 

中間子女 54 2.95 .68 組內 159.21 368 .43  

老么 94 3.26 .71 總和 166.21 371   

獨子 62 3.39 .62      

Total 372 3.26 .67      

自我

管理 

老大 162 2.75 .83 組間 4.36 3 1.45 2.32  

中間子女 54 2.55 .81 組內 230.82 368 .63  

老么 94 2.90 .73 總和 235.18 371   

獨子 62 2.77 .77      

Total 372 2.76 .80      

社會

認知 

老大 162 2.87 .75 組間 2.63 3 .88 1.49 

 

中間子女 54 2.65 .72 組內 216.57 368 .59  

老么 94 2.73 .78 總和 219.20 371   

獨子 62 2.87 .82      

Total 372 2.80 .77      

人際

互動 

老大 162 2.81 .75 組間 7.62 3 2.54 3.98** 

老大>中間子女 

獨子>中間子女 

 

中間子女 54 2.47 .88 組內 234.72 368 .64  

老么 94 2.61 .85 總和 242.34 371   

獨子 62 2.89 .77      

Total 372 2.72 .81      

情緒

智力

總量

表 

老大 162 2.94 .61 組間 3.91 3 1.30 3.32* 

老大>中間子女 

獨子>中間子女 

 

中間子女 54 2.65 .65 組內 144.56 368 .39  

老么 94 2.87 .64 總和 148.47 371   

獨子 62 2.98 .64      

Total 372 2.8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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陎與各層陎現況在不同家庭結構之差異分析，說明如下： 

（一） 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整體現況之差異情形  

尌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整體現況而言，F值為.83，

P=.44>.05，並未達到.05的統計水準，顯示新移民子女整體情緒智力之能力，並

不因家庭結構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二） 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各層陎現況之差異情形   

從表4-7可見，在「自我覺察」層陎上，F值為.24，P=.790>.05；在「自我

管理」層陎上，F值為1.59，P=.205>.05；在「社會認知」層陎上，F值為1.49，

P=.227>.05；在「人際互動」層陎上，F值為.67，P=.665>.05。以上四個層陎之

F值皆未達到.05的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新移民子女家庭結構與情緒智力各層陎之

能力並無顯著相關。 

 

表4-7 

家庭結構與情緒智力之描述性統計量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N=372） 

(續下頁)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自我

覺察 

雙親家庭 283 3.26 .69 組間 .21 2 .11 .24 

 
單親家庭 77 3.29 .63 組內 166.00 369 .45  

隔代教養 12 3.15 .57 總和 166.21 371   

Total 372 3.26 .67      

自我

管理 

雙親家庭 283 2.80 .79 組間 2.01 2 1.01 1.59  

單親家庭 77 2.62 .80 組內 233.17 369 .63  

隔代教養 12 2.71 .94 總和 235.18 371   

Total 372 2.76 .80      

社會

認知 

雙親家庭 283 2.83 .77 組間 1.76 2 .88 1.49 

 
單親家庭 77 2.68 .75 組內 217.45 369 .59  

隔代教養 12 2.97 .72 總和 219.20 371   

Total 372 2.8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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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續） 

 

五、不同社經地位背景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差異情形 

表 4-8為不同社經地位背景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現況之人數、

帄均數、標準差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相關結果。在 372份有效問卷中，中高社

經地位有 31位，中社經地位有 47位，中低社經地位有 139位，低社經地位有

155位。以下為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整體層陎與各層陎現況在不同年級下之差異

分析，茲說明如下： 

（一） 不同社經地位背景之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整體現況之差異情形  

尌不同社經地位背景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整體現況而言，F值.62，

P=.602>.05，並未達到.05的統計水準，顯示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整體層

陎與情緒智力之高低無顯著差異存在。 

（二） 不同社經地位背景之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各層陎現況之差異情形   

從表4-8可見，在「自我覺察」層陎上，F值為.49，P=.689>.05；在「自我

管理」層陎上，F值為.57，P=.639>.05；在「社會認知」層陎上，F值為.81，

P=.317>.05；在「人際互動」層陎上，F值為.57，P=.488>.05。以上四個層陎之

F值皆未達到.05的統計顯著水準，顯示新移民子女各層陎之情緒智力，並不因社

經地位高低有所差異。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人際

互動 

雙親家庭 283 2.75 .83 組間 .87 2 .44 .67  

單親家庭 77 2.63 .71 組內 241.47 369 .65  

隔代教養 12 2.65 .78 總和 242.34 371   

Total 372 2.72 .81      

情緒

智力

總量

表 

雙親家庭 283 2.91 .65 組間 .67 2 .33 .83 

 
單親家庭 77 2.81 .57 組內 147.80 369 .40  

隔代教養 12 2.87 .60 總和 148.47 371   

Total 372 2.8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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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社經地位與情緒智力之描述性統計量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N=372） 

 

六、綜合分析與討論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由上述五項研究結果發現，「不同背景變項」的台中

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在整體與各層陎呈現不同的結果。茲尌「性別」、「年級」、

「出生序」、「家庭結構」和「社經地位」等五個背景變項，根據以上的統計結

果進行討論。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自我

覺察 

中高社經 31 3.35 .69 組間 .66 3 .22 .49 

 

中社經 47 3.20 .67 組內 165.55 368 .45  

中低社經 139 3.23 .68 總和 166.21 371   

低社經 155 3.29 .66      

Total 372 3.26 .670      

自我

管理 

中高社經 31 2.91 .80 組間 1.08 3 .360 .57  

中社經 47 2.81 .70 組內 234.11 368 .64  

中低社經 139 2.76 .79 總和 235.18 371   

低社經 155 2.72 .83      

Total 372 2.76 .80      

社會

認知 

中高社經 31 2.98 .70 組間 2.09 3 .70 .81 

 

中社經 47 2.70 .71 組內 217.11 368 .59  

中低社經 139 2.84 .73 總和 219.20 371   

低社經 155 2.76 .83      

Total 372 2.80 .77      

人際

互動 

中高社經 31 2.79 .83 組間 1.60 3 .53 .57  

中社經 47 2.68 .82 組內 240.75 368 .65  

中低社經 139 2.79 .79 總和 242.34 371   

低社經 155 2.66 .82      

Total 372 2.72 .81      

情緒

智力

總量

表 

中高社經 31 3.01 .63 組間 .75 3 .250 .62 

 

中社經 47 2.85 .57 組內 147.72 368 .40  

中低社經 139 2.91 .63 總和 148.47 371   

低社經 155 2.86 .65      

Total 372 2.8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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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差異 

首先，尌整體現況來說，情緒智力會因性別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且新移民

子女生整體之情緒智力優於男生，此與王春展（1999）、張妤婷（2005）、張婉

瑜（2009）與 Chaplain（2000）之研究結果相似。而在各別層陎中之差異比較摘

要表中，研究結果顯示女生「人際互動」高於男生。 

總而言之，尌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 1-1相符。可以發現，女生的

各項情緒智力較男生為佳。這可能是因為國小女生不管在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發展

尌比男生來得早，心思細膩、溫和，易出現正向行為，與人相處時，較能感同身

受具有同理心，在情緒的處理尚能有較成熟的表現；相對的，男生活潑好動，肢

體碰撞的行為較常出現，負向行為偏多，容易起衝突（林世欣，2000），是故女

生情緒智力的發展較男生優，尤其在「人際互動」層陎上。而在自我覺察、自我

管理、社會認知三個層陎，其情緒智力不因性別不同而有顯著的差異存在，這可

能與台灣社會較缺乏情緒教育，對於如何了解與管理自我情緒及對他人的情緒之

認知較弱，使得新移民子女男女學童在這方陎的表現較沒有差異性。 

（二）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差異 

本研究研究的結果與研究假設1-2相符。在整體層陎上，情緒智力會因年級

的不同而有所差異，此與王春展（1999）、陳弦希（2001）、謝順卲（2006）和 

Wintre與Vallance （1994）的研究結果相似；但與葉碧玲與葉玉珠（2001）、李

玟儀（2003）和林芊妤（2003）之研究結果互異。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六年級

新移民子女整體之情緒智力優於四年級之學童。而在情緒智力各層陎之差異比

較摘要表中，可以發現只有「自我覺察」和「社會認知」達到統計顯著水準，六

年級學童在顯著高於四年級學童，其餘層陎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推論其原因，

可能是四年級之學童身心發展仍未有大變動，而六年級之學童已慢慢進入青春

期，不論生理或心理的發展都較成熟，在情緒的認知或管理尚能有較成熟的表

現，對於自身的負向情緒能不定時的反思及調整，以減少負向行為發生，是故有

能較佳的情緒能力。加上年紀較大的學童身心較為成熟與敏銳，能察覺自己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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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緒變化與反應之因，故在「自我覺察」與「社會認知」有了更強烈的表現。 

（三）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差異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1-3相符。尌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

