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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國小資優生的情緒智力之相關因素，以個人、家庭、學校因素對

其情緒智力之影響，藉以為教育與輔導之依據。研究對象為中部地區五年級一般智能資優

班學生共一百四十六人。研究發現如下：

一、不同性別的國小資優生在情緒智力上有顯著差異，女生優於男生。

二、 國小資優生的性別、內外控信念、成就動機、自我概念、總關懷、教師教學行

為、同儕關係與情緒智力有顯著相關。

三、 逐步多元回歸分析發現，對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最重要的預測變項：在個人因素

為「自我概念」、家庭因素為「關懷」、學校因素為「同儕正向關係」、總因素為

「同儕正向關係」。

四、 典型相關分析結果，解釋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總變異量：個人因素為百分之

十六、學校因素為百分之三十一、總因素為百分之三十一，其中以「同儕正向關

係」具最大解釋力，「教師間接教學行為」次之，「自我概念」再次之。

五、國小資優生的情緒智力之預測力與解釋力，以「學校因素」為最大。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教育、輔導以及未來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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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the gifted elementary stud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ose 

important person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school factors on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the 

gifted elementary students .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mong the gifted students with 

girls’ scores being higher than boys’.  

�.  Gender, locus of control, achievement motive, self- concept, parental warmth, teacher’s 

teaching behavior, peer relationship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or 

both genders.

�.  Sequential regression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ive variables for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re:

　(�)The personal factor was self- concept.

　(�) The family factor was warmth.

　(�) The school factor was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

　(�) The total factor was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

�.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correlational analysis, the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variables in predicting the gifted elementary studen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this study 

was: ��% for the personal factors, ��% for the school factors, and ��% for the combined 

factors.

�.  School factor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edictor in explaining the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the 

educational and counseling programs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gifted education.

Key words: Gifted Studen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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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資優生是國家的有力資源，如能加以有計畫的培育，可以厚植國力、造福社會。然

而，人們總是看重他們的過人智慧及學習成就與表現，而疏忽他們也有心理需求。當外界

加諸他們資優標記，造成他們的心理壓力，而影響其情緒發展；有些資優生甚至誤解資優

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而對他們的成就抱持不實際的高度期望，誤導了學習的意義，並使

認知與情意無法相配合，以致潛能無法發揮。

Terman 與 Oden 研究發現，影響資優者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是成就動機與社會的適

應力（引自何華國，�000，P��）。這兩項因素之好壞，皆與情緒智力相關；換言之，成

功的資優者其情緒多較平衡，且能突破挫折的羈絆，而不斷努力精進。

Walberg, Tasi, Weinstein, Gabriel, Rasher, Rosencrans, Rovai, Ide, Trujillo, 和 Vukosavich 

(����) 曾研究二百多個卓越男士兒童時期的特質與其環境背景，發現這些人大多數擁有很

高的智力之外，他們在擴散性思考、聚斂性思考與溝通能力方面，整體而言也都極為優

異，且絕大多數的人皆顯示許多正向的情意特質，如：良好人際關係、樂觀進取等。

隨著多元智力的發展，情緒智力理論逐漸為大家重視。Salovey 與 Mayer (���0) 提出

了「情緒智力」的概念，認為情緒智力是個體對於自身與他人情緒的察覺、瞭解、推理、

判斷，據以有效積極地表達、調節、激勵並反省自身思考、行動以及人際關係的智慧能

力。���� 年 Daniel Goleman 所寫的「EQ」一書，即強調決定人類未來成就的不是 IQ，

而是 EQ，在他的研究中提到，並不是只有高 IQ 的人在生活中才可以獲致成功，百分之

八十的成功人士擁有高 EQ 而不是高 IQ。由於 EQ 顛覆了傳統的 IQ 觀，許多人開始認為

IQ 並不是決定一個人成功與否的主要關鍵。

資優生異於常人的過度激動特質、有較高的道德意識、對他人感受及他人期待，感覺

敏銳等，有時是造成部分資優生人格扭曲發展的原因，多位學者認為處理青少年這敏感及

重要的過渡期，必須仰賴情緒智力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Elias, �00�)。所以，資優生一旦

在情意適應上產生問題，影響所及絕對不是只有在心理適應上產生困難，連帶著認知的發

展也會波及，因為認知和情意的發展是一體之兩面，當心理適應欠佳，學習的動機也會降

低而影響學習的效果。因此，對於資優生情意的發展與輔導，並教導其情緒處理的能力是

刻不容緩的事。

資優兒童擁有高度的智能，在學習的條件上，較一般兒童為優，但因身心發展速度不

一，內在思考過程與外在行為或環境較易形成不協調的現象，可能產生過多的心理負擔，

以致未能充分發揮本身具有的潛能；加上標記作用，受到周遭人的另眼相待，以及教室裡

的團體過程不同，人格必然受到影響（郭為藩，����）。而情緒管理的能力乃根源於人格

特質，並受情感、心情、激勵等因素之影響，各涵蓋不同的層面：如覺察、評估並表達情

緒的能力，激勵、促進思考的能力，了解分析並運用情緒及提升情緒與智�的成長（王春

展，����）。

除此之外，兒童情緒智力的發展，深受所處環境中父母、兄弟姊妹、鄰居、同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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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以及外在環境包括家庭、電視、書籍、或電影等影響 (Simmons & Simmons，����)。

在成長過程中，兒童不斷觀察、經驗、思索或改進，發展出自己的情緒智力。兒童的家庭

背景中，家庭氣氛也影響其情緒智力的發展，然而家庭氣氛的好壞，緣於父母教養方式的

良窳，由此可知，父母教養方式對於兒童的情緒智力也會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當兒童進入學校生活之後，此時個體除了受到父母的約束之外，同時也深受教師及同

儕的影響，學生的思考模式、價值觀、行為與信仰等等，因不同的教師教學行為而有所轉

變，除此之外，如果能被同儕所接納，就會感到愉快而安全；如果遭到同儕拒絕或排斥，

則容易產生挫折、焦慮等等負面的情緒，因此，教師教學行為與同儕關係的良好與否，對

個體日後的發展影響甚鉅。

資優兒童與一般兒童相同，都會有情緒困擾的問題出現 (Gallagher, ����)。資優兒童

的智力方面表現固然重要，但如能對其情緒方面的心理特質多加關注，必能使其潛能有更

大的表現。

基於上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如下：

研究目的：從資優生的個人因素：性別、人格特質（認知型式、內外控信念、成就動

機、自我概念）；家庭因素：父母教養方式、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因素：教師教學行為、

