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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關懷群學生篩檢、追蹤及介入成效評估 

壹、 研究背景 

成大近年來致力邁向頂尖大學，也已名列全國兩大頂尖大學之一，師生在

學術研究的表現上十分突出，也為本校全世界排名貢獻良多。然在追求學術卓

越的過程中，校內師生身心健康更是不容忽視，沒有健全的身心做基礎，就很

難達到全面卓越的目標。 

近年來，成大校園自我傷害事件層出不窮，99 年 1 至 9 月校安事件統計中，

自傷、自殺事件共發生 5 起，死亡 3 人（包含 1 名老師）、輕傷 2 人。以公共衛

生領域的三級預防概念來看，一級預防主要目標是放在讓心理健康的人更健康，

並透過各種活動，傳播正確的心理健康資訊；在二級預防方面，則針對還沒有

產生疾病，但具有高罹病傾向的人進行介入，預防其發病；在三級預防方面，

則針對已經生病或是過去曾經生病的人，提供有效的方案，協助其早日恢復健

康，並避免其復發。故類似自殺或自我傷害的事件，除做好校園心理健康教育

推廣，若能在早期出現徵兆時，及時預防與介入，能降低憾事發生的比例。因

此如何早期發現有心理危機的學生並及時介入，是校園心理健康工作非常重要

的一環。 

貳、研究目的及重要性 

以 98 學年度各系情緒量表篩檢人數統計來看，大學部共 10,960 人，篩檢

人數 4,933 人，篩檢率只有 45%。99 學年（8-10月）到目前為止，已篩檢 1,547

人，分數達中重度憂鬱的人數有 103 人，約占總人數 7%，以成大 2 萬名學生來

看，約有 1,400 人可能有中重度的情緒困擾，但只有不到 700 人有機會被篩檢

出來，進一步追蹤或介入輔導，還有超過 700 人可能有情緒困擾但沒有被發現。

這還不包括其他非憂鬱的精神或心理困擾。 

然而篩檢出高關懷群後，如果沒有有效且及時地追蹤與介入，仍不能達到

預防與降低危機的效果。以過去高關懷群追蹤成效的統計來看，約有25%的學生，

怎麼努力聯絡，就是找不到；有 10%左右是亂填的；有 58%以電話或 E-mail提

供支持與關心即可；有 7.8%評估需要進入個諮者、或長期追蹤。從學生輔導組

諮商服務統計來看，98學年個別諮商服務人次 3,368 人次，有 703 人次（21%）



是高關懷學生，進一步分析，有 286 人透過高關懷篩檢進入諮商服務。在成大

醫院精神科每月就診人數統計中，99 年 1-9 月，成大學生就診人數共 409人（含

每月回診者），顯示成大學生每個月平均有 46人左右，因心理或精神困擾前往

精神科就診，但還未包括於成大醫院以外醫療院所就診者。一般而言，所有精

神疾病的終生盛行率約在 10%，以此粗估，成大約有 2,000 名學生需要協助，但

從過去的篩檢狀況、諮商服務使用狀況以及成大醫院精神科門診就醫狀況來看，

仍有相當多需要幫助的學生未曾尋求過協助，甚至沒有被發現。然從過去成大

校園中自我傷害的個案分析，有大多數成功的個案在事發前未曾求助過專業。 

因此，如何找出高關懷群學生，及時提供介入，以降低學生的危機狀況，

協助他盡早恢復功能，提升學習成效，使他在成大就學期間能發揮潛能，是本

研究最終目的。問卷調查是最常用來作為篩檢的工具，問卷較經濟、快速，且

能短時間大量施測，但事後建檔與追蹤也相對需耗費大量人力，且問卷容易造

假，若受測者不願意反映其真實狀況，我們無法得知。而休、復學生及 1/2、1/3

不及格的學生也可能是高關懷群，因為學業成績表現不佳，某一程度可能反映

學生有適應上的問題或壓力，故落實輔導也是找出高關懷群很重要的管道。此

外，校園內的教職員工生若能對自我傷害、精神疾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就能

提高本身敏感度，當發現身邊有疑似適應不良或精神疾病、自我傷害的危險時，

能及早轉介專業人員。據此，本研究目的有： 

（一） 調查成大學生憂鬱的比例與相關憂鬱症狀盛行率，並比較不同系所、學

院學生憂鬱的狀況。 

（二） 建立完整的高關懷篩檢、追蹤及介入流程，統整後續追蹤與介入結果，

並提高篩檢、追蹤及介入的比例。 

（三） 透過多元的管道找出高關懷群。除透過量表，並落實復學生與 1/2、1/3

不及格學生的輔導與轉介。 

（四） 提高全校教職員生對於高關懷群辨識的敏感度 

（五） 找出校園高關懷群的危險因子，與大學生、研究生常見的壓力源，發展

本校的篩檢工具。 

參、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為達到上述的各項目的，本計畫主要使用下列各項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一） 調查與分析成大學生憂鬱狀況，並建立完整的高關懷篩檢、追蹤及介入