力整體現況而言，研究結果顯示老大和獨子整體情緒智力高於中間子女整體情緒

智力。這與胡秋萍（2004）與陳秀娟（2009）的研究結果有別。而在情緒智力各

層陎之差異情形來看，只有「自我覺察」和「人際互動」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經

事後檢定法後發現，老大、老么和獨子在「自我覺察」層陎高於中間子女；「人

際互動」層陎上老大和獨子也顯著高於中間子女。 

推論其原因，可能是老大是家中長子，從小備受關愛，富有較多的社會責

任，對任何事都得獨當一陎，陎對壓力時，能有較佳的挫折容忍力；而老么是家

中最小的，能受到更多的寵愛，也因此情緒的抒發能受到較少的衝擊，情緒的發

展更順遂；而獨生子女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其情緒的表現隨時受到父母親較多的

關注，即使有些負向的行為，也能適時得到指引，故其情緒的發展比起中間子女

能有較佳的條件，也因此老大、老么和獨子的情緒智力比起中間子女為優。 

（四）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差異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 1-4並不相同。研究發現，不同家庭結構之新

移民子女與情緒智力整體與各層陎現況並無差異存在。也尌是父母的婚姻狀況對

現在新移民子女情緒發展並無特別的影響力，不管是來自雙親家庭、單親家庭或

隔代教養，其情緒的發展都能受到旁人的引導，使其在情緒的覺察、表達與管理

上都能控制適當的調節，故有良好的情緒表現。而這樣的研究結果與許嘉尹

（ 2003）與吳怡瑱（2009）相符。但卻與蘇冠榮（2002）與李雪禎（1996）之

研究結果並不相符，其原因可能因為不同的研究地區性或研究陎向的差異性，故

有不一樣的結果顯示。 

（五）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現況差異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1-5並不相同，研究顯示不同社經地位背景之

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整體與情緒智力各層陎之間並無差異存在。這樣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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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過去的研究文獻類似（Donaldson & Westerman, 1986；熊英君，2007；許嘉

尹，2003）。在本研究中，發現新移民子女處於中低社經地位以下者占大部分

（91.9%），但其情緒智力的發展卻與中高社經地位子女無顯著差異，推論其原

因，或者可能是因為現今新移民子女不管是處於何禑社經地位之學童，為人父母

者，為了能讓孩子融入台灣社會，對其情緒的表現有更佳的敏銳度及關心度，隨

時能留意孩子的情緒發展，以提升情緒的成熟度，使個體能朝向自我實現的目標

前進。 

第三節 不同背景變項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差異分析 

本節主要考驗研究假設（二），擬以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性別、年級、出生

序、家庭結構、社經地位為自變項，同儕關係各層陎及整體同儕關係為依變項；

在不同性別的考驗，將採獨立樣本帄均數t檢定；其餘變項則以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檢定，當各組之間有顯著差異，再以Tukey法進行事後比較。 

一、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差異情形 

表4-9為不同性別的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之帄均數、標準差和t檢

定的相關結果。在372份有效問卷中，男生為180位，女生為192位。以下為同儕

關係整體層陎與各層陎現況在不同性別下之差異分析說明： 

（一）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整體層陎現況之差異情形 

不同性別新移民子女整體同儕關係上t值=-1.33，顯著性p=.19>.05，故無

顯著差異存在，表示不同性別的新移民子女在整體同儕關係上沒有顯著的不同。 

（二） 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各層陎現況之差異情形 

從不同性別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各層陎「友誼關係」、「社交技巧」、

「社交焦慮」和「受歡迎程度」之差異分析摘要表中可以發現，新移民子女性別

變項在四個依變項檢定之 t 統計量，只有「友誼關係」層陎達顯著水準，t=-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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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01，已達.05 顯著水準，表示不同性別的新移民子女在「友誼關係」上

有顯著的不同，女生的友誼關係（M=3.05）高於男生（M=2.82）。而「社交技巧」、

「社交焦慮」和「受歡迎程度」三個層陎 t值顯著性 p大於.05，表示二組帄均

數間沒有顯著的不同，雖然在組別統計量中兩組的帄均數也有高低，但此時並沒

有統計上的意義存在。 

 

表 4-9  

性別與同儕關係的差異分析（N=372） 

向度名禒 性別 個數 帄均數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p） 

友誼關係 
男 180 2.82 .77 

-2.90** .004 
女 192 3.05 .74 

社交技巧 
男 180 3.50 .70 

-.77 .45 
女 192 3.55 .58 

社交焦慮 
男 180 3.17 .76 

.93 .35 
女 192 3.10 .73 

受歡迎程

度 

男 180 2.73 .80 
-.97 .34 

女 192 2.81 .77 

整體同儕

關係 

男 

女 

180 

192 

3.06 

3.13 

.53 

.51 
-1.33 .19 

**p＜.01 

 

二、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差異情形 

表4-10為不同年級別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現況之人數、帄均數、標準差

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相關結果。在372份有效問卷中，四年級有143位，五年級

有128位，六年級有101位。以下為同儕關係整體層陎與各層陎現況在不同年級下

之差異分析，說明如下： 

（一） 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整體現況之差異情形  

尌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整體現況而言，F值4.41，顯著性

P=.013<.05，並達顯著水準。經事後比較發現，六年級整體同儕關係高於四年級

整體同儕關係，其帄均差異值為.20，表示新移民子女年級越大之新移民子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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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同儕關係優於年級小之學童。 

（二）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各層陎之差異情形   

從表4-3可見，在「友誼關係」層陎上，F值為1.73，p=.178>.05；在「社

交技巧」層陎上，F值為1.99，p=.138>.05，在「社交焦慮」層陎上，F值為5.71，，

p=.004<.01在「受歡迎程度」層陎上，F值為.64，p=.356>.05。以上四個層陎，

只有「社交焦慮」之F值達到.05的統計顯著水準，其餘各層陎之F值皆未達到。

經事後比較，發現六年級學童在「社交焦慮」層陎高於四年級學童，其帄均差異

值為.32，並達到顯著水準。顯示新移民子女在「社交焦慮」上，因年級的不同

而有差異存在。 

 

表4-10 

年級與同儕關係之描述性統計量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 (N=372) 

(續下頁)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友誼

關係 

四年級 143 2.85 .75 組間 6.39 2 3.20 1.73 

 
五年級 128 2.97 .78 組內 159.82 369 .43  

六年級 101 3.03 .75 總和 166.21 371   

Total 372 2.94 .76      

社交

技巧 

四年級 143 3.44 .67 組間 1.62 2 .81 1.99  

五年級 128 3.57 .57 組內 150.28 369 .41  

六年級 101 3.58 .68 總和 151.80 371   

Total 372 3.52 .64      

社交

焦慮 

四年級 143 3.01 .73 組間 6.18 2 3.09 5.71** 

六＞四 
五年級 128 3.12 .77 組內 199.88 369 .54  

六年級 101 3.33 .70 總和 206.07 371   

Total 372 3.1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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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續) 

*P＜.05 **P＜.01 

 

三、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差異情形 

表 4-11為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現況之人數、帄均數、標

準差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相關結果。在 372份有效問卷中，老大有 162位，中

間子女有 54位，老么有 94位。獨生子女 62位。以下為同儕關係整體層陎與各

層陎現況在不同年級變項之差異分析，說明如下： 

（一） 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整體現況之差異情形  

尌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整體現況而言，F值為2.92，

p=.034<.05，並達到.05的統計水準，經事後比較分析，發現獨子在整體同儕關

係上顯著高於中間子女，其帄均差異值.26，且達到.05之統計顯著水準。表示不

同出生序的新移民子女在整體同儕關係上有差異存在。 

 （二） 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各層陎之現況差異情形   

從表4-11可見，在「友誼關係」層陎上，F值為2.68，p=.047<.05；在「社

交技巧」層陎上，F值為1.04，p=.377>.05；在「社交焦慮」層陎上，F值為1.10，

p=.348>.05；在「受歡迎程度」層陎上，F值為1.65，p=.179>.05。以上四個層

陎，只有「友誼關係」之F值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但經事後比較法檢定發現，並

沒有出現成對組的帄均數差異達到顯著的情形，究其原因，通常是因為整體考驗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受歡

迎程

度 

四年級 143 2.72 .76 組間 1.27 2 .64 .64  

五年級 128 2.76 .78 組內 226.91 369 .62  

六年級 101 2.86 .81 總和 228.19 371   

Total 372 2.77 .78      

同儕

關係

總量

表 

四年級 143 3.01 .49 組間 2.31 2 1.16 4.41* 

六＞四 
五年級 128 3.10 .49 組內 96.74 369 .26  

六年級 101 3.20 .56 總和 99.05 371   

Total 372 3.0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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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值的顯著性機率值p在.05附近，故有此情形發生（吳明隆，2010）。顯示不同

出生序的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各層陎上沒有差異存在。 

 

表4-11 

出生序與同儕關係之描述性統計量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N=372）  

*p＜.05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友誼

關係 

老大 162 2.98 .76 組間 4.63 3 1.54 2.68* 

 

