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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指導手冊 

編製者：陳李綢 吳淑禎 

壹、 前言 

16 至 30 歲的青年正值獨立自主及服務社會的社會主流，但近年來，歷經科技革命、經

濟結構改變、教育改革、以及家庭功能變化，其所帶來的轉變使現在的青年受到頗大的衝擊，

造成了心理層面與外顯行為的改變。 

現代的青年在成長過程裡，得面對多元化的價值衝突、以及大環境所隱藏的紊亂與不

安，凡此種種，皆為他們看似安穩的成長歷程投下一枚震撼彈，並帶來某種程度的變數。正

因為青年是未來國家發展的主力，所以其發展過程格外值得重視；青年人的成長與適應問題

是值得學者、社會大眾及有關單位加以重視及探討的要題，所以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探討

其與青年之間的發展關連，將有助於我們更清楚瞭解他們的問題點與障礙點，進而體察到他

們的需要，給予最適切的引導和協助。 

從時代的改變、大環境的變遷與社會結構的解體，影響青年心理與人格的發展，青年的

人格發展隨著年齡、環境與文化變化而有所變化，青年的實際人格特質發展與心理的改變應

有明確的指標與分析，才能對青年的行為與心理提出適當的教育策略與輔導方案，有助於提

升青年生涯規劃，促進青年的競爭力與國際職涯教育的競爭力。1996 年青輔會編製的青年生

活適應量表，為因應當時青年輔導工作的需要，編製的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共有七個分量表，

包括：自我覺知及決策力、工作技能、家庭及社會適應力、個人技能、工作適應力、工作定

向感、及價值觀，該量表具有相當穩定的信度及效度；唯原量表建立常模的時間歷經十多年，

而且社會變遷急速，社會結構的改變，當年建立的常模有必要修訂，或有些題目隨著社會變

化，青年認知及人格發展的變化，原量表的內容需要修訂，以符應青年的使用需求。因此本

量表主要目的為：(1)統整國內外有關文獻，並因應時代變遷及社會多元化發展，青年生活適

應量表，作為了解我國青年生活適應心理指標，提供青年生涯教育參考。(2)協助青年瞭解自

己的適應問題與適應能力，作為未來生涯規劃與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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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編製依據與經過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的編製，主要依據 Erikson（1968）自我統整理論、Marcia（1966）

認同與危機說、Chickering（1969）等人的青年的自我統整與適應行為的人格發展理論建構量

表內容，及參考 Sternberg、Ford、Dweck 等人以解決問題及生活適應力的個人人格成熟的認

知指標為編題的依據。並考量青年生活適應涉及生活、生計與生涯，三者環環相扣，尤其面

對全球產業結構的變化以及經濟競爭的環境，青年就業力成為適應良好的重要指標。針對青

年面臨文化衝擊下，進入職場的實際生活適應問題及必備的工作適應能力作為編製量表依

據。另外，由於過去文獻中探討青年的生活適應問題，大都以消極面來研究有關心理疾病、

焦慮、憂鬱等負面情緒問題，自 1998 年 Seligman 提出正向心理學觀點之後，心理學界已不

再單純地著重人類的不良適應問題，而朝向營造一個人類優勢的積極心理科學，重視青年學

子的智慧、勇氣、人道、正義、修養、以及心靈超越的特質培養，進而達成良好生活適應的

發展(Snyder & Lopez, 2007)。Peterson 和 Seligman（2004）認為正向心理學的任務為促進身

心健康，診斷疾病指標，預防疾病發生，使健康的人更有生產力，活得更快樂，及增進人類

壽命與智慧。「正向心理學」的提出，顛覆過去對負面病徵的研究，重視「正面思考」問題。

因此，生活適應的研究不應該只是改正個人的錯誤或缺點，還要幫助人們找到自己的長處和

美德。正向心理學內涵包括「正向經驗」，如：快樂、主觀幸福感等，「正向特質」，如：自我

決定、智慧、創造力美德等，「正向環境」，如：社會關係、文化規範、家庭影響潛能的發展

等(Peterson, 2006)。因此本研究依循正向心理的觀點，從青年學子在就學或工作過程所習得的

能力出發，整合各項青年發展理論與評量架構，進行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的編製。 

因此本量表的編製包含青年自我統整理論概念，也融入問題解決與生活適應的觀點，個

人的特質與情緒影響問題解決的過程，生活適應與心理健康的關係，青年進入職場的實際生

活適應、生活問題，及必備的工作適應能力及就業問題的適應。本量表之編製參酌上述的理

論與相關研究觀點，再配合國內青年生活適應方面問題而編定，共分成六個分量表：社會適

應、價值信念、生涯定向、積極進取、現代化及幸福人生。本量表共有 60 題，每一題是以五

點量表呈現，共可得六個分量表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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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編製的理論與相關研究，如下列所述： 

一、生活適應之定義與內涵 

「適應」（adjustment）的涵義源自於生物學中 adaptation 的概念，意指生物為了生存必須

做適度的改變以配合外在環境。 雖然「適應」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用語，但是心理學家們對

「適應」的定義有著不一樣的看法，整理相關文獻的結果，大概分為以「結果」和「過程」

兩大類型的看法。以「結果」來定義的學者認為，「適應」是人與環境互動後的結果或狀態。

從「過程」的觀點來解釋的學者認為，「適應」是一種過程與歷程。綜言之，所謂的「適應」

乃是：人與環境互動過程中遭遇困難與壓力，為了排除困難解除壓力而採取因應方式，達到

身心平衡狀態的一個過程。達到良好適應的人在適應環境的過程能隨時調整自我、因應環境，

不但能滿足心理需求並能與環境維持良好的互動與關係。因此，「適應」是一種個體與環境的

交互作用的過程，是一種達到和諧狀態的結果，也是一種行為或能力的表現。 

生活適應是一種心理健康的表徵，表示個體與環境之間能維持和諧的關係，生活適應良

好的人，因為自己需求獲得滿足且獲得認可，因而產生快樂幸福的感受，此即是一種心理健

康的狀態。 

「生活適應」所涵蓋的範圍廣泛，小從個體對自己，大到與家庭、學校、社會環境等各

方面的調適歷程與結果都是其範疇，而青年的生活適應約可分為生理、心理與社會三種層面。 

二、青年的自我統整與適應行為的人格發展理論 

(一) Erikson 自我統整理論 

Erikson（1968）指出個體到了青年時期，因其兒童期的認同作選擇性的拒絕和同化，然

後重新組成一個新的自我形象。這種自我重整、或追尋可能獲得成功，而導致自我統整；但

也可能失敗，而導致統整的錯亂。依Erikson的看法，自我統整的工作雖並非自青年期才開始，

但卻是青年人格發展的關鍵期。Erikson把人生發展分為八個階段：(1)信任對不信任期。(2)

自主對羞愧懷疑期。(3)自動自發對退縮內疚期。(4)勤勉對自卑期。(5)統整形成對統整錯亂期。

(6)親密對孤獨期。(7)創作生產對停滯期。(8)統合對絕望期。這八個時期的前後關係是連續的，

因個體生理成熟、智力成長以及社會文化要求的不同，個體所須面對的難題亦因之而異；面

臨待解的難題，自然地形成心理衝突與壓力，Erikson稱之為「危機」。一個時期的危機能否化

解，有賴於前面各階段的成敗經驗，及當時的適應能力。個體面對一個危機，可能變得適應

不良，但也可能會因之產生更好的內在一致感，激發或學得更好的判斷力，及更能依自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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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準行事的能力。依Erikson的看法，青年期的關鍵性難題是自我統整的形成。個體到了青

年期，隨著身心的成熟、自我意識增強，對自己的身體、慾望、能力、經濟，以及別人對他

的期待反應等，特別敏感，因而產生「我是誰？」、「我能做些什麼？」、「我想做些什麼？」

等問題。在思索這些問題時，個體將過去經由認同得來的經驗放在一個新的自我形象下，加

以重新組合，形成一個各部分密切關連的整體。這種自我重整的歷程，亦即自我統整形成的

歷程。Erikson認為統整危機的解決是人格發展過程中關鍵性工作，包含了七個小衝突，這七

個小衝突也是自我統整危機的七個層面，這七個層面分別是：(1)時間透視對時間混淆(time 

perspective vs. time confusion)：青年要能正確計劃未來，須對個人的過去、現在及未來想成為

什麼，做個評估。若有良好的時間透視感，則人格較能統整成熟；反之，會傾向於要求立即

行動或不斷更改未來的計畫，這些是時間混淆的現象。(2)自我確認對自我意識(self-certainty vs. 

self-consciousness)：自我統整的過程中，個體須能體認自己，並對自我有信心。透過自我檢

視的過程，個體可能對自己產生足夠的認識與信心，但也可能產生過度的自我懷疑。(3)角色

試驗對角色固著(role experimentation vs. role fixation)：自我統整的形成有賴於個人探索與試驗

各種可能的社會角色，而由其中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在這些過程中有些青年因面臨太多的選

擇而無所適從，因而產生角色固著的現象。(4)職業意願對工作無力(apprenticeship vs. work 

paralysis)：一般認為職業選擇是自我統整的關鍵性因素，因為職業決定個人的社會地位，並

影響自我看法的形成。這方面若正向發展是青年扮演「學徒」的角色，樂於對未來職業付出

心力去做準備；若負面發展則是青年對工作不發生興趣且不認識其價值。(5)性別分化對性別

混淆(sexual polarication vs. bisexual confusion)：個體能認同自己的性別角色，則自我統整發展

較好；反之，對自己的性別角色混淆不清或缺乏自信，則很難形成穩定的自我統整。(6)主從

分際對權威混淆(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vs. Authority confusion)：與社會活動時，個人能恰

如其分地扮演領導者或跟隨著的角色，表示其具有自我統整感；反之，若不能將不同權威的

價值加以整合，形成個人的信念，則會產生權威混淆。對權威的態度不是盲從，就是盲目反

對。(7)價值定向對價值混淆(ideological commitment vs. confusion of values)：此一層面是統整

危機的最關鍵部分，因而綜合了前述六個衝突，青年若能將過去、現在及未來連絡起來，並

找到自己的價值理念，則能順利度過此危機；反之，會經驗到價值混淆，缺乏價值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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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hickering的發展任務論及研究 

  Chickering(1969)從心理社會發展向度，說明青年的適應良好與下列七項任務發展有關：

(1)向度一：勝任感的發展，Chickering把「勝任感」界定為個體對於自己能力的信心，包含處

理一般問題的能力以及達成自己預定目標的能力。勝任感的發展乃其他各項發展的基礎，個

體有了勝任感才能進一步發展自主性、情緒處理、自我統整及目標選擇等議題；若缺乏勝任

感，個體就感到無助、自卑；而勝任感的發展包括三種能力，分別是智慧能力 (intellectual 

competence)，含一般知識、批評思考，以及心智能力的增加、運動和藝術技能(physical and 

manual competence)以及人際社會技巧能力(interpersonal competence)，其指與他人友好的合作

關係，能共同完成一些工作的能力。(2)向度二：情緒處理的發展，包括情緒知覺與情緒控制

能力。因此生活適應與個人情緒發展有關。(3)向度三：自主性的發展，自主是一種「成熟的

獨立」，一個自主的人是具有安全感的，其性格是穩定的，而自主性表現包括三個重點，其一

是情緒性的獨立，指個體擺脫對父母的依賴，把它轉為對同輩的信賴，但最終仍須達到個人

的自主；其二是工具性的獨立，指個體能獨立完成活動或處理問題；其三則是體認互賴的重

要性，強調個體能夠瞭解個人和社會群體互賴的關係是個體達到真正自主的基石。換言之，

即指能夠瞭解個人與家庭、同輩及社會之間所存在的互賴關係，即愛與被愛的相互性，有了

這些認識之後個體才能成為真正自主的人。(4)向度四：統整的建立，Chickering認為所有的發

展向度皆可以用統整的形成來涵蓋。但由於統整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涉及多方面的事物與活

動，所以為了使之具體化、明確化，須將之分成上述的數個向度。既然將之分成了好幾個向

度，那麼「統整的建立」這向度所涵蓋的又是什麼？Chickering認為統整是一種自我的感覺，

當一個人的勝任感、情緒處理和自主性等三個向度順利發展成功之後，個體就會形成一致性

的自我感，而自我感的形成會促成開放的人際關係(向度五)、未來目標(向度六)、以及整合感

(向度七)等三向度的發展。(5)向度五：開放的人際關係發展，此一向度，包括兩個層面，其

一是容忍與尊重能力的增加，意指個體能夠接受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習慣與價值體系以及不

同外貌的人，而且可以與之建立良好關係。在此所指得的容忍力並非指面對差異時消極地忍

氣吞聲，而是積極的開放自己，接受對方，選用使自己及他人滿意的溝通管道，與人維持親

密持久的友誼，並進而發展出自在的人際關係。其二是指與親近朋友關係的提升，意謂個體

與朋友之間的關係，由依賴共生朝向互依發展，變為以彼此都擁有更廣的生活空間，有較大

的自由，互相間的信任度和穩定度都增加。(6)向度六：未來目標的發展，Chickering主張未來

目標的建立是要先統合興趣、計畫以及生活型態，然後訂下未來的計畫及各種生活目標的優

先次序。透過這種統合的工作，個體的生活才具備意義與方向。(7)向度七：整合感的發展，



10 
 

指個人行為與價值觀念逐漸趨於協調。個人由完全盲目順從信念而逐漸了解道德規範乃取決

於情境因素的考慮，當價值信念趨於極端相對，個人會失去行為的憑依標準，因而使個人感

到茫然與焦慮不安，為了減低此種不安，個人將逐漸發展出內化且穩固的內在原則，以做為

個人行為和抉擇，以及判斷他人行為的依循準則。當一個人可以建立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時，

他的內在衝突即可減少。因此，探討青年的適應問題可從上述七個向度思考。 

(三) Marcia 的認同危機與相關研究 

Marcia(1966)沿用 Erikson 自我統整理論，並發展量表來證實艾氏的理論，他認為認同

(identity)有兩個要素，一為危機，一為承諾(commitment)。危機是一個人面對多種抉擇的時刻，

這些抉擇包括職業選擇或過去童年的信念，經歷危機時即為承受壓力的時刻，青年人所面臨

的身心成長是個危機，只不過青年人感受危機的層面不同；在危機層面中可分為：(1)缺乏危

機(absence of crisis)，個人未感受到選擇目標的必要。(2)正在危機中(in-crisis)，個人正努力解

決問題，作決定。(3)通過危機(past crisis)，個人已克服危機，有所選擇。當個人有所選擇後，

就必須付出承諾。承諾是代表個人針對目標所付出的時間、精力的程度。Marcia 從個人對生

活及職業的危機與承諾程度，將青年的自我認同分為四種類型：(1)自主定向者(identity 

achiever)，這種人經歷過危機，並且在職業上與價值信念上有所決定及付出承諾。(2)尋求方

向者(moratorium)，這種人正處在危機中，在職業及價值觀上還在尋找方向，因此還未付出承

諾，取得自我的平衡點。(3)他主定向者(forclosure)，這種人沒經歷過危機，但以別人所期待

的選擇及方向付出承諾。(4)迷失方向者(identity diffusion)，這種人可能經歷過危機，也可能

從未經歷過，無所選擇也無追求方向，更無法付出承諾。 

    Marcia 曾以晤談法及語句完成法研究大學生、女青年等研究對象的自我認同類型與人格

發展、家庭關係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自主定向者在壓力與危機中，有較佳的適應力；其次

為尋求方向者；再次為他主定向者，他們通常在壓力下產生強烈挫折感，容易失敗。而迷失

方向者根本放棄追求生活的目標。 

三、生活適應與解決問題能力的研究模式 

早期，有關個人生活適應問題的研究，偏向於人格適應觀點來探討，但近年來，許多研

究走向整合性觀點，認為適應問題不只是與個人人格有關，甚至與個人能力或認知能力有關。

強調人類智慧的多重化及廣泛性，非傳統智力測驗測得的普通能力所能涵蓋的。人類智慧包

括內在智力，中介智力及外在智力。內在智力與人的潛力有關，其中又包含知識獲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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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表現的能力、及後設認知的能力。中介智力是個人與環境互動下所形成的智力，其中包

含創新力、領悟力、及自動化經驗。外在智力是指個人面對外界環境所表現出來的智力，包

括適應環境能力、選擇環境能力、及改造環境的能力。個人外在智力受環境影響最大，相當

於智力行為的表現，也是與現實生活結合的智力（陳李綢，1991）。有關內在智力及中介智力

方面的研究較偏重普通能力及認知能力的探討，國內外已有多項的研究成果；而有關外在智

力的研究，即重視環境適應力及解決問題能力，國內外的研究有多項發現指出實際適應環境

能力與解決問題能力和個人人格、工作成就、領導力有密切關係。因此，生活適應與解決問

題能力有密切關係。因此本量表的編製也參酌生活適應與解決問題能力的研究模式，茲敘述

主要參考的理論如下： 

(一)Sternberg的PRSVL人與環境互動模式 

Sternberg（1994）以PRSVL模式(person-role-situation-value-lucky; P代表人格，R代表角色，

S代表情境，V代表價值觀，L代表運氣）來說明人類智慧與環境互動關係。其中實際環境適

應力與個人使用策略知識有關；策略知識與經驗有關，但與普通能力的相關低，與工作成就

有高的相關。 

Sternberg以統合智力與人格的研究提出PRSVL人與環境互動模式，說明個人適應環境與

個人、角色、情境、價值、與運氣互動的關係。Sternberg認為一個人是否能適應現實環境，

必須考量到個人因素，其中包括個人的心理能力（記憶力、創造力、實際處理情境能力），知

識（敘述與程序性知識），風格（內控－外控、分析－統合、局部－整體），人格（模糊容忍

力、克服困難毅力、成長意願、冒險意欲），動機（內發性、工作取向）；角色因素，其中包

括領導－順從、業主－經理、策劃－執行；情境因素，其中包括高壓力－低壓力、近監督－

遠監督、長期目標－短期目標、舒適－不舒適；價值因素，其中包括人－物、過程－結果、

順從－獨立、個人－團體、利他－自利、彈性－穩定、表象－真實；運氣因素，其中包括家

庭社經地位、種族、障礙、家族、機運等。由此說明一個人適應環境的因素並非單一因素所

能影響的。 

(二)Ford 生活系統適應論 

Ford（1994）以生活系統適應論說明生活適應與人格及智力成長息息相關，他認為研究

人類的心理，通常在探討人類生活的功能，包括人類生活發生什麼事件？人類生活的內涵是

什麼？有效的生活功能是什麼？有效的生活功能如何發生改變？有效生活功能如何發生？這

些問題的探討正說明人類的生活是一個有組織、有內涵、有效性、與發展性的系統及功能。

因此，研究人類的心理，即為瞭解人類生活適應系統。Ford提出生活系統架構(Liv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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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簡稱LSF)，說明人類生活的功能與發展形成一個建築架構，而這個結構是經由

