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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完美主義與學業倦怠、生
活滿意度之關係：學校歸屬感之

中介效果

林宜薇1 、陳慧娟2

本研究旨在了解大學生的完美主義特質、學校歸屬感、學業倦怠與生活滿意度的關聯性，並探究

學校歸屬感是否在關聯路徑扮演中介角色。研究參與者為臺灣 554位大學生。研究工具包括自編
的「學校歸屬感量表」、「學業倦怠量表」，以及修編的「完美主義量表」和「生活滿意度量表」。

實徵資料以 Pearson積差相關、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分析，並
且透過拔靴法（bootstrapping）檢驗中介效果。主要研究結果顯示：（一）完美主義之奮力向上可
負向預測學業倦怠三個分構念，包含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知損傷，且可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

和學校歸屬感；完美主義擔憂向度可正向預測學業倦怠之四項分構念，包含筋疲力竭、心理疏離、

認知損傷及情緒損傷，且可負向預測生活滿意度和學校歸屬感；（二）學校歸屬感可中介奮力向

上與筋疲力竭、情緒損傷之關係；同時也在奮力向上與生活滿意度之間扮演中介角色；（三）學

校歸屬感在完美主義擔憂向度與筋疲力竭、情緒損傷之間，以及完美主義擔憂向度與生活滿意度

之間，亦同樣具有中介效果；（四）學校歸屬感能預測較低的學業倦怠與較高生活滿意度。本研

究依據前述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未來學術研究及大學輔導實務工作之參考。

關鍵詞： 大學生、生活滿意度、完美主義、學校歸屬感、學業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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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調查
指出，學生的學習焦慮、學習動機、霸凌行為，以及幸福感，皆與其感知的學校歸屬感（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有顯著關聯，因此在 2017年有關學生幸福感報告中，特別增加學校歸屬感的章
節（阮孝齊，2020）。PISA 2022調查結果揭示全體國際樣本的學校歸屬感呈現下滑現象，更令人
憂心的是，臺灣學生 2022年學校歸屬感指標（標準化後的指數）為 0.01，雖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平均（-0.02）接近；但相較於
同屬韌性教育體系的東亞國家（韓國為 0.26、日本為 0.25），臺灣遠遠落後（OECD, 2023）。再從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2019」（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2019，簡稱 TIMSS 2019）報告亦顯示，臺灣四年級學生之學校歸屬感在 57個評比國家中排名倒數
第二，其中「低學校歸屬感學生」百分比仍高出了國際平均約 1.75倍；而八年級學生在 39個評比
國家中排名倒數第四（張俊彥，2021）。綜上可知，學校歸屬感在各教育階段是相當受重視的因子，
根據 TIMSS 2019和 PISA 2022最近一次的調查數據皆表明臺灣中小學階段學生主觀知覺的學校歸
屬感敬陪末座，引發教育人員的高度關注。
大學階段探索未來目標、自我統整與奠定職涯的關鍵時期（陳慧娟、簡洧晴，2020），將面臨

比中小學更多元的壓力，增加倦怠的可能性（Lin & Huang, 2014; Robins et al., 2018）。尤其在知識
經濟當道的現代社會，大學生休、退學與心理素質對個人生涯發展和國家競爭力普遍存有負面影
響（Sosu & Pheunpha, 2019）。近年臺灣媒體持續出現「大專生休退學嚴重，屢創新高」的趨勢報
導，整體社會充斥著「高等教育品質每況愈下」的輿論。有學者指出三種常見的媒體計算方式，可
能會誤導休退學相關政策的制定。例如：未區分不同學制（大學、碩士、博士）；其次，將過去多
年累計的休退學總數，錯當成新的休學人數；第三是將休學率與退學率相加，造成休退學數據膨脹
等迷思，並呼籲教育部調整現行休退學率計算公式（張毓天、陳婉琪，2022）。在統計處尚未更新
計算公式的情況下，筆者根據教育部（2023）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的調查，日間四年制學士
班有 32,450名（占全體學生的 4.34 %）學生處於休學狀態，退學人數為 43,562人（占全體學生的
5.83%），表面上這項估計比率與前十學年比較，看似持平或稍微下降。然而「因學業不佳、志趣
不合」是大學生休學（31.39%）、退學（70.25%）最主要的原因，卻呈現明顯增加趨勢，故監察院
特別申請立案調查，促請教育部持續關注並鼓勵大專校院落實休退學預警措施與輔導機制（范巽綠
等人，2022）。
即使目前國內沒有縱貫研究闡明學業倦怠（academic burnout）與休退學的因果證據，但筆者綜

覽西方文獻發現學業倦怠在休、退學意圖的路徑是一個重要因子，並主張倦怠的產生涉及「努力—
回報失衡」（Freudenberger, 1974; Williams et al., 2018）。當大學生認為付出和預期結果不平衡，其
投入學習的意願和熱情可能降低，衍生學習倦怠進而浮現休退學意圖（Zhao et al., 2021）。相關研
究指出大學生的學業倦怠愈高，專注力與學習表現越不理想（May et al., 2015）、也容易出現與學
習相關的疲憊狀態，如心理疏離、筋疲力竭、認知障礙與情緒耗損（Schaufeli et al., 2020）、威脅
心理幸福感（Rehman et al., 2020）與輟學意圖（Marôco et al., 2020），影響學習效益與生活品質。
因此，學業倦怠及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成為高等教育的重要議題，備受各界關注（Lin & 
Huang, 2014; Marôco et al., 2020）。
關於影響大學生學業倦怠與生活滿意度的條件因子，先前研究發現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

扮演重要角色（Chang & Lee, 2020; Chang et al., 2020）。在完美主義雙向度理論，奮力向上
（perfectionistic strivings）和擔憂（perfectionistic concerns）是最主要的兩大構念（Stoeber & Otto, 
2006）。無論在中國（如 Zhang et al., 2007）、韓國（如 Chang et al., 2016）或歐美（如 Garratt-
Reed et al., 2018; Kljajic et al., 2017）等國家皆有多項研究支持擔憂向度與學業倦怠有正相關，並和
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呈現負相關；而奮力向上則和學業倦怠有負相關。目前國內針對完美主義與學
業倦怠的研究尚不多見，僅有一篇針對頂大學生（施淑慎，2019—2020），其他則以國中學生為研
究對象（施淑慎、巫博瀚，2017；張映芬，2019）。然而近年西方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完美主義程度
有逐漸上升的趨勢（Curran & Hill, 2019），且完美主義部分特性所帶來的學習利基與適應困擾已引
發廣泛討論，紛紛投入心力探討完美主義對個體身心適應影響路徑的中介機制。
不少西方研究指出歸屬感對大學生的學業成就（Pittman & Richmond, 2007）、心理健康（Moeller 

et al., 2020）和生活滿意度（Civitci, 2015; Suhlmann et al., 2018）具有正相關，且是重要的條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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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Hewitt等人（2006）的完美主義社會脫節模型（perfectionism social disconnection model），完
美主義者為建立社會連結，會透過奮力向上追求完美形象以避免社會評價的威脅。然而由於完美主
義者對人際互動較敏感，不敢呈現真實自我，或因其過度費心追求成就表現而難以建立歸屬感，這
些疏離的經驗容易導致完美主義者的心理困境（Magson et al., 2019）。Lim等人（2021）指出孤寂
感是源自於人類普遍的歸屬需要，孤寂與歸屬結構相似，但非二元對立的，而是一個光譜的兩端，
反映不同程度的社會連結。Pillow等人（2015）以 869名美國大學生進行研究，發現控制和歸屬感
共享的變異後，歸屬需求與孤寂感有中度相關（r = .44）。當個體的歸屬感需求得到滿足時，孤寂
感就會減少，因此若要解決學業倦怠的心理疏離的困擾，學校歸屬感可能會發揮重要貢獻（Allen et 
al., 2018）。令人欣慰的是，Dopmeijer等人（2022）的研究已揭示大學生的歸屬感有助於預防學業
倦怠，並促進適應品質。
回顧過往文獻可知，社會支持與學業倦怠感的負向關聯已受到大量研究證據支持（Rehman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1），但新近探討學校歸屬感與學業倦怠的關係更受到推崇（Dopmeijer et 
al., 2022）。關於社會支持和歸屬感的差異，Slaten等人（2018）指出兩者關係密切，Vargas-Madriz
與 Konishi（2021）的研究也發現，學校歸屬感和同儕、教師支持皆具有 .50左右的中度相關，可
見兩者在內涵具有一定關聯性，只是概念上各有其獨特內涵。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察覺或接受到來
自重要他人（家庭、學校、同儕）的關心或協助。大部分研究將其功能區分為情感性和工具性支
持（Shakespeare-Finch & Obst, 2011）；隨著近年教育目標越來越重視學生主動探索的素養；因
此，自主性支持受到高度矚目（Núñez & León, 2019）；並主張不同社會生態微系統來源的社會支
持各有其獨特貢獻（陳思親、陳慧娟，2021；Wentzel et al., 2016）。而學校歸屬感的構念最先是
由 Goodenow與 Grady（1993）提出明確的定義：「學生在學校生態中感到被關懷、接納、包容、
尊重和支持的程度」，很清楚地，學校歸屬感在定義上幾乎涵蓋學校支持的重要概念。此外，從 
Hoffman等人（2002）和 Slaten等人的學校歸屬感之內涵分析，可以發現與社會支持構念不同的
是，學校歸屬感係指學校微系統較大的環境特徵，且受到一系列學校環境因素的影響。其中同儕、
教師或學校的支持，常被視為評估學校歸屬感的重要內涵之一；但除了社會關係外，尚包含更複雜
多元的組成要素，例如課堂舒適度、積極師生關係、大學隸屬感、大學信賴感、心理安全感、全體
教職人員的和諧溝通，以及尊重多樣性與重視文化包容性等（Riley, 2017）。顯而易見，就生態脈
絡，學校歸屬感的內涵比社會支持的學校來源更為豐富完整，攸關學生幸福感、學業成績和身體健
康（Allen et al., 2018; Arslan et al., 2020）。尤其大學強調獨立自主又重視社會連結的環境特性，歸
屬感應在學校治理得到重視和優先考慮（Allen et al., 2021），相關研究蔚然成風。例如：Aker與
Şahin（2022）研究結果表明學校歸屬感有效降低醫學生之學校倦怠感；Allen等人（2018）利用後
設分析發現學校歸屬感會影響學習成就，以及調節學業倦怠；Heider（2021）指出，在遠距學習環
境中學生經歷最嚴重的損失之一是他們面臨低歸屬感的掙扎，隨後衍生出孤寂感和學習倦怠感。另
外，Puranitee等人（2022）以混合研究方法探討泰國醫學生的學業倦怠，結果顯示促進歸屬感可以
增加學習參與感，同時減緩倦怠程度。基於上述實徵研究結果，本研究延續 Dopmeijer等人（2022）
的發現，除了探討學校歸屬感、完美主義、生活滿意度與學業倦怠四者之間的關係，且深入分析國
內大學生知覺的學校歸屬感在此關聯路徑中所扮演的角色。期盼本研究結果能對相關領域之學術研
究發揮拋磚引玉之效，並提供高等教育輔導實務之具體建議。