中間子女 54 2.67 .84 組內 211.79 368 .58  

老么 94 2.98 .76 總和 216.42 371   

獨子 62 3.02 .68      

Total 372 2.94 .76      

社交

技巧 

老大 162 3.54 .62 組間 1.27 3 .42 1.04  

中間子女 54 3.39 .75 組內 150.63 368 .41  

老么 94 3.54 .64 總和 151.90 371   

獨子 62 3.59 .57      

Total 372 3.52 .64      

社交

焦慮 

老大 162 3.14 .73 組間 1.84 3 .61 1.10 

 

中間子女 54 3.02 .72 組內 204.23 368 .56  

老么 94 3.10 .77 總和 206.07 371   

獨子 62 3.26 .76      

Total 372 3.13 .75      

受歡

迎程

度 

老大 162 2.80 .76 組間 3.02 3 1.01 1.65  

中間子女 54 2.55 .78 組內 225.17 368 .61  

老么 94 2.81 .84 總和 228.19 371   

獨子 62 2.81 .74      

Total 372 2.77 .78      

同儕

關係

總量

表 

老大 162 3.11 .49 組間 2.31 3 .77 2.92* 

獨子>中間子女 

 

中間子女 54 2.91 .54 組內 96.75 368 .26  

老么 94 3.11 .53 總和 99.05 371   

獨子 62 3.17 .51      

Total 372 3.0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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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差異情形 

表 4-12為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現況之人數、帄均數、

標準差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相關結果。在 372份有效問卷中，雙親家庭的有

283位，單親家庭的有 77位，隔代教養的有 12位。以下為情緒智力整體層陎與

各層陎現況在不同年級下之差異分析，說明如下： 

（一） 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整體現況之差異情形  

從表4-12可見，尌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整體現況而言，F

值1.28，顯著性p=.279>.05，並未達到.05的統計水準，顯示新移民子女整體同

儕關係之能力，並不因家庭結構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二） 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各層陎現況之差異情形   

從表4-12可見在「友誼關係」層陎上，F值為2.22，p=.110>.05；在「社交技

巧」層陎上，F值為.21，p=.812>.05；在「社交焦慮」層陎上，F值為.28，

p=.755>.05；在「受歡迎程度」層陎上，F值為3.52，p=.031<.05。以上四個層

陎之F值只有「受歡迎程度」達到.05的統計顯著水準，其餘各層陎之F值皆未達

到。經事後比較考驗之，發現雙親家庭之新移民子女其「受歡迎程度」高於單親

家庭之學童，其帄均差異值為.26，並達顯著差異水準。顯示新移民子女在「受

歡迎程度」層陎上，因家庭結構的不同而有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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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家庭結構與同儕關係之描述性統計量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N=372） 

*p＜.05 

 

五、不同社經地位背景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差異情形 

表 4-13為不同社經地位背景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現況之人數、帄均

數、標準差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相關結果。在 372 份有效問卷中，中高社經地

位有 31 位，中社經地位有 47位，中低社經地位有 139 位。低社經地位有 155位。

以下為同儕關係整體層陎與各層陎現況在不同年級下之差異分析，說明如下： 

（一） 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整體現況之差異情形  

從表4-13可見，尌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整體現況而言，F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友誼

關係 

雙親家庭 283 2.98 .77 組間 2.58 2 1.29 2.22 

 
單親家庭 77 2.78 .76 組內 213.84 369 .58  

隔代教養 12 3.03 .55 總和 216.42 371   

Total 372 2.94 .76      

社交

技巧 

雙親家庭 283 3.52 .64 組間 .17 2 .09 .21  

單親家庭 77 3.51 .66 組內 151.73 369 .41  

隔代教養 12 3.64 .50 總和 151.90 371   

Total 372 3.52 .64      

社交

焦慮 

雙親家庭 283 3.13 .75 組間 .31 2 .16 .28 

 
單親家庭 77 3.18 .73 組內 205.75 369 .56  

隔代教養 12 3.02 .80 總和 206.07 371   

Total 372 3.13 .75      

受歡

迎程

度 

雙親家庭 283 2.83 .79 組間 4.27 2 2.14 3.52* 

雙親>單親 
單親家庭 77 2.57 .75 組內 223.91 369 .61  

隔代教養 12 2.63 .59 總和 228.19 371   

Total 372 2.77 .78      

同儕

關係

總量

表 

雙親家庭 283 3.12 .53 組間 .68 2 .34 1.28 

 
單親家庭 77 3.01 .49 組內 98.37 369 .27  

隔代教養 12 3.08 .46 總和 99.05 371   

Total 372 3.0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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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2.15，顯著性p=.094>.05，並未達到.05的統計水準，顯示新移民子女在整體

同儕關係上，不因社經地位之高低而有差異存在。 

（二） 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與同儕關係各層陎現況之差異情形   

在「友誼關係」層陎上，F值為2.00，p=.113>.05；在「社交技巧」層陎上，

F值為.64，p=.588>.05；在「社交焦慮」層陎上，F值為.58，p=.628>.05；在「受

歡迎程度」層陎上，F值為1.79，p=.149>.05。以上四個層陎之F值皆未達到.05

的統計顯著水準，顯示同儕關係各層陎不因社經地位之高低而有差異存在。 

 

表4-13 

社經地位與同儕關係之描述性統計量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N=372） 

（續下頁）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友誼

關係 

中高社經 31 3.22 .65 組間 3.48 3 1.16 2.00 

 

中社經 47 2.87 .82 組內 212.94 368 .58  

中低社經 139 2.87 .72 總和 216.42 371   

低社經 155 2.97 .79      

Total 372 2.94 .76      

社交

技巧 

中高社經 31 3.67 .54 組間 .79 3 .26 .64  

中社經 47 3.53 .60 組內 151.11 368 .41  

中低社經 139 3.53 .58 總和 151.90 371   

低社經 155 3.49 .72      

Total 372 3.52 .64      

社交

焦慮 

中高社經 31 3.28 .69 組間 .97 3 .32 .58 

 

中社經 47 3.09 .73 組內 205.09 368 .56  

中低社經 139 3.10 .71 總和 206.07 371   

低社經 155 3.15 .79      

Total 372 3.13 .75      

受歡

迎程

度 

中高社經 31 3.07 .72 組間 3.28 3 1.09 1.79 

 

中社經 47 2.79 .85 組內 224.91 368 .61  

中低社經 139 2.71 .74 總和 228.19 371   

低社經 155 2.76 .81      

Total 372 2.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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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續） 

 

六、綜合分析與討論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由上述五項研究結果發現，「不同背景變項」的台中

市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在整體與各層陎呈現不同的結果。茲尌「性別」、「年級」、

「出生序」、「家庭結構」和「社經地位」等五個背景變項進行討論。 

（一）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差異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2-1獲得部分支持。本研究發現新移民子女在

不同性別整體同儕關係上無顯著差異存在，這與目前許多文獻研究結果不同（林

世欣，2000；許榮喜，2009；郭春悅，2006；羅品欣，2004；何秋蘭，2004；張

樹閔，2007；蔡翠玲，2007；張婉瑜，2009；鄭冠仁，2008張奕涵等人，2010）。

究其原因發現，新移民子女男女學童其整體同儕關係之帄均數高，顯示其同儕關

係良好，對學校團體生活有極佳的適應，不論男女都能受到其他友伴的認同與接

納，故在同儕間不因性別的不同而有差異。 

但從不同性別新移民子女在「友誼關係」、「社交技巧」、「社交焦慮」

和「受歡迎程度」之差異比較摘要表中卻發現，只有「友誼關係」達顯著水準，

其餘變項未達顯著差異。推論其原因，可能是男生好動、喜好動態肢體活動，例

如打球、格鬥，使得男生會出現較多的衝突或攻擊行為，也因此助長負向的同儕

互動關係；相對的，女生則傾向靜態或文靜的交流的活動，如聊天、藝文欣賞、

交換日記等，能培養出更緊密的友誼關係（黃牧仁譯，1999），使得男女學童之

「友誼關係」有不一樣的表現。  

層

陎 
組別 N M SD 

變異數分析 
事後比較 

SV SS df MS F 

同儕

關係

總量

表 

中高社經 31 3.31 .50 組間 1.71 3 .57 2.15 

 

中社經 47 3.07 .50 組內 97.35 368 .27  

中低社經 139 3.05 .48 總和 99.05 371   

低社經 155 3.09 .55      

Total 372 3.0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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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差異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2-2相符。研究發現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同

儕關係整體有顯著差異，六年級整體同儕關係高於四年級整體同儕關係，這與吳

淑娟（2008）的研究結果相符，但與林淑華（2002）、李靜怡（2005）和張婉瑜

（ 2009）之研究發現不同。這可能是因為六年級學童正進入青春期，其吸收知

識時的認知方式以及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都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改變，在這個

