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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研究希望由靈性我（神聖經驗、自我超越）的角度去探討幼教老師

是否能夠真實的面對自我，並能清楚釐清 Higgins（1987）多元自我概念理

論之實現（真實我）及與願景（理想我），並且結合馬斯洛之需求階層理論

（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實現、神聖經驗、自我超越），來探討自我與

個人之生活目標、生命意義（立志未來、失落迷惘、追尋意義）與個人意

義形態（個人目標、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

係及超越苦難）等之間的關聯。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

究假設。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幼兒乃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幼兒教育是目前先進國家中相當重要的一

環，但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幼兒教育在台灣卻往往最受到大家的忽視。

人一生的成長過程之中「每一個階段必然建築在前一個階段的基礎之上」、

「兒童時期所建立的基本習慣、態度以及人格特質，均具有相當的持續性，

是青少年發展與成年適應的預備」（蘇建文等，1991）。目前所有先進國家

的幼兒教育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教育乃百年樹人之計，但在講究速成的現

代社會中，緩慢的教育過程，似乎永遠追趕不上教師與家長秧苗助長的心

太。此一現象應該是目前台灣幼兒教育的危急與沈苛之一。  

本研究將重點置放於與幼兒息息相關的幼教老師，在功利主義稱勝的

時代裡要年輕人投入這沒有前景的行業似乎是有些許的強人所難，因為收

入並不豐厚，幼教老師社會地位也相對低落，一般人認為那只是在「帶小

孩」，因此在進入門檻不高的情況下如何找尋真正具有愛心、健全人格、清

楚的瞭解多元自我、確實瞭解自己所擔負之使命的人來擔任幼教老師成為

首要的當務之急。再者，幼教老師因為工作繁瑣且長期面對的是幼兒，因

此在人際關係、溝通能力及工作專業度上很容易與社會的脈動脫勾而呈現

失衡的狀態，因為長期教導幼兒可能會造成自我意義強烈無法接受別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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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建議，或者因為家長的過度要求因為溝通能力不足而以逃避面對、不

能真誠面對工作環境，沒有工作熱情，更甚的是觀念偏差的方式來對應。

總之，如何讓幼教老師真實的面對多元自我，能夠真誠而坦然的面對社會

上各種負面的流俗並勇於接受真實的多元自我而趨於統整，進而讓自己的

人格更臻成熟而由小我（ego）邁向靈性我（Self）。  

而近年來在超個人心理學、存在主義哲學相關的馬斯洛、 榮格等人概

念日益受到重視的狀況下，除了生物我（弗洛依德）與心理我的概念之外，

在馬斯洛、羅哲斯、榮格、羅洛‧梅、佛洛姆及中國思想家莊子中，高層

的、靈性的自我概念，都日益受到學界的接受與認同。人格學者 Higgins

（1987）則是分離出真實我與理想我之間的差別。本研究嘗試以 Higgins

（1987）理論之實現（真實我）及與願景（理想我）為基礎並結合馬斯洛

（1969）的需求動機理論（生理需求、心理需求、愛與歸屬需求、自尊需

求、自我實現需求及靈性需求），來檢視研究對象在於六項需求動機上的真

實與理想情形。並進而以這些項目來探討與研究對象生命意義的關係。  

當代學者普遍認定「生命意義」是個人之生命與存在之關鍵問題。身

為物理學家之愛因斯坦同樣地關切生命意義的議題，他提到：  

 

「一個人若是一味在思索窮究人生的一般意義或自身存在的理  

由，實是莫大的愚蠢。當然，任何人都需懷抱著一種理想，以  

作為自己的偉大志願和判斷力的指導；而且，在我們的前方閃耀  

光輝，增進我們的生存價值，以及使我們的生存充滿喜悅的理想  

，也就是善、美和真理。人生的最後目標，並非為個人的安樂或  

幸福，捫心自問，我從未有過那樣的念頭。我常想，從那種基  

礎所構築的倫理體系，大概只有對禽獸差可滿足。」（陳曉南，1975，

p.77）  

 

在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中，人生的最後一個階段是統整及絕

望，在統整的部分，指的是一個人根據一生的生活經驗各種得失、成敗，

也包括了創造體驗來論斷自己的一生究竟是否有意義？換句話說，生命意

義是一個人根據自己本身的生命經驗及自己本身的經歷去統整出來的。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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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克（黃宗仁譯，1977，p.25）也認為，一個人的生命意義感有他的特定

來源，換句話說，生命意義感是根據個人在這些特定來源上的統整與判斷

去建構出來的，弗蘭克很具體的說生命意義感的來源有三項：分別是創造，

一個人回顧自己一生當中究竟創造了什麼？成就了什麼？第二個是體驗。

一個人在一生當中究竟對於愛、對於關懷這種正向的人際關係究竟有多少

體驗？第三個是面對苦難的態度。整體而言，一個人回想在一生當中在面

對苦難的時候是否有正面的去面對苦難、遭逢苦難。人會在這些訊息上進

行統整，去得出自己個人生命意義感高、低不同的程度。換句話說，一個

人對他自己的一生越統整那麼他所獲得的意義感受就會越高，一個人的生

命當中對生命越不統整日後便會發現他的生命是支離破碎的，進而發現他

的一生當中沒有多少創造，沒有多少體驗，而且在面對苦難的時候便會輕

易的敗下陣來，則這個人應該在生命的晚期比較沒有辦法統整且更容易陷

入一種失落及絕望的狀態。  

以往的研究指出，教師的自我概念及社會人格發展狀態，會影響教師

在教學工作上的各種專業表現。例如：江國樑（2001）《高、屏、澎地區

國小教師自我概念、內外控信念與工作滿足感關係之研究》，林亨華（2002）

《國中教師自我概念、教學信念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以澎湖縣為例》，

王藝蓉（1994）《國小教師自我概念、制握信念與其對教學論題道德推理的

關係》，蘇淑麗（2005）《不同世代國小教師人格特質與工作價值觀之相關

研究》，沈煌寶（2002）《國小教師社會態度、人格特質與衝突因應方式之

相關研究》，林佳全  （2002）《教師人格特質、工作生活品質與組織承諾

之相關研究-以高雄市國小教師為例》，吳肇賢（2004）《國民小學級任教

師人格特質、領導技巧  與班級經營效能之研究－以屏東地區國小高年級學

童為例》，馮美珠（2007）《國小教師人格特質、生活壓力、因應策略與憂

鬱傾向之相關研究》……等。然而這些研究多以心理我為測量之焦點，同

時缺乏有關統整多元自我概念之靈性我與幼兒園教師本身生命意義之相關

研究，本研究試圖探討有關幼兒園教師之多元自我概念與生命意義之間的

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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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結合馬斯洛之需求長動機需理論與 Higgins

（1987）多元自我概念理論，來驗證理想之靈性自我與個人生命意義之間

有關鍵的關聯性。具體之目的有二，分別為：  

1. 依據馬斯洛的需求階層理論，來編制一個有效的測量工具。並且依據

Higgins（1987）的理論，將此一測量工具分為真實我與理想我兩大部

分。  

2. 驗證理想的靈性自我與理想的其他自我相比，與個人生命意義之間的較

高且重要的關聯性。同時，驗證理想的靈性自我與所有的真實自我相

比，與個人生命意義之間的較高且重要的關聯性。  

 

第三節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文獻探討與回顧，本研究之重要理論設定為：  

1. 多元自我概念之靈性我（神聖經驗與自我超越）與生理我（生理安全）    

及心理我（愛與歸屬、自我實現）間有明確的不同。  

 

2. 理想我相於較真實我與個人生命意義感之間有更高的關聯性。  

 

3. 多元自我概念之靈性我與個人生命意義感之間相較於其它之多元自我  

概念成份，有較高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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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為文獻探討，根據研究的目的將文獻探討分為二節，第一節為多

元自我概念理論與測量工具之探討，第二節為生命意義理論與測量工具之

探討，以下將此二部份分別描述：  

  

第一節  多元自我概念理論與測量工具之探討  

 

    本節主要針對西方心理學相關之概念及研究做統整及討論，研究者將

本節依生物我、心理我（psychology self）：愛與歸屬、自我實現，以及高

層的靈性我：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做逐一的探討。  

 

一、 生物我 

（一）佛洛姆之人格觀：脾性  

      佛洛姆認為人會因體質之不同其行為反應亦大不相同，脾性乃是人

先天的特質，因為是先天性因此人亦無法改變此一狀況，相對的會依此狀

況對自己的行為及個性真實的呈現。  

 

    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將脾性分為四類：膽汁質

（Choleric）、多血質（Sarguine）、神經質（Melancholic）及粘液質

（Phlegmatic）（孫石譯，1980，p.47）。多血質的人格特點就是，容易激動

並且對所有事物興趣微弱。膽汁質的人格特點就是，可以迅速的改變興趣

並且對所有事物興趣濃厚。粘液質的人格特點就是，固執但是對事物的興

趣微弱。神經質的人格特點則是對事物的興趣強烈（孫石譯，1980，

p.46-48）。  

    由此可得知，佛洛姆乃是以醫學的角度去區分人類，人類因體質之不

同，其所表現出的行為及特質亦為迥異，此為個體先天之特質，無法因後

天之情境能得以改變，因此，不同特質之人對於事物之喜好及其生活目標

之表現方式亦大異其趣。  

（二）弗洛依德之生物我理論：人格（id, ego, super 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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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依德（1856-1939）認為一個人的組成分為三種層次，本我是人最

基本的組成結構底層（就像是原始的我），像嬰兒般所有的需求都是原始的

求生的狀態，就像是馬斯洛（1969）理論中人的六種需求當中（生理需求、

心理需求、愛與歸屬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實現需求、靈性需求）所提及

的生理需求一樣的道理。  

 

人格是由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 ego）三部  

分所組成。本我是指最原始的我，是與生俱來的潛意義的結構部  

分。它具有強大的非理性的心理能量，一味追求滿足。（鄭希付，  

2006，p.14）。  

 

就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而言，一切人類行為、思想、文明的最終

決定因素是生理的，是動物性的，是性的。這是一個非常生物取向的心理

學理論，後續的學者對此理論提出了諸多的批評阿德勒、榮格、弗蘭克都

認為一個專注於生物、生理的心理學取向理論是相當狹隘且不夠周全的。

因為人不同於動物，人除了生理上的滿足之外尚有心理上的需求。  

 

（三）馬斯洛之需求理論：  

馬斯洛也對弗洛依德的泛性論提出了諸多的批評並指出：弗洛依德在

泛性論的理論上：1) 他漠視了人的性心理的社會性，誇大了人的性心理的

自然性；2) 他忽視了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文化背景等因素對性心理發展的

重大作用，誇大了人的性心理自身發展的特殊性；和 3) 他忽視了社會物

質生產方式對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決定作用，誇大了人的性慾對整

個社會生活的影響。生物的我雖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將一切所有的人類行

為都規範在性上未免狹隘。因此，弗洛依德的泛性論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仍是受到相當的爭議。馬斯洛（1969）認為生物需求是所有生理安全需求

的基礎，在此需求的基礎上，心理的需求才能得以滿足並得以發展。由馬

斯洛的理論來看，就已經大大的超越了弗洛依德片面重視生物性重視生物

性、生理性的價值觀點。  

依照馬斯洛的需求動機理論，強調了人的生活有六種需求存在，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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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入下：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的需求、愛的需求、自尊需求、自

我實現需求，和最高層次的靈性需求（莊耀嘉譯，2004，p.92）。而其中自

靈性是超越一般人個我的需求，追求的是人生終極價值的（真、善、美）

的實現，不但充分發揚個人的潛能，並且達到大愛、神秘與至善的經驗。  

就三者而言，佛洛姆以醫學的面項區分人類之本質，弗洛依德則偏重

生物我，而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中強調了生物需求的基礎性。生理需求有其

重要性，但就人的生命精神生活而言，生理需求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一個人

的全部。人除了生理需求之外還有心理的成份，更在當代我們更看到了人

還需要更高層的靈性需求成份。  

 

二、 心理我（ego & self）  

「自我」是個專有名詞，它的拉丁文字意思是「我」。在意義是覺醒的

狀態之下，它的中心便是「我」。在西方心理學有關心理我的理論主要可以

分成 ego（自我）與 self（我）兩大取向，分別有弗洛依德與榮格為代表之

自我觀（ego），以及自我之成分與功能分析為主之自我心理學（self 

psychology）。自我心理學將 self 分成自我知識（self knowledge）與自我

評價（self evaluation）兩大類別，主要的概念分別是自我概念與自尊。自

我（self）是西方人格與社會心理學中研究與分析的一個重點，學者普遍相

信一個人的自我是一個穩定恆常的實體，對一個人的內在性格思想與外在

行為表現都有具體而深刻的影響，是自我心理學研究中之主要成分。  

 

（一）自我觀（ego）  

1.  弗洛依德之 ego 觀  

「自我」是指人格中的意義結構部分，它來自本我並經過外部世界的

影響而形成的知覺系統。它代表的是理智與常識，位處於本我與超我之間，

按照現實原則，充當仲裁者，監督本我，並給予適當的滿足。它的大部分

的精力消耗在對本我的非理性衝動之控制和壓抑上，調和本我與超我之間

的衝突與磨擦。弗洛依德說：「本我過去在哪裡，自我即應在那裡！」（引

自鄭希付，2006，p.15）。自我具有防衛和中介的功能。自我也常常是外部

世界、超我和本我的僕人。換句話說，自我是外部與內部之間、本我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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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間的連接緩衝器。  

    換言之，弗洛依德認為自我是一個人的組成成分當中的第二階層，他

像是已經經過成長歷程的成人，明白事理、具有應有的社會道德規範，行

為舉止合乎時宜，亦就是已受過社會化行為之個體。  

 

2.  榮格之 ego 觀  

榮格對自我的定義如下：「它彷彿是構成意義場域的中心；就它構成經

驗人格這個事實而言，自我是所有個人意義作為的主體。」（朱侃如譯，

2004，p.20）。換言之，自我就像是將重點內容整體凝聚在某個察覺焦點中

心上的物品。它同時具有意志及行動的能力。它是意義活動能力的核心，

它的存在比語言發展、個人認同或甚至個人姓名的知覺更早。它的成長來

自於後天習得的事物，例如：認識周遭的親人。自我是決策自由意志的所

在。自我也可視為自私心態的核心，同時也是利他主義的中心。自我使一

個人人的行為意義聚焦，賦予我們意義「行為意義感」和「目標方向」。榮

格堅稱自我仰賴的是「心靈的」身體，也就是身體的意象，而不是身體本

身之個體。因此自我基本上是心靈的質素而不是身體的質素。  

 

3. 佛洛姆之人格觀：性格  

    佛洛姆所謂的性格特徵也就是西方心理學家所認為的行為特徵。性

格：「某一個人特有的行為常模。」佛洛姆首創了以行為做基礎（但與行為

不相等）的追求體系理論（孫石譯，1980，p.49）。換言之，佛洛姆認為行

為特徵乃是包含許多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徵，人的一切行為雖然動機不同，

但卻也有可能導致結果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仔細觀察這些行為背後的動機

就會發現人在其行為上不同的變化，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動機可以產生不

同的行為。  

    佛洛姆進一步指出性格也可以是「在同化和社會化過程中用以誘導人

的能力之方式。」（孫石譯，1980，p.53）。人在生活的過程中人藉著獲得

和同化事物使自己和他人發生連繫之關係。這種同化及社會化的過程都是

開放的，但是人會依自己的性格建立新的行為模式並連結至周遭的人、事、

物，最後建立一套新的社會制度。由此可得知個人性格則是受到後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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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影響，它所代表的是某種文化的特質，包含物質的與精神的，由此可以

得知，佛洛姆的人格觀是由先天的脾性及後天的性格所組合而成。此理論

則與弗洛依德的「性驅力是性格的能源」（孫石譯，1980，p.51）則大不相

同。  

 

4. 羅洛．梅之人格觀—無私的愛  

     羅洛．梅（彭仁郁譯，2001，p.37）認為完整的愛必須包含性愛

（libido）、愛慾（eros）、友愛（philia）及無私的愛（agape）。而且愛慾若

要成功則不能下限於性愛，而應提升至友愛以及無私的愛。羅洛．梅指出：

「人都是在指向他者中尋獲意義，人應對於他者慷慨，而不是尋求自己性

需求的滿足。需要指尋求滿足，而愛慾則志在長久。」（彭仁郁譯，2001，

p.37）  

    換言之，愛慾是引導人類朝著未來的目標與理想邁進的推進器，並且

將人類引導到實現自我的理由並由此朝向實現生活的目標進而找尋到人類

存在的意義，人的生命是有限性的，但是「愛慾」的實現卻是將人推進到

面對未來不同人生的面向上，使人的生命呈現更佳的完整。  

 

5. 馬斯洛之人格觀  

    馬斯洛認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良好的人格不會自發形

成，是必須要經過一番努力的，要經歷不斷的自我審視、自我節制和自我

約束……的訓練才得以逐漸成形。人格要透過原則、正直、才智和實際的

經驗引導及鼓勵之下才能得以展現。它是個體經過謹慎思考並選擇自己的

行為方式，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去達成自己的目標完成自己的理想，它所尊

重的是職責完全不著重考慮聲譽的問題，它所遵從的是良心的壓力遠高於

對世俗、榮譽的追求。良好的人格締造了人性的崇高境界，並讓人達到「唯

真」、「唯善」、「唯美」之境界。馬斯洛說：  

        「人格，是指後天逐漸形成的一套特質及模式，如興趣、  

動機、技能、態度、價值、習慣等等；而這套特質並非全固定不  

變的，隨著年齡、內心及外界的種種影響因素，一個人會發展出  

新的興趣、習慣、技能、心態、理想，並且不斷修改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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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若水譯，2002，p.225）  

 

換言之，自我概念就是：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在特定的時間裡，我

們所具有的一套特殊的觀念和態度之組合。由生命的經驗中得出我們是什

麼樣的一個人的概念，自我概念就是我們私下自我的心理形象，也就是一

套有關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之信念。  

由上述理論得知，自我概念是個人內在心理世界的主體，不同於外在

的人、事、物，是屬於極為個人的內心世界。自我概念的形成與自我獨特

的生活經驗有相當重要的關連性，不同的個體會形成不同的自我概念，因

此，自我概念是極為私己的意念。換言之，自我概念會因為自己所遭逢的

生命經驗、生命歷練、個人信念及個人追求的目標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

自我概念亦會是多元的、多面向的而非僅是單一面向。  

 

三、真我與靈性我  

（一）榮格之真我  （Self）  

榮格認為當個體能夠察覺到自己所有的意義與潛意義，並充分感受到

自己的內心世界時，就能獲得最圓滿的幸福。在人們追求幸福的過程中，

第一要務是尋求物質上的滿足。有了物質上的滿足之後，則向上追求情感

上的滿足。在情感上的需求達到滿足之後，則繼續追求心靈上的滿足，當

人們心靈上獲得盈滿之後，自然能夠忘記平常所斤斤計較的利益、得失或

是複雜的人際關係。而這種滿足就稱之為真我。  

 

對榮格而言，大我是超越的，這表示它不是由心靈領域所  

界定，也不是被包括在其中；相反的，他不僅超越心靈領域，  

更重要的是他解定了心靈領域。大我不是自我本身，本我是超  

越的，它不僅止於是個人的主體性，它的本質超越主觀的領域  

，不僅超越了心靈領域，更界定了心靈領域。大我形成的主體  

與世界或存有  (Being) 結構共通性的基礎（朱侃如譯，1999，  

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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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成為被崇拜、讚美的對象，但是每一

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並具有自己的獨特性，而且人終究無法因為學習模仿

而成為另一個人，因為學習與模仿習得的終究只是表象部分，對於深層的

人格特質則是無法由表象而達到一致。而達到「真我」此一境界之個體自

然對他人的關懷及體悟會比一般之個體更為體貼及細膩，並且對人生命中

的意義有更深層的體認，使個體更為瞭解自己並認同他人，因此能使自己

及他人和解共生，使人與人之間複雜的人際關係能夠更為提升，並且能夠

緬懷他人的好與善，重建自己內心中原本所具有的神性及宗教信仰的連

結，提升個體心靈生命的境界，進而超越身體生理上的疾病與病痛及人生

生命中的逆境，最後達到最終的目的——更加懂得追求生命的意義。馬斯

洛曾說：「缺乏超越及超個人的層面，我們會生病，會變得殘暴、空虛、無

望及冷漠。」（若水譯，1992，p.290）由此可見真我對於個體之重要性。

真我既是人性中的一部份，我們就必須正視它，並尋求真我之滿足。由此

可見榮格對真我之看法與馬斯洛的看法不謀而合。  

 

（三）弗蘭克之大我與超越觀  

弗蘭克人認為人是一種能夠負責的受造物，他必須實現他潛在的生命

意義（黃宗仁譯，1977，p.57）。他同時也認同大我的概念，認為在小我的

意義之外，更存在著宇宙的大我的意義；生命的真諦，必須在世界中去找

尋，而非在人體本身或內在的精神當中去找尋，因為它不是一個封閉的體

系。同樣地，我們無法在所謂的「自我實現」上找到人類存在的真正目標，

因為人類的動機會影響其行為；但是人類的存在，本質上則是要「自我超

越」（self-transcendence），而非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事實上，自

我實現也不可能作為存在的目標，理由很簡單，因為一個人越是拼命追求

它，越是得不到它。弗蘭克說：「自我超越乃實存之本質。」（黃宗仁譯，

1977，p.78）自我超越才是人類的基本特徵，只有當人放棄了自我中心的

利益與專注而撤離自己時，才可能獲得的一種真正存在模式。由此可以看

出弗蘭克認為自我實現乃是停留於小我的層面，而自我超越則是到達了大

我的層面。  

（四）馬斯洛之靈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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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洛在其晚年提出靈性需求之概念出現了超個人心理學，並說：「我

要證明給人看，靈性價值具有自然本性的意義，它們並不專屬教會所有，

它們也無須借用超自然的觀念來支持它們，它們本來就屬於廣義的科學領

域之內，因此它們是全人類的責任。」（引自若水譯，1992，p.270）。  

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並且竭盡所能的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到盡善盡

美的階段。不論是什麼民族或文化，人們關注的議題中心無非是：生、老、

病、死的人生意義和人生目的以及個人在宇宙中所扮演之角色、地位……

等問題。這種普遍的意義追尋即包含了：每個人關心人類整體的存在及宇

宙的存在，在此立基點上的關懷基本上是屬於超個人的關懷，這種發自內

心地探索存在性、整體性及終極性的意義，正是顯示出人類極欲超越內心

世界的層面。  

靈性我的概念是西方學者對於心理我的一種超越，不論是弗蘭克、榮

格、馬斯洛都對於心理自我提出批評，認為心理自我會導致個人的自戀、

自我中心、自以為是、自私自利……等私己意念，進而提出靈性我的概念，

在靈性我的概念中發現靈性我重視的是自我超越而不是自我實現，重視的

是大我而不是個人的小我，重視的是個人的存在價值、實現潛能、獻身且

愉快、有價值的工作、開創創造性的生活並對身邊周遭事物充滿好奇心。

國內的研究亦指出，具有靈性我之個體會影響個人在生活及追求生命意義

有更為具體之展現。例如：張美玲（2006）《高雄市國中教師工作壓力與靈

性健康之相關研究》、陳慧姿（2006）《高中教師靈性健康與幸福感之相關

研究－以高雄地區為例》、李惠美（1997）愛麗絲‧沃克《紫色》中大我之

追尋等，本研究參考西方既有的自我概念理論，嘗試以 Higgins 自我概念

差異理論之真實我及理想我加以結合馬斯洛之成長需求理論，進而探討多

元自我概念（靈性我）與生命意義之間的相互關連。  

    Miller（2000）提及：「靈性我是為我們的生命帶來意義與方向的一種

深刻與有活力的能量」（張淑美譯，2006）。靈性我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能

力，非常值得我們用心去學習並超越自我，促使我們建立更寬廣的知識與

愛，但是靈性我的經驗卻是一般人無法刻意去求取的，因為靈性我是一種

能量整合的狀態，正如馬斯洛所言：此高峰狀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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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靈性我的指標  

