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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是發展一套經濟有效的多功能語句完成測驗。研究程序包括，透過文獻分析以形成初

稿題目、焦點團體討論修正成預試題目、5 位專家學者的逐題與整體審查以確立正式題目、預試

填答以確立測驗的可行性。最後，修改完成「族群系列」與「主題系列」的測驗組合，其中族群

系列包括：國小版、國中版、高中職版、大學/研究生版、成人版、老人版及新住民版等 7 個版本；

主題系列則包括：家庭適應版、學習適應版、生涯適應版、感情適應版、工作適應版、軍中適應

版、婚姻適應版、教養適應版及疾病適應版等 9 個版本。各版本專家逐題審查的合格率全數到達

100%，專家整體內容評鑑方面，所有版本題目之效度平均數為 4.31 以上（滿分 5 分），CVI 平

均為 .86 以上（1.00 為最大值）表示本測驗工具有良好的專家內容效度；其次，正式題目再經過

31 位受測者共計填寫 48 份測驗版本，也發現大多符合編製預期，能理解題目意義且在 20 分鐘左

右獨立填寫完成，進一步確認本測驗工具的可行性。 

關鍵詞：主題系列、族群系列、語句完成測驗 

人格測驗工具包括「自陳測驗」（self-report inventory）和「投射測驗」（projective test）二大

類。自陳測驗最大的特色就是：題意明確、施測簡單、計分容易。因此，個案可以自己填寫測驗

題目而毋須評估者一一詢問解釋，計分過程具有客觀程序，不論誰來計分，結果都相同，故又稱

為「客觀測驗」（objective test），甚至可以透過電腦來協助計分的程序，這就是自陳測驗為何深受

心理工作者歡迎的地方。然而，自陳測驗最大的限制就是受測者容易作假或受社會期許影響，導

致測驗結果的信度與效度較認知能力測驗來得低。其次，由於自陳測驗的題目數量有限，基於「有

問才答」的原理，自陳測驗測不到題目以外的人格特質，而無法了解真正人格的全貌。而投射測

驗剛好可以彌補此項限制。 
投射測驗的基本假定是：提供一些意義模糊不清的刺激讓受測者自由反應。在這種情況下，

受測者常不知不覺將其內部的情感、態度、需要、價值、情緒、動機與人格特質等投射到其反應

之中。所提供的刺激愈無結構和模糊不清，受測者愈能夠將其真正的情感投射出來，亦即把測驗

刺激當作受測者「內心世界 X 光片」的「投射銀幕」。例如，提供一些墨漬、圖案、字詞給受測者

觀看，再詢問受測者聯想到什麼？或它們看起來像什麼？此時，受測者會不知不覺地將自己的想

法或感受，透過這些素材一點一滴的拼湊出來。投射技術的優點是：受測者無法猜出施測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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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也無法了解其反應所表現出來的到底是什麼。它不會受社會期許的影響，受測者也不容易

作假，而且可以測出隱藏在內心深處潛意識方面的問題（黃政昌，2008）。 
目前國內最常見的投射測驗工具包括「主題統覺測驗」（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羅

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 Ink Blot Test, RIBT）、「畫人測驗」（Draw-A-Person, DAP）、「語句完成

測驗」（Sentence Complete Test, SCT）。其中，「主題統覺測驗」、「羅夏克墨漬測驗」在臨床諮商與

治療上通常是個別施測，所需時間較長，且施測與解釋過程較為專業繁瑣，非經特別的專業訓練，

則無法有效的運用與解釋。因此，基於考量「投射測驗」的優點，以及希望編製一份簡單施測、

容易解釋的投射測驗工具，編製者乃選擇發展一套適用於各族群與適應主題的語句完成測驗。 

一、語句完成測驗的發展 

語句完成測驗是屬於採用「完成技術」（completion technique）方法來編製的投射測驗（郭生

玉，1985）。所謂「完成技術」是：提供一些不完全的刺激，由受測者去填補或完成。其基本假定

是：受測者會在其所完成的句子中，反映出他的希望、意願、焦慮及態度。如「我的父親…」、「我

的家庭….」等，屬於一 種 半 結 構 式 的 投 射 技 術，受測者的內容反應提供最豐富的心理資訊，

如「我的父親是一個沒有用的男人」、「我的家庭像是一座戰場」，可以幫助評估者充分了解受測者

如何看待他的父親與家庭，提供日後教育輔導或諮商治療的重要參考方向。 
語句完成測驗是人格評估、診斷與研究上很普遍使用的一種工具，最早是由 Payne 於 1928 年

應用在生涯諮商領域中，他編製 50 題的句根（sentence stem）讓受測者自由反應，以引出心中潛

藏的想法與感受，進而了解其人格特徵（劉焜輝，2003）。後來，Rotter 與 Rafferty 於 1950 年針對

大學生編製了一份含有 40 個句根的標準化語句完成測驗，稱為「羅特語句完成測驗」（Rotter 
Incomplete Sentences Blank, RISB），具備有計分指導、樣本反應及常模資料。計分包括衝突的（C）、

中性的（N）和積極的（P）等三類反應，除中性外，評估者根據評分表再將積極反應和衝突反應

再各分為三個等級，進行 0 至 6 分的 7 點量尺評定，即積極反應依弱到強的程度評定 0、1、2 三

種分數，中性反應得分為 3，衝突反應由弱到強評定 4、5、6 三種分數。例如「人們對我很仁慈」，

為強度最弱的積極反應，得分 P = 0；「人們生而平等」，為中性反應，得分 C = 3；「人們都是冷血

動物」，為強度最強的衝突反應，得分 C = 6。據此計算出每個人測驗的總分，分數愈高表示衝突

程度愈高，反之，分數愈低表示適應愈良好（劉佳蕙、葉莉薇，1985）（註：「羅特語句完成測

驗」已於 1992 年發行第二版，Rotter Incomplete Sentences Blank-Ⅱ, RISB-Ⅱ）。學者 Goldberg（1966）

進一步調查發現，語句完成測驗已被廣泛地運用在各領域，包括社會穩定性研究、病患的心理適

應衡鑑、學業成就的預測研究，以及團體差異比較研究等。 
國內學者黃堅厚（1973）根據 Rotter 的「羅特語句完成測驗」（RISB），進一步修訂為「中

國語句完成測驗」（Chinese Sentence Complete Test, CSCT），應用於國中學生的適應困擾評估，

施測過程引發學生高度興趣，也建議應用在協助發現學生適應情形與心理困擾。近期，則是王俊

明、黃堅厚與張景媛（1997）受教育部委託編製「國中學生語句完成測驗」，共有 35 個句根，學

生依個人感受作答，可了解學生的適應情形。並根據 Rotter 的客觀計分方式從 7 點量尺計分改成 5
點量尺，即是將學生反應分為正向反應、中性反應與負向反應三類，屬於正向反應得 1 分，中性

反應得 0 分，若為負向反應，則依反應強度分別給予-1（有點困擾）、-2（很困擾）、-3（非常困

擾）的分數。最後分別將受測者的正向分數累計，得到正向總分（P）；再將負向分數累計，得到

負向總分（N）。據此分數了解學生適應上的困擾或篩選適應欠佳的學生。 
由於語句完成測驗是極為簡單方便的工具，國民小學國語課習作中也經常以造句練習的方式

出現，深受教育當局與小學教師採用，例如「上學…」題目回答「上學是一件很無聊的事」；「數

學…」的題目回答「數學總是讓我覺得自己像笨蛋」。一方面可以作為提升語文能力的練習題目，

另一方面可藉機了解兒童的學習適應情形。然而，語句完成測驗並沒有如「 主題統覺測驗」或「 羅

夏克墨漬測驗」一般有全世界通用的版本，即共同的問句題目。因此在諮商實務上通常是根據機

構的特性、評估問題、施測對象等特性，自行編擬與設計常用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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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句完成測驗的特色 

（一）施測簡單，既經濟又方便 
語句完成測驗的施測過程，基本上只需要有題本兼答案紙、鉛筆，再找一個不受干擾的情境

即可進行，時間通常在 20 分鐘左右即可完成，施測時間快速，不會耽誤太多時間。亦即施測者無

需大費周章準備施測工作，如積極尋找一個非常安靜的施測空間、安排完整一節課或 50 分鐘以上

的施測時間；其次，測驗耗材的花費也相當低廉，沒有一般測驗需要大量購買題本、答案紙及計

分紙的高成本壓力，因此施測簡單，成本又經濟。 
（二）回答方式簡單，個案接受度高 
語句完成測驗的填寫方式非常簡單，只需要回答題目（句根）即可，因此只要能看懂題目的

意思就能回答。其次，語句完成測驗的回答形式和兒童在學校填寫的造句形式相同，對一般人而

言並不陌生，也可減低心理上的焦慮和防衛。此外，不只對兒童適用，對青少年、成人，甚至老

人都很適合以語句完成測驗來蒐集資料，施測對象沒有任何年齡限制。雖然語句完成測驗通常是

以文字敘寫的方式完成，但對於學齡前兒童、低年級學童及閱讀表現不佳之個案，也可以調整以

詢問方式，引導個案進行口頭回答。 
（三）蒐集豐富訊息，輔助臨床評估 
語句完成測驗是一種投射式技術，個案作答過程中較沒有壓力，可以自由的反應，藉此蒐集

到豐富的心理資訊，藉以輔助臨床面談或正式測驗結果。Rotter、Michael 與 Rafferty（1992）也認

為語句完成測驗有兩項臨床上的重要意涵：（1）藉由提供臨床人員素材和個案一起去探索，來促

進諮商的過程；（2）提供額外的資訊，且以一種廣泛心理衡鑑方式，作為形成臨床假設的來源之

一。亦即這是一種逐句作解釋、逐句討論，進而對個案形成整體描述的過程。 
（四）可團體施測，亦可個別施測 
施測方式簡單易懂，因此可用於班級或團體施測，例如教師剛接一個班級，想了解每個學生