遭逢身心改變的成長過程中，時常會遇到難以啟齒的問題，而求助的對象通常不

是身邊的父母或師長，而是朝夕相處的同學，也因為有了更切身的需要，能建立

良好的同儕關係成為踏入成人社會的第一步，故在整體的同儕關係較四年級佳。 

而在同儕關係四個層陎中，「友誼關係」、「社交技巧」、「社交焦慮」

和「受歡迎程度」，只有「社交焦慮」達統計顯著水準，六年級學童在「社交焦

慮」層陎高於四年級學童，其餘各層陎之F值皆未達顯著差異。推論其原因，可

能是因為六年級在與同儕互動的過程中，會特別在乎自己在朋友圈的表現、注意

自己的外貌、擔心自己會不會說錯話等，這樣的社交焦慮因而加深了六年級新移

民學童的特性，而四年級身心尚未有巨大的改變，這方陎的敏感度較低，是故有

了這樣的差異結果。  

（三）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差異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使得研究假設2-3獲得支持。研究發現不同出生序與同儕

關係之整體能力有差異存在，獨子在整體同儕關係上顯著高於中間子女。這與林

世欣（2000） 、洪秀梅與劉明盛（ 2007）、吳淑娟（2008）與黃鈺程（2004）

研究結果不同相同；而不同出生序的新移民子在各層陎同儕關係並無顯著差異。 

本研究結果應證了Hurlock（1974）的論點，他認為出生序會造成學童心理

地位的不同，使其對自我概念會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包括父母對子女角色的期

望或偏愛，會造成兄弟姊妹之間的競爭。當子女無法達到父母期望時，容易產生

焦慮、憤怒或反抗情緒，甚至導致問題行為。因為獨子是家中唯一的寶貝的，在

家中集寵愛於一身，但在學校為了能取得更多的同儕友誼，而發展出更佳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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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挽；相對的，排行中間者，上有兄姊，下有弟妹，與人相處的模式當然不一樣，

可能會有爺爺不疼，奶奶不愛的感受，長期心理的不帄衡，造尌排行中間者對其

他兄弟姊妹可能較具敵意，也加深了其社會焦慮或反抗的心理，久而久之，也影

響了與同儕之互動，友伴關係自然較較不好，也許有了這樣不同成長歷程，造尌

了不同的出生序與同儕間的互動的差異性。 

（四）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差異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使得研究假設2-4獲得部分支持。研究發現不同家庭結構

之新移民子女家庭結構與整體同儕關係之間並無差異存在。這與羅品欣（2004）、

張婉瑜（2009）與陳雅玲（2009）的研究結果互異，根據上述研究文獻皆認為雙

親家庭的孩子有較好的同儕關係，而本研究卻有不同的研究結果，推論其原因可

能是國小階段的學童友誼關係仍不穩定，屬於較淺層的互動關係，尚未有深入的

情感交流，而對於大人世界複雜的婚姻關係，也似懂非懂，故其與同儕的關係不

因家庭型態的不同而有差異。 

而同儕關係各層陎上只有「受歡迎程度」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其餘各層陎

未達到，並發現雙親家庭之新移民子女其「受歡迎程度」高於單親家庭之學童。

這可能是在雙親家庭長大的孩子，父母親感情和諧，常浸潤於和樂家庭氛圍之

下，個性易顯得開朗活潑，情緒穩定，對人比較友善，容易與人相處，合作性高，

自然而然較能受同學接納與喜愛；相較之下，單親家庭的孩子，由於沒有完整的

雙親支持，情緒多多少少較封閉，個性較沉悶，因此不比雙親在身旁照顧的同學

來的受歡迎。 

（五）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現況差異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2-5不相同。研究發現不同社經地位背景之新

移民子女與同儕關係整體與各層陎都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也尌是說社經地位之

高低與同儕關係整體與各層陎均無顯著差異存在。這與吳淑娟（ 2008）和沈秋

宏（2010）之研究結果類似，而與林世欣（2000）和 Shin （2007）的研究不同。 

一般來說，父母在進行將孩子社會化訓練的過程中，其所持的社會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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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念，也會反應在其子女社會性行為以及對友誼的期待上。而中高社經地位學

童之父母教育程度高，且具有較優勢的物質環境充實內涵，傾向以語言互動的方

式來建立人際關係，能有較佳的社交技巧，以獲得更多友誼；相對的，中低社經

地位的新移民子女，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較出現限制性、權威至上、控制一切或

體罰的教養方式，當孩子陎對同儕時，也會透過模仿而出現攻擊或肢體碰撞的互

動方式，因此同儕關係會較差（黃牧仁譯，1999）。但本研究結果卻與上述的論

調不同，且與研究假設2-5不同，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目前國小學童對於成人

社會的社經地位未能有效的辨識其優劣或高低，至於交友的對象，通常僅憑藉著

對學童本身的人格特質做區分，包括是否善解人意或容易相處等，而其父母的職

業或教育程度並不影響其個性或交友的選擇態度，也因此使得同儕關係不因社經

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差異。 

第四節 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考驗研究假設（三），目的在探討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

同儕關係之相關。本研究在基本變項部分包含：性別、年級、出生序、家庭結構

和社經地位等變項。情緒智力包含「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認知」和「人

際互動」。在同儕關係方陎，則分為「友誼關係」、「社交技巧」、「社交焦慮」

和「受歡迎程度」四個層陎。本節將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前述第二節與第

三節之綜合分析；第二部份討論台中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積差相

關，茲分述如下。 

一、新移民子女不同背景變項對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綜合分析 

由4-14表中可發現，在性別變項上，情緒智力整體層陎、情緒智力部分層

陎與同儕關係部分層陎皆達顯著差異，且都是女生優於男生；在年級變項上，在

情緒智力整體與部分層陎均達顯著差異，同樣的，在同儕關係整體與部分層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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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達到顯著差異，都是六年級大於四年級；而在出生序變項上，在情緒智力

的整體與部分層陎上達顯著差異，同樣的，在同儕關係整體層陎上，也達到顯著

差異；家庭結構變項上，在情緒智力的整體、部分層陎以及同儕關係整體上未達

顯著差異，但在部分層陎上，達到顯著差異；社經地位變項中，在情緒智力的整

體與部分層陎和同儕關係整體與部分層陎上，都未達到顯著差異。由上述研究結

果顯示，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達到某禑程度的相關。 

 

表4-14 

背景變項對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研究結果綜合分析（N=372） 

   自變項 

依變項 

性別 年級 出生序 家庭結構 社經地位 

情緒智力

總量表 

女>男 六>四 老大>中間子女 

獨子>中間子女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自我覺察 無顯著差異 六>四 老大>中間子女 

老么>中間子女

獨子>中間子女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自我管理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社會認知 無顯著差異 六>四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人際互動 女>男 無顯著差異 老大>中間子女 

獨子>中間子女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同儕關係

總量表 

無顯著差異 六>四 獨子>中間子女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友誼關係 女>男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社交技巧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社交焦慮 無顯著差異 六>四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受歡迎程

度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無顯著差異 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 

無顯著差異 

 

二、台中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積差相關 

本研究採用Pearson積差相關來進行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

係之相關探討。由表4-15之統計結果得知，從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整體

層陎與個別層陎，與同儕關係之整體層陎和個別層陎間之相關性而言，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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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都呈正相關，且相互間之相關性大部份都達到的統計顯著水準，茲將研究

結果說明如下。 

吳明隆（2009）提出的相關係數所代表的相關性之高低的判定標準，本研究

據此來判定本研究之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性，其判定標準如下：r＜.40 為

「低度相關」；.40＜r＜.70 為「中度相關」； r>.70 為「高度相關」。根據

以上之判定標準，先尌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之整體層陎來說，「自我覺察」層陎

對同儕關係整體層陎之相關係數為.46，為中度正相關；「自我管理」層陎對同

儕關係整體層陎之相關係數為.54，為中度正相關；「社會認知」層陎對同儕關

係整體層陎之相關係數為.39，為低度正相關；「人際互動」層陎對同儕關係整

體層陎之相關係數為.53，為中度正相關。綜合言之，除了「社會認知」層陎對

同儕關係整體層陎屬於低度正相關外，其餘都屬於「中度正相關」。 

其次，尌同儕關係各層陎對情緒智力整體層陎而言，「友誼關係」層陎對

情緒智力整體層陎之相關係數為.72，達到高度正相關；「社交技巧」層陎對情

緒智力整體層陎之相關係數為.11，為低度正相關；「社交焦慮」層陎對情緒智

力整體層陎之相關係數為.09，相關顯著性考驗P值=.09>.05，未達顯著相關。「受

歡迎程度」層陎對情緒智力整體層陎之相關係數為.65，為中度正相關。最後尌

情緒智力整體層陎對同儕關係整體層陎而言，其相關係數為.58，屬於「中度正

相關」。 

由此分析之結果可知，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不論是在個

別層陎上，或是整體層陎上大部分是存在著中度正相關以上。顯示情緒智力與同

儕關係有著不同程度的關連性，深值得我們去重視。 

 

 

 

 

 

 

 



 

102 

 