（一）神聖經驗  

1.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的神聖經驗  

    詹姆斯認為個人宗教信仰比神學、教義或是教會還要來得根本，他提

及超驗主義教派(transcendentalist cult)看法來強調宗教性中的情感成分，

「超驗主義教派所崇拜的對象並不是一個具體的神，也不是一個超人，而

是內在於事物之中的神聖性，以及宇宙的基本靈性結構。」此一定義也間

接的指出人與神之間的密切聯繫與依附關係，並說明了宗教信仰的重要

性。Goddard（1995）從靈性的表達觀點，提出靈性活動可以是外顯行為，

也可以是個人內在的心理活動，包括自我觀照、反省、個人對他人與上帝

關係的感知。  

2. 佛洛姆的神聖經驗  

愛默生（Emerson）：「信仰產生於對靈魂的肯定；不信仰則出於對它

的否定。」（引自孫石譯，1980，p.181）佛洛姆認為：「人生不能沒有信仰。」

（孫石譯，1980，p.192）信仰是一個人的「基本態度」，一種性格的特徵，

它影響著一個人對一切事物的體驗，它能夠使一個人念對現實生活而不心

存幻想，但是仍可以依靠信仰來生活。沒有信仰就像是沒有目標的生活，

因此，信仰就像是人內心的態度，是自我創造性的理性與感情活動中所產

生的堅定信念，以自己創造性的觀察和思想力來做為獨立判斷的基礎。  

        林美容曾經針對台灣民間信仰中對神與人之意涵加以討論，她指

出：「西方宗教的神具有絕對性，神與人的關係是斷裂的，人為神所造，人

無法成為神」（林美容，2003，p.22）。但是在台灣民間信仰中的神人關係

是可以交流的，也就是說，「我們崇拜的神明是聖人，有超越凡人的聖性，

而聖者可以成神，乃基於凡人對於聖者功業的感念與景仰而產生之崇功報

德之邏輯理路而來。」「神性與聖性之間似乎有某種先後的關連，聖性的彰

顯在先，而對於神性的感應在後。」（林美容，2003，p.48）民間信仰中的

神因人的祀奉而顯靈驗，人求神、神應人，神人之間的關係是互相交流、

交相感應的、也是互惠的，神人之間有明顯的相互傳遞訊息的交流方式，

因此神是神聖的，人對神的態度是敬畏的，甚而對宗教的參與是高度的敬

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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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超越  

西方哲學之概念，「超越」（transcendere）在拉丁文，原為動詞，意思

是超過或超昇，它有三層意義：一、意指不繫於認識者的意義，二、意指

超感覺而非經驗所不可及者，三、意指非經驗所得染指（葉海煙，2003，

p.231）。以下就中國思想家及西方學者對自我超越之看法作一初概之探討： 

 

1. 莊子對自我超越之看法  

   東方思想家儒、道、墨各家對人的自我超越皆有其肯定的價值系統，

且皆以此為人生命存在之意義為重要指標。換言之，人生命目的之達成在

於生命意義之實現，而生命意義的建立則在於生活目標的達成。莊子說：「至

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拋棄世俗價值的小我，使自己從狹隘的

格局中提昇而出而成為大我，而此大我之意即為「宇宙的我」。「天地與我

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這裡的「大我」與萬物相感應並相融合，

並遠離天地間世俗的我，是超越的自我，也就是「靈性我」。  

莊子《大宗師篇》指出：「天人不相勝」。懷德海（A.N. Whitehead）

指出：「玄學的理性是在其要素上不為方法所妨礙的，他的職能乃在於深入

於有限理由之外的一般理由之中，乃在於理解調整在事物性質中的一切方

法只能由超越一切方法去把握，這種無限的理由是永不為人類的有限智力

所達到的。」（謝幼偉譯，1974，p.194）亞里斯多德指出：「凡一件事物之

本身成為我們選擇的目的，而絕不為其他原因，則該事物毫無疑義的是我

們最後的目的。」（高思謙譯，2006，p.9）  

    換言之，莊子的道與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及懷德海的玄學相近，他們

的宗旨均是在超越人的有限性而以一般的方法來實現生命的無限。也就是

已超越一切方法的方式去超越一切的目的。莊子以超越一切方法及目的之

方式但又不破壞其規則，如此相輔相成，讓有限的生命做無限量的開發，

將「道」的精神做無限潛能的提昇。  

2. 尼采對自我超越之看法  

尼采指出：「人的資質，是由他的允諾能力所定。」（孫石譯，1980，

p.189）唯有對自己有信心，才能信任自己的能力及他人的能力，並相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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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所具有的無限潛能，並開創人類未來的美好生活。尼采曾對「超人」提

出解說：「人是要超越自身的某種東西」、「超人就是大地的意思」、「那想創

造已超越自己的人」、「人是座橋樑」，它是自我創造、超越自我的主體（引

自陳鼓應，p.114-119）。尼采所說的「超人」不是將「現實的人」神話，

而是超出所有現實人的典型理念，來代替神向人類提出一項重要的課題，

人類為了完成這個典型，必須努力超越現實的自我，不斷自我超越才能達

到超人之境。如此的人才能具有有意義的人生，才能回歸於生命的根源，

沈浸在永恆的創造中。  

尼采的超人鼓吹「權力意志」，認為在創造「超人」生命之前，必須先

打破一切傳統之個人價值。而莊子則不以為然，莊子認為在超越自我的道

路上，並不需要打破個人價值，而是對個人價值做超越性的省思、測底的

整理再予以重建。由此可知，二者對「超越自我」的見解雖然目的相同，

但其方法確有其迥異之處。  

整體而言研究者依據中、西方學者：弗洛依德、榮格、弗蘭克、佛洛

姆、莊子、尼采等人之相關理論並融合馬斯洛需求動機理論：生物我之（生

理安全）、心理我之（愛與歸屬及自我實現）及靈性我（神聖經驗及自我超

越），等面向探討幼兒園教師之階層需求理論，並進一步地結合 Higgins

（1987）的多元自我概念理論，來測量受試者不同層面之自我面貌。  

 

五、Higgins多元自我概念理論  

個體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社會文化信念以及個人生命經驗的影響，會

展現出不同的人生動機與目標，或者是期許輝煌的成就，也或許是能夠安

身立命；有人會講究現世的幸福，也有人會追尋生命的永生。這些追求社

會認可的行為會在個體成長的過程中逐漸內化為個人的信念與價值觀，形

成自我的一部份。而有學者指出在內化的過程中有程度的差異存在。  

 

人本心理學大師Carl Rogers（宋文理譯，1989）便曾經提出規範的自

我（normative self）與內在的期盼（aspiration）的概念，來分別描述一個

人認定外在的要求標準（normative standards）與內在的自我期許之間的差

異；換言之，在每一個人的自我概念之中，有一部分是緣於對於外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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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許與要求的認知，我們因而體察到能夠或是不能夠符合外在的要求；

另一方面，人們也會有自我的期許，期望自己能擁有一些特質與成就。  

 

Deci and Ryan（1995）區別一個人行為的「外在調節」（external 

regulation）；「投射調節」（introjected regulation）；「認同調節」（identified 

regulation）；與「統整調節」（integrated regulation）來說明不同程度的

內化情形。其中外在調節的內化程度最低，行為主要仍是由外在對應

（contingent）的獎賞或是懲罰所決定；投射調節為內化的第二個層次，這

種調節雖然不需要當下外在的獎賞或是懲罰，但是行為的動機並不是內化

的，而是個體會體認到「應該」（should）從事某種行為，當未能如是的

時候會有罪惡的感覺，社會期許的行為與規範並未真正內化到個體的自我

之中，故稱之為投射調節；認同調節則為將符合社會期許的行為認同為個

人重要的價值與信念，個體之行為已超越外在的控制而形成自我決定（self 

determined）的現象；統整調節（integrated regulation）則為一個體內化了

符合社會期許的行為，且不同的價值與信念能夠統整與和諧的存在自我之

內，統整調節的個體能夠擁有較多的自主性（autonomy），有較高的自我

肯定，也因而有較為真實的自尊（true self esteem）。  

上述之描述除了細分了內化的程度之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

個體將某一社會行為僅做到投射內化時，會認為他或她「應該」從事某一

行為，則顯示出該行為的內化程度並不高。相對地，若是一個人將某一目

標統整為個人自我的一部份，則其內化的程度較高，而此一目標對於個人

的自我概念與評量，亦具備較高的價值。換言之，一個人的理想自我，在

個人的生命意義建構上，具備了較高的份量。  

Higgins（1987）自我概念差異（self concept discrepancy theory）的概

念則可以用來統整並且操作上述「理想自我」與「真實自我」互相有別的

概念，他認為一個人的自我概念中包含真實我（actual self）：為對自我真

實特質的認知；理想我（ideal self）：為已內化（internalized）的社會期

許，也是對於自我的期許與盼望，及應該我（ought self）：為未完成內化

的社會期許，代表的是個人知覺到應該達成的外在規範與要求。Higgins 並

且進一步的指出各個自我概念之間的差異與個人的情緒狀態有關，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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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真實我有差異時，個體不能實現自我期許的狀態，則會產生失望性的

（dejection related emotions）情緒狀態，後續的研究大多能支持這個假設。 

Neimeyer和Chapman（1992）的研究則發現自我實現與死亡焦慮有關，

在數個以成人為對象進行的研究中，以真實我與理想我之間的差異來代表

自我實現的程度，結果發現有較低自我實現的個體在死亡焦慮量表上的得

分較高，在死亡態度量表也有同樣的情形出現。由受訪者根據「我的理想

狀態」與「我目前的狀態」所做之陳述來量化「自我實現」，所得之理想

我與真實我的差異與死亡焦慮有關，本研究則加入Higgins（1987）所細分

之「理想我」與「真實我」的概念，來進一步的探討「理想我」與「真實

我」與個人生命意義之間的關聯。  

總之，本研究之首要依據為馬斯洛的需求動機理論，重點放在生理、

心理我與靈性我之間的差別。本研究之第二項依據為Higgins（1987）與  

Niemeyer和Chapman（1992）所應用之自我概念理論，重點放在理想我與

真實我之間的差別。在結合了上述兩大理論之後，本研究推論—在預測個

人之生命意義時，理想我的預測力大於真實我。同時，在預測個人生命意

義時，靈性我的預測力大於生理與心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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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命意義理論與測量工具之探討  

 

「生命意義」的定義是廣泛性的，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是非

常個人性的定義。 Hedlund(1977)將「意義」區分為「界定性的意義

(definitional meaning)及個人的意義(personal meaning)。界定性的意義是指

對某種概念的界定，藉此可以了解對方話語的意思，並給予適切的回應；

個人的意義即指個人存在的理由，如果能認識到自己存在的理由，會覺得

自我的生命有價值，願意朝著個人的生命方向努力」（引自宋秋蓉，1992；

董文香，2003）。Csikszentmihlyi（1991）認為意義有三個要素：「指終極

之重要性；包含實際的行動，非虛設的目標。」界定性或個人性的意義都

存在生活的世界，這裡所指的生命意義是屬於個人的意義，當生命遇到逆

境時，能換個角度看待生命，找到自我存在的理由與價值，尋找到新的生

命目標，然後按著設定目標去做，生命會產生另一股前進的動力。泰瑞．

依格頓認為「意義」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有關人的意向或意圖；第二

類是與指稱有關；第三類則將前兩類統合起來，也就是指那個「以圖指稱

某事」的行動。換言之，意義是人類的所作所為、社會活動、……等，或

者是人們在特定生活形式中為符合實際需求時所使用之特定符號的各種不

同方式。藉由「意義」的不同定義，對於「生命意義」就可以有不同的思

考（方佳俊譯，2007，p.16）。  

本節主要針對西方心理學家、歐文‧亞隆（易之新譯，2003）、弗蘭克

（1963）、 Wong（1989）及張利中（2004）等人對生命意義理論看法之統

整，並介紹相關之測量工具。  

 

一、歐文‧亞隆的生命意義學說  

歐文‧亞隆（1980）認為生命的意義有兩種：「一種是宇宙的意義

（cosmic meaning）是指存在個人之外或超越個人創造，在宇宙中無法被

解釋源由的神奇或心靈層次之事物，意指上帝創造世界的意義；另一種是

世俗的意義（terrestrial meaning），也是個人的意義，不單是一種目標或

角色的意義，也是個人對其生命目的、價值的體驗」（引自陳珍德，1995；

何郁玲 ,1999）。Crumbaugh（1973）將生命意義界定為：一種能賦予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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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方向感與價值感的目標，並藉由實現此目標的過程，個體可以獲得「成

為一個有價值之人」的認同感。由此可見，目標乃生命意義的一個核心的

概念，依據亞隆的看法，目標有個人與神聖之分，有個人自我的目標以及

宇宙終極的目標。  

生活目標量表（the Purpose in Life Test）簡稱（PIL）（引自易之新，

2003）。是 1964 年由心理學家克倫堡（James Crumbaugh）和馬侯立克

（Leonard Maholick），出版測量生活目標的心理測驗工具。亞隆指出生活

目標量表為評量個人對「生活目標」的掌握與實踐程度。為一種 Likert 式

的七點量表方式作答，「4」的位置代表中立，兩端各有相對的形容詞句，

有正向題與反向題計分。分數越高，代表有越清楚的目標，其生命意義感

也越高。  

目前國內、國外學者運用 PIL量表的研究日趨成熟，其理論亦得到相

當高的支持。例如：宋秋蓉（1992）《探討國內國中、高中（職）學生對生

命意義的見解》。劉德威（1997）、董文香（2003）《探討青少年對生命態度

的看法》，鄭書芳（1997）、蔡坤良（2004）《探討國內老年人在生活意義方

面之內涵》等相關研究均是支持此一論點。  

 

二、弗蘭克的意義治療理論  

弗蘭克相信存在的本質即在於其所展現的生命意義。換言之，生命意

義在於個人之體驗與獲得，而不在於外在之教條，且每一個人都應為其生

命意義負責，因為基本上，弗蘭克認定生命之本體在於意義之實踐。生命

意義是個人生活的目標，是不受操控的個人獨特性意義，是個人存在之最

大自由，也是超越環境性的個人終極意義之追尋。  

生命意義大多環繞在個人對生命所訂的目標，是個人所追求的東西，

可以是一種存在的責任、目的或理由。「生命意義」可能是被看得見的，也

可能只是一種感覺，不管是顯明或是隱藏的，都有存在的理由。在研究者

認為生命意義是個人對生命的一種期待，可以是賦有遠大志向的生命目

標，卻也可能只是個人微小的滿足感。對「生命意義」的解讀，個人差異

性很大，因為個人所處環境、境遇及狀態有所不同。健康的人可以設定遠

大目標，物質的滿足、名利地位等可以是努力追尋的，然而對重病的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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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想獲得健康；對一個生活富裕的人還是有不滿足的，他要的會更多，

而對一個三餐不繼的人，想到的也許只是下一餐能有東西吃。每個人追尋

的生命意義也存在很大的變動性，可能一場災難或生命目標的落空，或是

一個重要事件，改變了個人的世界觀，自然對生命的期待也會有所轉變的。 

 

生命中充滿許多不斷變動的價值觀，而每個人都在生命裡建  

    構一些獨特的事物。弗蘭克認為「生命並不是任何事情，它只是  

    做某些事情的機會。」（游恆山譯，1991，p.60）。  

 

換言之，人可以努力實現工作的價值，來展現自己的獨特性，也可以

透過經驗來充實自身，或藉由面對情境的態度，彰顯自我，事實上，價值

的認知只能充實一個人，對經驗的態度，卻可以指引整個生命意義的建構，

人可以從經驗中得到學習，也可以選擇否定經驗，生命的學習從來不會來

的太早，也永遠不會太遲，而目前當下，就是生命學習的最佳時機，過去

的經驗，可以做為借鏡，使我們在當下恍然知道如何塑造未來，然而不  

斷地錯過經驗，卻可能會使我們連生命都錯失。每個人都是唯一且獨特的。 

生命的情境也只會發生一次，沒有人能替代另一個人經驗生命。  

Frankl 主張人類是可透過創造、體驗及藉著受苦來發現或賦予人生的

意義，此三個途徑分別為：  

 

1、藉著創造意義的價值（creative value）：是個體生命所能給予他人與世

界的貢獻。人們可藉由實現創造的價值，實現自己的理想，來賦予生

命的意義，如此，就算是身體有缺陷的人也能努力的來展現個人的創

造價值。  

 

2、藉著體認價值（experiential value：在人生的歷程中竭盡所能的去經驗

生命中美好事物所產生的價值，這種價值可以凸顯愛的意義。例如：

有人藉由個人的喜好，進而飼養動物、接近大自然的美景、傾聽音樂、

欣賞藝術等等來體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這種體驗是一種內心深層感

動的情緒，是一種只能用心去體會的感受，就像是電影「重裝任務」

裡提及，人類可以藉由欣賞古典音樂或優美的畫作來感動人心，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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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唯真」、「唯美」的展現。  

 

3、藉著受苦態度的價值（attitudinal value）：是指我們對世界不可改變的

命運，苦、難所抱持的態度。個體若非處於非常困頓、惡劣的環境中，

無法展現創造的價值，來實現生命的意義，也無法以體驗價值，來賦

予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時，個體可以藉由承擔受苦，與面對命運來實現

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由此可見「苦」、「難」的洗禮乃是個體實現自我

超越的一種展現，經由超越苦難才能得以提升個體。  

 

總之，弗蘭克認為，人的目標、選擇、意義與責任，會影響自己的生

命意義與自我的追尋，當事人首先必須統整出負責任的態度，並且在選擇

當中，展現與實踐與自己相同的生命意義與價值，因此，懷抱理想、選擇

與負責的態度、正視自己存在的獨特性與唯一性，便成為重要的關鍵。大

致上，弗蘭克鼓勵個人在抉擇中展現自己，誘發自己面對生命的態度，而

這一連串所形成的價值觀與意義，則將會成為豐富自己生命的美麗故事。

換言之，每個人因為成長背景不同，因此，生命經驗也大有迥異，但是可

以確知的是，生命經驗來自生活上的「苦」、「難」，倘若沒有這兩大元素的

洗禮，生命似乎無法統整也無法完整。面對苦難的態度，正呼應著一種超

越的態度與目標，整體而言，在弗蘭克的理論當中為他人之創造對於愛的

感受以及超越苦難的態度實乃靈性我的重要內涵。  

生命意義感的測量是採用由 Crumbaugh依據 Frankl之意義理論所發展

出來的量表（The Seeking of Noetic Goals Test；SONG：引自鄭書芳，1998）。

主要是在測量人們渴望尋求生活意義與目的的情形。本量表共計 20 題，以

總分高低來反應受測者尋求生命意義動機的高低情形。何郁玲（1999）指

出中小學教師年齡介於 41-50 歲期生命意義感高於 30 歲以下之教師。唐存

敏（2004）指出高齡者的生命意義感相當高，對於教會活動參與呈現正面

的肯定。有研究發現 13－15 歲和 17－19 歲兩組青少年在生命意義量表之

得分顯著低於其他年齡組，顯示青少年的生命意義感較低（吳淑華，2006），

黃國城（2003）發現不同年齡、婚姻狀況、宗教信仰之醫院志工，在「生

命目的」、「苦難接納」則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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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張利中（2004a）之意義與目標結構  

一個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也會進而影響他如何面對這個世界，在這

個世界中訂定如何的目標。張利中（2004a）就曾探討世界觀與個人生活目

標之間的關係，發現特定的世界觀與特定的生活目標之間有關。舉例而言，

擁有「當下、和諧與相信人性也善也惡」的世界觀的研究對象，就比較傾

向於設定「思索」人生意義與存在的生活目標；而擁有「征服自然、未來

導向及人際從屬關係」世界觀的人，則較傾向於設定「積極入世與寄望未

來成就」的生活目標。然而，由於該研究所採用的是國外的問卷量表，缺

乏本土化的思考，也因而有理論性不足的窘境。  

Emmons（1999）則以生活目標的取向，以個人努力（personal striving）

的概念來研究人格的動機層面，並將研究結果推展至個人終極關懷的層

面。在早期人格心理學家對於人格的定義之中，原本就很重視人格中的動

機概念，重視一個人的動機與目標在其人格中所佔的重要位置。Emmons

（1999）認為每一個人每天都念茲在茲，想要盡心盡力去達成的一些目標，

本身就應該是屬於描繪人格的一個重要的向度。有些人的目標很具體、有

些人的目標很抽象、有些目標的層次較低、有些目標則層次較高，更有一

些是直接指向靈性的目標（spiritual striving）。國內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

高層次、抽象及靈性的目標，對於一個人的生命意義較有助益，例如：鄭

麗慧（2007）《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生命意義感與生活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原因是高層次、抽象及靈性的目標較具備超越的特性，可以在實現目標受

阻礙的時候，較具有彈性，而引導人們做超越性的思考並選擇替代性的目

標，而令自己的生活達到滿意之狀態。  

 

四、Wong（1989）的內隱生命意義理論  

Wong（1989）提出內隱意義理論（Sternberg, 1985），指出意義由三個

構成要素所組成：認知（cognitive）、動機（motivation）和情感（affective）

（Reker & Wong, 1988; Wong, 1989）。而此三者皆指向個人之目標狀態，其

分析指出：認知的部分包含諸如：「相信有一個終極的生命目的」、「相信一

個人可以和上帝有私人的情誼（a personal relationship）」、「信仰死後生命」

以及「信仰心靈律法」等主題。動機的部分則包含目標的努力和達成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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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它包含了諸如：「追求有價值的目標」、「成功達成重要的生命目標」、

「努力實現個人的潛能」以及「為個人的成長努力」等。情感的部分反映

了實現，它包括了對於目標追尋之情感描述，如：「對自己是誰以及自己所

做的事感到滿足」、「對生活感到滿足」、「對自己完成的事感到滿足」以及

「對事情進行的方式感覺很好」等主題。但這個分析也揭露了幾個額外的

個人意義的面向，包括關係。維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例如：「和別人真誠

相處」、「有不少好朋友」以及「和他人關係良好」。Wong也強調照顧和利

他的重要性，例如：「致力於使他人幸福」、「帶給他人快樂」；最後一個範

疇則可以被視為個人元素，它包含描述特定人格特性的許多項目，諸如：「喜

歡接受挑戰」、「採取主動」、「開放的心胸和好奇心」、「接受自己的限制」

以及「擁有健康的自我概念」。個人的元素也包含了關係到一個人生命中身

份地位的條件，如：「財務安全」、「受良好教育」和「有以個良好的家庭」。

Wong依據上述有關人們對於意義之內隱理論之分析結果，提出了一個個

人意義型態 PMP（Personal Meaning Profile）之測量工具，量表一共有 57

個項目，經過因素分析之後得到「個人目標」、「關懷和諧」、「上帝旨意」、

「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係」及「超越苦難」等七個意義向度。 

在後續之實徵研究中，Lang（1994，引自 Wong, 1989）發現：整體 PMP

和 Elliosn（1981，引自 Wong, 1989）的靈性健康有正相關（γ＝ .64），和

Reker, Peacock, and Wong（1987）的覺知健康量表有正相關，（γ＝ .29，ρ

＜ .05）。Lang也報告一個整體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 .93。分量表的 α 值如