的心理狀況；或是針對一年級新生、轉復學生進行大量團體施測，以了解他們的身心適應狀況，

此時即可採用施測容易、成本低廉的語句完成測驗。在個別施測方面，若是諮商晤談中個別施測，

更可以邊看測驗結果，邊進行諮商討論，以幫助個案覺察與改變；諮商的不同階段也可以進行施

測，了解個案的改變情形或諮商效果。此外，面對害羞或不善於口語表達的個案，也可以透過文

字回應了解個案的內心想法與感受。 
（五）專業要求較低，使用人員廣泛 
施測過程非常簡單易懂，猶如照樣造句，因此任何教育輔導人員或專業助人工作者皆可使用。

在解釋方面，施測者透過語句完成技術獲得的豐富資訊，並不需要依循特定治療學派或理論去分

析，解釋上具有相當大的彈性。即使客觀計分和解釋的方法已經發展出來（如 RISB-Ⅱ），但使用

推論法（inferential approach），加上其他相關資訊來解釋還是最常見的方式。其次，在適應障礙學

生或臨床案例的心理評估中，為求資料蒐集的完整性與推論的適切性，在此半投射式句子中得到

的反應資訊，仍應該參考其他來源資訊（如評估會談、檔案資料、心理測驗或行為觀察等），再加

上施測者對於語句完成測驗的經驗及相關心理議題的專業認知，進一步進行綜合分析，才能正確

形成對個案的問題概念化或解釋圖像。 
（六）可自行設計題目，彈性運用 
語句完成測驗是一種極為簡單方便的測驗工具，各領域或族群的臨床諮商與教育輔導工作

者，都可以根據測量需求與受測者特性，自行進行編擬設計。例如，大學諮商輔導人員，可以根

據人際、學業、生涯、自我概念、生活等向度，進行大學生版的題目設計。而兒童諮商輔導工作

者，可以根據兒童的身心適應、同儕適應、學習方法、學習環境、壓力因應背景、適應情形、困

擾類別等向度，進行學習適應版的題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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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一、編製一套經濟有效的投射測驗，協助蒐集豐富的心理訊息 

了解學生或個案的適應情形，永遠都是各領域教育輔導工作人員（各級學校、醫院、部隊、

監獄、就服單位、工商機構、諮商治療機構等）最重要的責任，「預防重於治療」的概念更是心理

衛生中三級預防的重要精神，因此發展一套具有快速評估與篩選功能的測驗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不但能夠快速了解學生的適應情形，即「初級評估」；甚至進一步篩選出高關懷的對象，即「次

級評估」，亦即篩選有潛在問題徵兆如輕度行為偏差或心理困擾的學生，以供給導師及學校諮商輔

導單位作為進一步關懷輔導與諮商處遇之用。其次，在實施程序上，考量到學校人力、物力上的

限制，乃希望發展出一套施測快速、訊息豐富、成本低廉的心理測驗工具，以提供學校諮商輔導

單位能夠快速的進行施測與篩選，進而規劃高關懷對象的輔導處遇計畫。 
語句完成測驗的優點與特色如前所述，它是一種半投射性測驗工具，兼具個案接受度高、不

易防衛、作答容易、施測時間短、適合團體大量施測等優點，進一步可以蒐集個案內心深處的想

法和感受，但又不會有其他投射測驗的繁鎖施測過程和需專業訓練才能分析解釋的限制。因此面

對各級輔導工作人員都很忙碌，人力、時間、成本有限下，編製者想發展出一套經濟有效的語句

完成測驗，以快速有效的幫助教育輔導人員或臨床諮商人員，了解各級學生、臨床個案或機構內

人員的適應情形與可能困擾，作為進一步參考、關懷、輔導、轉介及追蹤之用，此乃本測驗的編

製動機之一。 

二、包括「族群系列」與「主題系列」，方便選擇與彈性應用 

目前國內沒有測驗單位正式出版語句完成測驗。雖然國內學者黃堅厚於 1973 年曾根據 Rotter
的「羅特語句完成測驗」（RISB），進一步修訂為「中國語句完成測驗」（Chinese Sentence Complete 
Test, CSCT）；而王俊明等人於 1997 年進一步接受教育部委託編製「國中學生語句完成測驗」。但

這兩份語句完成測驗都是根據 Rotter 的客觀計分方式進行編製，一方面它需要先將反應內容分類

為正向、中性、負向等三種反應，再根據強度評定 5 點或 7 點量尺分數，在計分解釋上相對繁瑣，

較適合個人施測，對於團體施測可能要耗費過多時間；另一方面，這兩個測驗僅是針對「國中生」

的族群來編擬設計的版本，並沒有考量到其他族群或常見議題，應用的範圍較為有限。 
因此，本測驗希望能以質性解釋為主，且兼顧各族群或相關適應議題，以真正落實簡單實用

的目的。編製者蒐集國內相關文獻資料，並透過自己多年的教育輔導與臨床經驗，進一步整理出

各種年齡族群和常見適應主題，分別編製成「族群系列」和「主題系列」的語句完成測驗組合，

再依序進行焦點團體修正、專家內容效度審查以及預試填答分析。其中，族群系列的語句完成測

驗，乃是蒐集各種族群中最常出現的類別向度，再進行句根（題目）的設計，以自我探索、自我

了解的初級評估（primary assessment）為主；同理，主題系列語句完成測驗，也是先蒐集各種常見

適應主題中最常出現的類別向度，再進行句根（題目）的設計，以適應困擾篩選的次級評估

（secondary assessment）為主。因此，編製一套包含「族群系列」與「主題系列」，且方便選擇與

彈性應用的多功能語句完成測驗組合，乃本測驗的編製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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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乃是應用文獻分析法、焦點團體法、專家內容效度審查，以及受測者的預試填答等程

序完成。首先編製者先參考國內相關文獻，包括專書、期刊和測驗工具；再透過自己多年的教育

輔導與臨床諮商經驗，編製設計成「族群系列」與「主題系列」的測驗組合，其中「族群系列」，

包括：小學生版、國中生版、高中職版、大學/研究生版、成人版、老人版及新住民版等七個版本；

「主題系列」則包括：家庭適應版、學習適應版、生涯適應版、感情適應版、工作適應版、軍中

適應版、婚姻適應版、教養適應版及疾病適應版等九個版本，此二大系列測驗合計有 16 個版本。

其次，各版本的初稿題目，先經過焦點團體討論修正成預試題目，再經過五位專家學者進行嚴謹

的內容效度審查，包括專家逐題審查與整體內容評鑑方面。最後修改完成的正式題目再進行預試

填寫的可行性確認，進一步確認本測驗工具的可行性與內容效度。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的參與者，包括參與焦點團體的 5 位實務工作者、專家內容效度審查的 5 位專家學者，

以及參與預試的 31 位受測者，其基本資料詳見表 1、表 2、表 3。 

表 1 5 位焦點團體成員基本資料表 
 A B C D E 

現職 服役中（輔導類） 考照中 研究助理 考照中 行動心理師 
學歷 諮商輔導碩士 諮商輔導碩士 諮商輔導碩士 諮商輔導碩士 諮商輔導碩士 

證照 諮商心理師 護理師 諮商心理師 記者 諮商心理師、小

學教師 

相 關

經歷 
英文老師、醫院

實習心理師 
護理師、輔導人

員、實習心理師

輔導人員、實

習心理師 

記者、輔導人

員、實習心理

師 

小學教師、輔導

教師、實習心理

師 

三、研究程序 

（一）決定編製的方式 
1. 使用系列方式編製不同版本 
語句完成測驗的版本或形式通常有二種，一種是沒有特定對象，任何受測者都可以共同使用，

通稱為語句完成測驗，沒有冠上任何族群或主題；另一種是針對特定對象或目的所設計的版本，

如「國中學生語句完成測驗」、自編「某國小高年級語句完成測驗」。本測驗希望能兼顧兩者的特

色，亦即針對不同族群或主題進行專屬的句根設計，方便日後施測者可以透過選擇不同系列測驗，

進一步找到適合施測的表單版本，此方式將比沒有特定族群或主題的語句完成測驗更具有內容效

度，也更能反應受測者的真實狀況。因此本測驗區分為「族群系列」和「主題系列」二種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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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位審查專家基本資料表 
 A B C D E 

性

別 男 女 女 男 女 

現

職 
諮商相關科系副教

授、諮商心理師 
諮商相關科系副

教授、諮商心理師

諮商心理師、博士

候選人、講師 
諮商心理師、基

金會主任 
小學輔導教師、諮

商心理師 

專

長 

家庭與關係衡鑑、

情感與婚姻諮商、

學校心理學、發展

心理學等 

臨終關懷、安寧療

護、生命教育、醫

療諮商、悲傷諮商

等 

生涯發展、職場適

應、壓力調適、青

少年問題、學校輔

導等 

學校輔導、兒少

家暴處遇、親密

關係、男性關係

等 

兒童發展評估、兒

童諮商、親職教

育、學校輔導工作

等 
學

歷 
臨床與諮商博士 諮商輔導博士 教育學士、諮商心

理學碩士、博士 
心理學學士、諮

商心理學碩士 
教育學士、諮商心

理學碩士 

證

照 

副教授、諮商心理

師、諮商督導 
副教授、諮商心理

師、諮商督導 
諮商心理師、中學

輔導教師、諮商督

導 

諮商心理師、諮

商督導 
諮商心理師、小學

教師 

相

關

經

歷 

大學教師 /輔導教

師、大學諮商中心

主任、執業心理師 

大學教師/輔導教

師、執業心理師 
高中 /大學輔導教

師、家暴性侵中心

兼任心理師、執業

心理師 

軍中輔導人員、

駐校心理師、兒

少家暴治療師、

執業心理師 

小學教師 20 年、

輔導教師、醫院實

習心理師、執業心

理師 
 
2. 句根（題目）數量與施測時間 
本測驗的特色是區分為「族群系列」和「主題系列」二大測驗組合，考量到兒童到成人，甚

至老人與新移民等不同族群受測者，且可能同時使用二個以上的表單進行多功能施測組合，以及

要兼顧作答的時間和受測者的耐性與專注力。因此，本測驗每個版本的句根（題目）數量設定在

28 至 35 題之間，作答時間大約為 15 至 25 分鐘。配合國小每節課 40 分鐘、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每