個人的自我組織、自我建構與適應控制系統形成。LSF是一個人與情境互動的完整組織，它

包含人類的功能，如直接的認知、調整認知、控制認知、訊息處理、記憶功能、注意、意識、

情緒激發、生理機能等，LSF也具有改變及發展的功能。維繫LSF的基本策略是人的生理機能

與行為機能，生理機能是由人體生理發展而來，行為機能即為人的心理發展，包括智力與人

格發展，人的生理機能與行為機能不彰，代表人的不適應。一個人能有效發揮生活功能，正

如有高的能力與成就表現，會積極正向面對困難，有解決問題的動機與情緒，即有較佳的人

格發展。因此，評估個人的適應行為應從多元化及完整的生活系統去考量。 

(三)Chiu, Hong, & Dweck 人格與智力統合說 

Chiu, Hong, & Dweck 等人（1994）對智力與人格的概念，以綜合式加以界定，智力可解

釋為：基本的心理運作，知識與技能的累積，及完成一件工作，而產生適應與不適應行為。

人格則界定為：基本的動機與情意歷程，知識結構與信念系統，執行適應與不適應行為組型

歷程。一般心理學者研究智力功能，通常從三方面去評量，即知識習得的心理運作程度，知

識程度與技能效率，及適應新情境的能力。而心理運作與適應新情境的能力，與問題解決歷

程有關，因此，生活適應與社會智力發展關係密切。社會智力決定著我們的生活適應，它包

含對自己、對社會的知覺能力，也包含了問題解決的能力，所以推論：社會智力愈高者，其

生活適應應該愈佳，而良好的社會適應，在整體而言，應該處於一種協調的狀態；而再細緻

一點，應該衡量個體在掌握「定義」、「時機」、「地點」、「策略」上是否能夠協調，並且具有

彈性。彈性與協調被認為是良好生活適應的重要因素，因此這兩個向度可以被當成評量個人

社會智力的度量衡。社會智力通常是以「智慧」的型態表現出來。外界訊息與內在發展總是

變化無窮，而具有智慧的人，總是能夠敏感的覺察各種變化，展現出適當的社會行為。不僅

重視外界的訊息，也不忽略內心的需求，使個體展現平衡、滿足的狀態，這就是智慧的表現。 

四、情緒智能、復原力及生活適應的關係 

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個體從出生開始，便開始接受各種挑戰，且必須克服每個階段的發

展危機，以利成熟因應下一個成長階段。但在面對生活裡大大小小衝突時，沒有一個人能夠

完美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在面對失敗時，有些人能夠化屈辱與不服為接受下一個挑戰的力

量，但有的人卻因此消沉不振。青春期階段的青年由於身心變化劇烈，正值需要面對自我統

合的危機、建立自我的價值觀的同時，常因情緒的起伏過大而導致生活適應上的困擾，若無

適當的因應與調適、建立起個人的保護機制，嚴重者甚至可能引發精神疾患的產生。世界衛

生組織調查亦顯示目前青年心理失序比率，較以往提升，且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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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緒智能與復原力之相關性 

在充滿失望、挫敗的現實環境中，樂觀、積極、思想正面的人，可以化悲憤為力量，化

阻力為助力；但悲觀、消極、缺乏意志的人，一遇困難，就只會退縮、逃避、甚至放棄，惡

性循環的人生，往往就此展開。Stoltz（1997）指出，當一個人復原力愈高的時候，就代表愈

能以積極樂觀、正向、富有彈性的心境面對困難，並找出解決方案，最終達成卓越。進一步

解釋，當個體面對挫折時，首要任務就是解決當前問題。有了情緒智能，可以先幫助個體調

整正向思考模式，以平靜、冷靜的心來面對困境；接下來才能有足夠智慧與判斷力，思考問

題解決的方式。當面對挫折與困境，一般成人在憤怒、失望、擔心、難過的反應背後，較常

使用的因應模式為適時抽離或隱藏情緒以完成任務為導向，不過對青年而言，因身心發展導

致情緒起伏、反應兩極化的狀況產生，因此對於「不順遂」環境的認知，常伴隨出現過度誇

大或扭曲的情緒狀態，而導致生活適應不良(Brooks & Goldstein, 2004)。 

國外學者Ong、Bergeman、Bisconti、Toni 與 Wallace (2006) 也發現，高復原力的個體

有較多的正向情緒；低復原力者對於生活壓力事件所產生的負向情緒無法有效因應。因此，

如何運用情緒智能適當的調節情緒、形成正向的情緒歷程與復原力有密切的關連(Bonanno, 

2004; Fredrickson, Tugade, Waugh & Larkin, 2003; Zautra, Johnson & Davis, 2005)。 

(二)復原力與生活適應之相關性 

復原力的概念是從危機因應的觀點發展而成，在探討良好適應，不易受傷原則因應和抗

壓力的研究中，逐漸形成對復原力的理解。因此生活適應可視為一個可供觀察的外顯行為或

徵兆，就個別差異的觀點而言，同樣身處在適應狀況不佳的個體為何有些能面對挫折並發展

出良好的適應，但有些個體卻仍舊適應不良？Dyer 與 McGuinness(1996)表示復原力是指個

人在面對危機或逆境時，個人內在能產生的健康因應過程，以得到正向的因應結果。在正向

心理學取向中，復原力被視為影響適應的重要要素(Roberts, Brown, Johnson & Reinke, 2002)。

就復原力與適應的關係而言，Ong et al.（2006）也認為，高復原力者較能有效從逆境中回復。

因此，復原力可以被視為個體所具有的一種成功適應與良好功能的能力、潛能或特質，透過

與環境交互因應的過程，即使處在高壓力或挫折情境下，個體仍能化解困境，朝向積極正面

的發展並產生良好適應的結果(Egeland, Carlson & Sroufe, 1993)。 

綜而言之，復原力是一種對於不斷改變的環境以及其中可能突發的意外事件之策略性適

應能力，亦即在情境的需求和行為的回應之間得以適配以取得平衡；其中，行為的回應以變

通性的問題解決策略為主要內涵，包括認知性、個人性及社會性的問題解決策略，此項內涵

與生活適應中最常被運用來衡鑑適應是否良好的個人適應與社會適應的觀點不謀而合，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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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個體與環境之間需有良好的互動，達到個體身心和諧一致的狀態；但復原力多了正向的意

涵，強調個體本身優勢的特質或能力將有助於個體發展出良好的適應，在生活裡克服困境，

安然度過危機。 

(三)情緒智能、復原力、生活適應相關研究 

    Gordon 等人(1995)認為以復原力對生活適應的影響層面來看，大致可從三方面來評估：

一、行為能力－是否會出現中輟、逃學或犯罪等自我傷害的危機行為；二、情緒能力－是否

會感覺緊張、焦慮等負面情緒或自我傷害的想法；三、社會能力－在結交朋友方面是否有困

難。Fergus & Zimmerman (2005) 則指出，可以從個人的行為自律（自我控制行為的能力）、

對負面情緒的感受度以及情緒自律（個人控制負面情緒的能力）來評估復原力的發展，由以

上兩位研究者的觀點不難發現復原力與情緒能力（亦即本研究所稱之情緒平衡）都與評估生

活適應有密切的關連；進一步而言，當個體受到外界刺激之後，個體第一個感受到均為情緒

的變化。此時個體本身是否具有復原力的能力與特質，並透過情緒智能的運作將事件與情緒

分別理性妥適的處理，也往往成為爾後生活適應的依據，而當個體情緒處理到一段落，回復

部分生活功能時，個體本身的復原力將可促進生活適應功能的再進化，也因環境與個體的正

向互動之後，提升個體自我療癒的成效。 

五、有關生活適應量表的研究 

    歷年來，國內外學者研究適應問題，由於研究目的與研究觀點不同，對適應的解釋甚為

分歧，所以採取不同的向度來測量生活適應問題。 

    在生活適應的評量上，由於研究對象的不同及研究者對生活適應採「過程論」或「結果

論」的觀點亦爭執不下，因此衍生而出許多評量生活適應的工具；姑且不論工具本身內涵為

何，但均脫離不了以個人及環境的觀點做為工具架構的延伸。且以青年所處環境而言，除家

庭外，青年的學校生活中有許多方面與向度都是可以判斷、鑑別出其生活適應情形，不管是

人際互動、學業表現、行為問題、情緒煩惱等，如果學校生活適應不良，則其日後的日常生

活適應也可能會產生問題。透過整理亦發現：評量的方式大致上可以分為六種，包括學生自

我評量、教師評量、同儕評量、家長評量、心理與輔導人員評量、生態評量，因此生活適應

的評量上除採用學生自陳之外，重要關係人的評估亦被視為重要的一環。綜合有關研究，可

將生活適應的評量指標歸納為下列幾項： 

(一)生活適應評估指標 

由於國內外學者對適應的解釋甚為分歧，因此亦採取不同的向度來測量個體生活適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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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的問題；例如將衡量適應的標準歸納為：「道德模式」，指凡個人行為合乎道德規範的行

為就是適應，不符合道德規範的行為就是不適應；「醫學模式」，指所謂不適應必有其病因，

及由病因所發展出來的症狀；「社會心理學模式」，指根據行為本身、行為背景及專業人員

之診斷，以鑑定適應是否良好。綜合相關研究，可將生活適應評估指標歸納為下列幾項（陳

李綢、蔡順良，2006b）： 

1.以「個人適應」與「社會適應」為指標 

「個人適應」強調的是個人需求的滿足及其與環境的滿意關係，「社會適應」則指人際關

係的和諧。社會適應是個人與其所處社會團體的交互作用，個人首先接觸家庭團體，繼而接

觸同儕團體，以後又進入學校團體，在每一種社會團體中都有其行為規範與價值體系，對於

個人也都有約束或影響力量。 

2.以「心理健康」為生活適應指標 

心理健康包含負向與正向指標，前者包括行為的不成熟、情緒不穩定、焦慮傾向、自卑

傾向、神經症等；後者包含親密的人際關係、人際技巧、社會參與、對生活的滿意、適當的

目標等。 

3.以「行為特徵」為生活適應指標 

本項目主要從個體是否表現負向行為，包含攻擊、退縮、反社會行為、過度活動、冷漠、

自我中心行為、憂鬱等，作為生活適應的判斷指標。愈多負向行為的表現，顯示其生活適應

愈不理想；反之，愈少有負向行為的表現，其生活適應情形也較佳。 

4.以「認知能力」與「心理成熟度」為生活適應指標 

「認知能力」與「心理成熟度」包含問題解決及決策力、家庭與朋友交往關係、個人勝

任技能、學習適應力、情緒適應力、價值判斷力等。 

於文獻整理可發現，青年的活動場域多半不離家庭、學校與社區，重要之人際關係包含

父母、師長、同儕等，獲得成就感的來源除了對自我的認知與操控感外，學習成就與各項技

能（包含領導、運動、問題解決等）的學習都是重要的一環。因此可發現青年的生活適應涵

蓋範圍廣泛，小從個體對自己、大到與家庭、學校社會環境等各方面的調適歷程與結果都是

其範疇，陳李綢、蔡順良（2006a）除了以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向度劃分國、高中學生

生活適應的內涵外，更加入「未來」的觀點，並細分成自我定向、家庭適應、社會適應、人

際關係、學習適應、自我意識、工作適應及自我勝任等八個範疇，涵蓋範圍更多、更完整。

由於青年在此成長階段面臨各式各樣生活環境與身心的劇烈變化，常常導致生活適應不良，

衍生而出各種適應問題。因此，本研究中所探討的生活適應，採用陳李綢(1996)的觀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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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生活適應分為自我決策、工作技能、家庭及社會適應、個人技能、工作適應、工作定

向與價值觀等部分，以期能從多元的角度，更加完整地了解青年不同向度的生活適應情況。 

(二)生活適應實證評量工具 

生活適應涵蓋範圍廣泛，評量工具眾多，由於本研究對象以青年為主軸，故挑選適合青

年使用之評量工具介紹如下： 

1.國外研究： 

a.行為與情緒量表(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Rating Scale，BERS) 

由 Epstein 與 Sharma 於 1998 年編製，並於 2004 年進行修訂。包含「優勢人際關係」

(Interpersonal Strengths)、「優勢家庭參與」(Family Involvement)、「優勢內在能力」(Intrapersonal 

Strengths)、「優勢學校表現」(School Functioning)、「優勢情感」(Affective Strengths)等五個向

度，採 Likert 四點量表。共 52 題，適用年齡為 5-18 歲，用以衡鑑當事人的情緒和行為的優

勢。除應用在前述年齡範疇的對象之外，亦包含家長與教師評定量表。此一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91；家長評定量表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87；教師評定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99。 

b.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自陳量表(Achenbach System of Empirically Based Assessment -Youth 

Self-Report For Ages 11-18, ASEBA-YSR) 
      主要適用年齡為 11-18 歲，本量表包括：焦慮／憂鬱、退縮／憂鬱及身體抱怨，違反規

範行為、攻擊行為，社會問題、思考問題及注意力問題等八個向度，另可再依「心理疾病診

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了解青年是否有

情感、焦慮、身體抱怨、注意力缺陷過動、對立反抗及品行等問題，作為 DSM 診斷之參考。

採 Likert 三點量表，共 112 題。用以衡鑑個體能力、適應功能及臨床常見的情緒及行為問題

亦可作為鑑別 DSM 診斷之參考。 

2.國內研究： 

a.青少年適應量表 

由孫育智、葉玉珠(2004)依據Arkoff的理論架構所編製。共分為「家庭適應」與「學校適

應」兩個分量表，家庭適應分量表分為凝聚力、基本功能滿足、問題的有效解決等三個向度；

學校適應分量表分為人際互動、學習能力、學習動機等三個向度。採Likert四點量表。共45

題，用來衡鑑青年在家庭與學校中的適應情形。總量表Cronbach’s α值為.93，家庭適應分量表

Cronbach’s α值為.92，學校適應分量表Cronbach’s α值為.88。 

b.中學生生活適應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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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陳李綢、蔡順良於2006年以Erikson(1982)的心理社會論為基礎，再參考Chickering(1969)

的研究為架構，並統整國內外相關研究以編製一套適用於中學生使用的生活適應量表。內容

包括：「自我定向」、「家庭適應」、「社會適應」、「人際關係」、「學習適應」、「自

我意識」、「工作適應」及「自我勝任」八個向度，為Likert四點量表，共64題，用以衡鑑個

人整體生活適應，此量表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為.97，各分量表的信度為.78至.93。 

六、青年生活適應問題相關研究 

    青年生活適應涉及生活、生計與生涯，三者環環相扣。尤其面對全球產業結構的變化以

及經濟競爭的環境，青年就業力成為適應良好的重要指標。因此，有愈來愈多國家將學生的

就業力納入高等教育的改革政策，而且規劃各式生涯管理技能以及生涯轉銜方案，以提升學

生的就業力(Bridgstock, 2009；Moreau & Leathwood, 2006；Tomlinson, 2007；Yan, Goubeaud, Fry, 

2005)。我國甚至將其列為評鑑大學績效的新指標，強調關注青年長期的生涯發展，不只是協

助青年在短期內找到工作，更要重視青年的就業力（employability）培育，以提升其適應力，

並對國家有所貢獻。 

     Pool 與 Sewell(2007)認為就業力包含「生涯發展與學習」、「工作經驗」、「專門學科知

識」、「一般技能」以及「情緒智力」等五個基本要素，換言之，就業力不只是技能的建立，

而且要能應用這些技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具有效能的適應者、統合者以及合作者(Fugate, 

Kinicki, & Ashforh, 2004)。 

狹義而言，就業力常以「共通技能」或「軟技能/軟實力」(generic skill or soft skills)稱之，

包括人際溝通、協商、衝突解決和領導等。這些技能橫跨不同的企業、工作角色，可以轉換

應用在生涯的任一階段或任何專業，不僅剛進入職場的工作者適用，也適用執行長等高階職

務者(Cassidy, 2006；Raybould & Sheedy, 2005；Williams, 2005)。 

廣義來看，就業力包含的職能範圍更大。Harvey, Locke, & Morey(2002)認為就業力包括

有 利 就 業 的 態 度 與 個 人 特 質 (employability attributes) 、 自 我 行 銷 與 職 涯 管 理 能 力

(self-promotional and career management skills)以及積極的學習意願和反思所 學的能力

(willingness to learn and reflect on learning)。其次，Bridgstock(2009)將就業力分為潛在特質與

稟性(underpinning traits and dispositions)、學科專門技能(discipline -specific skills)以及共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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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generic skills)。另外，Zinser(2003)認為就業力它涵蓋了資源管理(managing resources)、人

際溝通技能、團隊與問題解決能力、以及獲得工作與維持工作的能力。Hillage 與 Pollard(1998)

認為就業力包含四大要素，其一是：「就業力資產」(employability assets)，包括知識、技能與

態度；其二是「調度」(deployment)，包括生涯管理技能(career management skill)、求職技能

(job search skill)；其三是「呈現」(presentation)，即工作取得技能(job getting skills)，例如自

傳履歷撰寫、面談技巧。其四是「個人的環境與外在因素」(personal circumstances and external 

factors)，包括個人的家庭責任以及勞力市場的機會。Havvey, Locke 與 Morey（2002）、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2）指出核心就業力技能可歸類成以下八個範疇：溝通技能、

團隊合作技能、問題解決技能、原創與進取技能、規劃與組織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學習技

能、科技技能。邱松發、王靜瑛、蔡武德(2007)調查我國在學青年在生涯輔導，最需提升的

能力，主要有五種能力，包括：跨領域能力、獨立思考及創新能力、國際溝通能力、吸收新

知與技術能力、具備人文關懷素養。 

綜合上述各項就業力的內涵顯示，這些知識、能力與特質的養成皆有助青年適應力的提

升，並能增進其職場競爭力。回應社會職場對青年就業力的關注，近年的教育改革也注意到

學生的學習成效，不再以分數為考評依據，而開始與社會職場有更多的連結，諸如國內的大

學校務評鑑，將學生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列為評鑑指標，並以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及

實作等作為檢視的直接證據（劉維琪，2010）。教育目標朝向專業統整的模式，牽動教師在教

學行為的改變，教學由過去的教師中心，導向學習者中心，教師在授課過程更強調學習者的

自主學習與反思，課程設計重視學生可以從課程學到哪些知識、能力與態度，以及如何有效

評量學習成效，應用學者 Vygotskian 的鷹架學習原則，協助學生能夠具有多元文化視野的學

習(Slavin, 2009；Woolfolk, 2010)。尤其，自 1998 年 Seligman 提出正向心理學觀點之後，心

理學界已不再單純地著重學生的不良適應問題，而朝向營造一個人類優勢的積極心理科學，

重視青年學子的智慧、勇氣、人道、正義、修養、以及心靈超越的特質培養，進而達成良好

生活適應的發展(Snyder & Lopez, 2007)。因此本研究依循正向心理的觀點，從青年學子在就

學或工作過程所習得的能力出發，整合各項青年發展理論與評量架構，進行新訂青年生活適

量表的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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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標準化過程 

本研究編製的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為求嚴謹，在標準化過程，先以研究者參酌相關

理論及研究後建立測驗的架構，再分別與專家學者進行焦點訪談與會議，以討論本量表編製

的架構，然後依據架構編擬試題，試題編擬後，再與測驗專家與學者商討試題的適切性；經

由專家對試題的認可後，才準備取樣進行預試，預試後，問卷回收後，針對試題作試題分析

及探索性因素分析，然後再與專家商討試題刪減及試題分析後是否與原量表的架構符合等問

題進行討論與訪談；以確認正式試題題數及內容架構。正試試題完成後，才正式依地區取樣

16 至 30 歲青年為研究對象，量表回收後，將資料整理，並保留完整的量表進行常模建立及

驗證幸與探索性因素分析，以驗證本量表的建構效度的符合程度。因此，本研究編製的新訂

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編製過程可分以下過程說明： 

一、第一次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的架構 

本研究先以焦點團體訪談與問卷調查，進行量表的修訂與發展。在問卷調查部分，主要

根據前述焦點訪談所建立的青年生活適應量表，進行預試，之後建立正式量表。 

 目前本研究參酌前述文獻所探討理論與相關研究，並以陳李綢(1996)所編製青年生活適

應量表為基礎，納入近年社會變遷所呈現青年問題作為量表修定依據，初擬青年生活適應量

表將涵蓋兩種測驗層面，一為適應能力指標，一為適應行為特質，量表架構與內涵如圖 1。其

中適應能力指標分為自我決策、工作技能、家庭及社會適應力、個人技能、工作適應、人際

關係、幸福感及復原力等八種指標；至於適應行為指標則有工作定向，（包括自主定向、他主

定向、追尋方向、及迷失方向四類別），以及價值觀（包括內、外斂兩種傾向），合計兩個測

驗層面，有十個適應指標，各指標的定義如下： 

1. 自我決策：代表個人對人、事、物的處理態度有明確、正向的認知與判斷力。例如個

人對自己行為、工作環境的變化有覺察與決定的能力。 

2. 工作技能：代表個人在工作上具有計畫、分析、負責、有能力解決問題、有信心、有

技巧達成工作目標與工作伙伴的溝通。 

3. 家庭及社會適應：代表個人對家庭中父母、兄弟姊妹、親戚的交往、生活環境，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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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相處與交往，有愉快、積極的認知及滿意經驗。 