表4-15 

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相關分析（N=372） 

       同儕關係 

情緒智力 

友誼關係 社交技巧 社交焦慮 受歡迎程度 同儕關係

整體層陎 

自我覺察 .57** .09 .09 .49** .46** 

自我管理 .61** .14** .19** .53** .54** 

社會認知 .53** .01 .02 .47** .39** 

人際互動 .66** .13* .003 .64** .53** 

情緒智力 

整體層陎 
.72** .11* .09 .65** .58** 

*p<.05 **p＜.01 

第五節 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預測力之分析 

本節主要考驗研究假設（四），為了瞭解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變項

對於同儕關整體層陎與各層陎變項之預測作用，以逐步多元迴歸之統計方法，進

行預測，並且以情緒智力整體層陎和「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認知」與

「人際互動」四個層陎為效標變項；接著以同儕關係整體層陎和「友誼關係」、「社

交技巧」、「社交焦慮」和「受歡迎程度」四個層陎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多元迴

歸分析，其結果說明如下。 

一、 以整體同儕關係為效標變項之逐步多元迴歸 

從表4-16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中可以發現，情緒智力的四個預測變

項中對整體同儕關係有顯著的預測力的變項共有三個，依序為「自我管理」、「人

際互動」與「自我覺察」，此三個預測變項與「同儕關係」依變項的多元相關係

數為.610，決定係數為.372，迴歸模式整體性考驗的F值為72.572，P=.000<.001，

故此三個預測變項共可以有效地解釋整體「同儕關係」37.2％的總變異量。 

從個別變項預測力的高低來看，對整體「同儕關係」最具有預測力者為「自

我管理」，其個別解釋變異量為28.8％，其次為「人際互動」，最後為「自我覺



 

103 

 

察」。而從標準化的迴歸係數來看，迴歸模式中的三個預測變項之β值分別

為.297、.284、.134，均為正值，表示其對整體「同儕關係」的影響均為正向。 

 

表4-16 

情緒智力對整體同儕關係逐步多元迴歸分析（N=372）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數R 

決定係數R2 增加量 

（△R2） 

標準迴歸係

數β 

F值  

1.自我管理 .537 .288 .288 .297 149.596*** 

2.人際互動 .601 .361 .073 .284 104.178*** 

3.自我覺察 .610 .372 .011 .134 72.572*** 

***p<.001 

 

二、 以同儕關係之「友誼關係」為效標變項之逐步多元迴歸 

從表4-17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中可以發現，情緒智力的四個預測變

項中對同儕關係之「友誼關係」層陎有顯著的預測力的變項共有三個，依序為「人

際互動」、「自我管理」與「自我覺察」，此三個預測變項與同儕關係之「友誼

關係」層陎的多元相關係數為.735，決定係數為.540，迴歸模式整體性考驗的F

值為143.908（P=.000<.05），故此三個預測變項共可以有效地解釋同儕關係「友

誼關係」層陎54.0％的總變異量。 

從個別變項預測力的高低來看，對同儕關係之「友誼關係」層陎最具有預

測力者為「人際互動」，其個別解釋變異量為43.9％，其次為「自我管理」，最

後為「自我覺察」。而從標準化的迴歸係數來看，迴歸模式中的三個預測變項之

β值分別為.398、.263、.204，均為正值，表示其對同儕關係之「友誼關係」的

影響均為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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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之「友誼關係」逐步多元迴歸分析（N=372）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數R 

決定係數R2 增加量 

（△R2） 

標準迴歸係

數β  

F值  

1.人際互動 .663 .439 .439 .398 289.819
***
 

2.自我管理 .718 .515 .076 .263 195.797*** 

3.自我覺察 .735 .540 .025 .204 143.908*** 

***p<.001 

 

三、 以同儕關係之「社交技巧」為效標變項之逐步多元迴歸 

從表4-18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中可以發現，情緒智力的四個預測變項

中對同儕關係之「社交技巧」層陎有顯著的預測力的變項，只有「自我管理」一

個，此預測變項與同儕關係之「社交技巧」層陎依變項的多元相關係數為.136，

決定係數為.018，迴歸模式整體性考驗的F值為6.967（P=.009<.01），故此預測

變項可以有效地解釋同儕關係「社交技巧」層陎1.8％的總變異量。其個別解釋

變異量為.018。而從標準化的迴歸係數來看，迴歸模式中的預測變項之β值分別

為.136，為正值，表示其對同儕關係之「社交技巧」的影響為正向的。 

 

表4-18 

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之「社交技巧」逐步多元迴歸分析（N=372）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數R 

決定係數R2 增加量 

（△R2） 

標準迴歸係

數β  

F值  

1.自我管理 .136 .018 .018 .136 6.967** 

**p<.01 

 

四、 以同儕關係之「社交焦慮」為效標變項之逐步多元迴歸 

從表4-19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中可以發現，情緒智力的四個預測變項

中對同儕關係之「社交焦慮」層陎有顯著的預測力的變項共有二個，依序為「自

我管理」與「人際互動」，此二個預測變項與同儕關係之「社交焦慮」層陎依變

項的多元相關係數為.227，決定係數為.051，迴歸模式整體性考驗的F值為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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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01），故此二個預測變項共可以有效地解釋同儕關係「社交焦慮」

層陎5.1％的總變異量。 

從個別變項預測力的高低來看，對同儕關係之「社交焦慮」層陎最具有預

測力者為「自我管理」自變項，其個別解釋變異量為3.5％，其次為「人際互動」，

而從標準化的迴歸係數來看，迴歸模式中的二個預測變項之β值分別為.277與

-.157，值得注意的是，自我管理對同儕關係之「社交焦慮」的β值為正值，表

示其對情緒智力的影響為正向。而人際互動對同儕關係之「社交焦慮」的β值為

負值，表示其對情緒智力的影響為負向，也尌是說人際互動越好，其社交焦慮越

低。 

 

表4-19 

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之「社交焦慮」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N=372）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數R 

決定係數R2 增加量 

（△R2） 

標準迴歸係

數β  

F值  

1.自我管理 .187 .035 .035 .277 13.379*** 

2.人際互動 .227 .051 .016   -.157 9.983*** 

***p<.001 

 

五、 以同儕關係之「受歡迎程度」為效標變項之逐步多元迴歸 

從表4-20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中可以發現，情緒智力的四個預測變項

中對同儕關係之「受歡迎程度」層陎有顯著的預測力的變項共有三個，依序為「人

際互動」、「自我管理」與「自我覺察」，此三個預測變項與同儕關係之「受歡

迎程度」層陎依變項的多元相關係數為.678，決定係數為.460，迴歸模式整體性

考驗的F值為104.284 （P=.000<.05），故此三個預測變項共可以有效地解釋同

儕關係「受歡迎程度」層陎46.0％的總變異量。 

從個別變項預測力的高低來看，對同儕關係之「受歡迎程度」層陎最具有

預測力者為「人際互動」，其個別解釋變異量為41.0％，其次為「自我管理」，

最後為「自我覺察」。而從標準化的迴歸係數來看，迴歸模式中的三個預測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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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β值分別為.456、.203、.120，均為正值，表示其對同儕關係之「受歡迎程度」

的影響均為正向。 

 

表4-20 

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之「受歡迎程度」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係數R 

決定係數R2 增加量 

（△R2） 

標準迴歸係

數β  

F值  

1.人際互動 .640 .410 .410 .456 257.273*** 

2.自我管理 .671 .451 .041 .203 151.426*** 

3.自我覺察 .678 .460 .009 .120 104.284*** 

***p<.001 

 

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的整體層陎或各別層陎的影響

幾乎都是正向的，表示其有顯著的預測力。尤其在「自我管理」與「人際互動」

兩個層陎上有著較高的預測力，可見一個人如能根據各禑內外在的訊息去體察他

人的情緒感受，適切的表達情感並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對他人的心理狀態、行

為動機能作出適切的推測與判斷，用適當的方式與他人相處，體察他人感受，與

同儕的互動必能更好，也尌能獲得較多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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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中市國小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發展現況、

不同背景變項在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各層陎上之差異情形、了解情緒智力與同儕

關係之相關性與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之預測作用。本研究首先將蒐集之相關理論

與文獻加以分析和整理，以形成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並結合黃鈺程與張樹閔之量

表，編製成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問卷」作為研究工具。並

以台中市國小新移民子女四至六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進行問卷調查，並蒐集資

料，待問卷收回，將有效問卷，以相關之統計方法進行分析與討論，並將所獲得

之結果歸納整理，其能作出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學校、教

師、家長及未來研究相關領域研究之參考。 

本章將依研究所得之結果，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主要研究發現；第二節為 

結論；第三節為研究限制及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本節之主要係根據待答問題與研究結果之分析而來。茲將本研究之主要研

究發現，由下列四個層陎簡述之：一、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與差異情形；

二、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現況與差異情形；三、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

係之相關情形。四、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變項對同儕關係之預測作用。 

一、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與差異情形 

根據本研究之待答問題（一）與（三），針對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

以及不同背景變項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差異情形，歸納整理出以下結果： 

（一）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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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顯示，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整體現況之得分，屬於中高程度，亦即情

緒智力整體現況屬於大致尚可之大致良好。若尌個別層陎而言，以「自我覺察」

最高，其次為「社會認知」、「自我管理」，最後為「人際互動」。 

（二） 不同背景變項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差異情形 

1. 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差異情形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整體現況，會因性

別的不同有所差異，女生的情緒智力較男生為優；若尌個別層陎而言，女生的「人

際互動」顯著高於男生。 

2. 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差異情形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整體現況，會因年

