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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利用新進發展之三步驟設定潛藏轉移分析（3-step Specification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探討青少年早期三波段異質性自尊類型成員的變動。研究變項包含：國中一至三年級

自尊測量以及國一學業表現、朋友關係、母子關係和導師關係滿意度量表、國三憂鬱情緒與違常

行為等。藉由區分國中一、二、三個年級的自尊類型，再串聯跨年級間自尊類型的轉移，同時檢

核國一自尊類型與滿意度變項間的關聯性，以及國三自尊類型在憂鬱情緒與違常行為的差異。研

究樣本共追蹤 2685 名國一學生三年。資料蒐集工具包括自尊量表、現況不滿意度、憂鬱情緒與

違常行為檢核表。LTA 分析結果發現，國一、二、三各年級自尊類型都持續呈現出低、中、高和

矛盾四種類型。類型轉移樣態顯示出低自尊人數比例逐年下降；高自尊人數比例逐年上升；國二

到國三的自尊轉移率小於國一到國二。國一滿意度等變項和對自己容貌的評價可顯著預測國一自

尊類型的分類，而國三的低自尊組和矛盾自尊組在憂鬱症狀和偏差行為等結果變項之反應明顯不

同於其他組別。顯示台灣青少年早期自尊樣態與西方社會有所差異，隨年級漸升青少年自尊出現

正向轉移，國一到國二階段的移轉性顯著高於國二到國三階段。 

關鍵詞：青少年自尊類型、青少年心理健康、潛藏轉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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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藉由潛藏轉移分析利用 Asparouhov 與 Muthén 所提出的「三步驟設定潛藏轉移分

析」（3-Step Specification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技術（Asparouhov & Muthén, 2014），先從測量

模式中探討國中三個年級特定的異質性自尊類型；其次估計自尊類型成員隨時間遷移而出現轉移

的機率；最後再藉由置入輔助變項(auxiliary variables)，探究影響國一自尊類型的可能因素，以及

國三自尊類型與國三身心適應的關係。本研究分析可分三個層面：第一、分別估計國一到國三台

灣青少年自尊異質類型；第二，分析三波段自尊類型的轉移現象；第三、檢驗不同自尊類型在滿

意度、憂鬱情緒與違常行為的差異。針對青少年早期的自尊、潛藏類型、性別差異與身心適應等

議題，分別整理文獻如下： 

一、自尊的內涵、影響與爭議 

個人核心的價值感向來對其行為模式與身心適應有深遠的影響。自尊意指，個人對於自己的

正負向評價（Rosenberg, 1979），是個人對於自身價值的整體意識（Schmitt & Allik, 2005），也被定

義為個人對自己之於他人重要性的評價（Leary & Baumeister, 2000）。意即，高自尊的人會對自己

有正面、喜歡以及滿意的看法與感受，覺得自己是好的，對於他人來說，是有貢獻性和被看重的。

相對地，低自尊的人則會對自己有較為負向、煩厭以及不滿意的觀點和情緒，覺得自己不夠好或

沒什麼特別好的地方，對他人來說，是可有可無的存在。學者們認為，致力尋求和維持正向自尊

感的高度動機和需要，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本能（Pyszczynski, Greenberg, Solomon, Arndt, & Schimel, 
2004）。正向自尊除了作為個體評估其所屬社群地位的指標，進而增進人際連結（Leary & Baumeister, 
2000），亦可協助個體抵抗潛在的生活事件焦慮與終極死亡焦慮（Greenberg, Pyszczynski, & Solomon, 
1986）。 

就自尊的內涵與評價歷程層面而言，James（1890）認為，自尊來自於個人目標達成度與其理

想設定的比值。Pope、McHale 和 Craighead（1988）則指出，自尊來自於個體評估自我概念（perceived 
self）和理想我（idea self）是否具一致性，若達一致，其自尊就是積極的，若不一致，就是消極的。

Leary 和 Baumeister（2000）則強調，個體藉由外在他人獲得正面的評價與回饋，進而鞏固和提昇

自尊。換言之，自尊是個人透過對自我多重面向與行為表現的觀察和反思，藉由比較人我差異，

以及個人認知自我與他人眼中自我的形象對照而產生。然而，個人理想目標的設定、理想我的模

樣以及他人的看法，都與所屬文化團體裡看重的價值有關。Pyszczynski 等人（2004）即表示，自

尊是文化價值於個人的匯集和展現。綜合以上，自尊與個人表現、他人評價與社會結構有關，具

備個人差異與文化特殊性。 
早期學者觀察華人對自我的評價因為羞恥感文化的影響，特別重視他人的意見、感受與與批

評（張嘉真、李美枝，2000）。然而近年來東、西文化密切交流，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相互影響，

台灣的華人逐漸發展出雙元文化自我（bi-cultural self）（Lu & Yang, 2006）。換言之，台灣華人在看

重並致力於融入（fitting into）重要關係與團體，並與之維持和諧的同時，也追求自我的成就和權

益（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 1999）。簡晉龍、李美枝、黃囇莉（2009）研究發現，台

灣民眾於獨立自我和相依自我的分數均屬高分，而相依自我的分數高於獨立自我，支持雙元文化

自我的觀點。此外，簡晉龍等人研究指出，獨立自我和整體自尊具正相關，而相依自我與自尊則

出現負相關，顯示，在意團體和諧和抑制個人權益的雙重文化價值，會略降低整體自尊的分數。

此外，Schmitt 和 Allik（2005）的跨文化調查研究發現，台灣、香港和日本等亞洲國家的整體自尊

分數，分別位於該調查研究 53 個國家中的倒數第五、第二和第一名，此一研究結果呼應文化價值

確實對個人自尊具有影響。 
過去許多研究採用整體自尊變項分數來檢驗自尊與身心適應的關係，並發現自尊高低和青少

年心理適應有一定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高自尊與正向感受（Moksnes, Moljord, Espnes, & Byrne, 
2010）、生活滿意度和安適感（Rey, Extremera, & Pena, 2011; Tian, Liu, Huang, & Huebner, 2013）、

關係滿意度（Orth, Robins, & Widaman, 2012）、與學業成就（Kristjánsson, Sigfúsdóttir, & Allegrante, 
2010; Van Houtte, Demanet, & Stevens, 2012）有正相關。相反地，低自尊與反社會行為（Donne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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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zesniewski, Robins, Moffitt, & Caspi, 2005）、身體意像與飲食疾患（Furnham, Badmin, & Sneade, 
2002）、憂鬱症狀（吳齊殷、黃鈺婷，2010；Kuster, Orth, & Meier, 2012; Steiger, Allemand, Robins, & 
Fend, 2014），和自殺意念（Creemers, Scholte, Engels, Prinstein, & Wiers, 2012）有正相關。 

