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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Mayer & Salovery(1997)之情緒智力理論為基礎，依軍校生之生活情境編製情緒

智力自陳量表，量表中包含「情緒覺知表達」、「情緒助益思考」、「情緒知識」、「自我情緒

調控」、「他人情緒調控」、「眾人情緒調控」等分量表。另為檢驗量表的有效性，以漫畫形式

編製「情境辨識」量表，以臉孔圖案編成「臉孔辨識」量表。以 97 名學生進行預試，原量表之

116 題經項目分析，刪除不適合題目得 81 題正式量表。以 295 位學生進行正式量表各項檢驗，

主要結果為： 

1.「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94，再測信度為.74，顯示本量表具有不錯

的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 

2.「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總量表及分量表與「基本人格量表」之分量表，在二者相對應之

分量表呈現顯著低相關，證明量表具有一定的效標關聯效度。 

3.「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總量表及分量表與學生學期成績除在「自我情緒調控」分量表呈

顯著相關，餘者皆無相關，顯示二者為不同概念，符合研究者假設。 

4.以情緒智力理論之效標題（情緒掌握、人際關係、工作表現）分組受試者，二組在「情

緒智力自陳量表」得分，差異皆達顯著水準。 

5.以生活滿意度、職業認同等變項分組受試者，分析其情緒智力之表現。以生活滿意度而

言，能有效調控自己及眾人的情緒，對生活狀況的滿意度較高；以職業認同感而言，「情

緒助益思考」能產生的樂觀思考有助於對軍人職業情感上的認同。 

關鍵詞：情緒智力、量表編製、軍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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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軍事組織是以保國衛民為目的，為了有效遂行軍事任務，所有成員被分工賦

予各項職務，並要求期限完成。卓淑玲、程淑華（民 89）的研究結果顯示，軍

中壓力感受最常發生的狀態是「我同時做兩種以上的事情」以及「我的連隊任務

接二連三的來」。因此，軍中成員的確在工作上承受較大壓力，而較大的壓力也

影響個體的工作表現，卓淑玲、程淑華（民 89）研究顯示，當個人感受到自己

的情緒壓力大與個人的任務繁重時，相對自我效能就會降低（r=-.31，p<.001），

而且對軍中一切事物的想法就愈負面（r=.52，p<.001），工作表現也愈差

（r=-.18，p<.001）。因此，軍官成員如能擁有紓解壓力、調適情緒的方法 ，

將可提昇部隊工作效能及減少潛存危安因素。 

目前國軍軍官幹部的素質已達大專程度以上，在工作處理方面應沒有學識能

力及認知方面不足的問題（陳膺孙，民 88）。但軍中的危安因素、違法事件卻

無法有效的消弭？從軍中常見的三類問題：重度自我傷害（自裁）、不當管教與

意外事件，可以發現重度自我傷害與不當管教都與個體的情緒有關。由過去的研

究（吳金水，民 77、張平吾與曾豐瑞，民 82）指出重度自我傷害主要發生在個

體落於低落情緒，面對外在壓力無法找到適切之解決策略時，所採取的一種自我

攻擊方式﹔重度自我傷害者通常會出現一些可察覺的癥兆(Nichols,1987)及性

格傾向，因此開啟了客觀量化工具的發展，如針對青少年的自殺傾向量表編製（吳

金水，民 76）、針對精神病人暴力和自殺行為的量表研究（何海等，1995）以

及針對軍人自我傷害行為的自我傷害暨身心壓力量表的編製（六軍團，民 85）

與生命興趣探索量表（陸軍總司令部政三處，民 85）。這些客觀化量表的編製，

都是利用重度自我傷害之人格特性、行為特徵與其對生死的認知概念著手，利用

客觀的量化程序期編製出具信度、效度的測驗，以應用於早期發現具備此一傾向

者，而能及時予以輔導、協助。所以重度自我傷主要問題出在個體沒有能力處理

低落情緒。而不當管教的發生，則主要是管理者在執行管理與教育部屬時，部屬

之行為不能達到預期之目標，而採取了自認為有效卻不適當的處罰方式，因此面

對部屬不適當行為時，管理者之情緒可能落在高漲的憤怒情緒，以致無法理性思

索改變部屬行為的有效策略。 

近年來情緒議題的相關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其中「情緒智力」一詞更在

Goleman(1995)一書的出版下，廣為人們所討論，而「情緒智力」的界定、測量

也開始有較明確之研究。研究者服役於軍中時常感覺到軍事幹部處理事物時，易

受到情緒影響而出現不同的問題解決行為，且由於個體間情緒智力的差異，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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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同樣的外在事件，卻有著大為不同的情緒感受。從情緒智力及問題解決的

研究顯示（劉清芬，民 89；葉碧玲，民 88；羅芝芸，民 87）二者有顯著的相關，

且情緒智力與情緒感受（胡慧宜，民 87；陳騏龍，民 90）相關亦達顯著，因此

乃從情緒智力測量的角度出發，期待從客觀量化工具的發展，未來可以協助軍中

建構有效的情緒管理課程，以讓軍人能善用自己的情緒能力來達成軍事任務。 

軍校是培養軍官幹部的搖籃，軍校生的養成教育影響其爾後至部隊服務表

現。因此，軍校生的狀況可說是軍事教育中值得關注的焦點，若能分析與釐清影

響軍校生情緒智力發展的相關因素，進而有效擬定相關教育策略，以使未來的幹

部做好情緒管理，而能妥善處理軍事情境中所面對的指揮、管教與任務達成等問

題，應是相當重要的工作。故編製軍校生之情緒智力量表，應可以作為釐清軍事

教育中情緒議題的重要起步。 

文獻探討 

情緒是一種心靈能量的狀態，該狀態隨著身體機能、外在環境刺激而變動，

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間不斷的變動，但有其基本的基調即為氣質，而延續較長、具

全面性較不激烈的心靈狀態即成心情。早期心理學對情緒變項的研究較少，但近

十幾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發表了相當多的研究論文（梁庚辰，民 84﹔李毓娟，

民 85：Morris & Reilly, 1987; Morris, 1992; Panksepp,1994;Schachter & 

Singer, 1962 ; Mandler,1975; Lazarus,1991 等等），對於情緒智力方面的研

究也在逐漸累積當中。 

情緒研究取向 

「你快樂嗎？」是一句人際間詢問他人情緒狀態的問句，問句顯示情緒具有

多重的特性，第一、詢問「快樂」意謂著情緒的狀態除了「快樂」外仍有「哀傷」、

「生氣」等多種類型；第二、「你快樂嗎？」表示個體可能是快樂或不快樂，這

意謂情緒是具有變動性；第三、「你快樂嗎？」問句透露著社交的功能，顯示著

情緒的表露具有溝通的功能；第四、「你快樂嗎？」表示著個體想知道目標對象

的情緒狀態，可能因問話者無法從對象的臉部表情或肢體動作感知其情緒狀態，

因此情緒涵蓋有自我及他人的感受性。由於情緒的心理歷程，涵蓋了主觀經驗、

生理反應、認知評價與行為表現等多個層面，且學者探討此一問題，常因分析層

面不同對情緒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 

學者張春興（民 78）認為情緒是由某種刺激（外在的刺激或內在的身體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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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所引起個體自覺的心理失衡狀態。（失衡的心理狀態含有極為複雜的情感性