4. 個人技能：代表個人對自己的才能、語言、學習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及身心特質有

正向積極的認知與信心。 

5. 工作適應：代表個人對工作環境、工作型態、工作任務、工作壓力的應變力及調適能

力。 

6. 人際關係：代表個人與同學、朋友、家人相處及交往的關係。在人際關係分量表得分

愈高者代表其人際關係能力愈高。 

7. 幸福感：代表個人的情緒、認知及身心健康層面，評估其整體生活之主觀幸福感受。

得分愈高者代表其幸福感愈正向，心理愈健康。 

8. 復原力：包括「面對挑戰的勇氣」、「積極樂觀的態度」、「對未來的目標感」「對他人

的正向感受」；得分愈高者代表其復原力愈強，愈正向積極。 

9. 價值觀：代表個人對生活、工作與成就表現的信念與哲學理念。可分為兩種傾向，及

內斂與外斂。內斂信念代表個人相信一切的成功與成就表現來自自己的能力與努力，

一切的成敗操之在自我。重視工作精熟與目標取向，強調自我比較。外斂信念代表個

人相信一切成功與成就表現非自己的能力與努力所能掌握的，宇宙之間有許多未知及

無法掌握的實，因此一切成敗操之在外在情境；較重視人際與競爭比較，重視工作表

現取向。 

10. 工作定位感：代表個人對生活目標、生活方式、工作方向與職業的自我定向感。其

中可分成四種定向程度，即自主定向、追尋方向、他主定向、及迷失方向。 

(1) 自主定向：表示個人曾經經歷過危機與生活挫折的考驗。但已經在工作、職業

與生活上得到定位。 

(2) 追尋方向：表示個人正經歷危機中，且有模糊的追求方向，有較高的焦慮與叛

逆的衝突感。 

(3) 他主定向：表示個人未曾或少有經歷過危機與生活挫折的考驗，但已經有他人

或父母長輩為他安排生活方式、工作方向與職業。此類人面對壓力情境時，表

現不佳，喜歡尋求別人的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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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迷失方向：表示個人無所謂危機感，無方向，缺乏生活目標與奮鬥精神，自卑

感重，在有壓力情境下表現最差。  

 

 

 

圖 1 初擬青年生活適應量表架構與內涵 

(一)架構擬定 

    本研究依據問卷架構，包括適應能力指標與適應行為指標計十個適應指標為基礎。 

(二)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邀請熟悉青年生涯發展與適應問題的專家學者、業界主管、測驗專業人員、以及

青年代表參與焦點座談，另含本研究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列席指導之青輔會長官，共同

探討當前青年生活、生計與生涯發展議題、輔導策略、量表架構以及題目內容所需的增刪。 

 (三)問卷架構修改 

    訪談結果謄寫為逐字稿，經整理分析歸納專家學者以及青年代表的意見，決議除原有十

個指標之外，另增加二個指標，包括「文化視野」與「資源應用」。題目的選擇，則依陳李綢

於 1996 年所編定的題目作為題庫，依各題的因素負荷量及決斷值由高至低進行排序，選擇.6

以上且決斷值達顯著差異的題目，分別選出自我決策 6 題(1-6 題)、工作技能 6 題(7-12 題)、

家庭及社會適應力 6 題(13-18 題)、個人技能 6 題(19-24 題)、工作適應力 6 題(25-30 題)、工

作定向，含自主定向 4 題(52-55 題)、他主定向 4 題(60-63 題)、追尋方向 4 題(56-59 題)、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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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方向 4 題(64-67 題)以及價值觀，含內斂 5 題(68-72 題)、外斂 5 題(73-77 題)至於「幸福感」、

「復原力」、「人際關係」、「資源應用」、以及「多元文化」，則從逐字稿的整理以及文獻閱讀

中，形成「幸福感」有 6 題(31-36 題)、「復原力」有 7 題(37-43 題)、「人際關係」有 8 題(78-84

題)、「資源應用」有 4 題(44-47 題)、以及「多元文化」有 4 題(48-51 題)，計有 12 個向度，

合計預試題目有 84 題，其中有 16 題反向題(詳見附表 1)，題目完成後，先由研究團隊逐題檢

視，並請 12 位青年，協助檢視語意用詞，以符合青年用語。  

(四)進行預試 

    問卷擬定完成後，於民國 100 年 2 月 24 日開始進行預試問卷發放，發放對象包括清雲科

技大學、大安高工、華梵大學、耕莘專校、開南大學、臺師大之學生、以及交響樂團、板橋

車站之青年，計發放 650 問卷，由於紙本問卷受郵寄時間往返影響，部分問卷仍在回收中，

但囿於 3 月 24 日繳交正式量表的時程，本研究以第二次專家會議前三天作為預試回收所得資

料進行分析的日期，迄 3 月 16 日計回收 550 份問卷，刪除無效問卷，計回收有效問卷 528

份，進行預試分析。預試分析完成，再次召開專家座談，就量表的結構、題目組成與命名，

進行討論。另會議中並針對本量表應用對象再次討論，認為本量表發展旨在協助進入職場前

或初入職場的青年，進行個人適應概況的檢視，因而建議將計畫原規劃的青年年齡範圍由

16-39 歲，限縮為 16-30 歲的年齡範圍，此一年齡範圍，也在本案期中報告的審查會議，為審

查委員所強調，建議將青年的界定範圍界定為 16-30 歲。因而扣除原預試樣本中 31-39 歲的

19 份問卷，本案在預試階段，所得 16-30 歲青年的有效樣本，達 509 份。 

(五)預試分析 

1.第一次項目分析：題目與總分相關 

本研究將預試所得資料以題目與總分相關進行同質性檢驗，刪除相關低於.30 以下的題

目，計有題 1、2、5、7、13、17、18、25、27、30、50、58、60、61、62、63、68、69、73、

74，剩下 64 題。 

2.因素分析 

研究續以刪除相關低於.30 以下的 64 個題目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 KMO 值=.9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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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果共有 12 個因子產生，總解釋量為 64.85%(請見附表 2)。其次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

Cronbach's α 為.96。 

3.第二次項目分析：題目與總分相關 

本研究以前述因素分析取得的 12 個因子，計 64 題進行第二次題目與總分的相關，結果

顯示如附表 3。 

4.第一次因素分析所得 12 個因子，分別再作題目與總分相關及因素分析 

    為能確認第一次因素分析所得 12 個因子，是否可再抽離不同因子，因而分別就每個因子

各別進行題目與總分的相關以及因素分析，最後共取得 14 個因子，包括團隊合作 8 題(第 4、

14、39、43、81-84 題)、內斂 3 題(59、70、71 題)、外斂 3 題(75-76 題)、自我定向 6 題(19、

20、24、52-54 題)、消極定向 4 題(64-67 題)、幸福感 5 題(28、31-34 題)、溝通(行銷)協調 5

題(11、22、78-80 題)、挑戰 4 題(6、42、55-56 題)、復原力 4 題(9、10、12、29 題)、資源應

用 5 題(8、44-47 題)、多元文化 3 題(48、49、51 題)、情緒控制 3 題(3、26、38 題)、家庭和

諧 3 題(16、35、36 題)、問題解決 4 題(21、37、40、41 題)，考量每個因子題數的相近性，

依因素負荷量高低再刪 4 題(15、23、57、72 題)，合計題數為 60 題。各因子的題目與總分相

關、決斷值(CR)、kmo 值、因素負荷量、解釋量以及信度係數整理如附表 4。 

 5.專家會議討論因子結構與命名 

    預試之後，本研究召開第二次專家會議，邀請測驗學者專家，針對分析結果，進行選題、

命名與問卷架構討論。歸納會議討論結果如下： 

(1)因子「團隊合作」更名為「人際關係」;「內斂」與「外斂」可合併為「價值信念」;「自

我定向」與「迷失方向」可合併為「生涯定向」;「問題解決」、「挑戰」、「復原力」可合

併為「積極進取」;「溝通(行銷)協調」更名為「社會技能」;「資源應用」與「多元文化」

可合併為「現代化」;「幸福感」、「情緒平衡」以及「家庭和諧」可合併為「幸福人生」。 

(2)前項因子之整併與重命名，可待正式施測之後，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考驗。 

(3)各題目的語意描述，皆更為正向描述，即使是反向題，也是如此，例如：「我討厭青菜」

為正向描述；而「我不喜歡青菜」為反向描述，以前者描述為佳。 

(4)各題目統一以我作為開頭，部分題目「我」在句中，或句尾者，統一放前面。 

(5)為力求各因子的題數相一致，部份因子題數較多者，可依因素負荷量高低排序，酌減題

數至 6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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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綜合上述，本研究經預試分析結果及專家會議討論，建立正式測驗題本為 60 題，其與

原規劃架構對照如表 1。 
 

 表 1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架構經預試分析與專家會議之架構發展過程 

原計畫初擬架構 第一次專家會議 預試分析 第二次專家會議 
團隊合作 人際關係 
問題解決 
挑戰 
復原力 

積極進取 

溝通(行銷)協調 社會技能 

適應能力指標 
1.自我決策 
2.工作技能 
3.家庭及社會適應力 
4.個人技能 
5.工作適應力 
6.人際關係 
7.幸福感 
8.復原力 

適應能力指標 
1.自我決策 
2.工作技能 
3.家庭及社會適應力 
4.個人技能 
5.工作適應力 
6.人際關係 
7.幸福感 
8.復原力 

幸福感 
情緒平衡 
家庭和諧 

幸福人生 

適應行為指標 
(一)工作定向 
1.自主定向 
2.他主定向 
3.追尋方向 
4.迷失方向 

適應行為指標 
(一)工作定向 
1.自主定向 
2.他主定向 
3.追尋方向 
4.迷失方向 

自主定向 
迷失方向 

生涯定向 

(二)價值觀 
1.內斂 
2.外斂 

(二)價值觀 
1.內斂 
2.外斂 

內斂 
外斂 

價值信念 

 資源應用 資源應用  

 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 

現代化 

 

 (六)正式試題的確認 

本量表的編製是根據閱讀文獻、相關研究，與國內測驗界學者專家與業界人力資源專家進

行訪談與定期開會討論，將訪談結果資料整理分析，並經由在一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

因素分析後，本量表內容涵蓋共有七個分量表：(1)人際關係、(2)價值信念(分內斂與外斂)、(3)

生涯定向(分自主定向與迷失方向)、(4)積極進取(分問題解決、挑戰及復原力)、(5)社會技能、

(6)現代化(分資源應用與多元文化)、(7)幸福人生(分幸福感、情緒平衡及家庭和諧)。 

本量表共有 60 題，每一題是以五點量表呈現，共可得七個分量表分數。本量表經由完整

的試題編擬過程，經由焦點訪談建立量表的架構編擬試題，預試及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再

篩選題目正式定題，然後再以全國北、中、南、東四區依比例分層隨機取樣(16-30 歲)高中職

及大學院校學生與就業青年，但經由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人際關係與社交技能，可建立第

二階概念，因此本量表最後決定分成六個分量表，包括：社會適應、價值信念、生涯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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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進取、現代化、幸福人生，並據此建立測驗常模與進行信、效度考驗。為瞭解正式量表

試題的因素結構，是否與原先設計的架構符合，本研究採用主成份的因素分析方法，利用最

優斜交法轉軸，限定抽取六個因素，結果顯示總解釋量達 66.19%，而各分量表內部題目的一

致性從 .76 至 .90 不等，都達 .01 顯著相關，表示本量表內容相當一致(請見表 2)。 

         表 2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題目的分布與命名 

 
        **p<.01   

二、正式定題與量表內容 

本量表以第二次試題分析的 60 題作為正式量表的題目，正式施測時，以七個分量表，惟

經驗證性因素後併為六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從 6 題至 13 題不等，分別可測出社會適應、價

值信念、生涯定向、積極進取、現代化、幸福人生六個適應因素。量表的填答方式採 Likert

五點量表，分別是「完全符合」、「大部分符合」、「一半符合」、「大部分不符合」、「完

全不符合」，依序給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至於反向題，則依「完全符合」、「大

部分符合」、「一半符合」、「大部分不符合」、「完全不符合」，依序給 1 分、2 分、3 分、

4 分、5 分，請受試者按照自身狀況填答，然後將各分量表所包含之題目累加，即為各分量表

的分數。受試者在各量表原始分數換算百分等級，得分愈高者代表其生活適應愈高。本量表

六個分量表定義如下： 

 

命 
名 

社 
會 
適 
應 

價 
值 
信 
念 

生 
涯 
定 
向 

積 
極 
進 
取 

現 
代 
化 

幸 
福 
人 
生 

題 
目 

V4 
V5 
V11 
V12 
V18 
V19 
V25 
V26 
V33 
V40 
V47 
V52 
V57 

V29 
V30 
V36 
V37 
V43 
V44 

V31 
V32 
V39 
V45 
V46 
V49 
V50 
V51 
V55 
V 56 

V1 
V2 
V3 
V8 
V9 
V10 
V15 
V16 
V17 
V22 
V23 
V24 

 

V6 
V7 
V13 
V14 
V20 
V21 
V27 
V28 

V34 
V35 
V38 
V41 
V42 
V48 
V53 
V54 
V58 
V59 
V60 

 

Cronbach α .88** .76** .81**  .90** .80** .83** 
KMO .92** .78** .86**  .93** .81** .85** 
解釋量 52.57% 63.85% 52.13% 64.35% 55.75% 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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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適應 

代表個人對社會中的生活環境及與朋友相處有愉快、積極的認知及滿意的經驗。包括有

豐富的人際關係及在團體中的投入與認同歸屬感高，在社會適應分量表中人際關係百分等級

愈高，代表其人際溝通能力愈高。在社會技能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在團體的領導及影響力

及與團體互動關係較佳。在整體社會適應分量表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社會適應能力愈高。 

(二)價值信念 

代表個人對生活、工作與成就表現的信念與哲學理念。可分為兩種傾向，即內斂與外斂。

在價值信念中，外斂百分等級高者代表其價值信念傾向於將成敗歸因於外在情境；較重視人

際與競爭比較，重視工作表現取向。內斂百分等級高者代表其價值信念傾向於將成敗歸因於

自己的能力與努力，一切的成敗操之在自我。重視工作精熟與目標取向，強調自我比較。在

整體價值信念分量表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價值信念愈明確。 

(三)生涯定向 

代表個人對生活目標、生活方式、工作方向與職業的自我定向感，分為自主定向與迷失

方向。自主定向表示個人曾經經歷過危機與生活挫折的考驗，但已經在工作、職業與生活上

得到定位。迷失方向表示個人無所謂危機感，無方向，缺乏生活目標與奮鬥精神，自卑感重，

在有壓力情境下表現最差。在生涯定向分量表中迷失方向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自我定向

能力愈高，愈不迷失。在整體生涯定向分量表中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生涯定向能力愈高。 

(四)積極進取 

代表個人具有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決心，面對挑戰的勇氣，積極樂觀的態度，對未來有

目標感，及對他人的正向感受；積極進取分量表中解決問題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面對問

題解決問題的決心愈強。積極進取分量表中挑戰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愈能勇敢面對挑戰。

積極進取分量表中復原力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對未來有目標及對他人的正向感受愈強。

在整體積極進取分量表中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愈堅強及樂觀積極面對問題。 

(五)現代化 

代表個人能應用資源及有多元文化的觀點，能接受不同文化的衝擊。現代化分量表中資

源應用的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資訊應用能力愈佳。現代化分量表中多元文化的百分等級

愈高者，代表其關心多元文化態度愈佳。在整體現代化分量表中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愈

能符合現代化潮流應用資訊及關心多元化社會脈動。 

(六)幸福人生 

代表個人的主觀幸福感受，能享受家庭的和諧及個人情緒的調節。幸福人生分量表中幸

福感的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幸福感愈正向，心理愈健康。幸福人生分量表中情緒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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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情緒控制能力愈佳。幸福人生分量表中家庭和諧的百分等級愈高者，

代表其愈能享受家庭的和諧關係。 

三、取樣 

(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 

    在 5,590 份有效問卷數中，男女比率分別為 47.4%(N=2,650)和 52.6%(N=2,940)：再就年

齡來看，以 18-21 歲為最多，占 61.9%(N=3,459)，其次是 16-17 歲，占 29.8%(N=1,669)，第

三則是 22-30 歲，占 8.3%(N = 462)。再以現況來看，以全職學生的人數最多，占 80%(N=4,467)，

其次是半工半讀，占 17.6%(N=981)，第三則是兼職工作，占 1.2%(N=66)，其他則依序是準備

考試，占 0.6%(N=31)、待業，占 0.3%(N=18)、全職工作，占 0.2%(N=12)、服兵役，占 0.2%(N=10)、

以及其他，占 0.1%(N =5)。在居住地區部分，以北部為多，占 41.4%(N=2,314)、其次是南部，

占 25.6%(N=1,431)、接著是中部，占 19.7%(N=1,104)，最後是東部，占 13.3%(N=741)。請見

表 3。 

             表 3 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表 

     受試者基本資料(N=5,590) 人數 百分比% 
男 2,650 47.4 性別 
女 2,940 52.6 
16-17 歲 1,669 29.8 
18-21 歲 3,459 61.9 

年齡 

22-30 歲 462 8.3 
全職學生 4,467 80.0 
半工半讀 981 17.6 
全職工作 12 0.2 
兼職工作 66 1.2 
待業 18 0.3 
準備考試 31 0.6 
服兵役 10 0.2 

現況 

其他 5 0.1 
北部 2,314 41.4 
中部 1,104 19.7 
南部 1,431 25.6 

目前居住地區 

東部 741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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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一)分量表的內部相關 

    本量表各分量表的內部相關如下表 4 所示：各分量表的內部相關從.37 至.69 間不等，都

達.01 顯著相關。各分量表與全量表的相關從.71 到.86。 

 

  表 4 各分量表的內部相關(N=5,590)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社會適應 1.00      
價值信念 .59** 1.00     
生涯定向 .46** .40** 1.00    
積極進取 .69** .62** .54** 1.00   
現代化 .61** .50** .39** .69** 1.00  
幸福人生 .60** .39** .58** .47** .37** 1.00 
全量表 .86** .71** .73** .86** .71** .76** 

**p<.01 
 

(二)內部一致性與重測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指量表分數的穩定性與一致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評估問卷的

內部一致性。由表 5 可知，在「社會適應」、「價值信念」、「生涯定向」、「積極進取」、「現代

化」以及「幸福人生」等六個因子的 Cronbach’s α 分別為.88、.76、.81、.90、.80、.83，已經

符合 Robinson, Shaver 和 Wrightsman(1991)針對探索性研究所建議的.6 的標準值，顯示本量表

具有一定的信度。此外，由表 5 可看出：各分量表總分以及各分量表總分與全量表總分間的

相關值.95，皆達 p<.01 的顯著相關，可見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內部一致性高。 

另本研究以 198 名青年為樣本，隔四週重測，所得重測係數在分量表「社會適應」、「價

值信念」、「生涯定向」、「積極進取」、「現代化」、「幸福人生」以及全量表之相關皆達顯著，

依相關值依序為.74、.72、.69、.76、.61、.70 以及.81 等，顯示量表具有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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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各分量表信度分析 (N=198) 
 平均數 標準差 內部一致性係數 重測係數 