流程 

1. 99 學年第一學期已陸續開始大一新生施測與情緒量表施測，為建立完整的

篩檢、追蹤及介入檔案，擬將所有施測問卷建檔，以做為後續盛行率、憂鬱

症狀等相關分析之用。 

2. 建立完整的高關懷群追蹤與介入表格，並將所有高關懷群追蹤與介入資料建

檔，以做為後續資料分析。 

3. 分析線上情緒量表資料。 

（二） 復學生與 1/2、1/3 不及格學生的輔導 

每學期整理註冊組 1/2、1/3 學業成績不及格學生以及復學生的名單，將名

單提供給各系與導師，請導師針對 1/2 或 1/3 進行輔導，若導師發現學生有較

嚴重的困擾，則轉介至學輔組。將導師送回的輔導表加以分析，找出成大學生

1/2、1/3 學業成績不及格與休學的可能成因，以做為後續學習輔導策略擬定之

參考。 

（三）提高全校教職員生對於高關懷群辨識的敏感度 

1. 辦理志工招募與培訓，提升志工自我傷害與精神疾病知能，並增加助人與同

理心訓練，提升同儕高關懷群辨識敏感度。 

2. 辦理導師與輔導人員研討會，透過增加導師與系所相關輔導人員心理健康知

能，提高高關懷群辨識敏感度。 

3. 系所心理師透過參與系所務會議、導師會議，與導師進行交流，並透過特殊

個案討論，強化系所與導師高關懷群辨識與轉介知能。 

4. 在校內辦理相關高關懷群辨識知能研習。 

5. 製作高關懷群辨識與轉介資源宣導品，以及心理健康衛教文宣。 

(四) 找出校園高關懷群的危險因子，發展本校的篩檢工具 

透過情緒量表篩檢、追蹤及介入資料建檔與分析，以及 1/2、2/3 學業成績

不及格原因與休學成因分析，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找出成大校園高關懷群

可能的危險因子，進而發展本校的高關懷群篩檢工具。 

肆、 研究成果 



一、調查與分析成大學生憂鬱狀況，並建立完整的高關懷篩檢、追

蹤及介入流程 

(一) 99 學年大一各系新生篩檢施測狀況 

大一新生篩檢是於每年 9 月初發函給各系，說明篩檢目的後，由各系自行

安排施測時間後，回函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由心輔組統籌安排心理師到系

上施測。除施測台灣人憂鬱量表外，還搭配賴式人格量表，目的是協助新生更

加了解自己性格與情緒狀態。施測完畢後，由學生自行計分，讓學生可立即知

道自己的測驗結果，心理師會針對測驗結果進行解釋與情緒與壓力管理相關的

教育宣導。 

篩檢完畢後，心理師會針對分數偏高的學生以電話進行追蹤與關心，一方

面了解學生作答當時的身心狀況與分數高的原因，一方面也評估學生適應狀況

與壓力因應能力，並提供相關心理健康資源。若認為有需要，會邀請學生到學

輔組來進一步評估與介入。若學生在不同時間點以各種方式聯絡均聯絡不到，

追蹤次數已超過 5 次，則列為未追蹤到，會將相關資料轉知系上，協助關心注

意。而篩檢與追蹤完畢後，亦將相關資料彙整，提供給系上做參考。 