反應，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情）。Goleman（1995）在情緒智商一

書中，認為情緒是指感覺及其特有的思想、生理與心理的狀態及相關的行為傾

向。綜合多個學者的觀點，Kleinginna（1981）將情緒解釋為「情緒是一組複雜

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受到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的調節，它

可以（1）引起感情經驗，如警覺、愉快或不快樂等情感；（2）產生認知的歷程，

如與情緒有關的知覺作用、評價分類的工作；（3）使一般化生理狀態轉為警覺

狀態；（4）導致表達行為、目標導向行為與適應性的行為」。 

追溯早期有關情緒的論述，Darwin（1872）發表了「人類和動物的情緒表達」

一書（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Man and Animals），其認為情緒具有演

化上的意義，害怕的情緒可以使個體逃避有害的事物，正向的情緒則有助於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促進種族的發展及綿延，因此，各種情緒皆具有演化上的意義。

另外，Darwin 在觀察傳達情緒的臉部表情時發現，某些臉部表情，似乎全世界

都是一樣的，代表同樣的意義，而和個人生長的文化無關。 

Freud於十九世紀在「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書

中提到個體內在原我、自我、超我三者的衝突會使人產生情緒困擾，當時 Freud

在治療情感型精神患者的問題時發現，患者在社會規範的約束下，由於情緒宣洩

的保孚認知，造成情緒能量無法向外釋放，轉而進入潛意識中，形成心理上的疾

病。因為情緒的宣洩及表達常為社交上賦予的意義所箝制，而情緒社交意義的賦

予，建構於社交活動的過程中。一般而言，為社會大眾所贊許的情緒類別稱為正

向情緒，反之，不為社會大眾贊許的情緒類別則稱為負向情緒。 

最早對情緒有系統分析是 William James（1884），他認為生理反應應跑在

情緒感受前，以在山裡到看熊為例，是先肌肉緊繃、心跳加快，跑開後才覺得害

怕，同時有另一學者 Carl Lange也有相同的看法，因此些說法稱為 James-Lange 

情緒理論。 

十九世紀初 Walter Cannon（1929）對 William James的說法半信半疑，Cannon

從事多年的研究後發現，生理和心理的確有其關聯性存在，但是他認為自主神經

系統（ANS）不能用來解釋感覺。當個體已經感覺到這個情緒時，即使不同的情

緒有不同的生理系統反應，這些身體反應也不能用來解釋為什麼在某個特定情境

裡，個體會感受到不同的情緒，因為它（ANS）太慢了，所以使人來得及解釋所

遭遇的情緒感受，這個解釋機制應發生在更高層的系統（大腦），故情緒感受最

早的訊息不是來自自主神經系統（ANS），而是更高層的系統（大腦）對情緒感

受的解釋先於生理反應。 

然 Schachter、Singer（1962）給予受試者注射腎上腺素，它會激發自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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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系統（ANS）中的交感神經系統，引發出生理的徵狀，然後將這些受試者分別

安排到愉快、中性或很不愉快的情境中，這時打了腎上腺素的受試者會依情境的

不同來解釋他的情緒，注射無關激發自主神經系統（ANS）的鹽水針，接受注射

鹽水針的受試者，若是分配到愉快的情境一樣會覺得愉快，而分派到不愉快情境

的受試者同樣感到悲傷，其表現與注射腎上腺素的受試者無異，而情境中性組則

沒有特別的感覺。因此，某個特定的情緒是由人工的激發和社會線索共同製造

的。所以他們則認為，當個體處於某種生理狀態時，個體會依其生理感受，與所

處的情境來決定其可能有的情緒感受，在這個說法中除了原本的生理狀態觀點外

亦將認知影響情緒的觀點加入。 

有趣的是，數年後表情控制的實驗結果，卻給認知與情緒的關係重新定義，

Duclos＆ Laird（2001）在實驗的第一階段中，首先操弄情緒表現行為，並評估

受試者的情緒感受方式，是否為個人內在線索，或為外在情境線索，實驗的第二

階段，使用影片來誘發受試者的情緒感受，實驗的第三階段，再刻意採用-抑制

情緒行為，或專心-分心於情境中某情緒線索，以觀察受試者情緒的變化。其結

果發現，在實驗的第一階段中（欺瞞階段），對自己行為較有反應（情緒較受影

響）的受試者，在實驗的第二階段採-抑制情緒時，情緒感受較受影響（變較強

或較弱）；反之，在第一階段（欺瞞階段），較不受自己情緒表現行為影響的受

試者，則較受到情境中，情緒線索的情緒想法影響。因此這樣的結果，除了可以

看到認知在情緒中的角色，亦顯示個體的特性將決定其採用認知或情緒何種管

道。 

生理學家 LeDoux（1993）提出情緒生理模式，LeDoux 認為外界訊息進入視

丘後，同時送往杏仁核與皮質區，由於皮質區是我們行為反應的決策中樞，但是

若訊息強度很大為危險訊號時，在皮質尚未作出決定，杏仁核就主宰了人們的行

為，由於杏仁核所反應的訊息是模糊、不明確的狀態，所以下達反應指令也常易

有錯。LeDoux 亦指出杏仁核是下意識情緒記憶的中心，而海馬回則是與情緒有

關事件的記憶。 

近期的理論模式呈現相當多元的面向，Levenson（1994）的情緒模式將情緒

的發生歷程，描述成六個層面，第一層面是情緒發生前的情境，可能是人際間的

事件或個體的思緒，透過個體認知系統評估介面，觸發個體的情緒原型（指稱一

些的基本的情緒類型），情緒原型會觸動相應的反應傾向，反應傾向是一些自動

化的反應系統，包括主觀經驗、臉孔表情程式或臉部肌肉運動的程式、發音程式、

動作程式與生理支持系統等，這些反應傾向透過個體在文化學習的過程學會展現

和感覺的法則，而將情緒以適合該文化體系下的方式表現於外顯行為，研究者可

以由不同的測量方式來測個體的情緒反應，測量反應的形式是相應於反應傾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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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主觀感受可以藉由自陳方式取得，臉部肌肉變動可以由臉孔表情反應得知，