（一）完美主義與學業倦怠、生活滿意度之關聯性探討

1. 完美主義理論與相關研究

早期研究視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為一種人格類型，傾向設定過高標準、關注失敗，以及
嚴苛地評價自我等，因此常發現與失敗、拖延、羞恥和低自尊有密切關聯（Sirois et al., 2017），甚
至認為完美主義是引發精神疾病的脆弱因子（Smith et al., 2018）。Hamachek（1978）挑戰大眾對
完美主義的簡化思維，首先提出完美主義具有適應性「正常完美主義」（normal perfectionism）和
不具適應性「神經質完美主義」（neurotic perfectionism）的兩大面向，後續研究者據此廣泛討論完
美主義正、負向特性及其影響（Stoeber & Gaudreau, 2017）。Frost等人（1993）比較不同模型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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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兩個高階因素：「對成就的奮力追求」（positive achievement strivings）和「對評價的不良關注」
（maladaptive evaluation concerns）。Stoeber與 Otto（2006）透過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建構出「奮
力向上」（perfectionistic strivings）和「擔憂」（perfectionistic concerns）雙向度的通用架構。隨後，
Burgess等人（2016）持續解決過去對多向度與雙向度完美主義的爭論，並將設定高標準、渴望追
求高成就定義為「奮力向上」向度；「擔憂」向度係指對沒有達到目標的自我批評和過度在意他人
評價的憂愁與焦慮。前者包含設定個人標準和自我取向型的完美主義，屬於適應性成分的完美主義；
後者包含過度在乎錯誤、對行動的懷疑、社會規範型的完美主義以及落差，為非適應性成分的完美
主義。實徵研究常發現完美主義的擔憂向度與各式身心適應問題幾乎都有顯著正相關，如憂鬱（Flett 
et al., 2012）、焦慮（Gnilka et al., 2019）、倦怠（施淑慎，2019—2020；Curran & Hill, 2019）、拖
延症（Sirois et al., 2017），以及自殺意念（Smith et al., 2018）等；同時亦與正向的生活滿意度、幸
福感呈現顯著負相關（Hill et al., 2010）。另外，奮力向上則普遍與正向適應結果有關。例如 Gnilka
等人（2013）指出奮力向上與憂鬱有負相關，與生活滿意度呈正相關；Moate等人（2019）的研究
發現奮力向上與正向情緒或生活滿意度有正相關；然而 Smith等人（2018）對自殺意圖的後設分析
卻顯示奮力向上可預測負面適應；Woodfin等人（2020）採用新短版 Frost多向度完美主義量表檢
視與憂鬱、焦慮的關係，結果發現奮力向上與焦慮具微小正相關，但無法預測憂鬱。由先前諸多研
究可推論完美主義雙向度與憂鬱、學習倦怠及生活滿意度關係具不穩定特性，除了需要更多樣本加
以檢驗外，也闡明了完美主義雙向度的影響力可能會透過第三因子產生變化。例如， Chang等人
（2016）指出內在動機扮演完美主義與學習倦怠之中介角色；Smith等人（2015）、Kim 與Kim（2022）
分別檢驗特質情商、自我效能在奮力向上與生活滿意度之中介路徑效果均獲得支持。基於前述實徵
研究發現與遺漏的環節，本研究以大學歸屬感做為完美主義雙向度與學習倦怠的條件因子，期望能
拓展相關領域之研究貢獻。

2. 學業倦怠理論與相關研究

倦怠（burnout）最早由 Freudenberger（1974）提出，是一種在工作上過度付出能量，伴隨對現
況失望所造成的一種筋疲力竭、人際疏離和情緒低落的現象。Maslach與 Jackson（1981）據此編製
包含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與個人成就感低落（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等三項內涵的Maslach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BI），並
將研究對象從服務性人員拓展至各型態工作者。隨後，Schaufeli等人（2002）調整MBI架構，以
筋疲力竭（exhaustion）、憤世嫉俗（cynicism）和專業效能（professional efficacy）等三大面向，
形成學生版Maslach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Student Survey, MBI-SS）。無論MBI或
MBI-SS兩個理論架構都為倦怠實徵研究帶來諸多貢獻，但同時也存在不少檢討聲音，包括無法獲
得整體倦怠分數，以及專業效能的適切性受到質疑（Romano et al., 2022）。Schaufeli等人（2020）
整理過去對於MBI所提出的疑義，並加入醫師、心理學家的臨床意見，重新定義倦怠為一種與工
作或學習相關的疲憊狀態，並發展新的倦怠評估工具（Burnout Assessment Tool, BAT）。此新工具
已在荷蘭、比利時、奧地利、德國、芬蘭、愛爾蘭，以及日本等跨國代表性樣本中獲得測量不變性
檢驗的支持（de Beer et al., 2020）。扼要來說，BAT與MBI構念的最大差異是移除過去爭論不休的
專業效能向度；補充因缺乏能量所形成的認知與情緒功能損傷之評估，包含筋疲力竭（exhaustion）：
身體和精神上嚴重的能量喪失；認知損傷（cognitive impairment）：調節個人的認知處理的能力
降低；情緒損傷（emotional impairment）：調節個人的情緒處理的能力降低；心理疏離（mental 
distance）：心理上的退縮和對工作的心理疏離感等四大向度。整體而言，BAT量表相較MBI提供
更多元的計分方式，不僅可依研究目的採用總分了解作答者的綜合倦怠情況，亦可透過分量表的得
分，了解各向度之特性（Schaufeli et al., 2020）。因此新興研究陸續採用 BAT來評估學業倦怠程度，
均獲得良好的測量效果（Romano et al., 2022）。

3. 完美主義與學業倦怠之關聯研究

大學生的學業倦怠與其學業投入（Zhang et al., 2007）、學業完成率、成就表現（May et al., 
2015），以及心理幸福感（Rehman et al., 2020）的關聯，在不同國家均獲得穩定的結論。依據資源
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當資源不足以應付需求或努力卻無法得到預期成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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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產生倦怠（Hobfoll, 1989）。前已提及，過度付出是形成學業倦怠的因素之一（Schaufeli et al., 
2002）。完美主義涉及高標準的設定與嚴格的自我要求，尤其當極度關注實際表現與理想目標之間
的落差，而無法自我調節時容易引發學業倦怠。目前諸多研究指出奮力向上可負向預測學業倦怠
（Chang et al., 2020）；而擔憂向度可正向預測學業倦怠（Chang & Lee, 2020）。Kljajic等人（2017）
與 Zhang等人（2007）進一步發現完美主義奮力向上與憤世嫉俗呈負相關，與筋疲力竭無顯著相關；
而擔憂向度與憤世嫉俗、筋疲力竭均為正相關。Shih（2012）以臺灣國中生進行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指出，奮力向上、擔憂可分別負向、正向預測筋疲力竭、憤世嫉俗和效能不足。Osenk等人（2020）
針對完美主義雙向度與學業成功的後設分析顯示，擔憂向度均與不佳的學業成果（包含認知、情感、
行為）有正向關聯，然而奮力向上總分的預測效果並不穩定，其中高標準都能促進學習成功，並防
止有害的學業結果；然而奮力向上的其他分構念，如標準追求儘管與學業成績有正相關，但無法保
護學生免受倦怠的負面影響。
為了更細緻了解完美主義雙向度與學業倦怠各核心徵兆之關聯，本研究參考 Spagnoli等人

（2021）的研究結果，將焦點從各專業工作領域的成人轉移到大學學習場域，並推論完美主義的奮
力向上可負向預測大學生的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知損傷及情緒損傷；擔憂向度可正向預測大學
生的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知損傷及情緒損傷，希望藉此釐清完美主義與大學生的學業倦怠的關
係，提供研究的新洞見與教育實務的具體建議。

4. 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之關聯研究

隨著正向心理學興起，如何提高生活質量與獲得幸福受到心理學家的關注（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豐富的研究顯示生活滿意度是實現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並紛紛探討其
影響機制（Kim & Kim, 2022）。許多研究發現完美主義的擔憂向度因其對過高標準的設定伴隨批
判性的自我評價特徵（Stoeber & Otto, 2006），與生活滿意度常有負相關（Chan, 2012; Moate et al., 
2019; Smith et al., 2015）；而奮力向上因著重於對高標準的追求，未必出現嚴苛的自我批判（Stoeber 
& Otto, 2006），容易從生活中獲得滿足感，因此與生活滿意度常呈現正相關（Gnilka et al., 2013; 
Moate et al., 2019; Suh et al., 2017）；但仍有部分研究發現奮力向上與生活滿意度未必具有穩定的關
聯性（Kim & Kim, 2022; Park & Jeong, 2015; Smith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21）。Hill等人（2010）
則發現奮力向上與生活滿意度僅有微小正相關，但控制雙向度之間的關係後，兩者的正相關得到提
升。由此可推論，奮力向上會受到擔憂向度的影響，故本研究採取雙向度檢驗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
度的關係。

（二）學校歸屬感與學業倦怠、生活滿意度之關聯探討

1. 學校歸屬感的內涵及其與學業倦怠之關係

歸屬感是人類的基本需求，除了對生存和幸福不可或缺（Allen et al., 2021），也對情緒和認知
過程有多重而強烈的影響。在教育情境中，學校歸屬感最廣為人知的測量係由 Goodenow與 Grady
（1993）所發展的學校成員心理量表（Psy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bership Scale, PSSM），涵
蓋校園關係與經驗、師生關係及學生對學校的總體感受等三個面向，迄今仍是測量中小學階段學校
歸屬感經常選用的工具（Allen et al., 2018; Suhlmann et al., 2018）。然而相較於中小學豐富的成果，
大學歸屬感的探討尚處於新興階段（Slaten et al., 2018）。先前文獻指出，歸屬感在各個生命週期會
以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顯示個人對社會關係的重視與受影響程度取決於發展階段的需求與環境變
數。正常狀況下，個體在童年時期依賴父母甚深；青少年期會轉向在同儕之間尋找歸屬感；而學校
的氛圍、和教職員的良好互動則密切影響大學生對學校的喜愛、認同與幸福感（Lim et al., 2021）。
值得留意的是，不同於中小學階段的學生有固定的教室和班級同學一起學習基礎教育，大學教育目
標承載多元使命、學習環境也具特殊性，例如離家住宿、擁有更多學習自主權、不固定的學習空間、
高深的專業技能訓練、更多元的國際學生與少數族群等（Gao & Liu, 2021）。因此更須校內教學與
行政跨系統協作機制之良善運作，讓大學生感到被學校接納、肯定與鼓勵，才有更多機會培養兼顧
博雅專精、積極溝通與善盡社會責任的領導人才（Strayhorn, 2018）。筆者認為在當前國內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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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相當看重國際化、優質化與在地連結等目標下，探討大學歸屬感具有時代背景與發展任務的重要
價值。
為了填補研究的缺口，Slaten等人（2018）發展大學歸屬感問卷，包含「大學隸屬感」（university 

affiliation）：衡量對大學的認同感；「大學支持和接納」（university support and acceptance）：
主觀知覺被大學無條件支持和接納程度；「與教職員關係」（faculty and staff relations）：大學生
自評受到學校教職員／師長接納與肯定的程度。該量表具良好的信效度，並在其他研究得到支持
（Thompson et al., 2019）。然而根據因素分析結果，同儕關係最後並未納入學校歸屬感的要素。
Lim等人（2021）認為同儕關係對學生具重要意義，且社會隸屬需求具文化與樣本依賴特性，建議
持續探究。本研究經訪談後，發現同儕關係受到國內大學生多次強調。故於原始 UBQ內容外，加
入「同儕關係」，重新檢驗學校歸屬感的內涵。
有鑑於許多研究指出學校歸屬感分別與學業倦怠、輟學意圖之間存在密切關聯（Marôco et al., 

2020; Suhlmann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21）。而 Aker與 Şahin（2022）的研究亦闡明隨著學校歸
屬感的降低，學校倦怠感會有增加的情形。Dopmeijer等人（2022）也發現學校歸屬感與筋疲力竭、
憤世嫉俗具顯著負相關。因此本研究推論大學的歸屬感可負向預測學業倦怠。