99學年度大一新生篩檢共施測1,965人，施測率為70.6%〈1965/2784*100%〉。

以大一新生施測樣本分析量表信度，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α=.863，顯示本量表

具有不錯的信度。 

以量表分數來看，整體大一新生施測樣本在情緒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8.85

分，比較各學院的平均分數，文學院為 9.37 分，理學院為 8.16 分，工學院 8.18

分，電資學院 9.18 分、規劃設計學院 9.23 分，管理學院 8.85 分，醫學院 10.59

分，社科學院 10.20 分，生科學院 8.96 分。醫學院平均憂鬱分數最高，社科學

院次之，文學院再次之。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各學院間的憂鬱分數，差異

達顯著，進一步以 Tukey事後比較法比較各學院間的憂鬱分數差異，發現醫學

院憂鬱分數顯著高於理學院與工學院。 

本研究定義量表得分高於 19 分以上者，可能有憂鬱傾向，即為高關懷群，

施測1965名大一新生中，有162人憂鬱分數在19分以上，占總施測人數的8.2%。

其中介於 19-28 分〈中度憂鬱傾向〉的共有 130人〈約 6.6%〉；29 分以上〈重

度憂鬱傾向〉的則有 32人〈約 1.6%〉。各系篩檢狀況如表一。 

以學院來看，醫學院的新生憂鬱比例最高有 12.1%，其次是社科學院的

11.9%，再其次是文學院的 10.3%。若以單一學系來看，憂鬱傾向比例最高的前



5 個系分別為：心理系〈20..0%〉、醫學系〈16.7%〉、外文系〈15.1%〉、經濟系

〈13.6%〉、護理系〈12.8%〉。 

表一  各系新生篩檢概況 

系級 
施測 

人數 
19-28 

29 分 

以上 

憂鬱傾向 

比例 

未追蹤

到 

進入 

諮商 
結案 

文學院                                  10.3% 

中文系 59 4 2 10.2% 0 1 5 

台文系 43 3 0 7.0% 0 1 2 

歷史系 20 1 1 10.0% 0 1 1 

外文系 33 3 2 15.1% 0 0 5 

理學院                                  4.2% 

數學系 48 3 0 6.3% 1 0 2 

地科系 51 3 0 5.9% 0 0 3 

物理系 46 1 0 2.2% 1 0 0 

化學系 45 0 1 2.2% 1 0 0 

工學院                                  7.4% 

機械系 162 9 1 6.2% 0 0 10 

化工系 147 12 5 11.6% 6 1 10 

資源系 59 4 0 6.8% 0 0 4 

材料系 83 3 2 6.0% 0 1 4 

註解 [W1]:  