發音程式可以利用聲調來測得，動作程式可以觀察動作行為來了解，生理支持狀

態可以用生理反應測量如心跳、血壓等來測量。 

綜觀上述情緒研究取向的觀察，以演化的觀點，情緒的發展有利物種的生

存；在精神分析角度，情緒與個體內在能量平衡的有關；生理研究基礎，情緒為

生理機制所啟動；認知神經科學結果，第一時間的情緒表徵為快而意思不明的反

應訊號。因此，多元的觀點可以讓我們看到情緒複雜性，也可看出近期的理論嘗

試同時處理多個面向而努力。然而多面向所組成的情緒，卻常被個體以外顯可見

的表情及感受所命名及分類，以便利對外界事物的處理及反應。 

情緒智力研究與發展 

Mayer & Salovey（1990）提出的「情緒智力」架構，廣為學者認同，理論

內容包含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情緒的評估及表達，由對象來分可區分為自我及

他人，自我部份再分為口語及非口語的評估及表達；他人則分為對他人的非口語

知覺及同理心。第二部份的情緒調控，其中又依對象分為對自我及他人的情緒調

控。第三部份為情緒的利用，其中包含有彈性的計劃、創造性的思考、改變方向

的注意及動機等四項。Mayer & Salovey 在檢視西元 1990 年所提出的理論架構

後，認為之前提出有關情緒智力的定義大都重視情緒的知覺和調整，遺漏了關於

感覺的思考（thinking），所以針對不足的部份予以補強，其認為情緒智力應包

括：正確覺察、評估和表達情緒的能力；產生有助於思考的感覺能力；瞭解情緒

和情緒知識的能力；以及反省地調節情緒，促進情緒的成長，並因此提出新的理

論架構。Mayer & Salovey（1997）情緒智力理論架構如圖一所示，在圖中的四

個分支分各代表著不同層次的能力，由最底層的情緒知覺、評估及表達至最高層

的情緒反省調整進而促使情緒和智慧的增長。每個分支又包含四個代表性的能

力，情緒能力發展的先後在分支中由左至右，左邊方格中的能力因為較不能與同

分支的其他能力整合，故它最能清楚地說明分支區分的情形。同時，每種能力都

可以應用在自己及他人身上。情緒智力較高的人被預期在這些能力使用上較為快

速且精熟。情緒智力研究的困難也如同智力模式一般，研究者在很難區分各分支

內的因素及一外顯行為可能包含多種能力，而選擇出最合適目標行為代表的層

次。故情緒智力理論以 Mayer & Salovey 說法，應以四大分支為情緒智力量表編

題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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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Mayer & Salovey（1997）修正之情緒智力概念架構圖 

近年來情緒智力的相關議題逐漸受到研究者重視，國內現有對於情緒智力的

研究結果，已累積相當的豐碩的成果，以情緒智力為關鍵字查詢國家圖書館網際

網路，博、碩士論文研究，合計 25冊，經整理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臚列如下(表

瞭解及分析情緒和情緒知識

的使用 

情緒的知覺、評估及表達 

感 覺 身 體
狀態、感受
與 思 考 情
緒的能力。 

透過語言、聲音、
外表與行為辨識
他人或作品所傳
達情緒的能力。 

正確表達
情緒與情
緒需求的
能力。 

區分正確和
不正確、真
實或欺騙等
情緒表達。 

情緒會促使
調整思考的
先後順序，
引導注意重
要的訊息。 

充沛的情
緒以助於
情感的判
斷 和 記
憶。 

情緒的變動
給予個人樂
觀和悲觀的
想法，鼓勵
多元的觀點
來思考。 

不同的情緒狀
態有益於特定
問題思考。例
如：快樂促進
歸納推理與創
造力。 

情緒對思考的助益 

將情緒命名
並描述情緒
之間關係的
能力。例如：
瞭解喜歡與
愛的關係。 

解 釋 情 緒
傳 達 相 關
意 義 的 能
力。例如：
悲 傷 通 常
伴隨失落。 

瞭解複雜情
感的能力。
例如：愛恨
交織、敬畏
摻著害怕與
驚訝。 

辨識情緒間
轉 換 的 能
力。例如：
從生氣到滿
意、或是從生
氣到羞愧。 

保 持 情 緒
開 放 的 態
度 去 感 受
快 樂 與 不
快 樂 情 緒
的能力。 

依情緒判斷
訊 息 或 效
用，反省地
投入或分析
情 緒 的 能
力。 

反省地監
控自己與
他人情緒
智力的能
力。 

管理自己與他人
情緒的能力。調
節負向情緒與增
加愉快情緒，不
壓抑或誇張所傳
達的訊息。 

反省的調整情緒以增進情緒

和智力的增長 

情
緒
智
力 



張豫人、卓淑玲 

 59 

一)： 
表一 與本研究相關文獻之摘要 

項 次 研 究 者 姓 名 出 處 研 究 成 果 

一 張淑媛 

南華大學管理研究所/九○/碩
士 
高職學生人格特質、情緒智力
與學習成就-以高雄市立海青
工商為例 

情緒智力中自我情緒的調整會影
響學科成績、實習成績與學習成
就，自我情緒運用會影響學科成
績，其餘情緒智力成份對學習成
就影響性並不大。 

二 郭乃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九○/碩士 
高雄地區高中生批判思考、情
緒智力與問題解決態度之相關
研究 

高中生的批判思考、情緒智力與
問題解決態度有典型相關存在。 

三 蘇逸珊 

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
導研究所/九○/碩士 
大學生依附風格、情緒智力與
人際關係相關之研究 

情緒智力愈高者，其人際關係愈
良好。 

四 李彥君 

台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
所/九○/碩士 
國民小學教師工作壓力與情緒
管理相關之研究 

國民小學教師工作壓力與情緒管理
有顯著負相關，表示國民小學教師情
緒管理能力愈高，其對工作壓力之感
受程度愈輕。 

五 賴怡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輔導研究所/九○/碩士 
國小學童情緒智力發展與依附
關係、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 

情緒智力與生活適應之間有典型
相關存在，情緒智力可以解釋生
活適應總變異量的 10.43%。 

六 陳坤坐 

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班/九○/碩士 
汽車業務人員情境式情緒因應
量表之建構 

發展一份本土化的汽車業務人員
情緒因應量表 

七 黃彥琛 

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班/九○/碩士 
房屋仲介人情境式情緒因應量
表之建構 

編製房屋仲介人情境故事情緒智
力量表 

八 李孟儒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八九/碩士 
台南縣國民中學生情緒智力、
生活適應與自殺傾向之相關研
究 

一、情緒智力與生活適應達.58
的正相關。 

二、情緒智力高之國中生的自殺
傾向最低。 

九 陳騏龍 

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輔導
研究所/八九/碩士 
國小學童情緒智力與幸福感、
人際關係與人際特質相關之研
究 

情緒智力對幸福感和人際關係之
影響力具有獨立的預測效度 

十 張希文 

國立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
八九/碩士 
護理人員情緒智力量表之信效
度檢測 

考量護理人員的工作情境、東西
方文化差異等因素，編製臉部表
情辨視、故事性情境測驗、以及
情緒牽連、混合、進程量表等三
部份之實作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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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的問題多屬教育範疇，研究目的設定為解瞭中、小學生的情緒智力