然而，另有學者經由實徵研究後對自尊與身心適應的正向關係假說提出不同的見解與提醒。

首先，關於自尊的測量，Kernis 認為，自尊為個人對自己的相信與評價，影響個體各層面的作答

反應與行為，基於自我保護的干擾，其反應不一定與內在自我價值感一致（Kernis, 2003）。此外，

簡晉龍、莊靜怡（2007）也提出，華人的社會取向文化重視個人融入並維持團體的和諧關係，並

將個人謙遜自省視為品德。高自尊的目標追求對於和諧關係的可能衝擊與負向效應值得關注。換

言之，單純強調建立青少年自尊，而輕乎所屬社會的文化信念與父母師長的教養價值，反而可能

產生間接性負向人際關係的後果。在實徵研究方面雖然多數指出，高自尊者有較佳的身心適應、

人際關係與學業表現（Steiger et al., 2014），但也有研究發現，高自尊與負向心理歷程以及不良身

心適應，像是，誇大的優越感、攻擊行為、合理化歸因與人際疏離等都有關聯（Baumeister, Campbell, 
Krueger, &Vohs, 2003）。考量到自尊的複雜性與在文化脈絡的多元性，自尊內涵可能存在的異質類

型及其後續對身心適應的差異性影響，研究者進一步論述自尊類型的意涵及其與青少年適應的關

係。 

二、青少年的自尊類型 

整理青少年自尊類型研究發現，多數研究探討單時間點橫斷面的自尊類型及與其他變項的關

係。Salmivalli、Kaukiainen、Kaistaniemi 和 Lagerspetz（1999）採群集分析法，檢驗 300 名青少年

自評和他評的自尊與自我防衛分數後，發現五種自尊類型，分別為：防衛高自尊、真誠高自尊、

低自尊、鄙夷他人與謙遜自信等。防衛性高自尊組，相較於其他四組別容易被同儕取不雅的綽號。

真誠高自尊組則較防衛高自尊組更受到同儕的愛戴。至於低自尊組則較易成為被霸凌的對象。此

研究支持青少年自尊存在若干異質性類型，不宜以連續向度之高低分數進行討論。 
Billieux 等人（2015）亦採群集分析法探討 1057 線上玩家的人格特質類型與網路成癮症狀的

關係，結果同樣發現五種類型，而其中三種類型都有網路沈迷的問題，分別為：「低自尊、低成就

傾向、高現實迴避傾向的失控逃避組」（unregulated escapers）、「高自尊、高成就傾向、高進取傾向

的失控追求成就組」（unregulated achievers）、以及「高自尊、高成就傾向也高現實逃避傾向的死忠

組」（hard-core gamers）。三者中又以鐵粉組出現的成癮症狀最為嚴重，Billieux 等人解釋，死忠組

可能是藉由他們在網路遊戲上的成就來誇大其自尊感。 
Anthony 與 Robbins（2013）則採潛藏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分析 315 位青少年在

個人、關係和環境脈絡與藥物使用態度等變項的題項反應樣態，最後提出三種自尊類型，分別為：

「中自尊、低學業表現與低抗拒藥物濫用態度的多重危機組」（Multilevel Risk）、「中自尊、中學業

表現與高抗拒藥物濫用態度的學業連結組」（Academic Connection）、以及「高自尊、高學業表現

與高抗拒藥物濫用態度的資源平衡組」（Balanced Resources）。其中，多重危機組和學業連結組在

社區環境因素的惡劣狀況相近，但在學業表現、學校承諾和物質使用態度上，則出現顯著差異。

此研究結果支持青少年適應狀態同時受個人、關係和環境脈絡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且個人和環境

的影響較關係變項的影響為大。 
統整上述研究發現，透過青少年自尊型態的分析，能更細緻地探究其個別內涵，並可進一步

探討類型與其他脈絡變項間的關聯性。值得注意的是，Anthony 與 Robbins（2013）進行 LPA 分析

時，將自尊變項與適應變項一併進行分析，因此所獲得的類型結論其實是同時摻雜自尊與適應議

題，故不宜單純視其為自尊類型，因此也不宜與本研究結果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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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尊樣貌變動與潛藏類型轉移 

不論自尊為內在價值評價的結果，亦或個人於團體地位的指標，都意味著自尊會隨外在回饋

與身處環境的刺激而產生變動。因此，個人自尊的樣態雖具穩定性，但也存在變動性。早期學者

認為，自尊是穩定的特質，並可用以預測未來行為（Harter, 1998; Rosenberg, 1965），但後續研究主

張，個人自尊易受外在環境與情境特定下自我評估的影響，因此自尊樣態缺乏長期的穩定性，不

宜被視為穩定的心理構念，而較近似於類特質（Conley, 1984）。同時，青春期是個體人格養成的關

鍵階段，青少年的自尊樣態因為身心發展的劇烈變化而出現相當程度的變動是合理且可預期的

（Harter, 1983）。 
當代學者則認為，青少年時期個體生理、認知和情緒各方面，都呈現快速蛻變，相較於兒童

期，青春早期個體對自我意識感漸增，具更多元的生活技巧與策略，以及更有效的問題解決能力。

此時期個體除了更了解和認識自我的特性，也更能有效處理壓力和挑戰（Huang, 2010）。同時，青

少年亦會在成功經驗的累積後，覺察自我的價值和尊嚴感（Ryan & Brown, 2005）。然而，青少年

的自我意象（self-image）常隨其生活經驗而產生變動（Santrock, 1995），而其生理、認知和情緒等

方面成熟度也因人而異步調不一，且其在人際關係和課業學習上都面臨相較於兒童期複雜且困難

的挑戰，反覆地影響青少年對自己的評價和感受（Graber & Brooks-Gunn, 1996; Santrock, 1995）。

因此本研究亟欲探討的是，青少年自尊類型的縱貫轉移情形為何? 
針 對 青 少 年 的 身 心 發 展 歷 程 ， 當 代 縱 貫 性 研 究 也 開 始 探 究 潛 藏 類 型 轉 移 的 現 象 。

Nylund-Gibson、Muthén、Nishina、Bellmore 和 Graham（2006）研究，針對青少年霸凌受害現象，

進行三年（6-8 年級）的追蹤研究，並以 LTA 進行分析。該研究首先依受害程度辨識出三組霸凌類

型，其次，加入時間變項，研究者進一步了解個體歸屬於上述三種霸凌類型的轉變，以及各轉移

型態與適應變項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青少年霸凌類型比例隨著年紀和成熟度等因素而有所轉

變。其中，高度受害組的人數比例由一年級的 28%縮減到 13%，而非受害組則由 28%改善到 51%。

另外，該研究也發現 75%的青少年在三年研究期間，其霸凌類型出現雙向轉移的現象，也就是說，

由高度受害組轉移到其他組，與由其他組轉換到高度受害組的矛盾現象可能同時出現。另外的 25%
的青少年在三年研究期間穩定不變地被歸屬在同一類型，而其中 3%一直屬於高度受害組。該研究

進一步發現，與無受害組相比，中度和高度受害組在 6 年級時，不安全感和社交焦慮症狀都比較

高。此現象在七、八年級時逐漸減緩至與無受害組相似，但其憂鬱症狀三年持續顯著高於無受害

組。 
另一個探究認同類型轉移的縱貫研究，針對 566 名美國非裔青少年的族群認同進行三年追蹤

調查，除了分析認同類型，並探討認同與種族歧視的關聯性（Seaton、Yip、Morgan-Lopez 與 Sellers，
2012）。該研究結果主張四種認同類型，分別為:早閉性（低探索、高承諾）、迷失型（低探索、低