社會適應 47.36 6.59 .88** .74** 
價值信念 23.03 3.70 .76** .72** 
生涯定向 61.63 6.10 .81** .69** 
積極進取 42.31 6.82 .90** .76** 
現代化 
幸福人生 
全量表 

27.24 
37.76 
205.07 

4.91 
6.11 

27.21 

.80** 

.83** 

.95** 

.61** 

.70** 

.81** 

        **p<.01 

二、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效度分析以探索性因素分析、聚斂與區別效度、建構效度與效標關連效度

說明之。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 6 為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正式試題架構內容與因素分析及一致性考驗，表 6 中

可看出本研究量表可分為二階的因素架構，各分量表的每題與總分的相關因素，及每個

分量表的 KMO 及一致性與內部信度大都達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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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正式試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一致性考驗 

分  次 
量  因 
表  子 

題

號 
題  目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分 
量 
表 
的 

Kmo 
 
 

分量
表內
次因
子的
Kmo 

 

因素負
荷量 
 
 
 
 

解釋 
量(%) 
與信 
度 
 
 
 

4 我會感謝周圍支持和幫助我的人。 .52 .92 .90 .80 48.35 

5 我與不同類型的朋友相處，以增長經驗和知識。 .57   .49 .88 

11 我會尊重朋友的想法和感受。 .51   .81 

12 我會因朋友的鼓勵而面對生活的挑戰。 .57   .71 

18 我會在發生人際衝突時，和別人討論我可以做什麼。 .56   .58 

19 我可以感受到生活周遭有人對我的關心與支持。 .60   .71 

25 我能和朋友快樂的相處。 .61   .62 

人

際

關

係 
 
 
 
 

26 我喜歡與別人分工合作完成工作。 .53   .62 

 

33 我在團體中是一個有影響的人。 .50  .84 .86 57.37 

40 我有良好的社交能力。 .59   .74 .81 

47 我的行為表現常受到朋友的肯定。 .56   .74 

52 我在團體中能發揮自己的優點。 .58   .75 

 
 
 
 
 
社

會

適

應 

社

會

技

能 

57 我能與上司主管有效的溝通。 .50   .61 

 

29 我相信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 .46 .78 .64 .82 59.43 

30 我認為工作的成敗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40   .88 

內

斂 

36 我喜歡追求自己的理想工作。 .49   .47 

.66 

37 我希望凡事都能超越別人。 .53  .69 .82 66.44 

43 我喜歡追求完美。 .53   .79 

 
價

值 
信

念 外

歛 

44 我喜歡在眾人面前有成功的表現。 .56   .82 

.73 

31 我有信心規劃好未來的生活與工作。 .55 .86 .86 .70 53.72 

55 我能掌握目前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56   .71 

49 我能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及工作目標。 .51   .67 

39 我對未來的工作已有明確的追求方向。 .55   .70 

45 我能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工作內容及目標。 .50   .66 

自

主 
定

向 

51 我有信心找到理想工作。 .33   .46 

.82 

50 我無法掌握未來的工作發展及方向。 .50  .80 .57 64.25 

46 我無法確定目前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51    .58 

32 我無法確定未來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39   .45 

 
 
 
生

涯

定

向 

迷

失

方

向 
56 我覺得自己人生缺乏目標。 .53   .6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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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6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正式試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一致性考驗 

分  次 
量  因 
表  子 

題
號 

題  目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分 
量 
表 
的 

Kmo 
 

 

分量
表內
次因
子的
Kmo 
 

因素負
荷量 
 
 
 
 

解釋 
量(%) 
與信 
度 
 
 
 

1 我遇到問題時，不會輕易放棄。 .63 .93 .69 .69 69.51 
2 我有掌握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65   .69 

解

決

問

題 3 我會為自己的理想，勇敢冒險。 .62   .42 

.78 

9 我喜歡嘗試各種不同性質的工作。 .56  .79 .82 59.17 

10 我喜歡具有挑戰性與創造性的工作或職業。 .62   .89 

15 我有能力完成具有挑戰性與創意的工作。 .68   .60 

16 我會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而去學習各種能力或技

能。 
.66   .40 

挑

戰 

17 我有信心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標。 .66   .64 

.83 

8 我會在問題發生時，抱著全力以赴的態度來面對。 .66  .79 .75 62.81 
22 我能有效掌握工作時間。 .53   .76 

23 我能運用各種不同方法解決問題。 .66   .83 

積

極

進

取 

復

原

力 

24 我工作時遇到挫折，仍能克服困難完成計畫。 .67   .82 

.80 

6 我會應用網際網路，蒐尋或與人討論自己所遇到的

生涯問題。 
.49 .80 .81 .75 54.76 

7 我會應用光碟、網際網路等現代科技化工具，幫助

自己學習。 
.52   .78 

13 我會用圖表的方式整理所學的東西。 .48   .70 

資

源

應

用 

14 我喜歡收集齊全資料，客觀的分析及推理。 .56   .72 

.72 

20 我會注意學習與工作、生活的關聯 .51  .69 .65 56.62 

21 我會關心不同族群的文化特性。 .55   .74 

27 我會關注外在環境的變遷。 .52   .83 

現

代

化 
多

元 
文

化 
28 我喜歡閱讀國際間的重要消息。 .49   .73 

.74 

34 我對目前生活感到滿意。 .63 .85 .82 .80 56.35 

35 我對於家人的關心和愛護感到滿意。 .62   .69 .81 

41 我覺得生活很有安全感。 .63   .81 
42 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53   .76 

幸

福 
感 

48 我經常懷著快樂的心情工作。 .53   .69 

 

38 我工作遇到挫折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21  .53 .86 55.28 

53 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激動情緒。 .23   .87 

情

緒 
平

衡 54 我遇到外在情境不如所願時，依然可以保持心情的

平靜。 
.37   .41 

.57 

58 我生長在一個和諧的家庭。 .55  .71 .84 72.03 

59 我喜歡我現在的生活。 .70   .83 

幸

福

人

生 

家

庭 
和

諧 60 我對於家人的支持感到滿意。 .63   .87 

.80 

註：表 6 所有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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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斂與區別效度 

1.各分量表內部的多元相關 

表7為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六個分量表內部的多元相關，由表7結果可知，此量表之各分量

表之間皆達中度以上相關，且各分量表與全量表之間的相關也達中度以上顯著相關，顯示內

部凝聚性強，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2.內部聚斂 

(1)「社會適應」分量表 

社會適應包含「人際關係」與「社會技能」二個次因子，相關分析顯示「人際關係」與

「社會技能」達顯著相關，且「人際關係」、「社會技能」與「社會適應」的相關也達顯著(參

見表8)。 

(2)「價值信念」分量表 

價值信念包含「內斂」與「外斂」二個次因子，相關分析顯示「內斂」與「外斂」達顯

著相關，且「內斂」與「價值信念」、「外斂」與「價值信念」的相關也達顯著(參見表9)。 

(3)「生涯定向」分量表 

「生涯定向」包括「自主定向」與「迷失方向」二個次因子，相關分析顯示「自主定向」

與「迷失方向」達顯著相關，且「自主定向」與「生涯定向」、「迷失方向」與「生涯定向」

的相關皆達顯著相關(參見表10)。 

(4)「積極進取」分量表 

「積極進取」包括「解決問題」、「挑戰」、「復原力」三個因子。相關分析結果顯示

「解決問題」、「挑戰」、「復原力」兩兩之間達顯著相關，且「解決問題」與「積極進取」、

「挑戰」與「積極進取」、「復原力」與「積極進取」三者之相關皆達顯著相關(參見表11)。 

(5)「現代化」分量表 

「現代化」包括「資源應用」與「多元文化」二個因子。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應用資源」 

與「多元文化」二個因子達顯著相關，且「資源應用」與「現代化」、「多元文化」與「現

代化」 二者之相關皆達顯著相關(參見表12)。 

 (6)「幸福人生」分量表 

「幸福人生」包括「幸福感」、「情緒平衡」、「家庭和諧」三個因子。相關分析結果

顯示「幸福感」、「情緒平衡」、「家庭和諧」兩兩之間達顯著相關，且「幸福感」與「幸

福人生」、「情緒平衡」與「幸福人生」、「家庭和諧」與「幸福人生」之間皆達顯著相關(參

見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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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內部的多元相關 

 

社會

適應 

人際

關係 

社會

技能 

價值

信念 
內斂 外斂 

生涯

定向 

自主 

定向 

迷失

方向 

積極

進取 

解決

問題 
挑戰 

復原

力 

現代

化 

資源

應用 

多元

文化 

幸福

人生 

幸福

感 

情緒

平衡 

家庭

和諧 

社會適應 1.00                    

人際關係 .92** 1.00                   

社會技能 .83** .55** 1.00                  

價值信念 .59** .51** .54** 1.00                 

內斂 .56** .55** .40** .81** 1.00                

外斂 .45** .33** .46** .88** .43** 1.00               

生涯定向 .46** .36** .48** .40** .39** .30** 1.00              

自主定向 .62** .46** .66** .54** .47** .46** .84** 1.00             

迷失方向 .09** .08** .07** .07** .13** .00 .77** .30** 1.00            

積極進取 .69** .57** .65** .62** .54** .51** .53** .67** .15** 1.00           

解決問題 .56** .46** .55** .53** .45** .44** .49** .58** .18** .84** 1.00          

挑戰 .62** .52** .58** .57** .50** .47** .46** .58** .12** .92** .66** 1.00         

復原力 .62** .52** .59** .53** .47** .43** .49** .63** .12** .88** .66** .67** 1.00        

現代化 .57** .50** .51** .47** .41** .38** .37** .52** .03** .66** .51** .61** .61** 1.00       

資源應用 .46** .39** .43** .38** .31** .33** .33** .45** .04** .59** .47** .54** .53** .91** 1.00      

多元文化 .55** .51** .46** .44** .43** .33** .31** .45** .01** .55** .41** .51** .52** .81** .49** 1.00     

幸福人生 .60** .54** .52** .39** .43** .25** .58** .64** .27** .47** .41** .39** .46** .34** .27** .33** 1.00    

幸福感 .64** .55** .60** .46** .45** .34** .57** .70** .18** .52** .45** .44** .50** .39** .31** .37** .91** 1.00   

情緒平衡 .22** .22** .15** .08** .16** -.019** .33** .18** .36** .21** .19** .16** .22** .10** .07** .11** .55** .26** 1.00  

家庭和諧 .46** .43** .39** .30** .34** .18** .42** .52** .13** .30** .26** .25** .30** .25** .19** .25** .84** .72** .19** 1.00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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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 「社會適應」分量表內部凝聚性檢驗結果 
 社會技能 人際關係 社會適應 

社會技能 1.00   
人際關係 .55** 1.00  
社會適應 .83** .92** 1.00 
** p <.01 

        表9 「價值信念」分量表內部凝聚性檢驗結果 
 內斂 外斂 價值信念 

內斂 1.00   
外斂 .43** 1.00  

價值信念 .81** .88** 1.00 
** p <.01 

        表10 「生涯定向」分量表內部凝聚性檢驗結果 
 自主定向 迷失方向 生涯定向 

自主定向 1.00   
迷失方向 .30** 1.00  
生涯定向 .84** .77** 1.00 

** p <.01 

        表11 「積極進取」分量表內部凝聚性檢驗結果 
 解決問題 挑戰 復原力 積極進取 

解決問題 1.00    
挑戰 .66** 1.00   

復原力 .66** .67** 1.00  
積極進取 .84** .92** .88** 1.00 
** p <.01 

        表12 「現代化」分量表內部凝聚性檢驗結果 
 資源應用 多元文化 現代化 

資源應用 1.00   
多元文化 .49** 1.00  
現代化 .91** .81** 1.00 

** p <.01 

        表13  「幸福人生」分量表內部凝聚性檢驗結果 
 幸福感 情緒平衡 家庭和諧 幸福人生 

幸福感 1.00    
情緒平衡 .26** 1.00   
家庭和諧 .72** .19** 1.00  
幸福人生 .90** .55** .84** 1.00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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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效度 

本研究的建構效度，採驗證性因素分析(CFA)，由於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無法衡量相關誤差，尤其當因素數量超過兩個以上時，探索性因素分析未能檢測

因素之間是否有關聯，而驗證性因素分析有此功能，因此本研究續以 5,590 位受

試者，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整體模式適配度。本研究

檢視初階因素之間是否具有共同的、更高階的潛在因素，結果顯示二階模式存在

(如圖 2)，另由表 14 中可知以「整體模型適配度」對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據此考驗量表的建構效度。結果顯示在絕對適配度指標上，GFI = .97（評鑑標準

須> .90），SRMR = .07（評鑑標準須< .08），RMSEA =.06（評鑑標準須< .60）；

在增值適配度指標上，NFI = .97（評鑑標準須> .95），NNFI = .97（評鑑標準須

> .95），CFI = .97（評鑑標準須> .95）；在精簡適配度指標上，PNF I = .92（評鑑

標準須> .50），PGFI = .77（評鑑標準須> .50），本量表六個指標尚符合可接受的

標準。由此可知本量表具有不錯的建構效度。此外，本研究續以人數達 500 名以

上的不同受試樣本群1，包括 16-17 歲的男性高中生、16-17 歲的女性高中生、18-21

歲的男性大學生、18-21 歲的女性大學生，進行模式驗證，結果顯示這四群不同

受試樣本的模式驗證指標，大都符合「整體模型適配度」的檢測標準，顯示模式

跨越不同受試樣本群，仍有其相似性與穩定性。換言之，模式結構的效度良好。 

 

                                                
1其中 22-30 歲的大學畢業男性及女性受試樣本群因人數皆低於 300 人，因而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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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二階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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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整體模式適配度摘要表 

整體受試 
對象 
N = 5,590) 

檢驗 
模型 

絕對適配度             相對適配度        精簡適配度 
 GFI    SRMR   RMSEA   NFI    NNFI    CFI    PNFI    PGFI 

 適配值       .97      .07      .06      .97      .97      .97     .92      .77 
評鑑標準   ＞.90    ＜.08    ＜.60    ＞.95    ＞.95    ＞.95   ＞.50    ＞.50 
評鑑結果      ○       ○       ○       ○       ○        ○      ○       ○ 

16-17 歲 
高中男性  
(N = 1,029) 

檢驗 
模型 

絕對適配度           相對適配度          精簡適配度 
  GFI    SRMR   RMSEA    NFI    NNFI    CFI   PNFI    PGFI 

 適配值        .83       .07      .05      .96      .97      .97     .91      .76 
評鑑標準    ＞.90     ＜.08     ＜.60   ＞.95    ＞.95    ＞.95   ＞.50    ＞.50 
評鑑結果       X        ○        ○       ○       ○       ○       ○      ○ 

16-17 歲 
高中女性 
(N = 640) 

檢驗 
模型 

絕對適配度          相對適配度        精簡適配度 
 GFI    SRMR    RMSEA    NFI    NNFI   CFI    PNFI    PGFI 

 適配值        .78      .06       .06      .94      .96     .96     .89      .71 
評鑑標準    ＞.90    ＜.08     ＜.60    ＞.95    ＞.95   ＞.95   ＞.50    ＞.50 
評鑑結果       X      ○         ○       X       ○       ○      ○       ○ 

18-21 歲 
大學男性  
(N = 1,404) 

檢驗 
模型 

絕對適配度            相對適配度        精簡適配度 
  GFI    SRMR    RMSEA   NFI    NNFI    CFI    PNFI   PGFI 

 適配值        .82       .07      .06      .96      .97      .97     .91     .75 
評鑑標準    ＞.90     ＜.08    ＜.60    ＞.95    ＞.95    ＞.95   ＞.50   ＞.50 
評鑑結果       X       ○        ○       ○        ○       ○      ○      ○ 

18-21 歲 
大學女性  
(N =2,055) 

檢驗 
模型 

絕對適配度             相對適配度        精簡適配度 
  GFI    SRMR    RMSEA    NFI    NNFI   CFI    PNFI   PGFI 

 適配值        .80       .07       .06      .95      .96     .96     .91     .74 
評鑑標準    ＞.90     ＜.08     ＜.60    ＞.95    ＞.95   ＞.95   ＞.50   ＞.50 
評鑑結果       X        ○        ○       ○        ○      ○       ○     ○ 

  註：「X」表示評鑑結果未達標準；「○」表示評鑑結果臻於標準。 

 

除了上述的模式適配度，Hair等人(1998)以及Bagozzi與Yi(1988)主張測量模

式的內在結構適配度其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水準且組成信度達到.50以上。本研

究所發展量表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59～.93之間，t值皆達顯著水準。其次，

用 於 分 析 指 標 內 部 的 一 致 性 組 成 信 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或 稱 建 構 信 度

(construct reliability)皆在 .76～.90之間符合前述學者的評鑑標準主張；另外，各

構面的變異萃取估計量(variance extracted estimate)，即衡量構念所被解釋的變異

量也符合Fornell 與 Larcker(1981)所建議的大於 .50標準。由上述各項指標表現

顯示，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請見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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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模式驗證結果分析表 

分

量

表 

題

號 

題 
目 

標準化負

荷量 λ 
測量 
誤差 

 

t 值 建構 
信度 

 變異萃取  
 估計量 

4 我會感謝周圍支持和幫助我的人。 .64 .59 43.05** .88** 52.57% 

5 我與不同類型的朋友相處，以增長經驗和知識。 .60 .54 38.20**   

11 我會尊重朋友的想法和感受。 .63 .50 40.07**   

12 我會因朋友的鼓勵而面對生活的挑戰。 .66 .56 41.44**   

18 我會在發生人際衝突時，和別人討論我可以做什麼。 .62 .52 39.30**   

19 我可以感受到生活周遭有人對我的關心與支持。 .70 .51 43.24**   

25 我能和朋友快樂的相處。 .67 .55 41.78**   

26 我喜歡與別人分工合作完成工作。 .60 .54 38.48**   

33 我在團體中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67 .55 41.78**   

40 我有良好的社交能力。 .70 .51 45.23**   

47 我的行為表現常受到朋友的肯定。 .73 .51 45.53**   

52 我在團體中能發揮自己的優點。 .61 .47 47.05**   

社 

會 

適 

應 

57 我能與上司主管有效的溝通。 .61 .62 40.54**   

29 我相信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 .61 .62 40.64** .76** 63.85% 

30 我認為工作的成敗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59 .66 32.59**   

36 我喜歡追求自己的理想工作。 .65 .57 34.91**   

37 我希望凡事都能超越別人。 .67 .55 37.25**   

43 我喜歡追求完美。 .71 .50 40.84**   

價 

值 

信 

念 

 

44 我喜歡在眾人面前有成功的表現。 .73 .45 41.57**   

31 我有信心規劃好未來的生活與工作。 .73 .47 43.46** .82** 58.13% 

55 我能掌握目前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61 .45 53.10**   

49 我能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及工作目標。 .72 .48 51.64**   

39 我對未來的工作已有明確的追求方向。 .66 .56 47.44**   

45 我能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工作內容及目標。 .69 .52 49.54**   

51 我有信心找到理想工作。 .69 .52 49.29**   

50 我無法掌握未來的工作發展及方向。 .61 .70 42.38**   

46 我無法確定目前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79 .38 42.66**   

32 我無法確定未來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61 .63 37.25**   

生 

涯 

定 

向 

  

  

56 我覺得自己人生缺乏目標。 .71 .49 40.35**   

1 我遇到問題時，不會輕易放棄。 .75 .44 51.13** .90** 58.35% 

2 我有掌握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77 .40 53.90**   

3 我會為自己的理想，勇敢冒險。 .69 .52 48.65**   

9 我喜歡嘗試各種不同性質的工作。 .61 .63 37.25**   

10 我喜歡具有挑戰性與創造性的工作或職業。 .68 .53 41.30**   

積 

極 

進 

取 

 