同儕關係等，找出影響情緒智力之最主要因素，藉以為教育與輔導之依據，協助資優生培

養健全人格，以充分發展其潛能，達到教育之最大效果。

研究問題：

（一）不同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的國小資優生之情緒智力，是否有差異的存在？

（二）國小資優生的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與其情緒智力，是否有相關存在？

（三）國小資優生的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是否能有效預測其情緒智力？

（四） 國小資優生的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與其情緒智力，是否可用典型相關予

以說明？ 

本研究在探討不同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國小資優生之情緒智力時，以性別、家庭社

經地位為自變項，而以情緒智力為依變項，採獨立樣本人數不等之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在

探討個人因素（性別、人格特質）、家庭因素（父母教養方式、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因素

（教師教學行為、同儕關係）對情緒智力的影響時，以情緒智力為標準變項，以其他變項

為預測變項，採皮爾遜積差相關、逐步多元迴歸分析、典型相關分析。

貳、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彙整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理論與研究結果，以作為整個研究的立論基礎。

一、情緒智力

Salovey 與 Mayer 將情緒智力界定為：「情緒智力是一種體察自己與別人的情緒，進

而處理情緒並運用它來指引個體的思考與行動之能力。」(Salovey & May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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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eman (����) 在其所著的專書中，歸納 Salovey 與 Mayer 等學者以及自己對於情緒

智力的看法，認為情緒智力包含五種主要層面的能力：認識自己的情緒、妥善管理自己的

情緒、自我激勵、認知他人的情緒以及人際關係的管理。

Cooper 與 Sawaf (����) 亦指出情緒智力乃是有效覺察、瞭解、妥善運用各種情緒的

能力，有助於我們對自己本身與周遭的人有更深一層的瞭解，對任何年紀的人來說，情

緒智力都是可以學習和提昇的。另有 Schutte, Malouff, Bobik, Coston, Greeson, Jedlicka, 

Rhodes, 和 Wendorf (�00�) 歸納 Salovey 與 Mayer 的觀點，提出情緒智力乃是以合宜的方

式去接收、瞭解、調節與管理自己與他人情緒的能力或傾向。

梁靜珊 (����) 認為情緒智力包括思考自己的情緒以及思考別人的情緒，思考包括覺

察、分辨與處理等三個層次，也就是以理性的認知功能來處理感性的情感問題。

綜上所述，情緒智力統整了情緒的察覺、表達與運用等能力，包含個人及他人的部

分，強調情緒能力的學習並與環境維持平衡。

二、資優生的情緒特質

Davis 與 Rimm (����) 認為資優生在情緒上，有下列幾項特質：�. 具有較佳的社會技

巧、自我調節及自我概念；�. 獨立、自尊、內控型；�. 較好的學習型態；�. 較高的幽默

感；�. 較高的道德思考及同理心。

Clark (����) 認為資優兒童的情緒特質，有以下八項特徵：�. 有較好的情緒調適能力；

�. 高度的敏感性、情緒較易激動、強迫性的喋喋不休、豐富的想像力、反應快；�. 獨立自

主，不順從同儕、支配性高、較強的競爭性；�. 對自我及人際關係有較佳的滿意度；�. 喜

好和心智能力比自己的高的人交往，不喜歡和能力比自己低的人做朋友；�. 大多為中上社

會階級，有較好的社會地位；�. 高領導能力；�. 較早出現理想主義及重視社會公平正義、

對價值觀及道德議題、了解什麼是好的行為及不好的行為等。

資優生對於情緒的敏感度與強烈感受遠超過一般的同儕 (Piechowski, ����)，要瞭解

資優生的情緒表現可由波蘭心理學家 Dabrowski 的情緒發展理論一窺究竟。Dabrowski 認

為資優生常具備充沛的發展動力，發展動力是一種天生、自覺的高度能量使各體能對各種

刺激做出反應。資優生具有「過度激動」（overexcitability，簡稱 OE）的極為敏感身心特

質，其異於常人之敏感性與強烈的反應常造成身心不統整的狀態，個體如能突破內在的衝

突不斷提昇自我，將有助於人格的統整與發展（郭靜姿，�00�）。

綜合上述，資優生不管在心理、感官、智力、情緒及想像力上皆比普通生來得活躍，

其情緒感受強烈且敏銳，情緒起伏大；想像力豐富且心思細密，常覺得理想與現實不一

致，而感到懷疑與沮喪；熱情且喜愛複雜、挑戰性的思考。

三、資優生的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

影響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的因素有許多，根據相關文獻，發現性別、認知型式、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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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信念、成就動機、自我概念、父母教養方式、家庭社經地位、教師教學行為與同儕關係

有關。因此，本研究分別從上述等變項，分別以個人、家庭、學校三因素探討與情緒智力

的關係。

（一）個人因素與情緒智力

�. 性別與情緒智力

在性別方面，蘇建文 (����、����) 研究兒童及青少年情緒發展時發現：在情緒表現

上，女生的感性反應較明顯，男女生在情緒表現方式上有所不同，對於其情緒智力的發展

也會有所影響。

蔡玉瑟 (����、����) 以三至五年級的資優生為研究對象，發現資優女生比資優男生

有良好的社會適應；良好的社會適應即情緒智力優異的指標。王春展 (����) 在兒童情緒

智力發展之研究中，比較不同性別與年級的兒童在情緒智力上的差異情形，結果發現，女

生的情緒智力顯著高於男生。

江文慈 (����) 指出：男生和女生不僅僅在生理外表發展上有別，甚至在人格特質、

學術傾向、個性等上，皆有顯著不同。王財印 (�000) 研究指出，不同性別國中生情緒智力

差異情形，無論在整體或各層面，女生的得分都高於男生。Chaplain (�000) 發現國中資優

生中女生對學校所知覺的壓力大於男生，顯示在情緒覺察上，男女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綜合上述，許多學者的研究中皆指出，男生和女生不僅在生理外表發展上有別外，在