2. 學校歸屬感與生活滿意度之關聯

近年隨著拒學問題攀升、年輕人「退縮內卷」現象、「躺平」主義的蔓延，學校歸屬感更被視
為重要的預防方針（Zhou, 2023）。有關學校歸屬感與生活滿意度的正向關係，無論在中學（Arslan 
et al., 2020; Huang, 2020）或大學（Civitci, 2015）均獲得實徵資料的支持。Civitci（2015）指出擁有
較高學校歸屬感的大學生所感知的壓力較低，且有較高生活滿意度。Gopalan與Brady（2019）發現，
學校歸屬感與學業表現、使用校園服務資源和心理健康呈顯著正相關。Suhlmann等人（2018）的研
究則揭示學校歸屬感與大學生適應品質存在顯著正相關。當學生感受到被學校成員接受、喜歡，並
與學校社群具產生連結感（Slaten et al., 2018），學生往往會因此更積極參與學校生活，增加成功的
機會，進而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Huang, 2020）。總而言之，學校歸屬感是大學生諸多正向心理結
果與生活滿意度之重要預測指標，因此本研究假設學校歸屬感與生活滿意度有正向關聯。

（三）學校歸屬感在完美主義與學業倦怠、生活滿意度之中介角色

完美主義與身心適應的關聯受到不少研究的矚目，但如前所述，彼此間的關係錯綜複雜。
Ashby等人（2012）對大學生的研究除了發現奮力向上與生活滿意度正相關；擔憂與生活滿意度負
相關外，在路徑分析中也顯示壓力感知可中介雙向度完美主義和生活滿意度間的關係；Smith等人
（2015）對中國大學生的研究指出情緒智商在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的中介效果。此外，Kim與
Kim（2022）發現韓國成人的奮力向上、擔憂向度可透過自我效能分別對生活滿意度產生部份正向
中介效果和抑制作用；而Wang與Wu（2023）對中國醫學生的研究則表明自我慈悲的中介效果與
擔憂向度對生活滿意度的負向預測作用。上述研究除了確立雙向度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
聯外，同時也指出完美主義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路徑尚存在重要的中介條件。
根據 Hewitt等人（2006）完美主義社會脫節模型（perfectionism social disconnection model）的

主張，完美主義特質的出現是為防止個體遭受拒絕感，透過對自己不切實際的完美期望，希望藉此
獲得接納，同時也修復受損的自我評價。但在形成完美主義後，個體為繼續保持對完美的期待，容
易出現對評價過於敏感等不利人際關係的表現，這反過來會增加社交孤寂感，進而導致後續的身心
困擾（Magson et al., 2019）。因此 Hewitt（2020）認為人際關係困難與隨後的社會脫節是致使完美
主義導致負向適應結果的關鍵。相關研究已在歐美大學生（Flett et al., 2012; Molnar et al., 2012）、
澳洲少年（Magson et al., 2019），以及韓國社會人士等多元樣本（Cha, 2016）獲得相同結論。然而，
並非所有研究皆支持各向度的完美主義皆會表現出社交脫節等行為（Stoeber & Gaudreau, 2017）。
Smith等人（2018）的研究只發現社會絕望對擔憂向度與憂鬱症狀關係具有中介效果，而未見相同
的人際困擾可中介奮力向上與憂鬱症狀的關係，相似的結論亦可見於 Sherry等人（2008）的研究結
論，即奮力向上與社會支持沒有顯著相關。另外，Gnilka等人（2019）的路徑分析結果也指出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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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與感知的社會支持有正向關聯。很清楚地，從完美主義社會脫節模型可以確認社會連結低落是
完美主義形成心理困擾的重要路徑，因此過往研究常以人際連結的變項做為中介條件，其中社會支
持常被視為完美主義的保護因子（Molnar et al., 2012; Smith et al., 2018）。如前所述，社會支持是
歸屬感的重要內涵之一，但學校歸屬感著重學校場域的整體支持與社會連結，除了教師支持外，尚
包含其他構念，例如：學校的資源挹注、師長與同儕關係，以及與學校的情感連結或被看重的感受
（Allen et al., 2021; Goodenow & Grady, 1993; Hoffman et al., 2002; Slaten et al., 2018），皆密切影響
學生各項學習品質。有鑑於過去研究指出奮力向上和社會支持有顯著相關的穩定結論，且根據完美
主義社會脫節模型，學校歸屬感可作為完美主義與正、負向適應結果影響途徑的條件因子（Civitci, 
2015; Gnilka et al., 2019; Hewitt, 2020; Magson et al., 2019）。本研究推論學校歸屬感對大學生的完美
主義與學業倦怠的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知損傷和情緒損傷之間存在中介效果。希冀本研究蒐集
的實徵資料藉由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有助於說明雙向度完美主義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途徑，藉此
做為高等教育輔導工作的參考，積極促進大學生福祉，並指引學術研究的新方向。

方法

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使用紙本與網路問卷蒐集大學生資料，有關研究倫理、預試、正式施測
對象與過程，扼要說明如下：

（一）研究倫理

本研究採取無記名方式填答自陳式量表，為確保研究倫理，筆者於施測前徵詢參與者同意，同
時說明若於施測過程有任何不適，研究參與者得隨時停止測驗，無須擔心影響學業成績或本研究結
果，以維護其自主性與權益。也清楚項研究參與者聲明所填寫之資料僅做團體分析，不做個人資料
處理。如事後參與者有意願了解整體研究結果，可於填答問卷後 2個月到 3個月期間聯繫研究者，
筆者將提供研究結果之相關資訊。

（二）預試對象與過程

筆者洽詢各大專院校教師於課堂中宣傳招募問卷填寫之電子訊息與協助發放紙本問卷進行預試
施測，共發放 250份，回收 224份，刪除防呆測試題 2題均反應錯誤（即研究參與者無法依題目內
容指示選擇者，例題：「這題請選 6。」、遺漏答 3題以上之未符合資格者，有效問卷 208份，有
效樣本率達 92.9%。其中大一 59人、大二 48人、大三 49人、大四 42人、大五以上 10人；生理
男性 62人、生理女性 146人、其他 0人。

（三）正式施測對象與過程

正式問卷採電子與紙本兩種方式，總共收回 617份問卷。刪除防呆測試題 2題均反應錯誤者、
有明顯反映心向者、疑似亂答者，有效正式樣本共計554份，有效樣本率達89.8%。其中大一127人、
大二 125人、大三 132人、大四 128人、大五以上 42人；男生 243人、女生 309人，其他性別 2人。

（四）研究工具的理論依據與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測量工具均為筆者參考國內外重要文獻，並經原量表作者授權同意後，重新依據國內
文化、大學生特性與訪談結果編製而成。研究工具包括「完美主義量表」、「學業倦怠量表」、「生
活滿意度量表」，以及「學校歸屬感量表」。均採用李克特 6點量表計分，請參與者依照自己近半
年到一年的學習與生活經驗或感受進行作答，1分為「非常不同意」，6分為「非常同意」。茲將
四項測量工具之專家效度（expert validity）、探索性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與驗證
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轉軸刪題過程，以及信效度判斷標準，扼要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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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家效度（expert validity）

本研究測量工具皆經過原量表編製者授權同意使用，在不違背理論構念的前提下，謹慎根據國
內大學生身心特色與訪談結果修改或增刪題目。為求慎重，各邀請一位教育心理學專業領域與動機
心理學領域之大學教授，以及一名擔任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員，共同組成專家群檢驗專家效度。進行
方式首先是使用問卷蒐集專家群針對各測量工具是否已包含測量變項之所有構念與內容適當性的意
見，根據專家審查後修改量表的內容，再次邀請三位專家提供審題意見。最後以問卷調查三位專家
對問卷內容完整性、適當性的判斷（李克特 4點量尺與開放式意見調查）。初始階段填答 3—4分者，
表示題目適合／非常適合；填答 1—2分者為不適當或不需要，需再次根據專家意見修改，直到每
題達 4分，表示專家群一致同意後始得定稿，以確保良好的內容效度。

2. 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本研究透過 208個預試樣本分析各量表組成因素，以 SPSS 23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確定構
念並對題目進行篩選。首先利用 KMO（Kaiser-Meyer-Olkin）和 Bartlett 球形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來判斷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採用 Kaiser（1974）的標準：KMO ≥ .90表
示非常適合、 .80 ≤ KMO ≤ .90為良好、 .70 ≤ KMO ≤ .80為可接受、 .60 ≤ KMO ≤ .70為普通、 .50 
≤ KMO ≤ .60為不太適用、KMO ≤ .50則表示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另外，Bartlett球形檢定達顯著
水準，表示母群體的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接著，以主軸因素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萃取因素，並以最優斜交轉軸法（promax）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初始特徵值大於
1作為參考值，並輔以平行分析（O’Connor, 2000），萃取出合適數量之因素結構。接著參考 Hair
等人（2019）的標準，刪除不當試題：（1）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s）低於 .50；（2）題目未
符合預期因素歸類；（3）題目出現交叉因素負荷量（cross loading）。再分析正式題目的內部一致
性係數以確認量表內所有題目之同質性。最後，依照 DeVellis（1991）提出的信度係數標準，判斷
重複測量時結果一致性與穩定性品質，若 Cronbach’s α值介於 .80至 .90為非常良好， .70到 .80為
良好， .65至 .70為勉強可接受， .60到 .65為不良，低於 .60表示不可接受。

3. 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本研究預試量表發展完後，依照理論設定模型，透過Mplus 8.8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實
證數據與理論適配的結果。本研究採納Kline（2015）之建議指標：（1）卡方值（χ2）及其自由度（df）
與 p值；（2）RMSEA；（3）CFI；（4）SRMR。當卡方值檢定達顯著，即代表假設的模式與觀
察值存在顯著差異，模式的適配度不理想。由於卡方值的檢定統計量顯著與否容易受樣本數影響，
建議改以卡方自由度的比值（χ2/df）作為適配度指標，若比值在 5以下則可判斷為合理適配（Kline, 
2015）；比值在 3以下為良好適配的標準。其次有關 RMSEA指標，多數學者認為 RMSEA小於 
.05表示良好適配，介於 .05至 .08是合理適配，介於 .08至 .10是普通適配，大於 .10則為不良適配
（Kline, 2015; MacCallum et al., 1996）。CFI指標值介於 0至 1之間，愈接近 1表示模型配適度愈
理想，一般以 CFI大於或等於 .90以上作為適配標準。再者，SRMR小於 .08為合理適配標準，小
於 .05為較嚴格的適配標準。為求慎重，本研究增加 NNFI（non-normed fit index）的適配指標，以
NNFI ≥ .90為判斷適配之標準（McDonald & Ho, 2002）。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各量表之編製過程與
信效度分析結果。

4. 各項研究工具介紹

（1）完美主義量表。本研究之完美主義量表編修自 Burgess等人（2016）的「短版 Frost多向度完
美主義量表」（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Brief, F-MPS-Brief），包含「標準追求」
和「評價在意」兩個分量表；以及 Rice等人（2014）「短版幾近完美主義量表」（Short Almost 
Perfect Scale, SAPS），包含「高標準」與「落差」兩個分量表。本預試量表 KMO值為 .89，且
Bartlett 球型檢定達顯著（χ2(276, N = 208) = 2521.59, p < .001），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aiser, 
1974）。參照特徵值及平行分析結果，萃取四個因素，分別為「高標準」分量表 5題（例題：我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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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期許自己做到最好。）、「標準追求」分量表 3題（例題：我對個人負責的任務，有超乎一般極
高的自我要求。）、「落差」分量表 6題（例題：我很少對自己的表現感到滿意。）和「評價在意」
分量 5題（例題：如果我不能一直表現得很好，別人就會對我不尊重。），共計 19題，所有因素
負荷量介於 .53至 .86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52.68%。全量表、「高標準」、「標準追求」、「落
差」和「評價在意」之 Cronbach’s α係數分別為 .87、 .86、 .70、 .80、 .86。依照 DeVellis（1991）
的標準，本量表信度良好。為了考驗完美主義之雙向度結構，進行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以了解「高
標準」和「標準追求」是否反映完美主義的奮力向上；以及「落差」和「評價在意」是否反映完美
主義的擔憂向度。所有因素負荷量介於 .57至 .82之間。卡方自由度比（χ2/df）為 3.89，RMSEA為 
.07，CFI為 .97，SRMR為 .03，NNFI為 .96，皆達到合理或良好的模型適配度。當參與者在「標準
追求」和「高標準」分加總愈高，表示具有愈高的「完美主義奮力向上」特性，自我設定高標準並
奮力向上追求實現的程度越高；而在「評價在意」和「落差」兩分量表得分加總愈高，表示具有愈
高的「完美主義擔憂」特性，亦即參與者容易因未能達成完美的高標準，或不滿意自己的表現而自
我批判且令其感到困擾。