節課 50 分鐘，以及諮商晤談時間每次約 50 分鐘，剛好可以從容的完成一份表單的說明與填寫，

方便施測者在時間上的運用。當然若是國中以上無閱讀障礙的受測者，甚至可以在一節次中完成

二份表單。 
3. 兼顧不同類別的向度 
所有句根的組成有「整體型」和「分類型」二種，整體型是指直接提供一般性的句根，不區

分任何向度，直接找出最具代表性的句根，例如「國中生語句完成測驗」（王俊明等人，1997），

找出 35 個句根來組成該測驗。分類型，則是先找出該版本中最常出現的重要向度，再分別提供特

定數量的句根（Brown & Unger, 1992），例如本測驗中的「語句完成測驗（大學／研究生版）」，先

決定出大學生最常見的向度如自我了解、學業適應、人際關係、愛情關係、壓力因應等，再分別

去找出重要的代表性句根，如學業適應向度，包括「我覺得讀這個科系…」、「系上的專業資源…」、

「班上的學習風氣…」、「我對於自己的學習表現…」、「我對於時間的安排…」、「指導教授…」、「論

文…」等句根。本測驗採用「分類型」方式進行編製，透過代表性向度的架構，以蒐集到受測者

更充分與深入的資訊。 
4. 採用低結構性的句根 
語句完成測驗的作答方式，包括限制選擇式與自由完成式二種。限制選擇式是在一句未完成

的語句後面列出數個短句，要受測者從中選擇一個自認為合適的短句完成，猶如選擇題一般。自

由完成式，則是要求受測者將未完成的句子補充成完整的句子，對受測者不加任何其他限制。自

由完成式根據句根的長短，又可分為高、低二種結構性題目。低結構性題目，如「我想…」、「我

覺得…」，因為語句結構不明顯，較容易引發受測者的毫無顧忌的自由反應，獲得較真實或潛藏的

資料；高結構性的題目，如「我最滿意的身體部位是…」、「我最討厭的科目是…」，雖然較可能對

受測者造成威脅而影響其坦承作答，但是卻可以對受測者的特定內容有更深層的了解與掌握（黃

政昌，2008）。雖然，高低結構性的句根設計各有其特色限制，但是考量本測驗希望受測者能減低

防衛和焦慮，真實反應內在的想法與感受，因此採用低結構性的句根進行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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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1 位預試對象基本資料表 
 第一位預試者 第二位預試者 其他預試者 
族群系列    
1. 國小版 四年級／女 六年級／女 一年級／女；二年級／女；

三年級／男；五年級／女 
2. 國中版 七年級／女 八年級／女 九年級／女性 
3. 高中職版 高一／女 高職一／汽修／男 高三／男性 
4. 大學/研究生版 大一／男／大傳 碩二／女／心輔 大二／男/心輔；大三／女

／心輔；碩四／男／物理

5. 成人版 28歲／男／碩士／工程師 42歲／女／碩士／國小教

師 
29 歲／女／碩士／助理 

6. 老人版 65 歲／女／專科／開店 67 歲／女／小學肄/按摩

師 
67 歲／女／國中／帶孫子

7. 新住民版 32 歲／女／國中／中國/
家管 

47 歲／女／高中／中國／

家管 
 

主題系列    
8. 家庭適應版 八年級／女 高一／女 大三／女／心輔 
9. 學習適應版 八年級／女 高（職）二／男 大一／男／大傳 
10. 生涯適應版 大三／女／心輔 29 歲／女／碩士／助理 38 歲／女／專科／安親班

老師 
11. 感情適應版 大三／女／心輔 碩二／女／心輔 30 歲／男／碩士／輔導員

12. 工作適應版 28歲／男／碩士／工程師 38歲／女／專科／安親班

老師 
29 歲／女／碩士／助理 

13. 軍中適應版 28歲／男／碩士／工程師

（去年退伍） 
30歲／男／碩士／輔導替

代役（服役中） 
 

14. 婚姻適應版 42歲／女／碩士／國小教

師 
44歲／男／博士／大學老

師 
 

15. 親子教養版 38歲／女／專科／安親班

老師 
42歲／女／碩士／國小教

師 
 

16. 疾病適應版 77歲／女／不識字／家管

／高血壓、眼中風 
74歲／男／國小肄／農人

／重聽、慢性胃潰瘍 
 

 
5. 採用「直覺印象法」解釋 
語句完成測驗的結果有二種解釋方式，「直覺印象法」和「客觀計分法」。直覺印象法是最傳

統常用的方式，評估者針對各個語句逐一分析，找出相互間有意義的關連或獨特之處，以及它們

隱含的意義，再參考受測者的主訴問題、背景資料，甚至其他測驗資料，逐漸對受測者形成一個

整體的評估印象或概念化圖像。而客觀計分法則是由 Rotter 與 Rafferty（1950）所創，如前所述，

乃是依據評分表針對受測者的每個句子反應進行 0 至 6 分的 7 點量尺評定，分數愈高表示衝突程

度愈高，適應情形也較差；反之，分數愈低則表示衝突程度愈低，適應情形則較佳。本測驗希望

兼具施測方便、解釋容易及適合團體施測等特性，因此考量分類與評分過程相當費時，為避免增

加施測者的時間成本與專業負擔，本測驗不採用客觀計分法，而採用直覺印象法進行測驗結果的

解釋分析。 
（二）建立測驗架構與句根（題目）初稿 
測驗架構與句根（題目）初稿，乃是透過二個階段完成。第一階段，編製者先參考國內相關

文獻，包括專書、期刊和測驗工具，詳見表 1 所示；再透過自己 20 多年的教育輔導與臨床諮商經

驗，決定將「族群系列」語句完成測驗分成：國小版、國中版、高中職版、大學／研究生版、成

人版、老人版及新住民版等 7 個版本；「適應系列」語句完成測驗則分成：家庭適應版、學習適應

版、生涯適應版、感情適應版、工作適應版、軍中適應版、婚姻適應版、教養適應版及疾病適應

版等 9 個版本，此二大系列測驗合計有 16 個版本。 



554 教 育 心 理 學 報  

第二階段，編製者繼續參考國內相關文獻和自己的臨床實務經驗，進一步整理出 16 個版本中

分別最常出現的重要向度 4 至 6 個，以及分別設計出該向度的代表性句根 4 至 6 題，進而編擬出

每個測驗版本的初稿題目。測驗初稿的向度內容與句根數量，詳見表 5、表 6 中第 2、3 欄位所示。 

表 4 本測驗各版本編題設計的參考文獻 
測驗版本 參考文獻（專書、期刊和測驗） 

族群系列 
1. 國小版 王文秀、田秀蘭、廖鳳池，2011；吳新華，1996；吳裕益、侯雅齡，2000；林

建平，2010；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2；劉佳蕙、葉莉薇，1985。 
2. 國中版 內政部統計處，2003；王俊明、黃堅厚、張景媛，1997；吳武典，1997；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2；黃政昌、黃英琪、連秀鸞、陳玉芳，2012；

楊孟麗，2005；劉國兆，2009。 
3. 高中職版 內政部統計處，2003；柯永河，1988；紀櫻珍等人，2010；郭靜晃，2006；

陳李綢、蔡順良，2009；黃德祥，2008。 
4. 大學／研究生版 朱錦鳳，2008；陳玉芳，2008；陳李綢，2000；陳李綢，2012；曾文志，2008；

黃政昌，2008。 
5. 成人版 李美遠，2000；郭靜晃，2013；陳如山、洪栩隆、陳文杏，2005；黃富順、

陳如山、黃慈，2006；糠明珊，2006。 
6. 老人版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9；李玉嬋，2007；許玉容，2013；陳雪芬、

黃雅文，2013；黃富順，2012；黃智瑄，2013。 
7. 新住民版 林月鳳、周慧玲，2007；林淑慧，2011；黃森泉、張雯雁，2003；鄭舒嫻、陳

春蓓，2011；魏麗敏，2008。 
主題系列 

8. 家庭適應版 王以仁，2014；侯雅齡，2003；莊耀嘉，1999；曾端真，1993；黃宗堅、謝

雨生、周玉慧，2004；賴保禎；1993。 
9. 學習適應版 何英奇、毛國楠、張景媛、周文欽，2001；李咏吟、張德榮、洪寶蓮，1993；

李坤崇，1991；林建平，1997；黃政昌，2008。 
10. 生涯適應版 吳芝儀，2000；吳淑琬、王以仁、王聲偉、王聲柔，2013；林幸台、田秀蘭、

張小鳳、張德聰，2010；金樹人，2011；彭慧玲、蔣美華、林月順等譯，2009。

11. 感情適應版 王以仁、林淑玲、駱芳美，2006；王慶福、張德榮、林幸台，1995；卓紋君，

2004；林宗鴻譯，2006；賴倩瑜，2000。 
12. 工作適應版 王以仁、林淑玲、駱芳美，2006；張雅萍、黃財尉，2014；張滿玲譯，2006；

陳武雄，2008；趙然，2011。 
13. 軍中適應版 卓淑玲、邱發忠，1999；洪應慈、馮煥光，2006；孫敏華，1999；孫敏華，

2000；孫敏華、陳洋洲，2002；劉碧芳，2005。 
14. 婚姻適應版 王以仁、林淑玲、駱芳美，2006；林彥妤、郭利百加譯，1994；張思嘉、周

玉慧、黃宗堅，2008；郭春松，2004；曾端真，1993。 
15. 教養適應版 王以仁，2014；王鍾和，2009；李偉文，2011；翁桓盛，2012；翁毓秀，2003；