情緒表現方式上亦有所不同，對於其情緒智力的發展也會有所影響。

�. 人格特質與情緒智力

人格發展乃是個人在其生活環境中與他人繼續不斷交應的歷程。一個人若能在人生各

階段都擁有和諧的人際關係，對個人的人格發展會有正面的影響。

徐振堃 (�00�) 研究發現，國中生自我概念與「自我情緒智力」、「人際情緒智力」

以及「整體情緒智力」皆有顯著的正相關；自我概念越高者，情緒智力也越好。林慧蘭

(�00�) 研究國小資優班與普通班學生之內外控信念與情緒智力的差異，結果顯示內外控信

念與情緒智力之間有顯著相關，即情緒智力較高者，則有較高的內控信念。

而林志成 (�00�) 探討國小學生之情緒智力與成就動機之間的關係，發現國小學童

的情緒智力與成就動機之間有顯著正相關，情緒智力越高，則成就動機越高。Sayler 與

Brook (����) 研究結果指出，資優生有較高的內控人格與較好的自我概念，因此其在人際

相處與情緒表達上有良好的表現。

綜上所述，情緒管的能乃根源於人格特質，並受情感、心情、激�等因素之影響，人

格特質如自信、低焦慮、獨立、積極、果斷、謹慎、勤奮等對於兒童自我情緒智力的發展

有幫助，換言之，擁有較健康的人格特質之兒童，其情緒智力也會較佳。

（二）家庭因素與情緒智力

�. 家庭社經地位與情緒智力

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家庭成員的情緒表達會影響兒童對情緒、自我及社會世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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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與價值（江文慈，����）；邱金滿 (����) 以臺北市國小資優生及普通學生為研究對象，

研究顯示高社經地位學生和中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在社會智能上略有差異；劉清芬 (����)

探討國小學生批判思考、情緒智力與學業成就之關係，研究發現父母社經地位對國小學生

情緒智力有顯著影響力。

鍾永吉 (����)、劉慧慧 (�00�) 研究皆指出：國小兒童、國中資優生情緒經驗並不會

因家庭社經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綜上所述，學者對於不同家庭社經地位與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的結果不一致，本研究

將以中部地區國小資優生為對象，討論分析其情緒智力與家庭社經地位的關係為何。

�. 父母教養方式與情緒智力

影響個人發展的因素相當複雜，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家庭，因為家庭影響不但開始的

早，而且影響深遠；家庭是子女第一個老師，因此他們對子女的一生有著最大及最長遠的

影響力，他們站在價值提供、態度行程和資訊給予的第一線上 (Noller & Callan, ����)。

Shapiro (����) 認為，教養子女時，父母如果傾向給予子女指引而非控制，而且在教

養上會加以解釋，在重大決定時也會聽取子女的意見，重視子女的獨立，如此，子女會較

有可能產生具信心、獨立、富想像力、調適力等，而發展出較高的情緒智力。

鍾思嘉 (����) 認為父母可以幫助孩子增進情緒智力，認為情緒智力是指一個人的個

性或特質能力，包括做人的技巧。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研究指出：父母的教養方式對於兒童的情緒有很大的影響，良好

的父母教養方式對於兒童的情緒發展有所助益，能提供孩子豐富的情緒感受，並使其有良

好的情緒發展（李蕙美，����；柯佳美，�00�；鐘思嘉，����；Shapiro, ����；Simmons 

& Simmons, ����）。李雪禎 (����)、許筱梅 (����)、羅芝芸 (����)、Jaffe (����) 研究指

出，父母積極的教養方式，會影響兒童的適應行為，高關懷的父母使子女有較良好的情緒

適應；高權威的父母則容易造成子女各種不適應的狀況，包含情緒焦慮等。

綜上所述，教養方式的好壞，直接影響兒童各項能力的發展，父母若以溫暖、接納、

愛護的態度教養子女，其多能自我接納且情緒較穩定，換言之，父母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

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其對兒童的教養方式，也深深影響著兒童情緒的發展。

（三）學校因素與情緒智力

�. 教師教學行為與情緒智力

在學校影響的歷程中，對於兒童的影響最為直接的是教師，尤其是級任老師，因為

其與兒童的關係最為密切，不論是對於兒童的生活教育、學習指導、人格教育等，對於兒

童的影響不容小覷，情緒教育也顯露在師生互動間的各種身教、言教、境教或機會教育中

（王春展，����）。

韓幼賢 (���0) 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的讚許、積極的評語可增進學生的自我評價；郭

生玉 (���0) 研究指出，教師期望的自我應驗透過教師本身之教學行為，會影響學生自我

概念，進而影響其成就動機、學習成就，情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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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教師的教學行為會影響學習者的情意教育與人格教育，對於兒童的影響不

容小覷，在師生互動間的各種身教、言教、境教或機會教育中，老師若能提供適當且正向

的情緒教育與輔導以及溫暖、安全的班級氣氛，並在學生有需要的時候適時給予安慰，學

生應能逐漸發展並提升情緒智力。

�. 同儕關係與情緒智力

情緒智力是個人社會發展的重要元素，影響著個體人際關係的品質；情緒智力表現較

優的人，因其較能同理別人、較能與人合作、也懂得依據多樣的訊息去推斷別人的情緒狀

態、所以能建立較良好的人際關係，深受到大家的喜愛與歡迎 (Schutte etal.,�00�)。

陳騏龍 (�00�) 探討國小學童的情緒智力與幸福感、人際關係及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

中，發現兒童的情緒智力越高，人際關係也會越好。賴怡君 (�00�) 探討國小學童的情緒

智力發展、依附關係與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時，發現在情緒智力的指標中，若兒童的人際

關係越好、在人際間越具有問題協商的能力，則較為同儕所接納和喜愛，且同儕適應情況

會越良好。

黃悅菁 (�00�) 針對臺中市國小中高年級學童所做的情緒智力與學校生活適應之關係

研究中，發現兒童的情緒智力各指標與學校生活適應各層面之間，具有典型相關存在。

綜上所述，可看出情緒智力在兒童的同儕互動關係上有其重要性。隨著兒童的成長，

同儕團體會漸漸成為他們生活的重心，甚至取代父母的地位，成為支持他們的重要來源。

正因如此，涵養兒童的情緒智力，使他們能做自己情緒的主人，同時還能適時發揮同理

心，展現對他人情緒的敏銳覺察力，將有助於他們受到同儕的喜愛與接納，在人際關係的

經營中，如魚得水、左右逢源。

由以上文獻探討，研究者擬從國小資優生的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等進行分

析，探討以上因素與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之相關程度；並根據研究結果找出影響情緒智力

之最主要因素，藉以為教育與輔導之依據。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之相關因素，茲就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

究程序、資料處理與分析，敘述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原以高年級為取樣對象，因考量六年級面臨國中智優班之甄選，於外在、自我

期待與壓力下，情緒較不穩定，故只採取五年級學生。以臺灣中區七所國民小學五年級經

由鑑定而安置於資優班或資優資源班之一般智能優異資優班學生共七班，經三次測試，每

項測驗皆齊全之有效樣本計 ��� 人。茲將學校及樣本人數分配情形，陳列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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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取樣學校及學生樣本人數分配

　　　　  臺中市  　　　　   臺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合計忠孝 臺中 太平 瑞穗 民生 員林 光華

五  男 �� �� �0   � �0 ��   �   ��

年  女   �   � ��   �   � �   �   ��

級  計 �� �� �� �� �� �� �� ���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針對研究變項，所使用的問卷與測驗如下： 