（2）學校歸屬感量表。本量表參考 Slaten等人（2018）的「學校歸屬感量表」（School Belonging 
Questionnaire, UBQ）之原文版，經授權同意後由研究者進行中文翻譯。考量同儕關係對大學生活具
有重要意義，故綜合參考 Goodenow與 Grady（1993）的學校成員心理量表，加入同儕關係向度，
確保量表題目更貼近大學生真實生活。預試量表KMO值為 .92，且 Bartlett 球型檢定達顯著（χ2(378, 
N = 208) = 3811.40, p < .00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平行分析結果顯示萃取五因子以下為佳，同時
參考特徵值，共萃取四因素。除了刪除因素負荷量未達 .50之題項以外，也刪除跨因素負荷之題項，
如「我就讀的大學提供我機會參與有意義的活動」同時負荷在大學支持和接納與大學隸屬感；「當
我有課業問題時，大學同學願意提供我幫助」負荷在同儕關係和大學支持與接納兩個向度。正式量
表共 17題，包含四個向度。前三向度為原 UBQ之量表，包括「與教職員關係」分量表 4題（例題：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大學裡的老師／行政人員是關心我的。）、「大學支持和接納」分量表 3題（例題：
我就讀的大學提供我機會獲得多元的學習經驗。）、「大學隸屬感」分量表 6題（例題：我樂於和
我就讀的大學產生關聯。）；第四向度為本研究新增之「同儕關係」分量表 4題（例題：我覺得我
的大學同學對我是關心的。）。所有因素負荷量介於 .52至 .83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0.49%。
全量表、「與教職員關係」、「大學支持與接納」、「大學隸屬感」和「同儕關係」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92、 .87、 .80、 .87、 .86。依照 DeVellis（1991）的標準，學校歸屬感量表
信度非常良好。接著，以 554個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卡方自由度比（χ2/df）為 4.70，RMSEA
為 .08，CFI為 .93，SRMR為 .05，NNFI為 .92，參考Kline（2015）的標準，本量表有不錯的適配度。
所有因素負荷量介於 .64至 .86之間，顯示本工具有理想之建構效度。

（3）學業倦怠量表。本研究編製之學業怠量表係參考 Schaufeli等人（2020）授權的 BAT-C英文版，
由筆者翻譯與編修文字，並將原量表的「工作、上班時」修改為「學習、在學校」之敘述。KMO
值為 .94，Bartlett球型檢定達顯著（χ2(325, N = 208) = 3698.36, p < .001），接著進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平行分析結果顯示四因子以下為佳，並參考初始特徵值，共萃取出四個因素，分別為：「筋疲
力竭」分量表 6題（例題：在學校學習時，我感到精神疲倦、困頓。）、「心理疏離」分量表 4題
（例題：我對我的學習漠不關心。）、「認知損傷」分量表 5題（例題：在學校學習時，我會無法
妥善集中注意力。）、「情緒損傷」分量表 5題（例題：在學校事情不順心時，我會變得煩躁。），
共計 20題。經轉軸與刪題後，因素負荷量介於 .52至 .84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59.82%。全量表、
「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知損傷」和「情緒損傷」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依序為 
.93、 .88、 .82、 .89、 .87。根據前述標準，本量表具有良好信度。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卡方自由度比（χ2/df）為 3.80，RMSEA為 .07，CFI為 .94，SRMR

為 .04，NNFI為 .93，皆達到理想數值，所有因素負荷量介於 .69至 .87之間。依照 DeVellis（1991）
的標準，本工具有不錯的建構效度。

（4）生活滿意度量表。本研究之生活滿意度量表參考 Diener等人（1985）所編製的 5題生活滿意
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由筆者進行翻譯編與修改，為單一向度量表（例題：
我滿意自己的生活。）。填答者在量表總分得分愈高，代表其對自己整體生活有愈高的認知評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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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滿意。

此量表預試題目的 KMO值 .85，且 Bartlett 球型檢定達顯著（χ2(10, N = 208) = 559.59, p < 
.001）。經主軸因子法與最優斜交轉軸法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參考特徵值與平行分析結果，萃
取出單一因素。各題目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56至 .87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0.81%，亦無交叉
負荷量或向度錯誤情形，故無須刪題，全量表信度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86，具非常良好的信度
（DeVellis, 1991）。再以Mplus 8.8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所有因素負荷量介於 .63至 .88之間，卡
方自由度比（χ2/df）為4.45，RMSEA為 .08，CFI為 .99，SRMR為 .02，NNFI為 .98。參考Kline（2015）
的標準，本量表具有良好的適配度。

（五）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首先以 SPSS 23進行研究變項平均數、標準差及雙變量相關性之描述性統計。接著使
用Mplus 8.8，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採用
Preacher與 Hayes（2008）所建議的拔靴法取向（bootsrapping method approach），以 5,000次重複
抽樣估計學校歸屬感在雙向度完美主義、學業倦怠及生活滿意度的中介效果。

結果與討論

（一）完美主義、學校歸屬感、學業倦怠及生活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

以下說明本研究 554位參與者在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

1. 完美主義之得分範圍、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

本研究參與者在完美主義量表之高標準（M = 4.56, SD = 0.87）、標準追求（M = 3.78, SD = 
1.03）、落差（M = 3.96, SD = 0.99），以及評價在意（M = 3.27, SD = 1.06）。前兩者可合併為奮力
向上向度（M = 4.27, SD = 0.84）；後兩者可合併為擔憂向度（M = 3.59, SD = 0.93）。整體而言，
平均分數介於 3.27至 4.56，標準差介於 0.84至 1.06之間。在偏態方面，奮力向上、高標準、標準
追求與落差分量表偏態係數小於 0，屬負偏態，代表本次調查對象在前揭項目得分高於平均數者偏
多；而擔憂向度與評價在意分量表偏態係數大於 0，屬正偏態，顯示本研究參與者在此兩向度的得
分低於平均數者較多。峰度方面，奮力向上與高標準分量表峰度係數大於 0，屬高狹峰，顯示整體
分數分布向平均數集中，得分同質性高；而標準追求、擔憂向度、落差與評價在意，峰度係數小於
0，屬低闊峰，顯示分數分布偏向高、低分兩側，離散程度較高。由於偏態與峰度係數均未超過 ± 1，
表示本研究完美主義各分構念的偏態與峰度都在合理範圍內（邱皓政，2021）。

2. 學校歸屬感之得分範圍、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

 學校歸屬感總量表（M = 4.11, SD = 0.89）包含四個分量表：與教職員關係（M = 3.71, SD = 
1.07）、大學支持與接納（M = 4.48, SD = 0.96）、大學隸屬感（M = 4.07, SD = 1.06）以及同儕關係
（M = 4.28, SD = 1.05）。各分量表與總量表的平均數介於 3.71至 4.48，顯示大學生自陳之學校歸
屬感為中等以上程度，標準差則介於 0.89至 1.07之間。總量表與所有分量表的偏態係數均小於 0，
屬負偏態，表示本研究參與者在前揭項目得分高於平均數者偏多。學校歸屬感總量表、大學支持與
接納、同儕關係兩個分量表峰度係數皆大於 0，為高狹峰，表示本研究樣本的得分較集中；而與教
職員關係、大學隸屬感的峰度係數皆小於 0，為低闊峰，代表得分在高低兩端者多，分數較離散。
由於偏態與峰度係數均未超過 ± 1，顯示本研究樣本之學校歸屬感得分未有偏離常態之情形。 

3. 學業倦怠之得分範圍、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

學業倦怠量表（M = 3.32, SD = 0.94）包含四個分量表：筋疲力竭（M = 3.61, SD = 1.09）、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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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離（M = 3.11, SD = 1.13）、認知損傷（M = 3.15, SD = 1.08）以及情緒損傷（M = 3.31, SD = 1.12）。
整體而言，學業倦怠各分量表與總量表的平均數介於 3.11至 3.61，顯示大學生自陳的學業倦怠為中
等程度，其中以筋疲力竭平均分數最高；離散程度介於 0.94至 1.13之間。在偏態方面，學業倦怠
的總量表與所有分量表皆為大於 0，屬正偏態，即得分集中在平均數以下的位置；峰度方面，總量
表與所有分量表之峰度係數皆小於 0，屬低闊峰，表示本研究參與者在學業倦怠的得分較離散，但
尚在合理範圍內（邱皓政，2021）。

4. 生活滿意度之得分範圍、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

本研究參與者在生活滿意度量表的平均數為 3.70（SD = 1.03）接近中間值，表示有中等的生活
滿意度。偏態係數小於 0，屬負偏態，顯示生活滿意度的得分集中平均數以上。峰度度係數小於 0，
屬低闊峰，代表整體分數分布往兩側分散，分數異質性高。依據邱皓政（2021）之標準，無論偏態
與峰度皆屬合理數值。

（二）完美主義、學校歸屬感、學業倦怠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1. 完美主義與學業倦怠之相關分析

有關完美主義奮力向上、擔憂與學業倦怠之相關，如表 1所示。完美主義奮力向上與學業倦怠
總量表（r = -.14, p < .001）、筋疲力竭（r = -.09, p = .045）、心理疏離（r = -.31, p < .001）、認知
損傷（r = -.18, p < .001）皆有顯著負相關；與情緒損傷（r = .04, p = .328）則無顯著相關；其中奮
力向上之高標準分量表與學業倦怠總量表（r = -.22）、筋疲力竭（r = -.15）、心理疏離（r = -.37）、
認知損傷（r = -.24）呈顯著負相關（ps < .001），與情緒損傷（r = -.04, p = .302）則無顯著相關；
而奮力向上之標準追求分量表與心理疏離（r = -.16）與情緒損傷（r = .15）呈顯著負相關（ps < 
.001），與學業倦怠總量表（r = .01, p = .963）、筋疲力竭（r = .03, p = .451）、認知損傷（r = -.06, 
p = .163）則無顯著相關。
擔憂向度與學業倦怠總量表（r = .46）、筋疲力竭（r = .34）、心理疏離（r = .35）、認知損傷

（r = .40）、情緒損傷（r = .49）呈顯著正相關（ps < .001）；落差分量表與學業倦怠總量表（r = 
.44）、筋疲力竭（r = .33）、心理疏離（r = .34）、認知損傷（r = .37）、情緒損傷（r = .44）亦有
顯著正相關（ps < .001）；評價在意分量表與學業倦怠總量表（r = .40）、筋疲力竭（r = .28）、心
理疏離（r = .29）、認知損傷（r = .36）和情緒損傷（r = .43）也有顯著正相關（ps < .001）。本研
究結果顯示，當大學生具有愈高程度的奮力向上特質，出現學業倦怠症狀的頻率也會愈低，尤其是
筋疲力竭、心理疏離和認知損傷之情形越不明顯。當中又以奮力向上與心理疏離的負相關程度較高，
表示當大學生有追求卓越的意願、期勉自己達到自我設定的標準時，其學習不熱衷，懷疑課業學習
的意義和價值的情況則越少出現；但當個體擁有愈高的擔憂特質，害怕犯錯、常對自己的表現感到
失望，則出現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知損傷及情緒損傷等學業倦怠症狀的頻率則會愈強烈。
綜合而言，本研究假設部分獲得支持。整體結果符合 Chang等人（2016）發現奮力向上與學業