下：自我接納 α＝ .54、公平對待 α＝ .54、親密 α＝ .78、關係 α＝ .81、自我

超越 α＝ .84、宗教 α＝ .89 以及成就 α＝ .91。Giesbrecht（1997）發現 PMP

和幾個意義的工作測量（Meaning of Work measures）有正相關。在上述的

研究資料當中亦間接的證實了 Wong（1989）的假設理論。  

以往對於生命意義的測量，大多以單一向度「尋找生命意義動機高低」

為測量的目標（鄭書芳，民 87），並以受測者的分數高低來顯示個人追尋

生命意義的動機高低。本研究則進一步的指出追尋生命意義的動機可以是

一個多向度的概念。生活目標量表（PIL）是「整體意義感」概念之量表，

追尋生命意義量表（SONG）則是「立志未來」、「失落迷惘」、「追尋意義」

三種追尋意義之動機之比較，而個人意義型態量表（PMP）則是測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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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目標」、「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

係」、「超越苦難」等七種意義標的之量表，同時比較使用此三種量表則更

可以檢測出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總之，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推論追尋生命意義的動機可以是一個多向度

的概念。而生活目標量表（PIL）僅是「整體意義感」概念之量表，追尋生

命意義量表（SONG）則是「立志未來」、「失落迷惘」、「追尋意義」三種

追尋意義之動機之比較，然個人意義型態量表（PMP）則是測量「個人目

標」、「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係」、

「超越苦難」等七種意義標的之量表，同時比較使用此三種量表則更可以

檢測出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且可以證實人的生命意義是多面向的向度，

且人可以因為動機不同所追求的目標與生命意義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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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個人資料問卷」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以探討幼兒園教師

在多元自我概念、生活目標、生命意義感、個人意義型態之認知與相關情

形。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對象；第二節為名詞釋義；第三節為

研究架構與假設；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資料分析。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加入中華民國零歲教育發展協會全省理事、監事及會員所

設立之幼兒園園內之幼教老師為研究對象。目前加入該協會之園所共約有

28 所，教師人數共計有 290 人。本次問卷之發放方式乃是於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一月十日，由中華民國零歲教育發展協會全省主任以各園內所有任職

之幼兒園教師，以普測方式統一發放問卷並於時間內統一回收，本次問卷

共發出 290 份，扣除未回收之問卷 40 份，廢卷 3 份，實際有效樣本為 247

份。  

 

第二節  名詞釋義  

 

1. 道教：較為多數的人均將民間信仰當成道教來作為答題之標準（王見  

    川，2001）。因此，在本研究當中研究者將道教歸納於一般的民間信  

    仰，因為一般的台灣民眾對於道教並無清楚之概念。  

2. 幼兒園教師：本研究所指之幼兒園教師，泛指符合兒童教育及照顧服務

機構，亦就是政府立案合法收托（0-6 歲）之學前教育機構。如：托

嬰中心及托兒所內服務之合格教保服務人員與幼稚園內之幼教老師，

統稱之為幼兒園教師。  

3. 多元自我概念：本研究所指之多元自我包含 Higgins 理論中之真實我與

理想我兩大部分，而其中每一部份又各自包含馬斯洛的需求動機理論

中之六個項目（生理需求、心理需求、愛與歸屬需求、自尊需求、自

我實現需求及靈性我）經過因素分析，最後萃取五個項目，研究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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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將之命名為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實現、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

研究者將上述五個項目統稱為多元自我概念。  

4. 生理我：本研究所指之生理我意指多元自我概念中生理安全此一項目  

    稱之。  

5. 心理我：本研究所指之心理我意指多元自我概念中愛與歸屬及自我實  

現等兩個項目稱之。  

6. 靈性我：本研究所指之靈性我意指多元自我概念中之神聖經驗及自我  

超越等兩個項目稱之。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為探討幼兒園教師之多元自我概念與生命意義之關係，乃依據研究目

的與相關參考文獻，擬定本研究架構如下圖 3-1、圖 3-2 及圖 3-3：  

（一）為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幼兒園教師其真實我與理想我之差異情形。

乃依據研究目的與相關參考文獻，擬定本研究架構。如下圖 3-1：  

                                                         

                                                        

                       

 

                       A      

 

 

                           

 

 

真實我  

生理安全  

愛與歸屬  

自我實現  

神聖經驗  

自我超越  

理想我  

生理安全  

愛與歸屬  

自我實現  

神聖經驗  

自我超越  

背景變項：  

1. 任教年資 

2. 學歷        

3. 婚姻狀態 

4. 宗教信仰 

5. 家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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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研究架構圖一  

    研究架構圖 3-1 指出：路徑 A 為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幼兒園教師其真

實我與理想我之差異情形。  

 

（二）為探討幼兒園教師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及個人意義型態之差異情

形，乃依據研究目的與相關參考文獻，擬定本研究架構。如下圖 3-2：  

 

                                                         

                                                        

                      

                               

                       B 

 

                           

 

 

 

 

 

 

 

圖 3-2 研究架構圖二  

 

    研究圖 3-2 架構指出：路徑 B 為瞭解不同背景變相的幼兒園教師與生

背景變項：  

1. 任教年資 

2. 學歷        

3. 婚姻狀態 

4. 宗教信仰 

5. 家庭經濟

個人意義型態 

PMP 

個人目標 

關懷和諧 

上帝旨意 

超越個人 

自我接納 

親密關係  

超越苦難 

生活目標 PIL 

生命意義  

立志未來  

失落迷惘  

追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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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目標、生命意義及個人意義型態之差異情形。  

 

（三）為探討幼兒園教師背景變項（年齡）與真實我及理想我和生活目標、

生命意義及個人意義型態之預測力，乃依據研究目的與相關參考文獻，擬

定本研究架構。如下圖 3-3：  

 

                                                        

                                           D              

                                                 

                                     D 

        C 

                                     D 

 

                                     

                                     

 

 

         

圖 3-3 研究架構圖三  

 

    研究架構圖 3-3 指出：路徑 C 和 D 分別為探討經變異數分析顯著之背

景變項（年齡）與真實我及理想我和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及個人意義型態

之預測力。  

 

背景變項：  

年齡  

真實我  

生理安全  

愛與歸屬   

自我實現  

 神聖經驗  

自我超越  
個人意義型態 

PMP 

個人目標 

關懷和諧 

上帝旨意 

超越個人 

自我接納 

親密關係  

理想我  

生理安全  

愛與歸屬  

自我實現  

神聖經驗  

自我超越  

生活目標 PIL 

生命意義 SONG 

立志未來  

失落迷惘  

追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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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的研究架構，茲將本研究所預測量的變項，分別如下：  

（一） 背景變項－基本屬性 

1. 本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包含任教年資、學歷、婚姻狀態、宗教、家庭經

濟等五個變項來探討。  

2. 性別方面分為：任教年資方面：分為（1）3 年以下（2）3 年以上。學

歷方面分為：（1）大專非幼保相關科系及以下（3）大專幼保相關科系

及以上（4）高中職幼保相關科系。婚姻狀態方面分為：（1）未婚（2）

已婚及其他。宗教信仰方面分為：（1）佛教（2）道教（3）基督宗教

（4）其他宗教。家庭經濟狀況方面分為（1）優及中上（2）小康（3）

中低收入。  

 

（二） 理論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文獻探討與回顧，本研究之重要理論設定為：  

1. 靈性我的多元自我概念（神聖經驗與自我超越）與生理我的多元自我概

念（生理安全）及心理我的多元自我概念（愛與歸屬、自我實現）有明確

的不同。  

2. 理想我相較於真實我與個人生命意義感之間有更高的關聯性。  

4. 靈性我之多元自我概念與個人生命意義感較之其它之多元自我概念成

份，有較高的相關性。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調查工具有：幼兒園教師多元自我概念量表、生活目標測驗

量表 PIL （Purpose in Life）、生命意義量表 SONG（The Seeking Of Noetic 

Goals Test；SONG：引字鄭書芳，民 87）、個人意義型態量表 PMP（Personal 

Meaning Profile）。  

 

一、   多元自我概念之測量型態  

本研究依據採用張利中、林志龍與洪栩隆（2001）根據 Higgin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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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The Selves Questionnaire」的概念設計量化的幼教老師身心狀況量表，

以測量受試者各個多元自我概念之間的差異程度。原量表設計主要內容共

分為「真實的自我」、及「理想的自我」等二大部分，並再予以區分為「生

理需求」、「心理需求」、「愛與歸屬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實現需求」

及「靈性我」等六個分量表，前五項分量表各有個項目，第六項分量表則

有 9 個項目，因此，六個項目總計共有 24 個項目。真實我與理想我共計

10 個分量表 48 題。經過因素分析之後在真實我與理想我部分分別得到「生

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實現」、「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等五個

分量表，各 23 個項目（見表 3-1、表 3-2、表 3-3 及表 3-4）。十個分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 值介於 .68 與 .91 之間，顯示多元自我概念量表其

信度與效度良好。詳細說明於下：  

本研究使用主因素分析，使用斜交轉軸法考驗多元自我概念量表—真

實我部分之信效度。多元自我概念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一共找出

五個因素（見表 3-1 及 3-2），分別命名為「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

我實現」、「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  

多元自我概念量表－真實我「神聖經驗」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  

數 α 值為 .78；「自我超越」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 值為 .89，顯示

其信度良好。  

本研究使用主因素分析，使用斜交轉軸法，考驗多元自我概念量表—

理想我部分之信效度。多元自我概念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一共找

出五個因素（見表 3-3 及 3-4），分別命名為「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

我實現」、「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  

多元自我概念量表－理想我「生理安全」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

數 α 值為 .78；「自我實現」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 值為 .80；「愛

與歸屬」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 值為 .84，顯示其信度良好。  

多元自我概念量表－理想我「神聖經驗」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 值為 .80；「自我超越」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 值為 .91，顯示其

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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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真實我之「生理安全」、「愛與歸屬」及「自我實現」之因素分析  

項    目  因   素  

 自我

實現  

愛與

歸屬  

生理

安全  

能夠勇於發揮潛能、提升自我。  .87   

能夠擁有一定的成就、品味，受到眾人的讚揚。 .83   

能夠完成工作，有優良的表現、受人尊重。  .79   

在工作上能夠感到勝任愉快，有成就感。  .76   

能夠肯定自我的選擇，朝著人生目標努力前進。 .51   

能夠自我接納與認同，不會因為他人的言語而受

打擊。  
.41   

能夠擁有可以聽我訴苦、抱怨的好朋友。   .77  

能夠擁有心意相通的朋友或伴侶。   .72  

日常生活中可以遠離暴力的威脅及傷害。   .57  

能夠獲得適當的關懷、傾聽與鼓勵。   .56  

能夠居住在一個品質、治安良好的居家環境。   .56  
為了有健康的身體，能夠固定地運動。    .75 
三餐飲食都能攝取均衡的營養。    .66 

能夠擁有適當的休閒娛樂，幫助抒解情緒壓力。   .53 

避免生活中的各種污染源與毒素，保持身體不受

危害。  
  .39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總和  5.02 1.38 1.07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變異數的% 33.43  9.19  7.15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累積% 33.43 42.62 49.77 

a. 完整量表請參閱附錄表一  

b. 空白處之樣式係數小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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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真實我之「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項目之因素分析  

項    目  因   素  

 神聖  

經驗  

自我  

超越  

能夠在參加宗教儀式的過程中獲得深層的心靈平

靜。  

.92 
 

能夠擁有神聖的宗教經驗，感受到神、佛的同在。  .84  

能夠經常放下自我，擁有與天、神合一的經驗。  .84  

能夠常常參加宗教上的靈修、禪坐活動。  .82  

能夠在平常的日子裡，總是覺得富足、感恩及喜樂。  .81 

與他人相處時能夠做到寬容、原諒、不計較。   .73 

能夠經常的反求諸己，明心見性。   .59 

能夠有足夠的時間沈澱心靈、閉靜與自我反思。   .55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總和  4.10 1.05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變異數的% 51.30 13.11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累積% 51.30 64.41 

a. 完整量表請參閱附錄表一  

b. 空白處之樣式係數小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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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理想我之「生理安全」、「愛與歸屬」及「自我實現」之因素分析  

項    目  因   素  

 生理

安全  

自我

實現  

愛與

歸屬  

避免生活中的各種污染源與毒素，保持身體不受

危害。  
.77   

日常生活中可以遠離暴力的威脅及傷害。  .75   

能夠擁有適當的休閒娛樂，幫助抒解情緒壓力。 .72   
三餐飲食都能攝取均衡的營養。  .68   
為了有健康的身體，能夠固定地運動。  .65   

能夠居住在一個品質、治安良好的居家環境。  .60   

能夠擁有一定的成就、品味，受到眾人的讚揚。  -.88  

能夠完成工作，有優良的表現、受人尊重。   -.80  

能夠勇於發揮潛能、提升自我。   -.77  

在工作上能夠感到勝任愉快，有成就感。   -.76  

能夠肯定自我的選擇，朝著人生目標努力前進。  -.58  

能夠自我接納與認同，不會因為他人的言語而受

打擊。  
 -.37  

能夠擁有可以聽我訴苦、抱怨的好朋友。    -.95 

能夠擁有心意相通的朋友或伴侶。    -.68 

能夠獲得適當的關懷、傾聽與鼓勵。    -.56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總和  6.89 1.16 .85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變異數的% 45.94  7.75 5.64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累積% 45.94 53.69 59.33 

a. 完整量表請參閱附錄表二  

b. 空白處之樣式係數小於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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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理想我之「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之因素分析  

項    目  因   素  

 神聖  

經驗  

自我  

超越  

能夠擁有神聖的宗教經驗，感受到神、佛的同在。  .94  

能夠經常放下自我，擁有與天、神合一的經驗。  .92  

能夠在參加宗教儀式的過程中獲得深層的心靈平

靜。  
.90  

能夠常常參加宗教上的靈修、禪坐活動。  .83  

能夠在平常的日子裡，總是覺得富足、感恩及喜樂。  .91 

與他人相處時能夠做到寬容、原諒、不計較。   .75 

能夠常常參與慈善或者是義務工作，發揮愛心。   .58 

能夠有足夠的時間沈澱心靈、閉靜與自我反思。  .31 .48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總和  4.29 1.15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變異數的% 53.63 14.43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累積% 53.63 68.06 

a. 完整量表請參閱附錄表二  

b. 空白處之樣式係數小於 .3 

 

二、 生活目標測驗量表PIL 

PIL（引自易之新，2003）。是 1964 年由心理學家克倫堡（James 

Crumbaugh）和馬侯立克（Leonard Maholick），出版測量生活目標的心理

測驗工具。內容包括二十個項目，以七分的等級來評分。每一項的「4 分」

代表「中庸」，「1 分」和「7 分」分別有不同的描述，加總後之總分可得出

一個整體生命意義感分數。「生活目標測驗」廣受歡迎，有五十篇以上關於

生活目標的碩士論文以之為重要的測量工具。這些項目表面的內容是處理

好幾個不同的概念如：1. 生命的意義（目的、使命）（第 3、4、7、8、11、

12、17、20 題）。2. 生活的滿足（生活是無聊、例行公事、興奮或痛苦）

（第 1、2、5、6、9、19 題）。3. 自由（第 13、14、18 題）。4. 死亡恐懼

（第 15 題）。5. 自殺的意圖（第 16 題）。6. 一生的價值感（第 1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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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命意義追尋量表SONG 

SONG 的測量是採用由 Crumbaugh 所發展出來的量表（引自鄭書芳，

民 87）。內容包括二十個項目，以五分的等級來評分。每一項的「3 分」代

表「不肯定」，「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和「5 分」代表「非常同意」來

測量人們渴望尋求生命意義與目的的情形，以總分高低來反應受測者尋求

生命意義動機的高低情形。  

    張利中（2004b）曾經運用這個量表，對台灣地區 195 位安寧病房護理

人員進行測試，結果發現此三個因素。因素一是「立志未來」，意味著個人

有求變的意願與需求，想要發現新的目標，且將時間指向未來、期許未來

個人將有很大的成就而與眾不同。因素二是「失落迷惘」，顯示個人是處於

一種漫無目標、目標失落並感到迷惑和困擾的狀態。因素三是「追尋意義」，

顯示個人對自我的生命意義有明確的目標得以追尋。  

以往對於安身立命量表的使用，大多以單一向度「尋找生命意義動機

高低」為測量的目標（鄭書芳，民 87），並以受測者的分數高低來顯示個

人追尋生命意義的動機高低。本研究則進一步的發現追尋生命意義的動機

可以是一個多向度的概念。  

本研究使用主因素分析，使用斜交轉軸法，考驗命意義量表之信效度。

生命意義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一共找出三個因素（見表 3-5），分

別命名為「失落迷惘」、「立志未來」及「意義追尋」。「失落迷惘」分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 值為 .74；「立志未來」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係數 α 值為 .81；「意義追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α 值為 .80，顯

示其信度良好與張利中（2004b）運用這個量表，對台灣地區 195 位安寧病

房護理人員進行測試結果發現之因素結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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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生命意義量表」之因素分析  

項    目  因   素  

 失落

迷惘  

立志

未來  

意義

追尋  

我覺得生活中缺乏值得去做的工作。  .68   

生命的奧秘使我感到迷惑或困擾。  .66   

有時我覺得我已發現到這一生所要尋求的是什

麼，但後來就消逝了。  
.65   

我覺得我缺乏同時有必要尋找生命中真正的意義

與目標。  
.61   

我覺得有個我無法言喻的東西，正從我生命中消

失。  
.56   

我嘗試新的活動或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但這些很

快便都不吸引我了。  
.56   

我常做白日夢，希望能找到我新的安身立命的地

方。  
.43   

我常求取變化。   .58  

每當我完成一個舊目標之前，就著手計畫另一個

新目標。  
 .51  

我覺得生命中最大成就，存在未來。   .50  

我知覺到能引導我人生的一個強而有力的人生目

的。  
  .66 

我的一生中，曾強烈渴望發現自我。。    .52 

我思考什麼是生命的終極意義？    .34 

我覺得我決心實現某個不尋常的夢想。    .32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總和  3.81 2.00 .55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變異數的% 22.44 11.80 3.24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累積% 22.44 34.24 37.48 

a. 完整量表請參閱附錄表四  

b. 空白處之樣式係數小於 .3 

 

四、   個人意義型態量表 PMP（Personal Meaning Profile）  

PMP 是 Wong（1989）依據內隱理論之分析結果所研究設計出來之個

人意義型態量表。本量表一共有五十七個項目，Wong（1989）經過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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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之後得到「個人目標」、「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我

接納」、「親密關係」及「超越苦難」等七個意義向度。個人意義型態量表，

以七分的等級來評分。每一項的「4 分」代表「中間值」，「1 分」代表「完

全沒有貢獻」和「7 分」代表「極有貢獻」，來測量人們對於「個人目標」、

「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係」及「超

越苦難」等七個意義向度之目標。  

 

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討幼兒園教師多元自我概念與生命意義之真實我／理想

我之落差概念之間的關係，問卷分析工具使用 SPSS12.0 統計軟體作為分析

工具。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假設、變項及考量分析工具本身的適用性後採

行下列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並驗證各項假設，各項假設驗證與統計方

法之運用，以下說明：  

 

一、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ysis）  

    本研究利用信度分析對幼兒園教師身心狀況量表予以分析。任何測驗

或量表信度係數如果在 .90 以上，表示測驗或量表信度甚佳（引自吳明隆，

2003）。  

二、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以因素分析對幼兒園教師在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實現、神聖經

驗與自我超越等項目在「理想的自我」及「真實的自我」，瞭解問卷的建構

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分析時先以主軸因素法（Principal Axis Factor 

Analysis）抽取因素，之後結果引用 Kaiser（引自林清山，2003）的觀點，

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並從中取得解釋的總變異量，同時以斜交轉軸

取得各因素的因素負荷量。  

 

三、  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百分比數據來描述受試樣本背景資料的分配狀況，並以

平均數和標準差及最大最小值來描述幼兒園教師在生理安全、愛與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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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等項目在「真實的自我」、「理想的自我」

的表現情形。以幼兒園教師在生活目標感、生命意義與個人意義型態之填

答分佈情形來描述之間的相關性。  

 

四、   t 考驗（t-test）分析  

     以 t 考驗來分析幼兒園教師之人口變項幼兒園教師教師在生理安

全、愛與歸屬、自我實現、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等項目在「理想的自我」

及「真實的自我」的不同情形。  

 

五、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用以瞭解幼兒園教師的教師之人口變項在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

實現、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等項目在「理想的自我」及「真實的自我」與

生命意義之間的相關性。  

 

六、  階層迴歸分析  

   以階層迴歸分析來檢驗幼兒園教師在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實現、

神聖經及自我超越等項目在「理想的自我」及「真實的自我」等因素來預

測生命意義。  

 

七、  典型相關  

以典型相關來檢驗幼兒園教師在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實現、神

聖經及自我超越等項目在「理想我」及「真實我」與生命意義的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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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基本屬性研究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幼兒園

教師之基本資料分析。第二節為多元自我概念及生活目標感、生命意義與

個人意義型態之描述統計分析。第三節為有關背景變項與真實我及理想我

之差異檢定分析。第四節為有關背景變項與生命意義之差異檢定分析。第

五節為有關背景變項及真實我、理想我與生命意義之階層迴歸分析。第六

節為個人意義型態與生命意義之典型相關分析與個人意義型態與生命意義

之典型相關分析。  

 

第一節  幼兒園教師之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發出問卷 290 份，扣除未回收部分之問卷 40 份，廢卷 3 份，實

際有效樣本為 247 份。受訪之幼兒園教師在年齡上得出受訪者之平均年齡

為 31 歲，標準差為 2.78 歲。顯示受訪者多為年輕族群。在進一步的分析

之中，研究將以年齡為一個主要的控制變項。研究對象基本變項分佈情形。

（見表 4-1）：  

研究對象在任教年資方面，任教年資 3 年以下者有 102 人（41.3%），

任教年資 3 年以上者有 145 人（58.7%），研究資料顯示任教年資達 3 年以

上者為大多數。  

研究對象在學歷方面，大專非幼保相關科系及以下者有 71 人

（28.7%），大專幼保相關科系及以上者有 176 人（71.3%），研究資料顯示

具專業大專學歷的幼兒園教師已達七成，顯示幼兒園教師學歷之提升已是

不爭之事實，各技術學院廣設幼保系確已達到提升幼托品質之實質目的，

此一現象是各界廣為樂見的。  

研究對象在婚姻狀況方面，未婚者有 143 人（57.9%），已婚及其他者

有 104（42.1%），研究資料顯示幼兒園教師仍是以未婚之女性為大多數，

幼兒園教師工作繁重，除須具有高度的愛心、耐心之外仍須具備較好的體

力，而已婚之女性在有家庭羈絆之下想要在幼教職場上扮演幼兒園教師之

角色，相對會更加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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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之分布情形（n=247）  

