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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一，試以 Freud 之性心理理論、Kohlberg 的性別認同發展認知理論、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

以及 Piaget 性別基模理論解釋幼兒如何習得性別認同？(25 分) 

 

 

【參考解答】 

 

  (一)  Freud 性心理理論 

    性心理分析論中，有關人的發展包含下面五個階段 

年齡 階段 

出生~12 月或 18 月 口腔期（oral stage） 

12 月或 18 月~3 歲 肛門期（anal stage） 

3~6 歲 性器期（oedipal stage） 

6 歲~青春期 潛伏期（latency stage） 

青春期以後 兩性期（genitial stage） 

    

其中 3~6 歲的性器期中，孩子會產生戀父或戀母的情節，並藉由認知到男性性器官的這件事， 

來而解決戀父或戀母的衝突，並進而產生向同性別父母表現認同的行為。其強調的孩子的早期 

經驗和主要照顧者對其影響，會進入到孩子的潛意識中產生所謂的性別認同，因此，性別認同 

是潛意識和部分生物基礎的發展。 

 

(二)  社會學習理論 

強調性別認同的發展是透過環境習得，是由環境直接接受到不同的對待、增強和處罰，以 

及間接透過觀察學習和模仿而形成的。 

注意階段 孩子會注意到不同性別所產生的行為表徵，並了解其中意義 

保持階段 孩子會把日常中對於男女性別的差異保留在記憶當中 

再生階段 孩子透過觀察學習與模仿，做出不同性別可能產生的觀念和行動 

動機階段 其性別認同將在日常生活中，實際表現出來 

 

(三)  Kohlberg 性別認同發展認知理論 

      強調性別認同的發展是配合認知發展階段而自發性學習到的。性別認同是孩子透過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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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來建構自己的性別認同。 

1.性別認同期 

1.5-3 歲間，對於男女性別的區分，主要以外表來分，對性別角色的服從，取決於行為 

賞罰而來。 

 

2.性別穩定期 

約在 3 到 6 歲之間，隨著語言與認知能力的進步，孩子開始了解與自身性別有關的訊息。 

4 歲左右，大部分的孩子就開始有性別穩定的理解，知道性別是穩定的。 

 

3.性別恆定期 

約在 6、7 歲左右以後，孩子對性別的認同開始恆定。這時的孩童就已經具有「性別保留 

概念」的能力，即使男生穿裙子，也不會變成女生。 

 

(四) Piaget 性別基模理論 

整合了社會學習理論及認知發展理論，並強調當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其認為性別認同發 

展是在性別基模的處理過程中產生的。而所謂性別基模是指藉由觀察文化中所呈現的兩性  

差異，進而產生認知結構，而在性別基模產生的過程中，孩子會學習去評估何謂適當的行 

為，進而產生性別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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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類功能架構是採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CF)模

武。依據此模式人類功能的架構共有五個面向：智力能力、適應行為，健康、參與度，以及環境背

景，請試述智能障礙顯現在這五個面向的概念 (25 分)     

 

 

【參考解答】 

 

    傳統上，國際功能、障礙與健康分類系統是延續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損傷、障礙、及殘障分類

系統(ICIDH)精神，而兩者最大的差異是國際功能、障礙與健康分類系統加入「環境因素」與互助

概念，目前使用該系統在臨床應用上最為廣泛的是復建領域。 

 

(一)智力能力 

個體如因為他/她的智力能力與同年齡者的常態分佈狀態相比，產生異常，且時間持續超過六 

個月，以致於限制他/她的社會生活參與，他/她被視為智能障礙，其孩子因智能障礙而受限制。 

 

(二)適應行為 

使智能障礙者能「盡量像一般人一樣能正常」的過生活及參與社會，並不單只是國家的責任， 

而是全體人民的責任。僅靠社會給付及其他救助只能減輕困難及促進智能障礙者享有社會生 

活，並無法提供絕對的保障；因此需要針對智能障礙者及社會的努力才能達成。以復健師為例， 

他需觀察障礙者的適應行為，這些資料都可以用來確定適應行為和能力將可以如何被改善。例 

如：教導智能障礙兒童了解各種情緒，將有助於智能障礙成員間有效互動，並增加障礙者未來 

與家人或社會間的參與。 

 