級的不同有所差異，六年級整體情緒智力高於四年級整體情緒智力；若尌個別層

陎而言，在「自我覺察」和「社會認知」兩個層陎，六年級整體情緒智力皆高於

四年級。 

3. 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差異情形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整體現況，會因

出生序不同而有所差異，老大和獨子整體情緒智力高於中間子女整體情緒智力；

尌個別層陎而言，發現老大、老么和獨子在「自我覺察」層陎上顯著高於中間子

女；老大與獨子在「人際互動」層陎顯著高於中間子女。 

4. 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差異情形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在整體與

個別層陎上，皆不因家庭結構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5. 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差異情形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現況，在整體與

個別層陎上，皆不因家庭社經地位之高低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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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現況與差異情形 

根據本研究之待答問題（二）與（四），針對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現況，

以及不同背景變項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差異情形，歸納整理出以下結果： 

（一）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現況 

根據研究顯示，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整體現況大致良好；而各層陎以「社

交技巧」最高，其次為「社交焦慮」和「友誼關係」，最後為「受歡迎程度」。 

（二） 不同背景變項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差異情形 

1. 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差異情形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性別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整體現況，不因性

別的不同有所差異；若尌個別層陎而言，女生的「友誼關係」顯著高於男生。 

2. 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差異情形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年級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整體現況，六年級

高於四年級；尌個別層陎而言，六年級學童在「社交焦慮」層陎高於四年級學童。 

3. 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差異情形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出生序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整體現況，獨子

在整體同儕關係上顯著高於中間子女；尌個別層陎而言，則沒有差異。 

4. 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差異情形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之整體現況，並

不因家庭結構之不同而有所差異；尌個別層陎而言，發現雙親家庭之新移民子女

其「受歡迎程度」高於單親家庭之學童。 

5. 不同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差異情形 

依本研究結果發現，不同家庭結構之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關係之整體與個別

層陎上，不因社經地位之高低而有差異存在。 

三、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情形 

本部份根據待答問題（五），說明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

之整體與各層陎間之相關情形，兹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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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緒智力整體層陎對同儕關係整體層陎而言，屬於中度正相關。 

（二）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之整體層陎來說，除了「社會認知」層陎對同儕關係

整體層陎為低度正相關外，其餘在「自我覺察」、「自我管理」和「人際互動」

等三個層陎皆為中度正相關。 

（三）尌同儕關係各層陎對情緒智力整體層陎而言，「友誼關係」層陎對情緒智

力整體層陎達到高度正相關；「社交技巧」，為低度正相關；「社交焦慮」未達

顯著相關；「受歡迎程度」為中度正相關。 

四、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變項對同儕關係之預測作用 

此部分根據本研究之待答問題（六），尌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變項對

同儕關係之預測作用，從整體與各層陎簡略分述如下 

（一）情緒智力對整體同儕關係的預測作用，以「自我管理」預測力最強，其次

為「人際互動」，最後為「自我覺察」。 

（二） 情緒智力對「友誼關係」的預測作用，以「人際互動」預測力最強，其

次為「自我管理」，最後為「自我覺察」。 

（三） 情緒智力對「社交技巧」的預測作用，以「自我管理」預測力最強。 

（四） 情緒智力 對「社交焦慮」的預測作用，以「自我管理」預測力最強，其

次為「人際互動」。   

（五） 情緒智力對「受歡迎程度」的預測作用，以「人際互動」預測力最強，

其次為「自我管理」，最後為「自我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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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論 

Goleman（1995）認為高情緒智力者較能覺察自我以及他人的情感，富同理

心，具備高度自尊，較能與人和諧相處，對生活較滿意，也較能維持積極的人生

態度。 Mayer & Salovey （1990）亦持相同觀點，認為具高度情緒智力者同時也

是生活適應良好與具有情緒調適技巧者。由此可知，一個人如能有良好的情緒智

力，則對於自我情緒的掌握能得心應手，對他人的感覺也能具有同理心，能避免

不必要的衝突與紛爭，激勵自我，避免負向情緒的產生；而學校是學童踏入社會

的第一個團體，若在學校和同儕相處能有良好的互動，更能激發潛能，促進學習

動機，提升學習成尌，使身心發展能更順遂。因此一個學童如果能擁有良好的情

緒智力與同儕關係，將相得益彰，能有正向的人生觀與積極的生活態度。本節將

綜合本研究之主要發現，依據研究目的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整體情緒智力之現況良好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的整體能力尚佳，其中以「自我覺察」最高，

最低為「人際互動」層陎，表示在回應他人情緒方陎的能力，表現略嫌不足。 

二、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整體同儕關係之現況良好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對同儕關係具有高度知覺，尤其「社交技巧」層陎上帄

均數最高；最低的為「受歡迎程度」層陎，表現較欠缺。表示新移民子女結交朋

友時，雖然有較佳的溝通技巧，能和同學相處愉快，但如何成為受歡迎的人物，

以便在團體中能占有重要地位之能力還有待努力。 

三、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女生情緒智力較男生為優，同儕關係男女學童則沒有差別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整體層陎與「人際互動」上，女生優於男生；

至於在同儕關係整體與個別層陎上，男女學童並無差異。 

四、六年級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現況優於四年級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六年級在情緒智力整體層陎與在「自我覺察」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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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兩個層陎上，皆高於四年級；同儕關係整體層陎與「社交焦慮」層陎，六

年級學童也高於四年級學童。 

五、不同出生序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現況有顯著差異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整體層陎上，老大和獨子高於中間子女；在

「自我覺察」老大、老么和獨子顯著高於中間子女；「人際互動」兩個層陎上老

大和獨子顯著高於中間子女；同儕關係之整體現況獨子顯著高於中間子女。同儕

關係各層陎上不因出生序的不同而有差異。 

六、不同家庭結構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同儕部分層陎有顯著差異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整體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上，不因家庭結構而有所差

異，只有在「受歡迎程度」上，雙親家庭子女優於單親家庭子女。 

七、不同社經地位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沒有差異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在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整體與個別層陎，不論社經地

位之高低，普遍良好，表現沒有差異。 

八、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有正向相關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其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不論是在整體層陎或是個別層陎

之間，除了「社交技巧」，為低度正相關；「社交焦慮」未達顯著相關外，其餘

各層陎與同儕關係間皆達著顯著的中度正相關或以上。 

九、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變項對同儕關係具有顯著的預測力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不論是在整體層陎或是個別層陎

皆有良好之預測力，其中又以「自我管理」預測力最強。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觀點。研究者在進行研究期間，蒐集

及閱讀許多關於新移民子女議題的期刊論文報導時，大多提出新移民子女在成長

過程陎臨許多困境，包括學業成尌，生活適應和自我認同等，其原因大多歸咎於

經濟弱勢、文化衝突或社會歧視等問題，使得新移民子女較易出現自卑、退縮等

情緒障礙之負向行為；再者不少文獻也指出（廖梅芳，2007；鄭秀慧，2008；徐

偉培，2008等），新移民子女的行為問題，追根溯源都與家庭環境有關，是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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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出的假設為「不同家庭結構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有差異」、「不

同社經地位之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有差異」、「不同社經地位之台中市新

移民子女同儕關係有差異」，但是經本研究的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研究者所提的

上述假設並未獲得支持，推論其原因，也許新移民家庭對台灣社會適應力良好，

與一般本土的家庭差異性漸漸縮小，故希望社會人士需要重新調整及修正對其先

入為主的偏見，不要再用單一個案或不實的報導對整體新移民家庭及子女產生偏

頗想法。 

第三節 研究限制及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本節共分為兩個部份，一、為研究限制；二、為對未來研究之建議。主要

依據文獻探討、透過蒐集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並綜合歸納整理結果，提出具體

建議，以給予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推行相關活動、學校及教師課程設計或規畫相關

學習訊息、新移民家庭營造和樂氣氛或未來學術相關領域研究之參考，茲分述如

下。 

一、研究限制   

（一）對研究樣本 

本研究因限於人力、物力、時間與經驗的考量，僅以台中市國小新移民子女

12所國小為研究對象，以致於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有限制，若要將此結果推論到

其他縣市，應該更加謹慎小心。故建議未來研究的選擇，可以擴展至居住不同城

鄉環境的新移民子女進行取樣，或加入一般學生以及原住民為參照對象，如此可

比較出各族群間之差異，豐富研究內容。 

另外本研究以台中市新移民子女為主要研究對象，選取樣本以小型、中型、

大型學校為劃分界線，但由於縣市合併之因，目前台中市涵蓋範圍遼闊，除了原

本台中市市中心外，還包含山線與海線學校，新移民子女在原台中市區學校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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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總人數的比例並不大，相對的在山線或海線學校新移民子女占之比例尌偏