概況，進而引為制定情緒教育課程的依據。然而軍事情境的相關研究仍付闕如，

目前國軍僅有卓淑玲（民 86），卓淑玲、程淑華（民 89）等以情緒感受、情緒

智力等議題做過研究，這顯示情緒智力的研究在軍中仍具有相當的發展空間。 

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 Mayer & Salovey（1997）的理論架構為基礎，編製軍校生之情緒

智力自陳量表，目的有三：1.建立「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信度及效度。2.瞭解

情緒智力與效標之間的關係情形。3.瞭解軍校生不同生活滿意與職業認同組情緒

智力上之差異，以瞭解軍校生的現況。依此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之假設： 

1.情緒智力自陳量表是具有信度的。 

2.情緒智力自陳量表是具有效度的。 

3.自陳量表與軍校生的學業成績相關情形呈現低相關。 

4.自覺情緒掌握良好者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總量表及分量表得分，顯著優

於情緒掌握不良者。 

5.自覺人際關係良好者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總量表及分量表得分，顯著優

於人際關係不佳者。 

6.自覺工作表現良好者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總量表及分量表得分，顯著優

於工作表現不佳者。 

7.生活滿意度較高者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總量表及分量表得分，顯著優於

生活滿意度較低者。 

8.職業認同感較高者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總量表及分量表得分，顯著優於

職業認同感較低者。 

量表編製 

本研究發展的「個人情緒特質量表」內容包含有「情緒智力自陳量表」、「情

境辨識分量尺」、「臉孔表情辨識分量尺」、「整體性想法」與「基本資料」等。 

一、情緒智力自陳量表 

「情緒智力自陳量表」是以 Mayer & Salovey （1997）修正之情緒智力理

論及軍校生實際情境來編擬，包括六個情緒智力分量尺，分別為「情緒覺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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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情緒助益思考」、「情緒知識」、「自我情緒調整」、「他人情緒調整」

及「眾人情緒調整」等六個向度，分別陳述六個向度的意義。 

（一）情緒覺知表達（Perception, Appraisal, and Expression of Emotion

簡稱 EE） 

此向度包涵個體對自己身體的感覺、感受與思考，並透過語言、聲音、外表

與行為辨識他人或作品所傳達的情緒，且能正確表達情緒與情緒的需求，區分正

確和不正確、真實或欺騙等情緒表達。 

（二）情緒助益思考（Emotion Facilitation of Thinking 簡稱 ET） 

此向度包涵個體能使用情緒調整思考的先後順序，引導注意重要的訊息，個

體透過充沛情緒以助情感判斷和記憶，鼓勵以多元的觀點來思考，及以不同的情

緒狀態有益於特定問題思考等。 

（三）情緒知識（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Emotion; Employing 

Emotional Knowledge 簡稱 EK） 

此向度包涵個體能對情緒命名並描述情緒之間的關係，解釋情緒傳達相關的

意義，瞭解複雜的情感，辨識情緒間的轉換等。 

（四）情緒調控（Reflective Regulation of Emotion to Promote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Growth） 

此向度包涵保持情緒開放的態度去感受快樂與不快樂情緒的能力，依情緒判

斷訊息或效用，反省地投入或分析情緒的能力，監控自己與他人情緒智力的能

力，管理自己與他人情緒的能力。從情緒控調的對象來分，又可分為自己、他人

及軍事情境中，對團體眾人的調控，這個部分乃根據軍校生的生活經驗，推論政

戰學校學生在養成教育階段長時間過著團體生活，所以對團體產生的情緒反應及

調控團體情緒能力有別於一般大學生。因此在情緒調控向度分為：自我情緒調

控、他人情緒調控及眾人情緒調控，並依據內涵編製題項： 

1.自我情緒調控（簡稱 ERS）-是指個體能調節自我的情緒狀態。 

2.他人情緒調控（簡稱 ERO）-是指個體能調節他人的情緒狀態。 

3.眾人情緒調控（簡稱 ERP）-是指個體能調節眾人的情緒狀態。 

二、情境辨識分量尺 

情緒智力理論第三分支「情緒知識」的觀點，認為個體可從情境上及其對應

的人、事、物推論週遭人物的情緒感受轉化。因此研究者以四格漫畫來呈現，透

過四格漫畫來描述真實情境的初始情緒，經過外界刺激的促發後，產生情緒變動

或是多種情緒的混合，期望透過圖片情境的誘導，使受試者將真實情境的情緒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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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反映於量表的選項上。情境辨識皆以學生平日生活及軍事訓練為主，其內容計

有：正步訓練、休假前夕、公差打掃、正步比賽、上課紀律、生病請假等 6 大題。 

以「正步訓練」為例（如圖二所示），漫畫的第一格為軍校常出現的生活情

境，第二格為在此情境發生情緒感受的前置狀況，第三格為故事人物於前置狀況

發生後所遭受之處理，第四格為故事人物在事件結束後之可能感受。在子題呈現

上，會從漫畫第一格人物的情緒狀態問起，並於事件發展過程中，以漫畫呈現順

序詢問故事人物可能出現的情緒感受（計 23 題），及故事中人物可能的解決問

題方式，以觀察受試者對於情緒事件的歸因，問題解決的歸因選項由努力、運氣、

難度及能力等四者組成。 

圖二 情境式問題圖例 

三、臉孔表情辨識分量尺 

Ekman & Friesen（1975）主張「害怕、快樂、驚訝、恐懼、厭惡、及悲傷」

等六種情緒的表達及理解不受文化影響，為人類共通的基本情緒類別。從情緒智

力理論第一分支「情緒覺知表達」的觀點，情緒智力較高者應較低分者能辨識出

這六種基本情緒。刺激圖片呈現厭惡、憤怒、害怕、及驚訝等單一情緒有四張圖

片，呈現二種以上的混合情緒有二張，分別為生氣與厭惡、驚訝與快樂兩種混合

的臉部表情，因此臉孔表情圖片共計 6題（如圖三所示）。此分量尺為一客觀之

表情辨識，可用來作為自陳情緒智力量尺之檢核。 

 

 

 
 
 

圖三 分別為厭惡、憤怒、害怕、驚訝、生氣與厭惡、驚訝與快樂等臉孔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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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性想法 