倦怠有負相關，以及擔憂向度與學業倦怠有正相關，同時亦呼應Kljajic等人（2017）、Shih（2012）
和 Zhang等人（2007）指出擔憂向度與筋疲力竭、心理疏離有顯著正相關，而奮力向上與憤世嫉俗
的心理疏離則有顯著負相關。然而特別需要留意的是，本研究發現奮力向上與筋疲力竭有負相關，
這項結果與過去研究分析（Chang et al., 2020; Kljajic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07）不一致，筆者推
論應與本研究選用 SAPS、F-MPS-Brief測量工具，能更有效測得雙向度的分立特性（奮力向上與擔
憂向度）有關。然而本結果可呼應過去 Hill與 Curran（2016）曾針對雙向度完美主義與綜合性倦怠
（含職業、運動和教育領域）所進行的後設分析結果。當考量雙向度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完美主義
與倦怠的半淨相關（semi-partial correlation），便可發現「純粹」完美主義奮力向上與筋疲力竭等
倦怠症狀皆呈現負相關。意即若大學生僅是積極追求卓越，並未過度在意其與理想的落差所引發的
無謂憂慮，則產生倦怠相關症狀的可能性較低，包含學業倦怠最普遍出現的筋疲力竭現象。另外，
由於本研究編修 BAT-C做為學業倦怠的測量工具，相較傳統學業倦怠工具，此新工具特別細分認
知損傷與情緒損傷兩個獨立的分量表，故可更詳細剖分析完美主義雙向度與學業倦怠各分構念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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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也可能是造成與先前研究結果不完全相同的原因之一。
而本研究發現擔憂向度與學業倦怠四向度之間的正相關，均符應 Spagnoli等人（2021）的研究

結果；但奮力向上則與 Spagnoli等人對義大利上班族的研究結果不一致。筆者認為這可能涉及探討
的任務內涵（工作與課業）、研究方法（縱貫與橫斷）不同所致，或者涉及中西文化的差異。更明
白地說，西方動機理論的觀點不一定能完全適用於解釋國內大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行為，例如：陳舜
文（2022）認為華人追求學業目標的心理和行為深受儒家文化所影響，努力學習不一定是追求個人
自主決定的成就動機，更可能是華人學生必須勉力而為的角色義務，如榮宗耀祖、光耀門楣，且具
有高度社會期許的美德價值（Huang & Gove, 2015）。易言之，設定高標準與追求高標準的奮力向
上行為是華人社會認定的倫理規範，因此大學生願意投「其」所好，也藉此鞏固更緊密的社會連結
與關愛。但崇高的目標未必人人力所能及，這或許可解釋本研究發現完美主義之奮力向上總分與高
標準分量表得分可負向預測學業倦怠總分和三個分構念（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知損傷），且可
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和學校歸屬感，但與情緒損傷（如對學校學習感到無法克制的焦慮或壓力）則
無顯著相關。而奮力向上之標準追求分數與心理疏離有顯著負相關，代表個人越全心投入學習，越
不會懷疑大學課業學習的重要性，以及對於社會或他人的意義；然而不同於高標準分量表，標準追
求則與學業倦怠總分、筋疲力竭、認知損傷無顯著相關的原因，可能是大學生是否可達成理想尚需
考慮能力因素而難以有牢固的結論。 
此外，本研究首度採用 Schaufeli等人（2020）的倦怠理論，重新編製工具以蒐集國內大學生的

四項學業倦怠分數。由於新工具發展尚在創新開發階段，目前較缺乏完美主義雙向度與自我評估認
知損傷狀態的實徵探究可充分討論；但情緒損傷方面，則可連結過去 Cumming與 Duda（2012）、
Moate等人（2019）之研究，顯示奮力向上與負向情感關係沒有相關；然而擔憂向度則與負向情感
關係具顯著正相關。以上結果表明奮力向上與其他變項的關聯情形，以及對於不同負向適應之預測
效果，無法一概而論，由此可見其關係路徑可能受到不同條件因子的作用，有待未來更多實徵研究
釐清。最後，筆者發現在個別分量表中，如標準追求分量表，存在與其高階向度表現不一致的情形，
顯示在未來研究中除了針對完美主義的雙向度進行探討外，亦可參考 Limburg等人（2017）的建議，
在個別分量表中所捕捉到的不同完美主義特質也存在持續探討的空間，如此將有助於更深入了解某
些心理適應與完美主義的特定關係模式之效果。

2. 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從表 1所示，完美主義奮力向上總分與生活滿意度（r = .16）、高標準與生活滿意度（r = .21）
皆呈顯著正相關（ps < .001）；而標準追求與生活滿意度（r = .06, p = .187）無相關。另外，在完美
主義擔憂總分與生活滿意度（r = -.35）、落差與生活滿意度（r = -.38）、評價在意與生活滿意度（r 
= -.26）均有顯著負相關（ps < .001）。這些結果顯示當大學生具有愈高程度的完美主義奮力向上特
質，也會具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相對地，當大學生的完美主義擔憂程度愈高，則具有較低的生活
滿意度，故本研究假設獲得支持。此項結果與過往雙向度完美主義對生活滿意度的研究發現一致，
符合 Ashby等人（2012）、Chan（2012）、Gnilka等人（2013）、Hill等人（2010）、Moate等人
（2019），以及 Suh等人（2017）的研究結果。但和 Kim與 Kim（2022）、Park與 Jeong（2015）、
Smith等人（2015），以及Wang 等人（2021）指出，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不具相關性之研究
結論有所不同。筆者推論此不一致的情形，一方面應與本研究編製測量工具時，已針對 Rice等人
（2014）與 Burgess等人（2016）短版量表題項字斟句酌，並根據國內大學生樣本預試分析結果刪
除構念混淆之題目有關；另一方面亦闡明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可能還會因第三變項之
條件而變化。例如在 Smith等人、Kim與 Kim的路徑效果分析，發現特質情商與自我效能等中介因
子皆可中介奮力向上與生活滿意度之關係，因此未來研究可就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不同調
節效果與中介作用持續探討。最後，標準追求分量表與生活滿意度並無相關，顯示雖然高標準與標
準追求皆屬奮力向上構念，但兩者所測得性質內容雖相關但仍有差異。由此結果看來，若大學生熱
衷追求更高的成就，積極的學習投入固然可獲得更佳的表現，但若難以對自己的表現感到滿意，一
味嚴苛自我批判，習慣對失敗進行災難化思考，可能會讓完美主義的不適應特性變本加厲，進而威
脅其生活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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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美主義與學校歸屬感之相關分析

表 1顯示完美主義奮力向上總分和與學校歸屬感總分（r = .23）、與教職員關係（r = .19）、
大學支持與接納（r = .22）、大學隸屬感（r = .19），以及同儕關係（r = .20）皆呈顯著正相關（ps 
< .001）；高標準分量表與學校歸屬感總分（r = .31）、與教職員關係（r = .22）、大學支持與接納（r 
= .30）、大學隸屬感（r = .26）、同儕關係（r = .28）亦呈顯著正相關（ps < .001）；標準追求分量
表與教職員關係（r = .11, p = .010）也具有顯著正相關，但與學校歸屬感總分（r = .07, p = .114）、
大學支持與接納（r = .06, p = .181）、大學隸屬感（r = .04, p = .387），以及同儕關係（r = .04, p = 
.396）無顯著相關。
完美主義的擔憂向度和學校歸屬感總分（r = -.18, p < .001）、與教職員關係（r = -.17, p < 

.001）、大學支持與接納（r = -.15, p < .001）、大學隸屬感（r = -.12, p = .004）、同儕關係（r = -.20, 
p < .001）呈顯著負相關；落差分數和學校歸屬感總量表（r = -.19, p < .001）、與教職員關係（r = -.16, 
p < .001）、大學支持與接納（r = -.14, p = .001）、大學隸屬感（r = -.13, p = .002）、同儕關係（r = -.21, 
p < .001）也呈顯著負相關；評價在意分量表和學校歸屬感總量表（r = -.15, p < .001）、與教職員關
係（r = -.15, p = .001）、大學支持與接納（r = -.13, p = .002）、大學隸屬感（r = -.09, p = .045）、
同儕關係（r = -.16, p < .001）皆達顯著負相關。
上述結果顯示當個體奮力向上程度愈高，會體驗較高程度的學校歸屬感，與教職員關係、大學

支持與接納、大學隸屬感，以及同儕關係品質較佳；而當個體具有較高程度的擔憂會自評較低程度
的學校歸屬感。綜合而言，本研究假設獲得支持，關於擔憂向度和歸屬感呈負相關的研究發現，與
往昔研究結論完全吻合一致（Gnilka et al., 2019; Magson et al., 2019; Smith et al., 2018）。而對照過
去Magson等人（2019）發現奮力向上、擔憂程度均和學校歸屬感呈現負相關，本研究卻顯現奮力
向上出現較多的正向結果，這與Magson等人研究結論不一致。尤其比起完美主義其他向度，高標
準和學校歸屬感有較高的正相關，這項結果正好呼應過去 Gnilka等人（2019）的研究發現，奮力
向上之高標準分數與社會支持呈現正相關，以及 Stoeber等人（2017）獲得奮力向上（自我取向型
完美主義）與正向人際表現有正相關之結論。而標準追求卻未見其與學校歸屬感有關聯，這與過去
Sherry等人（2008）和 Smith等人（2018）的結論相類似，即奮力向上與社會支持、社會絕望未具
穩定之相關性。筆者推論原因除了可能與本研究更細緻檢驗完美主義、歸屬感之分構念有關之外，
亦可能受文化差異因素所影響。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華人社會深受儒家思想涵化，對於訂
定高標準是一項受鼓勵的「模範行為」（Huang & Gove, 2015），有助於個人甚至家族經營美好的
生活。據此，筆者推論大學生設定高學業目標，不僅可積極促進個人成就，亦可預防萬一失敗，歸
因於是標準過高，而非能力不足，如此可達成「雖敗猶榮」的印象整飭效果，藉此消極維護自我價
值，同時也帶來社會認同的好處，有助歸屬感的獲得；然而兢兢業業追求目標的努力行動，若事與
願違，可能會威脅個體自尊，產生社會退縮行為，類似於 Sherry等人的研究在未區分不同構念的測
量理論下，指出奮力向上與社會支持沒有相關之似是而非結論。由於目前關於完美主義社會脫節模
型的研究尚有許多待解之謎，其中奮力向上與歸屬感的連結是個新興領域，亟待更多跨文化、跨族
群樣本研究詳加探究。