系級 
施測 

人數 
19-28 

29 分 

以上 

憂鬱傾向 

比例 

未追蹤

到 

進入 

諮商 
結案 

土木系 （未施測） 

水利系 55 5 0 9.1% 0 0 5 

工科系 55 2 2 7.3% 0 1 3 

系統系 55 3 1 7.3% 0 0 4 

航太系 48 3 0 6.3% 3 0 0 

環工系 45 3 0 6.7% 1 0 2 

測量系 38 0 0 0 0 0 0 

電資學院                                7.7% 

電機系 140 10 1 7.9% 3 1 7 

資工系 （未施測） 

光電系 28 2 0 7.1% 1 0 1 

規劃設計學院                            6.5% 

建築系 （未施測） 

都計系 52 2 0 3.8% 0 1 1 

工設系 49 4 1 10.2% 0 0 5 

管理學院                                8.3% 



系級 
施測 

人數 
19-28 

29 分 

以上 

憂鬱傾向 

比例 

未追蹤

到 

進入 

諮商 
結案 

工資管 30 2 0 6.7% 0 0 2 

交管系 55 4 1 9.1% 0 0 5 

企管系 63 1 1 3.2% 1 0 1 

會計系 62 6 1 11.3% 3 0 4 

統計系 55 5 1 10.9% 1 1 4 

醫學院                                  12.1% 

醫學系 72 8 4 16.7% 2 0 10 

醫技系 （自行施測） 

護理系 39 2 3 12.8% 0 2 3 

物治系 27 2 0 7.4% 0 0 2 

職治系 35 2 0 5.7% 0 1 1 

社科學院                                11.9% 

政治系 （未施測） 

經濟系 22 3 0 13.6% 0 0 3 

法律系 39 2 1 7.7% 1 0 2 

心理系 40 7 1 20.0% 0 1 7 

生科學院                                9.2% 



系級 
施測 

人數 
19-28 

29 分 

以上 

憂鬱傾向 

比例 

未追蹤

到 

進入 

諮商 
結案 

生科系 65 5 1 9.2% 0 0 6 

進一步分析 19 分以上高關懷群學生的性別比例，男生佔 62.3%，女生佔

37.7%，與 99 學年度大一新生男女比例大致相符（男：63.4%；女：36.6%）。而

以身份別來看，僑生佔 6%，本地生佔 94%（註：外籍生因語文關係，未參加新

生施測，而由國際處另外安排英文版量表施測）。 

    以憂鬱量表單一症狀來看，大一新生最常出現的症狀為：「覺得很煩」

(62.6%)、「無法專心」(60.9%)、「心情不好」(59.5%)、「記憶力不好」(59.2%)、

及「身體疲勞虛弱、無力」(53.0%)，有超過一半的大一新生一周至少有 1 天會

出現這些症狀。若以症狀嚴重度來看，有 18.9%大一新生說自己一周有超過 3 天

的時間記憶力不好，有 16.5%的大一新生一周超過 3 天覺得很煩，15.9%的大一

新生覺得自己一周超過 3 天無法專心。 

    在自殺意念部分，有 3.3%的大一新生曾有想不開或想死的念頭。睡眠的部

分，10.9%的大一新生一周超過 3 天有睡不好的問題。 

表二  99 學年大一新生各憂鬱症狀出現比例 

 沒有或極少 

(1天以下) 

有時 

(1-2天) 

時常 

(3-4天) 

常常或總是 

(5-7天) 

 