承諾）、延遲認同（高探索、中承認）和認同成功型（高探索、高承諾）。就類型轉移方面發現，

雖然三分之一非裔青少年的族群認同維持相同類型且多數為早閉型，但是仍有三分之二的青少年

的認同類型出現變動。該研究進一步發現，種族社會化較高的非裔青少年比較容易移動到認同成

功型，而種族社會化較低的同儕，較多停留在迷失型與早閉型，顯示社會脈絡變項的確會對青少

年產生影響。 
整合以上研究發現，青少年早期自尊類型除了具有異質性而且其類型歸屬可能隨著時間的遷

移而發生轉變。因此，研究者有必要針對該階段不同年齡的自尊類型轉移現象作進一步的檢驗，

而潛藏轉移分析能深入且詳盡地探討個別成員的移動方向與整體移動的比率，有助於進一步釐清

台灣青少年自尊類型的縱貫遷移以及與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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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春早期自尊與相關影響因素 

自尊作為青少年對於自己價值的判斷，往往受到多重的自我相關訊息影響，並進而影響青少

年的表現與適應。在長期追蹤研究方面，個體早期的自尊也能預測其晚期自尊分數與憂鬱症狀。

Orth、Robins 和 Roberts（2008）分析發現，個體的初始自尊能預測其後續的自尊分數；當控制該

年度的憂鬱分數時，自尊對次年度的憂鬱分數仍有顯著影響力；但若控制該年度的自尊分數後，

憂鬱分數對次年度的自尊分數則無顯著效果。Sowislo 和 Orth（2013）對蹤貫性研究進行後設分析

後也有類似的發現，自尊對憂鬱症狀的預測效果高於憂鬱症狀對自尊的效果。 
除了憂鬱之外，青少年自尊也被視為是違犯行為的預測因子，但其影響機制顯得複雜許多，

且研究結果發現並不一致（Ostrowsky, 2010）。其中，有研究發現，低落的自我感、較差的自我關

注與不良的社交能力等，都將提高青少年涉入違法與產生攻擊行為的機率（Donnellan, Trzesniewski, 
Robins, Moffitt & Caspi, 2005）；而且，低自尊亦能預測後續的違犯行為（Lo, Cheng, Wong, Rochelle, 
& Kwok, 2011; Trzesniewski et al., 2006）。但是，也有研究指出自尊與攻擊行為間沒有顯著關係

（Kupersmidt & Patterson, 1991; Prinstein, Boergers, & Vernberg, 2001）；甚至有研究相反地主張，高

自尊的青少年會因自視甚高而忽略他人感受，進而合理化地對他人進行攻擊（Baumeister et al., 
2003）。 

簡言之，青少年早期個體自我價值感的形成會影響其後續多面向的適應。而目前尚未深入探

究的是，青少年的潛藏異質自尊類型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其後續的身心適應? 

五、三步驟設定的潛藏轉移分析（3-Step Specification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關於研究母群是否存在異質性類型，又如何探討潛藏類型縱貫遷移等議題，除了引起當代方

法學者致力於統計方法的開發（Collins & Wugalter, 1992; Kaplan, 2008），也吸引心理學者進行相關

實徵資料的應用分析（Bray, Lanza, & Collins, 20101; Lanza & Bray, 20102; Nylund et al., 2006）。 
潛藏轉移模式實際上是潛藏類型分析在縱貫多波段的展延分析，其特性主要在於檢驗個體在

不同時間點的類型歸屬穩定或變動的狀態（Bray et al., 2010; Lanza, Patrick, & Maggs, 20103; Nylund 
et al., 2006）。換言之，LTA 串聯多個在各個橫斷面的 LPA 所發現的潛藏類型，進而追蹤同一個體

其所屬之類型經歷時間遷移的轉變。 
然而，正如所有潛藏異質次群體分析（可統稱混合模式 mixture models）所面對的難題，LTA

最大的挑戰是，當串聯多重潛藏類別變項，並置入共變數與結果變數於模式中，初始的無條件測

量 LPA 模式所捕捉的潛藏類型個數、樣態與分類成員都極可能因此受到影響而產生估計偏移

（Asparouhov & Muthén, 2014; Vermunt, 2010）。換言之，加入的共變項與結果變項可能會被 LTA
視為用以定義潛藏類型的測量變項，因而造成潛藏類型分類結果的改變。為解決此一困境，

Asparouhov 與 Muthén 發展出三步驟混合模式建置策略，Nylund-Gibson，Grimm，Quirk 和 Furlong
（2014）則示範如何使用 Asparouhov 與 Muthén 的三步驟機制進行 LTA 實徵資料應用分析。 

 

                                                 
1 Bray, B. C., Lanza, S. T., & Collins, L. M. (2010). Modeling relations among discret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A general 

approach to associative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7(4), 
541-569. http://doi.org/10.1080/10705511.2010.510043 

2 Lanza, S. T., & Bray, B. C. (2010). Transitionsin drug use among high-risk women: An application of latent class and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in Statistical Sciences, 3(2), 203-235. 

3 Lanza, S. T., Patrick, M. E., & Maggs, J. L. (2010).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Benefits of a latent variable approach to 
modeling transitions in substance use. Journal of Drug Issues, 40(1), 9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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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資料內容來自於「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以下簡稱 TYP）。

TYP 始於 2000 年（伊慶春，2008a，2008b，2014），研究對象為當年就讀於台灣北部縣市公私立

國民中學的一年級與三年級學生，並針對同一批樣本進行長時期的追蹤研究。資料收集方法採用

問卷調查法，樣本範圍包括學生本人、導師、以及家長三個母群體。本研究所分析探討的三波段

自尊變項為 TYP2000 一年級樣本的學生資料。本研究擷取第一波（國一）到第三波（國三）之自

尊題項分數，加上第一波之關係滿意度與第三波之憂鬱症狀題項和違常行為題項作為本研究分析

使用。本研究合併國一到國三等三波自尊資料，獲有效樣本共 2685 人進入三波段自尊 LTA 分析，

其中女生 1251 人（46.60%）男生 1312 人（48.87%），性別不詳者 122 人（4.54%）。 

二、研究工具 

TYP 的自尊變項為 Rosenberg（1986）所發展之自尊量表的部份題項，題項包括：1. 我用積

極樂觀的態度看待我自己；2. 我很滿意我自己；3.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有用；4. 有時候我會認

為自己一無是處。反應選項為四等級 Likert 答項格式，從「很同意」（計分為 3）到「很不同意」

（計分為 0）。研究者進一步將第 3 與第 4 題進行反向計分，作為本研究的自尊類型的測量變項。 
本研究的關係滿意度變項則擷取 TYP 現況不滿意度題項，依關係對象分別為父親、母親、導