4. 學校歸屬感與學業倦怠之相關分析

 從表1可知，學校歸屬感和學業倦怠總分（r = -.36）、筋疲力竭（r = -.31）、心理疏離（r = -.36）、
認知損傷（r = -.25）、情緒損傷（r = -.32）呈顯著負相關（ps < .001）；教職員關係和學業倦怠總
分（r = -.32）筋疲力竭（r = -.26）、心理疏離（r = -.32）、認知損傷（r = -.23）、情緒損傷（r = -.28）
亦呈顯著負相關（ps < .001）；大學支持與接納和學業倦怠總分（r = -.33）、筋疲力竭（r = -.26）、
心理疏離（r = -.36）、認知損傷（r = -.24）、情緒損傷（r = -.28）均有顯著負相關（ps < .001）；
大學隸屬感和學業倦怠總分（r = -.28）、筋疲力竭（r = -.27）、心理疏離（r = -.28）、認知損傷（r 
= -.16）、情緒損傷（r = -.26）皆呈顯著負相關（ps < .001）；同儕關係與學業倦怠總分（r = -.32）、
筋疲力竭（r = -.28）、心理疏離（r = -.31）、認知損傷（r = -.24）、情緒損傷（r = -.28）也都具
有負相關（ps < .001）。上述結果顯示，當大學生自陳的學校歸屬感越高，出現筋疲力竭、心理疏
離、認知損傷與情緒損傷的頻率也會愈低。故本研究假設獲得支持。這些結果符合 Dopmeijer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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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之研究結論，學校歸屬感和筋疲力竭、心理疏離具顯著負相關；也和 Aker與 Şahin（2022）
之發現一致，即學校歸屬感和整體學業倦怠有負相關。而本研究自編的學業倦怠測量工具新增認
知損傷與情緒損傷兩個構念，雖然目前尚缺乏新興的實徵研究可相互討論，但可呼應過往相似的
研究結果，例如 Broos等人（2022）發現，歸屬感和情緒調節、認知缺陷、焦慮、憂鬱有負相關；
Pittman與Richmond（2007）的研究指出，學校歸屬感和學業表現具正相關，以及Yeh與 Liu（2003）
發現社會支持和認知功能具有正相關等結論。目前有關學校歸屬感和學業倦怠四向度的研究仍在起
步階段，實徵結論有限，但少數研究證據已深具意義，未來可持續累積實徵成果，一方面可充實相
關領域的學術文獻，另一方面亦可對大學輔導工作提出更具體的建議和貢獻。

5. 學校歸屬感與生活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從表 1可知，學校歸屬感（r = .53）、與教職員關係（r = .47）、大學支持與接納（r = .42）、
大學隸屬感（r = .45），以及同儕關係（r = .46）與生活滿意度均呈顯著正相關（ps < .001），表示
當個體知覺愈高的學校歸屬感，會感受更高程度的生活滿意度。綜合而言，本研究假設獲得支持，
這與 Arslan等人（2020）、Civitci（2015）之研究結果一致，並符應過去研究發現學校歸屬感有助
於促進個體身心健康（Gopalan & Brady, 2019; Suhlmann et al., 2018），亦有利於提升個體對生活的
積極評價和正向感受（Huang, 2020）。

（三）學校歸屬感對完美主義、學業倦怠與生活滿意度的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Mplus 8.8版，以完美主義雙向度（奮力向上向度、擔憂向度）為自變項，學業倦
怠四向度（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知損傷、情緒損傷）、生活滿意度為依變項，學校歸屬感為中
介變項之模型，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卡方自由度比（χ2/df）為 2.24，RMSEA
為 .05，CFI為 .90，SRMR為 .06，NNFI為 .90。參考前述指標，本研究建構之結構方程模型具有
不錯的適配度，分析結果如圖 1。模型對筋疲力竭的整體解釋量 R2 = 27%，對心理疏離的整體解釋
量 R2 = 55%，對認知損傷的整體解釋量 R2 = 44%，對情緒損傷的整體解釋量 R2 = 42%，對生活滿意
度的整體解釋量 R2 = 47%。 

表 1
本研究各變項之相關矩陣（N = 55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奮力向上 –
2. 高標準  .93*** –
3. 標準追求  .86***  .62*** –
4. 擔憂  .30***  .21***  .36*** –
5. 落差  .24***  .18***  .27***  .87*** –
6. 評價在意  .29***  .19***  .36***  .92***  .61*** –
7. 學校歸屬感  .23***  .31***  .07  -.18***  -.19***  -.15*** –
8. 教職員關係  .19***  .22***  .11**  -.17***  -.16***  -.15**  .81*** –
9. 支持與接納  .22***  .30***  .06    -.15***  -.14**  -.13**  .84***  .60*** –
10. 大學隸屬感  .19***  .26***  .04  -.12**  -.13**  -.09*  .90***  .58***  .73*** –
11. 同儕關係  .20***  .28***  .04  -.20***  -.21***  -.16***  .83***  .62***  .60***  .63*** –
12. 學業倦怠  -.14***  -.22***  .01  .46***  .44***  .40***  -.36***  -.32***  -.33***  -.28***  -.32*** –
13. 筋疲力竭  -.09*  -.15***  .03  .34***  .33***  .28***  -.31***  -.26***  -.26***  -.27***  -.28***  .88*** –
14. 心理疏離  -.31***  -.37***  -.16***  .35***  .34***  .29***  -.36***  -.32***  -.36***  -.28***  -.31***  .79***  .58*** –
15. 認知損傷  -.18***  -.24***  -.06  .40***  .37***  .36***  -.25***  -.23***  -.24***  -.16***  -.24***  .89***  .69***  .69*** –
16. 情緒損傷  .04  -.04  .15***  .49***  .44***  .43***  -.32***  -.28***  -.28***  -.26***  -.28***  .83***  .64***  .51***  .65*** –
17. 生活滿意度  .16***  .21***  .06  -.35***  -.38***  -.26***  .53***  .47***  .42***  .45***  .46***  -.38***  -.29***  -.37***  -.28***  -.38***
平均數 4.27 4.56 3.78 3.59 3.96 3.27 4.11 3.71 4.48 4.07 4.28 3.32 3.61 3.11 3.15 3.31
標準差 0.84 0.87 1.03 0.93 0.99 1.06 0.89 1.07 0.96 1.06 1.05 0.94 1.09 1.13 1.08 1.12

註：灰底粗黑體為研究變項，白底為研究變項之分構念。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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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結構方程模型的路徑分析顯示，完美主義奮力向上對學校歸屬感（β = .42）和生活
滿意度（β = .22）有顯著的正向路徑效果（ps < .001）；但對學業倦怠的筋疲力竭（β = -.21, p = 
.002）、心理疏離（β = -.55, p < .001）、認知損傷（β = -.46, p < .001）有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對
情緒損傷（β = -.11, p = .076）則不具顯著路徑效果。此外，完美主義擔憂特質對學校歸屬感（β = -.38）
和生活滿意度（β = -.45）具有顯著負向的路徑效果（ps < .001）；但對學業倦怠的筋疲力竭（β = 
.45）、心理疏離（β = .61）、認知損傷（β = .65）及情緒損傷（β = .60）則具有顯著的正向路徑效果（ps 
< .001）。最後，學校歸屬感對生活滿意度（β = .39, p < .001）亦具有顯著的正向路徑效果，但對筋
疲力竭（β = -.18, p = .004）、心理疏離（β = -.12, p = .049）、情緒損傷（β = -.19, p = .001）則具有
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而對於認知損傷（β = -.00, p = .970）則無顯著路徑效果。
另外，有關雙向度完美主義與學業倦怠的關聯探討，Zhang等人（2007）的指出，奮力向上可

負向預測學業倦怠；而擔憂可正向預測學業倦怠；Shih（2012）則從階層迴歸分析發現奮力向上能
負向預測筋疲力竭與憤世嫉俗；同樣地，Garratt-Reed等人（2018）亦表示奮力向上能負向預測憤
世嫉俗，擔憂向能正向預測筋疲力竭和憤世嫉俗。整體而言，先前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發現完美主義
雙向度和筋疲力竭、心理疏離的關係相吻合。有關本研究新編學業倦怠量表所加入的認知與情緒損
傷構念，分析結果指出擔憂可正向預測認知損傷與情緒損傷，亦符合 Spagnoli等人（2021）的研究
結論；奮力向上在本研究雖然相較於 Spagnoli等人呈現更多的正向特質，可負向預測認知損傷，但
同時也顯現奮力向上與情緒損傷路徑的直接效果並不顯著，此結果與過往研究結論一致，即奮力向
上與情緒損傷並無顯著相關（Cumming & Duda, 2012; Moate et al., 2019）。
關於本研究雙向度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的路徑分析結果，亦符合過往研究結論，例如 Ashby

等人（2012）、Gnilka等人（2013）與 Smith等人（2015）之研究均發現，奮力向上與生活滿意度
有正向關聯，擔憂則與生活滿意度有負相關，同時亦符合Kim與Kim（2022）、Wang與Wu（2023）
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結果。另外，本研究發現完美主義奮力向上特質、擔憂向度可正、負向預測學
校歸屬感的結果，則和 Gnilka等人（2019）、Molnar等人（2012）之研究結論相吻合。
最後，有關學校歸屬感對筋疲力竭、心理疏離、情緒損傷的負向關聯，與過去 Broos等人

（2022）、Dopmeijer等人（2022）的研究結果一致；對生活滿意度的正向關聯則分別與 Arslan等
人（2020）、Civitci（2015）之研究結果相符合，惟需要注意是，儘管過去研究曾指出學校歸屬感
與認知表現關係密切，能正向預測學業表現（Pittman & Richmond, 2007），以及發現社會支持與
認知功能的正相關（Yeh & Liu, 2003），但在本研究中學校歸屬感與認知損傷的路徑並未具顯著關
係。針對此分析結果，筆者推論可能與研究工具的子構念內容有關。本研究之學習倦怠量表係參考
Schaufeli等人（2020）根據倦怠之核心特徵：「身心疲憊狀態」、「調節能力下降」和「缺乏積極
意願」，進行題目編製與因素分析，決定移除專業效能、憤世嫉俗、成就感低落，以及去人性化向
度等較不穩定的構念，重新命名為筋疲力竭、認知損傷、情緒損傷和心理疏離等四大向度之倦怠量
表，經信效度考驗，品質良好（Romano et al., 2022）。近幾年此新編工具在歐洲（荷蘭、比利時、
奧地利、德國、芬蘭、愛爾蘭），以及亞洲（日本）等跨國樣本均符合嚴格恆等性條件的檢驗（de 
Beer et al., 2020）。在臺灣是首次發展，也是第一次使用此新工具探討與大學歸屬感的關聯，目前
尚缺乏直接探討社會支持或歸屬感與四向度學習倦怠關係之實徵研究可相互比較。然而從本研究編
製的「大學歸屬感量表」內涵，包括「與教職員關係」、「大學支持和接納」、「大學隸屬感」以
及「同儕關係」，主要是測量填答者主觀知覺目前大學生活感到舒適與連結，受到尊重、接納、支
持及包容，並對學校產生認同的程度。整體而言，較偏向與學校的情感連結、心理安全感與對學校
的認同驕傲，因此本研究資料分析發現學校歸屬感可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同時可負向預測筋疲力
竭、心理疏離與情緒損傷，符合理論預期。而本研究資料分析顯示學校歸屬感與認知損傷的路徑並
未具顯著關係，筆者認為認知損傷雖然是倦怠的重要內容，但與其他三個構念不同，主要測量大學
生面對課業壓力時無法清晰思考、注意力不集中、多工處理造成認知負荷等學習困境之程度，構念
的本質內涵也許是造成路徑效果不顯著的原因。再從表 1的相關矩陣可以看出認知損傷與歸屬感
總分及其四項子構念的相關係數均較低，如同過去研究指出社會支持與認知功能有正相關（Yeh & 
Liu, 2003），學校歸屬感也與認知成就有關（Pittman & Richmond, 2007），但不一定均有顯著的迴
歸預測效果。由於本研究屬創新研究，未來可持續針對學校歸屬感與認知表現的關係持續深化探討，
期待累積更豐碩的研究成果為高等教育帶來新動能，引導大學生培養面對瞬息萬變的未來所需的素
養，追求更圓滿的成就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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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結構模型路徑效果部分，首先呈現完美主義雙向度對學業倦怠各向度和生活滿意度的間
接效果，若 95%信賴區間不包含 0，表示效果顯著。如表 2所示：完美主義奮力向上透過學校歸屬
感對學業倦怠的筋疲力竭（est.[estimate] = -.07, SE = 0.03, 95% CI [-.013, -0.03]）、情緒損傷（est. = 
-.08, SE = 0.03, 95% CI [-0.14, -0.03]），以及生活滿意度（est. = .16, SE = 0.03, 95% CI [0.11, 0.24]）
產生中介效果；對心理疏離（est. = -.05, SE = 0.03, 95% CI [-0.10, 0.00]）與認知損傷（est. = .00, SE 
= 0.03, 95% CI [-0.04, 0.05]）不具中介效果。另外，學校歸屬感在擔憂特質與筋疲力竭（est. = .07, 
SE = 0.02, 95% CI [0.02, 0.12]）、情緒損傷（est. = .07, SE = 0.02, 95% CI [0.03, 0.12]），以及生活滿
意度（est. = -.15, SE = 0.03, 95% CI [-0.21, -0.10]）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對心理疏離（est. = .05, SE = 0.02, 
95% CI [0.00, 0.10]）與認知損傷（est. = .00, SE = 0.02, 95% CI [-0.05, 0.04]）不具中介效果。上述十
項間接效果的偏誤修正信賴區間，有六項未包含零，顯示學校歸屬感對這六項路徑之間的中介效果
皆成立，而其中又以學校歸屬感對雙向度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中介效果為佳。
在總效果部分，以學校歸屬感為中介變項，奮力向上向度對學業倦怠的筋疲力竭（est. = -.28, 