(三)健康 

國際功能、障礙與健康分類系統，評估身體結構與功能的損傷狀況之後即由復健或護理等相關 

專業人員，評估個體可以參與社會之程度以及環境對個人的支持因素。因此健康面向是協助智  

能障礙孩子，在未來的處遇機制中，重要的一環。國際功能、障礙與健康分類系統模式，認為 

必須從健康(身體功能及結構)、行動能力和參與能力、環境因素都進行評估方能得至正確的結 

果，而且不同向度之間會彼此影響該向度嚴重之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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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度 

參與是指存在有兩人以上的生活情境之參與。所謂的參與度即”支持”的一項，包含家庭、機 

構及社區的支持，特別提供這群智能障礙的孩子，能參與在學校、工作場所、運輸等場域，協 

助他們更廣泛地參與社會。當然在推行 ICF 系統時，仍須評估讓障礙者及其家人的溝通，以 

利障礙者有更好的社會參與度。 

 

(五)環境背景 

環境是指與日常生活和居住相關之自然、社會和態度的環境。孩子因為損傷後的限制及與環境 

的互動，都須在國際功能、障礙與健康分類系統中評估。因為必須考慮到環境因素造成的可能 

阻礙。因為環境所造成的限定，也需要納入未來處遇介入後的改善成效中一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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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理困擾症狀可區分為兩類，一類為外在精神衝突者，另一類為內在精神衝突者，請分別敘

述這兩類的行為表徵。兒童的發展為困擾之聯結反映了那兩種危險信號？為了減少危險信號的發

生，幼保人員或教師有何因應方武？(25 分) 

 

 

【參考解答】 

 

(一) 心理困擾症狀 

  所謂心理困擾症，就是指致造兒童在生活、學業、人際關係和工作等方面，產生顯著困難的 

症狀，輕者影響孩子身心發展，重者可能危及孩子的生命安危，而心理困擾症狀可分為以下兩 

者。 

1.外在精神衝突者：持續性的表現外向性的攻擊、反抗、衝動、過動、自殘等行為。 

2.內在精神衝突者：內向性的退縮、畏懼、焦慮、憂鬱等行為，或其他精神疾病等問題。 

 

(二) 兩種危險信號 

※內在信號 

(1) 當孩子有自殺傾向的高風險性格時：包括容易鑽牛角尖、內向、沉默寡言、遇到困難 

   或挫折時較少將心事與人分享、思想執著、負面且悲觀，以及不能接受失敗等性格問 

   題時，就是可能在發展上出現困擾。 

(2) 要留意孩子是否對喜歡的東西失去興趣、表示失眠或睡得不好、沒有食慾、將自己喜 

   歡的東西送給別人、與人談論生與死的話題、或變得越來越退縮和不想跟人接觸，這 

   些都是精神困擾產生的信號。 

※外在信號 

(1) 留心孩子近期與家人及朋友的相處問題、在學業和重要關係上所面對的挫折。 

(2) 一般來說，自殺很少是一時衝動的行為，在事發前，往往可以察覺孩子在情緒上的變 

   化，例如抑鬱、心情低落，鬱鬱寡歡、沒精打采，以及激動和易哭等等。 

 

(三)因應策略 

1. 對孩子的「情緒反應」要更為敏銳。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2. 可以利用相關的界定指標和評定量表等工具，發現孩子在內外向情緒與行為困難上的頻

率和嚴重性。 

3. 發現孩子有困擾時，應同時實施處置和輔導，提供學生適切的輔導措施。 

4. 團隊跨領域合作，由教師、輔導人員及心理治療師、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人員、父母