（一）「情緒反應量表」

本量表是劉慧慧 (�00�) 參閱國內外有關情緒理論的問卷與文獻而編成。量表組成架

構為「自我」、「人我」、「知己」、「知人」等四個層面，包含自我情緒覺察、他人的情緒覺

察、同理他人情緒、自我激勵、自我情緒表達、自我情緒分辨、他人情緒分辨、自我情緒

調適及情緒反省等九個因素，共計 �0 題，答題形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填答，總得分愈

高表示受試者情緒智力愈高。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

別介於 .�� 至 .�� 間，構念效度為 .���。

（二）「團體藏圖測驗」（GEFT）

本測驗是由 H. A. Witkin, R. K. Oltman & S. A. Karp (����) 共同設計完成，適用於團

體施測，分為二部分，共十八題。受試者由一個錯綜複雜的圖形中找出簡單的圖形，可以

測量個體的認知型式是屬於場地獨立 (field-independence) 與場地依賴 (field-dependence)，

與魏氏智力測驗量表有中度相關，折半信度為 .��。

（三）「修訂兒童內外控傾向量表」

此量表係根據 S. Nowicki & B. R. Strickland (����) 所編「兒童內外控傾向量表」(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 編訂而成（黃堅厚，����）。該量表包含 � 個題句，由兒童以

是非方式作答。原量表經配合我國情況編訂，以簡明之語句寫成，在國小預測，學生能完

全了解題意。再測信度為 .��。

（四）「兒童自我態度問卷」

此問卷為郭為藩 (����) 所編訂，旨在測量兒童的自我概念，共測有五種態度，共

八十題，在量表上得分越高者，表示其自我概念越積極，反之，則越消極。此量表以

田納西自我觀念量表為效標，得 .�� 的效標效度；各分測驗的折半信度 .�0-.�0；重測信

度 .�� ～ .��。

（五）「生活經驗問卷」（AMQ）

此問卷由郭生玉 (����) 編製，依據所編擬四個學業成就動機量表，加以改編而成，

內容屬於學業生活有關之問題。其折半信度為 .��；與教師評定成就動機的相關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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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庭社經地位問卷」

此為量化指數編制而成的問卷，項目包括父親職業、母親職業，父親教育程度、母親

教育程度等四因素。將學生父母的職業類別與教育程度加權處理，教育程度乘以 �，職業

指數乘以 �，求出其綜合指數，再按所得綜合指數得分以平均數正負 0.� 個標準差分成高

社經、中社經與低社經三類。

（七）「父母教養方式問卷」

此問卷是由簡茂發、吳金香參閱國內外有關父母教養方式的問卷以及文獻而編成的。

內容包括「父親教養方式問卷」與「母親教養方式問卷」，兩問卷內容相同，各有四十

題。父母教養方式在「愛護」(loving) 和「要求」(demanding) 兩項層面上量化資料，今作

為測量父母對子女的「關懷」和「權威」程度上的指數。本問卷重測信度為 .��。

（八）「學生對教師教學行為知覺量表」

此量表為蔡淑玲 (�00�) 根據郭生玉 (����) 編製的「教師行為量表」所修訂而成，本

量表共有八個分量表，包括直接影響行為和間接影響行為兩方面，共有 �� 題。各量表的

Cronbach  α係數為 .���~.���。

（九）「同儕關係問卷」

本問卷是由羅品欣 (�00�) 參閱國內外相關問卷所編製。量表主要分成「正向關係」

與「負向關係」兩大層面，共計 �0 題。正向題得分越高，表示其與同儕的互動相處

越好；反向題得分越高，則表示其與同儕的互動相處越差。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為 .���，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介於 .���~.��� 間。

三、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為：

（一） 進行中區七所國民小學五年級資優班學生基本資料調查與相關問卷的施測。為避免

施測項目多，導致疲累而影響施測結果，每隔一週施測一次，共施測三次。

（二） 以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為類別變項與情緒智力進行比較分析，並探討有無交互作用

存在。

（三） 再以個人因素（性別、人格特質）、家庭因素（父母教養方式、家庭社經地位）、學

校因素（教師教學行為、同儕關係）與情緒智力進行相關分析。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施測後所得之量表與測驗資料，首先剔除填答有誤與規則性作答之問卷，將有

效量表內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各量表與測驗上的反應得分，輸入電腦中，以 SPSS 套裝程

式，進行統計分析，使用統計方法如下：

（一）求出各項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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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的資優生在情緒智力上平均

數之差異顯著性；有達顯著者再進一步以 t 檢定考驗之。

（三）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國小資優生之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與情緒智

力之間的相關係數。

（四） 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說明各有關變項對國小資優生的情緒智力之預測力。

（五） 以典型相關分析探討國小資優生的情緒智力與其相關變項之關連性，了解對情緒

智力之解釋力。

肆、結果與討論

以下旨在分析本研究之調查結果，以驗證各項假設，加以分析討論，共分成二個部

分：第一為不同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的國小資優生在情緒智力上差異之比較分析；第二為

資優生在個人、家庭、學校因素與其情緒智力之相關、逐步多元迴歸分析與典型相關分析。

一、不同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的國小資優生在情緒智力上差異之比較研究

為了瞭解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在各層面的情緒智力與總情緒智力有無交互作用之存

在，乃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處理，其結果呈現於表 �~ 表 � 中。

表 2. 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的「自我」、「人我」、「知己」、「知人」層面分數之多變項變異數分數摘要表

層面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 定

自

我

性        別 �0��.��� � �0��.��� ��.��0***

社經地位 ���.��� � �0�.���   �.�0�

性別×社經地位 ���.��� � ���.���   �.��0

誤        差 �����.��� ��0 ��.���

總        和 ������.000 ���

人

我

性        別 ����.��� � ����.��� ��.���***

社經地位 ���.��� � ���.���   �.0��

性別×社經地位 �0�.0�� � ���.0��   �.���

誤        差 ����.��� ��0 ��.��0

總        和 �����0.000 ���

知

己

性        別 ���.��� � ���.��� �0.0�0**

社經地位 ��.��0 � �.���   .���

性別×社經地位 ��.��� � ��.�00 �.���

誤        差 ����.��� ��0 ��.���

總        和 �����0.000 ���

知

人

性        別 ���.��� � ���.��� ��.�0�**

社經地位 ��.��� � ��.���     .�0�

性別×社經地位 �0�.0�� � ��.���   �.���

誤        差 �00�.��� ��0 ��.���

總        和 ������.000 ���

          ** p<.0�  *** p<.00�



�0�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表 3.  國小資優生的「情緒智力」分數之多變項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 定