常常想哭 79.5% 11.8% 0.5% 0.1% 0.6% 

心情不好 40.5% 49.8% 8.1% 1.5% 9.6% 

易發脾氣 75.5% 21.1% 3.0% 0.5% 3.5% 

睡不好 58.5% 30.6% 8.6% 2.3% 10.9% 

不想吃東西 67.6% 25.8% 5.7% 1.0% 6.7% 

胸口悶悶的 71.5% 23.5% 4.3% 0.7% 5.0% 

不輕鬆、不舒服 51.8% 39.0% 7.7% 1.5% 9.2% 

身體疲勞虛弱、無力 47.0% 40.7% 10.1% 2.2% 12.3% 

覺得很煩 37.4% 46.0% 13.6% 2.9% 16.5% 

記憶力不好 40.8% 40.3% 14.4% 4.5% 18.9% 

無法專心 39.1% 45.0% 12.7% 3.2% 15.9% 

思考或動作變慢 56.9% 32.3% 9.2% 1.5% 10.7% 

沒信心 63.0% 28.3% 7.0 1.7% 8.7% 



往壞處想 57.4% 30.4% 9.2% 3.0% 12.2% 

想不開、甚至想死 96.7% 2.9% 0.2% 0.2% 0.4% 

失去興趣 81.3% 16.3% 1.8% 0.5% 2.3% 

身體不舒服 66.7% 27.8% 4.5% 1.0% 5.5% 

覺得自己很沒用 72.7% 21.8% 3.6% 1.8% 5.4% 

此外，因測驗資料屬於個人隱私，除學生有自傷傷人的危機，測驗資料

一般來說需保密，但為了讓導師也能了解導師情緒狀態，故在問卷上主動詢問

學生是否願意讓導師知道結果，只有 5.8%的大一新生不願意讓導師知道結果，

但若學生有自殺意念或憂鬱分數過高，為協助學生，即使學生不願意心理師仍

會進行轉介。 

(二) 99 學年大一各系高關懷群追蹤與介入狀況 

在追蹤介入部分，需進行追蹤介入的 162 名學生當中，已結案〈不需長期

追蹤者〉為 126 人〈77.8%〉；進入諮商者有 13人〈8.0%〉，其中男生 6 人，女

生 7 人。未追蹤到的有 23 人，佔追蹤人數的 14.2%。 

而在已追蹤到的高關懷群學生當中，追蹤到當時情緒約有 76%已改善；有

18%學生表示情緒尚未改善，但已有調適的方法；有 6%的學生表示情緒沒有改善

且也不知道該如何調適。 

    追蹤高關懷群時，透過電話、E-mail了解他們可能憂鬱的原因，以學業或

生活適應不佳占最高比例，約有 50%，包括：「剛升大學壓力比較大」、「擔心微

積分跟不上班上同學」、「要跑很多講堂上課，生活作息改變很多」、「第一次離

家所以感覺比較焦慮」、「覺得跟不上大學的節奏，常有恐慌的感覺，還有胸悶

的反應，」......等等。其次是人際互動問題，約佔 15%，包括：「一開學和朋

友們不熟」、「會因為朋友與家庭的影響而心情不好，另外常常會感到不舒服且

有想死的念頭」、「班上皆為男生，只有一個女生，所以感覺較為孤單」、「過於

在意朋友，會因朋友情緒的變動而受影響」、「感到孤單，也感覺與好友有些疏

離」、「班上有其他僑生，安排的宿舍沒有在一起，也加深自己在這裡適應的孤

獨」......等等。還有 8%的新生因時間管理不佳而覺得情緒低落，其他還包括

睡眠或生理因素影響、本身性格或思考模式較負面，還有約 2%的新生過去就有

憂鬱或精神疾病史。不過也有 11%的新生雖然在量表的得分偏高，但自覺還好沒

有甚麼壓力或問題。但比較不同性別與身分別高關懷群的憂鬱原因，男女無顯

著差異；僑生與本地生也無顯著差異。 

    為了瞭解憂鬱分數偏高是否會和學業表現有關，進一步去看高關懷群在學



業成績上的表現，發現這群憂鬱分數偏高的學生在 99學年上學期學業成績表現，

有 3.1%（5 人）1/3 學分不及格（大一新生整體 1/3學分不及格的比例為 3.6%）；

也有3.1%（5人）1/2學分不及格（大一新生整體 1/2學分不及格的比例為 1.6%）；

有 1.2%（2 人）2/3 學業成績不及格（大一新生整體 2/3 學分不及格的比例為

0.06%）；還有 3 人休學。顯示這群憂鬱分數偏高的新生 1/2 及 2/3 的比例高於