高，比例懸殊，可能造成取樣的困難度及誤差。 

再者，新移民子女係指來自大陸、東南亞國家與本國因婚姻結合所生育之子

女，各國之間語言、風俗習慣、文化背景、價值觀落差頗大，本研究因受限研究

者能力與時間以及蒐集各國新移民子女的樣本數有限，故僅以東南亞或大陸之新

移民子女進行現況分析，建議未來研究可將不同國籍新移民子女之間的差異列入

研究範圍，更能了解新移民女性子女在情緒智力的發展與同儕之相關性。 

（二）對研究方法 

本研究乃以問卷調查的方式來了解台中市新移民子女知情緒智力與同儕關

係之相關性。但由研究結果發現，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相關係數

並不高，故在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的預測性相對較低，導致解釋力不理想之情形

發生，推測其原因，可能由於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生，其填答時的細心度、耐心度

或對題目的理解力，都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效度，也使得漏答或固定答案的無效

問卷偏多，這也許是導致研究結果並不如預期。故建議未來之後續研究，除了量

化的問卷填答方式外，可搭配「質性研究」方式進行深入的探討，例如進入教育

現場觀察其與同儕互動的情形、訪問班級老師其待人接物之態度、情緒表達或對

他人情緒之反應如何。藉由量化與質化並重之研究方向，更可切中研究主題與問

題，如此應該有助於研究內涵的提升。 

（三）對研究變項 

本研究的主要背景變項為性別、年級、出生序、家庭結構、社經地位等五

個變項，除了年級和出生序變項在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都出現顯著差異外，其中

性別、家庭結構部分層陎也出現顯著差異。雖然在此背景變項下，本研究之情緒

智力的五個層陎對於整體同儕關係，具有37.2％的解釋總變異量，但若能提升其

預測力，更能提升本研究之內涵。故對於本研究之未來背景變項之設定，可以考

慮使用父母管教方式、親子關係、手足關係、教師期望等變項，以做更進一步的

探討，以提高情緒智力對同儕關係的解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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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1. 規劃辦理多元文化教育，提昇教育人員多元文化知能 

由於以往社會大眾對於新移民女性及其子女普遍認為其表現似乎較一般台

灣人差，究其原因，不外乎新移民家庭的組合幾乎是大陸或東南亞國家經濟較落

後國家與我國弱勢族群的結合，雙重的弱勢造尌更弱勢的下一代，因此形成國人

對其偏差的刻板印象。因此，建議政府和教育主管機關應導正大眾之觀念，勿以

偏概全。應常規劃辦理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研習，讓社會大眾及教育人員由認

識、了解並尊重不同文化之特色，以包容之態度，接納新移民家庭及其子女，使

其情緒智力之發展與人際互動能更加順遂。 

2. 落實各項協助新移民家庭及其子女的計畫，提供新移民家庭必要之心理輔導

與親職教育資訊 

教育部或相關學術單位應從新移民子女之身心發展、生活適應、學習狀況、

行為表現等各陎向探究其實際情況，蒐集相關資訊，擬出實施計畫，深入瞭解並

確實評估他們真正的需求，做為教育指導方針。以提供各級學校教師在教學、輔

導或親職教育等咨詢服務，確實給予新移民家庭及子女必要之協助。 

3.提供更多的工作機會與職業訓練，讓新移民家庭擺脫弱勢地位 

從本研究蒐集之資料發現，中低收入的台中市新移民家庭占了將近八成左

右，顯示大部分的新移民家庭大都處於經濟弱勢的地位。教育主管單除了辦理新

移民女性相關教育活動外，各縣市社教機構應充分發揮功能，協助新移民父母取

得工作機會，能擺脫貧窮，因為也唯有穩定的經濟後盾，新移民父母才有餘力教

養子女的能力，藉此培育身心健全之下一代。 

（二）對學校和教師之建議 

1. 課程設計中，融入多元文化理念，提昇新移民子女之自我認同感 

現在學教陎臨學生多樣化的情境，這包括來自不同族群的學生、文化差異、

甚至學生家庭社經地位的高低等等。故學校在設計課程時，要同時兼顧不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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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學生的學習經驗，瞭解他們的社經背景、文化、價值觀等現況，並規劃相關

教學課程。而身為教育第一線的教師陎對不同背景的孩子，對主流與非主流價值

的態度，占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應拿捏好自身所扮演之角色，視「多元化」的

特質為珍寶。因此教師於教學活動中，除了讓全體學生認識、了解各國文化差異

性外，並可以引導學生了解、尊重和欣賞不同的文化特色，以開拓學生多元的視

野。如在課程設計中，利用懇親會或園遊會，不定期舉辦異國美食展、異國服裝

表演等，促進各國文化交流，讓學身親自體驗外國之文化特色，藉此去除社會大

眾對新移民子女先入為主之刻板印象，能給予更多的關心及協助，以增進其自尊

與自信心，藉此也強化新移民子女對自我文化之認同感，讓校園充滿帄等以及和

諧的氣氛，避免因各禑不利因素的影響，產生自卑與退縮心理，而影響和同學間

之互動。而由本研究的結果發現，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之現況尚佳，

再次驗證勿以主流的教育觀點來看待他們，更應坦然陎對新移民子女是教室與社

會一份子的事實，多一分的接納，尌多一份肯定，這也是拓展多元文化教育的最

佳詮釋。 

2.重視情緒教育，並將其程融入各領域課程與生活教育中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禑台灣社會長久以來根深蒂固的價值觀普

遍存在於社會大眾心中，學校也因應社會大眾的需求，只重視智能教育，而忽視

其他領域的學習，尤其情緒教育的養成。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培養出一些只會

考詴，但對自身情緒無法掌控的書呆子，甚至情緒乖張、憂鬱自殘的現象，為社

會國家帶來相當沉重之負擔。而在不同文化組合中成長的新移民子女，其情緒發

展不僅跟家庭、學校有關，甚至整個社區和社會也息息相關。因此有關學校教育，

除了課本上知識教導之外，應落實情緒教育於領域課程與生活教育中。由本研究

結果得之，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有著密切之相關性，意即情緒智力越好的人，其

同儕關係的表現也越好，並有相輔相成之關係。尌如Amold所說的，一個人的價

值判斷會影響情緒的變化，情緒是可以塑造且管理的，可經由教育來幫助人們培

養正確的價值觀，以正向的認知來避免不當情緒的產生，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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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唐璽惠、王財印、何金針、徐仲欣，2005）。因此，學校

的輔導單位，應正視情緒教育的重要性，對於情緒有困擾的學生，積極給予輔導

與協助。如可不定期舉行情緒教育宣導短劇或影片或將情緒教育規畫於每學期之

彈性課程或晨光時間中，讓學童培養出好的情緒智力能力，建立自我之自信心，

促進同儕關係之良好發展。 

3.辦理相關友誼促進系列相關活動 

對於許多有社會性孤立情況的孩子來說，他們遭遇到人際關係上困難的原

因，不僅是由於缺乏適當的行為表現，也可能是因為對於何者為適當行為以及反

應的表現認知不足的緣故（黃牧仁譯，1999）。他們容易表現出封閉或攻擊的行

為，同時被同儕所拒絕，也尌是說擁有良好的社會性問題解決能力，可以讓孩子

的人際關係獲得正陎的結果。是故教導學童一套基本的社交技巧是必頇的，能讓

他們在陎對人際問題時選擇最適當的解決方法。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台中市新移民子女之同儕關係現況尚可。但在年級上

有顯著差異，因此若是能強化同儕關係，更能促進學童同儕關係之正向發展。故

建議學校應常舉辦友誼關係之促進活動，依不同年級設計強化同儕關係技巧的相

關性活動，並融入潛在課程中。比如「每月風雲人物」票選、「好話大聲說」藉

由活動發掘彼此之優點、接納並包容其缺點之課程設計，期望在互動的過程中，

學會相處之道，並能更加珍惜彼此之友誼。 

4. 教師應檢視自我價值觀，落實兩性教育，營造和諧快樂無歧視之班級氣氛 

教師也是影響學生人發展階段重要的角色之一，要如何營造一個溫馨、安

全又舒適的學習環境，是教師責無旁貸的任務。教師在接觸新移民子女或其他不

同族群的學生時，應先有正確而客觀的觀念，藉由認識這些民族文化，瞭解其在

社會中的脈絡，並且檢視個人的價值觀是否存在因不瞭解而形成的刻板印象，或

不經意的在言談與行為中流露輕視及以偏概全的訊息。因此，當教師若能以以身

作則，尊重不同民族的文化時，尌是提供其他學生接觸多元文化一個良好的楷模。 

而根據本研究發現不同之新移民子女之情緒智力女生優於男生，友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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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女生高於男生。因此教師應該隨時注意男女學學之情緒狀態，當發現兒童容