性         別 ���0�.��� � ���0�.��� ��.��� ***

社  經 地  位 ����.��0 � ���.��0 �.���

性別× 社經地位 ����.��� � ����.��� �.���

誤         差 �00���.0�� ��0 ���.�0�

總         和 �����0�.000 ���

          *** p<.00�

由表 �、� 得知，國小資優生在情緒智力的「自我」、「人我」、「知己」「知人」層面及

總情緒智力上，性別、家庭社經地位之間交互作用與社經地位間之差異均未達顯著水準，

而在不同性別之差異達非常顯著與極顯著水準，所以進一步就不同性別的國小資優生在

「情緒反應量表」上各層面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作 t 檢定分析，陳列於表 � 中。

表 4 . 不同性別的國小資優生在情緒智力之平均數、標準差及其比較

情   緒   智   力
男（N ＝ ��） 女（N ＝ ��）

t
M SD M SD

自

我

自 我 激  勵 ��.��   �.��   ��.�� �.�� -�.��0*

自我情緒表達 ��.��   �.�0   �0.�� �.�� -�.���***

自我情緒調整 �0.��   �.�0   ��.�� �.�� -�.���

總   自   我 ��.��   �.��   ��.�� �.�� -�.0��**

人

我

同理他人情緒 ��.0�   �.0�   ��.�� �.�� -�.���**

情 緒 反  省 ��.��   �.�0   ��.0� �.�� -�.���***

總   人   我 ��.��   �.��   ��.�� �.0� -�.0��***

知

己

自我情緒分辨 ��.��   �.��   ��.�� �.�� -�.���**

覺察自我情緒 ��.��   �.��   ��.�� �.�� -�.���*

總   知   己 ��.��   �.0�   ��.�� �.0� -�.0��**

知

人

覺察他人情緒 ��.��   �.��   �0.�� �.�� -�.���**

分辨他人情緒 ��.��   �.��   ��.�� �.�0 -�.���*

總   知   人 ��.��   �.��   ��.�� �.�� -�.0�0**

總緒智力 ���.�� ��.0� ���.�� ��.�� -�.���**

*p<.0�      ** p<.0�      ***p<.00�

由表 � 觀之，女生的情緒智力平均數均高於男生，經 t 檢定結果，在情緒智力各層面

中，除了「自我情緒調整」男女生未達顯著差異外，其他分別在「同理他人情緒」、「覺察

他人情緒」、「自我激勵」、「自我情緒表達」、「自我情緒分辨」、「情緒反省」、「分辨他人情

緒」及「自我情緒覺察」上，差異達顯著、非常顯著與極顯著，可見女生之情緒智力優於

男生。本研究支持王財印 (�000)、王春展 (����)、江文慈 (����)、邱金滿 (����)、蔡玉瑟

(����、����)、蘇建文 (����、����) 等人之研究結果。這可能因女生在國小階段比男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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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能善解人意，比男生較易於同理他人情緒，較會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注意他人感

受、覺察他人情緒狀態，並較易掌控自我情緒狀況，且較男生善表達情緒，也較會去推測

他人情緒狀況，進而採取適當的情緒反應，情緒智力表現較高。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國小資優生在情緒智力的「自我」、「人我」、「知己」「知人」層

面與總情緒智力上，性別、家庭社經地位之間交互作用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而在不同性

別之差異達非常顯著與極顯著水準，在情緒智力的「自我」、「人我」、「知己」、「知人」層

面與總情緒智力之平均數，女生均高於男生；亦即女生的情緒智力較男生為優。在家庭社

經地位方面，社經地位的高低對國小資優生之情緒智力不造成差異之存在。

二、 國小資優生的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與其情緒智力之相關、

逐步多元歸、典型相關分析

由文獻探討得知，國小資優生之情緒智力與其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之間關

係密切，故以相關來分析，表 � 為國小資優生在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與情緒智

力的測驗分數之相關；為了瞭解相關變項對情緒智力的預測力，以個人因素、家庭因素、

學校因素為預測變項，情緒智力之自我、人我、知己、知人層面與總情緒智力為效標變

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陳列於表 �~ 表 �，並進一步以國小資優生的個人因素、

家庭因素、學校因素為預測變項，情緒智力為標準變項，進行典型相關分析，瞭解各相關

變項對情緒智力之解釋力，結果分別列於表 �0~��。

由表 � 顯示，國小資優生之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與其情緒智力之相關，綜

合歸納如下：

（一）在個人因素方面：

�. 認知型式與總情緒智力及其各層面之相關皆未達顯著水準。

�.  「性別」、「內外控信念」、「成就動機」、「自我概念」與情緒智力之相關皆達顯著、

非常顯著水準。

（二）在家庭因素方面：

�.  父母教養方式：父關懷、母關懷、父母總關懷與總情緒智力之相關達顯著水準。

�.  家庭社經地位與父權威、母權威、父母總權威皆未達顯著水準。

（三）在學校因素方面：

�.  教師直接教學行為：「講解」、「懲罰」、「權威」、「總直接教學行為」與總情緒智力

及其各層面均為負相關，達非常顯著水準。

�.  教師間接教學行為：「接納感受」、「獎勵」、「接受想法」、「問問題」、「熱忱」、「總

間接教學行為」與情緒智力各層面均為正相關，達顯著與非常顯著水準。

�.  同儕負向關係的「支配」、「競爭」與情緒智力各層面之相關皆未達顯著水準。

�.  同儕正向關係的「合作」、「遊戲」、「信任」、「親密」、「總同儕正向關係」、同儕負

向關係的「衝突」、「敵意」、「總負向關係」、總同儕關係與情緒智力各層面之相關

達顯著、非常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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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小資優生的情緒智力與其相關變項之相關