整體大一新生。 

(三) 線上情緒量表分析 

除主動針對大一新生進行情緒量表施測，本組也將情緒量表變成線上版，

放置在網路上，讓全校師生有需要者可自行上網評估自己的憂鬱指數。99 學年

度共有 149 人填答線上情緒測驗，其中大學部有 103 人(69.1%)，碩士班 41 人

(27.5%)，博士班 5 人(3.4%)。進一步分析測驗結果，有 51.7%的填答者分數達

到憂鬱，比例明顯高於紙本施測，可能是因為會主動去進行線上情緒測驗的學

生，大部分是因為覺察到自己有壓力或情緒低落，故希望藉由測驗來評估自己

狀況。若學生在線上情緒量表分數偏高，系統會主動寄發電子郵件通知負責的

系所心理師，心理師收到 mail 後，也會主動與學生連繫，進行關心、評估及介

入。故除心理師、導師或系上主動篩檢，線上測驗也是一個很好的高關懷群篩

檢管道，且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學生能隨時隨地透過測驗評估自己的情緒狀

態，並讓心理師有機會介入關心。 

二、98學年復學生及 1/2、1/3學生學業成績不及格成因分析 

    每學期整理註冊組 1/2、2/3 學業成績不及格學生以及復學生的名單，將名

單提供給各系與導師，請導師進行輔導，若導師發現學生有較嚴重的困擾，則

轉介至學輔組。 

    將可能造成學生學習狀況不佳的原因分為三大類：學習適應因素（包括：

學習態度、學習動機、時間管理、解決學習困難策略）、學習技巧因素（訊息處

理、選擇要點、學習輔助策略、自我測驗、考試策略）及心理社會因素（焦慮、

專心、壓力），以及學生可能的壓力源，由導師與導生會談後評估哪些造成學生

學業成績表現不佳。分析 98 學年第 2 學期與 99學年第 1 學期學生 1/2與 2/3

學分不及格的原因，時間管理不佳的比例佔最高，再來學習動機低落、學習態

度或學習目標不明確以及外在壓力，都是常見導致成大學生學業成績表現不佳

的原因。此外，考試策略不佳或無法專心，也容易導致學生學業成績不佳。 

表二  影響學習狀況不佳的可能因素：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5 名 

98 學年度 

第 2 學期 

時間管理 

58.9% 

學習動機 

39.0% 

學習態度 

37.7% 

壓力 

32.0% 

無法專心 

26.0% 

99 學年度 

第 1 學期 

時間管理 

61.0% 

學習動機 

30.7% 

學習態度 

30.3% 

考試策略 

25.4% 

壓力 

25.0% 

    若分析這些學業成績不佳的學生可能的壓力源，以參與社團過多或不當的

比例最多，其次是沉迷電腦，再來是學習能力不足與興趣不符。 

    若分析影響不同年級學業成績不佳的原因，大四學生因時間管理不佳而 1/2、

2/3 的比例顯著低於其他年級，而因沉迷電腦或參與社團而影響學業者，大一、

大二的比例高於大三、大四。 

    比較不同身分別的學生，僑生因壓力而影響學業成績的比例顯著高於本地

生與外籍生，而僑生與外籍生因學習能力不足而導致 1/2、2/3 的比例顯著高於

本地生，而本地生因沉迷於電腦影響學業的，比例顯著高於僑生與外籍生。 

三、 提高全校教職員生對於高關懷群辨識的敏感度 

已完成的成果包括： 

(一) 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志工助人技巧與實務培訓」、辦理通識講座，以及透

過系所心理健康推廣活動，提升學生自我傷害與精神疾病知能，並增加

助人與同理心訓練，提升同儕高關懷群辨識敏感度。 

(二) 辦理導師與輔導人員研討會，透過增加導師與系所相關輔導人員心理健

康知能，並強化高關懷群辨識敏感度。 

(三) 系所心理師透過參與系所務會議、導師會議，與導師進行交流，並透過

特殊個案討論，強化系所與導師高關懷群辨識與轉介知能。 

(四) 在校內辦理相關高關懷群辨識知能研習，共辦理 8 場「精神疾病之認識、