師和同儕，均為單一題項。其陳述方式為：「你對下列關於你自己事情的滿意程度如何？與父親／

母親／同學、朋友／導師的關係」。依個人狀態分別為課業與外貌滿意度，其陳述方式為：你對下

列關於你自己事情的滿意程度如何？學業表現／外貌/性別。反應選項為四等級李克特答項格式，

從「很滿意」（計分為 1）「還算滿意」（計分為 2）、「不太滿意」（計分為 3）到「很不滿意」（計分

為 4）。 
本研究的身心適應狀況分兩部分探討，第一部分採 TYP 的違常行為題項（共 9 題），以及憂

鬱情緒（共 16 題），採特定行為或症狀頻率為判斷，前者例如：不遵守校規、考試作弊等；後者

例如：頭痛、頭暈。詳細題項內容請參見表一。三波段自尊題項信度係數界於 0.63 至 0.73 之間，

與憂鬱以及違常行為的校標關聯效度係數分別介於-0.21 至-0.36 之間以及-0.19 至-0.28 之間。 

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YP）所收集國中一、二、三年級共三波段各四題之

自尊變項做為本研究 LTA 模式中三個自尊類型 C1、C2、C3 之測量變項，以關係滿意度、課業滿

意度和性別等為輔助變項，以憂鬱症狀和違常行為作為結果變項，進行台灣國中生自尊類型動態

轉移研究。 
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三個研究議題：一、台灣青少年自尊是否存在若干異質性潛藏類型?；二、

自尊類型的歸屬是否會因不同國中階段而有變動?；三、國一時期的自尊類型，是否受到國中生知

覺之關係滿意度、形貌與課業滿意度和性別影響?；四、國三時期的自尊類型是否能預測該時期的

心理社會適應？根據 Billieux 等人（2015）、Graber 和 Brooks-Gunn（1996）、Kuster 等人（2012）、

Lo 等人（2011）、Orth 等人（2012）、Salmivalli 等人（1999）、Santrock（1995）、Steiger 等人（2014），

本研究初步假設為：一、青少年在國中時期的自尊存在年級特定的次群體；二、自尊類型成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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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年級升遷而產生變動；三、國一之自尊類型與關係滿意度、課業滿意度和性別間存在關聯

性；三、國三之自尊類型可有效預測該時期心理社會適應狀況。 

四、統計分析策略 

本研究採用 Mplus8.0（Muthén&Muthén, 1998-2012）內建之完全資訊最大概似估計法（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進行 LTA 分析，並參照 Asparouhov 與 Muthén（2014）4與

Nylund-Gibson 等人（2014）所建置的三步驟 LTA 分析機制，本研究之 LTA 模式建立步驟如下：

一、分別分析整體樣本於國一、國二、國三自尊分數的橫斷潛藏類型，決定各年級之最佳潛藏類

別個數；二、依步驟一估算所得的類型個數，依次設定 LTA 無條件測量模式；三、由步驟二分析

結果摘錄出各潛藏類別間平均概率交叉表（average latent class probabilities for most likely latent class 
membership by latent class）與成員最大概似潛藏類別機率估計表（classification of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ir most likely latent class membership）與羅吉斯係數（logit values）做為完整模式之參數限定

值；四、探討類別間的關係並納入課業滿意度、關係滿意度和性別等共變數與異常行為、憂鬱症

狀等結果變項；五、分析潛藏成長 LTA 模式所估計的自尊成長類型、移動軌跡與樣本所在的關聯

性。 
關於模式適配度，研究者使用 Log Likelihood、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ABIC

（Adjus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LMR-LRT 與 BLRT（BootstrappedLikelihood Ratio Test）
（Lo, Mendell, & Rubin, 2001）等模式適配指標，進行系列模式比較，同時參考熵值並依據模式精

簡原則、理論呼應、以及所分類別樣本人數在實務面的意義與解釋性等條件，總和考量後作為決

定本研究 LTA 完整模式的依歸（王郁琮，2014；Nylund, Asparouhov, & Muthén, 2007）。自尊變項

遺失值由 Mplus8.0 內建之完全訊息最大概似估計法進行處理。惟，雖然 Mplus 具有設定多波段 LPA
測量恆等的功能，但是測量恆等的主張與否必須取決於研究者的理論假設（王郁琮、溫福星，2012；

Nylund, Bellmore, Nishina, & Graham, 2007）。本研究主張青少年早期為因應生活各方面的挑戰，自

尊樣態變動是可以期待的，所以在模式設定上不做測量恆等的限定。 

結果 

依上述 LTA 統計分析步驟，研究結果分成下列數個主題呈現，包括：研究變項的描述統計資

料；國中一、二、三年級自尊類別個數的估計模式比較；三波段類別轉移機率；以及，加入預測

變項與結果變項之完整模式的估算結果。 

一、描述性資料 

本研究所有分析變項之描述統計，整理於表 1。整體而言，在三波段自尊題項中，國中生對「樂

觀看待自己」的評分分別為 2.20、2.13 和 2.03，而在「滿意自己」的評分則分別為 1.98、1.77 和

1.69，顯示國中學生對自己的看法是正向的。而在兩題反向題中，「自己沒用」的三年得分（已反

向計分）分別為 1.38、1.38 和 1.36，「一無是處」的得分則為 1.57、1.62 和 1.58，都較正向題為低，

顯示學生不太能肯定自己的價值或優點。此外，四個自尊觀察變項於國一到國三之三個時間點之

反應數值間均為中低度相關，在樂觀看待題項的積差相關介於 .274 到 .365 間，於滿意自己題項

                                                 
4 Asparouhov, A. & Muthen, B. (2014).Auxiliary variables in mixture modeling: Three-step approaches using Mplu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1(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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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差相關為 .274 和 .365 間，在自覺無用題項的積差相關介於 .280 到 .418 間，在一無是處題

項的積差相關介於 .309 到 .465 間。 
國一學生在各項滿意度得分（很滿意= 1，還算滿意= 2，不太滿意= 3，很不滿意= 4）之描述

統計亦整理於下表（表 1），在「課業滿意度」方面，平均得分 2.25，顯示多數學生對自己課業表

現還算滿意；而在同儕、父親、母親和班上老師的關係分數分別為 1.76、1.81、1.69 和 1.89，顯示

多數學生對其所面臨的人際關係覺得還算滿意。在「容貌」和「身形」滿意度的均分為 2.04 和 2.20，

也顯示多數國一學生對自己的體形外貌傾向肯定。 
在違常行為部分，整體行為得分範圍是 1.15-2.57。內隱性的偏差行為頻率略高（1.62-2.56），

而外顯性的偏差行為頻率較低（1.15-1.55）。在憂鬱症狀上，整體行為均分的範圍是 1.23-2.08，以

生理不適症狀得分最高，包括肌肉酸痛（2.08）、頭痛（1.83）、頭暈（1.80）；情緒不適症狀得分

（1.65-1.91）次之，包括鬱卒、孤獨、擔心過度等；睡眠相關的症狀得分（1.39-1.73）再次之，包

括失眠、睡不安穩、早醒等；之後是身體化症狀（1.30-1.65），包括身體有部分麻木或虛弱、東西

卡在喉嚨；最少的是衝動性情緒和行為（1.23-1.36），包括想傷害別人或自己、爭吵或丟物尖叫。 

表 1 潛藏轉移模式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資料摘要表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尊測量變項（很不同意= 0，不同意= 1，同意= 2，很同意= 3）    
T1Y1 樂觀看待 2685 2.20 0.68 
T1Y2 滿意自己 2683 1.98 0.76 
T1Y3 自己沒用（反向） 2678 1.38 0.81 
T1Y4 一無是處（反向） 2681 1.57 0.89 
T2Y1 樂觀看待 2578 2.13 0.73 
T2Y2 滿意自己 2575 1.77 0.78 
T2Y3 自己沒用（反向） 2576 1.38 0.85 
T2Y4 一無是處（反向） 2578 1.62 0.92 
T3Y1 樂觀看待 2514 2.03 0.71 
T3Y2 滿意自己 2514 1.69 0.76 
T3Y3 自己沒用（反向） 2515 1.36 0.81 
T3Y4 一無是處（反向） 2513 1.58 0.89 
輔助變項 
你對下列關於你自己事情的滿意程度如何？ 
（很滿意= 1，還算滿意= 2，不太滿意= 3，很不滿意= 4） 