15 我有能力完成具有挑戰性與創意的工作。 .76 .43 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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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5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模式驗證結果分析表     

題

號 

題 
目 

標準化負

荷量 λ 
測量 
誤差 

 

t 值 建構 
信度 

 變異萃取 
 估計量 

 

16 我會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而去學習各種能力或技能。 .73 .46 43.46**   

17 我有信心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標。 .71 .50 42.36**   

8 我會在問題發生時，抱著全力以赴的態度來面對。 .70 .51 43.24**   

22 我能有效掌握工作時間。 .63 .50 43.50**   

23 我能運用各種不同方法解決問題。 .75 .43 51.13**   

分
量

表 

積 

極 

進 

取 

 

 

24 我工作時遇到挫折，仍能克服困難完成計畫。 .75 .43 51.15**   

6 我會應用網際網路，蒐尋或與人討論自己所遇到的生涯問

題。 
.56 .68 30.59** .80** 55.75% 

7 我會應用光碟、網際網路等現代科技化工具，幫助自己學

習。 
.60 .54 32.38**   

13 我會用圖表的方式整理所學的東西。 .63 .50 33.4**   

14 我喜歡收集齊全資料，客觀的分析及推理。 .72 .48 35.73**   

20 我會注意學習與工作、生活的關聯 .69 .53 49.54**   

21 我會關心不同族群的文化特性。 .66 .57 41.64**   

27 我會關注外在環境的變遷。 .67 .55 42.32**   

現

代

化 

28 我喜歡閱讀國際間的重要消息。 .61 .62 37.25**   

34 我對目前生活感到滿意。 .72 .49 35.73** .83** 66.19% 

35 我對於家人的關心和愛護感到滿意。 .66 .56 47.75**   

41 我覺得生活很有安全感。 .71 .49 51.21**   

42 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66 .56 47.67**   

48 我經常懷著快樂的心情工作。 .62 .61 44.83**   

38 我工作遇到挫折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73 .46 43.46**   

53 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激動情緒。 .80 .37 16.98**   

幸 

福 

人 

生 

 

54 我遇到外在情境不如所願時，依然可以保持心情的平靜。 .22 .95 13.59**   

58 我生長在一個和諧的家庭。 .66 .57 41.44**   

59 我喜歡我現在的生活。 .84 .29 50.98**   

  

60 我對於家人的支持感到滿意。 .74 .45 46.78**   

 **p < .01 

 

(四) 與精健指數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 

生活適應與心理健康關係密切，生活適應較佳者，情緒表達及調節控制較

佳；正向及穩定個人特質者其生活適應能力較佳；人際關係良好會關係到生活適

應良好與否；自我效能高者，自信高也會影響其生活適應；因此，本量表根據編

製者研究 (陳李綢，2011)已編製的精健指數量表作為效標，以探討生活適應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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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與效標關聯效度。 

精健量表的理論架構主要根據傳統對心理健康的定義，心理健康者要具備健

康的身體，穩定的情緒，追求工作目標與人生方向，良好的人際關係，自我瞭解

及自我接納的態度，與面對現實生活解決問題的的能力。再依據正向心理學的觀

點，強調個人生活適應能力的正向個人特質，正向經驗及正向的環境。綜合傳統

與新近的心理健康概念，心理健康者所共同擁有的特性，包含自我悅納、良好的

人際關係、家庭的和諧與幸福、保持情緒的平衡、樂觀積極的追求工作目標。因

此，精健量表的編製乃根據此立論出發，發展出正向積極的心理健康評量工具。

作為瞭解大學生心理健康指數的參考依據。因此精健量表的編製包含五個面向即

「自我悅納」、「人際關係」、「家庭和諧」、「情緒平衡」、「樂觀進取」五

個因素，自我悅納代表受試者對自己的生理、形象地位的滿意狀態；人際關係代

表受試者於群體或團體中的角色定位及互動交流的滿意程度。家庭和諧代表受試

者於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及與家人間的互動交流的滿意程度。情緒平衡代表受試者

個人在情緒的處理及反應上達於一定程度的穩定狀態。樂觀進取代表受試者對於

自我的日常表現及未來發展達於一定程度的認識及期待有所作為。 

本量表共 25 題，可測出「自我悅納」、「人際關係」、「家庭和諧」、「情

緒平衡」、「樂觀進取」五個分量指標與全量表的整體心理健康程度。 

在信度分析方面，此量表以內部一致性與重測信度三方面來考驗信度。內部一致

性，全量表α=.93；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在.77至.94之間；重測係數介於.69至.89

之間。在效度分析方面，此量表內部一致性高，α=.96，p<.01，表示本量表內容

相當一致。經因素分析後五個分量表特徵值介於2.57～4.83之間，均大於1，可以

解釋之總變異量達69.44％，各題在各因素之負荷量介於.49～.85之間。採用主成

份的因素分析方法，限定抽取五個因素。共有一個特徵値3.31，可以解釋情緒智

慧達69.44%，顯示此量表具有不錯的建構效度。 

因此，本量表以精健指數量表（陳李綢，2011）為效標與本量表各分量表求

相關，以大學生 224 名為受試者，如表 16 所示，全量表總分與精健指數量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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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都有顯著相關，p<.01。各分量表與「精健指數量表」分量表相互相關，

除了價值信念分量表與精健指數量表的人際關係分量表、家庭和諧分量表、樂觀

進取分量表沒有相關外，由此說明青年生活適應的價值信念與精建指數量表的人

際關係、家庭和諧、樂觀進取是測不同的觀念，其他新訂青年生活適應分量表與

精健指數量表各分量表都達顯著相關，p<.05。 

表 16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與精健指數量表的多元相關 (N=224) 

 自我悅納 人際關係 家庭和諧 情緒平衡 樂觀進取 精健總分 

社會適應 .56** .61** .55** .48** .64** .71** 
價值信念 .31** .02 .01 -.18* .04 .03 
生涯定向 .55** .58** .52** .67** .64** .74** 
積極進取 .34** .37** .29* .44** .54** .49** 
現代化 .46** .45** .39** .29* .43** .51** 
幸福人生 .57** .67** .71** .44** .66** .79** 
全量表 .60** .62** .55** .53** .68** .75** 
** p <.01 ， *p <.05 

 

 

 

 

 

 



42 
 

伍、測驗結果分析 

一、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的常模建立 

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經正式施測結果各年齡組男女性各分量表總平均數、總

標準差、題平均數、題標準差，如表 17。另本研究分別建立 16-17 歲男性、16-17

歲女性、18-21 歲男性、18-21 歲女性、22-30 歲男性、22-30 歲女性、以及整體

百分等級常模，如表 18 至表 26。 

表 17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分量表 受試年齡組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數 題標準差 
社會適應 16-17 歲男性(N=1,029) 49.52 7.19 3.81 0.55 
價值信念  23.34 3.82 3.89 0.64 
生涯定向  32.74 6.53 3.27 0.65 
積極進取  43.34 7.69 3.61 0.64 
現代化  27.41 5.66 3.43 0.64 
幸福人生  40.51 7.34 3.68 0.67 
社會適應 16-17 歲 女性(N=640) 50.19 6.45 3.86 0.50 
價值信念  23.08 3.59 3.85 0.60 
生涯定向  32.67 6.18 3.27 0.62 
積極進取  42.50 7.02 3.54 0.59 
現代化  27.77 4.99 3.47 0.56 
幸福人生  40.02 6.97 3.64 0.63 
社會適應 18-21 歲 男性(N=1,404) 49.56 6.65 3.81 0.51 
價值信念  23.05 3.73 3.84 0.62 
生涯定向  32.74 5.96 3.27 0.60 
積極進取  44.34 7.24 3.70 0.60 
現代化  28.73 4.91 3.59 0.55 
幸福人生  39.61 6.67 3.60 0.61 
社會適應 18-21 歲 女性(N=2,055) 49.70 6.07 3.82 0.47 
價值信念  22.67 3.60 3.78 0.60 
生涯定向  32.81 5.71 3.28 0.57 
積極進取  42.62 6.87 3.55 0.57 
現代化  28.26 4.74 3.54 0.54 
幸福人生  39.49 6.37 3.59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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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17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分量表 受試年齡組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數 題標準差 
社會適應 22-30 歲 男性(N=217) 49.46 6.38 3.80 0.49 
價值信念  23.41 3.58 3.90 0.60 
生涯定向  33.16 5.37 3.32 0.54 
積極進取  45.16 6.85 3.76 0.57 
現代化  29.40 4.75 3.68 0.55 
幸福人生  38.64 6.06 3.51 0.55 
社會適應 22-30 歲 女性(N=245) 49.36 6.30 3.80 0.48 
價值信念  22.77 3.60 3.80 0.60 
生涯定向  33.08 5.50 3.31 0.55 
積極進取  43.59 6.86 3.63 0.57 
現代化  28.95 4.70 3.62 0.54 
幸福人生  38.17 6.28 3.47 0.57 
社會適應 全體男性(N=2,650) 49.55 7.39 3.81 0.57 
價值信念  23.20 3.76 3.87 0.63 
生涯定向  32.77 6.14 3.28 0.61 
積極進取  44.02 7.41 3.67 0.62 
現代化  28.27 5.26 3.53 0.59 
幸福人生  39.88 6.91 3.63 0.63 
社會適應 全體女性(N=2,940) 49.57 6.56 3.81 0.50 
價值信念  22.77 3.60 3.79 0.60 
生涯定向  32.80 5.80 3.28 0.58 
積極進取  42.68 6.90 3.56 0.58 
現代化  28.21 4.81 3.53 0.54 
幸福人生  39.50 6.51 3.59 0.59 
社會適應 全體受試者((N=5,590) 49.56 6.97 3.81 0.54 
價值信念  22.97 3.68 3.83 0.61 
生涯定向  32.79 5.96 3.28 0.60 
積極進取  43.32 7.18 3.61 0.60 
現代化  28.24 5.03 3.53 0.57 
幸福人生  39.68 6.71 3.61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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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 16-17 歲男性百分等級常模 (N=1,029)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1 31 14 18 25 15 23 1 
2 33 15 19 28 17 25 2 
5 37 17 22 31 20 28 5 
10 40 18 25 34 22 31 10 
15 42 19 27 36 23 33 15 
20 44 20 28 37 24 34 20 
25 45 21 29 38  36 25 
30 46  30 39 25 37 30 
35 47 22  40 26 38 35 
40 48 23 31 41 27 39 40 
45 49  32 42  40 45 
50 50 24  43 28 41 50 
55 51  33 44 29 42 55 
60  25 34 45  43 60 
65 52  35 46 30 44 65 
70 53 26  47 31 45 70 
75 55  37 48 32 46 75 
80 56 27 38 49 33 47 80 
85 57 28 39 51 34 48 85 
90 59  41 54 35 50 90 
95 61 29 45 57 36 52 95 
97 62 30 46 59 37 54 97 
98 63  48 60 38  98 
99 65  50  39 5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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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 16-17 歲女性百分等級常模 (N=640 )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1 34 14 17 25 16 22 1 
2 36 15 20 28 17 25 2 
5 39 17 23 31 20 28 5 

10 41 18 25 34 21 31 10 
15 44 19 27 36 22 33 15 
20 45 20 28 37 23 34 20 
25 46 21 29 38 24 35 25 
30 47  30 39 25 36 30 
35 48 22  40  37 35 
40 49  31 41 26 38 40 
45 50 23 32 42 27 39 
50 51     40 50 
55  24 33 43 28 41 55 
60 52  34 44 29 42 60 
65 53 25  45 30 43 65 
70 54  35 46 31 44 70 
75 55 26 36 47 32 45 75 
80 56  38 48 33 46 80 
85 57 27 39 50 34 48 85 
90 58 28 41 52 35 49 90 
95 60 29 43 55 36 51 95 
97 62  45 57 37 52 97 
98  30 48 58 38 53 98 
99 64  49 59 39 5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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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 18-21 歲男性百分等級常模 (N=1,404)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1 33 14 17 27 17 22 1 
2 37 15 20 29 18 25 2 
5 39 17 23 33 21 29 5 
10 41 18 26 35 23 32 10 
15 43 19 28 37 24 33 15 
20 44 20 29 38  34 20 
25 45  30 39 25 35 25 
30 47 21  41 26 36 30 
35  22 31 42  37 35 
40 48   43 27 38 40 
45 49 23 32  28 39 45 
50 50   45  40 50 
55  24 33  29  55 
60 51   46 30 41 60 
65 52 25 34 47 31 42 65 
70 53  35 48 32 43 70 
75 54 26 36 49 33 44 75 
80 55  37 50 34 45 80 
85 57 27 38 52 35 47 85 
90 58 28 41 54 36 48 90 
95 60 29 44 57 37 51 95 
97 61 30 46 59 38 52 97 
98 63  47 60 39 53 98 
99 64  49  40 5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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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 18-21 歲女性百分等級常模(N=2,055 )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1 36 14 18 25 16 23 1 
2 37 15 21 28 18 26 2 
5 39 17 24 32 21 29 5 

10 42 18 27 34 22 32 10 
15 44 19 28 36 23 33 15 
20 45 20 29 37 24 34 20 
25 46  30 38 25 35 25 
30 47 21  39  36 30 
35   31 40 26 37 35 
40 48 22  41 27 38 40 
45 49  32 42  39 45 
50 50 23  43 28 40 50 
55   33  29  55 
60 51 24 34 44 30 41 60 
65 52   45 31 42 65 
70 53 25 35 46 32 43 70 
75 54  36 47 33 44 75 
80 55 26 37 48 34 45 80 
85 56 27 38 49 35 46 85 
90 57  40 51 36 47 90 
95 59 29 43 54 37 49 95 
97 61 30 45 56 38 51 97 
98   47 58 39 52 98 
99 63  48 59 40 5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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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男 22-30 歲男性百分等級常模 (N=217 )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1  24 16 17 26 17 26 1  
2  36 17 22 30 18  2  
5  39 18 25 34 21 29 5  

10  41  27 36 23 31 10  
15  44 19 28 39 24 33 15  
20  45 20 30 40 25  20  
25  46 21  41 26  25  
30  47 22 31 42 27 35 30  
35     43  36 35  
40  48  32  28 37 40  
45  49 23  44  38 45  
50  50 24 33 45 29 39 50  
55     46 30 40 55  
60  51  34 47 31  60  
65  52 25  48 32 41 65  
70   26 35   42 70  
75  53  36 49 33 43 75  
80  54 27 37 51 34 44 80  
85  56  39 53 35 45 85  
90  57 28 40 54 36 47 90  
95  60 29 43 56 37 49 95  
97  61 30 45 59 38 50 97  
98  62  46 60 39 52 98  
99  63  49  40 5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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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 22-30 歲女性百分等級常模 (N=245 )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1  32  13  19  27  17  23  1  
2  36  15  20  29  19  26  2  
5  39  17  26  33  21  28  5  

10  42  18  28  35  23  30  10  
15  43  19  29  36  24  32  15  
20  44  20    37  25  33  20  
25  45    30  38      25  
30  46  21    40  26  34  30  
35  48  22  31  41    35  35  
40        42  27  36  40  
45    23  32  43  28  37  45  
50  49      44  29  38  50  
55  50  24  33  45    39  55  
60  51      46  30  40  60  
65  52    34  47  31  41  65  
70  53  25  35    32  42  70  
75  54      48  33 43  75  
80  55  26  37  49  34 44  80  
85  56  27  39  50  35  45  85  
90  57  28  41  52  36  46  90  
95  60    44  55  37  49  95  
97  61  29  46  58  38 50  97  
98    30  47    39 51  98  
99  63    48  59  40  5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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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全體男性百分等級常模 (N=2,650 )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1  30 14 18 27 15 23 1  
2  33 15 20 28 17 25 2  
5  38 17 23 32 20 29 5  

10  40 18 26 35 22 31 10  
15  42 19 27 36 23 33 15  
20  44 20 28 38 24 34 20  
25  45  29 39 25 35 25  
30  46 21 30 40  36 30  
35  47   41 26 37 35  
40  48 22 31 42 27 38 40  
45  49   43  39 45  
50  50 23 32 44 28 40 50  
55    33 45 29 41 55  
60  51 24  46 30 42 60  
65  52  34 47 31 43 65  
70  54 25 35 48 32 44 70  
75  55  36 49 33 45 75  
80  56 26 37 50 34 46 80  
85  57 27 39 52 35 47 85  
90  59 28 41 54 36 49 90  
95  61 29 44 57 37 51 95  
97  63  46 59 38 53 97  
98  64  47  39 54 98  
99  65 30 49 60 40 5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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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全體女性百分等級常模(N=2,940 )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1 32 14 18 25 16 23 1 
2 36 15 20 28 18 26 2 
5 39 17 24 32 20 29 5 

10 41 18 26 34 22 31 10 
15 43 19 28 36 23 33 15 
20 44   37 24 34 20 
25 45 20 29 38 25 35 25 
30 46  30 39  36 30 
35 47 21  40 26 37 35 
40 48  31 41  38 40 
45 49 22  42 27 39 45 
50   32 43 28  50 
55 50 23 33  29 40 55 
60 51   44 30 41 60 
65 52 24 34 45 31 42 65 
70 53  35 46 32 43 70 
75 54 25 36 47 33 44 75 
80 55 26 37 48 34 45 80 
85 56 27 39 49 35 46 85 
90 58 28 40 51 36 48 90 
95 60  43 55 37 50 95 
97 61 29 45 57 38 51 97 
98 62  47 58 39 52 98 
99 64 30 48 59 40 5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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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全體百分等級常模 (N=5,590)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百分 
等級 

1 31 14 18 26 16 23 1 
2 34 15 20 28 17 26 2 
5 38 16 23 32 20 29 5 

10 41 17 26 35 22 31 10 
15 43 18 27 36 23 33 15 
20 44 19 28 37 24 34 20 
25 45 20 29 38 25 35 25 
30 46 21 30   36 30 
35 47   40 26 37 35 
40 48 22 31  27 38 40 
45 49   42  39 45 
50 50 23 32 43 28 40 50 
55   33 44 29 41 55 
60 51  34 45 30  60 
65 52 24 35 46 31 42 65 
70 53 25 36 47 32 43 70 
75 54  37 48 33 44 75 
80 56 26 38 49 34 45 80 
85 57 27 39 50 35 47 85 
90 58 28 41 53 36 48 90 
95 61 29 44 56 37 51 95 
97 62  46 58 38 52 97 
98 63  47 59 39 53 98 
99 65 30 49 60 40 5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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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背景變項青年的生活適應差異比較 

(一)性別方面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不同性別的青年，在生活適應表現的差異，表

27 結果發現男、女性的生活適應大部份分量表有顯著差異。在價值信念( t = 4.35, 

p <.01 )、積極進取( t = 7.02, p <.01 )、幸福人生( t = 2.13, p <.05 )、以及青年生活

適應全量表( t = 2.74, p <.01 )上，男性表現皆顯著高於女性。顯示男性在價值信

念、積極進取、幸福人生以及整體的青年生活適應表現皆較女性為佳。但是在社

會適應、生涯定向及現代化等分量表的表現，男女性沒有差異。 

 

表 27  不同性別青年在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的差異比較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差