治療與校園處遇」講座，邀請全校老師與教職員工共同參與。 

(五) 製作高關懷群辨識與轉介資源宣導品，以及心理健康衛教文宣。 

伍、 結論與建議 

    從研究結果來看，成大大一新生的憂鬱傾向比例約 8.2%，高於顏如佑等人

於 2005 年針對社區大規模篩檢的憂鬱比例 3.7%〈顏如佑等人，2005〉。與過去

針對青少年憂鬱盛行率的研究比較，國際流行病學的調查顯示，青少年的憂鬱



盛行率約在 8.3%左右；過去台灣針對大專校院學生的憂鬱症狀盛行率的調查，

有中重度憂鬱症狀困擾的學生約介於 9.9~13.2%，董氏基金會在 2008年的調查

中更指出，大學生近乎每四人就有一人憂鬱情緒嚴重需專業協助 。成大新生的

憂鬱傾向比例高於一般社區民眾，但與一般青少年的盛行率差不多。 

    比較各學院與各系憂鬱傾向比例，醫學院、社科學院與文學院憂鬱比例較

高，進一步分析高關懷群追蹤資料，人際關係與生活適應還是導致情緒低落的

共通主因。此外，醫學院高關懷群有較多比例感受到課業壓力；但詳細原因則

須進一步探討。未來待 100學年資料建檔分析後，可比較 99 學年與 100學年的

結果，看是否有差異。 

    而導致大一新生憂鬱的原因，以學業或生活適應不佳占最高比例，其次是人

際互動問題，其他如時間管理不佳、睡眠或生理因素影響、本身性格或思考模

式較負面、或過去就有憂鬱或精神疾病史，都是影響因素。董氏基金會於 2008

年調查大學生的憂鬱情形，則是發現「未來的生涯規劃」、「自己經濟情況」、「學

業、考試成績不佳」、「身材外貌」及「家中經濟」是大學生的前五大壓力來源。

以本校 99學年大一諮商問題人次統計來看，大一最常來談的問題為「自我探索」、

「人際問題」及「學業問題」。從實務經驗來看，大一新生因初離開家獨立生活，

以及面對和過去截然不同的學習方式與人際互動方式，很容易產生不適應的問

題；此外，因升學考試制度的影響，許多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幾乎都會為考

試準備，很少有機會去探索自己真正的興趣是甚麼，往往在選擇志願時只憑排

名，不問興趣，來念成大的學生，高中時大多是班上的佼佼者，上大學之後跟

其他同學比較，發現自己的學業優勢不再，其他方面亦無優勢可言，若又碰到

挫折，很容易整個否定自己，而導致情緒低落。 

    此外，以憂鬱量表單一症狀來看，大一新生最常出現的症狀為：「覺得很煩」

(62.6%)、「無法專心」(60.9%)、「心情不好」(59.5%)、「記憶力不好」(59.2%)、

及「身體疲勞虛弱、無力」(53.0%)，有超過一半的大一新生一周至少有 1 天會

出現這些症狀。若以症狀嚴重度來看，有 18.9%大一新生說自己一周有超過 3 天

的時間記憶力不好，有 16.5%的大一新生一周超過 3 天覺得很煩，15.9%的大一

新生覺得自己一周超過 3 天無法專心。此部分可看到，憂鬱症狀不見得以憂鬱

情緒表現，尤其是在青少年，憂鬱反而是以易怒、煩躁等症狀表現，且很直接

會影響學生學業表現。故也提醒我們，當學生出現煩躁、無法專心、記憶力下

降或學業成績明顯下滑時，都應該特別注意。 

    在自殺意念部分，有 3.3%的大一新生曾有想不開或想死的念頭，有 0.4%的

大一新生經常想到死的念頭，此比例與其他調查比較起來，比例不算高，但自



殺問題往往是嚴重且影響極大的問題，在追蹤高關懷群時，若發現學生有明顯

自殺意念，心理師會立即介入、關懷，邀請學生進入諮商，必要時也會告知導

師與家長、自殺防治工作需要全校共同來努力，單靠專業人員是不夠的，故學

校除建立完善的自殺防治機制，更重要的是，校園中的每一份子對於自殺高關

懷群都能有足夠的敏感度，適時協助與轉介，這也是心輔組一直努力宣導與教

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睡眠的部分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有 10.9%的大一新生一周超過 3天有睡不