陳富美，2005；鍾思嘉，1994。 
16. 疾病適應版 吳麗敏、金繼春，2009；李玉嬋，2006；辛幸珍、施欣欣、許正園，2006；

岳端品、陳柚綾、陳淑齡，2000；許達夫，2013；曾雯琦，2013；蔣欣欣、

陳美碧，2003。 
 
（三）焦點團體之修正，形成預試題目 
測驗初稿編擬完成後，編製者邀請 5 位碩士級諮商輔導工作者（基本資料詳見表 1），以焦點

團體的方式針對二大系列 16 個版本測驗的「向度內容」、「句根設計」逐一進行討論與修正。焦點

團體討論重點包括：每個版本的向度類別是否適當或具有代表性、句根設計是否文字描述適當或

數量得宜。經由焦點團體討論，本測驗修正完成的向度內容與預試題數如表 5、表 6 中第 4、5 欄

位所示。修正的重要原則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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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測驗（族群系列）初稿與焦點團體後之向度名稱與題目數量對照表 

測驗版本 初稿時向度名稱 
（題數） 

初稿題數 
（未歸類題數）

討論後向度名稱 
（題數） 預試題數 

1. 國小版 

自我概念（5） 
與長輩的關係（5）

同儕關係（5） 
目標（4） 
問題（4） 
自我效能（5） 
學校（5） 

33 
（18） 

自我概念（5） 
家庭氣氛（4） 
學校適應（4） 
學習態度（6） 
同儕關係（4） 
壓力因應（6） 

29 

2. 國中版 

自我概念（7） 
獨立（5） 
同儕關係（4） 
目標（4） 
問題（5） 
感情（4） 
現狀（4） 

33 
（20） 

自我概念（6） 
與成人的關係（6） 
學業適應（6） 
同儕關係（6） 
壓力因應（6） 

30 

3. 高中職版 

自我概念（5） 
獨立（4） 
學業（6） 
生涯（7） 
情感（3） 
同儕關係（4） 
問題（5） 

34 
（25） 

自我概念（6） 
與成人的關係（5） 
學業適應（8） 
同儕關係（6） 
自我控制（6） 
壓力因應（6） 

37 

4. 大學／研究生版

自我概念（5） 
學校生活（8） 
生涯（7） 
情感（5） 
同儕關係（5） 
問題（5） 

35 
（20） 

自我了解（6） 
學業適應（7） 
人際關係（5） 
愛情關係（5） 
未來規劃（6） 
壓力因應（6） 

35 

5. 成人版 

自我概念（6） 
關係（6） 
家族（6） 
壓力因應（5） 
生活型態（6） 
個人需求（4） 

33 
（25） 

自我價值（6） 
工作適應（6） 
人際適應（6） 
感情適應（5） 
未來看法（5） 
壓力因應（6） 

34 

6. 老人版 

健康（5） 
生命回顧（7） 
關係（6） 
調適（7） 
日常生活（5） 

30 
（10） 

生命回顧（6） 
人際歸屬（6） 
生活與獨立（6） 
老化調適（6） 
疾病適應（6） 
壓力因應（6） 

36 

7. 新住民版 

家庭適應（8） 
社會適應（7） 
家鄉（4） 
困擾壓力（7） 
自我認同（4） 
生命歷程（6） 

36 
（10） 

文化適應（6） 
自我認同（5） 
婚姻家庭（5） 
生活習慣（7） 
人際適應（6） 
壓力因應（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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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本測驗（主題系列）初稿與焦點團體後之向度名稱與題目數量對照表 
測驗版本 初稿時向度名稱 

（題數） 
初稿題數 

（未歸類題數） 
討論後向度名稱 

（題數） 預試題數 

8. 家庭適應版 

常規（5） 
期待（5） 
功能（7） 
環境（5） 
家人（5） 
壓力（5） 

32 
（20） 

家的期待（4） 
家庭規則（5） 
家庭氣氛（5） 
家人互動（5） 
家庭功能（6） 
壓力因應（5） 

30 

9. 學習適應版 

現狀（5） 
期待（5） 
家長期待（5） 
困擾（5） 
自我效能和資源（5） 

25 
（15） 

學習動機（6） 
身心適應（6） 
同儕適應（6） 
學習方法（6） 
學習環境（6） 
壓力因應（7） 

37 

10. 生涯適應版 

目標（5） 
問題（7） 
社會期待（5） 
自我效能（6） 
需要（5） 
興趣（5） 

33 
（16） 

自我了解（6） 
社會影響（6） 
生涯環境（5） 
決定能力（5） 
未來展望（5） 
壓力因應（7） 

34 

11. 感情適應版 

期待（5） 
現狀（5） 
困擾（5） 
自我效能（5） 
需要（5） 

25 
（20） 

愛情期待（5） 
愛情價值觀（5） 
互動情形（6） 
親密程度（6） 
需求滿足（5） 
壓力因應（7） 

34 

12. 工作適應版 

現狀（8） 
壓力（6） 
動力（4） 
職場關係（4） 
自我實現（7） 
期待（5） 

34 
（15） 

能力勝任（6） 
人際適應（6） 
工作與生活（5） 
工作動力（6） 
未來展望（5） 
壓力因應（7） 

35 

13. 軍中適應版 

期待（4） 
調適（4） 
角色（5） 
環境（6） 
壓力（4） 
放假（4） 

27 
（15） 

心理衝擊（6） 
接納調適（6） 
環境適應（7） 
人際適應（5） 
壓力因應（7） 

31 

14. 婚姻適應版 

現狀（6） 
期待（4） 
關係（5） 
承諾（5） 
親密（4） 
張力（6） 
需要（5） 

35 
（15） 

婚姻期待（5） 
共同承諾（6） 
婚姻氣氛（6） 
互動情形（6） 
親密程度（6） 
壓力因應（7） 

36 

15. 教養適應版 

承諾責任（5） 
教養價值觀（6） 
教養方式（6） 
阻力助力（5） 
身心狀態（3） 
其他（5） 

30 
（12） 

承諾責任（5） 
教養價值觀（6） 
教養方式（6） 
助力阻力（5） 
身心狀態（5） 
壓力因應（7） 

34 

16. 疾病適應版 

情緒反應（5） 
認知反應（5） 
治療（5） 
改變（5） 
因應（5） 
適應（6） 

31 
（10） 

心理衝擊（6） 
治療情形（6） 
接納調適（6） 
功能影響（6） 
人際適應（6） 
壓力因應（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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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族群系列」或「主題系列」各版本的重要代表性向度約 5 至 6 個，每個向度題目約 5
至 7 題，總題數約 30 題上下。 

2. 焦點團體中認同編製者將題目依不同向度分別排列，以利填寫流暢性與分析便利性。因為

若題目隨機排列，將導致結果分析時施測者還要去做歸類的處理動作，增加施測負擔。 
3. 各版本的最後一個向度統一為「壓力因應」，亦即針對該族群或主題的情緒壓力、常見困擾、

壓力因應、求助方式、求助對象及特殊壓力想像等進行題目設計，以了解受測者的壓力反應狀況，

增加本測驗應用的價值性。 

四、進行專家內容效度審查，確定正式題目 

焦點團體討論後，綜合修正意見，完成測驗的預試題目。進一步再邀請 5 位專家擔任內容效

度的審查委員，進行所有版本語句完成測驗的句根（題目）的審查。由於本測驗包括「族群系列」

和「主題系列」共 16 個測驗版本，為求專家具有代表性，特別邀請這些領域的專家學者和實務工

作者來擔任專家評審（基本資料詳見表 2）。審查包括「專家逐題內容審查」與「專家整體內容審

查」二大部分，分述如下： 
（一）專家逐題內容審查 
編製者提供專家內容效度審查的邀請函、審查評鑑表，以及本測驗的編題說明與參考資料，

幫助專家們能夠清楚了解本測驗編製的原理，以利有效針對測驗句根（題目）進行逐題審查。審

查結果包括題目「適用」、「不適用」及「修改後適用」三種。最後為求嚴謹，綜合五位專家的審

查結果與修正意見，則將審查原則分為下列三項： 
1. 採用原題：有五位以上專家均認為題目適用，則該題將不會進行修正，直接保留原題目。 
2. 修改題目：有四位以上專家認為題目適用或題目修改後適用，編製者將原題目依專家意見，

修正後採用。 
3. 刪除原題：有二位以上之專家認為題目不適用，則編製者擬將該題目予以刪除，且不再修

正採用。 
專家逐題內容效度審查結果如表 7、表 8 第 4、5 欄位所示。其中，每個版本的所有題目獲得

4 位以上專家同意「題目適用」或「題目修改後適用」的合格率，全數到達 100%。可見本測驗每

一題句根（題目）內容，專家們均相當同意符合測驗的向度名稱與向度內涵，亦即代表各版本測

驗的題目內容均具有良好的專家內容效度。其次，考量到專家審查中發現同一個測驗版本中的題

目之間有重疊相似之處，因此予以合併或刪除；另外，專家意見中也有建議新增題目，以增加該

測驗向度的完整性。經由專家逐題內容效度審查後，增加或刪除題數與正式的題數之分布情形詳

見表 7、表 8 中，第 6、7 欄位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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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本測驗（族群系列）專家內容效度逐題審查及修改結果 