變項名稱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任教年資  
3 年以下  

3 年以上  

102 

145 

41.3 

58.7 

學歷  
大專非幼保相關科系及以下  

大專幼保相關科系及以上  

71 

176 

28.7 

71.3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及其他  

143 

104 

57.9 

42.1 

宗教信仰  

佛教  

道教  

基督宗教  

其他  

81 

58 

13 

95 

32.8 

23.5 

5.3 

38.5 

家庭經濟  

中低收入  

小康  

優及中上  

33 

198 

16 

13.4 

80.2 

6.4 

 

研究對象在宗教信仰方面，信仰佛教者有 81 人（32.8%），信仰道教

者有 58 人（23.5%），較為多數的人均將民間信仰當成道教來作為答題之

標準（王見川，2001）。因此，在本研究當中研究者將道教歸納於一般的民

間信仰，因為一般的台灣民眾對於道教並無清楚之概念。信仰基督宗教者

有 13 人（5.3%），信仰其他宗教及無宗教信仰者有 95 人（38.5%）。由上

述資料顯示信仰佛教、道教人數比率與信仰其他宗教及無宗教信仰者共佔

94.7%。此結果與某些部份與瞿海源（2006，p. 32-34）所做台灣地區社會

變遷基本調查的結果相似，在台灣地區人民，信仰基督宗教的人數比例，

大約在 5.2%，與本研究所占之比例非常接近。  

研究對象在家庭經濟方面，家庭經濟優及中上者有 16 人（6.4%），家

庭經濟小康者有 198 人（80.2%），家庭經濟中、低收入者有 33 人（13.4%）。 

 

第二節   多元自我概念及生命意義與個人意義型態之描述統計  

一、 多元自我概念之各式需求描述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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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師在多元自我概念分數之填答分佈情形（見表 4-2）內容分述

如下：幼兒園教師自我概念量表：本量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為「真實

我」，第二部分為「理想我」。各分為「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實

現」、「神聖經驗」與「自我超越」等五個項目，各有 23 題，共計有 46 題，

均為 5 點量表。  

 

表 4-2 多元自我概念之描述統計值（n=247）  

量表名稱  題數  分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真實我  23 1~5 

生理安全  6 1~5 1.5 9.00 3.54 .87 

愛與歸屬  3 1~5 1.67 9.00 4.18 .92 

自我實現  6 1~5 1.00 9.00 3.68 .91 

神聖經驗  4 1~5 1.00 9.00 2.46 1.34 

自我超越  4 1~5 1.5 9.00 3.58 .99 

理想我  23 1~5     

生理安全  6 1~5 3.00 9.00 4.64 .70 

愛與歸屬  3 1~5 3.00 9.00 4.73 .71 

自我實現  6 1~5 3.00 9.00 4.54 .75 

神聖經驗  4 1~5 1.00 9.00 3.43 1.19 

自我超越  4 1~5 2.00 9.00 4.31 .85 

 

依據表 4-2 之研究資料顯示：  

1. 真實我的部分（實際狀態）：  

平均數依序排列最高為愛與歸屬（M＝4.18；SD＝ .92），次之為自我實

現（M＝3.68；SD＝ .91），第三為自我超越（M＝3.58；SD＝ .99），第四為

生理安全（M＝3.54；SD＝ .87），最低為神聖經驗（M＝2.46；SD＝1.34）。

由此可見受訪之幼兒園教師在真實我的部分（實際狀態），在神聖經驗上的

獲得情形為最低，生理安全上的獲得情形為次低，而在愛與歸屬上的獲得

情形為最優。  

發展心理學者 Eriskson 之心理社會理論提到，人的一生當中，性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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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因素不斷的交互影響，因此他將人的心理社會發展區分為八個階段，

而成年初期的心理發展階段即為「愛」，在此一階段發展良好之個體則易與

人發展親密關係，反之，在此階段未發展良好個體則易產生孤立感之危機，

由上述理論可得知研究對象之愛與歸屬上的獲得情形為最優此乃受訪園所

幼兒之福，因為研究資料顯示受訪之幼兒園教師應為易與他人發展親密關

係之個體，亦即是對人充滿愛與關懷的老師。  

馬斯洛早期提出五大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需求、自

尊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而在晚年提出了六大需求增添了靈性需求。馬斯

洛曾說：「我們在洞察自身最深層的天性時，亦即在洞察一般的人生。」(莊

耀嘉譯，2004，p.11）也就是人必須清楚自己所追尋的目標，並肯定其目

標之重要性，可見靈性需求在受訪之專業幼兒園教師是不足的情形，資料

顯示它的狀況是最低的。因此，個人如果要持續不斷的成長就必須堅持洞

察自身的需求及不足並積極的尋求滿足。  

 

2. 理想我的部分（願景、理想）：  

平均數依序排列最高為愛與歸屬（M＝4.73；SD＝ .71），次之為生理安

全（M＝4.64；SD＝ .70），第三為自我實現（M＝4.54；SD＝ .75），第四為

自我超越（M＝4.31；SD＝ .85），最低為神聖經驗（M＝3.43；SD＝1.19）。

由此可見受訪之幼兒園教師在理想我的部分（願景、理想），神聖經驗上的

獲得情形最低，自我超越上的獲得情形次低，而在愛與歸屬上的獲得情形

最為滿足。本研究用神聖經驗及自我超越兩個指標來代表靈性需求，這兩

個指標在本研究我們的受訪者的平均數資料顯示均敬陪末座，可見靈性需

求在受訪之專業幼兒園教師是相當不足的情形，它的狀況是最低的。工業

革命固然為人類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資產，但人類的心靈生活卻也逐漸被物

質所主宰，人心常隨著景氣及股票指數起伏，物質文明真的讓我們的生活

更富足嗎？此一問題恐怕沒有必然的標準答案；我們常聽到在社會上有不

少清苦過日，但卻把終生積蓄捐助慈善事業，或者辦圖書館，這些人或許

外人以為他們很愚蠢，但是他們所做的事卻是充分展現了生命的價值，真

正讓人心靈富足的理由，絕對不是因為物質的因素，而是心靈的財富，唯

有心靈上的滿足，人生才能達到真正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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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馬斯洛說：「人類生活唯有當其最高理想被顧及時，才有可能  

獲得瞭解。成長、自我實現、邁向健康的奮鬥、追尋獨特自我、對完美的  

渴望，及其他個體向上發展的方式，現在都必須視為人類普遍的傾向。」  

 (莊耀嘉譯，2004，p.30）此一資料可供所有幼兒園之園所長在經營管理  

方面可供參酌，如何將馬斯洛之需求動機理論再做個人之提升達到靈性我  

（大我）之滿足。在宗教信仰方面可以多多鼓勵幼兒園教師參與宗教活動，

或多加入義工團體從事義工服務，使其得到精神上之鼓勵及肯定。  

 

二、生活目標感、生命意義與個人意義型態之描述統計分析  

幼兒園教師在生活目標感、生命意義與個人意義型態之填答分佈情形

（見表 4-3）內容分述如下：本量表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為「生活目

標感」題目共有 20 題，為 7 點量表。第二部份為「生命意義」，題目共分

為「立志未來」、「失落迷惘」及「意義追尋」三項目各有 4 題、7 題及 9

題，總計共有 20 題，為 5 點量表。第三部份為「個人意義型態」題目共分

為「個人目標」、「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

密關係」及「超越苦難」七項目各有 15 題、10 題、8 題、8 題、9 題、5

題及 2 題，總計共有 57 題，為 7 點量表。  

依據表 4-3 之研究資料顯示， 本研究在生命意義感分量表方面的平均

數最高為「立志未來」（M＝3.81；SD＝ .84），次高為「追尋意義」（M＝

3.57；SD＝ .80），最低為「失落迷惘」（M＝2.95；SD＝ .93）。顯示幼兒園

教師在「失落迷惘」平均分數為最低，而立志未來最高。由此可見會從事

幼兒園教師對自己的工作意義均存在著一份自我使命感，對未來懷抱著理

想，對自己的人生是希冀著高度的意義。對自己的人生懷抱著高度的意義

感，表示幼兒園教師的人生態度是積極、正向，且具有高度的熱忱，此一

要素在其他各行各業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幼教領域更顯示其重要性，

因為幼兒園教師工作場域接觸的多為幼兒，因此生活節奏較為緩慢，在面

對節奏快速的現代社會，或多或少會有適應上的困擾，如何調整自己以正

確的心態去面對工作場域所得到的成就則是相當的重要，唯有自己真誠面

對自己的使命，才能說服自己繼續從事此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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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生活目標感、生命意義與個人意義型態之描述統計值（n=247）  

量表名稱  題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活目標  20 23.00 90.00 54.91 10.33 

生命意義  20     

立志未來  4 2.00 9.00 3.81 .84 

失落迷惘  7 1.43 9.00 2.95 .93 

追尋意義  9 1.60 9.00 3.57 .80 

個人意義型態  57     

個人目標  15 3.47 9.60 6.67 .88 

關懷和諧  10 1.00 8.10 5.58 .92 

上帝旨意  8 1.25 7.88 4.33 1.15 

超越個人  8 1.00 8.43 5.29 1.00 

自我接納  9 3.00 8.40 5.46 .96 

親密關係  5 2.80 8.00 5.50 .94 

超越苦難  2 1.00 8.00 5.44 1.07 

 

在各種意義類別上，研究對象之幼兒園教師的平均數依序排列為「個  

人目標感」為最高（M＝6.67；SD＝ .88），「關懷和諧」次之（M＝5.58；

SD＝ .92），「親密關係」再次之（M＝5.50；SD＝ .94），「自我接納」為第

四（M＝5.46；SD＝ .96），「超越苦難」為第五（M＝5.44；SD＝1.07），「超

越個人」為第六（M＝5.29；SD＝1.00），「上帝旨意」為最低（M＝4.33；

SD＝1.15）。研究顯示幼兒園教師在「超越個人」平均分數較「個人目標」

低。由此得出幼兒園教師在超越個人的部份有著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

覺得自己有很多的理想及抱負，但是礙於自我的設限卻無法達到超越個人

的境界。本次問卷族群之幼兒園教師其宗教信仰多為佛教（n＝81）及道教

（n＝58），基督宗教僅佔（n＝13），所佔人數極少，因此在「上帝旨意」

項目上所顯示之數據有失其客觀性。在此不適做任何分析，此項目有賴後

續研究者加以研究探討。  

    Wong（1989）的研究當中顯示個人的意義也視個人的特質而定，如：

創造力、做事有彈性、適應力強、聰明、好追根究底及有責任感。這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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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發現了，意義的追尋不是視「一個人想什麼或做什麼」而定，而是視「那

個人是誰」而定。換句話說，整體大部分的總和——人大於他們的信仰、

生活目標或個人計畫。即使如此，這些對有意義的生活來說是重要的先決

條件，對人格的構成也是相當的重要。如果一個人的心封閉、自我中心、

剛愎自用以及沒責任感，那他們就無法發現意義。另一方面，如果個體好

奇心強烈願意努力去幫助別人，而且內心對新經驗存著開放的胸襟，則比

較有可能發現生命中的意義。由此可知，如何建構一個人的核心價值便成

為首要之務，當「個人目標」確立的同時，便已架構其個人之「生命意義」

及個人存在價值之所在，相對的亦悄悄的在個人的心中種下精神層面「靈

性我」之種苗。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幼兒園教師多元自我概念之統計分析  

 

一、 年資與多元自我概念之統計分析 

本節針對為瞭解不同基本變項（任教年資、學歷、婚姻狀況、宗教信

仰、家庭經濟）在多元自我概念之情形，以獨立變項 t 檢定、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依據表 4-4 之研究資料顯示，服務年資超過 3 年以上之幼教老師在真

實我部分的「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方面比服務年資 3 年以下者有著

較高的差異（ρ< .05）。在理想我部分的「自我超越」服務年資超過 3 年以

上之幼教老師比服務年資 3 年以下者有著較高的差異（ρ< .01）。  

由研究資料顯示，在真實我部分之「自我實現」項目上服務 3 年以上

者（M＝3.78，SD＝1.00）高於服務 3 年以下者（M＝3.53，SD＝ .76）；在

「自我超越」項目上服務 3 年以上者（M＝3.69，SD＝1.06）高於服務 3

年以下者（M＝3.43，SD＝ .85）。在理想我部分上「自我超越」項目上服

務 3 年以上者（M＝4.43，SD＝ .87）高於服務 3 年以下者（M＝4.14，SD

＝ .80）。由此可得知，服務 3 年以上之幼兒園教師因為工作努力對自我本

身理念的實現有較高的實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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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年資與多元自我概念之統計分析  

變項  
1.  3 年以下  

（n=102）M/SD 

2.  3 年以上  

（n=145）M/SD 
t 

真實我     

生理安全  3.45   .73 3.61   .95 1.40 

愛與歸屬  4.12   .82 4.22   .99 .83 

自我實現  3.53   .76 3.78   1.00 2.17* 

神聖經驗  2.41   1.33 2.49   1.35 .49 

自我超越  3.43   .85 3.69   1.06 2.05* 

理想我     

生理安全  4.54   .61 4.71   .75 1.93 

愛與歸屬  4.67   .63 4.77   .77 1.03 

自我實現  4.44   .67 4.62   .79 1.85 

神聖經驗  3.29   1.19 3.53   1.18 1.58 

自我超越  4.14   .80 4.43   .87 2.67** 

*ρ< .05     **ρ< .01    

 

依據表 4-5 之研究資料顯示，大專非幼保相關科系及以下之幼兒園教

師在真實我部分上的「神聖經驗」項目並無顯著的差異，大專幼保相關科

系及以上之幼兒園教師在理想我部分上的「愛與歸屬」項目並無顯著的差

異。  

Rollo May曾提及「愛慾乃是促使我們與自身所歸屬者結為一體的驅

力—，我們自身的可能性結合與我們生命世界中的重要他人結合，而正是

透過與他們的關係，我們才能發現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彭仁郁譯，2001，

p.94）。Rollo May 將愛分成性愛、愛慾、友愛與無私的愛，完整的愛應包

括上述四者，愛慾要成功不能只在於滿足「個人需求」，而是必須提升至願

意為他人慷慨的奉獻自己的無私之愛，如此之愛才能長久，也才能創造人

類之美德並尋求人生意義之真諦。由此可得知，教育程度越高者其愛與歸

屬感有需求卻相對未能實踐／實現之情形更為強烈，在理想上清楚知道自

己的需求可是在真實生活方面卻無法達到符合自己的理想狀態。由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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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達，國內的生活文化明顯受西方物質慾望的影響。  

 

二、學歷與多元自我概念之統計分析  

既使我們知道教育可以為我們帶來明確的決斷、行動和抉擇的能力，

並且教導我們知道該做什麼？應當做什麼？但面對大環境整體追求物化的

氛圍下，人不免為其氛圍所影響。因此，如何建構幼教老師「別人的快樂

就是他們的快樂。」，「從別人的快樂，自己也會得到私己的快樂，而這種

獲得卻是一種無私的表現」。例如：當「愛」存在時，另一人的快樂也會使

自己得到一樣的快樂。誠如孔子所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此時人已可將他人視為一體，成全他人而實踐自己。如此，以此

一方向去贏造一個具有愛與歸屬感的環境？讓幼兒園教師適當表達需求並

瞭解如何尋求且達到滿足？如何讓幼兒園教師能由朋友、同事、家人的互  

 

表 4-5 學歷與多元自我概念之統計分析  

變項  

1. 大專非幼保相關科系  

及以下（n=71）  

M/SD 

2. 大專幼保相關科系  

   及以上（n=176）  

M/SD 

 

t 

真實我     

生理安全  3.57   .85 3.53   .88 .28 

愛與歸屬  4.25   .95 4.15   .92 .80 

自我實現  3.75   .92 3.65   .91 .79 

神聖經驗  2.63   1.41 2.39   1.31 1.30 

自我超越  3.65   1.01 3.56   .98 .71 

理想我     

生理安全  4.63   .68 4.64   .71 .18 

愛與歸屬  4.63   .74 4.76   .70 1.33 

自我實現  4.52   .73 4.55   .76 .25 

神聖經驗  3.41   1.20 3.44   1.18 .57 

自我超越  4.38   .84 4.28   .86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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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上得到被人接納、愛護、關注、鼓勵及支持？此部分則可供各園所長在

經營與管理上可著重考量的項目。  

 

三、婚姻狀況與多元自我概念之統計分析  

依據表 4-6 之研究資料顯示，幼兒園教師在「婚姻狀況」上，在自我

實現項目上已婚及其他之幼兒園教師真實我部分的「自我實現」項目尚未

婚者有著較高的差異（ρ< .05）。  

 

表 4-6 婚姻狀況與多元自我概念之統計分析  

變項  

1. 未婚  

（n=143）  

M/SD 

2. 已婚及其他  

（n=104）  

M/SD 

t 

真實我     

生理安全  3.53   .96 3.56   .73 .20 

愛與歸屬  4.17   .98 4.19   .85 .14 

自我實現  3.57   1.00 3.83   .77 2.21* 

神聖經驗  2.40   1.46 2.54   1.16 .76 

自我超越  3.51   1.07 3.69   .86 1.40 

理想我     

生理安全  4.63   .77 4.65   .61 .21 

愛與歸屬  4.74   .78 4.71   .60 .38 

自我實現  4.52   .82 4.57   .64 .50 

神聖經驗  3.43   1.28 3.44   1.04 .04 

自我超越  4.28   .93 4.36   .73 .74 

*ρ< .05      

 

由研究資料顯示，在真實我部分之「自我實現」項目上已婚及其他者

的（M＝3.83，SD＝ .77），未婚者的（M＝3.57，SD＝1.00），由此可見已

婚及其他者比未婚者更能實現自我，因為幼兒園教師多為女性，且工作內

容及性質單純，工作時間規律，因此可能較可以營造出良好的婚姻生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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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以創造甜蜜的家庭互動氛圍，更能讓女性達到實現自我之境界，並且

達到自我之滿足。  

 

四、神聖經驗與多元自我概念之變異數分析  

依據表 4-7 之研究資料顯示，神聖經驗在真實我部分分量表項目上分

別為「愛與歸屬」（ρ< .05）與「神聖經驗」（ρ< .001）。  

 

表 4-7 宗教信仰與多元自我概念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1.  

佛教  

（n=81）  

M/SD 

2.  

道教  

（n=58）  

M/SD 

3.  

基督宗教  

（n=13）  

M/SD 

4.  

其他  

（n=95）  

M/SD 

F 

真實我       

生理安全  3.66   1.02 3.67   1.13 3.40   .42 3.39   .49 2.09 

愛與歸屬  4.35   .94 4.32   1.05 3.90   .98 3.99   .77 3.25*a 

自我實現  3.78   1.01 3.79   1.15 3.69   .58 3.51   .66 1.62 

神聖經驗  2.79   1.45 2.38   1.49 3.67   .82 2.06   1.01 8.79*** a

自我超越  3.73   1.06 3.63   1.24 3.71   .66 3.41   .74 1.67 

理想我       

生理安全  4.71   .81 4.74   .89 4.56   .31 4.52   .46 1.66 

愛與歸屬  4.80   .79 4.82   .90 4.64   .48 4.62   .51 1.34 

自我實現  4.57   .86 4.60   .99 4.53   .48 4.48   .46 .37 

神聖經驗  3.54   1.26 3.42   1.33 4.02   .86 3.27   1.04 1.88 

自我超越  4.40   .93 4.37   1.07 4.54   .49 4.16   .64 1.68 

*ρ< .05      ***ρ< .001 

a:ns b:1＞4，3＞2，3＞4 

 

由上述資料顯示，在真實我「神聖經驗」項目上基督宗教信仰者的（M

＝3.67，SD＝ .82）高於佛教信仰者（M＝2.79，SD＝1.45），佛教信仰者又

高於道教信仰者的（M＝2.38，SD＝1.49），而道教信仰者的又高於其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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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信仰者（M＝2.06，SD＝1.01）。周雪惠（1989）強調宗教可以解除生

活所產生的困惑、憂慮與挫折，並藉著對神崇拜的行為，穩定個人不安的

情緒，發揮宗教行為撫慰人心的功能。李震（1993）更認為宗教信仰可以

抗拒邪惡、使人謙虛、心中有愛、勇於認錯、有安全感。Wolf（1998）認

為宗教信仰與制度能讓我們瞭解到利他的意義與結果，因而使我們在日常

生活中自然的表現出利他行為。多數研究者發現，宗教信仰與生命意義有

顯著相關性，如尹美琪（1988）、何郁玲（1999）以量表調查方式，針對《大

專生、中小學教師的相關研究》，發現具有宗教信仰者比無宗教信仰者更肯

定生命的意義。宗教信仰越虔誠，社會資源越多、生活改變事件越少，生

命意義感也較高。由此可得知，宗教態度高的較具生命意義，再則宗教也

是提昇個人對生命認知、訂定生命目標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幼教老師

在神聖經驗方面的需求是相當強烈的，藉由宗教的神聖經驗之力量化阻力

為動力，更藉由此力量以作為延續自己工作之動能。  

由於各類宗教教義之不同，我們不難發現宗教教義引領個人的不只是

個人之信念，甚而影響個人的態度、個人之行為，最終影響個人其追求之

目標，呂大吉引用岸本英夫（1961）對宗教的定義：「宗教是一套終極問題

解決的工具。」（呂大吉，1993，p.75）另外殷格（Yinger, 1970）也認為

宗教是：「一群人藉以與人生終極問題掙扎的一套信仰和行動體系，這個體

系代表他們拒絕向死亡投降、面對挫折時拒絕罷休、以及拒絕讓敵意拆散

他們的結合。」，以下研究者就本研究之對象所信仰之宗教教義做下列之分

析。  

基督宗教的核心教義：「侍奉上帝」。「天主何其偉大，我們不能理解。」

（約 36：26），上帝就是終極真理，真理能吸引人類達至終極滿足，想見

天主；在天主的國得永生生命。因此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是相當重要的。

信徒們信仰在世的生活態度，並且一切事物均以上帝為第一要務。因此，

基督宗教講求的是：神愛世人、一切以上帝為最高準則。  

    佛教的核心教義：「成佛」。傅偉勳（1997：12）指出：「佛教信徒只要

日日獻身於此願，必能修成佛的願旨。」佛教的終極目標就是成佛，菩薩

形式一條路徑，而成佛是佛教信徒的核心價值。因此，佛教講求的是「自

我修行」，與基督宗教的核心價值相異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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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為多數的人均將民間信仰當成道教來作為答題之標準（王見川，

2001）。因此，在本研究當中研究者將道教歸納於一般的民間信仰，因為一

般的台灣民眾對於道教並無清楚之概念。依據董芳苑（2001）、鄔昆如（1999）

民間信仰的核心教義：「比較偏重於關心個人或家庭現世幸福的追尋。」在

信仰態度上的表現通常是：「我奉獻你賜福」，追求的是「當下」、「立即」

現世的回報。  

換言之，由上述的理論中我們可以清楚所見，不同的宗教信仰因其教

義之不同對個人的生命意義、目標追尋亦有不同之展現方式，這也相對的

建構了一個人的價值信念核心之所在，此與本研究在真實我「神聖經驗」

項目上基督宗教的得分高於佛教，佛教的得分又高於道教之研究結果相

同。基督宗教教徒在「愛與歸屬」落差的得分上小於佛教與道教，但在「宗

教信仰」落差的分數上高於其他三組，但由於人數太少（n＝13），並不適

合進行推論，有待未來研究之進一步探討。  

 