Goleman（1995）對情緒智力功用的說法，情緒智力將有助於個體在情緒掌

握、生活滿意、人際關係、工作表現及職業認同感等的提昇。在工作表現項目，

研究者認為軍校生雖未畢業分發至單位工作，但是學生平日的生活管理，長官及

學長皆會給予學弟一些生活上的公差勤務，而同學也在軍事的情境下，被教導軍

人以達成任務為第一優先，視公差的執行表現為個人在軍中的工作表現，相當普

遍，因此將工作表現項目放入整體性想法，並將整體性想法中情緒掌握、人際關

係及工作表現三個題項，並視為效標題。其他四題分別為：學校生活滿意度、軍

人職業認同、服役期滿後留營意願及喜歡學校環境的程度等，其中前二者與情緒

智力有間接相關，而後二者為與軍事情境有關之變項，共計整體性想法 7題。 

（八）基本基料 

受試者基本資料計有四題，分別為：年級、科系別、性別、畢業高中等人口

變項。 

以前述 8 個向度來編製題目，題目分佈如表二所示。量表中一~四的選項，

為個體行為出現之頻率程度，即表示從不如此，表示很少如此，表示經常

如此，表示總是如此。而其他向度因題意的差異較大而有不同的選項。 
表二 「個人情緒特質量表」各分量表情形 

測 量 向 度 向 度 意 義 
測 量 
方 式 

題 目 數 

情緒覺知表達（EE） 
個體對情緒的表達及知覺的能
力。 

李 克 特
氐 量 表 

23 題（含 9 題負向
題） 

情緒助益思考（ET） 個體能使用情緒以助益思考。 
27 題（含 6 題負向
題） 

情 緒 知 識 （ E K ） 個體具有豐富的情緒知識。 
24 題（含 10題負向
題） 

自我情緒調控（ERS） 個體能調節自我的情緒狀態。 
22 題（含 11題負向
題） 

他人情緒調控（ERO） 個體能調節他人的情緒狀態。 12 題 
眾人情緒調控（ER） 個體能調節眾人的情緒狀態。 8題 

情 境 辨 識 
應能分辨情境中他人之情緒感
受。 

情 緒 類
別 選 項 

35 題 

臉 孔 表 情 辨 識 
個體對人物臉部表情的辨識能力 情 緒 類

別 選 項 
6題 

整 體 性 想 法 
個體對其在情緒掌握、生活滿
意、人際關係、工作表現及職業
認同感的主觀性評量 

依 題 意
制 定 7題 

基 本 資 料 
  

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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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完成後，經指導老師及心理組研究生 5人，逐句審視整份問卷，以檢視

問卷題項之描述語句是否符合當前軍校情境，經過討論及修改某些字句後編製完

成「個人情緒特質量表」。 

預試量表研究 

一、預試樣本 

以便利取樣法（urosive samling）施測於一、二年級學生 97員。 

二、預試結果 

（一）廢卷篩選 

資料蒐集完畢後，進行廢卷處理工作，將明顯不合作者（整份問卷全部圈選

單一選項之極端樣本）剔除，共得有效問卷 94份，有效問卷率 97%。 

（二）計分方式 

1.情緒智力自陳量表計分： 

施測量表題目選項，從不如此表示 1分、很少如此表示 2分、經常如

此表示 3分、總是如此表示 4分，各量表中的負向題，均重新編碼（recode）。 

2.情境辨識題項計分方式： 

根據量表向度的討論，情境辨識題項應能反映受試者部份的情緒智力，基於

量表驗證的需要，題項將依受試者的作答情形予以計分。情境辨識題目之可能選

項，經指導老師及心理組研究生 3人討論，該情境情緒感受出現的可能，依可能

大小分別給予 0~3 分，並總加該向度各題得分。 

3.臉孔表情辨識題項計分方式： 

根據量表向度的討論，臉孔表情辨識題項應能反映受試者部份的情緒智力，

基於量表驗證的需要，題項將依受試者的作答情形予以計分，其中答對該題正確

臉部表情者計 3分，漏答及答錯者 0分，另兩題混合情緒題項在作答上必需答對

該題兩種情緒才予以給分（3分），此向度計單一情緒 4題、混合情緒 2題，受

試者在情緒辨識向度得分落於 0-18之間。 

（三）項目分析 

以量表中的每一個題目為對象，逐題分析它的優劣，並以下列 6個標準來作

為選取題項的依據： 

1.「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各題中每個選項的同意度百分比分析，若該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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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選項受試者的符合程度達 75%以上者，則該題項受試者的作答反應過

於一致，則該題予以刪除。 

2.情緒智力理論（情緒覺知表達、情緒助益思考、情緒知識、自我情緒調控、

他人情緒調控、眾人情緒調控）分量表中各題項與該分量表總分之相關分

析，若該題的相關係數未達 0.2以上，則視該題項在其分量表之內部一致

性不足，則予以刪除。。 

3.情境式問題與「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各題項之百分比同質性檢定，以情緒

智力理論題項 116 題與情境式問題 23 題進行百分比同質性分析，主要目

的在於考驗具實徵效度的情境式問題各題項之作答反應，在情緒智力量表

各題項選擇某一選項的百分比是否有顯著差異。如在 23 題情境式問題中

皆未達χ 2 .05的顯著水準，則該情緒智力題項予以刪除。 

4.將「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各題項與整體性想法中三題效標題（情緒掌握、

人際關係、工作表現），進行相關分析，若情緒智力題項與三者皆無一相

關達顯著者，則該題刪除。 

5.情緒智力理論題項（含上述標準刪除題項）與臉孔表情辨識分量表總分之

相關達顯著者，則該題項予以保留。 

6.內部一致性分析：根據 Noll,Scannell, & Craig（1979）認為人格測驗

與興趣量表的信度通常較低，大約在.70 和.80 左右。而情緒智力與人格

測驗在屬性上均較易受環境的因素，而影響受試者在量表上的作答。故預

試量表將以 Cronbach’sα係數至少高於.70 以上為刪題標準，判定題項

與分量尺間具一致性程度，刪除某些會降低該分量尺信度的題項。 

另外，在前 5 項選題標準分析後，發現「情緒知識」分量表的 24 題，並非

與效標題（情緒掌握、人際關係、工作表現）有直接的相關性，且該向度之題項

若以效標題相關為標準，刪題後剩餘之 10 題 Cronbach’sα係數將未達研究者

期望的.70以上水準，故將效標題相關分析未達標準的 10題予以保留。 

「個人情緒特質量表」的預試結果經項目分析選題後，研究者擬將預試量表

之有效題項重新編製，並決定於正式量表中新增 2題重複題，以檢視受試者的作

答情形。因此正式量表情緒智力理論題項計 83 題，各向度題目依選取標準題數

變化整理如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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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個人情緒特質量表」各分量表刪題後題數統計表 