測驗版本 向度名稱 預試題數 審查合格題數 
（修改題數） 合格率 增加或刪除題數 正式題數 

1. 國小版 

自我概念 5 5（2） 100% 0 5 
家庭氣氛 4 4（0） 100% 0 4 
學校適應 4 4（3） 100% 0 4 
學習態度 6 6（2） 100% 0 6 
同儕關係 4 4（1） 100% 0 4 
壓力因應 6 6（2） 100% 0 6 
合計 29 29（10） 100% 0 29 

2. 國中版 

自我概念 6 6（2） 100% 0 6 
與成人關係 6 6（1） 100% 0 6 
學業適應 6 6（0） 100% 0 6 
同儕關係 6 6（1） 100% 0 6 
壓力因應 6 6（1） 100% 0 6 
合計 30 30（5） 100% 0 30 

3. 高中職版 

自我概念 6 6（0） 100% 0 6 
與成人關係 5 5（1） 100% 0 5 
學業適應 8 8（4） 100% 0 8 
同儕關係 6 6（3） 100% -1 5 
自我控制 6 6（3） 100% -1 5 
壓力因應 6 6（1） 100% 0 6 
合計 37 37（12） 100% -2 35 

4. 大學生／研究生版 

自我了解 6 6（1） 100% 0 6 
學業適應 7 7（2） 100% 0 7 
人際關係 5 5（4） 100% 0 5 
愛情關係 5 5（1） 100% 0 5 
未來規劃 6 6（3） 100% 0 6 
壓力因應 6 6（1） 100% 0 6 
合計 35 35（12） 100% 0 35 

5. 成人版 

自我價值 6 6（0） 100% 0 6 
工作適應 6 6（3） 100% 0 6 
人際適應 6 6（1） 100% 0 6 
感情適應 5 5（0） 100% 0 5 
未來看法 5 5（3） 100% 0 5 
壓力因應 6 6（1） 100% 0 6 
合計 34 34（8） 100% 0 34 

6. 老人版 

生命回顧 6 6（0） 100% 0 6 
人際歸屬 6 6（3） 100% -1 5 
生活與獨立 6 6（3） 100% -1 5 
老化調適 6 6（3） 100% 0 6 
疾病適應 6 6（4） 100% 0 6 
壓力因應 6 6（1） 100% -1 5 
合計 36 36（14） 100% -3 33 

7. 新住民版 

文化適應 6 6（5） 100% -1 5 
自我認同 5 5（1） 100% -1 4 
婚姻家庭 5 5（4） 100% 0 5 
生活習慣 7 7（7） 100% 0 7 
人際適應 6 6（4） 100% 0 6 
壓力因應 6 6（1） 100% 0 6 
合計 35 35（22） 100% -2 33 

全系列  236 236（83） 100% -7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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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本測驗（主題系列）專家內容效度逐題審查及修改結果 

測驗版本 向度名稱 預試題數 
審查合格題數 
（修改題數） 

合格率 增加或刪除題數 正式題數 

8. 家庭適應版 

家的期待 4 4（1） 100% 0 4 
家庭規則 5 5（0） 100% 0 5 
家庭氣氛 5 5（1） 100% 0 5 
家人互動 5 5（0） 100% 0 5 
家庭功能 6 6（3） 100% 0 6 
壓力因應 5 5（1） 100% +2 7 
合計 30 30（6） 100% +2 32 

9. 學習適應版 

學習動機 6 6（0） 100% 0 6 
身心適應 6 6（0） 100% -1 5 
同儕適應 6 6（3） 100% 0 6 
學習方法 6 6（6） 100% 0 6 
學習環境 6 6（0） 100% -1 5 
壓力因應 7 7（1） 100% 0 7 
合計 37 37（10） 100% -2 35 

10. 生涯適應版 

自我了解 6 6（2） 100% 0 6 
社會影響 6 6（3） 100% 0 6 
生涯環境 5 5（1） 100% 0 5 
決定能力 5 5（0） 100% 0 5 
未來展望 5 5（2） 100% 0 5 
壓力因應 7 7（1） 100% 0 7 
合計 34 34（9） 100% 0 34 

11. 感情適應版 

愛情期待 5 5（0） 100% 0 5 
愛情值觀 5 5（1） 100% 0 5 
互動情形 6 6（1） 100% -1 5 
親密程度 6 6（5） 100% 0 6 
需求滿足 5 5（2） 100% 0 5 
壓力因應 7 7（3） 100% 0 7 
合計 34 34（12） 100% -1 33 

12. 工作適應版 

能力勝任 6 6（3） 100% 0 6 
人際適應 6 6（0） 100% 0 6 
工作與生活 5 5（0） 100% 0 5 
工作動力 6 6（1） 100% 0 6 
未來展望 5 5（2） 100% 0 5 
壓力因應 7 7（6） 100% 0 7 
合計 35 35（12） 100% 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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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續） 

測驗版本 向度名稱 預試題數 
審查合格題數 
（修改題數） 

合格率 增加或刪除題數 正式題數 

13. 軍中適應版 

心理衝擊 6 6（0） 100% +1 7 
接納調適 6 6（0） 100% +1 7 
環境適應 7 7（0） 100% 0 7 
人際適應 5 5（2） 100% +1 6 
壓力因應 7 7（1） 100% 0 7 
合計 31 31（3） 100% +3 34 

14. 婚姻適應版 

婚姻期待 5 5（0） 100% 0 5 
共同承諾 6 6（2） 100% +1 7 
婚姻氣氛 6 6（2） 100% -1 5 
互動情形 6 6（1） 100% -1 5 
親密程度 6 6（4） 100% 0 6 
壓力因應 7 7（1） 100% 0 6 
合計 36 36（10） 100% -1 35 

15. 教養適應版 

承諾責任 5 5（0） 100% 0 5 
教養價值觀 6 6（1） 100% 0 6 
教養方式 6 6（0） 100% 0 6 
助力阻力 5 5（1） 100% 0 5 
身心狀態 5 5（1） 100% 0 5 
壓力因應 7 7（1） 100% 0 7 
合計 34 34（4） 100% 0 34 

16. 疾病適應版 

心理衝擊 6 6（1） 100% 0 6 
治療情形 6 6（6） 100% 0 6 
接納調適 6 6（0） 100% -1 5 
功能影響 6 6（0） 100% 0 6 
人際適應 6 6（1） 100% 0 6 
壓力因應 7 7（3） 100% -1 6 
合計 37 37（11） 100% -2 35 

全系列  308 308（77） 100% -1 307 

 
（二）專家整體內容審查 
專家內容效度審查，除上述逐題審查外，也針對每個版本的整體內容進行效度評鑑，包括：

內容向度代表性、向度題目代表性、語詞描述易讀性、其他類的價值性、整體表面效度，以及資

料蒐集價值性等向度，進行內容效度評鑑。內容效度評定，採用五點量尺做為評分方式，0 分代表

「百分之百不符合」，1 分代表「百分之二十符合」，2 分代表「百分之四十符合」，3 分代表「百分

之六時符合」，4 分代表「百分之八十符合」，5 分代表「百分之百符合」。評鑑完成後，再進一步

計算內容效度指標（index of content validity, CVI），亦即將所有專家對各題評定的加總分數列為分

子，評量總列分為分母，然後計算比率，比率結果大於或等於 0.8 者，則視為內容效度良好（Waltz, 
Strickland, & Lenz, 1991）。 

根據 5 位專家評分結果，族群系列所有版本題目之效度平均數為 4.31，CVI 除新移民版 .65
偏低外，其餘範圍為 .87 至 .91 之間，全系列平均為 .86；主題系列所有版本題目之效度平均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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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CVI 範圍為 .90 至 .93 之間，平均為 .92。顯示本系列具有優良的內容效度，各測驗版本評

分結果詳如表 9 所示。 
至於新移民版的評分偏低，乃是因為較多專家在題目審查過程中，針對較多題目提出「題目

修改後適用」的意見，因而導致內容效度評分偏低，因此研究者綜合專家們的修改意見，已逐題

進行修改與語詞潤飾，以使該版本測驗更為完善。最後，關於專家其他質性審查意見，主要包括

下列幾點，本測驗已逐一修正，並在下一階段預試中進行了解與確認。 
1. 「國小版」的學生分布在六個年齡層，是否所有題目都適合低中年級使用。 
2. 對於年齡較小的孩子，題目太多，兒童可能沒有耐心填完。 
3. 如果題目太多，將造成受測者回答內容偏向簡化，反而失去應用價值。 
4. 「成人版」，是否需要界定發展年齡範圍，因為中年與青壯年可能相當不同。 
5. 「新住民版」，新住民不能有閱讀上困難，建議請新住民試答，再做修改。 
6. 「軍中適應版」，似乎較適合「義務役」軍人來填寫。 

表 9 本測驗專家內容效度整體評鑑結果 
族群系列 主題系列 

版本 效度平均數 CVI 版本 效度平均數 CVI 
1. 國小版 4.40 .88 8. 家庭適應版 4.60 .92 
2. 國中版 4.57 .91 9. 學習適應版 4.53 .91 
3. 高中職版 4.50 .90 10. 生涯適應版 4.57 .91 
4. 大學/研究生版 4.57 .91 11. 感情適應版 4.57 .91 
5. 成人版 4.37 .87 12. 工作適應版 4.53 .91 
6. 老人版 4.50 .90 13. 軍中適應版 4.60 .92 
7. 新住民版 3.27 .65 14. 婚姻適應版 4.50 .90 
   15. 親子教養版 4.67 .93 
   16. 疾病適應版 4.63 .93 
全系列 4.31 .86 全系列 4.58 .92 

五、正式題目的預試填答，確認測驗的可行性 

接下來，邀請每個版本的施測對象至少 2 位進行預試填答。最後共邀請各版本的代表性受測

者 31 位進行預試填寫（基本資料如表 3 所示），共計填寫 48 份測驗版本（註：部分受測者填寫 2
份以上的測驗版本）。預試的主要目的在回答下列問題，以作為未來正式測驗的重要參考與注意事