五、家庭經濟與多元自我概念之變異數分析  

依據表 4-8 之研究資料顯示，家庭經濟在「真實我」部分上的「生理

安全」與「自我實現」之分量表項目有顯著的差異。由上述資料顯示，幼

兒園教師在真實我部分之「生理安全」項目上優及中上家庭者（M＝4.00；

SD＝1.43）顯著高於中低收入家庭者（M＝3.71；SD＝1.11）及小康家庭

者（M＝3.48；SD＝ .75）；在「自我實現」項目上優及中上家庭者（M＝

4.25；SD＝1.38）顯著高於中低收入家庭者（M＝3.74；SD＝1.10）及小康

家庭者（M＝3.62；SD＝ .82）。  

自我實現為接納且表露個體的內在核心或自我，亦即實現個體的潛能

及秉賦，充分發揮自己的功能並善盡自己獨特的性格。由自我實現理論讓

個人瞭解未來並如何以理想、希望、責任、計畫、目標、未實現的潛能、

使命等形式，存在於現在的個體身上。沒有未來的生命，是無望且空虛的。

人為實現自我而奮鬥，不僅是人格成熟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也使個人的

行為具有統整性。藉由對重要工作的全心投入而達到自我實現的行為，是

抵達人類幸福的唯一道路，此一道路與直接尋求幸福是不一樣的；這裡呈

現的幸福是一種附帶現象，不需要刻意去追尋而是良好德行的一份間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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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家庭經濟與多元自我概念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1. 優及中上  

（n=16）  

M/SD 

2. 小康  

（n=198）  

M/SD 

3. 中低收入  

（n=33）  

M/SD 

F 

真實我      

生理安全  4.00   1.43 3.48   .75 3.71   1.11 3.46*a 

愛與歸屬  4.71   1.24 4.15   .84 4.09   1.14 2.91 

自我實現  4.25   1.38 3.62   .82 3.74   1.10 3.67* b 

神聖經驗  2.66   2.18 2.37   1.20 2.88   1.57 2.21 

自我超越  3.88   1.49 3.56   .88 3.61   1.28 .79 

理想我      

生理安全  4.91   1.15 4.60   .63 4.73   .85 1.68 

愛與歸屬  4.96   1.17 4.70   .63 4.77   .88 1.00 

自我實現  4.78   1.20 4.49   .67 4.71   .89 2.07 

神聖經驗  3.56   1.82 3.36   1.10 3.83   1.27 2.42 

自我超越  4.41   1.36 4.28   .78 4.48   .95 .90 

*ρ＜ .05     a:ns  b:1>2 

 

賞（禮物）。馬斯洛認為：「自我實現者均獻身於某種使命或熱愛的工作，

有人獻身於法律、有人獻身於真或美的追求。總而言之，他們均獻身於追

求我所謂的存在價值。」這些價值是存在的終極價值，而非弗洛依德所說

的基本動機（性或攻擊）的手段。因此存在價值所代表的是存在狀態，而

非變化狀態（莊耀嘉譯，2004，p.94）。這個理論是非常符合中國的道教思

想──因為可以傾聽內心真正的聲音，如此人便會積極地掌控自己的命

運，自己能認清被命定的工作，加以完成實踐，這是一種自愛、接納自我

本質（真實我）的展現。由此可見家庭收入多寡足以決定是否滿足個人生

理需求及對自我理想之實現，因此，財富之多寡者足以決定是否具有安全

感及個人人身之保障，但是財富雖然重要但卻不足以代表一切，因為在第

二順位的排序上卻是中低收入家庭者，由此可得知努力追求富足的人生遠

比擁有財富更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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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幼兒園教師在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

差異之統計分析  

本節針對為瞭解不同基本變項（任教年資、學歷、婚姻狀況、宗教信

仰、家庭經濟）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之差異情形，以獨

立變項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一、任教年資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差異之統計分析  

依據表 4-9 之研究資料顯示，在「生活目標」部分上（ρ< .05)，任教

年資 3 年以上者（M＝56.06；SD＝10.84），任教年資 3 年以下者（M＝53.27；

SD＝9.37）；在「生命意義」部分上的「失落迷惘」項目上（ρ< .01)任教年

資 3 年以上者（M＝2.82；SD＝ .86），任教年資 3 年以下者（M＝3.15；SD

＝1.01）。由此可得知任教年資越久者越清楚知道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目標價  

 

表 4-9 任教年資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差異之統計分析  

變項  
1. 三年以下  

（n=102）M/SD 

2. 三年以上  

（n=145）M/SD 
t 

生活目標  53.27   9.37 56.06   10.84 2.10* 

生命意義     

立志未來  3.89   .89 3.75   .79 1.29 

失落迷惘  3.15   1.01 2.82   .86 2.73** 

追尋意義  3.65   .92 3.51   .70 1.40 

個人意義型態     

個人目標  6.62   .95 6.70   .82 .79 

關懷和諧  5.60   .97 5.57   .89 .26 

上帝旨意  4.29   1.21 4.36   1.11 .46 

超越個人  5.20   1.04 5.35   .98 1.15 

自我接納  5.40   1.00 5.50   .94 .82 

親密關係  5.47   1.08 5.51   .84 .35 

超越苦難  5.42   1.18 5.46   1.00 .28 

*ρ< .05   **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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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所在，也較不會有失落感，並且瞭解自己並非庸庸碌碌的為誰工作為

誰忙，亦非只是為了工作而工作，反而是在工作上得到了自我之肯定。  

 

二、教育程度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差異之統計分析  

依據表 4-10 之研究資料顯示，教育程度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

意義型態均無顯著性之差異，由此可得知生命意義之追尋與教育程度無

關。換句話說，一個人的信仰、生活目標或個人計畫，不會因為教育程度

的高、低而有所差異，生命意義的價值是建構在個人主體之上。  

 

表 4-10 教育程度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差異之統計分析  

變項  

1. 大專非幼保相關

科系及以下  

（n=71）M/SD 

2. 大專幼保相關科

系及以上  

（n=176）M/SD 

 

t 

生活目標  56.39   12.51 54.31   9.28 1.44 

生命意義     

立志未來  3.82   .92 3.80   .81 .15 

失落迷惘  2.91   .95 2.97   .93 .46 

追尋意義  3.57   .85 3.56   .78 .03 

個人意義型態     

個人目標  6.73   .93 6.64   .85 .72 

關懷和諧  5.59   .87 5.58   .94 .13 

上帝旨意  4.43   1.24 4.29   1.11 .86 

超越個人  5.40   .98 5.25   1.01 1.05 

自我接納  5.50   .99 5.44   .95 .43 

親密關係  5.52   .96 5.48   .94 .30 

超越苦難  5.37   1.20 5.47   1.02 .61 

 

 

三、婚姻狀態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差異之統計分析  

依據表 4-11 之研究資料顯示，在「生活目標」部分上（ρ< .01)，「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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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狀態」項目上已婚及其他者（M＝57.26；SD＝10.13），未婚者者（M＝

53.20；SD＝10.18）；在「生命意義」部分上的「失落迷惘」項目上（ρ< .05) 

已婚及其他者（M＝2.79；SD＝ .87），未婚者者（M＝3.07；SD＝ .97）；由

此可得知第一組較具有失落感，第二組較具有意義感；已婚及其他者因為

具有實現自我的能力，對自己的將來有較高的期許及規劃，因此，可以依

循自己的興趣及理想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人生。  

 

表 4-11 婚姻狀態與之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差異之統計分析  

變項  

1. 未婚  

（n=143）  

M/SD 

2. 已婚及其他  

（n=104）  

M/SD 

t 

生活目標  53.20   10.18 57.26   10.13 3.10** 

生命意義     

立志未來  3.82   .85 3.79   .83 .27 

失落迷惘  3.07   .97 2.79   .87 2.37* 

追尋意義  3.58   .83 3.54   .75 .43 

個人意義型態    

個人目標  6.60   .91 6.75   .82 1.33 

關懷和諧  5.59   .95 5.57   .87 .12 

上帝旨意  4.31   1.20 4.36   1.08 .33 

超越個人  5.22   1.06 5.39   .91 1.37 

自我接納  5.44   1.00 5.49   .91 .45 

親密關係  5.40   1.00 5.62   .84 1.77 

超越苦難  5.45   1.09 5.42   1.05 .26 

*ρ< .05     **ρ< .01     

 

四、宗教信仰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之變異數分析  

依據表 4-12 之研究資料顯示，在「生命意義」部分上的「追尋意義」

項目上宗教類別之間存在有顯著的差異（F＝2.78；ρ< .05)，事後檢定並未

發現組別的差異。在「上帝旨意」項目上，宗教類別存有顯著差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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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ρ< .001），其中以基督宗教的得分最高（M＝5.60；SD＝1.02），事

後檢定發現其顯著的高於其他三組，原因應為伺奉上帝原本就是基督宗教

的核心本質有關。  

 

表 4-12 宗教信仰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1.  

佛教  

（n=81）  

M/SD 

2.  

道教  

（n=58）  

M/SD 

3.  

基督宗教  

（n=13）  

M/SD 

4.  

其他  

（n=95）  

M/SD 

F 

生活目標  55.96  11.08 53.76  8.32 58.92  15.50 54.16   9.88 1.35 

生命意義       

立志未來  3.87   1.02 3.72   .61 3.73   .79 3.82   .79 .44 

失落迷惘  2.96   1.14 2.91   .66 2.96   .66 2.98   .92 .07 

追尋意義  3.74   .97 3.36   .51 3.48   .83 3.56   .76 2.78* 

個人意義       

個人目標  6.78   .88 6.52   .75 6.94   .64 6.63   .96 1.47 

關懷和諧  5.70   .87 5.44   .84 5.69   .64 5.55   1.03 1.04 

上帝旨意  4.54   1.07 4.09  1.00 5.60   1.02 4.13   1.18 8.68*** 

超越個人  5.44   .99 5.09   .93 5.49   .75 5.26   1.07 1.58 

自我接納  5.52   .98 5.34   .93 5.83   .80 5.43   .99 1.08 

親密關係  5.57   .92 5.41   .86 5.60   .58 5.47   1.05 .38 

超越苦難  5.49   1.18 5.41  1.01 5.65   1.16 5.39   1.02 .31 

*ρ< .05    ***ρ< .001  a: Scheffe’s 1＞2  b: Scheffe’s 3＞1，3＞2，3＞4 

 

五、 家庭經濟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之變異數分析  

依據表 4-13 之研究資料顯示，家庭經濟與生命意義無關。但是「家庭

經濟」卻與個人意義的「上帝旨意」項目有相當顯著的相關（F＝2.56；

ρ< .05），尤其是以中、低收入家庭的得分最高（M＝4.67；SD＝1.07），事

後檢定發現其顯著的高於其他二組，原因應為中、低收入家庭對自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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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家庭經濟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1. 優及中上  

（n=16）  

M/SD 

2. 小康  

（n=198）  

M/SD 

3. 中低收入  

（n=33）  

M/SD 

F 

生活目標  60.38   13.07 54.37   9.62 55.48   12.42 2.59 

生命意義      

立志未來  3.88   .49 3.79   .90 3.87   .51 .18 

失落迷惘  2.71   .79 2.97   .98 2.98   .66 .61 

追尋意義  3.64   .43 3.57   .86 3.48   .56 .24 

個人意義      

個人目標  6.75   .73 6.65   .90 6.71   .81 .15 

關懷和諧  5.66   .83 5.57   .95 5.63   .77 .12 

上帝旨意  3.95   1.15 4.30   1.15 4.69   1.07 2.56* 

超越個人  5.37   .86 5.29   1.03 5.23   .93 .098 

自我接納  5.60   .90 5.44   .97 5.52   1.00 .284 

親密關係  5.44   .88 5.51   .95 5.44   .97 .103 

超越苦難  5.41   1.13 5.46   1.04 5.32   1.27 .26 

*ρ< .05    

 

念較為薄弱，在生命意義的「失落迷惘」的項目上得分為三組分數的最高

分的及「追尋意義」的項目上得分為三組的最低分數即可得到驗證。因為

對自我的信念不夠所以必須仰賴外界的力量來增強自己的動能，因此，中、

低收入家庭對於宗教信仰較為投入，在「上帝旨意」項目顯示為最高的得

分族群即可見一斑。社會學家馬克斯曾說：「宗教是窮人的鴉片。」藉由宗

教信仰的力量可以整合人們的精神生活，並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心

（Tillich，1957；魯燕萍譯，1994），藉由宗教信仰之力量建構個體自我之

信念、追尋意義之目標、增進自我之動能，使個體能對整體社會做出偉大

之貢獻。  

 

六、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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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研究結果，可以讓我們看出，在任教年資方面，任教年資 3

年以上者在生活目標方面之顯著性高於任教 3 年以下者。在婚姻狀態方

面，已婚及其他者在生活目標方面之顯著性高於未婚者；在生活意義部分

之失落迷惘項目上，未婚者在生活意義部分之失落迷惘項目上之顯著性高

於已婚及其他者。在宗教信仰方面佛教信仰者在生活意義部分之追尋意義

項目上之顯著性高於其他不同宗教信仰者；在個人意義型態部分之上帝旨

意項目上基督宗教之顯著性明顯高於其他不同宗教信仰者。在家庭經濟方

面中低收入家庭，在個人意義型態部分之上帝旨意項目上之顯著性高於小

康家庭及優及中上家庭。  

 

本節的差異檢定除了以上的討論結果，本研究對象的幼教老師，若再

從個別單一的宗教信仰類型，在各分量表的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呈現，我們

有更進一步的發現，如表 4-14 所呈現。  

本研究對象之「基督宗教」信仰者在許多分量表的得分上獲得第一高

分，顯示基督宗教信仰者有比較明確的看法，獲得第一高分的分量表有：「生

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超越」、「生活目標」、「個人目標」、「上帝旨

意」、「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係」、「超越苦難」等，共有八個

分量表得分獲得最高分。所以，我們可以說，本研究對象的「基督宗教」

信仰者在個人目標及超越自我的表現非常明確，此一現象可能與基督教教

義本身之核心價值有關，但因為本研究之基督宗教信仰者只有 13 人，因為

族群人數偏低，因此，並不足以為討論之要點。  

本研究對象之「佛教」信仰者，獲得最高分的分量表有：「立志未來」、

「追尋意義」、「關懷和諧」等三個分量表。這裡也可以看出佛教徒的核心

教義，他們相信「欲知過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現在所做的就會決定未來的去向，因此，佛教徒追求的是當下，自我修行

做好自己的分內之事，在此亦清楚的顯示其結果。  

本研究對象之「道教」信仰者（研究者將此併列為民間宗教信仰者），獲得

最低分的分量表有：「生活目標」、「立志未來」、「失落迷惘」、「追尋意義」、

「個人目標」、「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

密關係」等十個分量表。在本研究中也可以清楚看出民間宗教信仰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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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各宗教信仰類型在分量表中得分最高與得分最低的分佈情形  

變項  
佛教

（n=81）  

道教

（n=58）  

基督宗教

（n=13）  

其他

（n=95）  

生活目標   ☆ ★  

生命意義      

立志未來  ★ ☆   

失落迷惘   ☆  ★ 

追尋意義  ★ ☆   

個人意義  

型態  

    

個人目標   ☆ ★  

關懷和諧  ★ ☆   

上帝旨意   ☆ ★  

超越個人   ☆ ★  

自我接納   ☆ ★  

親密關係   ☆ ★  

超越苦難    ★ ☆ 

★表示在四個宗教類型中得分最高   ☆表示在四個宗教類型中得分最低  

 

生觀。依據董芳苑（2001）與鄔昆如（1999）曾就大眾百姓對生與死的觀

念去檢驗民間宗教信仰者之人生觀：民間宗教信仰者乃以富、貴、財、子、

壽與家道繁榮作為幸福的追求對象，對於超越自我、追求靈性及生命意義

則非為民間宗教信仰者生命之本質。  

    因此，由上述之理論所述並結合在本研究之結果顯示，各類宗教之不

同教義明顯影響一個人的核心價值及個人信念與行為，在此得以得到相同

之驗證。  

 

第五節   年齡與多元自我概念、生活目標、生命意義與個人意義型態之階

層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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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研究幼兒園教師背景變項（年齡）與多元自我概念、生活目標、

生命意義（立志未來、失落迷惘、追尋意義）與個人意義型態（個人目標、

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係、超越苦難）之階

層迴歸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為了考驗多元自我概念與生命意義之預測效力，先以研究對象之年齡

為預測變項，「生活目標」為有效變項，形成模式一，來考驗年齡對於「生

活目標」的之預測效力。之後，除了年齡變項，之後再加入真實我的五個

分數，形成模式二，來預測生活目標。其中並將考驗模式二，相對於模式

一而言，所得到的變異量解釋增加量，若此一解釋量的增加量達到顯著，

則研究者可以聲稱，在控制了模式一的年齡變項之後，模式二的真實我仍

然可以有效的增加對於生活目標的解釋變異量，對於生活目標而言，是一

個在統計上有實質意義的預測變項。同理，假若本研究的模式三，相對於

模式二而言，能夠有效的增加對於生活目標的解釋變異量，則研究者可以

宣稱，在控制了模式二的年齡與真實我之後，理想我可以有效的預測生活

目標。並依據文獻探討的相關理論與研究予以分析討論。  

 

一、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生活目標感之階層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表 4-15）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生活

目標的一個有效的變項（R2 ＝ .06，F＝15.43，ρ< .001），年齡越高者的生

活目標感越低（β＝-.24，ρ< .001），表 4-16 的研究結果指出，包含了真實

我的模式二可以有效地預測研究對象的生命意義感（R2 ＝ .13，F＝5.93，

ρ< .001），且模式二相對於模式一之變異量解釋增量（ R△ 2 ＝ .07）達到顯

著（ F△ ＝3.85，ρ<.01）顯示真實我是個人生命意義的有效預測因子，說

明了個人之需求與個人之意義感之間的相關性。且在個人真實我的類別

上，僅「自我實現」一項之預測力達到顯著（β＝ .36，ρ< .01），顯示個人

真實我中的自我實現與個人之生命意義感有最密切的關係。  

在模式三可以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生命意義感（R2 ＝.19，F＝4.90，

ρ< .001）且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R2 ＝.06），達到

顯著（△F＝3.32，ρ< .01）。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之後理想我能夠有效

的預測生命意義感。在這個模式當中，愛與歸屬的需求越多（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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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生活目標」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
項  

      

  年齡  -.24*** .09 -.19** .09 -.15* .09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0.22 1.36 -.20 1.42 

愛與歸屬    -.09 1.10 .02 1.15 

自我實現    .39** 1.42 .39** 1.44 

神聖經驗    .01 .67 -.15 .83 

自我超越    .07 1.22 .08 1.27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17 1.99 

愛與歸屬      -.34** 1.80 

自我實現      .27* 1.86 

神聖經驗      .19 .93 

自我超越      .07 1.60 

R  .24 .36 .43 

R2 .06 .13 .19 

F 15.43*** 5.93*** 4.90*** 

R△ 2  .06 .07 .06 

F△  15.43*** 3.85** 3.32** 

*ρ< .05   **ρ<.01   ***ρ< .001 

 

ρ< .01）者會降低個人的生命意義感，自我實現的期求越高會增加個人的

生命意義感（β＝.27，ρ< .05）。愛與歸屬需求越多者越會覺得沒意義。

相信自我實現越會覺得有意義有目標感與意義感。自我實現的期求會增加

生命意義感。自我實現需求越高者越會覺得有意義。超越靈性的部分與個

人的生命意義未達顯著。很明顯的在此證據上並沒有得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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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立志未來之階層迴歸分析  

 表 4-16 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立志未

來的一個無效的變項（R2 ＝ .04，F＝2.21），年齡對立志未來並無預測效力  

 

表 4-16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立志未來」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項        
年齡  .09 .01 .11 .01 .15* .09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02 .12 .07 .12 

愛與歸屬    -.03 .09 .09 .10 

自我實現    .22 .12 .19 .12 

神聖經驗    -.01 .06 -.01 .07 

自我超越    -.11 .11 -.09 .11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24 .17 

愛與歸屬      -.42** .15 

自我實現      .37* .16 

神聖經驗      -.09 .080 

自我超越      .14 .14 

R .19 .28 .33 

R2 .04 .08 .11 

F 2.21 .89 2.26 

R△ 2 .04 .04 .03 

F△  2.21 .63 3.85** 

*ρ< .05   **ρ< .01   

（β＝ .09），表 4-12 的研究結果指出，包含了真實我的模式二預測研究對

象的立志未來效果並不顯著（R2 ＝ .08，F＝ .89），且模式二相對於模式一

之變異量解釋增量（ R△ 2 ＝ .04）未達到顯著（ F△ ＝ .63）顯示真實我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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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未來為無效預測因子。真實我與立志未來之間平沒有顯著的關聯存在。 

模式三可以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立志未來（R2 ＝ .11，F＝2.26）且

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 R△ 2 ＝ .11），達到顯著（ F△

＝3.85，ρ< .01）。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之後理想我能夠有效的預測立志

未來立志未來。在這個模式當中，表 4-16 的研究結果顯示，年齡對於立志

未來並沒有顯著的預測效力（模式一）。模式三則是呈現理想上的我可以顯

著的對於自己的未來有較高的預測效力。  

由表 4-16 的研究結果顯示，年齡對於立志未來並沒有顯著的預測效力

（模式一），模式二的結果則是呈現出，真實我對立志未來之間並沒有顯著

的關聯存在。模式三則是呈現理想上的我可以顯著的對於自己的未來有較

高的預測效力，其中越具有愛與歸屬感以及自我實現理想者對未來的開創

能力也越高。由此可知，年齡無法預測一個人的未來，預測一個人的未來

是理想我中的「愛與歸屬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  

 

三、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失落迷惘之階層迴歸分析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失落迷惘之預測效力，研究結果（見

表 4-17）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失落迷惘的一個有效

的變項（R2 ＝ .04，F＝8.94，p< .01），年齡越高者的失落迷惘之情況越低

（β＝ .19，p< .01），表 4-18 的研究結果指出，包含了真實我的模式二預測

研究對象的失落迷惘效果並不顯著（R2 ＝ .08，F＝3.32），且模式二相對於

模式一之變異量解釋增量（ R△ 2 ＝ .04）未達到顯著（ F△ ＝2.15）顯示真

實我與落迷惘為無效預測因子。真實我與失落迷惘之間並沒有顯著的關聯

存在。  

模式三並無法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失落迷惘（R2 ＝ .11，F＝2.63）

且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 R△ 2 ＝ .03），未達到顯著

（ F△ ＝1.74）。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之後理想我之後並無法有效有效的

預測失落迷惘。在這個模式當中，不論是在真實我或理想我方面，年齡為

失落迷惘之重要因素之一，孔子曾經說過：「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由上述所示，這是由青少年的學習階段，發展為成熟而穩定的成人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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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失落迷惘」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項        
  年齡  .19** .01 .16* .09 .17* .01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04 .13 .11 .14 

愛與歸屬    .03 .10 .10 .11 

自我實現    -.18 .13 -.19 .14 

神聖經驗    .16 .06 .06 .08 

自我超越    -.17 .11 -.10 .12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27 .19 

愛與歸屬      -.15 .17 

自我實現      .22 .18 

神聖經驗      .13 .09 

自我超越      -.04 .15 

R  .19 .28 .33 

R2 .04 .08 .11 

F 8.94** 3.32 2.63 

R△ 2  .04 .04 .03 

F△  8.94** 2.15 1.74 

*ρ< .05   **ρ< .01   ***ρ< .001 

 

繼而由成人階段進入到一個超越生活層面的靈性階段，由此則可明顯的看

出「年齡為智慧之增長」。年紀漸長對自己則越清楚瞭解，如何釐清自我需

求來實現自我最後並超越自我。  

 