因素 自   我 人   我 知   己 知   人 總情緒智力

個

人

性             別 .���** .���**  .���**  .���**  .���**

認  知  型 式  .0�0   .0��     .0��     .���     .0�0    

內 外控信念  .���**  .���**  .���**  .���*   .���**

成  就  動 機  .���**  .���**  .���     .���*   .���**

身體特質  .���*   .���     .��0**  .���     .���* 

能力成就  .���**  .���**  .���**  .��0**  .���**

人格特質  .���**  .���**  .���**  .���**  .�0�**

外界接納  .���**  .���**  .���**  .���**  .���**

價值信念  .���**  .��0**  .���*   .���**  .���**

總 自 我概念  .�0�**  .���**  .���**  .���**  .���**

家

庭

家 庭社 經 地 位 -.0��    -.���     .00�    -.0�0     -.0�0    

父    關    懷  .���**  .���*   .���*   .���*   .�0�*  

父    權    威 -.���    -.���    -.0��    -.���    -.���    

母    關    懷  .��0**  .�0�     .���     .���*   .���*  

母    權    威 -.0��     .0��     .�0�    -.0��    -.00�    

總    關    懷  .���**  .���*   .��0*   .�0�*   .���**

總    權    威 -.���    -.0��    -.00�    -.�0�    -.0��    

學

校

講解 -.���** -.���** -.���** -.���** -.��0**

懲罰 -.���** -.���** -.���** -.���** -.�0�**

權威 -.���** -.��0** -.���** -.���** -.���**

總直接教學行為 -.��0** -.�0�** -.�00** -.���** -.��0**

接納感受  .���**  .���**  .���**  .���**  .���**

獎    勵  .���**  .���**  .���**  .���**  .���**

接受想法  .���**  .���**  .���**  .�00**  .���**

問 問 題  .���**  .���**  .���**  .���*   .���**

熱    忱  .���**  .���**  .���**  .���**  .��0**

總間接教學行為  .���**  .���**  .���**  .�0�**  .���**

合作  .���**  .���**  .���**  .���**  .���**

遊戲  .���**  .���**  .���**  .���**  .���**

信任  .���**  .���**  .���**  .���**  .���**

親密  .���**  .��0**  .���**  .���**  .��0**

總同儕正向關係  .���**  .���**  .��0**  .���**  .���**

支配  .0��     .���     .0��     .00�     .0��    

衝突  .���**  .�0�**  .���*   .���     .���**

競爭  .���     .���*   .��0     .0��     .���    

敵意  .���     .���**  .���**  .���     .���*  

總同儕負向關係  .���*   .���**  .���*   .�0�     .���*  

總 同儕關係  .���**  .���**  .���**  .���**  .���**

* p<.0�    **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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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與個人因素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

效標變項 投 入 變 項 R R� R 增加量 淨 F 值

自我 總自我概念 .�0� .��� ��.��0 ***

人我 總自我概念 .��� .��� ��.���***

性      別 .��� .��� .0�� ��.���***

知己 總自我概念 .��� .��� ��.���***

性      別 .��� .��� .0�� ��.���***

知人 自我概念

－能力成就 .��0 .��� ��.���***

總情緒智力 總自我概念 .��� .��� ��.0��***

性      別 .��0 .��� .0�� ��.���***

*** p<.00�

表 7. 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與家庭因素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

效標變項 投入變項 R R� R 增加量 淨 F 值

自我 總關懷 .��� .0�� ��.0��**

人我 父親關懷 .��� .0��   �.���*

知己 總關懷 .��0 .0��   �.�0�*

母親權威 .��� .0�� .0�0   �.��0**

知人 總關懷 .�0� .0�0   �.0��*

總情緒智力 總關懷 .��� .0��   �.���**

* p<.0�   ** p<.0�

表 8 . 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與學校因素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

效標變項 投 入 變 項 R R� R 增加量 淨 F 值

　自我 總同儕正向關係 .��� .�0� ��.���***

教師間接教學行為－接納感受 .��� .��� .0�� ��.���***

　人我 同儕正向關係－信任 .��� .��� ��.�0�***

總教師間接教學行為 .��� .��� .0�� ��.���***

　知己 總同儕正向關係 .��0 .��0 ��.0��***

教師間接教學行為－接納感受 .��� .��� .0�� ��.��0***

　知人 總同儕正向關係 .��� .�0� ��.���***

教師直接教學行為－權威 .�0� .��� .0�� ��.���***

總情緒智力 總同儕正向關係 .��� .��� ��.���***

教師間接教學行為－接納感受 .��� .�0� .0�� ��.���***

*** p<.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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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與有關變項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

效標變項 投  入  變  項 R R� R 增加量 淨 F 值

自我 總同儕正向關係 .��� .�0� ��.���***

教師間接教學行為－接納感受 .��� .��� .0�� ��.���***

自我概念－能力成就 .��� .��� .0�0 �0.0��***

人我 同儕正向關係－信任 .��� .��� ��.�0�***

性別 .��� .��0 .0�� ��.���***

總教師間接教學行為 .��� .��� .0�� ��.�0�***

知己 總同儕正向關係 .��0 .��0 ��.0��***

教師間接教學行為－接納感受 .��� .��� .0�� ��.��0***

總權威 .��� .��� .0�� ��.���***

性別 .��� .��� .0�� ��.��0***

知人 總同儕正向關係 .��� .�0� ��.���***

教師直接教學行為－權威 .�0� .��� .0�� ��.���***

總情緒智力 總同儕正向關係 .��� .��� ��.���***

教師間接教學行為－接納感受 .��� .�0� .0�� ��.���***

性別 .��� .��� .0�� ��.�0�***

*** p<.00�

由表 �~ 表 � 觀之，國小資優生在個人、家庭、學校因素，經由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結果如下：

（一） 在個人因素方面，影響國小資優生「自我層面」、「人我層面」、「知己層面」、「知人

層面」、「總情緒智力」的情緒智力之相關變項中，以「總自我概念」、「自我概念－

能力成就」為最主要預測變項。由此可知，國小資優生在個人因素與情緒智力之相

關，均以「總自我概念」為影響最大的預測變項；換言之，較高自我概念之國小資

優生，情緒智力也較佳。

（二） 在家庭因素方面，影響國小資優生「自我層面」、「人我層面」、「知己層面」、「知人

層面」、「總情緒智力」的情緒智力之相關變項中，以「總關懷」、「父親關懷」為最

主要預測變項；由此可知，國小資優生在家庭因素與情緒智力之相關，均以「關

懷」為影響最大的預測變項；換言之，父母以關懷方式教養子女，子女之情緒智力

發展也較佳。

（三） 在學校因素方面，影響國小資優生「自我層面」、「人我層面」、「知己層面」、「知人

層面」、「總情緒智力」的情緒智力之相關變項中，以「總同儕正向關係」、「同儕正

向關係－信任」、「同儕正向關係」為重要預測變項，均以「同儕正向關係」為影響

最大的預測變項；換言之，與同儕有正向、良好互動之國小資優生，其情緒智力也

較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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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小資優生在總因素與情緒智力之相關，均以「同儕正向關係」為影響最大的預測