分 量
表 向
度 

負向
題 

未刪
時題
目數 

作 答
已 達
75% 

題目與
分量表
總分相
關未達
顯著 

情境
題效
標 

題目與情緒掌
握 、 人 際 關
係、工作表現
三者皆未達顯
著 

保留與臉
孔表情辨
識達顯著
相關之題
項 

有
效
題 

有 效
題（負
向題） 

分 量
表 信
度α 

EE 9 23 1 2 1 3 0 17 6 .7032 

ET 6 27 0 4 4 14 0 10 1 .7113 

EK 10 24 0 0 4 10（未刪除） 0 20 5 .7663 

ERS 11 22 0 2 2 3 2 17 8 .7545 

ERO 0 12 0 0 1 2 1 10 0 .8234 

ER 0 8 0 1 0 1 1 7 0 .8388 

總計 36 116 1 9 12 34 4 81 20  

◎ 有效題 81 題，加 2 題重複題，正式問卷情緒智力理論題項共計 83 題。 

預試量表的情緒智力理論題項經項目分析後，編成 83 題之正式量表（含 2

題重複題）。因考量受試者在情境辨識問題解決的歸因題項上，作答情形明顯受

軍事情境影響，而出現一致性的社會期許作答反應，故研究者決定刪除情境辨識

分量尺之問題解決歸因題項（12 題）。情緒智力理論題項編隨機排序後，與情

境辨識、臉孔表情辨識、整體性想法、基本資料等，重新編整為「個人情緒特質

量表」正式版，計 123題。 

正式量表研究 

正式量表研究的目的在進行「情緒智力自陳量表」之信度效度檢核。 

一、研究對象 

以分層抽樣方式，抽取政治作戰學校大學部 132位（1~4年級）、專科部 163

位（1~2年級）學生共計 295員，扣除漏答超過 1/3及重複題兩題回答上前後不

一的 15份問卷，有效問卷計 280份，有效問卷率 95%。。 

二、量表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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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部一致性 

「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信度考驗（由表四所示）。由表四「情緒智力自陳

量表」各分量表的α值結果看來，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值介

於.74~.86之間，且總量表 Cronbach α達.94，均相當理想，顯示本量表有良好

的內部一致性。 
表四 「情緒智力自陳量表」正式施測之 Cronbach α 值 

量 表 各 量 表 內 容 題 數 正式施測之α係數 
分 量 表 一 情 緒 覺 知 表 達 18 .76 
分 量 表 二 情 緒 助 益 思 考 10 .76 
分 量 表 三 情 緒 知 識 20 .79 
分 量 表 四 自 我 情 緒 調 控 17 .81 
分 量 表 五 他 人 情 緒 調 控 11 .86 
分 量 表 六 眾 人 情 緒 調 控 7 .74 

 總 量 表 83 .94 

2.再測信度 

本量表於正式施測後，以隨機方式從中挑選出學生部（正期、專科）一、二

年級共 53 位男同學為對象，其間間隔五週進行再測。同一量尺前後測之相關如

表五所示，再測信度介於.47~.74之間，總量表再測信度達.74。由測驗屬性（情

緒）及間隔時間（五週）來看，本量表在時間的穩定度尚可。 
表五 「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各分量表與總量表之再測係數 

 情緒覺知
表 達 

情緒助益
思 考 情緒知識 自我情緒

調 控 
他人情緒
調 控 

眾 人 情
緒 調 控 總 量 表 

再測係數 .59** .61** .47** .69** .60** .74** .74** 

**p<.01   

三、量表效度檢驗 

1.效標關聯效度-「情緒智力自陳量表」與「基本人格量表（BPI）」之相關 

基本人格量表（BPI）」其目的在評量人格與精神病理學上多面向的特質，

適用對象自十二歲以上至成人，包括一般常人及有心理困擾人士。其中計有十一

個分量表，十個分量表皆為兩極向度（bi-polar dimensions），分數愈高，負

向特質愈高；反之，健康特質越高。這十個分量表是：（1）慮病-健康，（2）

抑鬱–開朗，（3）人際問題-人際和諧，（4）迫害感-信任感，（5）焦慮-自在，

（6）虛幻感-現實感，（7）衝動-穩健，（8）內向-外向，（9）自貶-自尊，（10）

異常-正常。其中慮病、迫害感、虛幻三者分量表分數可加總成情緒困擾分數（心

理病態），在這三個分量表上得分高者，往往表示有超現實的或不實在的病痛或

猜忌、幻覺、妄想、並且深受其苦，也妨礙他與現實的接觸及正常人際交往。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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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焦慮、內向、自貶四者分量表分數可加總成個人適應分數。人際問題、衝動、

異常三者分量表分數則可加總成社會適應分數。「基本人格量表（BPI）」的再

測信度為.63 至.80，與賴氏人格測驗十三個分量表相對應者之相關在.50 至.70

之間。分析「基本人格量表（BPI）」中各向度的內容發現，其中向度與情緒智

力有關者計有：抑鬱、焦慮、衝動、內向、自貶、個人應適及社會適應等八項，

故決定以「基本人格量表（BPI）」作為「情緒智力自陳量表」之效標關聯效度。 

以政戰學校學生部（正期、專科）一、二年級 47 位男同學為樣本進行「基

本人格量表（BPI）」施測，與「情緒智力自陳量表」正式施測間隔五週，其施

測結果與「基本人格量表（BPI）」相關如表六所示。 
表六 「情緒智力自陳量表」與「基本人格量表（BPI）」的相關矩陣 

情緒智力 

 
情緒覺 
知表達 

情緒助 
益思考 

情緒 
知識 

自我情 
緒調控 

他人情 
緒調控 

眾人情 
緒調控 

情緒智力量  
表 

總  分 基 本 人 格 

慮 病 -.06 -.17 -.12 -.10 -.07 -.00 -.10 
抑 鬱 -.23 -.17 -.22 -.38* -.28 -.27 -.28 
人 際 問 題 .08 .12 -.13 -.14 .03 .22 .05 
迫 害 感 -.13 -.11 -.23 -.29 -.12 -.10 -.18 
焦 慮 -.06 -.06 -.06 -.26 -.07 -.21 -.09 
虛 幻 .17 .11 .12 -.07 .19 .17 .17 
衝 動 -.17 -.17 -.25 -.42** -.07 .08 -.20 
內 向 -.29 -.04 -.21 -.17 -.32* -.34* -.22 
自 貶 -.43** -.30* -.39** -.44** -.32* -.34* -.41** 
異 常 -.16 -.18 -.31* -.38* -.16 -.08 -.25 
情 緒 困 擾 -.04 -.07 -.13 -.21 -.04 -.00 -.08 
個 人 適 應 -.31* -.17 -.27 -.38* -.31* -.36* -.31* 
社 會 適 應 -.12 -.12 -.28 -.41** -.09 .08 -.18 

*p<.05，**p<.01 

2.量表得分與個體客觀資料之關聯性 

（1）「情緒智力自陳量表」與學業成績之相關 

從政治作戰學校網站查到大學部（2~4 年級）、專科部（2 年級）學生成績

（一年級學期成績尚未公佈），資料顯示各年班上學期各科學業成績平均分數計

有 132筆，將學期平均數與「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各分量（含總分）與情緒辨識、

情境式問題求相關，所得結果如下（表七）： 

表七 「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及情境辨識、臉孔表情辨識與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的

相關矩陣 

 
情 緒 覺
知 表 達 

情 緒 助
益 思 考 

情 緒 
知 識 

自我情
緒調控 

他人情
緒調控 

眾人情
緒調控 

情緒智
力總分 

情 境 
辨 識 

臉孔表
情辨識 

學期成績
平 均 數 

.17 .18 .12 .23* .10 .05 .18 .09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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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p<.01 