四、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追尋意義之階層迴歸分析  

表 4-18 的結果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追尋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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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追尋意義」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項        
  年齡  .01 .01 .02 .01 .07 .01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14 .11 -.03 .12 

愛與歸屬    .03 .09 .18 .09 

自我實現    .24 .12 .23 .12 

神聖經驗    .09 .06 .03 .07 

自我超越    -.17 .10 -.14 .10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31* .16 

愛與歸屬      -.46*** .15 

自我實現      .37** .15 

神聖經驗      -.01 .08 

自我超越      .16 .13 

R  .01 .15 .34 

R2 .00 .02 .12 

F .04 .86 2.77 

R△ 2  .00 .02 .10 

F△  .04 1.02 4.97*** 

*ρ< .05   **ρ< .01   ***ρ< .001 

 

一個無效的變項（R2＝ .00，F＝ .04），年齡對追尋意義來並無預測效力（β

＝ .01），表 4-18 的研究結果指出，包含了真實我的模式二預測研究對象的

追尋意義效果並不顯著（R2 ＝ .02，F＝ .86），且模式二相對於模式一之變

異量解釋增量（ R△ 2 ＝ .02）未達到顯著（ F△ ＝1.02）顯示真實我是與追

尋意義為無效預測因子。真實我與追尋意義之間平沒有顯著的關聯存在。  

模式三可以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追尋意義（R2 ＝ .12，F＝2.77）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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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 R△ 2 ＝ .10），達到顯著（ F△

＝3.97，ρ< .001）。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之後理想我能夠有效的預測追尋

意義。在這個模式當中，表 4-18 的研究結果顯示，年齡對於追尋意義並沒

有顯著的預測效力（模式一）。模式三則是呈現理想我的追尋意義是個有效

的預測變項。  

由上述資料得知，理想上希望得到更多安全需求、理想上越期望有愛

情，親密追尋反而會越低、理想上越想得到自尊，實現追尋則會越高。人

類的自我超越是來自於超越需求（metaneed），而這些需求則源自於對重要

工作的投入、奉獻和認同。阿弗瑞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認為生命的

意義：「對團體貢獻力量。」（莊耀嘉譯，2001，p.31）。人們常會詢問：「人

到底為何而活？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意

義，仔細觀察一個人的姿勢、態度、動作、表情、禮貌、野心、習慣、特

徵……，其實每個人都把這個問題的答案表現在自己的行為當中，並且遵

循著自己的意義中心而行。因此，屬於私人的意義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意

義只有在和他人交流時才存在，也就是每個人必須努力的使自己變得重要

並能夠對別人做出貢獻，如此才能對別人產生意義。在生命的旅程裡我們

常常都是「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卻太多！」生命的價值未必建構在「加」

上面；有時候，適當的「減」反而更能帶來豐盛的收穫。存在並不難，但

要存在的有意義卻很難。  

馬斯洛在晚年提出自我超越（ego transcendence），「自我超越」是在追

求成長，追求存在價值（真、善、美）的實現，是追求個性充分的成長、

流露、成熟與發展。中國哲學大師方東美說：「在自然的大化流行中，中國

哲學認為人應善體廣大和諧之道，充分實現自我，所以他自己必須竭盡的

發揮所有潛能，以促使天賦之生命得以充分完成，正因自然（宇宙）與人

浩然同流，一體交融，均為創造動力的一部份，所以才能形成諧和一致的

整體，如果有人不能充分實現自我而有缺憾，也就是自然的缺憾，宇宙生

命便因不夠周全而有裂痕。」又說：「人生之所以偉大，乃是可以堅忍奮發，

實踐所有潛能，所以偉大的成就即是價值的實現，這就是人生之根本意義

所在。」（莊耀嘉譯，2004，p.94）。精神生活是人類的生物本性，它是一

種層次較高的動物性（animality），是人性的一部份，也是人性的主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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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它，人性就不完美。  

換言之，對個人有益的，對他人也有益；令自己引以為傲的成就，自

然也會備受他人的讚賞。當我們追求至善的同時，也同時使整個社會臻於

更完善之境界。  

 

五、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個人目標之階層迴歸分析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個人目標」之預測效力，研究結

果（見表 4-19）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個人目標的一

個無效的變項（R2＝ .01，F＝2.48），年齡對個人目標來說並無預測效力（β

＝0.10），表 4-19 的研究結果指出，包含了真實我的模式二可以有效地預

測研究對象的個人目標個人目標（R2 ＝ .11，F＝4.96，p＜ .001），且模式

二相對於模式一之變異量解釋增量（ R△ 2 ＝ .10）達到顯著（ F△ ＝5.41，

ρ< .001）顯示真實我是個人目標的有效預測因子，說明了個人之需求與個

人之目標感之間的相關性。且在個人真實我的類別上，僅「生理安全」一

項之預測力達到顯著（β＝-.41，ρ< .01），顯示個人真實我中的生理安全與

個人目標感有最密切的關係。  

 模式三可以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個人目標（R2 ＝ .17，F＝4.51，

ρ< .001）且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R2 ＝ .06），達到

顯著（△F＝3.64，ρ< .01）。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之後理想我能夠有效的

預測個人目標感。在這個模式當中， 理想我的個人目標是個有效的預測變

項（見表 4-19）。由上項資料得知，在真實我的生理安全需求越高反而越

達不到，理想我方面降低生理安全需求及愛與歸屬感的要求對個人的達成

自我實現目標也反而會越高，也就是降低物質的需求慾望對個人的自我實

現反而有較高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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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個人目標」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
項  

      

  年齡  -.10 .01 -.06 .01 -.02 .01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41** .12 -.39** .12 

愛與歸屬    .14 .09 .21* .10 

自我實現    .25 .12 .23 .12 

神聖經驗    .10 .06 .02 .07 

自我超越    .16 .11 .11 .11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23 .17 

愛與歸屬      -.30* .15 

自我實現      .34* .16 

神聖經驗      .00 .08 

自我超越      .26 .14 

R  .10 .33 .42 

R2 .01 .11 .17 

F 2.48 4.96*** 4.51*** 

R△ 2  .01 .10 .06 

F△  2.48 5.41*** 3.64** 

*ρ< .05   **ρ< .01   ***ρ< .001 

 

六、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關懷和諧之階層迴歸分析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關懷和諧」之預測效力，研究結

果（見表 4-20）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關懷和諧的一

個無效的變項（R2＝ .00，F＝ .27），年齡對個人目標來說並無預測效力（β

＝0.03），表 4-20 的研究結果指出，包含了真實我的模式二可以有效地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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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關懷和諧」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項        
  年齡  .03 .01 .07 .01 .11 .01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40** .12 -.38** .13 

愛與歸屬    .17 .10 .21* .10 

自我實現    .22 .13 .22 .13 

神聖經驗    .07 .06 .03 .08 

自我超越    .18 .11 .11 .12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20 .18 

愛與歸屬      -.21 .16 

自我實現      .212 .170 

神聖經驗      -.09 .09 

自我超越      .34* .15 

R  .03 .32 .39 

R2 .00 .10 .15 

F .27 4.44*** 3.71*** 

R△ 2  .00 .10 .05 

F△  .27 5.27*** 2.66* 

*ρ< .05   **ρ< .01   ***ρ< .001 

 

測研究對象的關懷和諧（R2 ＝ .10，F＝4.44，ρ< .001），且模式二相對於

模式一之變異量解釋增量（ R△ 2 ＝ .10）達到顯著（ F△ ＝5.27，ρ< .001）

顯示真實我是關懷和諧的有效預測因子，說明了個人之需求與關懷和諧之

間的相關性。且在個人真實我的類別上，僅「生理安全」一項之預測力達

到顯著（β＝-.40，ρ< .01），顯示個人真實我中的生理安全與關懷和諧有最

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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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可以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關懷和諧（R2 ＝ .15，F＝3.71，

ρ< .001）且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 R△ 2 ＝ .05），達到

顯著（ F△ ＝2.66，ρ< .05）。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之後理想我能夠有效的

預測個人的關懷和諧。在這個模式當中， 理想我的關懷和諧是個有效的預

測變項（見表 4-21）。由上項資料得知，本研究結果與馬斯洛的理論不謀

而合。在理想上希望得到生理安全及愛與歸屬者，則與越能達到超越自我

之能力。  

 

七、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上帝旨意之階層迴歸分析  

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上帝旨意」之預測效力，研究結

果（見表 4-21）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上帝旨意的一

個無效的變項（R2＝ .01，F＝1.29），年齡對上帝旨意來說並無預測效力（β

＝0.03），表 4-21 的研究結果指出，包含了真實我的模式二可以有效地預

測研究對象的上帝旨意（R2 ＝ .25，F＝13.27，ρ< .001），且模式二相對於

模式一之變異量解釋增量（ R△ 2 ＝ .24）達到顯著（ F△ ＝15.58，ρ< .001）

顯示真實我是上帝旨意的有效預測因子，說明了個人之需求與上帝旨意之

間的相關性。且在個人真實我的類別上，僅「生理安全」（β＝-.41，ρ< .001）

與「宗教信仰」（β＝ .58，ρ< .001）二項之預測力達到顯著，顯示個人真實

我中的生理安全與宗教信仰有最密切的關係。  

在模式三可以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上帝旨意（R2 ＝ .31，F＝9.71，

ρ< .001）且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 R△ 2 ＝ .06），達到

顯著（ F△ ＝4.33，ρ< .001）。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的類別上之「生理安

全」與「宗教信仰」兩項目之後，理想我能夠有效的預測個人的上帝旨意。

在這個模式當中， 理想我的類別上，則有「生理安全」（β＝-.26，ρ< .05）、

「愛與歸屬」（β＝-.24，ρ< .05）與「宗教信仰」（β＝ .24，ρ< .05）三項之

預測力達到顯著，顯示個人理想我中的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與神聖經驗有

最密切的關係（見表 4-21）。由上項資料得知，對上帝旨意有高度的崇敬

心態。在宗教信仰方面則是信守與神的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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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上帝旨意」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
項  

      

  年齡  -.07 .01 -.04 .01 -.004 .01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41*** .14 -.35** .15 

愛與歸屬    .04 .11 .13 .12 

自我實現    -.10 .15 -.05 .15 

神聖經驗    .58*** .07 .37*** .09 

自我超越    .14 .13 .16 .13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26* .20 

愛與歸屬      -.23* .18 

自我實現      .12 .19 

神聖經驗      .24* .10 

自我超越      .15 .16 

R  .07 .50 .56 

R2 .01 .25 .31 

F 1.29 13.27*** 9.71*** 

R△ 2  .01 .24 .06 

F△  1.29 15.58*** 4.33*** 

*ρ< .05   **ρ< .01   ***ρ< .001 

 

八、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超越個人之階層迴歸分析  

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超越個人」之預測效力，研究結果（見

表 4-22）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個人目標的一個無效

的變項（R2＝ .01，F＝2.62），年齡對超越個人來說並無預測效力（β＝-.10），

表 4-22 的研究結果指出，包含了真實我的模式二可以有效地預測研究對象

的超越個人（R2 ＝ .12，F＝5.49，ρ< .001），且模式二相對於模式一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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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超越個人」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項        
  年齡  -.10 .01 -.06 .01 -.01 .01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50*** .13 -.47*** .14 

愛與歸屬    .15 .11 .23* .11 

自我實現    .23 .14 .24 .14 

神聖經驗    .18* .07 .11 .08 

自我超越    .14 .12 .08 .12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17 .19 

愛與歸屬      -.37** .17 

自我實現      .24 .18 

神聖經驗      -.04 .09 

自我超越      .35** .16 

R  .10 .35 .43 

R2 .01 .12 .19 

F 2.62 5.49*** 4.96*** 

R△ 2  .01 .11 .07 

F△  2.62 6.01*** 3.91** 

*ρ< .05   **ρ< .01   ***ρ< .001 

 

異量解釋增量（ R△ 2 ＝ .11）達到顯著（ F△ ＝6.01，ρ< .001）顯示真實我

是超越個人的有效預測因子，說明了個人之需求與超越個人之間的相關

性。且在個人真實我的類別上，則有「生理安全」（β＝-.50，ρ< .001）與

「宗教信仰」（β＝ .18，ρ< .01）二項之預測力達到顯著，顯示個人真實我

中的生理安全與宗教信仰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模式三可以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超越個人（R2 ＝ .19，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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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001）且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 R△ 2 ＝ .07），達到

顯著（ F△ ＝3.91，ρ< .01）。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的類別上之「生理安全」

與「宗教信仰」兩項目之後，理想我能夠有效的預測個人的超越個人。在

這個模式當中，理想我的類別上，則有「愛與歸屬」（β＝-.37，ρ< .01）與

「自我超越」（β＝ .35，ρ< .01）二項之預測力達到顯著，顯示個人理想我

中的愛與歸屬與自我超越有最密切的關係（見表 4-23）。由上項資料得知，

生理安全滿足了，並充分的獲得了愛與歸屬，則越具有超越自我之潛能。  

Jourard 和 Landsman（1980）證明「自我實現是一種約定實踐的產生…它

發生於外在的自我」，而且「如果無此生命中的任務，則個人的經歷將變成

一項負荷，而且沒有意義」。這種動機差異之間的不同，就像是每一個人超

越自身的行動，均給予自我人生的一種意義，使得世界成為更好的地方，

除了一種極致的、無表象意義的深沉自我奉獻外；為他人的自我奉獻，並

不意指某人為了他自己的自我而奉獻，相反的這個給予的人逐漸的在這種

經驗中被豐富，並吸收其能量與自我昇華。  

 

九、背景變項（年齡）、多元自我概念與自我接納之階層迴歸分析  

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自我接納」之預測效力，研究結果（見

表 4-23）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個人目標的一個無效

的變項（R2＝ .00，F＝ .49），年齡對自我接納來說並無預測效力（β＝-.05），

表 4-23 的研究結果指出，包含了真實我的模式二可以有效地預測研究對象

的自我接納（R2 ＝ .10，F＝4.52，ρ< .001），且模式二相對於模式一之變

異量解釋增量（△R2 ＝ .10）達到顯著（△F＝5.31，ρ< .001）顯示真實我

是自我接納的有效預測因子，說明了個人之需求與自我接納之間的相關

性。且在個人真實我的類別上，則有「生理安全」（β＝-.41，ρ< .001）與

「自我超越」（β＝ .31，ρ< .05）二項之預測力達到顯著，顯示個人真實我

中的生理安全與自我超越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模式三可以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超越個人（R2 ＝ .16，F＝4.10，

ρ< .001）且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 R△ 2 ＝ .06），達到

顯著（ F△ ＝3.33，ρ< .01）。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的類別上之「生理安全」

與「自我超越」兩項目之後，理想我能夠有效的預測個人的自我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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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自我接納」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項        
  年齡  -.05 .01 .001 .01 .05 .01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41*** .13 -.39** .14 

愛與歸屬    .12 .10 .16 .11 

自我實現    .17 .13 .21 .14 

神聖經驗    .02 .06 -.04 .08 

自我超越    .31* .12 .21 .12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16 .19 

愛與歸屬      -.25* .17 

自我實現      .10 .18 

神聖經驗      -.08 .09 

自我超越      .44*** .15 

R  .05 .32 .40 

R2 .00 .10 .16 

F .49 4.52*** 4.10*** 

R△ 2  .00 .10 .06 

F△  .49 5.31*** 3.33** 

*ρ< .05   **ρ< .01   ***ρ< .001 

 

在這個模式當中，理想我的類別上，則有「愛與歸屬」（β＝-.25，ρ< .05）

與「自我超越」（β＝ .44，ρ< .001）二項之預測力達到顯著，顯示個人理想

我中的愛與歸屬與自我超越有最密切的關係（見表 4-24）。由上項資料得

知，生理安全需求，愛與歸屬需求要求越高反而越無法達到。  

 

十、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親密關係之階層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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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親密關係」之預測效力，研究結果（見

表 4-24）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個人目標的一個無效

的變項（R2＝ .00，F＝ .87），年齡對親密關係來說並無預測效力（β＝-.06），

表 4-24 的研究結果指出，真實我的模式二可以有效地預測研究對象的自我

接納（R2 ＝ .07，F＝3.20，ρ< .01），且模式二相對於模式一之變異量解釋  

 

表 4-24  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親密關係」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項        
  年齡  -.06 .01 -.04 .01 -.02 .01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31** .13 -.301* .13 

愛與歸屬    .28** .10 .29** .11 

自我實現    -.04 .13 -.06 .14 

神聖經驗    -.03 .06 -.07 .08 

自我超越    .28* .12 .20 .12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24 .19 

愛與歸屬      -.14 .17 

自我實現      .29* .18 

神聖經驗      -.06 .09 

自我超越      .30* .15 

R  .06 .27 .36 

R2 .00 .07 .13 

F .87 3.20** 3.14*** 

R△ 2  .00 .07 .06 

F△  .87 3.66** 2.90* 

*ρ< .05   **ρ< .01   ***ρ< .001 

增量（ R△ 2 ＝ .07）達到顯著（ F△ ＝3.66，ρ< .01）顯示真實我是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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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預測因子，說明了個人之需求與親密關係之間的相關性。且在個人

真實我的類別上，則有「生理安全」（β＝-.31，ρ< .01）、「愛與歸屬」（β＝ .28，

ρ< .01）與「自我超越」（β＝ .28，ρ< .05）三項之預測力達到顯著，顯示個

人真實我中的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與自我超越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模式三可以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親密關係（R2 ＝ .13，F＝3.14，

ρ< .001）且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 R△ 2 ＝ .06），達到

顯著（ F△ ＝2.90，ρ< .05）。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的類別上之「生理安全」、

「愛與歸屬」與「自我超越」三個項目之後，理想我能夠有效的預測個人

的親密關係。在這個模式當中，理想我的類別上，則有「自我實現」（β＝ .29，

ρ< .05）與「自我超越」（β＝ .30，ρ< .05）二項之預測力達到顯著，顯示個

人理想我中的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有最密切的關係（見表 4-25）。由上項

資料得知，在生理需求、愛與歸屬、自我實現、自我超越均達到滿足之時，

越能與他人建立親密和諧的關係。  

 

十一、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超越苦難之階層迴歸分析  

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超越苦難」之預測效力，研究結果（見

表 4-25）顯示，在模式一中，研究對象之年齡是預測個人目標的一個無效

的變項（R2＝ .00，F＝ .19），年齡對超越苦難來說並無預測效力（β＝-.03），

表 4-25 的研究結果指出，真實我的模式二可以有效地預測研究對象的自我

接納（R2 ＝ .06，F＝2.49，ρ< .05），且模式二相對於模式一之變異量解釋

增量（△R2 ＝ .06）達到顯著（△F＝2.95，ρ< .05）顯示真實我是親密關

係的有效預測因子，說明了個人之需求與超越苦難之間的相關性。且在個

人真實我的類別上，則有「生理安全」（β＝-.29，ρ< .01）與「自我超越」

（β＝ .31，ρ< .05）二項之預測力達到顯著，顯示個人真實我中的生理安全

與自我超越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在模式三可以有效的預測研究對象的親密關係（R2 ＝ .12，F＝2-97，

ρ< .01）且模式三相對於模式二之變異量解釋增加量（ R△ 2 ＝.06），達到

顯著（ F△ ＝3.41，ρ< .01）。在控制了年齡、真實我的類別上之「生理安全」

與「自我超越」二個項目之後，理想我能夠有效的預測個人的超越苦難。

在這個模式當中，理想我的類別上，則有「愛與歸屬」（β＝-.29，ρ<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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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背景變項、多元自我概念與「超越苦難」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β se 
A.背景變項        
  年齡  -.03 .01 -.01 .01 .04 .01 
B.真實我        
生理安全    -.29* .15 -.30* .15 

愛與歸屬    .16 .12 .22* .12 

自我實現    -.05 .15 -.07 .16 

神聖經驗    .03 .07 -.03 .09 

自我超越    .31* .13 .23 .14 

C.理想我        

生理安全      -.16 .22 

愛與歸屬      -.29* .19 

自我實現      .33* .20 

神聖經驗      -.04 .10 

自我超越      .29* .17 

R  .03 .24 .35 

R2 .00 .06 .12 

F .19 2.49* 2.97** 

R△ 2  .00 .06 .06 

F△  .19 2.95* 3.41** 

*ρ< .05   **ρ< .01   

 

「自我實現」（β＝ .33，ρ< .05）與「自我超越」（β＝ .29，ρ< .05）三項之

預測力達到顯著，顯示個人理想我中的愛與歸屬、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有

最密切的關係（見表 4-25）。由上項資料得知，人在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

之後，則越具有突破困境、超越苦難之決心。  

    有關多元自我概念、生活目標、生命意義與個人意義型態之階層迴歸

分析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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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自我概念與生活目標感之階層迴歸分析  

    愛與歸屬的需求越多者會降低個人的生命意義感，自我實現的期求會

增加個人的生命意義感。愛與歸屬需求越多者越會覺得沒意義。相信自我

實現越會覺得有意義。自我實現的期求會增加生命意義感。自我實現需求

越低者越會覺得有意義。超越靈性的部分與個人的生命意義未達顯著。很

明顯的在此證據上並沒有得到驗證。（見表 4-15，p.70）  

 

二、多元自我概念與立志未來之階層迴歸分析  

年齡無法預測一個人的未來，預測一個人的未來是理想我中的「愛與

歸屬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見表 4-16，p.77）  

 

三、多元自我概念與失落迷惘之階層迴歸分析  

年齡為失落迷惘之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則可明顯的看出「年齡為智慧

之增長」。年紀漸長對自己則越清楚瞭解，如何釐清自我需求來實現自我最

後並超越自我。（見表 4-17，p.79）  

 

四、多元自我概念與追尋意義之階層迴歸分析  

理想上希望得到更多安全需求、理想上越期望有愛情，親密追尋反而

會越低、理想上越想得到自尊，實現追尋則會越高。（見表 4-18，p.81）  

 

五、多元自我概念與個人意義型態（個人目標、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   

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係及超越苦難等面向）之階層迴歸分析  

在真實我的生理安全需求越高反而越達不到，理想我方面降低生理安

全需求及愛與歸屬感的要求對個人的達成自我實現目標也反而會越高，也

就是降低物質的需求慾望對個人的自我實現反而有較高的助益。  

 

由表 4-19 至表 4-25 之整體數據上我們不難發現，自我實現得以預測

生命意義感，因此，得以此類比區分其關係如下：自我超越得以預測和諧

關懷的目標，宗教信仰得以預測上帝旨意的目標，自我超越得以預測超越

個人，自我超越得以預測親密關係，假設當要預測特定的目標時，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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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超越、苦難、親密……等目標時，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證實，自我超越

得以有效預測多面向之目標。  

總之，在「生活目標」、「立志未來」、「失落迷惘」、「追尋意義」及「個

人目標」等生理我、心理我層面項目進行分析時，其超越自我的靈性我目

標則並未達到顯著，但是在「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

我接納」、「親密關係」及「超越苦難」等特定的目標項目進行分析時，其

超越自我之靈性我則達到顯著之標準。由此可知個人意義型態量表在測量

多面向的個人目標時，為一有效之測量標準量表因此建議：後續之研究者

對於多面向目標之預測時得以多加使用個人意義型態量表。  

 

 

第六節   個人意義型態與生命意義之典型相關分析及自我概念與個人意義

型態之典型相關分析  

 