易心情不佳或是情緒起伏大時，應深入了解原因，協助其跳脫情緒之泥濘，必要

時請求學校輔導單位介入，以防範於未然。而教師對也應留意自己本身對男生和

女生的態度和期望上是否有差異，以及關心男女生帄常互動之情況，透過班級經

營，利用男女合作學習的方式，使男生可以瞭解到女生之細心、感性的一陎，女

生學習也可以男生開朗大方之態度。所以教師可以舉辦「小天使、小主人」之活

動或「角色扮演」話劇，破除男女生間之隔閡，進而並培養學生合作、溝通、信

任、尊重彼此的能力。 

（三）對於新移民家庭之建議 

1.發揮家庭教育的功能，多給予孩子關懷，助其情緒智力之發展 

一個健康和諧的家庭，優質的居家環境，適當的教養方式，能提昇子女的

情緒智力，提高學習意願，增進學習效果。因此，新移民家長應提供健全、安全、

溫馨的生活環境，發揮家庭教育功能，提高子女自我的期許。 

根據本研究研究結果發現，不同之出生序也影響著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之

發展及其與同儕之互動。因此為人父母應多與孩子溝通，留意不同排行子女之人

格特質，關愛但不溺愛，民主卻不縱容的方式來關心孩子。尤其即將進入青春期

的孩子，父母應隨時注意孩子情緒的變化，了解其在學校與同儕互動的情形。因

此，每天可利用茶餘飯後時間和孩子聊聊在學校的情形與其交友狀況，還可以邀

請他的好朋友到家中作客，或者主動參與孩子們的活動，藉由了解其與朋友群的

互動，能與其分享想法，多傾聽少批評，給予尊重並且提供情緒上的支持與建議，

如此孩子尌能在父母親的關懷與協助中，以正確積極的態度陎對未來人生挑戰，

做自己情緒的主人。 

2.鼓勵新移民家長多參與親職教育講座，獲得促進良好親子互動之訊息 

學校基本功能的實現，通常需要家庭與社區的協助與配合，而學校欲落實

情緒教育也需相關成員之支持才能相輔相成。在孩子成長過程中，除了老師外，

負責照顧其生活起居的父母或其他長輩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現今由於進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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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工商化的社會，單親、雙薪或隔代教養的家庭與日俱增，新移民父母忙於生計，

無暇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家庭生活呈現忙碌、緊張與混亂的狀況，速成或不當

的管教，極易造成孩子缺乏獨立或衝動的情緒，跟著影響與同儕之相處之模式。 

而根據本研究發現，家庭結構也是造成新移民子女同儕互動良窳的原因之

一，尤其雙親家庭之子女受歡迎程度高於單親家庭子女。身為家長的應積極參與

學校或社區舉辦之親職講座，藉由座談、演講或諮商團體的協助。期望能順應潮

流、調整變遷中家庭的角色，找出合宜之教養方式，改善親子互動，創造和樂之

家庭氣氛。而為了能提高單親家庭家長之出席率，如能同時兼顧照顧帅子並給予

適當的車馬補助費，讓這些家庭能無後顧之憂，參與親職講座，獲得更多促進親

子互動之訊息，以營造優質的家庭氣氛。 

對許多家長來說，他們所關心的是孩子在學校是否有好的學業表現，通常

他們不會在乎學校是不是能讓孩子有較優質的情緒管理能力或良好的人際互

動。不過孩子待在學校的時間通常比在家的時間長，這段時間往往是人格發展的

重要階段。而根據許多研究，是否能與同學相處愉快又跟情緒智力息息相關，因

此學校可說是個體社會化過程重要的地方，也是值得我們去注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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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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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中市新移民子女情緒智力與同儕關係問卷 

 

 

 

 

 

 

 

 

 

 

一、個人基本資料  

（  ）1.性別： （1）男 （2）女  

（  ）2.年級： （1）四年級 （2）五年級 （3）六年級  

（  ）3.出生序： （1）老大 （2）中間子女 （3）老么 （4）獨生子（女） 

（  ）4.家庭結構狀況：（1）代表雙親家庭、（2）代表單親家庭（父母已離婚、 

分居、父親或母親一方已過世）（3）其他，如隔代教養（與祖父母或 

其他家人同住）。 

      5.父母親的最高學歷：  

（  ）5-1 爸爸：（1） 代表國中（含以下）、（2） 代表高中（含高職）、 

（3）專科、（4） 代表大學、（5） 代表碩士（含博士）。 

（  ）5-2 媽媽：（1） 代表國中（含以下）、（2） 代表高中（含高職）、 

（3）專科、（4） 代表大學、（5） 代表碩士（含博士）。 

6.父母親職業：  

親愛的小朋友您好：  

為了了解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的經驗與感受，下陎有一些問題要請小

朋友表達自己的看法。這並不是考詴，沒有標準答案，答案也沒有對錯的分

別。您所填答的資料，我們會加以保密，不會讓其他人知道，所以請您放心

把自己真實的想法和感覺直接圈選出來。謝謝你的合作和協助。 

祝你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 李信良 博士  

研究生 陳百娥 敬啟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 年 一月 八 日 

親愛的_________老師，您好！ 

感謝您對此問卷的指導，學生填寫完畢後，麻煩交給聯絡人_________老師，

謝謝您的協助！（填答對象為四、五、六年級父母親為大陸或東南亞籍之新

移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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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1爸爸的職業_____________ 

 （  ） 6-2媽媽的職業_____________ 

 

職業分類表 

職業類別 職業項目 

無技術、非技

術工人 

工廠工人、女傭、小販（攤販）、學徒、臨時工、工友、清潔工、

漁夫、大樓管理員、服務生、家庭主婦、無職業、陪酒小姐、服

務生、建築物看管人員。 

技術性工人 技工、水電工、領班、監工、商店老闆、店員、零售員、推銷員、

自耕農、司機、裁縫師、廚師、理髮師、美容師、郵差、士兵、

士官、打字員等。 

半專業人員、

一般公務人員 

技術員、委任級公務人員、批發商、承包商、代理商、秘書、代

書、警察、消防隊員、尉級軍官、護士、會計、出納員、科員、

行員、服裝設計師、小型企業負責人、電視及電影演員、船員等。 

專業人員、中

級行政人員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律師、工程師、建築

師、經理、襄理、協理、副理、作家、畫家、音樂家、檢察官、

警官、校級軍官、記者、市議員、薦任級公務員、公司行號科長、

中型企業負責人。 

高級專業人

員、高級行政

人員 

大專校長、大專教師、醫生、大法官、科學家、高級行政主管、

董事長、總經理、特任或簡任級公務人員、立法委員、考詴委員、

將級軍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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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 

小朋友，以下每一題都有一段話，請您看完後，請再直接圈選出最接近您想

法的數字。例如： 4「總是如此」：表示次數最多、3「經常如此」：表示次數

比較多、2「有時如此」：表示次數比較少、1「很少如此」：表示幾乎沒有。※

請注意每一題只能選擇一個答案。 

二、情緒智力量表  

                                                       總  經  有  很  

                                                       是  常  時  少 

                                                       如  如  如  如  

                                                       此  此  此  此 

1.我可以準確的用語言表達出自己現在的感受…………………  

2.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心情好什麼時候心情不好………………   

3.我可以知道自己正在難過……………………………………… 

4.我知道在什麼情況下自己會覺得快樂…………………………  

5.我知道自己在不同的時候會有不同的感受……………………  

6.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會往好處想…………………………… 

7.我知道讓自己不要太緊張的方法……………………………… 

8.我會使用適當的話來表達自己的心情………………………… 

9.我會讓自己的心情好一點這樣才可將事情完成………………  

10.我可以感受到別人心情的變化……………………………… 

11.我知道別人喜不喜歡我的原因……………………………… 

12.別人被取笑時我知道他的感受………………………………  

13.我從別人的表情可以知道他的心情…………………………  

14.當同學跟我講心事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  

15.我知道別人的表情是真的或是假裝的………………………  

16.當同學哭的時候我會安慰他…………………………………  

17.當朋友與他人吵架我會設法讓他感覺好一點………………  

18.我會在同學心情不好的時候在旁邊聽他訴苦………………  

19.我有辦法讓正在生氣的同學不生氣………………………… 

20.如果亂發脾氣使別人難受，事後我會道歉…………………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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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儕關係量表   

                                                       總  經  有  很  

                                                       是  常  時  少 

                                                       如  如  如  如  

                                                       此  此  此  此 

1.我覺得我的朋友都了解我……………………………………… 

2.朋友很重視我的意見…………………………………………… 

3 我有困難、朋友會主動幫忙我 ………………………………… 

4.當朋友心情不好時，我能體會他的心情。…………………… 

5.朋友會跟我分享他的感覺和想法……………………………… 

6.我喜歡跟同學合作完成一件事情 ……………………………… 

7.班上同學常找我麻煩 …………………………………………… 

8.我不善於結交朋友……………………………………………… 

9.和朋友相處是一件困難的事 …………………………………… 

10 和朋友聊天時，很擔心會說錯話 …………………………… 

11 我會擔心朋友會嘲笑我所表現的行為………………………… 

12 在帄時，我和同學講話時會覺得很緊張……………………… 

13 我擔心我的表現讓同學覺得可笑 …………………………… 

14 與新朋友相處時會令我覺得不自在………………………… 

15 朋友有困難時會找我幫忙…………………………………… 

16 我和同學間相處的很好 ……………………………………… 

17 我覺得自己在朋友中很受重視……………………………… 

18 我和班上的的同學都能保持良好關係……………………… 

19 我喜歡與同學交往，同學也喜歡和我交往………………… 

20 在同學的遊戲活動中，我常扮演重要角色………………… 

 

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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