   

（1）學業表現 2681 2.25 0.77 
（2）和同學、朋友的關係 2682 1.76 0.68 
（3）和班上老師的關係 2678 1.89 0.73 
（4）與父親的關係 2675 1.81 0.84 
（5）與母親的關係 2681 1.69 0.75 
（6）家庭的經濟狀況 2680 1.78 0.71 
（7）容貌 2682 2.04 0.80 
（8）身材 2681 2.22 0.85 
（9）性別 2563 0.51 0.50 
結果變項（一） 
回想上國三以來，你自己有沒有出現下列的狀況？其嚴重程度

如何？（從未= 1；偶爾= 2；有時= 3；常常= 4） 

   

（1）不能專心、無法維持長時間的注意力 2515 2.56 0.79 
（2）在課堂上睡覺 2514 2.18 0.88 
（3）擔心自己比別人差 2511 2.57 0.91 
（4）較孤僻、不和同學在一起 2514 1.62 0.81 
（5）不遵守校規 2512 1.55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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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6）蹺課、逃學或故意不去上課 2513 1.19 0.55 
（7）喝酒、抽煙或嗑藥 2513 1.15 0.54 
（8）考試作弊 2511 1.51 0.68 
（9）在學校裡惹麻煩（例如：吵架、打架、在班上惹事等） 2512 1.28 0.61 
結果變項（二） 
過去一個星期，你有沒有下列不舒服的情形？不舒服的程度如

何？1 =沒有，2 =有點，3 =普通，4 =嚴重，5 =很嚴重 

   

（1）頭痛 2515 1.83 0.92 
（2）頭暈 2514 1.80 0.91 
（3）孤獨 2514 1.65 0.92 
（4）鬱卒 2512 1.87 1.02 
（5）擔心過度 2513 1.91 1.03 
（6）肌肉酸痛 2515 2.08 1.03 
（7）失眠、不易入睡 2513 1.73 0.97 
（8）身體某些部位感到麻木或是針刺 2512 1.49 0.85 
（9）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 2510 1.30 0.68 
（10）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 2512 1.65 0.94 
（11）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 2514 1.37 0.83 
（12）一大早就醒了，想再睡又睡不著 2514 1.39 0.81 
（13）睡眠不安穩或一直醒過來 2512 1.43 0.83 
（14）常常和別人爭吵 2515 1.36 0.71 
（15）尖聲大叫或摔東西 2513 1.23 0.63 
（16）不想活了 2513 1.27 0.73 

二、國中自尊潛在類別分析 

為了解台灣國中三年序貫次序（sequential order）的異質性自尊類型，本研究針對國一、國二、

國三等年級的自尊題項反應分數分別進行 LPA 分析。表 2 呈現 LPA 模式適配結果，比較後發現，

除了國三的五類型模式因為無法聚斂而無 BIC 值，整體而言，BIC 值隨著類型個數增加而降低，

顯示隨組別數的增加，模式適配度似乎也隨之提升。但是，表二同時顯示，國二的五組模型 LMR
的 p 值未達顯著，代表國二的自尊類型分為四類型較為適當。另外進一步檢視各 LPA 類型的剖面

分數後發現，每一年級的 LPA 除了分別辨識出「高」、「中」和「低」三組5年級特定之異質性自尊

類型外，另外三波段亦都辨識出另一組自尊反應高、低並存的「矛盾」自尊樣態。研究者綜合考

量模式的實務意涵與指標的適切性後，並參考組內人數多寡，決定採用三波段都穩定適配的四類

型模式結果，作為後續 3-Step Specification LTA 分析的潛藏類型資料。組內人數比例分配陳列於表

3。 

 
 
 
 
 
 
 

                                                 
5 一年級的低自尊組樣態與其他年級略有差異，故另命名為「低抑」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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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LPA 模式適配摘要表 
組別數量 Log 

Likelihood 
BIC ABIC 熵 LMR-LRT 

(p value) 
BLRT

(p value)
國一 LPA   
1 -12561.35 25185.86 25160.44  
2 -11918.68 23940.01 23898.70 0.726 0.00 0.00
3 -9871.35 19884.82 19827.63 0.999 0.05 0.00
4 -9415.70 19012.99 18939.91 0.958 0.00 0.00
5 -9267.51 18756.09 18667.12 0.855 0.00 0.00
國二 LPA   
1 -12520.14 25103.12 25077.70  
2 -11635.63 23373.38 23332.07 0.751 0.00 0.00
3 -10997.05 22135.49 22078.29 0.999 0.00 0.00
4 -11055.11 22290.89 22217.81 0.963 0.00 0.00
5 -11014.70 22249.35 22160.38 0.827 0.23 0.00
國三 LPA   
1 -11874.92 23812.47 23787.05  
2 -10967.33 22036.45 21995.14 0.804 0.00 0.00
3 -10394.17 20929.29 20872.09 0.990 0.06 0.00
4 -10229.01 20638.11 20565.03 0.976 0.00 0.00
5 無法收斂  

 
表 3 陳列國一到國三自尊四類型的人數和比例，而三年自尊題項的平均數所形成的潛藏類型

特質則分別整理成圖 2 到圖 4。依照年級發展而言，台灣青少年在國一時期的自尊類型最多數者為

中自尊（54.1%），其次為高自尊（19.7%），再其次為矛盾自尊（13.9%）（該組於「樂觀看待自己」

和「滿意自己」題項得分高，在「自己沒用」和「一無是處」得分低）。人數比例最少的是低抑自

尊（12.3%）（該組於「樂觀看待自己」和「滿意自己」題項得分低，在「自己沒用」和「一無是

處」偏低，但略高於矛盾自尊組）。相較於國一時期，國二時期的青少年雖然中自尊組仍是最多數，

但人數比例略微下降（47.2%），反倒是高自尊組，人數比例則大幅提升（40.2%）。相對地，國二

矛盾自尊組與低自尊都出現明顯下降趨勢（分別為 6.5%與 6.1%）。國三時，自尊類型人數比例多

寡的次序與國二大致維持不變，依序為中自尊組（48.5%），高自尊組（39.4%），低自尊組（6.2%）

與矛盾組（5.9%）。 
整體來說，台灣青少年在國中階段的自尊類型轉移是呈現正向的。換言之，國中三年期間，

低抑和低自尊組人數比例逐年下降，高自尊人數比例逐年上升。中自尊組方面，與國一中自尊組

比例相較，國二中自尊組比例下降，而國三中自尊組則較國二中自尊比例略高。在矛盾自尊組方

面，與國一矛盾自尊組比例相較，國二矛盾自尊組比例下降，而國三低自尊組又比國二矛盾自尊

組略低些。以上結果顯示，台灣青少年在不同教育發展階段其自尊類型的確出現轉移的現象。 
由圖 1~3 的自尊剖面得知，跨年級的四大類自尊類型其反應型態相近。換言之，自尊類型可