項所示： 
1. 該版本的受測者，是否都能正確理解題目意義？是否有「題意不清」或「無法理解」之處？ 
2. 各版本受測者的填答時間是否過長？是否出現不耐煩或注意力分散的情形？有無需要再調

整題數？ 
最後預試結果發現，大致符合編製預期，包括各版本受測者幾乎都能正確理解題目意義，也

能獨立填寫完成，且所需時間大約在 20 分鐘左右完成，透過預試填答，進一步確認本測驗工具的

可行性。各版本預試結果，詳見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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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正式題目預試填答結果一覽表 
 題數 填寫時間 預試結果 

族群系列    
1. 國小版 29 20-30 三年級以上可獨立填寫；二年級需要說明協助；一年

級需要唸出協助；增加句根的注音符號標示。 
2. 國中版 30 15-25 少數 1～2 題需要口頭說明。 
3. 高中職版 35 15-25 均能理解題意，可獨立填寫。 
4. 大學／研究生版 35 15-25 均能理解題意，可獨立填寫。 
5. 成人版 34 15-25 均能理解題意，可獨立填寫；適合畢業進入社會工作

的成人。 
6. 老人版 33 20-30 通常需要協助說明，年老者教育程度、閱讀速度、書

寫速度之影響，導致完成時間個別差異很大。 
7. 新住民版 33 20-30 基於來台時間長短與語言能力，因此個別差異很大，

有些需要口頭說明才能了解其意義。 
主題系列    

8. 家庭適應版 32 15-25 適合能閱讀書寫的所有族群；均能理解題意，可獨立

填寫。 
9. 學習適應版 35 15-25 適合在學的各級學生；均能理解題意，可獨立填寫。

10. 生涯適應版 34 15-25 適合高中以上的學生族群；均能理解題意，可獨立填

寫。 
11. 感情適應版 33 15-25 適合目前有感情者；均能理解題意，可獨立填寫。 
12. 工作適應版 35 15-25 適合目前有工作者；均能理解題意，可獨立填寫。 
13. 軍中適應版 31 15-25 適合目前正在服役者；均能理解題意，可獨立填寫。

14. 婚姻適應版 35 15-25 適合目前有婚姻者；均能理解題意，可獨立填寫 
15. 親子教養版 34 15-25 適合目前有國中以下小孩需教養者；均能理解題意，

可獨立填寫。 
16. 疾病適應版 35 20-30 適合目前罹患重大疾病，正在治療中；均能理解題

意，可獨立填寫，但因體力、心情與閱讀速度之影響，

導致完成時間個別差異很大。 

結果與討論 

一、研究結果 

（一）「族群系列」7 個版本的向度與句根 
族群系列包括：國小版、國中版、高中職版、大學／研究生版、成人版、老人版及新住民版

等 7 個版本，經專家審查後，最後修改成正式題目。由於篇幅限制，表 11、表 12 分別僅呈現「大

學／研究生版」與「新住民版」之測驗向度與句根對照表，以供讀者參考瞭解此測驗架構。正式

施測題目時，並無呈現向度名稱與所屬內涵，亦即僅呈現未完成的語句（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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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族群系列：「大學／研究生版」之向度與句根對照表（35 題） 
向度（題數） （內涵）句根 

自我了解（6） 

1. （自我知覺）我覺得自己是 
2. （他人知覺）我覺得別人認為我是 
3. （喜歡特質）我喜歡自己的特質是 
4. （不喜歡特質）我不喜歡自己的特質是 
5. （獨處）當我獨處的時候 
6. （自我效能）我的能力 

學業適應（7） 

7. （系所認同）我覺得讀這個科系 
8. （系所資源）系上的專業資源 
9. （學習風氣）班上的學習風氣 
10.（學習表現）我對於自己的學習表現 
11.（時間安排）我對於時間的安排 
12.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 
13. ★（論文）論文 

人際關係（5） 

14.（社團人際）在社團中 
15.（打工人際）打工的同事們 
16.（同學互動）我與同學間 
17.（建立關係）交朋友對我來說 
18.（衝突處理）和同學或朋友不愉快的時候 

愛情關係（5） 

19.（異性態度）我覺得異性 
20.（愛情態度）愛情 
21.（失戀態度）失戀對於 
22.（性態度）「性」（sex） 
23.（第三者態度）愛情中的第三者 

未來規劃（6） 

24.（畢業規劃）畢業後 
25.（未來目標）未來，我想要 
26.（家人支持）家人對於我的未來規劃 
27.（就業環境看法）面對目前的就業環境 
28.（政治局勢看法）現在的政治局勢，讓我 
29.（經濟環境看法）現在的經濟環境，讓我 

壓力因應（6） 

30.（情緒底線）我會非常生氣，當 
31.（心情狀態）我最近的心情是 
32.（困擾問題）最近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是 
33.（因應方式）當我遇到困難時 
34.（求助對象）遇到我難以處理的問題時，我最想要請求幫忙的三個人，依序是

35.（自我期許）未來面對困難或挫折，我希望我可以 
註：★為研究生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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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族群系列：「新住民版」之向度與句根對照表（33 題） 
向度（題數） （內涵）句根 

文化適應（5） 

1. （文化看法）臺灣的文化讓我感覺 
2. （文化差異）我覺得臺灣人跟我家鄉的人很不一樣的是 
3. （語言適應）語言溝通，對我來說 
4.（文化認同）來臺灣至今，我喜歡 
5. （文化調適）現在，出生地家鄉，對我來說 

自我認同（4） 

6. （以前自己）以前的我 
7. （現在自己）現在的我 
8. （改變）來到臺灣後，我的改變是 
9. （身份認同）身為一個新移民 

婚姻家庭（5） 

10.（婚姻感受）我現在的婚姻 
11.（伴侶相處）我和先生（太太）相處 
12.（和伴侶父母相處）我和公公婆婆（岳父岳母）之間 
13.（家庭氣氛）這個家給我的感覺是 
14.（小孩管教）我和家人對於小孩的管教 

生活習慣（7） 

15.（整體）對於臺灣人的生活習慣，我 
16.（天氣）對於臺灣的天氣，我 
17.（食）在臺灣，我的飲食方面 
18.（衣）在臺灣，我的穿著打扮 
19.（住）對於臺灣的居住環境，我 
20.（行）對於臺灣的交通，我 
21.（育樂）在臺灣，我的休閒娛樂 

人際適應（6） 

22.（原親人互動）家鄉（原居地）的親人 
23.（思鄉情緒抒發）當我想念家鄉（原居地）的時候 
24.（同事相處）和臺灣的同事相處，我 
25.（新家人互動）和臺灣的家人相處，我 
26.（朋友相處）我在臺灣的朋友 
27.（鄰居相處）我和鄰居相處 

壓力因應（6） 

28.（情緒底線）我會非常生氣，當 
29.（心情狀態）我最近的心情是 
30.（困擾問題）最近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是 
31.（因應方式）當我遇到困難時 
32.（求助對象）遇到我難以處理的問題時，我最想要請求幫忙的三個人，依序是

33.（自我期許）未來面對困難或挫折，我希望我可以 

 
（二）「主題系列」9 個版本的向度與句根 
主題系列包括：家庭適應版、學習適應版、生涯適應版、感情適應版、工作適應版、軍中適

應版、婚姻適應版、教養適應版及疾病適應版等 9 個版本，經專家審查後，最後修改成正式題目。

由於篇幅限制，表 13、表 14 分別僅呈現「工作適應版」與「疾病適應版」之測驗向度與句根對照

表，以供讀者參考瞭解此測驗架構。正式施測題目時，並無呈現向度名稱與所屬內涵，亦即僅呈

現未完成的語句（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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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主題系列：「工作適應版」之向度與句根對照表（35 題） 
向度（題數） （內涵）句根 

能力勝任（6） 

1. （工作成效）我覺得自己的工作成效 
2. （工作進度）我覺得自己的工作進度 
3. （專業程度）我工作上的專業程度 
4. （他人評價）別人對我的工作評價 
5. （面對挑戰）面對工作上的挑戰 
6. （自評價值）單位（公司）聘請我 

人際適應（6） 

7. （同事）和同事相處 
8. （上司）和上司（長官）相處 
9. （服務對象）面對我的服務對象 
10.（合作）和別人一起工作 
11.（氣氛）單位（公司）的氣氛 
12.（社交技巧）和同事比起來，我的社交技巧 

工作與生活（5） 

13.（家庭生活）這份工作，對於我的家庭生活 
14.（休閒娛樂）這份工作，對於我的休閒娛樂 
15.（身體健康）這份工作，對於我的身體健康 
16.（家人看法）我的家人，對於我目前工作 
17.（朋友看法）我的朋友，對於我目前工作 

工作動力（6） 

18.（動力）這份工作，讓我有動力的是 
19. （認同感）這份工作，讓我認同的是 
20.（滿意處）這份工作，我做得最滿意的是 
21.（待遇福利）對於工作的待遇福利 
22.（單位未來）對於單位（公司）的未來發展 
23.（職業形象）外界對我這個職業的評價 

未來展望（5） 

24.（工作展望）面對這份工作的未來 
25.（理想工作）我希望自己未來的工作是 
26.（正確工作）我知道自己選對了工作，當 
27.（換工作）如果換工作 
28.（未來希望）面對工作，如果可以，我希望 

壓力因應（7） 

29.（生氣事件）在工作方面，讓我很生氣的是 
30.（害怕事件）在工作方面，我最害怕的是 
31.（心情狀態）我最近上班工作的心情是 
32.（困擾問題）最近在工作上，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是 
33.（因應方式）當我遇到工作困難時 
34.（求助對象）遇到我難以處理的工作問題時，我最想要請求幫忙的三個人，