變項；換言之，與同儕有正向、良好互動之國小資優生，其情緒智力也較優異。

在三個因素中，變異量分別為：個人因素 .���、家庭因素 .0��、學校因素 .�0�，其中

以學校因素為最高。可見影響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以「學校因素」具最大預測力。

表 10.  國小資優生的個人因素及其情緒智力之典型相關分析結果

典型因素 典型因素

X 變項 X� X� X�    Y 變項 η� η� η�

【個人因素】 【情緒智力】

性　別 .��� .��� -.��� 自      我 .��0 -.�0� .���

　認知型式 .0�� .��0 .��� 人      我 .��� .��� .0��

　內外控信念 .�0� -.��� .�0� 知      己 .��� -.��� .���

　　成就動機 .��0 .��� .��� 知      人 .�0� .��� .���

　　身體特質 .��� -.��� .��� 總情緒智力 .��� -.0�0 .��0

　　能力成就 .��� .0�� .��� 抽出變異數

百  分  比
�0.�0� �.��� ��.���

　　人格特質 .��� -.��� .���

　　外界接納 .��� -.��� .��� 重  　  疊 ��.��� ��.��� ��.��0

　　價值信念 .��� .��0 .0�0

　　總自我概念 .��0 -.��� .�0�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 �.0�� �.��� ρ� .���  .��0 .0�0

重           疊 ��.��� ��.��� ��.��� 典型相關 .���** .��� .�0�

**p<.0�

表 11.  國小資優生的家庭因素及其情緒智力之典型相關分析結果

典型因素 典型因素

　　　X 變項 X� X� X� Y 變項 η� η� η�

【家庭因素】 【情緒智力】

家庭社經地位 -.��� .��0 .��� 自      我 .��� -.��� .���

父關懷 .��� -.��� .��0 人      我 -.00� -.��� -.��0

父權威 -.��� .��� .��� 知      己 -.��� -.��0 .���

母關懷 .��� -.�0� .��� 知      人 .��� -.��� -.���

母權威 -.��� -.��0 -.��� 總情緒智力 .��� -.�0� -.0��

總關懷 .��� -.��� .���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 ��.��� �.��0

總權威 -.��� .��� .00� 重         疊 .��� �.��� .��0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0� �.��� .��� ρ� .��� .�0� .0��

重           疊 ��.��� ��.��� ��.��� 典型相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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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國小資優生的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及其情緒智力之典型相關分析結果

典型因素 典型因素

X 變項 X� X� X� Y 變項 η� η� η�

【個人因素】性   別 .��� .0�� .0�� 【情緒智力】

認 知 型式 -.00� -.��� .��0 自        我 .��0 -.0�� .���
內外控信念 .��� .0�� .��� 人        我 .��� .0�� .���
成就動機 .��� -.��� -.0�� 知        己 .��� .�0� .�0�
身體特質 .��� .��� .��� 知        人 .��� -.0�� .���
能力成就 .��� -.0�� .�0� 總情緒智力 .��� .0�� .���
人格特質 .�0� .0�� .��� 抽出變異數

��.��� �.��0 ��.���外界接納 .��� -.0�� .��� 百  分  比
價值信念 .��� -.0�� .0�� 重        疊 ��.��� �.��� �.0��
總自我概念 .��� -.00� .���

【家庭因素】社經地 -.��� .��� .0��
父  關  懷 .��� -.0�� .���
父  權  威 -.�0� .��� -.���
母  關  懷 .��� -.��� .���
母  權  威 .0�� .��� -.���
總  關  懷 .��� -.0�� .�0�
總  權  威 -.0�� .��� -.���

【學校因素】講解 -.��� -.0�� -.���
懲罰 -.��� -.�00 -.���
權威 -.��� -.0�� -.���

總直接教學行為 -.��� -.0�� -.��0
接納感受 .��� .��0 .���
獎    勵 .��� .0�� .���

接受想法 .��� .0�� .���
問 問 題 .��� .��� .�0�
熱    忱 .��0 .��� .���

總間接教學行為 .��� .��� .�0�
合作 .�00 .0�� .�0�
遊戲 .��� .��0 .���
信任 .��� .��� .���
親密 .��� .�0� .���

總同儕正向關係 .��� .��0 .�0�
支配 .��� .��� -.���
衝突 .��� .0�� -.���
競爭 .��� .�0� -.���
敵意 .�0� .��� -.0��

總同儕負向關係 .��� .��� -.���
總同儕關係 .��� .��� .��0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 �.�0� �.��� ρ� .��� .��� .���
重           疊 ��.��� �.�0� �.0�� 典型相關 .�0�** .��� .���

**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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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國小資優生的學校因素及其情緒智力之典型相關分析結果

典型因素 典型因素

X 變項 X� X� X� Y 變項 η� η� η�

【學校因素】 【情緒智力】

講    解 .��0 -.��� .00� 自        我 -.��� .��� -.���

懲    罰 .��0 -.��� -.0�� 人        我 -.��� -.0�� .��0

權    威 .�0� -.��� -.0�0 知        己 -.�0� .��0 .���

總直接教學行為 .��� -.��� -.0�0 知        人 -.�0� .��� -.���

接納感受 -.��� .��� .��� 總情緒智力 -.��� .��� .0��

獎    勵 -.��� .��� .0�� 抽出變異數

��.��� ��.��� �.���接受想法 -.�0� .0�� .��� 百  分  比

問 問 題 -.��� .0�� .��� 重        疊 �0.��� �.��� .���

熱    忱 -.��� .0�� .���

總間接教學行為 -.��� .�0� .���

合    作 -��� .��� -.�0�

遊    戲 -.��� .��� .��

信    任 -.��� .0�� .�0�

親    密 -.��� .��� .���

總同儕正向關係 -.��0 .��� .��0

支    配 -.��� -.��� .���

衝    突 -.�0� -.��0 .���

競    爭 -.��� -.��� .��0

敵    意 -.��� .0�� .���

總同儕負向關係 -.��� -.�0� .���

總同儕關係 -.��� .0�� .���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 �.��� ��.��0 ρ� .�0� .��� .�0�

重           疊 �0.��� �.��� �.��� 典型相關 .���** .��0 .���

** p<.0�

由表 �0~ 表 �� 觀之，國小資優生個人、家庭、學校因素及總因素與情緒智力之典型

相關如下：

（一） 在個人因素方面，與典型因素 (χ�) 相關較高的變項依序為：總自我概念、自我概

念 - 能力成就、自我概念 - 人格特質。

（二） 在家庭因素方面，國小資優生的家庭因素之相關變項與情緒智力無典型相關存在。

（三） 在學校因素方面，與典型因素 (χ�) 相關較高的變項依序為：同儕關係 - 信任、總

同儕正向關係、總同儕關係。

（四） 在總因素方面，與典型因素 (χ�) 相關較高的變項依序為同儕正向關係 - 信任、總

同儕關係、總同儕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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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情緒智力之解釋力：個人因素為 ��.��%、學校因素為 �0.��%，其中以學校因素