分為於四題項反應裡均偏低分或倒數第二低分的低抑和低自尊組、四題項反應均偏中間程度的中

自尊組、以及四題項均呈現高分的高自尊組。另有一群受試者，在「樂觀看待自己」和「滿意自

己」題項反應高，但在「自己沒用」和「一無是處」反應低。換言之，該類型學生雖正向、樂觀

看待自己，但對自己的功能優勢或價值感到無法確定。本研究將之命名為矛盾自尊類型。值得注

意的是，台灣青少年在國中階段三個年級，中自尊類型的人數比例都是最高，而高自尊類型人數

在各年級都是次高，而且一年級升二年級時，高自尊人數比例從 19.7%大幅提升到 40.2%，二年級

升三年級時，高自尊人數比例則持平。相對地，低抑自尊與矛盾自尊人數比例在一年級升二年級

時出現將近一半的大幅削減，該類型比例在二年級升三年級時則持平。此一有趣現象顯示，國中

時期正向自尊轉型的現象大多發生在低年級升中年級時期，而中年級升高年級時，自尊相對穩定，

自尊類型轉型的個案較不多見。至於各自尊類型轉型的詳細關係，將在後段 LTA 分析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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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中三波段自尊類型之 LPA 估計平均數 
國一 人數比例 樂觀看待 滿意自己 自己沒用（反向） 一無是處（反向）

高自尊組 19.70% 3.0 2.6 2.0 2.4 
中自尊組 54.10% 2.0 1.8 1.4 1.6 
低抑自尊組 12.30% 0.9 1.3 1.2 1.3 
矛盾組 13.90% 3.0 2.3 0.6 0.7 
國二      
高自尊組 40.20% 2.3 2.1 2.3 2.3 
中自尊組 47.20% 2.0 1.6 1.0 1.4 
低自尊組 6.10% 1.4 0.6 0.0 0.2 
矛盾組 6.50% 2.6 2.1 0.0 0.4 
國三      
高自尊組 39.40% 2.2 2.0 2.2 2.3 
中自尊組 48.50% 2.0 1.6 1.0 1.3 
低自尊組 6.20% 1.2 0.5 0.0 0.2 
矛盾組 5.90% 2.6 2.0 0.0 0.5 

 

 
圖 1 國一自尊組別之自尊題項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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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二自尊組別之自尊題項分數 

 
圖 3 國三自尊組別之自尊題項分數 

三、國中時期三序貫自尊類型轉移 

本研究進一步以 LTA 分析模式串接上述一年級到三年級自尊三波段 LPA 模式，進行三波段自

尊類型間的轉移關係的探究。換言之，研究者設定國一自尊類別（C1）具有預測國二自尊類別（C2）

之廻歸關係，而國二自尊類別變項（C2）也對國三自尊類別變項（C3）有廻歸預測的關係。為確

保前述三組年級特定之低、中、高與矛盾四種自尊類型的樣態在完整 LTA 模式中維持原有 LPA 類



 國中青少年三波段自尊類型潛藏轉移 65 

型特徵，研究者以 LPA 之分析結果作為 3-Step Specification LTA 參數設定值。LTA 主要功能在於

估算低年級自尊類型在中、高年級時出現的類型轉移機率。該模式之熵為 0.93，雖然很多學者論

述不應將熵視為模式適配指標，但一般研究建議熵值大於 0.90 較為適當。本模式之熵為 0.93，符

合一般建議之可接受範圍。 
自尊類型轉移結果整理如下表 4。表 4 左上角展示國中一年級升上國中二年級時自尊類型轉型

的模式估計機率。首先，從轉移機率矩陣顯示，國一時期歸屬於「高度自尊」類型者，升上二年

級後有超過半數以上（58.4%）仍然維持在「高度自尊」，另外約有 34.4%轉型成為「中度自尊」，

其餘的高度自尊學生出現負面轉型，分別轉移到低自尊組（1.4%）與矛盾自尊（5.9%）。國一歸屬

於「中度自尊」類型學生升國二後，其自尊也大多出現正向轉型，其中有 39.7%轉型成為「高度自

尊」類型；有 50.3%維持在「中度自尊」；僅有 5.1%和 4.9%分別轉型成為「矛盾自尊」與「低自

尊」。至於國一屬於矛盾自尊類型的青少年，升上二年級後，24.7%轉型成為高度自尊，50.3%轉型

成為中度自尊，但是也有 8.9%轉型成低度自尊，16.0%維持在矛盾自尊類型。最後，國一屬於低

抑自尊類型學生，概括而言也是展現正向轉移的趨勢，其中 30.9%轉型成為高度自尊，另外 50.0%
轉型成為中度自尊，僅有 16.2%在維持低度自尊，以及 2.8%轉型成為矛盾自尊。 

表 4 三步驟設定 LTA 模式之估計轉移機率(百分比) 
 國二 國三 
 高 中 低 矛盾 高 中 低 矛盾 

國一 

高 58.4 34.4 01.4 05.9 
中 39.7 50.3 04.9 05.1 
低 30.9 50.0 16.2 02.8 
矛盾 24.7 50.3 08.9 16.0 

國二 

高 61.1 34.4 01.3 03.2 
中 26.9 62.7 05.7 04.7 
低 09.8 40.5 40.4 09.4 
矛盾 22.1 40.5 09.3 28.0 

 
相對地，國二自尊類型轉移至國三自尊類型的機率呈現於表 4 右下角。首先，國二時期歸屬

於「高度自尊」類型學生，升三年級後有超過半數以上（61.1%）維持「高度自尊」，同時約有 34.4%
轉型成為「中度自尊」，其餘大約 4.5%其自尊呈現負面轉型，分別轉移到低度自尊類型（約 1.3%）

與矛盾自尊（3.2%）。國二屬於「中度自尊」類型學生，其自尊大多出現正向轉移，其中有 26.9%
的人轉型成為「高度自尊」，另有 62.7%穩定維持在「中度自尊」，僅有 5.7%和 4.7%分別轉型成為