異比較 
差異比較 

男 2,650 49.55 7.39 社會適應 
女 2,940 49.57 6.56 

-.13 
 

無差異 

男 2,650 23.20 3.76 價值信念 
女 2,940 22.77 3.60 

4.35** 
 

男>女 

男 2,650 32.77 6.14 生涯定向 
女 2,940 32.80 5.80 

-.15 
 

無差異 

男 2,650 44.02 7.41 積極進取 
女 2,940 42.68 6.90 

7.02** 
 

男>女 

男 2,650 28.28 5.25 現代化 
女 2,940 28.21 4.81 

.50 
 

無差異 

男 2,650 39.88 6.91 幸福人生 
女 2,940 39.50 6.51 

2.13* 
 

男>女 

男 2,650 213.83 28.45 總分 
女 2,940 211.84 25.99 

2.74** 
 

男>女 

**p <.01，  *p<.05 
 
(二)居住地區 

表 28 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來看，不同居住地區的青年，在「價值信

念」(F = 6.32, p＜.01)、「生涯定向」(F = 7.23, p＜.01)、「現代化」(F = 7.73, p

＜.01)、「幸福人生」(F = 22.78, p＜.01)、以及青年生活適應全量表 (F = 2.81, p

＜.05)的表現差異，達到顯著，經 Scheffe 事後檢定，歸納下列主要結果：其一，

在「價值信念」方面，北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青年高於南部地區的青年；其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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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定向」方面，東部地區的青年高於北部與中部地區的青年；其三在「現代

化」方面，北部與南部地區的青年皆高於東部地區的青年；其四在「幸福人生」

方面，東部地區的青年高於北部、中部與南部地區的青年以及南部地區的青年高

於中部；最後在青年生活適應全量表的整體表現方面，東部地區的青年高於南部

地區的青年。 

表 28  不同居住地區青年在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的差異比較 

 地區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差異考驗 
北部 2,314 49.66 7.07 
中部 1,104 49.36 6.58 
南部 1,431 49.32 6.81 

社會適應 

東部 741 50.02 7.50 

2.10 無差異 

北部 2,314 23.13 3.65 
中部 1,104 22.89 3.44 
南部 1,431 22.66 3.72 

價值信念 

東部 741 23.23 3.98 

6.32** 北部>南部 
東部>南部 

北部 2,314 32.51 6.07 
中部 1,104 32.59 5.74 
南部 1,431 32.96 5.53 

生涯定向 

東部 741 33.62 6.63 

7.23** 東部>北部 
東部>中部 

北部 2,314 43.49 7.07 
中部 1,104 43.23 6.85 
南部 1,431 43.19 7.32 

積極進取 

東部 741 43.16 7.68 

.74 無差異 

北部 2,314 28.36 4.99 
中部 1,104 28.13 4.84 

7.73** 北部>東部 
南部>東部 

南部 1,431 28.54 4.88  

現代化 

東部 741 27.49 5.60   
北部 2,314 39.47 6.68 
中部 1,104 39.90 6.38 
南部 1,431 38.97 6.38 

幸福人生 

東部 741 41.39 7.53 

22.78** 東部>北部 
東部>中部 
東部>南部 
南部>中部 

北部 2,314 212.74 27.14 
中部 1,104 212.41 25.37 
南部 1,431 211.86 26.90 

總分 

東部 741 215.35 30.29 

2.81* 東部>南部 

**p <.0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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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齡 

表 29 就年齡而言，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不同年齡的青年，在「價

值信念」(F = 7.51, p＜.01) 、「積極進取」(F = 6.09, p＜.01)、「現代化」(F =28.51, 

p＜.01)、以及「幸福人生」(F = 16.92, p＜.01)的表現差異，達到顯著水準，經

Scheffe 事後檢定，歸納下列主要結果：其一，在「價值信念」方面，16-17 歲青

年高於 18-21 歲的青年；其二在「積極進取」方面，22-30 歲的青年高於 16-17

歲以及 18-21 歲的青年；其三在「現代化」方面，22-30 歲以及 18-21 歲的青年

均高於 16-17 歲的青年；其四「幸福人生」方面，16-17 歲青年高於 18-21 歲及

22-30 歲的青年，另外，18-21 歲的青年也高於 22-30 歲的青年。 

 

表 29 不同年齡青年在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的差異比較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差異考驗 

16-17 歲 1,669 49.57 7.46   
18-21 歲 3,459 49.57 6.76 .10 無差異 

社會適應 

22-30 歲 462 49.43 6.73   
16-17 歲 1,669 23.24 3.73   
18-21 歲 3,459 22.83 3.66 7.51** > 

價值信念 

22-30 歲 462 23.07 3.60   
16-17 歲 1,669 32.71 6.40   
18-21 歲 3,459 32.78 5.81 .85 無差異 

生涯定向 

22-30 歲 462 33.12 5.43   
16-17 歲 1,669 43.02 7.45  
18-21 歲 3,459 43.32 7.07 6.09** 

積極進取 

22-30 歲 462 44.33 6.89  

> 
> 

16-17 歲 1,669 27.54 5.42  
18-21 歲 3,459 28.45 4.82 28.51** 

現代化 

22-30 歲 462 29.23 4.76  

> 
> 

16-17 歲 1,669 40.32 7.20  
18-21 歲 3,459 39.54 6.49 16.92** 

幸福人生 

22-30 歲 462 38.39 6.18  

> 
> 
> 

16-17 歲 1,669 212.78 28.70   
18-21 歲 3,459 212.68 26.63 .26 無差異 

總分 

22-30 歲 462 213.66 25.92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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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與計分 

一、實施方式 

本量表採團體實施方式施測，施測場地宜安靜，照明良好，通風適當，溫度

舒適，桌子宜有足夠空間，便於作答。 

(一) 測驗實施之前 

1. 向受試者說明本量表的內容和可以獲得個人結果的解釋與說明，以提高測驗

動機。 

2. 依人數準備題本、答案紙及作答鉛筆。 

(二) 測驗實施時 

1. 先分發作答鉛筆及題本答案紙，並要求受試者將答案紙上基本資料欄填寫清

楚。 

2. 向受試者宣讀注意事項：「(1)請填答在答案紙上正確的位置。(2)每一題都要 

作答，不要遺漏。(3)請不要在題目上畫任何記號。」 

3. 請受試者自行閱讀題本封面的作答說明，然後翻開題本逐題在答案紙上作 

答。(主試者亦可逐字朗讀作答說明。) 

4. 受試者作答無時間限制，大多數受試者可在 15 至 20 分鐘內完成。測驗開始約

15 分鐘後，可向受試者說：「作完的人，可以將題本、答案紙及作答鉛筆交到

前面來，尚未完成作答的人，請儘快完成。」 

二、計分方式 

本量表包括包括六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從 6 題至 13 題不等，分別可測出

社會適應、價值信念、生涯定向、積極進取、現代化、幸福人生六個適應因素。

量表的填答方式採 Likert 五點量表，分別是「完全符合」、「大部分符合」、

「一半符合」、「大部分不符合」、「完全不符合」，依序給 5 分、4 分、3 分、

2 分、1 分；反向題則反之，依序給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請受試者按

照自身狀況填答，然後將各分量表所包含之題目累加，即為各分量表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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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分程序 

(一) 本量表計分原則正向題目每題答 1 者給 1 分，答 2 者給 2 分，答 3 者給 3 分，  

答 4 者給 4 分，答 5 者給 5 分。反向題目每題答 1 者給 5 分，答 2 者給 4 分，

答 3 者給 3 分，答 4 者給 2 分，答 5 者給 1 分。 

(二) 本量表共 60 題，分六個分量表。每一題分別按計分原則計分，分別可測出

社會適應、價值信念、生涯定向、積極進取、現代化、幸福人生六個指標。

受試者可從本量表獲得六個原始分數，將原始分數轉換成百分等級分數，百

分等級分數愈高，代表生活適應能力愈高。 

(三) 包括 4、5、11、12、18、19、25、26 題為人際關係，全部為正向題目，依

計分原則計分，然後累加 8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為人際關係原始分數。另外，

包含 33、40、47、52、57 題為社會技能，全部為正向題目，依計分原則計分，

然後累加 5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為社會技能原始分數。將人際關係原始分數

加上社會技能原始分數，即為社會適應原始分數。 

(四) 其中 29、30、36 題為內斂，全部為正向題目，依計分原則計分，然後累加

3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為內斂原始分數。37、43、44 為外斂，全部為正向題

目，依計分原則計分，然後累加 3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為外斂原始分數。將

內斂原始分數加上外斂原始分數，即為價值信念原始分數。 

(五) 其中 31、39、45、49、51、55 題為自主定向，全部為正向題目，依計分原

則計分，然後累加 6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為自主定向原始分數。另外，包含

32、46、50、56 題為迷失方向，全部為負向題目，依計分原則反向計分，然

後累加 4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為迷失方向原始分數。自主定向原始分數加上

迷失方向原始分數即為生涯定向原始分數。 

(六) 1、2、3 題為解決問題，全部為正向題目，依計分原則計分，然後累加 3 題

分數，所得分數即為解決問題原始分數。包含 9、10、15、16、17 題為挑戰

試題，全部為正向題目，依計分原則計分，然後累加 5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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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挑戰原始分數。另外，8、22、23、24 題為復原力，全部為正向題目，依

計分原則計分，然後累加 4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為復原力原始分數。解決問

題原始分數，加上挑戰與復原力原始分數即為積極進取原始分數。 

(七) 其中 6、7、13、14 題為資源應用，全部為正向題目，依計分原則計分，然

後累加 4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為資源應用原始分數。20、21、27、28 為多元

文化，全部為正向題目，依計分原則計分，然後累加 4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

為多元文化原始分數。資源應用原始分數加上多元文化原始分數即為現代化

原始分數。 

(八) 34、35、41、42、48 題為幸福感，全部為正向題目，依計分原則計分，然

後累加 5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為幸福感原始分數。38、53、54 為情緒平衡，

38、53 題為負向題目，54 題正向題，依計分原則計分，然後累加 3 題分數，

所得分數即為情緒平衡原始分數。58、59、60 題為家庭和諧，全部為正向題

目，依計分原則計分，然後累加 3 題分數，所得分數即為家庭和諧原始分數。

將幸福感原始分數加上情緒平衡、家庭和諧原始分數即為幸福人生原始分數。 

(九) 六個分量表原始分數轉換百分等級分數，再畫出側面圖，即可看出六個指標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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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測驗結果解釋與應用 

  本量表主要目的在編製一套青年適用的生活適應量表，做為了解青年生活適

應的參考指標。本量表共有 60 題，分別可測出社會適應、價值信念、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現代化、幸福人生六個指標。本量表以 Likert 五點評定方式實施。受

試者可獲得六個原始分數，將原始分數轉換成百分等級分數為適應指標分數，百

分等級分數愈高，代表生活適應能力愈佳。 

  從原始分數對照轉換成百分等級，再畫成側面圖，可說明個人六種生活適應

能力。從側面圖可發現受試者有哪幾項分數在平均以上（側面圖中心線為平均

線），並比較六項分數高低。如果受試者有某些單項分數或六項分數皆低於平均

線，則可進一步了解受試近況而決定受試者是否需要輔導或諮商。 

一、分量表內容 

(一)社會適應 

  代表個人對社會中的生活環境及與朋友相處有愉快、積極的認知及滿意的經

驗。包括有豐富的人際關係及在團體中的投入與認同歸屬感高，在社會適應分量

表中人際關係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人際溝通能力愈高。在社會技能百分等級

愈高者，代表在團體的領導及影響力及與團體互動關係較佳。在整體社會適應分

量表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社會適應能力愈高。 

(二)價值信念 

  代表個人對生活、工作與成就表現的信念與哲學理念。可分為兩種傾向，內

斂與外斂。在價值信念中，外斂百分等級高者代表其價值信念傾向於將成敗歸因

於外在情境；較重視人際與競爭比較，重視工作表現取向。內斂百分等級高者代

表其價值信念傾向於將成敗歸因於自己的能力與努力，一切的成敗操之在自我。

重視工作精熟與目標取向，強調自我比較。在整體價值信念分量表百分等級愈高

者，代表其價值信念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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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涯定向 

  代表個人對生活目標、生活方式、工作方向與職業的自我定向感。分為自主

定向與迷失方向。自主定向表示個人曾經經歷過危機與生活挫折的考驗，但已經

在工作、職業與生活上得到定位。迷失方向表示個人無所謂危機感，無方向，缺

乏生活目標與奮鬥精神，自卑感重，在有壓力情境下表現最差。在生涯定向分量

表中迷失方向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自我定向能力愈高，愈不迷失。在整體生

涯定向分量表中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生涯定向能力愈高。 

(四)積極進取 

  代表個人具有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決心，面對挑戰的勇氣，積極樂觀的態

度，對未來有目標感，及對他人的正向感受；積極進取分量表中解決問題百分等

級愈高者，代表其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決心愈強。積極進取分量表中挑戰百分等

級愈高者，代表其愈能勇敢面對挑戰。積極進取分量表中復原力百分等級愈高

者，代表其對未來有目標及對他人的正向感受愈強。在整體積極進取分量表中百

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愈堅強及樂觀積極面對問題。 

(五)現代化 

  代表個人能應用資源及有多元化的觀點，能接受不同文化的衝擊。現代化分

量表中資源應用的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資訊應用能力愈佳。現代化分量表中

多元文化的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關心多元文化態度愈佳。在整體現代化分量

表中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愈能符合現代化潮流應用資訊及關心多元化社會脈

動。 

(六)幸福人生 

  代表個人的主觀幸福感受，能享受家庭的和諧及個人情緒的調節。幸福人生

分量表中幸福感的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幸福感愈正向，心理愈健康。幸福人

生分量表中情緒平衡的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情緒控制能力愈佳。幸福人生分

量表中家庭和諧的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愈能享受家庭的和諧關係。在整體幸

福人生分量表中百分等級愈高者，代表其擁有和諧的家庭生活、情緒穩定以及有

快樂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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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分數的比較 

  本量表可得六個分量表分數，分別代表社會適應、價值信念、生涯定向、積

極進取、現代化、幸福人生等六種生活適應能力。在側面圖中位置較高者，代表

個人生活適應能力較強，反之，位置較低者，代表個人生活適應能力較弱。 

三、整體比較 

從六個分量表分數在側面圖的位置高低可看出個人六種生活適應指標的高

低，亦可看出各種生活適應能力比常模的平均為高或低。在側面圖中間有一條較

粗的黑線，代表著樣本群體的平均值，整體性比較可以將各項分數位置與此黑線

做比較，位置高於黑線代表比一般人的此特質或能力為高，位置低於黑線者代表

上特質比一般人為低，即代表此特質低於常模的平均數。 

四、範例說明 

(一)男性 18 歲學生範例說明（測驗結果解釋）  

    圖 3 甲生為大一學生，男性，從測驗中可知：此受試者的六種生活適應都低

於平均數，社會適應及價值信念、生涯定向以及幸福人生百分等級都在 5 以下，

受試者的人際關係、社會技能差；缺乏明確價值觀及生涯定向；就個人六個因素

比較，受試者以積極進取因素百分等級較高，但與常模比較仍然低於平均數；此

受試者在此測驗中表現生活的不適應；另外參考受試者的精健量表測驗也發現受

試者的心理健康指數低。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感低，人際關係不佳，缺乏幸福快樂

理念，因此也造成缺乏自主定向。此受試者宜進一步透過諮商或職涯諮詢，建立

正向價值觀與促進其人際關係、社會技能的訓練，以增進其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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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大一男性(甲生)青年生活適應側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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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男性 20 歲大學生範例說明（測驗結果解釋） 

  圖 4 乙生為大三學生，男性，從測驗中可知：此受試者的六種生活適應都高

於平均數，就個人六個因素比較，受試者以積極進取與現代化因素百分等級最

高，均達 90 以上，以價值信念百分等級 70 最低。另外參考受試者的精健量表測

驗也發現受試者的心理健康指數高，整體而言乙生的生活適應佳；有良好的人際

關係與社會技能，明確價值觀及自主定向，樂觀積極的進取心及多元文化視野，

也有快樂的人生觀，乙生在生涯定向將會有樂觀積極的決定。 

 
 

                圖 4 大三男性(乙生)青年生活適應側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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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 20 歲大學生範例說明（測驗結果解釋） 

  圖 5 丙生為大學三年級女性，從測驗中可知：此受試者的六種生活適應都低

於平均數，以生涯定向及幸福人生的百分等級最低均在 1 以下，丙生缺乏明確價

值觀及自主定向；就個人六個因素比較，受試者以積極進取因素百分等級較高，

但與常模比較仍然低於平均數；此受試者在此測驗中表現生活的不適應；另外參

考受試者的精健量表測驗也發現受試者的心理健康指數低。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感

低，人際關係不佳缺乏幸福快樂理念，因此也造成缺乏自主定向。此受試者宜進

一步透過諮商或職涯諮詢，建立正向價值觀與促進其人際關係、社會技能的訓

練，以增進其生活適應。 

 

圖 5 大三女性(丙生)青年生活適應側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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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性 20 歲大學生範例說明（測驗結果解釋） 

  圖 6 丁生為大學女性，從測驗中可知：此受試者除了幸福人生該項分數外，

其他五種生活適應都高於平均數，就個人六個因素比較，受試者以價值信念與生

涯定向因素百分等級最高，但其中以幸福人生百分等級 45 最低。另外參考受試

者的精健量表測驗也發現受試者的整體心理健康指數百分等級為 70，整體而言

丁生的生活適應尚佳；有不錯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技能，明確價值觀及自主定向，

樂觀積極的進取心及多元化視野，但在家庭和諧與自我悅納較低。此受試者宜進

一步透過諮商或職涯諮詢，建立自我效能、及協助瞭解其家庭生活給予支持系統

以增進其生活適應。 

           

 

圖6 大三女性(丁生)青年生活適應側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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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附表 1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第一次定題 

 一 適應能力指標   

本研究

預試 

新題號 

舊量表 

預試 

題號 

舊量表 

正式 

題號 

自我決策 因素負荷量 CR 

1 56 24 我喜歡自己獨自完成工作。 0.81 3.25 

2 71 27 我能忍受工作環境或工作條件的模糊不確定。 0.76 3.32 

3 121 37 遇到挫折的工作時，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0.75 5.07 

4 51 23 我喜歡與別人分工合作完成工作。 0.74 4.72 

5 136 34 我能欣然接受不合理的工作要求。 0.72 3.58 

6 76 28 我有能力完成具有挑戰性與創意的工作。 0.72 7.66 

   工作技能 因素負荷量 CR 

7 47 42 我喜歡聽從主管的意見做事。 0.79 7.19 

8 132 59 我喜歡收集齊全資料，客觀的分析及推理。 0.76 6.82 

9 102 53 我有堅定信心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標。 0.73 12.43 

10 97 52 遇到挫折的工作時，我仍能克服困難完成計劃。 0.72 11.82 

11 42 41 我能與上司主管有效的溝通。 0.70 7.14 

12 127 58 我能運用各種不同方法解決問題。 0.68 8.82 

   家庭及社會適應力 因素負荷量 CR 

13 138 80 我不喜歡把心事告訴朋友。 0.82 3.96 

14 58 64 我能和朋友快樂的相處。 0.76 8.40 

15 68 66 我常被朋友責備與欺侮。 0.73 6.45 

16 103 73 從小我就生長在一個不和諧的家庭。 0.73 6.43 

17 63 65 我會主動的與朋友溝通意見。 0.73 7.76 

18 43 61 我經常感到父母對我期望很高。 0.72 3.21 

   個人技能 因素負荷量 CR 

19 129 98 我有信心規劃好未來的生活與工作。 0.81 12.75 

20 44 81 我能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工作內容及目標。 0.81 12.75 

21 79 88 我有掌握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0.80 7.97 

22 59 84 我有豐富的交際能力。 0.78 6.28 

23 89 90 我經常以運動來調劑身心。 0.78 4.36 

24 124 97 我有信心找到理想的工作。 0.78 11.10 

   工作適應力 因素負荷量 CR 

25 85 109 我擔心未來的工作不合自己的興趣。 0.83 5.56 

26 130 118 我經常無法控制自己的激動情緒。 0.77 8.57 

27 50 102 我經常擔心無法把工作完成。 0.76 12.25 

28 120 116 我經常懷著快樂的心情工作。 0.75 9.13 

29 65 105 我能有效掌握工作時間。 0.75 6.70 

30 75 107 我經常為工作太忙碌而困擾。 0.7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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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1) 附表 1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第一次定題 