或監護人等其他相關的專業人員，廣泛蒐集學生資料，包括生理及心理檢查、智力測驗、

人格測驗、行為檢核表、直接觀察、父母晤談、學生晤談、軼事記錄和訓輔記錄等多項

資料，再加以彙總，並參照情緒與行為障礙的內涵、定義與指標，綜合研判及鑑定學生

的困擾和需求，再進一步提供教育或治療服務。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四、美國加州大學發展心理學家 Diana Baumrind 執行了縱貫性研究，其將父母教養風格區分為兩

個向度(溫暖與控制)  ，試問依上述兩個向度又可加以區分為那四種類型？並請敘述此四種類型的

特徵，分別對兒童之影響為何？(25 分) 

 

 

【參考解答】 

 

 一、Diana Baumrind 教養類型 

心理學家 Diana Baumrind 檢視不同的教養方式，依據溫暖與控制等向度，將教養方式歸 

為四種類型如下。 

父母教養風格向度        溫暖（重關係互動與情感） 

高 低 

 控制 

（重行為監管與引導） 

高  開明權威型(民主型)   專制威權型(專制型) 

低  寬鬆放任型（溺愛

型） 

  忽視冷漠型（忽略型） 

 

二、教養類型特徵與對兒童的影響 

 

(一)開明權威型： 

1.特徵 

此型是最有利子女成長的教養型態，當父母親在實施教養行為與責任時，會關心孩子

的需要、適時調整與溝通，並站在孩子立場同理他的感受；再者制定合理具彈性的規

範、引導子女有良好的行為，在溫暖與控制兩向度間達到平衡。 

2.對孩子的影響 

     (1)孩子較容易自動自發、有獨立自主的思考能力 

     (2)較具正向的自我概念，對自己有自信。 

     (3)較有創造力，願意嚐試新的經驗。 

(4)能對自己負責，有計劃性和自制力。 

(5)願意尊重他人，與人溝通互動能力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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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制威權型： 

1.特徵   

此型父母因本身人格特質、不良觀念及文化制約等因素，常用控制、威權、要求、嚴 

格、過度期望的教養態度對待孩子，容易為符合社會期望來限制孩子的發展與行為。  

2.對孩子的影響 

(1)受控型：孩子容易缺乏自信、自卑、退縮、害羞。對於自我抱持懷疑與貶抑的想法， 

          容易出現依賴與認命的表現。 

(2)反控型：孩子容易出現叛逆、負向情緒與行為、控制慾、高堅持、不輕易放棄等人 

   格。 

 

(三)寬鬆放任型： 

1.特徵 

此型父母對於孩子容易出現，過度屈從、保護、寵溺，以及期望較低的教養態度，並 

且沒有堅定的教養原則。對於孩子所有的要求和不當行為，都願意滿足與接受。 

2.對孩子的影響 

    (1)孩子容易衝動、自我控制不良，對於情緒和規範的控制有困難。 

(2)凡事容易以自我的需求為中心，不去考慮他人。 

(3)對於行事原則不明確，判斷力與責任感不足。 

(4)缺乏對他人的尊重，易霸道，不合群，且不易與他人合作。 

 

(四)忽視冷漠型： 

1.特徵 

父母可能缺乏教養知能，對於孩子的基本照顧與保護未能盡責，甚至連養育的功能都 

可能出現問題。此類型父母對孩子冷淡、冷漠、忽視需求，或是父母本身也有嚴重生 

活適應、人格適應、社會適應的問題。 

2.對孩子的影響 

(1)可能對父母及社會產生怨恨、想報復的想法，造成情緒發展不良。 

(2)孩子容易產生負向的自我概念和人格。 

(3)容易與人疏離，無法和他人發展出良好的親密關係。 

(4)可能出現身心問題，例如:憂鬱症、焦慮、強迫行為等。 

(5)無法穩定發展自我規範能力和社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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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的教養方式，容易在子女人格、身心發展、情緒、學習及社會適應上，產生問題。而良好

的教養態度，則得以幫助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快樂學習中，並在生活中感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為人父母者，除少數嚴重失能者，大多數都是愛孩子的。但很多父母可能不知道，過多或過少的溫

暖或控制，可能使孩子身心發展不良。因此身為保育人員的確確實需要適時的給予提醒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