「低度自尊」與「矛盾自尊」。國二屬於低度自尊類型的學生接近半數升上三年級後自尊也出現正

向轉移，其中有 40.5%轉型成為中度自尊類型，9.8%轉型成為高度自尊類型，但也有 40.4%持續展

現低度自尊類型，以及 9.4%轉型成為矛盾自尊。最後，國二屬於矛盾自尊類型學生大多數也是出

現正向轉移，其中，40.5%轉型成為中度自尊，22.1%轉型成為高度自尊，9.3%轉型成低自尊，但

是仍有 28.0%維持在矛盾自尊類型。 

四、性別與國－年級各式滿意度相對特定自尊類型之關係 

為了探究可能影響自尊類型的因素，研究者進一步置入課業滿意度、師生滿意度、同儕關係

滿意度、親子關係滿意度、家中經濟滿意度、外貌滿意度與性別等變項作為 LTA 模式中 C1 之共

變 項 。 各 式 滿 意 度 等 共 變 數 結 果 可 和 先 前 文 獻 （ Boudreault-Bouchard et al., 2013; Paxton, 
Neumark-Sztainer, Hannan& Eisenberg, 2006; Orth et al., 2012）進行對話。表 5 呈現 LTA 模式中以滿

意度預測四組國一自尊類型的多重羅吉斯廻歸分析結果，其中羅吉斯廻歸係數代表給定共變項 X
增加一單位情形下，受試者 i 被歸類為指定的自尊類型相較於參照類型的對數勝算值（log o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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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本分析是由 Mplus 選定以國一高自尊類型做為參照類型，因此表五之勝算比值（odds 
ratio）乃是共變項對受試者被歸類為低抑、中、矛盾三組特定類型，相對於被歸類為高自尊類型的

影響。舉例說明，表五第一個係數性別 0.25 代表，男性與女生比較，被歸類於低抑自尊組相對於

被歸類於高自尊組的對數勝算值提升 0.25，因為對數勝算值大於 0，其換算出的勝算比 1.28 大於 1。 
結果顯示，首先，顯著預測青少年被歸類為低抑自尊的因素包括學業表現滿意度、朋友關係

滿意度、母子關係滿意度、導師關係滿意度、與其對自己的容貌的評價。當受試者對以上關係越

不滿意時，其被歸類為低抑自尊的勝算比就比被歸類為高自尊提升。其次，預測青少年被歸類為

中自尊的因素包括性別、朋友關係滿意度、導師關係滿意度、家庭經濟滿意度，以及對自己容貌

的評價。其中，男性被歸類於中自尊組的勝算比高於女生，而當受試者對朋友關係、導師關係、

家庭經濟，以及自己容貌越不滿意時，其被歸類為中自尊的勝算比會顯著提升。最後，影響青少

年被歸類為矛盾自尊的因素則分別包括性別、學業表現滿意度、朋友關係滿意度、以及對自己容

貌的評價。男性被歸類於矛盾自尊組的勝算比高於女生。其次，當受試者對朋友關係、導師關係、

家庭經濟，以及自己容貌越不滿意時，其被歸類為矛盾自尊的勝算比會顯著提升。 
從跨自尊類型角度進行分析發現，就學校教育層面而言，學業表現滿意度可有效區別低抑自

尊組以及矛盾自尊組與高自尊組的差別，對學業表現越不滿意時，受試者較傾向屬於低抑自尊或

矛盾自尊甚於高自尊類型。同儕關係滿意度可有效區別低抑自尊組、中自尊組與矛盾自尊組相較

於高自尊組的差別，對同儕關係越不滿意時受試者較較易被歸類為低抑自尊、中自尊或矛盾自尊

甚於高自尊類型。導師關係則可有效區別低抑自尊組以及中自尊組與高自尊組的差別，對導師關

係越不滿意時受試者較傾向屬於低抑自尊或中自尊甚於高自尊類型。 
從家庭環境層面而論，父子關係滿意度無法有效區別低抑自尊組、中自尊組以及矛盾自尊組

與高自尊組的差別。換言之，國中時期的青少年對父子關係的滿意與否，不會影響受試者歸屬於

低抑自尊、中自尊、矛盾自尊或高自尊類型的勝算比。相對地，母子關係則可有效區別低抑自尊

組以及矛盾自尊組與高自尊組的差別，對母子關係越不滿意時，受試者較傾向歸屬於低抑自尊與

矛盾自尊甚於高自尊類型。家庭經濟則可有效區別中自尊組與高自尊組的差別，對家庭經濟條件

越不滿意時，受試者較傾向被歸屬於中自尊甚於高自尊類型。 
從性別層面而論，受試者性別可有效區別中自尊組以及矛盾自尊組與高自尊組的差別，男性

較傾向屬於中自尊或矛盾自尊甚於高自尊類型。 
最後，從個體自我概念而言，對自我容貌的評價可有效區別低抑自尊組、中自尊以及矛盾自

尊組與高自尊組的差別，對自我容貌越不滿意時受試者較傾向屬於低抑自尊、中自尊或矛盾自尊

甚於高自尊類型。對自我身材的評價則完全無法區別低抑自尊組、中自尊以及矛盾自尊組與高自

尊組的差別。 
綜合以上發現，在以高自尊類型為參照的基準下，同儕關係與容貌滿意度可有效分別區別被

歸類為高自尊相對於被歸類為低抑、中、矛盾等其他三組自尊類型的差異；性別可有效區辨高自

尊與中或矛盾自尊類型的歸類差異；學業表現滿意度可有效分別區別高自尊與低抑或矛盾自尊類

型歸類的差異；導師關係滿意度可有效分別區別歸類為高自尊相較於低抑或中自尊類型的差異。

家庭經濟滿意度影響青少年被歸類為高自尊類型還是中自尊類型，母子關係滿意度影響青少年被

歸類為高自尊類型亦或低抑自尊類型。父子關係與身材滿意度則是對於受試者分別歸屬於高自尊

組或低抑、中、矛盾自尊組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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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中－年級不滿意度共變項多重名義羅吉斯迴歸與勝算比摘要表 
  對數勝算值 對數勝算值／標準誤 顯著水準 勝算比 

低抑自尊組       

 

學 
校 
層 
面 

學業表現 -0.32 -2.70 ** 1.37 

導師關係 -0.56 -4.16 *** 1.75 

朋友關係 -0.86 -6.03 *** 2.37 

家 
庭 
層 
面 

父子關係 -0.05 -0.44  1.05 

母子關係 -0.34 -2.17 * 1.40 

家庭經濟 -0.10 -0.71  1.11 

個 
人 
層 
面 

容貌 -0.44 -2.98 *** 1.56 

身材 -0.04 -0.33  1.04 

性別（男性） -0.25 -1.54  1.28 

中自尊組       

 

學 
校 
層 
面 

學業表現 -0.13 -1.59  1.14 

導師關係 -0.42 -3.96 *** 1.53 

朋友關係 -0.51 -4.55 *** 1.66 

家 
庭 
層 
面 

父子關係 -0.14 -1.42  0.87 

母子關係 -0.19 -1.4  1.21 

家庭經濟 -0.25 -2.25 * 1.29 

個 
人 
層 
面 

容貌 -0.25 -2.16 * 1.29 

身材 -0.01 -0.08  1.01 

性別（男性） -0.29 -2.48 ** 1.34 

矛盾自尊組       
學 
校 
層 
面 

學業表現 -0.34 -2.57 ** 1.41 

導師關係 -0.19 -1.12  1.21 

朋友關係 -0.32 -1.95 * 1.37 

家 
庭 
層 
面 

父子關係 -0.12 -0.79  0.89 

母子關係 -0.09 -0.46  1.10 

家庭經濟 -0.22 -1.36  1.24 

個 
人 
層 
面 

容貌 -0.44 -2.43 * 1.56 

身材 -0.04 -0.26  0.96 

性別（男性） -0.47 -2.71 ** 1.60 

註：參照類型為國一高自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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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三自尊組別之於結果變項效果摘要表 