依序是 
35.（資遣或裁員）如果我被資遣或裁員，我會 

 

 

 
 
 
 



566 教 育 心 理 學 報  

表 14 主題系列：「疾病適應版」之向度與句根對照表（35 題） 
向度（題數） （內涵）句根 

心理衝擊（6） 

1.（病前）生病前 
2. （病後）生病後 
3. （症狀影響）生病的症狀讓我 
4. （改變）因為生病，我變成 
5. （遺憾後悔）要是我沒有生病 
6. （角色調適）身為一個病人 

治療情形（6） 

7. （治療態度）對於接受治療，我 
8. （治癒期待）對於治好這疾病，我 
9. （治療滿意）目前治療上，我滿意的是 
10.（治療不滿意）目前治療上，我不滿意的是 
11.（對醫護人員態度）我的醫護人員 
12.（對醫療檢查態度）我對醫療檢查 

接納調適（5） 

13.（心情變化）生病後，我的心情 
14.（調適情形）生病到現在，我 
15.（接受事實）對於接受生病的事實，我 
16.（生病體會）從生病中，我學到 
17.（與病共存）面對帶著疾病過生活 

功能影響（6） 

18.（生活）生病後，我的生活 
19.（飲食）生病後，我的飲食 
20.（作息）生病後，我的作息 
21.（睡眠）生病後，我的睡眠 
22.（工作）生病後，我的工作 
23.（性生活）生病後，我的性生活 

人際適應（6） 

24.（家人眼光）生病後，我覺得家人 
25.（他人眼光）生病後，我覺得別人 
26.（解釋病況）向別人解釋我的病況，讓我覺得 
27.（親人互動）生病後，我和親人的互動 
28.（朋友互動）生病後，我和朋友的互動 
29.（婚姻影響）生病後，我的婚姻 

壓力因應（6） 

30.（面對未來）面對未來，我 
31（可以恢復）如果可以恢復健康，我 
32.（難以恢復）如果不能夠好起來，我 
33.（困擾問題）最近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是 
34.（面對死亡）如果疾病會導致死亡，我會 
35.（求助對象）目前我最希望找哪些人談上述問題，依序是 

二、研究討論 

（一）「族群系列」與「主題系列」各版本之向度內容 
一般而言，語句完成測驗並沒有如「主題統覺測驗」或「羅夏克墨漬測驗」一般有全世界通

用的版本，即共同的問句題目。因此諮商實務上通常是根據機構的特性、評估問題、施測對象等

特性，自行編製設計常用的題目（黃政昌，2008；劉焜輝，2010），主要是圍繞在教育/職業選擇、

家庭衝突、人際衝突、學校適應等適應功能的瞭解（朱錦鳳，2010；Hood & Johson, 2001）。因此，

國內外大部分的語句完成測驗都是針對某一族群或主題來編製單一版本，國外較有名的語句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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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如「麥納語句完成測驗」（Miner Sentence Completion Scale）（Brief, Aldag, & Chacko, 1977），從

7 個向度共 35 題來測量管理者的動機程度；「華盛頓大學語句完成測驗」（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則使用 36 題來測量 Jane Loevinger 所提出的自我發展階段（Loevinger, 
1979）。國內已發表的「中國語句完成測驗」（Chinese Sentence Complete Test, CSCT）、「國中學生

語句完成測驗」（王俊明等人，1997），則都是根據 Rotter 理論編製而成，而且僅是用來測量國中

學生族群。在多個版本方面，「羅特語句完成測驗第二版」（RISB-Ⅱ）（Rotter, Lah, & Rafferty, 
1992），以族群為主，包括高中版、大專版、成人版；「語句系列測驗」（Sentence Completion Series）
（Brown & Unge, 1992），除青少年、成人族群外，還包括家庭、婚姻、養育、工作、疾病、老化

等主題。雖然版本已增多，但仍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本測驗的發展則包括國內最常見的 7 個族

群，以及 9 個重要主題，因此更具有多元族群與多元主題的完整特色，應用上也更具實用性與廣

泛性。 
其次，本研究的編製方式是研究者先參考國內相關文獻，包括專書、期刊和測驗工具，透過

自己多年的教育輔導與臨床諮商經驗，找出各版本的主要向度內涵以及代表性句根以形成「初稿

題目」，再經過 5 位諮商實務者的焦點團體討論修正，以及 5 位學者專家的審查修正，最後確定 16
個版本的正式向度與句根。因此，就蒐集受測者在各族群或各適應主題上投射出來的心理資訊上，

是相當具有代表性與價值性。相對於「羅特語句完成測驗第二版」（RISB-Ⅱ）（Rotter, Lah, & Rafferty, 
1992），以及國內根據 Rotter 的原理編製的「中國語句完成測驗」（CSCT）（黃堅厚，1973）、「國

中學生語句完成測驗」（王俊明等人，1996），都是直接去找出該族群最常出現和情緒、衝突有關

的句根，加以組成句根。因此並沒有先分析出最重要的向度，因此研究者認為就句根的代表性而

言，可能較偏頗特定領域。例如，國內王俊明等人（1997）在編製「國中學生語句完成測驗」時，

先透過國中生週記的文件分析，直接找出最常見的 82 個句根，再經過三次預試分析後，依序減少

成 56、40、35 個句根，再根據這 35 個句根的反應內容評定五點分數，分數愈高表示學生適應困

擾愈嚴重。因此編製過程中，並未先分析該族群的重要向度。 
（二）語句完成測驗的信度、效度與常模建立 
本研究在效度確立方面，主要是以內容效度進行，包括文獻分析、焦點團體、專家審查，並

得到相當高的專家效度；然而，無法如其他語句完成測驗進行信度考驗、效標關連效度，因為國

內外已發行或出版的語句完成測驗（Rotter, Lah, & Rafferty, 1992），主要都是根據「羅特語句完成

測驗」（RISB）的原理加以編製而成（王俊明等人，1997；黃堅厚，1973；Rotter, Lah, & Rafferty, 
1992）。首先，將題目分成衝突的（C）、中性的（N）和積極的（P）等三類反應，再進一步進行 0
至 6 分的 7 點量尺評定，因此可以進行各種信度效度的量化分析。例如國內王俊明等人（1997）

在編製「國中學生語句完成測驗」，先將受測者的語句反應，根據衝突程度評定 5 點量尺分數，再

計算出每個人測驗的總分，分數愈高表示衝突程度愈高，分數愈低表示適應愈良好。猶如是將受

測者的投射反應，透過衝突程度加以客觀計分，由於是量化分數，就可以進一步進行統計分析，

如進行評分者信度與重測信度之信度考驗，進行適應良好／不佳、學業成績優良／不佳的團體差

異效度確立，以及測驗總分和賴氏人格測驗的校標關連效度，最後甚至建立國中學生語句完成測

驗的百分等級常模。 
誠如，本文前述，語句完成測驗的結果有二種解釋方式，「直覺印象法」和「客觀計分法」。

本研究考量族群系列和主題系列共有 16 個版本，因此採用的傳統的直覺印象法，目的是在蒐集各

族群或各適應主題最常見的心理訊息，進一步再參考其他客觀測驗或非測驗資料進行評估，因此

和 Rotter 系統的算出衝突分數，和常模比較，甚至做出診斷性目的的概念是有所不同的；因為如

果要評定出衝突分數，則需要先建立此 16 個版本的計分常模，此工程浩大，並非本研究階段的目

標。 
（三）對於語文表達不利族群，測驗的效度問題 
雖然本測驗的指導語是：「請依照你自己的意思或感覺，把下列這些語句填寫成為完整的句

子，每一句都要做，不要空下來；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的回答都不一樣。」是屬於沒有時間限

制的投射測驗。但是語句完成測驗的基本條件是受測者必須具備語文表達能力，可以用寫的，也

可以用說。同理，最大的缺點是受測者如果語文表達的能力受到限制或無法完整表達，則此測驗

反應的效度將會受到很大的衝擊（朱錦鳳，2010；林建平，2010；劉焜輝，2003）。因此，本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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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小版、老人版、新住民版、疾病適應版，在預試過程中，特別去檢驗這些可能的問題與因應

方式。首先在國小版，尤其是低年級，建議增加注音符號或引導說明，甚至可以用注音符號或代

為填寫方式進行，以增加表達的完整性，然三年級以上，通常可獨力完成；老人版，通常需要協

助說明，年老者受教育程度、視力、閱讀速度、書寫速度之影響，導致完成時間個別差異很大，

甚至需要代為填寫；新住民版，則端視新住民來台時間長短與語言表達能力而定，因此個別差異

很大，通常需要口頭說明，比較能了解一些句根所代表的文化意義；疾病適應版，由於受測者目

前罹患重大疾病，正在治療中，因此理解題意上往往沒問題，反而是受限體力、心情與閱讀速度

之影響，導致完成時間個別差異很大。 

結論與建議 

各版本的文獻分析後的初稿題目，先經過焦點團體討論修正成預試題目，再經過 5 位專家學

者進行嚴謹的內容效度審查，發現各版本專家逐題審查的合格率全數到達 100%。而專家整體內容

評鑑方面，族群系列所有版本題目之效度平均數為 4.31（滿分 5 分），CVI 平均為 .86（1.00 為最

大值）；主題系列所有版本題目之效度平均數為 4.58，CVI 平均為 .92，表示本測驗工具有良好的

專家內容效度。最後修改完成的正式題目再進行預試填寫的可行性確認，經過 31 位受測者共計填

寫 48 份測驗版本，最後預試結果發現：大致符合編製預期，包括各版本受測者幾乎都能正確理解

題目意義，也能獨立填寫完成，所需時間大約在 20 分鐘左右完成，透過預試填答，進一步確認本

測驗工具的可行性。以下進一步提出本測驗應用上的具體建議，包括標準化施測程序以及案例施

測說明： 

一、本測驗的施測的標準化程序 

1. 測驗目的 
快速了解學生或個案的適應情形，即「初級評估」；甚至進一步篩選出高關懷的對象，即「次

級評估」，以供給學校或諮商輔導單位作為進一步關懷輔導與諮商處遇之參考。 
2. 適用對象 
測者只要有意願和有文字讀寫能力就可以施測本測驗。反之，如果受測者過度防衛、沒有意