 一 適應能力指標   

本研究

預試 

新題號 

舊量表 

預試 

題號 

舊量表 

正式 

題號 

幸福感(新增) 因素負荷量 CR 

31  新增 我喜歡我現在的生活。   

32  新增 我對目前的生活感到滿意。   

33  新增 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34  新增 我覺得生活很有安全感。   

35  新增 我對於家人的支持感到滿意。   

36  新增 我對於家人的關心和愛護感到滿意。   

   復原力(新增) 因素負荷量 CR 

37  1 當問題發生時，我會抱著全力以赴的態度來面對。 0.81  

38  10 當外在情境不如我所願時，我依然可以保持心情的平靜。 0.78  

39  16 我會感謝周圍支持和幫助我的人。 0.76  

40  15 我會為自己的理想，勇敢冒險。 0.75  

41  5 遇到問題時，我不會輕易放棄。 0.75  

42  19 我會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而去學習各種能力或技能。 0.73  

43  4 我可以感受到生活周遭有人對我的關心與支持。 0.73  

   資源應用(新增) 因素負荷量 CR 

44  新增 我會應用光碟、網際網路等現代科技化工具，幫助自己學習。   

45 
 新增 

我會應用網際網路，蒐尋或與人討論自己所遇到的生涯問

題。 
  

46  新增 我會用圖表的方式整理所學的東西。   

47  新增 我會注意學習與工作、生活的的關聯。   

   文化視野(新增) 因素負荷量 CR 

48  新增 我會關心不同族群的文化特性。   

49  新增 我會關注外在環境的變遷。   

50  新增 我會注意海峽兩岸與企業之間的相關議題。   

51  新增 我喜歡閱讀國際間的重要消息。   

 二 適應行為指標   

   自主定向 因素負荷量 CR 

52 2 2 我對未來的工作已有明確的追求方向。 0.74 2.16 

53 31 16 從小我就能自己安排生活方式及工作目標。 0.73 4.08 

54 14 9 我能掌握目前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0.72 2.34 

55 35 20 我喜歡具有挑戰性與創造性的工作或職業。 0.69 3.32 

   追尋方向 因素負荷量 CR 

56 32 17 我喜歡嘗試各種不同的職業角色。 0.79 5.34 

57 33 18 我喜歡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工作或職業。 0.69 3.25 

58 23 13 我不滿意目前的生活方式及工作，但我仍追求新的目標。 0.63 5.91 

59  新增 我喜歡求自己理想的工作。 增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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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2) 附表 1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第一次定題 

 一 適應能力指標   

本研究

預試 

新題號 

舊量表 

預試 

題號 

舊量表 

正式 

題號 

他主定向 因素負荷量 CR 

60 24 14 從小我就能聽從父母為我安排的生活方式及目標。 0.79 2.44 

61 22 12 我能接受別人為我排好的生活及工作。 0.64 4.08 

62 4 4 我希望別人能引導我未來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0.62 6.93 

63 21 11 我目前的生活及工作目標是由家人或別人安排的。 0.60 3.65 

   迷失方向 因素負荷量 CR 

64 15 10 我無法控制目前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0.64 2.48 

65 5 5 我無法掌握未來工作發展及方向。 0.59 2.63 

66 3 3 我無法確定未來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0.56 3.24 

67  新增 我覺得人生沒有目標。 增一題  

   內斂 因素負荷量 CR 

68 16 126 我喜歡追求宇宙的奧秘。 0.84 6.12 

69 9 124 我喜歡研究哲理或玄學的事物。 0.81 3.98 

70 20 130 我相信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 0.76 6.42 

71 36 136 我認為工作的成敗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0.70 4.50 

72 29 134 我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及感受。 0.68 5.68 

   外斂 因素負荷量 CR 

73 30 135 我容易受環境影響而改變作法。 0.85 3.64 

74 39 139 我認為工作成敗非自己能決定的。 0.80 3.49 

75 6 121 我喜歡在眾人面前有成功的表現。 0.73 5.10 

76 18 128 我喜歡追求完美。 0.69 7.06 

77 38 138 我希望凡事都能超越別人。 0.63 7.17 

 新增  人際關係(新增)   

78  新增 在團體中我能發揮自己的優點。   

79  新增 在團體中我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80  新增 我的行為表現常受到朋友的肯定。   

81  新增 我會尊重朋友的想法和感受。   

82  新增 朋友的鼓勵讓我更能面對生活的挑戰。   

83  新增 多與不同類型的朋友相處，能增長我的經驗和知識。   

84  新增 發生人際衝突時，我會和別人討論我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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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預試問卷以 64 個題目進行因素分析結果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可解釋變異 累計解釋變異 

a83 .749   
a39 .747   
a81 .743   
a82 .697   
a72 .646   
a57 .644   
a84 .603 31.80 31.80 
a43 .554   
a14 .526   
a70 .508   
a15 .505   
a71 .469   
a4 .468   

a59 .456   
a19 .671   
a54 .662   
a53 .660   
a52 .635 6.49 38.28 
a20 .626   
a41 .531   
a24 .525   
a21 .485   
a40 .476   
a37 .437   
a32 .774   
a31 .714   
a34 .592 4.98 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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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附表 2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預試問卷以 64 個題目進行因素分析結果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可解釋變異 累計解釋變異 
a33 .548   
a28 .499   
a9 .597   

a29 .558   
a10 .558 3.73 46.99 
a12 .551   
a8 .440   

a65 .847   
a66 .809 2.85 49.84 
a64 .733   
a67 .562   
a77 .850   
a75 .757 2.79 52.62 
a76 .755   
a79 .740   
a22 .676   
a80 .557 2.40 55.03 
a78 .517   
a11 .441   
a23 .300   
a55 .698   
a56 .697 2.22 57.24 
a6 .594   

a42 .347   
a49 .750   
a48 .732 2.13 59.37 
a51 .613   
a46 .615   
a44 .572   
a45 .527 2.04 61.41 
a47 .410   
a3 .759   

a26 .718 1.84 63.25 
a38 .495   
a16 .668   
a36 .661   
a35 .658 1.61 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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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第二次以 64 個題目進行項目分析-題目與總分的相關分

析 

題號 題目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a3 遇到挫折的工作時，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33 
a4 我喜歡與別人分工合作完成工作。 .31 
a6 我有能力完成具有挑戰性與創意的工作。 .61 
a8 我喜歡收集齊全資料，客觀的分析及推理。 .49 
a9 我有堅定信心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標。 .65 
a10 遇到挫折的工作時，我仍能克服困難完成計劃。 .63 
a11 我能與上司主管有效的溝通。 .54 
a12 我能運用各種不同方法解決問題。 .57 
a14 我能和朋友快樂的相處。 .50 
a15 我常被朋友責備與欺侮。 .41 
a16 從小我就生長在一個不和諧的家庭。 .34 
a19 我有信心規劃好未來的生活與工作。 .65 
a20 我能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工作內容及目標。 .67 
a21 我有掌握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73 
a22 我有豐富的交際能力。 .48 
a23 我經常以運動來調劑身心。 .32 
a24 我有信心找到理想的工作。 .60 
a26 我經常無法控制自己的激動情緒。 .37 
a28 我經常懷著快樂的心情工作。 .52 
a29 我能有效掌握工作時間。 .50 
a31 我喜歡我現在的生活。 .53 
a32 我對目前生活感到滿意。 .51 
a33 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63 
a34 我覺得生活很有安全感。 .57 
a35 我對於家人的支持感到滿意。 .52 
a36 我對於家人的關心和愛護感到滿意。 .51 
a37 當問題發生時，我會抱著全力以赴的態度來面對。 .70 
a38 當外在情境不如我所願時，我依然可以保持心情的平靜。 .54 
a39 我會感謝周圍支持和幫助我的人。 .57 
a40 我會為自己的理想，勇敢冒險。 .67 
a41 遇到問題時，我不會輕易放棄。 .70 
a42 我會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而去學習各種能力或技能。 .68 
a43 我可以感受到生活周遭有人對我的關心與支持。 .63 
a44 我會應用光碟、網際網路等現代科技化工具，幫助自己學習。 .60 
a45 我會應用網際網路，蒐尋或與人討論自己所遇到的生涯問題。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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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附表 3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第二次以 64個題目進行項目分析-題目與總分的相關分析 

題號 題目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a46 我會用圖表的方式整理所學的東西。 .38 
a47 我會注意學習與工作、生活的的關聯。 .65 
a48 我會關心不同族群的文化特性。 .44 
a49 我會關注外在環境的變遷。 .51 
a51 我喜歡閱讀國際間的重要消息。 .37 
a52 我對未來的工作已有明確的追求方向。 .60 
a53 從小我就能自己安排生活方式及工作目標。 .52 
a54 我能掌握目前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65 
a55 我喜歡具有挑戰性與創造性的工作或職業。 .58 
a56 我喜歡嘗試各種不同的職業角色。 .50 
a57 我喜歡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工作或職業。 .56 
a59 我喜歡追求自己理想的工作。 .62 
a64 我無法控制目前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41 
a65 我無法掌握未來工作發展及方向。 .41 
a66 我無法確定未來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49 
a67 我覺得自己人生沒有目標。 .57 
a70 我相信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 .48 
a71 我認為工作的成敗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50 
a72 我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及感受。 .51 
a75 我喜歡在眾人面前有成功的表現。 .44 
a76 我喜歡追求完美。 .44 
a77 我希望凡事都能超越別人。 .32 
a78 在團體中我能發揮自己的優點。 .63 
a79 在團體中我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55 
a80 我的行為表現常受到朋友的肯定。 .61 
a81 我會尊重朋友的想法和感受。 .60 
a82 朋友的鼓勵讓我更能面對生活的挑戰。 .58 
a83 多與不同類型的朋友相處，能增長我的經驗和知識。 .60 
a84 發生人際衝突時，我會和別人討論我可以做什麼。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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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第一次因素分析十二個因子的項目分析、因素負荷及信度分析 

次 

因 

子 

題 

號 

 

題       目 

 

題目與總

分相關 

 

CR 

(決斷值) 

 

Kmo 

 

 

因素負

荷量 

 

解釋量 

 

 

Cronbach’α 

 

 

團隊 a39 我會感謝周圍支持和幫助我的人。 .56** 10.78** .92** .75 53.98% .87** 

合作 a83 多與不同類型的朋友相處，能增長我的經驗和知識。 .59** 11.13**  .75   

 a81 我會尊重朋友的想法和感受。 .58** 11.46**  .74   

 a82 朋友的鼓勵讓我更能面對生活的挑戰。 .58** 11.7**  .69   

 a84 發生人際衝突時，我會和別人討論我可以做什麼。 .56** 11.77**  .60   

 a43 我可以感受到生活周遭有人對我的關心與支持。 .63** 13.61**  .55   

 a14 我能和朋友快樂的相處。 .49** 10.07**  .53   

 a4 我喜歡與別人分工合作完成工作。 .30** 6.13**  .47   

內斂 a70 我相信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 .47** 9.01** .79** .51 57.79% .82** 

 a71 我認為工作的成敗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49** 9.94**  .47   

 a59 我喜歡追求自己理想的工作。 .61** 13.25**  .45   

外斂 a77 我希望凡事都能超越別人。 .32** 6.36** .73** .85 73.91% .84** 

 a76 我喜歡追求完美。 .44** 9.13**  .76   

 a75 我喜歡在眾人面前有成功的表現。 .43** 9.01**  .76   

自主 a19 我有信心規劃好未來的生活與工作。 .66** 17.37** .92** .69 57.51% .92** 

定向 a54 我能掌握目前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65** 17.62**  .67   

 a53 從小我就能自己安排生活方式及工作目標。 .53** 12.70**  .66   

 a52 我對未來的工作已有明確的追求方向。 .60** 17.85**  .65   

 a20 我能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工作內容及目標。 .67** 16.90**  .64   

 a24 我有信心找到理想的工作。 .60** 16.51**  .55   

迷失 a65 我無法掌握未來工作發展及方向。 .42** 10.57** .77** .85 71.88% .86** 

方向 a66 我無法確定未來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49** 13.71**  .81   

 a64 我無法控制目前的生活目標及工作方向。 .41** 8.99**  .73   

 a67 我覺得自己人生沒有目標。 .57** 14.13**  .55   

問題 a41 遇到問題時，我不會輕易放棄。 .70** 16.35** .69** .53 69.51% .69** 

解決 a21 我有掌握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74** 19.24**  .49   

 a40 我會為自己的理想，勇敢冒險。 .67** 17.88*  .50   

 a37 當問題發生時，我會抱著全力以赴的態度來面對。 .71** 18.96**  .44   

挑戰 a56 我喜歡嘗試各種不同的職業角色。 .50** 12.02** .77** .70 65.33% .82** 

 a55 我喜歡具有挑戰性與創造性的工作或職業。 .58** 15.10**  .70   

 a6 我有能力完成具有挑戰性與創意的工作。 .61** 15.62**  .60   

 a42 我會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而去學習各種能力或技能。 .68** 16.2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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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4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第一次因素分析十二個因子的項目分析、因素負荷及信度分析 

次 

因 

子 

題 

號 

 

 

題       目 

 

題目與總

分相關 

 

CR 

(決斷值) 

 

Kmo 

 

 

因素負

荷量 

 

解釋量 

 

 

Cronbach’α 

 

 

復原  a9 我有堅定信心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標。   .65**  16.15** .76** .58 60.67%    .79** 

力  a29 我能有效掌握工作時間。 .50**  13.78**  .57   

 a12 我能運用各種不同方法解決問題。 .57** 12.67**  .56   

 a10 遇到挫折的工作時，我仍能克服困難完成計劃。 .63** 15.04**  .54   

行銷 a79 在團體中我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55** 13.71** .81** .74 58.78%  .82** 

協調 a22 我有豐富的交際能力。 .48** 11.77**  .66   

 a80 我的行為表現常受到朋友的肯定。 .61** 14.43**  .57   

 a78 在團體中我能發揮自己的優點。 .63** 14.65**  .51   

 a11 我能與上司主管有效的溝通。 .54** 12.17**  .42   

資源 

應用 

a46 我會應用網際網路，蒐尋或與人討論自己所遇到的生

涯問題。 

.40** 8.27** .79** .64 55.21% .79** 

 
a44 

我會應用光碟、網際網路等現代科技化工具，幫助自

己學習。 
.60** 14.29**  .61   

 a45 我會用圖表的方式整理所學的東西。 .57** 13.05**  .57   

 a8 我喜歡收集齊全資料，客觀的分析及推理。 .49** 10.40**  .46   

 a47 我會注意學習與工作、生活的的關聯。 .65** 13.08**  .44   

多元 a49 我會關心不同族群的文化特性。 .51** 10.33** .67** .76 68.61% .76** 

文化 a48 我會關注外在環境的變遷。 .44** 9.18**  .74   

 a51 我喜歡閱讀國際間的重要消息。 .37** 8.38**  .62   

幸福 a32 我對目前生活感到滿意。 .52** 13.47** .78** .78 61.78% .84** 

感 a31 我喜歡我現在的生活。 .53** 13.78**  .72   

 a34 我覺得生活很有安全感。 .57** 16.65**  .59   

 a33 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63** 18.25**  .55   

 a28 我經常懷著快樂的心情工作。 .52** 11.90**  .50   

情緒 a3 遇到挫折的工作時，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33** 7.05** .63** .78 62.47% .70** 

平衡 a26 我經常無法控制自己的激動情緒。 .37** 7.89**  .72   

 

a38 當外在情境不如我所願時，我依然可以保持心情的平

靜。 

.54** 14.73**  .50 
  

家庭 a16 從小我就生長在一個不和諧的家庭。 .33** 7.18** .61** .68 72.34% .79** 

和諧 a36 我對於家人的關心和愛護感到滿意。 .51** 12.17**  .66   

 a35 我對於家人的支持感到滿意。 .52** 13.92**  .65   

**p<.01 

 



83 
 

附表 5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各分量表及次因子女性百分等級常模(N=2,940) 

 
社會 
適應 

人際 
關係 

社會

技能 
價值

信念 內斂 外斂 
生涯 
定向 

自主 
定向 

迷失 
方向 

積極 
進取 

解決 
問題 

平均數 49.57 33.00 16.57 22.77 12.20 10.57 32.80 20.44 12.36 42.68 10.77 
標準差 6.56 4.39 3.12 3.60 1.91 2.34 5.79 3.83 3.26 6.90 1.90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32 22 9 14 7 5 18 11 4 25 6 
36 23 10 15 8  20 13 5 28 7 
39 25 11 17 9 6 24 14 7 32  
41 27 13 18   26 16 8 34 8 
43 29  19 10 8 28  9 36  
44  14     17  37  
45 30  20   29  10 38 9 
46 31   11 9 30 18  39  
47  15 21     11 40  
48 32     31 19  41 10 
49   22  10    42  

 33 16    32 20  43  
50   23 12  33  12   
51 34 17   11  21  44 11 
52 35  24   34  13 45  
53  18  13  35 22  46  
54 36  25   36 23 14 47  
55 37 19 26  12 37  15 48 12 
56 38  27 14 13 39 24  49  
58 39 20 28  14 40 25 16 51 13 
60  22    43 27 18 55 14 
61  23 29   45 28 19 57  
62      47 29  58  

1 
2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97 
98 
99 64 40 24 30 15 15 48 30 20 5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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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5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各分量表及次因子女性百分等級常模(N=2,940) 

 挑戰 
復原

力 
現代

化 
資源

應用 
多元

文化 
幸福 
人生 

幸福 
感 

情緒 
平衡 

家庭 
和諧 總分 

平均數 17.93 13.98 28.21 13.50 14.71 39.50 18.08 9.73 11.69 215.54 
標準差 3.44 2.53 4.81 2.89 2.64 6.51 3.48 2.14 2.59 26.59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0 8 16  8 23 10 4 5 152 
11 9 18 7 9 26 11 5 6 161 
12 10 20 9 10 29 12 6 7 173 
14 11 22 10 11 31  7 8 183 

  23   33 14   189 
15  24 11 12 34 15  9 193 

 12 25   35  8  198 
16    13 36 16  10 202 

  26 12  37    206 
17 13    38 17  11 209 

  27  14 39  9  212 
  28 13   18   216 

18 14 29   40   12 219 
  30 14 15 41 19 10  222 

19  31   42   13 226 
 15 32 15  43    229 

20  33  16 44 20   233 
21  34  17 45 21 11 14 237 
22 16 35 16  46 22   242 
23 17 36 17 18 48 23 12  250 
24 18 37 18 19 50 24 13  260 

 19 38 19  51    267 
  39   52  14  272 

1 
2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97 
98 
99 25 20 40 20 20 53 25 15 15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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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各分量表及次因子男性百分等級常模(N=2,650) 

 
社會 
適應 

人際

關係 
社會

技能 
價值

信念 內斂 外斂 
生涯

定向 
自主 
定向 

迷失

方向 
積極 
進取 

解決 
問題 

平均數 49.55 32.41 17.13 23.20 12.18 11.02 32.78 20.82 11.95 44.02 11.30 
標準差 7.40 4.77 3.51 3.75 2.01 2.42 6.14 4.19 3.49 7.41 2.03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30 20 9 14 7 5 18 11  27 6 
2 33 22 10 15 8 6 20 12 4 28 7 
5 38 24 11 17  7 23 14 6 32 8 
10 40 26 13 18 9 8 26 16  35  
15 42 28  19 10  27 17 8 36  
20 44 29 14 20   28  9 38 9 
25 45     9 29 18  39  
30 46 30 15 21 11  30  10 40 10 
35 47 31      19  41  
40 48  16 22  10 31  11 42  
45 49       20  43  
50 50 32 17 23   32   44 11 