為最高；換言之，「學校因素」最能解釋國小資優生的情緒智力。

（六） 總因素總量解釋力為 ��.��%，其中以「同儕正向關係」具最大解釋力，「教師間接

教學行為」次之，「自我概念」再次之。

由本研究結果可看出，學校因素對於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最具影響力，此結果支持郭

生玉 (���0)、韓幼賢 (���0) 之看法：教師的教學行為對於學生情緒智力有深遠之影響；

也驗證了陳騏龍 (�00�)、黃悅菁 (�00�) 之研究：隨著兒童成長，重心會轉移至同儕團體，

與同儕正向且良好的互動，獲得同儕接納，有助於情緒智力之正向發展。

另外，本研究指出家庭因素對於國小資優生情緒智力較不具影響力，顛覆了許多學

者的研究結果：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情緒智力（江文慈，����；邱金滿，����；劉清芬，

����）與父母教養方式關係著兒童情緒發展、情緒適應（李蕙美，����；李雪禎，����；

柯佳美，�00�；許筱梅，����；羅芝芸，����；鐘思嘉，����；Jaffe, ����；Shapiro, 

����；Simmons & Simmons, ����）。可能是他們的樣本是普通生，而本研究為資優生，資

優生的父母對資優兒很重視與關注，不因家庭社經地位高低而有別；也不論父母教育方式

嚴、寬，孩子皆能感受父母之用心良苦與愛的教養，自然不影響其情緒適應與發展。

伍、結論與建議

茲歸納本研究之主要發現，綜合整理做成結論，並提出具體建議以為教育及輔導之依

據。

一、結  論

本研究各項調查與測驗所得資料，經統計分析之後，獲得下列的主要發現：

( 一 ) 不同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的國小資優生在情緒智力上差異之比較

        �. 不同性別的國小資優生，在情緒智力上，女生優於男生。

        �.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國小資優生，在情緒智力上無顯著差異。

        �. 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無交互作用的存在。

( 二 ) 國小資優生的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與其情緒智力之相關

        �.  在個人因素方面：「性別」、「內外控信念」、「成就動機」、「自我概念」與情緒智力

之相關皆達顯著、非常顯著水準。

       �.  在家庭因素方面：父關懷、母關懷、父母總關懷與總情緒智力之相關達顯著水準顯

著水準。

       �.  在學校因素方面：教師直接教學行為與情緒智力均為負相關，達非常顯著水準，而

教師間接教學行為與情緒智力各層面均為正相關，達顯著與非常顯著水準；同儕正

向關係的「合作」、「遊戲」、「信任」、「親密」、「總同儕正向關係」、同儕負向關係

的「衝突」、「敵意」、「總負向關係」、總同儕關係與情緒智力各層面之相關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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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顯著水準。

（三）逐步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  對情緒智力最具預測力：在個人因素方面為「自我概念」；在家庭因素方面為「總關

懷」；在學校因素方面為「同儕正向關係」；在總情緒智力方面為「同儕正向關係」。

 �..  在三個因素中，變異量分別為：個人因素 .���、家庭因素 .0��、學校因素 .�0�，

其中以學校因素為最高。

（四） 典型相關分析結果

 �. 個人因素可解釋情緒智力總變異量之百分之 ��.��%。

 �. 家庭因素與情緒智力之典型相關未達顯著水準。

 �. 學校因素可解釋情緒智力總變異量之百分之 �0.��%。

 �. 總因素可解釋情緒智力總變異量之 ��.��%。

二、建  議

根據文獻探討所得及本研究的發現，茲提出下列建議，藉供教育應用及輔導之參考。

（一）依據文獻與本研究結果而提輔導之建議

         �. 建立國小資優生正向、積極之人格特質

　 　　要使資優生發揮他們的潛能，必先使他們具有健全的心理狀況（蔡玉瑟，����）。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個人方面，國小資優生的自我概念為影響其情緒智力之最重要因

素。自我概念能引導兒童的生活方向，影響個人的行為與期望；自我概念的正向與否深

深影響學生之情緒智力表現，換言之，建立學生正向、積極的自我概念，不但有助於提

升學童的自信心，同時也可增進學生的情緒智力。因此，教師應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與

技術，培養學生正確的自我概念；父母也應有良好的教養方式，關懷子女，保持良好的

互動溝通，以協助他們自我肯定。

         �. 建立良好之父母教養方式，加強親職教育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親子關係較好的國小資優生，其情緒智力的發展也較為良好；

而親子關係的好壞，受父母教養方式之影響，換言之，父母親若能關懷、認同、支持子

女，子女進而將擁有良好之情緒智力。

　 　　除此之外，本研究發現，雖然國小五年級資優生所知覺到的父母教養方式，不因性

別或家庭社經地位而有所差異，但男生大部份集中在「低關懷、高權威」，而女生則以

「高關懷、低權威」佔最多數，也許是因男生較好動、女生較乖巧懂事，因此父母在教

養方式上有所差別。

　 　　不論是普通生或資優生，父母若能提供愛與溫暖的環境，使其在穩定和諧的家庭中

成長，並具有安全感與自信心，子女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進而發展健全的人格與良好

的情緒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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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良好師生互動，引導正向同儕關係

　 　　在學校裡，教師與同儕是與學生相處最久、最密切的人，因此老師與同儕對於學生

的行為與情緒表現有深刻的影響。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教師教學行為對學生的情緒智力有很大的影響，且知覺教師

間接教學行為的資優生之情緒智力比知覺教師直接教學行為者高。因此，教師應瞭解資

優生的學習態度，並多加關懷與協助，教師的讚美、積極的評語可增進學生的自我評

價，經由良好的教師教學行為、師生互動，可提昇學生之情緒智力。

　 　　此外，為了協助資優生獲得更良好的情緒適應與發展，家長和老師應多關心孩童與

同儕相處的情形。本研究發現，同儕的正向關係 - 合作、遊戲、信任、親密，影響其情

緒智力相當深遠。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應多培養孩童的同理心與敏銳度，使他們學習與

人合作、懂得為人著想；並培養其包容心，使他們能夠接納同儕與自己的不同點，並教

導他們尊重他人、善於傾聽、樂於分享等態度，以增進其同儕互動的品質，藉由積極正

向的態度，減少不必要的人際衝突與紛爭，進而提升他們的同儕互動關係。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  本研究結果，以學校因素為最大影響力，然學校因素包含很多，如教師教學行為、同

儕關係、班級氣氛、教學環境、領導風格…等，本研究只以教師教學行為、同儕關係

為探討變項，未來研究將考慮其他變項，更能理解影響 EQ 之因素，對未來輔導更具

效益。

�.  在樣本方面，未來擬以全臺灣區進行抽樣，較具代表性，作外效性之推論才有說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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