SE = 0.06, 95% CI [-.039, -0.17]）、心理疏離（est. = -.60, SE = 0.06, 95% CI [-0.73, -0.49]）、認知
損傷（est. = -.46, SE = 0.06, 95% CI [-0.58, -0.35]）與情緒損傷（est. = -.19, SE = 0.06, 95% CI [-0.30, 
-0.08]）具有負向顯著的總效果，但對生活滿意度（est. = .38, SE = 0.05, 95% CI [0.28, 0.49]）具有正
向顯著的總效果值；擔憂向度則對學業倦怠的筋疲力竭（est. = .51, SE = 0.06, 95% CI [0.40, 0.62]）、
心理疏離（est. = .66, SE = 0.06, 95% CI [0.54, 0.80]）、認知損傷（est. = .65, SE = 0.06, 95% CI [0.53, 
0.78]）與情緒損傷（est. = .67, SE = 0.05, 95% CI [0.57, 0.76]）具有顯著的正向總效果值，且對生活
滿意度（est. = -.60, SE = 0.05, 95% CI [-0.70, -0.50]）具有負向顯著的總效果值。其中以擔憂向度對
情緒損傷的效果估計值為最大，十項總效果的偏誤修正（bias correction）信賴區間皆未包含零，顯
現十條路徑中的總效果皆成立。根據 Lau與 Cheung（2012）的說明，當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同時
具顯著性，可視為存在部分中介效果（partial mediation），而當間接效果顯著而直接效果不顯著，
可視為存在完全中介效果（full mediation）。故從表 2可知，「奮力向上→歸屬感→筋疲力竭」、「擔
憂→歸屬感→筋疲力竭」、「擔憂→歸屬感→情緒損傷」、「奮力向上→歸屬感→生活滿意度」及「擔
憂→歸屬感→生活滿意度」五條路徑中學校歸屬感的部分中介效果皆成立；而「奮力向上→歸屬感
→情緒損傷」路徑中則存在完全中介效果，然考量奮力向上向度對情緒損傷的總效果值並不高，應
更謹慎解讀此完全中介效果；最後「奮力向上→歸屬感→心理疏離」、「擔憂→歸屬感→心理疏離」、
「奮力向上→歸屬感→認知損傷」與「擔憂→歸屬感→認知損傷」路徑，學校歸屬感則不存在中介
效果。因此本研究假設獲得部分支持。

表 2
學校歸屬感對完美主義、學業倦怠與生活滿意度之標準化中介效果（N = 554）

以學校歸屬為中介之路徑
間接效果 總效果

est. SE BC 95% CI est. SE BC 95% CI
奮力向上→筋疲力竭 -.07 0.03 [-0.13, -0.03] -.28 0.06 [-0.39, -0.17]
擔憂→筋疲力竭 .07 0.02 [0.02, 0.12] .51 0.06 [0.40, 0.62]
奮力向上→心理疏離 -.05 0.03 [-0.10, 0.00] -.60 0.06 [-0.73, -0.49]
擔憂→心理疏離 .05 0.02 [0.00, 0.10] .66 0.06 [0.54, 0.80]
奮力向上→認知損傷  .00 0.03 [-0.04, 0.05] -.46 0.06 [-0.58, -0.35]
擔憂→認知損傷  .00 0.02 [-0.05, 0.04] .65 0.06 [0.53, 0.78]
奮力向上→情緒損傷 -.08 0.03 [-0.14, -0.03] -.19 0.06 [-0.30, -0.08]
擔憂→情緒損傷 .07 0.02 [0.03, 0.12] .67 0.05 [0.57, 0.76]
擔憂→生活滿意度 -.15 0.03 [-0.21, -0.10] -.60 0.05 [-0.70, -0.50]
註：est.為 estimate之縮寫，表示路徑估計值；BC為 Bias 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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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與學術研究建議

1. 擴展研究對象與範圍，提升研究結果的推論性

本研究招募研究對象時主要是透過在各公私立大學的臉書群組、一些公開的問卷社團或 Dcard
版面發文，同時筆者也積極請託熟識的大學老師及大學生幫忙轉發電子訊息，利用滾雪球方式邀請
大學生填寫紙本或線上自陳式量表。雖然筆者刻意依照地理位置與學校屬性廣邀各類型大學不同年
級學生參與填答，但願意作答者可能存在某種心理屬性（如主動性較高、學業倦怠不嚴重），致使
研究結果仍有所偏誤，難以精準代表目前國內大學生的真實現況。同時因尊重參與者的意願與研究
時程規劃，本研究男女的比例最終約為 43.86：55.78；在年級方面則是大五以上的研究參與者比例
偏低，使得研究參與者在背景變項的代表性未臻理想，因此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須特別謹慎，故建
議未來可採取更為嚴謹的分層抽樣法，提升樣本代表性，減少潛在抽樣誤差，以增加研究結果之推
論效度。

2. 採用混合設計，關注不同亞群的成長軌跡，提供更多元客觀的實證資訊 

本研究採取橫斷性研究，檢驗了西方實徵研究與國內大學生的異同之處並進行討論，有助於了
解學校歸屬感與學業倦怠的關係，以及預測其生活滿意度的重要指標。然而因所有的研究變項僅在
單一時間點進行測量，故難以從研究結果直接推斷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未來若能進行縱貫研究將
更了解在不同時間脈絡下學校歸屬感、學業倦怠與生活滿意度的長期變化，這種於不同時間點的研
究設計亦可捕捉學校歸屬感對於大學生學業倦怠與生活滿意度的動態影響。另外，亦可使用混合成
長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如潛在剖面轉移分析（latent profile transition analyses, LPTA）或
成長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s, GMM），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方法，不同於本研究以「變
項」為中心的設計分析變項之間的關聯，而是透過樣本內不同個體在變項間表現出的相似性，辨識
出樣本的亞群體，再進行亞群體在完美主義、大學歸屬感、學業倦怠和生活滿意度資料上的差異比
較。無論是以個人為中心，或以變項為中心的數據分析策略各有其優勢，又可互補，若能有效應用，
將使研究結果更能提供「人境適配」的具體輔導措施。

3. 增加質性資料克服自陳量表中的反應心向限制，豐富研究發現

本研究之測量工具皆為自陳式量表，由於個人在自陳量表中，可能受限測量工具本身的題目，
或受到社會期許與個人情緒影響，不願或不能客觀或準確的報告自己的反應狀態，多少可能會影響
測量準確性。另外，本研究嘗試透過測試題、漏答題數等方式刪除若干筆嚴謹度不足之樣本，卻發
現作答者仍存有反映心向組型，建議未來研究可搭配部分質性資料的蒐集，以補足資料來源之信實
度。

4. 擴展國內學校歸屬感的實徵研究，完善測量工具，促進學生學習與生活適應

從文獻回顧可發現，學校歸屬感確實與大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和學業倦怠具有顯著相關，且在大
學生生活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對具有完美主義特質的學生，學校歸屬感有助其提升與生活滿意度
的關聯性，並降低其與學業倦怠的關係強度。然而目前國內對於學校歸屬感的研究尚不多見，嚴謹
的測量工具仍有待開發，整體而言仍存在許多探索空間。本研究試圖彌補當前研究的空缺，透過授
權與綜整文獻資料，改編 Slaten等人（2018）的學校歸屬感量表，對歸屬感的研究領域是一項重要
貢獻。隨著國際潮流針對青年弱化現象大刀闊斧進行教育改革，其中學校歸屬感是一新興主軸，建
議未來研究可統整與累積對學校歸屬感的研究成果，持續完善研究工具，讓校園歸屬感的測量與研
究，能匹配其受到國際高度矚目之重要性，並發揮其輔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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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探討完美主義分量表個別路徑的重要條件因子，俾利學子最佳發展

本研究以完美主義雙向度為自變項進行路徑分析，從所有變項的相關矩陣可以發現，儘管奮力
向上向度與擔憂向度存在正相關，在其分量表與其他變項的總分暨分量表卻存在不同方向的關係，
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探究完美主義的各分量表與其他分量表之間的路徑關係。一方面得以釐清完美主
義不同內涵之特性；另一方面可針對其中的路徑作更細緻的探討，找到關鍵的條件因子。
有關完美主義與學業倦怠的關聯性，本研究與 Spagnoli等人（2021）的研究是目前少數針對完

美主義雙向度與四向度倦怠特徵的路徑分析研究，雖然兩者皆肯定擔憂對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
知損傷及情緒損傷的正向預測力，但對於奮力向上與倦怠的關聯結果卻存在差異，未來研究可對此
持續累積更多的實徵資料，以獲得更一致的結論，詳細釐清其中的關鍵差異。最後，有關完美主義
與學校歸屬感之相關分析，在本研究中可以發現，雖然雙向度完美主義與學校歸屬感具有顯著相關，
但相關係數普遍不高，未來對於完美主義社會脫節模型（Gnilka et al., 2019; Stoeber et al., 2017）之
理論建構與實務應用可持續精進探究。

（二）研究發現之實務意涵與建議

1. 正視擔憂特質對大學生生活帶來的負面效應，及歸屬感在其間的正向角色

根據本研究結果，擔憂向度與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知損傷及情緒損傷存在顯著正向關
聯，中介模型總效果值介於 .51至 .67之間，其中以擔憂對情緒損傷有最大的總效果（總效果值
為 .67），並與生活滿意度存在顯著負向關聯（總效果值為 -.60），與奮力向上相比，擔憂均具有
更大的效果值。此結果呼應過去研究發現：擔憂與學業倦怠呈明確的正向關聯（Kljajic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07）。另一方面，本研究透過探討雙向度完美主義與學業倦怠四向度的關係，指出擔
憂與學業倦怠之間更細緻而具體的關係。儘管從本研究樣本的描述性分析，大學生具備擔憂的情況
並不算太嚴重，這項結果與樣本代表性有關，須持保留態度，但值得留意的是，當大學生完美主義
擔憂程度越高時，則越顯現出負向的倦怠狀態。因此建議大學教育工作者應審慎看待完美主義擔憂
特質可能伴隨而來的學業倦怠與低生活滿意度等問題。而令人振奮的是，本研究發現學校歸屬感在
完美主義擔憂向度與筋疲力竭、情緒損傷及生活滿意度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其中又以擔憂向度與生
活滿意度之間具有更大的效果值，意味著大學的校園歸屬感是一項值得藉由學校端刻意經營與提升
的措施（Allen et al., 2018）。透過強化學校歸屬感可減緩擔憂向度引發的倦怠負向效應，並帶來更
高品質的生活滿意度。