結果顯示，學業成績只與分量表的「自我情緒調控」有顯著低相關，其餘相

關係數未達於.05 的顯著水準，表示「情緒智力自陳量表」所測量的範疇為情緒

議題，與受試者學業成績之認知議題不同，故結果與文獻探討中論及的「情緒智

力與智力是不同的」相符。以「自我情緒調控」分量表之各題項與學業成績平均

求相關係數，其中題項相關達顯著者計有：第 22.我懂得適當紓解自己的情緒

（r=.24，p<.01）、第 25.我對自己情緒都能掌控的很好（r=.18，p<.05）、第

41.我能藉由運動及深呼吸，紓解自己緊張的情緒（r=.23，p<.05）等，表示情

緒智力中對自我情緒調控將有助於個體對有效的學習以得到好成績。 

（2）「情緒智力自陳量表」與情境辨識、臉孔表情辨識之相關  

情境辨識量表與臉孔表情辨識量表為個體實際的情緒推理表現，而非自覺的

情緒行為，因此其與情緒智力自陳量表之關聯性愈高，表示自陳情緒智力愈符合

實際情緒行為。表八顯示「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各分量表與情境辨識、臉孔表情

辨識之相關，其中除分量表「眾人情緒調控」與臉孔表情辨識、情境式問題未達

顯著相關，餘者相關皆達顯著相關（.15~.38）。 

表八 「個人情緒特質量表」各分量表之相關情形 

 情 緒 覺
知 表 達 

情 緒 助
益 思 考 

情 緒 
知 識 

自 我 情
緒 調 控 

他 人 情
緒 調 控 

眾 人 情
緒 調 控 

情 境 
辨 識 

臉 孔 表
情 辨 識 

情 境 
辨 識 

.28*** .37*** .38*** .21*** .31** .12 1.00  

臉 孔 表 
情 辨 識 

.15* .18** .16** .25*** .17*** .12 .25*** 1.00 

*p<.05，**p<.01，***p<.001 
3.建構效度-「情緒智力自陳量表」之因素分析 

研究者以正式施測資料進行因素分析，將「情緒智力自陳量表」之分量表之

平均得分來進行，即六個分量尺是否為同一因素，如果能得到一個因素，表示測

量同一概念（情緒智力）。經因素分析將每一因素的因素負荷量、特徵值、解釋

量、累積變異量與一致性係數陳列如表九所示。 

表九 「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各分量表平均分數之因素分析 

量 表 分 量 表 因 素 負 荷 量 特 徵 值 解 釋 量 α 係 數 

情緒智

力自陳

量 表 

情 緒 覺 知 表 達 .89 

3.86 64.31 .87 

他 人 情 緒 調 控 .87 

情 緒 助 益 思 考 .83 

情 緒 知 識 .82 

自 我 情 緒 調 控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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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人 情 緒 調 控 .66 

由因素分析結果可知，六個分量尺可歸為一個因素，故各分量尺在測同一個

概念（情緒智力）。 

四、對軍事情境不同感受軍校生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上表現的差

異分析 

問卷中為測量學生對自我與環境的主觀知覺，編製了五項整體性想法題目，

包括情緒掌握、人際關係、工作表現、生活滿意、軍人職業認同等。五項題目皆

是四點量表，其中前二項為負向，後二項為正向。如以情緒掌握一題為例，問題

是「總體而言，你對情緒掌握情形是：」，而選項為「○1很不好○2不太好○3還算

好○4很好」，因此將選 1與選 2的受試者合併成低正向知覺反應，而將選 3與選

4二組人員合併為高正向知覺反應組，以此方式分別將學生在情緒掌握、人際關

係、工作表現、軍人職業認同的反應分組，以 t檢定比較高、低正向知覺反應二

組在情緒智力自陳各分量表得分的差異，結果如表十所示。由表十中可知，情緒

掌握、人際關係、工作表現、軍人職業認同等各組在情緒智力自陳各分量表的得

分皆達顯著差異，而生活滿意組在自我情緒調控及眾人情緒調控分量表的得分差

異亦達顯著，顯示學生自覺其在情緒掌握、人際關係、工作表現與軍職認同等方

面表現較佳者，其情緒智力各向度的能力也較好。 

表十 情緒掌握、人際關係、工作表現、生活滿意、軍人職業認同的分組在「情

緒智力自陳量表」各分量尺得分之差異情形（差值是以低正向知覺組得分

－高正向知覺組得分，故 t 值為負值） 

 
情緒覺知
表 達 

情緒助益
思 考 

情緒知識 
自我情緒
調 控 

他人情緒
調 控 

眾人情緒
調 控 

情緒智力
總 分 

情緒掌握 -3.24** -4.08*** -2.08* -9.01*** -3.02** -3.46** -5.11*** 
人際關係 -6.03*** -2.90** -2.26* -5.68*** -6.15*** -4.90*** -6.20*** 
工作表現 -5.37*** -3.85*** -2.35* -5.69*** -3.19** -5.84*** -5.74*** 
生活滿意 -1.69 -1.83 -.47 -2.50* -1.82 -2.49* -2.13* 
軍職認同 -2.51* -4.19*** -3.29** -2.66** -2.38* -2.76** -3.77*** 

*p<.05，**p<.01，***p<.001 

綜合討論 

一、研究假設的驗證 

1.研究假設一「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具有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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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測之量表內部一致性α信度為.94，再測信度為.74，顯示本量表具

有不錯的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符合假設。 

2.研究假設二「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具有效度。」 

（1）「情緒智力自陳量表」與實徵效標之相關 

「情緒智力自陳量表」與「基本人格量表（BPI）」的「自貶」、「個

人適應」量尺呈現顯著負相關，而與其他分量尺間則未達顯著相關。 

（2）「情緒智力自陳量表」與個體客觀資料之關聯性 

以情緒智力理論分支（情緒知識、情緒覺知表達）為基礎，編製之情境辨識

及臉孔表情辨識，在量表正式施測時，二者與「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各分量尺之

相關，除眾人情緒調控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皆達顯著，顯示量表反應出情緒智

力的部分能力，具有實徵效度。 

（3）因素分析 

以正式施測資料進行因素分析，將「情緒智力自陳量表」之分量表之平均得

分來檢視，即六個分量尺是否為同一因素，經因素分析結果得知，六個分量尺可

歸為一個因素，故可以視各分量尺在測同一個概念（情緒智力）。 

透過與實徵效標之相關、與個體客觀資料之關聯性、因素分析等方法，獲得

「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具有效度，符合假設。 

3.研究假設三「情緒智力自陳量表與軍校生的學業成績相關情形呈現低相

關。」 

以學生學期各科總平均成績與「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分量表在相關上呈現低

相關。這顯示「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因測驗主題為情緒範疇，所以和情緒無關之

學業成績與其相較會呈現低相關，支持假設。 

4.研究假設四「情緒掌握良好者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總量表及分量得分，

顯著優於情緒掌握不良者。」 

以「總體而言，你覺得自己的情緒掌握情形為」進行分組，將受試者分為自

覺情緒掌握良好組和自覺情緒掌握不好組，將選項很不好及不太好視為情緒掌握

不好，而將還算好、很好視為情緒掌握良好。二組受試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

各分量表及總量表的差異均達顯著水準，且情緒掌握良好者得分高於不好者，顯

示高情緒智力者的確有較好的情緒掌握情形，支持假設。 

5.研究假設五「人際關係良好者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總量表及分量表得

分，顯著優於人際關係不佳者。」 

以「總體而言，你覺得自己的人際關係是」進行分組，將受試者分為自覺人

際關係良好組和自覺人際關係不好組，將選項很不好及不太好視為人際關係不

好，而將還算好、很好視為人際關係良好。二組受試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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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及總量表的差異均達顯著水準，且人際關係良好者得分高於不好者，顯示