好的問題，睡眠不好會影響情緒，也會影響學習，但在調查中無法確切得知影

響學生睡眠的因素為何，可能與適應新環境、壓力有關係。 

    而從高關懷群在學業成績上的表現，發現這群憂鬱分數偏高的學生在 99 學

年上學期學業成績表現，1/2 及 2/3 的比例高於整體大一新生，顯示情緒問題確

實會影響學業表現。而線上測驗提供一個很好的情緒自我評量管道，不受時間

與空間限制，學生能隨時隨地透過測驗評估自己的情緒狀態，發現自己有情緒

問題及早求助，並讓心理師有機會介入關心。 

    除此之外，時間管理不佳、學習動機低落、學習態度或學習目標不明確以

及外在壓力，都是常見導致成大學生學業成績表現不佳的原因。此外，考試策

略不佳、無法專心及使用網路過多，也是導致學生學業成績不佳的主因。在實

務上會發現，許多學業成績不佳的學生，是因為唸的科系與自己興趣、期待不

符，或無法釐清自己學習的目的，所以學習動機低落，或將心思轉移至課外活

動、電腦網路等，導致學業表現不佳；而學業成績不好時，要轉系也很困難，

故形成惡性循環。所以在強化學生學習效能上，除系上可以加強學習不佳學生

課業輔導，建議在選系與轉系制度上可考慮更有彈性，讓就讀科系與興趣不符

的學生有更多彈性可以轉到適合的科系。而未來心輔組會針對時間管理策略、

生涯自我探索開設更多課程，協助強化學生時間管理技巧，以及釐清自己學習

的目標與動機，找出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向與學習策略。 

    為更加清楚了解新生在適應上可能碰到的問題以及憂鬱的相關因素，100 學

年新生篩檢除施測憂鬱量表，還搭配身心適應量表，可進一步了解新生身心適

應狀況，本組也已在 101年申請新的計畫，希望更了解大一新生憂鬱情緒與壓

力、身心適應的關係。 

陸、研究貢獻與未來研究方向 



1. 了解本校大一新生的情緒概況，與相關壓力源，可做為新生定向與新生輔導

策略擬定之參考，協助本校大一新生適應大學生活。 

2. 了解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表現不佳的原因，可作為強化學生學習成效策略擬定

之參考，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3. 建立高關懷群追蹤、介入流程，並持續改進。100 學年的施測率已較 99 學年

提升，且參考 99 學年的資料，本組在 100 學年新生施測時，加入身心適應

調查表，除了解大一新生情緒狀況，更希望全面性調查大一新生的壓力源有

哪些，可以對大一新生的生活適應、學業適應有更清楚的了解。而本組也在

101 年持續提出研究計畫，希望逐步努力發展適合本校的篩檢問卷。 

4. 除加強新生篩檢工作外，本組亦努力透過多元管道找出高關懷群，例如加強

對 1/2、2/3 學生的輔導與轉介，提供線上測驗供有需要的教職員生可隨時

隨地評估自己的情緒狀態；也不斷透過導師與相關人員輔導工作研討會、辦

理講座、製作文宣、系所心理師參與系所導師會議、開設服務學習課程…等，

進行宣導教育，希望能增加全校教職員生的敏感度，發現有需要的人能及時

伸出援手。 

5. 在研究執行過程中也發現到，在大學校園中多著重在大學生的輔導，但研究

生已占校園學生比例的一半，以成大為例，可能有研究所新生有一半以上是

外校考進來的，同樣要面臨環境與學業適應的問題，但卻很少針對研究生進

行篩檢與新生定向教育。在本組過去針對研究生進行的情緒測驗發現，研究

生憂鬱指數普遍高於大學生，甚至有超過一半達憂鬱程度，故研究生輔導也

是值得重視的一塊。本組在 101 年已針對研究生輔導提出計畫，希望針對研

究生的情緒與壓力源，也有一個清楚的了解，作為後續研究生輔導政策擬定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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