一、個人意義型態與生命意義之典型相關分析與典型相關分析  

本研究針對以個人意義量表的七個分層為 X 變項，生命意義量表的三

個分層為 Y 變項，進行相關性研究。除了上一小節所談的 Pearson 積差相

關的分析之外，本小節將採用典型相關（Canonical Correlation）分析，擬

更進一步理出多變項之間的相關路徑與相關的類型，希望增添瞭解幼兒園

教師生命意義的一個比較具體的圖像。  

依據 SPSS14 統計軟體中「Multivariate ANOVA」的使用，表 9 的呈現

結果，此分析出現之典型相關，典型相關係數 ρ=.54（p<.001），典型相關

係數的平方（ρ2）為 .29，顯示個人意義型態與生命意義的典型相關分析出

現具有相關性的類型，此典型將在後續的結果分析中，以相關徑路圖進一

步解說。  

在典型相關分析裡，我們看到表 4-26 中有所謂的「重疊」（redundancy）

一詞，「重疊」是指 X 與 Y 兩組變數共同的變異數百分比，為測量兩組變

數結合的另一種方法，是由 Steward 和 Love（1968）及 Miller（1969）發

展而成的（引自張紹勳．張紹評．林秀娟，2000，頁 6-10），重疊的指標

越大，表示 X 變數和 Y 變數這兩組變數之間互相重疊的情形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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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個人意義型態與生命意義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X 變數  典型變數  Y 變數  典型變數  

個人意義型態  χ1 生命意義  η1 

個人目標  .91 立志未來  .22 

關懷和諧  .83 失落迷惘  -.50 

上帝旨意  .43 追尋意義  .34 

超越個人  .92   

自我接納  .80   

親密關係  .74   

超越苦難  .54   

抽取變異數百分比  56.33 抽取變異數百分比  13.77 

重疊（％）  16.10 重疊（％）  3.94 

  ρ2 .29 

  典型相關係數（ρ） .54*** 

*ρ＜ .05    **ρ＜ .01  ***ρ＜ .001 

 

研究者根據表 4-26 與統計報表數據的呈現，繪製如圖 4-1 的個人意義

型態與生命意義之典型相關分析圖。以下就這依此典型相關進行資料分

析。由 4-1 的相關分析圖可以清楚看到個人意義型態的七個 X 變項，「個

人目標」、「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

係」與「超越苦難」與生命意義的三個 Y 變項，「立志未來」、「失落迷惘」

與「追尋意義」之間所呈現的典型相關，在此典型相關當中，典型相關係

數（ρ）達到 .54（ρ<.001）顯著性極高。  

    由分析圖所顯示的相關性，可以看出幼兒園教師對於「個人意義型態」

與「生命意義」的看法，透過第一個典型因素 χ1，均會影響到「立志未來」

（γ=.22）、「失落迷惘」（γ=-.50）與「追尋意義」（γ=.34）的表現。  

由以上資料分析，幼教老師之個人意義型態之典型相關係數依序排列

為「超越個人」（ .92）、「個人目標」（ .91）、「關懷和諧」（ .83）、「自我接納」

（ .80）、「親密關係」（ .74）、「超越苦難」（ .54）、與「上帝旨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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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目標  X1 

                  .91 

關懷和諧  X2              

                .83                            .22 . Y1  立志未來  

上帝旨意  X3  .43         

                                              -.50 

超越個人  X4    .92     χ1     .54  η1             Y2  失落迷惘  

                                          

自我接納  X5    .80                              .34  

                                                   Y3Y 追尋意義  

親密關係  X6 .74        

 

超越苦難  X7 .54                               

圖 4-1  個人意義型態與生命意義之典型相關分析圖  

 

二、自我概念與個人意義型態之典型相關分析  

    表 4-27 顯示自我概念與個人意義型態因有三個典型相關，為方便說

明，研究者將之分成三個分析摘要表並佐以三個圖示加以說明：  

 

（一）第一個典型     

在自我概念理想我與個人意義型態之典型相關分析中，結果（見表 4-27）

顯示出一個顯著的典型關係。在個人自我概念之理想與願景上，與其他之

相關較低（低於 .30）（見圖 4-2），典型成份主要依序是：神聖經驗（β＝ .69）、

自我超越（β＝ .21）、自我實現（β＝-.08）、生理安全（β＝-.17）及愛與歸

屬（β＝-.24）。研究者將此一典型變項命名為「無執」，在此一典型變項得

分高者，此一成分分數指出個人之自我概念是以神聖與超越目標之自我傾

向較高。   

       在效標變項「個人意義型態」部分，典型相關也指出了一個典型成

分。第一個成分主要是與變項「上帝旨意」（γ＝ .84）以及「超越個人」（γ

＝ .32）有高度正相關（見圖 4-2），顯示這是一個正向的成分，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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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理想我與個人意義型態之第一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X 變數  典型變數  Y 變數  典型變數  

理想我  χ1 個人意義型態  η1 

生理安全  -.17 個人目標  .24 

愛與歸屬  -.24 關懷和諧  .11 

自我實現  -.08 上帝旨意  .84 

神聖經驗  .69 超越個人  .32 

自我超越  .21 自我接納  .17 

  親密關係  .04 

  超越苦難  .15 

抽取變異數百分比  .37 抽取變異數百分比  13.26 

重疊（％）  -.61 重疊（％）  3.80 

  ρ2 .29 

  典型相關係數（ρ） .54*** 

*p＜ .05    **p＜ .01  ***p＜ .001 

 

將之命名為「去己順服」。「去己順服」程度高的人，較容易以上帝旨意及  

超越個人為個人生命意義追求之目標，研究者將之命名為「神聖典型」類

型。  

    換言之，「神聖典型」類型之人馬斯洛將他歸類於 Z 理論之「超越型

自我實現需要」類型（劉燁譯，2006，p.66），此類型之人常常會意義到「存

在之價值」，所有的生活目標均有一定的存在水準，對於自我也有一定的存

在標準，相對的此類型之人更富含理性與認知的成分，因此，其行為表達

方式也常是出於自我意志的行為。此層次之人，既是最愛人類的人，也是

個人特質發展的最充分的人，我們也越容易發現此類型之人通常其個性更

真實、更堅強也更願意為他人服務。  

（二）第二個典型  

在自我概念理想我與個人意義型態之典型相關分析中，結果（見表

4-28）顯示出一個顯著的典型關係。在個人自我概念之理想與願景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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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個人  

親密關係  

                    

                            

  生理安全   -.17 

                                           .24     . 關懷和諧  

愛與歸屬    -.24                            .11      

                                           .84      上帝旨意       

  自我實現     -.08      χ1     .54  η1       .32     

              .69     無執         去己順服       .17                    

  神聖經驗                                       .04 

            .21                                 .15 ..  

自我超越                 

 

        

圖 4-2  理想我與個人意義型態之第一個典型相關分析圖  

 

其他之相關較低（低於 .30）（見圖 4-3），典型成份主要依序是：自我實現

（β＝ .67）、自我超越（β＝ .66）、生理安全（β＝ .37）、愛與歸屬（β＝ .27）

及神聖經驗（β＝ .24）。研究者將此一典型變項命名為「自我圓融」，在此

一典型變項得分高者，此一成分分數指出個人之自我概念是以自我實現及

自我成就之傾向較高。   

    在效標變項「個人意義型態」部分，典型相關也指出了一個典型成分。

第一個成分主要是與變項「個人目標」（γ＝ .93）、「超越苦難」（γ＝ .85）、「自

我接納」（γ＝ .85）、「超越個人」（γ＝ .84）、「親密關係」（γ＝ .83）、「關懷

和諧」（γ＝ .81）、「上帝旨意」（γ＝ .42）有高度正相關（見圖 4-2），顯示

這是一個正向的成分，在本研究中將之命名為「全面期求」。「全面期求」

程度高的人，較容易以實現自我及超越個人、和諧關懷及親密關係、、、

等為個人生命意義追求之目標，因為所有項目係數均高於 .42，因此，研究

者將之命名為「人文信仰」類型。  

    換言之，「實現超越，目標超越」類型之人馬斯洛將他歸類於 Y 理論

之「健康型自我實現需要」類型（劉燁譯，2006，p.66），此類型之人主要

上帝旨意  

自我接納  

超越苦難  

個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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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個人  

親密關係  

表 4-28  理想我與個人意義型態之第二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X 變數  典型變數  Y 變數  典型變數  

理想我  χ1 個人意義型態  η1 

生理安全  .37 個人目標  .93 

愛與歸屬  .27 關懷和諧  .81 

自我實現  .67 上帝旨意  .42 

神聖經驗  .24 超越個人  .84 

自我超越  .66 自我接納  .85 

  親密關係  .83 

  超越苦難  .85 

抽取變異數百分比  -.33 抽取變異數百分比  77.90 

重疊（％）  -.74 重疊（％）  6.90 

  ρ2 .11 

  典型相關係數（ρ） .33*** 

*p＜ .05    **p＜ .01  ***p＜ .001 

 

之特徵是更實際、更現實、更能幹和更凡俗之人，他們的生活目的，以「現

實」為自我判準，追求的是個人的自我成就，凡是以現實為一切考量，正

因如此此類型的人也較為上進、努力來成就自己的信念。  

 

  生理安全   .37 

                                           .93    . 關懷和諧  

愛與歸屬    .27                             .81      

                                           .42      上帝旨意       

  自我實現     .67      χ1    .33   η1       .84     

              .24     實現超越     目標超越       .85                    

  神聖經驗                                       .83 

            .66                                 .85 ..  

自我超越  

圖 4-3  理想我與個人意義型態之第二個典型相關分析圖  

上帝旨意  

自我接納  

超越苦難  

個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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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個典型  

    在自我概念理想我與個人意義型態之典型相關分析中，結果（見表

4-29）顯示出一個顯著的典型關係。在個人自我概念之理想與願景上，與

其他之相關較低（低於 .30）在預測理想我的部分（見圖 4-4），典型成份主

要依序是：自我超越（β＝ .03）、生理安全（β＝-.22）、神聖經驗（β＝-.28）、

愛與歸屬（β＝-.37）及自我實現（β＝-.49）。研究者將此一典型變項命名

為「無慾無求」，此一成分分數指出個人之自我概念對於自我超越、生理安

全、神聖經驗、愛與歸屬及自我實現傾向均為負數，可以見得此類型之人

對於所有慾望均無所求無所期盼，較屬於化外之人。  

     在效標變項「個人意義型態」部分，典型相關也指出了一個典型成分。

第一個成分主要是與變項「自我接納」（γ＝ .36）及「超越個人」（γ＝ .19）

有相關係數亦不高（見圖 4-4），在本研究中將之命名為「安身立命」。「安

身立命」程度高的人，較容易以接納自我及超越個人為個人生命意義追求

之目標，研究者將之命名為「出世化外」類型。  

 

表 4-29  理想我與個人意義型態之第三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X 變數  典型變數  Y 變數  典型變數  

理想我  χ1 個人意義型態  η1 

生理安全  -.22 個人目標  -.11 

愛與歸屬  -.37 關懷和諧  .04 

自我實現  -.49 上帝旨意  .05 

神聖經驗  -.28 超越個人  .19 

自我超越  .03 自我接納  .36 

  親密關係  .01 

  超越苦難  .07 

抽取變異數百分比  -1.49 抽取變異數百分比  80.60 

重疊（％）  1.24 重疊（％）  .17 

  ρ2 .06 

  典型相關係數（ρ） .25***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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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個人  

親密關係  

換言之，「出世化外」類型之人對於所有慾望因為無慾所以無求，此類

追求的生活目標是個人之安身立命，對於俗世之名利追逐益亦相較淡薄。  

 

                                           

  生理安全   -.22 

                                          -.11     . 關懷和諧  

愛與歸屬    -.37                            .04      

                                           .05      上帝旨意       

  自我實現     -.49      χ1     .25   η1       .19     

             -.28      無慾無求     安身立命       .36                    

  神聖經驗                                       .01 

            .03                                 .07 ..  

自我超越  

  圖 4-4  理想我與個人意義型態之第三個典型相關分析圖  

 

神聖典型類型之人，因為他們追求的是神聖經驗（β＝ .69）與上帝旨

意（γ＝ .84）兩者之間的相關係數相當的高，可能因素應為基督宗教教義

之影響，基督宗教信仰中心是「神」，而其核心理念是在於解救全人類「願

你的意志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馬太福音第六章）及「神愛世人」要

人們對所有人投入全部身心的愛，這種愛要施及受難的、受壓迫的、患病

的、有罪的，甚至是敵人。這是一種博愛，一種超越自我的愛。  

人文宗教類型之人，因為他們追求的是自我實現（β＝ .67）與個人目

標（γ＝ .93）兩者之間的相關係數相當的高，無宗教信仰者因為不受宗教

教義之影響，因此，多以社會風俗習慣養成其個人性格，而中國人的一般

社會心理特徵：「人的存在是通過與他人的關係體現並受者種關係的限定；

人際關係呈現等級結構；社會團體尊重作用關係的要求，從而保障了社會

的穩定。」（秦家懿、孔思漢合撰，1989，p.96），因此，此類型之人有強

烈的追求目標，而此動機正是社會穩定及成長之動力。  

出世化外類型之人，因為他們在神聖經驗（β＝ .03）與自我接納（γ＝ .36）

兩者之間的相關係數得分均不高，原因可能是因為佛教與道教教義之影

上帝旨意  

自我接納  

超越苦難  

個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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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佛教之核心理念是「自我修行」，追求自我的完善。道教的核心理念則

是「遁世」，遠離一切世俗塵囂。這樣的人生目標是對生死、疾病、得失、

貧富完全不介於懷，超越一切世人所持的價值觀念，最終得道，實現「精

神的解脫」。  

    換言之，在本研究研究者結合馬斯洛之需求層次理論與自我概念理  

論，來驗證自我概念靈性我成分與生命意義之間的相互關聯。在上述之研  

究資料中我們得以看出幼兒園教師內心之各式需求（生理安全、愛與歸屬、 

自我實現、神聖經驗與自我超越）與他們對各種目標（個人目標、關懷和  

諧、上帝旨意、超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係與超越苦難）之追求、認  

知與瞭解都提供一個值得參考的依據，以及更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8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得重要結論如下：  

 

一、幼兒園教師在多元自我概念的研究結果顯示：  

（一） 本研究在多元自我概念真實我部分與理想我部分之分數上，愛與 

歸屬的獲得分數為最高可得知研究對象之愛與歸屬上的獲得情形為最優此

乃受訪園所幼兒之福。因為研究資料顯示受訪之幼兒園教師應為易與他人

發展親密關係之個體，亦即是對人充滿愛與關懷的老師。對於宗教信仰、

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部分的期求與實際上的狀況也有一定之差異存在。此

一資料可供所有幼兒園之園所長在經營管理方面可供參酌，  

 

（二） 本研究中研究者將神聖經經驗及自我超越二項項目列為靈性我之  

測量指標，在本研究顯示幼兒園教師對於神聖經驗的獲得情形相對偏低，  

此部分可能與本研究之幼兒園教師平均年齡偏低（平均年齡僅 31 歲）或許  

有直接關係，在靈性我項目上有許多的研究足以證明年齡是追求靈性的重  

要指標項目，本研究之結論亦驗證了此一論點。馬斯洛說：「人類生活唯  

有當其最高理想被顧及時，才有可能獲得瞭解。成長、自我實現、邁向健  

康的奮鬥、追尋獨特自我、對完美的渴望，及其他個體向上發展的方式，  

現在都必須視為人類普遍的傾向。」(莊耀嘉譯，2004，p.30）。因此，研  

究者建議，在宗教信仰方面可以多多鼓勵幼教老師參與宗教活動，或多加  

入義工團體從事義工服務，使其幼兒園教師得以像馬斯洛需求動機理論再  

做個人之提升，以達到靈性我（大我）之滿足。  

 

二、幼兒園教師在生活目標感、生命意義與個人意義型態的研究結果顯  

    示：  

（一）在生命意義感分量表方面由高至低的排列依序為「立志未來」、「追  

尋意義」及「失落迷惘」。可見幼兒園教師對自己未來人生的展望是懷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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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理想與意義，對自己的人生態度是正向且積極，此一現象則顯示各  

大專院校對幼兒園教師的養成教育有著功不可沒之勞。  

 

（二） 在個人意義型態分量表方面由高至低的排列依序為「個人目標」、「關  

懷和諧」、「親密關係」、「自我接納」、「超越苦難」、「超越個人」及「上帝  

旨意」。由此可見幼兒園教師之生命意義感仍停留在生理我與心理我之基本  

層面，對於達到靈性我的階層上則尚有一段可以努力之目標，但誠如  

馬斯洛所言：達到靈性層面則已接近完人之境界，此一階層並非人人皆可  

達成。因此，藉由宗教活動、神聖經驗、宗教教義、參與靈修、冥想…… 

等方式，藉以提高幼兒園教師的精神層面達到自我超越之境界，則是後續  

研究者可以努力之目標。  

 

三、  背景變項與多元自我概念之研究結果顯示：  

（一）幼兒園教師在「任教年資」項目上，服務 3 年以上之幼兒園教師因  

為工作努力的呈現已獲得主管與家長的肯定且經過社會經驗的洗禮在應對  

進退溝通能力方面已有較純熟的溝通模式。因此，對自我本身理念的實現  

有較高的實現能力，在自我超越方面對自己也有較高的把握。  

 

（二）幼兒園教師在「學歷」項目上，教育程度越高者其愛與歸屬感的需  

求較高，對愛的期求越高反而越無法達到，此部分可能與社會「物化」的  

氛圍有重要之關係，金錢、物質代表一切，包括：追求名牌、奢華的享受…… 

等，反而在精神層次之滿足卻備受忽略。  

 

（三）幼兒園教師在「婚姻狀況」項目上，已婚者比未婚者更能實現自我， 

因為幼教老師多為女性，且工作內容及性質單純，工作時間規律，因此較  

可以營造出良好的婚姻生活、創造甜蜜的家庭互動氛圍，因為對自我的目  

標更為明確，因此得讓女性已婚之幼教老師達到實現自我之境界。  

 

（四）幼兒園教師在「神聖經驗」項目上，需求是相當強烈的，藉由神聖  

經驗的力量強自己的動能，化阻力為動力，更希望藉由神聖經驗的力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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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延續自己工作之能量。  

 

（五）幼兒園教師在「家庭經濟」項目上，家庭收入多寡雖足以決定是否  

滿足個人生理需求及對自我理想之實現，但此目標之實現君指停留在「生  

理我」之層面，財富雖然重要但卻不足以代表一切，要達到「靈性我」的  

層面則必須再進一步的提升，也就是努力追求富足的人生遠比擁有財富更  

具有意義。  

 

四、   背景變項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之研究結果顯示： 

（一）在「生活目標」部分上，任教年資越久者越清楚知道自己所從事的  

工作目標價值之所在，反而是在工作上得到了自我之肯定。  

 

（二） 教育程度與生活目標、生命意義、個人意義型態均無顯著性之差異， 

由此可得知生命意義之追尋與教育程度無關，端賴個體對自我標準之認定  

與行為態度而定。  

 

（三）在「生活目標」部分上，第一組未婚者較具有意義感，第二組已婚  

者較具有失落感；未婚者對自己的將來有較高的期許及規劃，已婚者則必  

須獻身於婚姻關係中，照顧家庭的現實重擔反倒會讓人產生許許多多的無  

力感，如何建構已婚者重燃生命之火則是後續可以加以討論的目標。  

 

（四）在「生命意義」部分上的「神聖經驗」項目上，受到相當正向的影  

響。可見神聖經驗在人類的日常生活當中息息相關，佔據著不可或缺之地  

位。  

 

（五）  家庭經濟與生命意義無關，當一個人的人生閱歷更寬廣為豐富之  

時，同時也已建構其個人之生命意義與價值信念之所在，外在的物質生活  

並無法豐富個人的精神生活，唯有心靈層次得到提升個體之生命才存在的  

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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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背景變項（年齡）與多元自我概念、生活目標、生命意義與個人意  

義型態之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如下：  

（一）愛與歸屬的需求越多者會降低個人的生命意義感，自我實現的期求

會增加個人的生命意義感。愛與歸屬需求越多者越會覺得沒意義。相信自

我實現越會覺得有意義。自我實現的期求會增加生命意義感。自我實現需

求越低者越會覺得有意義。超越靈性的部分與個人的生命意義未達顯著。

很明顯的在此證據上並沒有得到驗證。  

 

（二）年齡無法預測一個人的未來，預測一個人的未來是理想我中的「愛

與歸屬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  

 

（三）年齡為失落迷惘之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則可明顯的看出「年齡為智

慧之增長」。年紀漸長對自己則越清楚瞭解，如何釐清自我需求來實現自我

最後並超越自我。  

 

（四）理想上希望得到更多安全需求、理想上越期望有愛情，親密追尋反

而會越低、理想上越想得到自尊，實現追尋則會越高。  

 

（五）在真實我的生理安全需求越高反而越達不到，理想我方面降低生理

安全需求及愛與歸屬感的要求對個人的達成自我實現目標也反而會越高，

也就是降低物質的需求慾望對個人的自我實現反而有較高的助益。  

 

（六）在理想上希望得到生理安全及愛與歸屬者，則與越能達到超越自我

之能力。  

 

（七）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與神聖經驗有最密切的關係。對上帝旨意有高

度的崇敬心態。在宗教信仰方面則是信守與神的誓約。  

 

（八）生理安全滿足了，並充分的獲得了愛與歸屬，則越具有超越自我之

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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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真實我中的生理安全與自我超越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理想我中的愛

與歸屬與自我超越有最密切的關係。由上項資料得知，生理安全需求，愛

與歸屬需求要求越高反而越無法達到。  

 

（十）在生理需求、愛與歸屬、自我實現、自我超越均達到滿足之時，越

能與他人建立親密和諧的關係。  

 

（十一）人在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後，則越具有突破困境、超越苦難之

決心。  

 

六、個人意義型態與生命意義感之典型相關分析及自我概念與個人意義型  

態之典型相關結果如下：  

 

（一）在個人意義型態與生命意義感部分研究上，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

之幼教老師在實現個人目標的意念上較為強烈，在追求靈性的部分則相對

的薄弱。  

 

（二）在自我概念與個人意義型態部分研究上，研究結果顯示三種典型相  

關，研究者分別將之命名如下：  

1. 第一種典型：神聖典型  

   此類型之人在自我概念上是以神聖與超越目標之自我傾向較高，在個人  

意義型態上則是以上帝旨意及超越個人為個人生命意義追求之目標。  

 

2. 第二種典型：人文宗教類型  

   此類型之人在自我概念上是以自我實現及自我成就之傾向較高，在個人  

意義型態上則是以實現自我，超越個人……等正向項目為個人生命意義追  

求之目標。  

 

3. 第三種典型：出世化外  

   此類型之人在自我概念上是無慾無求、無所期盼，在個人意義型態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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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接納自我為個人生命意義追求之目標。  

 

第二節  建議與研究限制  

 

一、 建議 

（一）本研究建議  

1. Argyal（引自若水譯，1992，p.327）曾說：「一個人必須走出自我才可

能愛人，必須超越自我的個體性，甚至必須失去自我。這種自我放下則是  

成為更廣闊之愛的先決條件，在追求愛與歸屬的過程中，人必須如佛家所  

言，須先「學會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永恆之愛。每個個體均有個人之人  

格特質，如何建構幼教老師「愛」自己，「愛」社會、他人及周遭的人、事、 

物的能力，進而「推己及人」、「愛人如己」最終達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世界大同之境界。  

  