2. 謹慎檢視奮力向上特質對大學生之意義，並透過歸屬感發揮正向影響力

本研究發現奮力向上能負向預測大學生的學業倦怠（筋疲力竭、心理疏離、認知損傷）。中介
模型以心理疏離的總效果值（-.60）最大，情緒損傷的總效果值（-.19）最低；且奮力向上能正向預
測歸屬感與生活滿意度。研究結果也發現學校歸屬感在完美主義奮力向上與筋疲力竭、情緒損傷及
生活滿意度之間有中介效果，且在奮力向上與生活滿意度之間有更大的效果值。此結果再次呼籲大
學相關人員應重視校園歸屬感並推行有效的強化措施，以協助具奮力向上特質的大學生展現其正向
影響力。最後須留意，在雙向度完美主義與心理疏離、認知損傷之間，學校歸屬感並未能發揮中介
效果，由此推估雙向度完美主義與心理疏離、認知損傷之間的關係，可能存在其他更關鍵的第三因
子所影響，值得未來持續探究。

3. 積極經營學校歸屬感，有效減緩學業倦怠感，開啟好學不倦的學習歷程

本研究的描述性統計顯示，大學生的整體學業倦怠並不太嚴重（M = 3.32），其中以筋疲力竭
的平均分數最高（M = 3.61），表示大學生最常感受到的學業倦怠是身體與精神能量缺失。根據
Schaufeli等人（2020）的研究，筋疲力竭是形成學業倦怠的核心要素且被認為是最明顯症狀。若能
提早預防，則能避免大學生隨著身心能量流失致使認知與情緒的調節能力下降，被迫以心理退縮和
疏離態度做為因應疲憊感的消極方式（Schaufeli et al., 2020），進而形成更嚴峻的學業倦怠危機。



教 育 心 理 學 報210

更令人憂心的是，研究指出學業倦怠除了與大學生當下的專業學習表現與心理健康（Seibert et al., 
2017）有關聯外，也可預測工作倦怠（Hobfoll, 1989）。近年各先進國家，陸續出現「躺平」（lie 
flat）風潮，顯現一種青年世代的退縮文化（Zhou, 2023）。研究亦指出，無論躺平族或是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通常可追溯其在學校已顯露倦怠、疏離的學習適應
問題，引發社會大眾的關注與焦慮。所幸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歸屬感可負向預測大學生筋疲力竭、
心理疏離與認知損傷之學業倦怠程度，大學教育是多數年輕人接受正式教育的最終站，因此如何強
化大學歸屬感值得未來研究與高等教育工作者校務經營的參考。

4. 重視學校歸屬感在大學生生活所扮演之角色，協助其開展自主與滿意的生活

本研究最有價值的貢獻是經實徵資料分析指出，學校歸屬感可預測較低的學業倦怠與較高生活
滿意度，且能中介雙向度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充分展現學校歸屬感的正向功能，以
及強調培養歸屬感應該是一個明確的學校價值。此外，本研究發現與教職員關係和大學生的生活滿
意度具有 .47的中度相關，可見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其他歸屬感來源。Allen等人（2018）的後設分析
亦曾指出教師支持是學校歸屬感的重要預測因素，儘管這些研究是以中學生為主，但依然可見教職
員關係對學校歸屬感的影響力。由於歸屬感具可培養的特性（Allen et al., 2018），因此目前西方一
些知名學府，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哈佛、耶魯、英國劍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以及澳洲蒙納許
等大學都已由學校組建專業團隊仔細調整校內現有政策和做法，以確保有助於增進學生的歸屬感。
特別是在 COVID-19疫情肆虐後，疏離感在校園蔓延，學校即陸續推出多項具體措施，甚至編製教
職員與學生版手冊，俾利學校全體人員可以根據多樣化的組合，積極營造學校歸屬感（Allen et al., 
2021; Ruedas-Gracia et al., 2023）。相關做法的例子大致包括：（1）學術端：教師致力於設計易於
理解、以學習為中心的教學大綱；課堂對話以正向聚焦、溫暖的語氣開啟學生的優勢智慧；採用「明
智的回饋」（wise feedback）鼓勵成長心態；納入擁護多元化、無偏見社會認同的教材；重申學生
在 office hour（或改為 student hour）所受到的歡迎；在研究室或實驗室門上貼上一個繽紛的「You 
Belong Here」標誌；以及透過學校認同為學生示範學習榜樣。（2）行政端：培養每個職員具有文
化素養，對學生的社交和情感需求敏感，用心創造促進學生蓬勃發展福祉的整體文化；經營迅速、
友善的線上諮詢服務，讓學生知道他們的需求已被認可且自己屬於學校的一員；提供大量的心理健
康和保健服務，幫助學生了解無所不在的校園資源；努力促進多樣化背景學生所需的無障礙和包容
性環境，讓學生感受到關注和支持，有信心完成大學的幸福旅程。（3）學生端：建立同儕嚮導文化，
成為彼此的心靈捕手；利用「說出即相信」（saying is believing）效應，分享失敗的故事和智慧之言，
提醒自己與同儕從錯誤中學習有助於防止重蹈覆轍；鼓勵積極參與校園活動，保持社會聯繫並進行
合作；書寫感恩日誌或每周花 5—15分鐘關注自己的成功；最後是歸因的再訓練，將目前所遇到的
歸屬感上的挑戰或負向經驗歸因於不穩定的原因，而非穩定的內在原因。例如在學校遭逢社交孤立
的困境，非關乎個人能力或種族問題，也許是因為自己投入社會互動時間較不足，朝著讓大學生活
擁有較滿意的學習收穫、健康和幸福感的目標邁進。
以上綜整各項實徵研究結果與世界享譽盛名高等教育學府積極培養大學歸屬感的作為，期待能

讓大學教育工作者更清楚認識學校歸屬感的重要功能，樂意同心協力耕耘大學歸屬感，協助大學生
在校園能充分感受安身立命之支持，進而對大學學習歷程擁有正向評價與想像，開展豐盛、有活力
的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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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ionism, Academic Burnout,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School 

Belonging as a Mediator

Yi-Wei Lin1 and Huey-Jiuan Chen2

Since 2015,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surveys have revealed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of 
students’ learning anxiety, learning motivation, bullying behavior, and well-being with their perceived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In 2022, a PISA survey revealed a declining trend in the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among Taiwanese students in international 
schools; the school belonging index (standardized index) was found to be 0.01, which is close to the average of −0.02 outlined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aiwan still lags behi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with resilient educational systems, such as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which have a school belonging index of 0.26 and 
0.25, respectively (OECD, 2023). According to the 2019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2019) 
report, Taiwanese students in fourth grade rank second to last among corresponding students of 57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ir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with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having a weak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being approximately 1.75 
times high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 average. The same report indicates that the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of Taiwanese students 
in eighth grade ranks fourth to last among 39 countries (Chang, 2021). In summary,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is a highly 
valued factor at all educational levels. According to recent survey data from TIMSS 2019 and PISA 2022, Taiwanes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ubjectively perceive their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as weak, raising major concerns among 
educators.

 University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career exploration and self-integration during which students face challenge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they encounter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and these challenges mean an increase likelihood 
of burnout (Lin & Huang, 2014; Robins et al., 2018). As a result of the current knowledge-based economy, university student 
dropout rates and students’ insufficient inner resources typicall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career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Sosu & Pheunpha, 2019). Various Taiwanese media outlets have reported a trend of record-high dropout rat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societal criticism is being levelled at higher education because of deteriorating quality.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started encouraging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dropout prevention and counseling 
programs (Fan et al., 2022).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no longitudinal studies have yet drawn causal inferences between academic burnout 
and dropout or withdrawal in Taiwan. According to Western studies, academic burnout is an essential factor in the path toward 
dropout or withdrawal intention. When university students experience academic burnout, their focu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poor (May et al., 2015), and they becom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learning-related fatigue, which includes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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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chment, exhaustion,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emotional depletion (Schaufeli et al., 2020). This fatigue negatively affects 
thei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hman et al., 2020) and makes it more likely they will drop out of their studies (Marôco et al., 
2020), which would negatively affect their learning process and quality of life. Many Western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sense 
of belonging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Pittman & Richmond, 2007), psychological health (Moeller et 
al., 2020), and life satisfaction (Civitci, 2015; Suhlmann et al., 2018) in university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perfectionism social disconnection model (Hewitt et al., 2006), perfectionists strive to achieve a perfect 
image by avoid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ocial evaluation and establishing social connections. However, because of their 
sensitivity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perfectionists are usually reluctant to present their true selves or struggle to develop a 
sense of belonging because of their excessive pursuit of achievement. The resulting alienation can easily lead to psychological 
distress (Magson et al., 2019). Lim et al. (2021) argued that loneliness originates from the universal human need for belonging 
and that loneliness and belonging are not binary opposites but rather a spectrum that reflects varying degrees of social 
connectedness. Pillow et al. (2015) conducted a study with 869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discovered that, after the 
shared variance between control and belonging was controlled for, the need for belonging moderately correlated with loneliness. 
Therefore, fostering a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may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allevi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associated with academic burnout (Allen et al., 2018). Dopmeijer et al. (2022) argued that foster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university students can prevent their academic burnout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adapt.

 Multiple studies have report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academic burnout (Rehman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1). Recent studies have also reveale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and academic 
burnout (Dopmeijer et al., 2022). Slaten et al. (2018) reported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belonging. Social support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r receipt of care or assistance from significant others (family, 
school, or peers). As a concept,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was first defined by Goodenow and Grady (1993) as “the extent to 
which students feel cared for, accepted, included, respected, and supported in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his definition includes 
the key aspects of school support. According to Hoffman et al. (2002) and Slaten et al. (2018), unlike social support,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refers to the broader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microsystem and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schoo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these factors, peer, teacher, or school support is often regarded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students’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In addition to social relationships, this concept has complex and diverse components, 
such as classroom comfort,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 sense of university belonging, trust in the university, 
psychological safety, harmonious communication between faculty and staff, respect for diversity, and an emphasis on cultural 
inclusivity (Riley, 2017). In ecological contexts, the connotations of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are richer than those of social 
support at school and closely related to students’ well-be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hysical health (Allen et al., 2018; 
Arslan et al., 2020). In university settings, which emphasize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while valuing social connections, 
sense of belonging should be prioritized in school governance (Allen et al., 2021). Aker and Şahin (2022) reported that fostering 
a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effectively mitigates school burnout in medical students. In their meta-analysis, Allen et al. (2018) 
discovered that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affecte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moderated their academic burnout. 
Heider (2021) indicated that remote learning resulted in a weak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 students, which subsequently led to 
feelings of loneliness and burnout.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xpanded the findings of Dopmeijer et al. (2022)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perfectionism (perfectionistic strivings and concerns), life satisfaction, and 
academic burnout. We also examine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of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is 
association.

A total of 554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Evaluations were conducted using the 
Perfectionism Scale, School Belonging Scale, Academic Burnout Scale,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s research 
instrument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Bootstrapping was performed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erfectionistic striving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xhaustion, mental distance,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but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chool belong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By contrast, perfectionistic concer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xhaustion, mental distance,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emotional impairment but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fe satisfaction and school belonging. School belonging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perfectionistic striving with exhaus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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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impair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perfectionistic striving with life satisfaction. Similarly, school belonging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s of perfectionistic concerns with exhaustion, emotional impair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Overall, school belonging predicted a low level of academic burnout and a high level of life satisfaction. 

Given the aforementioned findings, this study offer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irs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erfectionistic concerns on the liv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ense of belonging must be recognized. 
Second, the importance of perfectionistic striving with a sense of belonging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be acknowledged 
to achieve positive results. Third, a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should be fostered to effectively mitigate academic burnout and 
enhance ongoing educational engagement. Fourth, the role of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in the liv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be emphasized. University educators should develop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functions of school belonging 
and actively collaborate to nurture it. This approach can enabl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fully appreciate supportive campus 
environments, which can in turn promote positive evaluations and outlooks on their educational journey, ultimately leading to 
rewarding and dynamic university experiences.

Keywords:  university student, life satisfaction, perfectionism, school belonging, academic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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