55  33   12 11 33 21 12 45  
60 51   24      46  
65 52 34 18    34 22 13 47  
70 54 35  25 13 12 35 23  48  
75 55 36 19    36  14 49 12 
80 56 37 20 26 14 13 37 24 15 50  
85 57 38 21 27   39 25  52 13 
90 59 39 22 28  14 41 26 16 54 14 
95 61  23 29   44 28 18 57  
97 63  24    46 29 19 59  
98 64      47     
99 65 40 25 30 15 15 49 30 20 6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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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6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各分量表及次因子男性百分等級常模(N=2,650) 

 
挑戰 

復原

力 
現代

化 
資源

應用 
多元

文化 
幸福 
人生 

幸福 
感 

情緒 
平衡 

家庭 
和諧 總分 

平均數 18.36 14.36 28.27 13.45 14.83 39.88 18.24 10.07 11.57 217.69 
標準差 3.51 2.78 5.25 3.19 2.82 6.91 3.74 2.34 2.69 29.29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10 8 15 5 8 23 9 4 4 146 
2 11 9 17 6 9 25 10 5 5 160 
5 13 10 20 8 10 29 12 6 7 173 
10 14 11 22 9 11 31 14 7 8 181 
15   23 10  33    188 
20 15  24  12 34 15 8 9 193 
25 16 12 25 11  35    199 
30     13 36 16  10 203 
35  13 26 12  37    207 
40 17  27   38 17 9 11 210 
45    13 14 39    214 
50 18 14 28   40 18   217 
55   29  15 41  10  220 
60 19  30 14  42 19  12 224 
65  15 31   43    228 
70 20  32 15 16 44 20 11 13 231 
75   33   45    236 
80 21 16 34 16 17 46 21  14 242 
85 22 17 35  18 47 22 12  248 
90 23 18 36 17 19 49 23 13  256 
95  19 37 19  51  14  268 
97   38   53    275 
98   39   54    278 
99 25 20 40 20 20 55 25 15 15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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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各分量表及次因子全體百分等級常模(N=5,590) 

 社會 
適應 

人際 
關係 

社會

技能 
價值

信念 內斂 外斂 
生涯 
定向 

自主 
定向 

迷失 
方向 

積極 
進取 

解決 
問題 

平均數 49.56 32.72 16.84 22.97 12.19 10.78 32.79 20.62 12.17 43.32 11.02 
標準差 6.97 4.58 3.32 3.68 1.96 2.39 5.96 4.01 3.38 7.18 1.98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31 20 9 14 7 5 18 11 4 26 6 
2 34 23 10 15 8 6 20 12 5 28 7 
5 38 24 11 16  7 23 14 6 32 8 

10 41 27 12 17 9  26 15 7 35  
15 43 28 13 18 10 8 27 16 8 36  
20 44 29 14 19   28 17 9 37 9 
25 45 30  20   29  10 38  
30 46   21 11 9 30 18  39  
35 47 31 15      11 40 10 
40 48  4 22   31 19  41  
45 49 32 16   10    42  
50 50 33  23   32 20  43  
55  33 17  12  33 21 12 44 11 
60 51 34    11 34   45  
65 52  18 24   35 22 13 46  
70 53 35  25 13  36 23  47  
75 54 36 19   12 37 24 14 48 12 
80 56 37  26   38 25 15 49  
85 57 38 20 27 14 13 39 26 16 50 13 
90 58 39 21 28  14 41 27 17 53 14 
95 61  22 29   44 28 18 56  
97 62  23    46 29 19 58  
98 63  24    47   59  
99 65 40 25 30 15 15 49 30 20 60 15 

 

 

 



88 
 

(續)附表 7 新訂青生活適應各分量表及次因子全體百分等級常模(N=5,590) 

 
挑戰 

復原

力 
現代

化 
資源

應用 
多元

文化 
幸福 
人生 

幸福 
感 

情緒 
平衡 

家庭 
和諧 總分 

平均數 18.13 14.16 28.24 13.48 14.77 39.68 18.16 9.89 11.63 216.56 
標準差 3.48 2.66 5.92 3.04 2.72 6.71 3.60 2.24 2.64 27.92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10 8 16 6 8 23 9 4 4 148 
2 11 9 17 7 9 26 10 5 6 161 
5 12 10 20 8 10 29 12 6 7 173 

10 13 11 22 90 11 31 14 7 8 182 
15 14  23 10  33    188 
20 15  24 11 12 34 15  9 193 
25  12 25   35  8  198 
30 16    13 36 16  10 203 
35   26 12  37    206 
40 17 13 27   38 17  11 209 
45     14 39  9  213 
50 18  28 13  40 18   216 
55  14 29  15 41    220 
60 19  30 14   19 10 12 223 
65  15 31   42    227 
70   32 15  43 20  13 230 
75 20  33  16 44  11  234 
80 21 16 34 16 18 45   14 239 
85 22 17 35 17 18 47 22 12  245 
90 23 18 36 18 19 48 23 13  253 
95 24 19 37   51 24   264 
97   38 19  52  14  272 
98   39   53    276 
99 25 20 40 20 20 54 25 15 15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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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16-17 歲男性百分等級常模(N=1,029 ) 

  
社會 
適應 

人際 
關係 

社會 
技能 

價值 
信念 內斂 外斂 生涯 

定向 
自主 
定向 

迷失 
方向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31 18 10 14 7 4 18 11 4 
2 33 20 11 15 8 6 19 12  
5 37 24 12 17 9 7 22 14 7 
10 40 26 13 18 10 8 25 15 8 
15 42 28 14 19   27 16 9 
20 44 29 15 20 11 9 28 17  
25 45 30  21   29 18 10 
30 46 30 16   10 30  11 
35 47 31  22 12   19  
40 48 32  23   31  12 
45 49  17   11 32 20  
50 50 33  24      
55 51    13  33 21 13 
60  34 18 25  12 34   
65 52 35     35 22 14 
70 53   26 14   23  
75 55 36 19   13 37  15 
80 56 37  27   38 24  
85 57 38 20 28 15 14 39 25 16 
90 59 39 21    41 26 17 
95 61 40 22 29  15 45 28 18 
97 62  23 30   46 29 19 
98 63  24    48 30 20 
99 65  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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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 8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16-17 歲男性百分等級常模(N=1,029 ) 

  
積極

進取 
解決

問題 挑戰 
復原

力 
現代

化 
資源

應用 
多元

文化 
幸福

人生 
幸福

感 
情緒

平衡 
家庭

和諧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25 6 9 8 15 5 8 23 9 4 3 
2 28 7 10  17  9 25 10 5 5 
5 31 8 12 9 20 7 10 28 12 7 6 
10 34 9 14 11 22 8 11 31 13  8 
15 36  15  23 9  33 15 8 9 
20 37   12 24 10 12 34    
25 38 10 16     36 16 9 10 
30 39    25 11 13 37    
35 40  17 13 26   38 17  11 
40 41 11   27 12  39  10  
45 42  18 14   14 40 18  12 
50 43    28 13  41 19   
55 44 12 19  29  15 42  11  
60 45   15  14  43 20  13 
65 46    30   44    
70 47  20 16 31  16 45 21  14 
75 48    32 15  46  12  
80 49 13 21  33 16 17 47 22  15 
85 51  22 17 34  18 48 23 13  
90 54 14 23 18 35 17  50 24 14  
95 57 15 25 19 36 19 19 52 25 15  
97 59   20 37 20  54    
98 60    38       
99     39  2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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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16-17 歲女性百分等級常模(N=640 ) 

  
社會 
適應 

人際 
關係 

社會 
技能 

價值 
信念 內斂 外斂 

生涯 
定向 

自主 
定向 

迷失 
方向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34 22 9 14 8 5 17 10 4 
2  36 24 11 15 9  20 11  
5  39 25 12 17  6 23 14 6 
10  41 27 13 18 10 7 25 15 8 
15  44 29 14 19 11 8 27 16 9 
20  45 30  20  9 28 17 10 
25  46 31 15 21   29 18  
30  47 32     30  11 
35  48  16 22 12 10  19  
40  49 33     31  12 
45  50   23   32 20  
50  51 34 17   11    
55   35  24 13  33  13 
60  52      34 21  
65  53 36 18 25 14 12  22 14 
70  54      35   
75  55 37 19 26   36 23 15 
80  56 38    13 38 24 16 
85  57  20 27 15  39   
90  58 39  28  14 41 25 17 
95  60 40 21 29  15 43 27 18 
97  62  22    45 28 19 
98    23 30   48 29 20 
99  64  24    4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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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9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16-17 歲女性百分等級常模(N=640 ) 

  
積極

進取 
解決

問題 挑戰 
復原

力 
現代

化 
資源

應用 
多元

文化 
幸福

人生 
幸福

感 
情緒

平衡 
家庭

和諧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25 6 10 8 16 6 8 22 9 3 4 
2  28 7 11  17 7 9 25 10 4 5 
5  31 8 12 10 20 8 10 28 12 6 7 
10  34 8 13 11 21 9 11 31 14 7 8 
15  36 9 14  22 10  33   9 
20  37  15 12 23 11 12 34 15 8  
25  38    24   35 16  10 
30  39 10 16  25 12 13 36  9  
35  40  17 13    37 17  11 
40  41    26   38 18   
45  42 11   27 13 14 39  10 12 
50    18 14    40 19   
55  43    28  15 41    
60  44  19  29 14  42 20 11 13 
65  45 12  15 30   43   14 
70  46  20  31 15 16 44    
75  47   16 32   45 21  15 
80  48  21  33 16 17 46 22 12  
85  50 13 22  34   48    
90  52  23 17 35 17 18 49 23 13  
95  55 14 24 19 36 18 19 51 24   
97  57  25  37 19  52 25 14  
98  58 15  20 38   53  15  
99  59    39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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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18-21 歲男性百分等級常模(N=1,404 ) 

  
社會 
適應 

人際 
關係 

社會 
技能 

價值 
信念 內斂 外斂 

生涯 
定向 

自主 
定向 

迷失 
方向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33 21 10 14 7 5 17 11 4 
2  37 23 11 15 8 6 20 12  
5  39 24 13 17 9 7 23 14 6 
10  41 26 14 18 9 8 26 16 8 
15  43 27 15 19 10 9 28 17  
20  44 29  20   29 18 9 
25  45 30   11  30   
30  47  16 21  10  19 10 
35   31  22   31   
40  48 32   12   20 11 
45  49  17 23  11 32   
50  50       21 12 
55   33  24   33 22  
60  51 34 18  13 12    
65  52   25   34 23 13 
70  53 35     35   
75  54 36 19 26 14 13 36 24 14 
80  55 37     37  15 
85  57 38 20 27  14 38 25  
90  58 39 21 28 15  41 27 16 
95  60 40 22 29  15 44 28 18 
97  61  23 30   46 29 19 
98  63      47 30 20 
99  64  2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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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10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18-21 歲男性百分等級常模(N=1,404 ) 

  
積極

進取 
解決

問題 
挑戰 復原

力 
現代

化 
資源

應用 
多元

文化 
幸福

人生 
幸福

感 
情緒

平衡 
家庭

和諧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27 6 10 8 17 6 8 22 8 5 3 
2  29 7 11 9 18 8 9 25 10  5 
5  33 8 13 10 21 9 10 29 12 6 7 
10  35 9 14 11 23 10 11 32 14 7 9 
15  37  15 12 24 11 12 33 15 8  
20  38 10    12  34    
25  39  16 13 25   35 16  10 
30  41  17  26  13 36  9  
35  42 11    13  37 17  11 
40  43  18 14 27   38    
45      28 14 14 39 18  12 
50  45       40  10  
55   12 19 15 29  15  19   
60  46    30 15  41    
65  47  20 16 31   42 20 11 13 
70  48    32  16 43    
75  49 13 21  33 16  44 21  14 
80  50   17 34  17 45  12  
85  52  22  35 17 18 47 22  15 
90  54 14 23 18 36 18 19 48 23 13  
95  57 15 25 19 37 19  51 24 14  
97  59   20 38 20  52 25 15  
98  60    39   53    
99      40  2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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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18-21 歲女性百分等級常模(N=2,055 ) 

  
社會 
適應 

人際 
關係 

社會 
技能 

價值 
信念 內斂 外斂 生涯 

定向 
自主 
定向 

迷失 
方向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36 21 11 14 7 5 18 11 4 
2  37 23 12 15 8 6 21 13 5 
5  39 25 13 17 9 7 24 14 7 
10  42 27 14 18 9 8 27 16 8 
15  44 29  19 10  28 17 9 
20  45 30 15 20 11 9 29  10 
25  46      30 18  
30  47 31  21     11 
35    16   10 31 19  
40  48 32  22 12    12 
45  49      32 20  
50  50 33 17 23  11    
55   34     33 21  
60  51   24 13  34  13 
65  52 35 18     22  
70  53 36  25  12 35  14 
75  54    14  36 23  
80  55 37 19 26   37 24 15 
85  56 38  27  13 38 24 16 
90  57 39 20  15 14 40 25  
95  59 40 21 29  15 43 27 18 
97  61  22 30   45 28 19 
98    23    47 29 20 
99  63  24    48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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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11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18-21 歲女性百分等級常模(N=2,055 ) 

  
積極

進取 
解決

問題 挑戰 
復原

力 
現代

化 
應用

資源 
多元

文化 
幸福

人生 
幸福

感 
情緒

平衡 
家庭

和諧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25 6 10 8 16 7 8 23 10 4 5 
2 28 7 11 9 18 8 9 26 11 5 6 
5 32 8 12 10 21 9 10 29 12 6 7 
10 34  14 11 22 10 11 32 14 7 9 
15 36 9 15 12 23 11  33  8  
20 37    24  12 34 15   
25 38  16  25 12  35 16  10 
30 39 10  13   13 36  9  
35 40  17  26   37 17  11 
40 41    27 13  38    
45 42 11 18 14   14 39 18  12 
50 43    28 14  40  10  
55     29    19   
60 44  19 15 30  15 41   13 
65 45 12   31 15  42    
70 46  20  32   43 20 11  
75 47   16 33 16 16 44 20  14 
80 48  21  34  17 45 21   
85 49    35   46 22 12 15 
90 51 13 23 17 36 17 18 47    
95 54 14 24 18 37 18 19 49 24 13  
97 56 15 25 19 38 19  51  14  
98 58   20 39 20  52 25   
99 59    40  20 5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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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22-30 歲男性百分等級常模 (N=217 ) 

  
社會 
適應 

人際 
關係 

社會 
技能 

價值 
信念 內斂 外斂 

生涯 
定向 

自主 
定向 

迷失 
方向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24 14 9 16 7 5 17 11 4 
2 36 21 11 17 8 6 22 12  
5 39 24 14 18 9 8 25 16 6 
10 41 26     27 17 7 
15 44 28 15 19 10 9 28  8 
20 45 29  20 11  30 18 9 
25 46 30  21     9 
30 47 31 16 22  10 31 19 10 
35     12   20 11 
40 48  17    32 21  
45 49 32  23  11   12 
50 50   24   33 22  
55  33 18  13     
60 51     12 34   
65 52 34  25    23 13 
70   19 26  13 35 24  
75 53 35   14  36  14 
80 54 36  27  14 37  15 
85 56 37 20  15  39 25 16 
90 57 38 21 28   40 26  
95 60 40  29  15 43 28 18 
97 61  22 30   45 29 19 
98 62  23    46 30  
99 63  25    4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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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12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22-30 歲男性百分等級常模(N=217 ) 

  
積極

進取 
解決

問題 挑戰 
復原

力 
現代

化 
資源

應用 
多元

文化 
幸福

人生 
幸福

感 
情緒

平衡 
家庭

和諧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26 7 10 8 17 7 9 26 9 4 6 
2 30  12 9 18 8 10  11 5  
5 34 8 13 11 21 9 11 29 12 6 7 
10 36 9 15 12 23 11  31 14 7  
15 39  16  24  12 33 15 8 8 
20 40 10 17  25 12 13    9 
25 41   13 26     8  
30 42 11   27 13  35 16 9  
35 43  18     36    
40    14 28  14 37 17  10 
45 44 12 19 15  14  38  10 11 
50 45    29  15 39 18   
55 46    30 15  40   12 
60 47  20 16 31     11  
65 48    32 16  41 19   
70       16 42 20   
75 49 13 21 16 33   43   13 
80 51  22 17 34 17 17 44  12  
85 53  23  35  18 45 21  14 
90 54 14  18 36 18 19 47 23 13 15 
95 56 15 25 19 37 19  49 24 14  
97 59   20 38 20  50 25 15  
98 60    39   52    
99     40  20 53    

            

 
 
 
 
 
 
 
 



99 
 

附表 13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22-30 歲女性百分等級常模(N=245) 

  
社會 
適應 

人際 
關係 

社會 
技能 

價值 
信念 內斂 外斂 生涯 

定向 
自主 
定向 

迷失 
方向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32 21 9 13 7 4 19 11 4 
2 36 23 11 15 8 6 20 13 6 
5 39 24 13 17 9  26 14 7 
10 42 27 14 18  8 28 16 8 
15 43 28 15 19 10 9 29 17 9 
20 44 29  20   29 18 10 
25 45 29   11  30   
30 46 30 16 21  10  19 11 
35 48 31  22 12  31   
40        20 12 
45  32 17 23   32   
50 49     11  21  
55 50 33  24   33   
60 51 34 18  13   22 13 
65 52     12 34   
70 53 35  25   35 23 14 
75 54 36 19  14   24  
80 55   26  13 37  15 
85 56 37 20 27   39 25 16 
90 57 39 21 28  14 41 26 17 
95 60    15 15 44 28 18 
97 61 40 22 29   46 29 19 
98   23 30   47   
99 63  24    48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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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附表 13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各分量表及次因子 22-30 歲女性百分等級常模(N=245 ) 

  
積極

進取 
解決

問題 挑戰 
復原

力 
現代

化 
資源

應用 
多元

文化 
幸福

人生 
幸福

感 
情緒

平衡 
家庭

和諧 
百分

等級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1 27 6 10 8 17  6 9 23 9 4 6 
2 29 7 12  19  7 10 26 10 6  
5 33 8 13 10 21  9 11 28 12  7 
10 35 9 14 11 23  11  30 14 7  
15 36  15 12 24   12 32   8 
20 37    25  12  33 15 8 9 
25 38  16       16   
30 40 10  13 26  13 13 34    
35 41  17      35 17 9  
40 42  18 14 27   14 36   10 
45 43 11   28 14  37 18   
50 44    29    38   11 
55 45  19 15    15 39    
60 46 12   30 15  40 19 10 12 
65 47  20  31    41    
70    16 32  16 16 42 20   
75 48    33   43  11 13 
80 49 13 21  34  17 44 21   
85 50  22 17 35  17  45 22 12 14 
90 52  23 18 36  18 18 46   15 
95 55 14 24 19 37  19 19 49 23 13  
97 58 15 25 20 38 20  50 24 14  
98     39   51 25   
99 59    40   20 5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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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新訂青年生活適應量表(學習單) 

向度 社會適應 價值信念 生涯定向 積極進取 現代化 幸福人生 
 

定義

解釋 

我有良好

的人際互

動關係，

而且對團

體具有影

響力與歸

屬感。 

我相信自

己就是生

活、工

作、與成

就表現的

主導者。 

我對自己

的人生目

標、生活

方式與職

涯已有明

確的方

向。 

我能樂觀

面對挑

戰、而且

具有解決

問題的勇

氣與毅

力。 

我懂得使

用資源，

而且具有

多元觀

點，能夠

尊重不同

文化。 

我對家庭

的和諧感

到滿意，

並能調整

自己的情

緒、享受

幸福。 
我的

優勢 
 

 

     

持續 
發揮 
優勢 
的做

法 

 

我的

弱勢 
      

調整

或改

善弱

勢的

作法 

 

自我

鼓勵 
或他

人勉 
勵 

 見 

證 

人 

 見

證

日

期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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