2.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在個人意義型態項目上「個人目標感」得分最高，但

在「超越個人」之項目上得分相對偏低，由此可得知幼兒園教師在超越個

人的部分似乎有所設限，有明確的目標，但卻無法勇敢的追求自我超越。

研究者推論此一現象或許與現代社會父母過於保護子女所形成之普遍社會

狀況有關，太多的直昇機父母整天盤旋在子女身上，使得新一代的年輕人

無法勇於追尋自我的夢想，反倒對自我能力劃地自限，如何鼓勵幼兒園教

師，追求自我實現的能力，則是後續研究者可以探討之方向。  

 

（二）後續研究之建議  

1.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生活目標」、「立志未來」、「失落迷惘」、「追  

尋意義」及「個人目標」等生理我、心理我層面項目進行分析時，其超越  

自我的靈性我目標則並未達到顯著，但是在「關懷和諧」、「上帝旨意」、「超  

越個人」、「自我接納」、「親密關係」及「超越苦難」等特定的目標項目進  

行分析時，其超越自我之靈性我則達到顯著之標準。由此可知個人意義型  

態量表在測量多面向的個人目標時，為一有效之測量標準量表因此建議：  

後續之研究者對於多面向目標之預測時得以使用個人意義型態量表。  



 94

 

2. 本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意義型態量表經過因素分析之後題目分布很不平  

均，因素結構可能還有改變之情況，值得未來研究者作為後續研究之探討。 

 

3. 本研究之量表設計在個人基本資料項目上之家庭經濟狀況部分之分類  

僅區分為：優、中上、小康及中低收入，未能有效清楚劃分；建議後續研  

究者可以將家庭經濟狀況以家庭年收入或家庭總收入作為研究之指標，以  

實際的收入數字作更清楚有效之分類。  

 

（三）實務工作上之建議  

幼教老師的工作在國內雖然不受重視，且未得到國人給予的相對尊

重，但是在西方國家幼兒教育越來越抬頭的意義下，許許多多的研究相關

顯示，要養成健全的人格其童年時期的幼兒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如：曾經

受過家暴之受虐者，待其成人之後亦容易成為施暴者。因此，西方國家大

舉提高幼兒教育經費，即可見其重視之程度及其重要性。一個人不能去尋

找抽象的生命意義，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賦或使命，而使命是必須

具體去實現的。人的生命無法重來也無法重複，所以，也無法取代。因此，

也唯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其獨特的天賦使命。幼教老師整日面對的是天真無

邪的幼兒，因此，「自我選擇」則是非常的重要，在「選擇」的同時要如何

「實現自我」，當踏入幼教職場的剎那就「應該」有深切的體認，自己所從

事的是一份多麼有具體「目標」、「價值」又有富有「生命意義」的工作，

因此，態度表現不應僅僅只是做好一份工作而已，而是清楚認知自己所肩

負的重責大任是「培育我們的下一代」，研究者希望藉由瞭解幼教老師基本

的各階段需求並給予妥善之照料，以期提升幼教老師對自我之期許，最後

終能達到實現自我之目的。幼教老師雖是社會上小小的螺絲釘，但其肩上

所身負的重責大任則不容小覷。在此研究者僅僅提出幾點小小的個人觀點。 

例如：  

 

1. 如何保障幼教老師的工作權益？讓有經驗的幼教老師在婚後能無後顧

之憂的繼續在職場上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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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鼓勵幼教老師多參與社區服務工作（如：到圖書館擔任故事媽媽、  

  擔任社區志工……等）對社會服務貢獻一己之力？  

3. 如何鼓勵幼教老師多加參與冥想、靈修、靜坐……提升靈性我精神層次

之活動？  

4. 如何建構幼教老師的生命價值及生命意義？……等等都是相關單位或

園、所長等相關人士後續可以探討及深究之議題。  

 

二、 研究限制 

 

（一） 研究對象因同隸屬於中華民國齡歲教育發展協會之成員，因此成 

員之同屬性太高，恐無法客觀的顯示所有幼兒園教師所面臨之真實狀況。  

 

（二） 在宗教信仰類別之認定，常常是受到「個人認知」所影響，因此  

也影響研究結果，由於本研究結果其他宗教信仰者佔 38.5%，此比例似乎

過於偏高，似乎較不能代表母群體真實之狀況。  

 

（三） 在宗教信仰的相關研究中年齡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變項，本研究對   

象與其他研究相較年齡層相對偏低。在宗教信仰的獻身及投入程度上明顯

不足。  

 

（四） 如果我們不受先入為主的典範所限，而以人的經驗作為出發點，   

我們必須重視人的靈性層面，但未必由宗教的角度來解釋它，因不論在東

方或西方的文化傳統內我們都不難發現這一層面的存在（若水譯，1992，

p.200）。本研究在自我概念量表靈性我的問卷設計上較為著重在「神聖經

驗」之項目上，此一部分在量表設計上未盡周延，依據馬斯洛靈性我理論

之展現乃是在「至真、「至善」、「至美」三方面之面向呈現，後續之研究者

可以以此為參酌方向，將馬斯洛理論做更為完整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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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師多元自我概念量表  

 填答問卷方式：  

 請您仔細閱讀每一題題目，並且在右側邊的評量項目勾選您對問題的

認同情形，問卷答案沒有對錯、好壞之分，因此不需多做考慮，只要依您

的個人經驗及真實感覺來圈選即可。您的回答會被保密，不會以任何「可

辨別您個人身份」的方式公開，並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  

此份問卷共有 12 頁，為達有效問卷請逐頁、逐項填寫，請勿有漏頁、

漏項填寫之情況，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  

研  究  生：許淑如  

指導教授：張利中     敬上  

個人基本資料  

性     別：□男     □女  

出生年月：民國        年        月               

年     齡：□ 1. 18 歲  - 25 歲    □ 2. 26 歲  - 35 歲   □ 3. 36 歲  - 45 歲  

 □ 4. 46 歲  - 55 歲    □ 5. 55 歲以上  

居住區域：台灣省                 市／縣  

最高學歷：□ 1. 研究所                   □ 2. 大專幼保相關科系    

□ 3. 大專非幼保相關科系       □ 4. 高中職幼保相關科系  

□ 5. 高中職非幼保相關科系  

任職年資：□ 1. 一年以下           □ 2.  1-3 年        □ 3.  3-5 年     

 □ 4.  5-10 年            □ 5.  10 年以上  

婚姻狀態：□ 1. 未婚    □ 2. 已婚     □ 3. 離婚、分居    □ 4. 喪偶  

宗教信仰：□ 1. 佛教    □ 2. 道教（含民間宗教信仰）  □ 3. 基督宗教            

          □ 4. 其他  

家庭經濟狀況：□ 1. 優     □ 2. 中上    □ 3. 小康    □ 4. 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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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一、以下列的一系列簡短的句子，請就您個人目前的實際狀態來回答，請

圈選能夠反映您實際狀況的適當數字。  

 
 
在這件事情上，  
您覺得您目前實際達成的狀態是：  
 

完
全
沒
達
到

 
很  
少  
達  
到  

 

有  
時  
達  
到  

常
常
達
到

總
是
達
到

1. 三餐飲食都能攝取均衡的營養。  1 2 3 4 5

2. 為了有健康的身體，能夠固定地運動。  1 2 3 4 5

3. 能夠擁有適當的休閒娛樂，幫助抒解情緒壓力。  1 2 3 4 5

4. 避免生活中的各種污染源與毒素，保持身體不受危害。 1 2 3 4 5

5. 日常生活中可以遠離暴力的威脅及傷害。  1 2 3 4 5

6. 能夠居住在一個品質、治安良好的居家環境。  1 2 3 4 5

7. 能夠獲得適當的關懷、傾聽與鼓勵。  1 2 3 4 5

8. 能夠擁有可以聽我訴苦、抱怨的好朋友。  1 2 3 4 5

9. 能夠擁有心意相通的朋友或伴侶。  1 2 3 4 5

10. 在工作上能夠感到勝任愉快，有成就感。  1 2 3 4 5

11. 能夠完成工作，有優良的表現、受人尊重。  1 2 3 4 5

12. 能夠擁有一定的成就、品味，受到眾人的讚揚。  1 2 3 4 5

13. 能夠勇於發揮潛能、提昇自我。  1 2 3 4 5

14. 能夠自我接納與認同，不會因為他人的言語而受打擊。 1 2 3 4 5

15. 能夠肯定自我的選擇，朝著人生目標努力前進。  1 2 3 4 5

16. 能夠常常參與慈善或者是義務工作，發揮愛心。  1 2 3 4 5

17. 能夠在平常的日子裡，總是覺得富足、感恩及喜樂。  1 2 3 4 5

18. 與他人相處時能夠做到寬容、原諒、不計較。  1 2 3 4 5

19. 能夠常常參加宗教上的靈修、禪坐活動。  1 2 3 4 5

20. 能夠有足夠的時間沈澱心靈、閉靜與自我反思。  1 2 3 4 5

21. 能夠擁有神聖的宗教經驗，感受到神、佛的同在。  1 2 3 4 5

22. 能夠經常的反求諸己，明心見性。  1 2 3 4 5

23. 能夠經常放下自我，擁有與天、神合一的經驗。  1 2 3 4 5

24. 能夠在參加宗教儀式的過程中獲得深層的心靈平靜。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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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二、以下列的一系列簡短的句子，請就您個人理想上的重要情形來回答，

請圈選能夠反映您實際狀況的適當數字。  

這件事情，  
您覺得在理想上，對您而言是：  
 
與前一大題並非重複，請您耐心地  
依據您理想上的重要情形來回答，謝謝您！  

非
常
不
重
要

 
不
重
要  

 

無
所
謂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1. 三餐飲食都能攝取均衡的營養。  1 2 3 4 5

2. 為了有健康的身體，能夠固定地運動。  1 2 3 4 5

3. 能夠擁有適當的休閒娛樂，幫助抒解情緒壓力。  1 2 3 4 5

4. 避免生活中的各種污染源與毒素，保持身體不受危害。 1 2 3 4 5

5. 日常生活中可以遠離暴力的威脅及傷害。  1 2 3 4 5

6. 能夠居住在一個品質、治安良好的居家環境。  1 2 3 4 5

7. 能夠獲得適當的關懷、傾聽與鼓勵。  1 2 3 4 5

8. 能夠擁有可以聽我訴苦、抱怨的好朋友。  1 2 3 4 5

9. 能夠擁有心意相通的朋友或伴侶。  1 2 3 4 5

10. 在工作上能夠感到勝任愉快，有成就感。  1 2 3 4 5

11. 能夠完成工作，有優良的表現、受人尊重。  1 2 3 4 5

12. 能夠擁有一定的成就、品味，受到眾人的讚揚。  1 2 3 4 5

13. 能夠勇於發揮潛能、提昇自我。  1 2 3 4 5

14. 能夠自我接納與認同，不會因為他人的言語而受打擊。 1 2 3 4 5

15. 能夠肯定自我的選擇，朝著人生目標努力前進。  1 2 3 4 5

16. 能夠常常參與慈善或者是義務工作，發揮愛心。  1 2 3 4 5

17. 能夠在平常的日子裡，總是覺得富足、感恩及喜樂。  1 2 3 4 5

18. 與他人相處時能夠做到寬容、原諒、不計較。  1 2 3 4 5

19. 能夠常常參加宗教上的靈修、禪坐活動。  1 2 3 4 5

20. 能夠有足夠的時間沈澱心靈、閉靜與自我反思。  1 2 3 4 5

21. 能夠擁有神聖的宗教經驗，感受到神、佛的同在。  1 2 3 4 5

22. 能夠經常的反求諸己，明心見性。  1 2 3 4 5

23. 能夠經常放下自我，擁有與天、神合一的經驗。  1 2 3 4 5

24. 能夠在參加宗教儀式的過程中獲得深層的心靈平靜。  1 2 3 4 5



 105

表三  

 

生活目標測驗量表（PIL）  

生活目標測驗（the Purpose in Life Test）簡稱（PIL），內容包括二十

個項目，以七分的等級來評分。每一項的「4 分」代表「中庸」，「1 分」和

「7 分」分別有不同的描述。  

請在適當的數字中圈選  
非
常  
無  
聊  

 
 
中
庸    

朝熱
氣情
蓬洋
勃溢

1. 我 通 常 … … …  
 

1 2 3 4 5 6 7 
純公
屬事
例  
行  

 

 
 
中
庸  

  
總興
是奮
令的
人  

2. 生 活 對 我 而 言 似 乎 ：  
 

1 2 3 4 5 6 7 
完或
全方
沒向
有  
目  
標  

 

  
 
中
庸  
 

 

  

有目
非標
常和
清方
楚向
的  

3. 我 的 生 活 中 ：  
 

1 2 3 4 5 6 7 
完、
全沒
沒有
有目
意的
義   

 

  
 
中
庸  
 

 

  

非有
常目
有的
意  
義  
、  

4. 我 個 人 的 存 在 ：  
 

1 2 3 4 5 6 7 
完  
全  
相  
同  

 
  
中
庸  

  
一鮮
直不
是同
新的

5. 每 天 的 生 活 ：  
 

1 2 3 4 5 6 7 
寧  
可  
沒  
有  
出  
生  

 

  
 
中
庸  
 

 

  

想在
要一
九樣
條的
和命
現  

6. 如 果 我 能 選 擇 ， 我 會 ：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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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適當的數字中圈選  

 

生活目標測驗量表（PIL）  

 

 

餘來
生消
完磨
全時
用間

 

 

中
庸    

做想
一做
些的
我刺
一激
直事

7. 退 休 後 我 要 ：  
 

1 2 3 4 5 6 7 
沒進
有展
任  
何  

 

 
 
中
庸  

  
為而
了進
實步
現  

8. 為 了 達 到 生 活 目 標 ， 我 ：  
 

1 2 3 4 5 6 7 
空絕
虛望
、  
充  
滿  

 

 
 
中
庸  

  

充興
滿奮
令的
人好
  事

9. 我 的 生 活 ：  
 

1 2 3 4 5 6 7 
完價
全值
沒   
有   

 

  
中
庸  
 

  
非  
常  
值  
得  

10. 如 果 我 今 天 會 死 ，  

我 會 覺 得 自 己 的 一 生 ：  
 1 2 3 4 5 6 7 

常為
常何
懷存
疑在
自  
己  

 

 

 
中
庸  

  

總存
是在
看這
見裡
自的
己理
由

11. 思 索 我 的 生 命 ， 我 ：  
 

1 2 3 4 5 6 7 
令全
我然
感困
到惑  

  
 
中
庸  
 

 

  

意我
味的
深生
長活
地相
與符

12. 我看見世界與我生活的關係時，  

認 為 世 界 ：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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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適當的數字中圈選  

 

生活目標測驗量表（PIL）  

 
非責
常任
不的
負人

 
 
中
庸    

非的
常人
負  
責  

13. 我 是 一 個 ：  
 

1 2 3 4 5 6 7 
完和
全環
受境
到的
遺限
傳制

 

 

 
中
庸  

  

絕所
對有
自生
由活
地的
做選
出擇

14. 關於人為自己做選擇的自由，  

我相信人是：  
 

1 2 3 4 5 6 7 
完備
全，
沒感
有到
做恐
好懼
準  

 

  
 
中
庸  
 

 

  

已，
做並
好不
準害
備怕

15. 關於死亡，我 ：  
 

1 2 3 4 5 6 7 
曾把
認自
真殺
想當
過成
，出
  路

 

  
 
中
庸  
 

 

  

從  
來  
沒  
想  
過  

16. 關於自殺，我 ：  
 

1 2 3 4 5 6 7 
幾  
乎  
沒  
有  
能  
力  

 

  
 
中
庸  
 

 

  

能  
力  
非  
常  
強  
大  

17. 我 認 為 自 己 找 到 生 命 的 意 義 、  

目 的 或 使 命 的 能 力 ：  
 

1 2 3 4 5 6 7 
自，
己由
無外
法力
掌控
握制

 

  
 
中
庸  
 

 

  

在由
我我
手控
中制
，  

18. 我 的 一 生 ：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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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適當的數字中圈選  

 

生活目標測驗量表（PIL）  

 

 

 

 

 

 

 

 

 

 

 

 

 

 

痛的
苦經
乏驗
味  

 

 
 
中
庸  

  

快的
樂來
和源
滿  
足  

19. 面 對 我 的 日 常 工 作 是 ：  
 

1 2 3 4 5 6 7 
生使
命命
沒或
有目
  的  

 
 

 
中
庸  
 

 

  

清滿
楚意
的的
目生
標命
，目
令的
我  

20. 我 已 發 現 ：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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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生命意義量表（SONG）  

 

    這個測驗幫助人們了解自己是否渴望尋求生活意義與目的，請圈出最

能表達自己感覺的號碼。  

 

請依據下列尺度來選回答一問題：  

 

1       2      3      4       5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肯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思考什麼是生命的終極意義？  1   2   3   4   
5  

□  □  □  □  □  

2. 我曾經覺得自己注定要做些什麼？但我卻躊躇不前  1   2   3   4   
5  

□  □  □  □  □  

3. 我嘗試新的活動或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但這些很快便都不  

   吸引我了  

1   2   3   4   
5  

□  □  □  □  □  

4. 我覺得有個我無法言喻的東西，正從我生命中消失  1   2   3   4   
5  

□  □  □  □  □  

5. 我常求取變化  1   2   3   4   
5  

□  □  □  □  □  

6. 我覺得生命中最大成就，存在未來  1   2   3   4   
5  

□  □  □  □  □  

7. 我希望未來有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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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8. 我常做白日夢，希望能找到我新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1   2   3   4   
5  

□  □  □  □  □  
 

 

1       2      3      4       5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肯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9. 我覺得我缺乏同時有必要尋找生命中真正的意義與目標  1   2   3   4   
5  

□  □  □  □  □  

10. 我想著要去實現與眾不同的新目標  1   2   3   4   
5  

□  □  □  □  □  

11. 我似乎想改變生命中主要目標  1   2   3   4   
5  

□  □  □  □  □  

12. 生命的奧秘使我感到迷惑或困擾  1   2   3   4   
5  

□  □  □  □  □  

13. 我覺得我有需要過著新生活  1   2   3   4   
5  

□  □  □  □  □  

14. 每當我完成一個舊目標之前，就著手計畫另一個新目標  1   2   3   4   
5  

□  □  □  □  □  

15. 我覺得我需要尋求冒險和克服新挑戰  1   2   3   4   
5  

□  □  □  □  □  

16. 我的一生中，曾強烈渴望發現自我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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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  □  □  

17. 有時我覺得我已發現到這一生所要尋求的是什麼，但後
來就消逝了  

1   2   3   4   
5  

□  □  □  □  □  

18. 我知覺到能引導我人生的一個強而有力的人生目的  1   2   3   4   
5  

□  □  □  □  □  

19. 我覺得生活中缺乏值得去做的工作  1   2   3   4   
5  

□  □  □  □  □  

20. 我覺得我決心實現某個不尋常的夢想  1   2   3   4   
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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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  

個人意義型態（Personal Meaning Profile）PMP 量表  

 

    以下為一些生活事物的敘述句，要請您評定每一個敘述句，在您生命

意義上的重要性及貢獻性，如果一個敘述句所提及的事物對於您的生命意

義非常有貢獻，就請圈選 7（極有貢獻），若是有些貢獻就請圈選 5 或 6，

若是沒有什麼貢獻請圈選 2，若是完全沒有貢獻請圈選 1。  

 

 

 

請在適當的數字中圈選  

完
全
沒
有
貢
獻

沒
有
什
麼
貢
獻

 
 

中
間
值  

 
 

 
有
些
貢
獻  

極
有
貢
獻

1 有美滿的家庭生活  1 2 3 4 5 6 7 

2 相信我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1 2 3 4 5 6 7 

3 與上帝合一  1 2 3 4 5 6 7 

4 知道挫折與失望是生命不可避免的一

部份  
1 2 3 4 5 6 7 

5 相信生命有終極的目標與意義  1 2 3 4 5 6 7 

6 參與創造的工作  1 2 3 4 5 6 7 

7 成功的達成自己的願景  1 2 3 4 5 6 7 

8 追求有價值的人生目標  1 2 3 4 5 6 7 

9 努力完成個人的生命目標  1 2 3 4 5 6 7 

10 關懷他人  1 2 3 4 5 6 7 

11 有人可以分享親密的感覺  1 2 3 4 5 6 7 

12 相信我的人生目標具有價值  1 2 3 4 5 6 7 

13 努力實現我的潛能  1 2 3 4 5 6 7 

14 相信這個世界有正義與公理的存在  1 2 3 4 5 6 7 

15 努力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的美好  1 2 3 4 5 6 7 

16 能夠接納自己  1 2 3 4 5 6 7 

17 有信實的朋友可以給我情緒支持  1 2 3 4 5 6 7 

18 與他人有和諧的關係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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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沒
有
貢
獻

沒
有
什
麼
貢
獻

 
 

中
間
值  

 
 

 
有
些
貢
獻  

極
有
貢
獻

19 具有使命感  1 2 3 4 5 6 7 

20 努力活出上帝的旨意  1 2 3 4 5 6 7 

21 勇於接受挑戰  1 2 3 4 5 6 7 

22 相信人類生活的道德律法  1 2 3 4 5 6 7 

23 能夠為一個目標獻身  1 2 3 4 5 6 7 

24 主動積極  1 2 3 4 5 6 7 

25 能夠善用自己的各種能力  1 2 3 4 5 6 7 

26 不論做什麼都全力以赴  1 2 3 4 5 6 7 

27 有一群好朋友  1 2 3 4 5 6 7 

28 被他人所信賴  1 2 3 4 5 6 7 

29 投身於我的工作之中  1 2 3 4 5 6 7 

30 生命有明確的目標與方向  1 2 3 4 5 6 7 

31 尋求超越價值，一個超越個人利益的價

值  
1 2 3 4 5 6 7 

32 受到他人的尊重  1 2 3 4 5 6 7 

33 努力榮耀上帝  1 2 3 4 5 6 7 

34 在工作上充滿熱情  1 2 3 4 5 6 7 

35 生命沒有虧欠我  1 2 3 4 5 6 7 

36 接納自己的有限  1 2 3 4 5 6 7 

37 與自己的過去和解  1 2 3 4 5 6 7 

38 擁有彼此皆滿意的情愛關係  1 2 3 4 5 6 7 

39 感受到生命的和諧一致  1 2 3 4 5 6 7 

40 遭遇困難險阻不會放棄  1 2 3 4 5 6 7 

41 幫助他人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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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貢
獻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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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
獻

42 被他人所喜愛  1 2 3 4 5 6 7 

43 能夠找到自己深愛的對象  1 2 3 4 5 6 7 

44 努力達成個人的成長進步  1 2 3 4 5 6 7 

45 帶給他人歡樂  1 2 3 4 5 6 7 

46 接納無法改變的事實  1 2 3 4 5 6 7 

47 堅毅且擁有資源，達成個人的目標  1 2 3 4 5 6 7 

48 認定自己的工作具有價值  1 2 3 4 5 6 7 

49 對社會有具體的貢獻  1 2 3 4 5 6 7 

50 能夠增進他人的福祉  1 2 3 4 5 6 7 

51 相信死後的生命  1 2 3 4 5 6 7 

52 相信人可以擁有與上帝的關係  1 2 3 4 5 6 7 

53 試著去放下個人的一切  1 2 3 4 5 6 7 

54 相信宇宙具有次序與目標  1 2 3 4 5 6 7 

55 被他人公平的對待  1 2 3 4 5 6 7 

56 獲得應得的機會與報酬  1 2 3 4 5 6 7 

57 學會與苦難相處並且超越  1 2 3 4 5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