願填寫，甚至沒有文字讀寫能力，將導致填寫內容無法反應其內在的真正狀態。 
3. 施測者資格 
建議是心理、諮商、教育、輔導、特教、社工等相關科系畢業或有諮商輔導相關訓練的人員，

且對本測驗的施測指導語熟練即可。但若是需要進一步的解釋、推論與評估，則建議需有「心理

測驗」、「心理衡鑑」與「心理評估與診斷」等相關課程的教育或訓練，才能具有較正確完善的解

釋與應用。 
4. 施測方式 
本測驗可以個別施測或團體施測方式進行文字填寫。但是，針對少數文字表達能力差的受測

者，本測驗可能無法讓施測者從文字反應中了解其真正心理；然而，受測者若有正常的聽及足夠

的理解和表達能力，則可改用口說的方式進行個別施測。尤其是面對學齡前兒童，亦可以利用布

偶的對答方式協助完成，然後施測者再加以記錄整理。 
5. 版本的選擇 
本測驗表單內容的設計是分開獨立的，不同版本的表單可以單獨使用，也可多份同時使用，

盡量在受測者最小負擔下，得到最大化的資訊蒐集。例如，「想要了解一位剛入伍當兵的 24 歲成

人，他在軍中生活的適應情形？以作為軍中輔導人員的參考資訊」，此時建議可填寫族群系列的「成

人版」和主題系列的「軍中適應版」；如果個案已經結婚，更可適時再增加主題系列的「婚姻適應

版」，以更有效充分的蒐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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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唸出指導語 
發下語句完成測驗，請受測者先將背景資料填寫完成，然後唸出指導語：「請依照你自己的意

思或感覺，把下列這些語句填寫成為完整的句子，每一句都要做，不要空下來；沒有標準答案，

每個人的回答都不一樣，如果你想要塗改答案，直接畫一條線即可，不用塗掉。」務必維持中性

化的指導語，以免干預受測者的投射過程。 
7. 施測時間 
施測無時間限制，通常每個版本大約 20 分鐘內可完成作答。若是學校單位，通常一節課可施

測 2 個版本。 
8. 結果解釋 
本測驗結果是採內容分析，即施測者針對各個語句逐一分析，找出相互間有意義的關連或獨

特之處，以及它們隱含的意義，逐漸形成一個整體的評估印象或概念化圖像；最後，再參考受測

者的背景資料進一步進行推論。 
9. 結果應用 
測驗結果雖然可以快速的提供個案內在需求、想法與感受等深層豐富的資料，但是畢竟是半

結構性的投射測驗工具，因此測驗結果應該和受測者的非測驗資料（如評估晤談、行為觀察、檔

案資料等方式蒐集的資料）及測驗資料（如其他客觀式的測驗工具）進一步整合討論，以做出更

正確的評估。 

二、本測驗施測與解釋分析之案例說明 

1. 案例背景 
冠廷是一位大三的男性，主修企管，從南部前來北部唸書，目前租屋在外。冠廷的父母都在

工業區上班，屬於勞工階級，從小看到父母辛苦工作，加上自己是長子，有一個小 3 歲就讀高中

三年級的妹妹，因此凡事都學會自己來，較少去麻煩父母。冠廷在大學的成績很普通，屬於中下

程度，在班上雖有一些普通朋友，但缺少知心好友。經濟上父母會供給學費和生活費，因此冠廷

目前並沒有打工。由於冠廷對於企管系並沒有特別興趣，但也不知道未來要做什麼，但總覺得日

子渾渾沌沌，沒有什麼重心？冠廷也很羨慕班上很多男同學都交女朋友，成雙入對，可是自己好

像都沒機會，總覺得自己太內向、又不善於表達，應該沒有女生會喜歡他。有時很迷惑到底念大

學的目的為何？眼看其他同學紛紛在補習或增加專長準備就業，自己卻對未來規劃一事覺得很茫

然。經過班導師晤談了解後，轉介至學生諮商中心，由專業心理師進行更進一步的協助與探索。 
2. 選擇表單 
大學諮商中心的心理師在第一次晤談時，選擇「大學/研究生版（族群系列）」的語句完成測驗

請冠廷填寫，以形成對冠廷各向度的初步理解，進而作為進一步諮商晤談的參考方向。 
3. 施測結果 
整體而言，冠廷相當認真作答，句子長度中等，屬於較開放式的回答，甚至有出現塗改的痕

跡，「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改成「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也在其他欄位

中出現 2 題的自發性語句填寫，包括「成功對我來說是一個很有壓力的名詞」、「家人總是和我的

距離很遙遠」。各向度的回答內容，整理如表 15： 
4. 分析與建議 
不論是從冠廷的背景資料，或是語句完成測驗中的反應內容，大致呈現出各方面適應不佳的

狀況，包括自我概念較低落，如「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甚至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塗改

前），沒什麼特別的，不喜歡自己內向的特質」等；學業興趣不明顯，如「覺得讀這個科系和自己

有距離感，班上大部分同學都很認真，系上資源也豐富，可是自己並不滿意自己的學習表現」等；

人際關係的隸屬感較低，如「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社員，和同學間相處很普通，交朋友是一

件有點麻煩的事」等。對擁有愛情的渴望，如「總覺得異性好像不容易相處，很希望愛情降臨在

我身上，也對性很著迷！」等；對未來非常沒自信和茫然，如「畢業後會先當一個上班族，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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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目前薪水都太低，政治與經濟環境不佳，擔心未來如何成家立業，成功是一個很有壓力的名

詞」等；壓力因應的方式較為消極被動，如「最近的心情是很焦躁不安，但遇到困難時習慣不要

去理它，請求幫忙的三個人依序是同學、導師、系教官，冠廷希望自己有能力自己獨立解決困難，

不用麻煩別人、家人總是和自己的距離很遙遠」等。 
因此，建議未來應該安排長期的個別諮商，陪伴冠廷針對各向度進行探索與澄清，以幫助冠

廷能更自我了解與自我接納、釐清自己的學業興趣與未來方向，並增進人際互動與異性相處的能

力與技巧。 

表 15 冠廷在「族群系列：大學／研究生版」語句完成測驗的反應結果 
向

度 反應內容 向

度
反應內容 

自

我

了

解 

1.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2. 我覺得別人認為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3. 我喜歡自己的特質是隨遇而安吧！ 
4. 我不喜歡自己的特質是太內向了。 
5. 當我獨處的時候沒覺得很無聊，但是也

習慣了。 
6. 我的能力很普通，沒什麼特別的。 

學

業

適

應

7. 我覺得讀這個科系好像和我很有距離感。

8. 系上的專業資源算是很豐富吧。 
9. 班上的學習風氣大部分同學都很認真。 
10. 我對於自己的學習表現很不滿意。 
11. 我對於時間的安排等於是沒有安排。 
12.★指導教授（無填寫） 
13.★論文（無填寫） 

人

際

關

係 

14. 在社團中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社員。

15. 打工的同事們目前沒有打工。 
16. 我與同學間相處的很普通。 
17. 交朋友對我來說是一件有點麻煩的事。

18. 和同學或朋友不愉快的時候我習慣放

在心理。 

愛

情

關

係

19. 我覺得異性好像不容易相處。 
20. 愛情很希望降臨在我身上。 
21. 失戀根本沒談戀愛，所以沒有失戀！ 
22. 「性」(sex)當然會令我很著迷呀！ 
23. 愛情中的第三者還沒有想像過。 

未

來

規

劃 

24. 畢業後我應該會先找工作。 
25. 未來，我想要當一個上班族。 
26. 家人對於我的未來規劃沒什麼意見。 
27. 面對目前的就業環境我覺得薪水都太

低。 
28. 現在的政治局勢，讓我覺得台灣會被大

陸邊緣化。 
29. 現在的經濟環境，讓我擔心未來如何成

家立業。 

壓

力

因

應

30. 我會非常生氣，當別人一直誤會我 
31. 我最近的心情是很焦躁不安。 
32. 最近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是自己的未來在

哪裡。 
33. 當我遇到困難時習慣不要去理它。 
34. 遇到我難以處理的問題時，我最想要請

求幫忙的三個人，依序是同學、導師、

系教官。 
35. 未來面對困難或挫折，我希望我可以有

能力自己獨立解決，不用麻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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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6, 47(4), 547-579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functional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Cheng-Chang Huang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he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n economic and effective Multifunctional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The research process 

involved following steps: establishing initial item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revising initial items to previous test items by 

discussing from focus group, establishing formal items after one-by-one and overall examining by five experts, firming up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est by analyzing the result. Finally, two sets of tests were established: “series of population” 

involved 7 versions of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included popul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vocational/high school,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adults, old people, and aboriginal; “series of theme” involved 9 versions, 

included theme on family accommodation, learning accommodation, career accommodation, affections accommodation, 

work accommodation, military accommodation, marriage accommodation, raising accommodation, and illness 

accommodation. Acceptability (examining item-by-item by experts) of all tests was 100%. The average number of all tests 

on validity was above 4.31 (5 as full marks), and on CVI was above .86 (1.00 as maximum), which mean good content 

validity on this test. Moreover, the result of 48 formal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s finished by 31 subjects conformed with the 

expectation: subjects coul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items, and could finish test within 20 minutes independently, which 

showed feasibility of this test. 

KEY WORDS: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 series of population, series of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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