高情緒智力者的確有較好的人際關係，支持假設。 

6.研究假設六「工作表現良好者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總量表及分量表得

分，顯著優於工作表現不佳者。」 

以「總體而言，你在軍中的工作表現是」進行分組，將受試者分為自覺工作

表現良好組和表現不好組，將選項很不好及不太好視為工作表現不好，而將還算

好、很好視為工作表現良好。二組受試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各分量表及總量

表的差異均達顯著水準，工作表現良好者在量表上的得分高於不好者，顯示高情

緒智力者的確有較好的工作表現，支持部份假設。 

7.研究假設七「生活滿意度較高者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總量表及分量表得

分，顯著優於生活滿意度較低者。」 

整體性想法「總體而言，你對學校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是」，由受試者在選

項的反應進行分組，將其中非常不滿意及不太滿意視為不滿意，而將還算滿意、

非常滿意視為滿意。回答自覺學校生活狀況滿意者，在「自我情緒調控」及「眾

人情緒調控」的分量表得分顯著高於不滿意者，顯示情緒智力理論架構之自我情

緒調控及眾人情緒調控在軍校的團體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影響性。因此可知高情

緒智力者，由於能在團體生活裡有效地調控自己及眾人的情緒，故對生活狀況的

滿意度較高，支持部份假設。 

8.研究假設八「職業認同感較高者在情緒智力自陳量表的總量表及分量表得

分，顯著優於職業認同感較低者。」 

由整體性想法「總體而言，我對『軍人是光榮的職業』」，由受試者在選項

的反應進行分組，將其中非常不贊成及不贊成視為不贊成，而將贊成及非常贊成

視為贊成。回答贊成『軍人是光榮的職業』者，在各分量表得分均顯著高於不贊

成者。且以「情緒助益思考」分量表所得的差異最大，結果顯示「情緒助益思考」

將有助於個體面臨工作瓶頸時，運用情緒智力能力誘發出正向情緒感受，以產生

樂觀的思考，這將利於個體對軍人職業有著正向的觀感，因而產生情感上的認

同。由此可知高情緒智力者，對軍人這項職業較具有認同感，證實部份假設。 

情緒智力量表內容之限制 

情緒智力理論的第一分支-情緒的知覺、評估及表達的能力，是情緒智力理

論最基層的能力，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大學生都應達到 Piaget 所說的具體運思

期以上的階段，具備此方面的能力，因此在詢問受試者情緒的覺知及表達能力

時，可能會讓受試者覺得題項很不適當。另外，在情緒智力理論中的第二、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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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情緒對思考助益的能力、瞭解情緒和使用情緒知識的能力，由於這兩個分支

皆屬於個體的內在層次，較少直接對應於外顯行為上，因此題目較無法精確掌

握，受試者的回答也可能較受限制。最後，在情緒智力理論的第四分支，反省調

整情緒以增進情緒和智力增長的能力，這個分支屬於情緒智力最高層次，依理論

應只有少數人能達到能力要求的標準，但由於它與外顯行為的對應性較高，故受

試者可能以為自己已擁有此類能力。 

效標題推論之限制 

量表中使用單一題項為效標題，由於單一項目之測量結果較不穩定，也較有

限制，所以利用效標題所進行為相關分析只能為參考性之資料，不宜作過於廣泛

之推論。 

研究樣本的推論問題 

研究中以政戰學校學生為樣本，由於政戰學校的屬性與一般軍校有些許的差

異，體制和學生的生活管理也有些差異，所以本研究之所有結果能否類推到一般

軍事院校，有待進一步的檢證。 

「情緒就是情緒」的想法 

由文獻探討中，已經述情緒的心理歷程，涵蓋了主觀經驗、生理反應、認

知評價與行為表現等多個層面。但一般人在描述情緒時，卻常用一些具像的事物

來意指當下的情緒感受，如心如止水、火山爆發…等，這些對情緒不同的陳述，

普遍存在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那就是這類的說法，的確可以抓到當下情緒特性

的關鍵狀態，卻也往往失去其他次要的情緒屬性。所以，研究者不禁想到一個情

形，會不會「情緒」本來就是獨一無二的？任何加諸於「情緒」描述的字眼，不

但沒有簡化我們完整地瞭解「情緒」，反而誇大或曲解了情緒態狀裡的某一屬性。

故研究者認為如果我們以「情緒就是情緒」的觀點，或許沒有直接說明「情緒」

的某些屬性，卻能顯示「情緒」本身具有的獨特性，這亦表示主觀經驗、生理反

應、認知評價與行為表現等多個層面，皆為「情緒」的心理歷程，都需要納入研

究的範圍。 

本研究發展的「個人情緒特質量表」，內容包含有「情緒智力自陳量表」、

「情境辨識分量尺」、「臉孔表情辨識分量尺」等範疇，便是基於的想法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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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在量表的題項中，儘可能涵蓋多個層面，以反映到「情緒」的多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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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之未來發展 

「情緒智力自陳量表」之未來發展 

情緒智力量表施測時，研究者期望受試者能以一長時間對自己情緒狀態的內

省來回答本量表，但施測過程中，部份受試者因前來測驗而免除連隊公差的派

遣，可能將當下的情緒狀態直接反映於問卷回答上。因此，本量表的施測，無法

避免受試者誤將當下的情緒狀態，認為是自己真實的情緒智力能力，所以爾後量

表內容的編製應朝外顯具體的行為反應發展。另外，研究者觀察到量表題目長度

之適切性問題，問卷的題目太多時，學生易抱持著交差了事的心態作答，因此爾

後在問卷設計應朝題少質精目標改進。 

「情境辨識分量尺」之未來發展 

在本研究中，「情境辨識分量尺」係由情境式四格漫畫組成，研究者期望受

試者於作答時，將真實生活中之情緒反應方式投射於題項中，同時由於這些題項

能不為受試者的社會期許所影響。所以可避免自陳量表的困境。目前由於研究期

程的限制，情境辨識量尺的發展，仍待後續研究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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