本研究將違常行為與憂鬱量表作為兩組結果變項（distal outcomes），設定三年級潛藏類別做為

此二結果變項的預測變項，結果整理於表 6。結果顯示，相較於中自尊組和高自尊組，國三矛盾自

尊組同時在外顯性的違常行為（違反校規 2.81、蹺課逃學 2.88、物質使用 3.45、作弊 2.39、惹麻

煩 2.79 等）分數與若干內隱性的違常行為上（課堂睡覺 2.88、孤僻 2.13）分數都明顯高於其他組

別。國三低自尊組則於兩組內隱性的違常行為（不能專心 2.98、擔憂 3.23 等）展現略高的分數。

代表台灣青少年進入國三時，如果自尊處在矛盾狀態時，其出現違常行為的機會遠大於其他同儕。

關於憂鬱症狀的部份，低自尊國三學生則遠遠高於其他三組同儕。受限於 Mplus 的功能拘限，以

上分析並未進行組間顯著考驗。唯，本研究選定違犯行為與憂鬱情緒作為 LTA 模式之遠端結果變

項（distal outcomes），提供本研究分類的自尊類型之效標，報告組別特定估計平均數的目的在於提

供諮商實務工作者對於本研究所主張的四種自尊類型進一步的預防與處遇。組間差異顯著與否並

不會影響自尊類型的主張。 

表 6 國三自尊組別於違常行為與憂鬱症狀之估計平均分數摘要表 
  高自尊組（39.4%）中自尊組（48.5%）低自尊組（6.2%） 矛盾組（5.9%） 
違常行為     
不能專心 2.39 2.60 2.98 2.70 
課堂睡覺 2.06 2.15 2.46 2.88 
擔憂 2.33 2.67 3.23 2.41 
孤僻 1.47 1.64 1.92 2.13 
違反校規 1.46 1.53 1.58 2.81 
蹺課逃學 1.09 1.13 1.15 2.88 
喝酒、抽煙或嗑藥 1.05 1.06 1.04 3.45 
作弊 1.40 1.51 1.57 2.39 
惹麻煩 1.19 1.25 1.21 2.79 
憂鬱症狀     
頭痛 1.62 1.85 2.89 1.80 
頭暈 1.59 1.81 2.80 1.78 
孤獨 1.33 1.66 3.12 1.77 
鬱卒 1.53 1.88 3.46 2.05 
擔心過度 1.58 1.93 3.44 2.08 
肌肉酸痛 1.89 2.08 3.23 2.04 
失眠、不易入睡 1.55 1.71 2.85 1.69 
感到麻木或是針刺 1.29 1.46 2.75 1.35 
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 1.15 1.28 2.24 1.18 
感覺虛弱 1.38 1.65 3.03 1.67 
想毆打、傷害別人 1.20 1.32 2.65 1.28 
早醒失眠 1.28 1.40 2.12 1.20 
睡眠不安易中斷 1.25 1.42 2.49 1.37 
常爭吵 1.20 1.32 2.58 1.24 
尖聲大叫或摔東西 1.10 1.19 2.19 1.11 
不想活了 1.06 1.19 2.9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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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國三自尊組別於各違常行為表現 

圖 5 國三自尊組別於憂鬱量表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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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採用潛藏類別轉移模式與當代新近發展之三步驟分析技術，在確保類型樣態不會因為

置入輔助變項而發生前在類型估計值偏移的條件下，針對台灣國一到國三期間青少年自尊進行縱

貫的類型研究，並分析自尊類型經歷三波段序貫的轉移情形，本研究有助於說明青少年自尊樣貌

的異質性及其移動狀態。透過分析不同自尊類型於各變項上的差異，以檢驗不同自尊潛藏類型與

身心適應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台灣青少年的自尊自國一至國三穩定呈現出四種類型，分別是：「高自尊型」（分

別占國一、二、三學生約 19.7%、40.2%與 39.4%）、「中自尊型」（分別占國一、二、三約 54.1%、

47.2%與 48.5%）、「低抑」或「低自尊型」（低抑自尊型占國一學生約 12.3%，低自尊型占國二學生

約 6.1%，低自尊型占國三學生約 6.2%）和「矛盾自尊型」（分別占國一、二、三學生約 13.9%、

6.5%與 5.9%）。整體而言，國中時期青少年中自尊型人數最多，其次是高自尊型，矛盾型和低自

尊型人數較少。 
本研究類型人數比率與薛人華（2014）產生呼應，而與國外研究不同的是，台灣青少年人數

比率最多的屬於中自尊，而國外青少年人數比率最高的是高自尊（Deihl, Vicary, & Deike, 1997; 
Hirsch & DuBois, 1991）。此結果可能解釋有二：首先，可能與華人父母對學業過度重視造成高度

的同儕學習競爭與高壓的教育體制有關。研究顯示，學業壓力與青少年的自尊之間存在負相關（張

佩，2014），而臺灣的 7 年級到 12 年級階段正是課業壓力最高的時期，青少年或許受此升學壓力

影響，而抑制其自尊呈現中等；其次，中自尊也可能是受華人文化裡重視他人評價與群體合諧的

價值所影響（張嘉真、李美枝，2000；簡晉龍等人，2009）。換言之，相較於西方青少年擅長於自

我彰顯行為（self- enhancement）（Heine et al., 1999），國內青少年更傾向抱持自謙自抑的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高、中、低（或低抑）自尊組外，本研究發現有一群學生的自尊呈現出

高低並存的矛盾狀態，此組學生正向、樂觀看待自己，但對自己的優勢或價值卻又展現不確定感。

矛盾自尊類型的學生可能近似於虛假、膨脹的正向自我感（false inflated self-esteem）（Baumeister, 
1997）。學者指出，有時低自尊會與誇大的自我觀點（grandiose self-view）同時出現，其表像的自

信、肯定並非奠基於真誠感受與實際成功經驗（Baumeister, 1997），而是個人對低自尊感與脆弱自

我的掩飾（Walker & Bright, 2009）。此類學生可能更傾向涉入能防禦自我與促進其誇大自我形象的

行為或活動（Fanti & Henrich, 2014）。矛盾自尊也間接的與 Billieux 等人（2015）所提出之「高自

尊、高成就傾向也高現實逃避傾向的死忠組」（hard-core gamers）網路成癮類型遙相呼應。 
另外，低抑自尊的一年級學生對於自己的正向評價（樂觀、滿意）在四組中屬於最低分，而

負向評價（無用、一無是處）為四組中第二高分，與二、三年級的低自尊組略為有差別（正向評

價為最低分、負向評價為最高分）。這可能與國中一年級正值就學/成長階段轉換，面對新環境的適

應、各種關係的轉變和自我生理心智上的成長與變動（Harter, 1983），部分青少年可能受此多元壓

力的衝擊而有暫時性自尊低抑的狀態。 
在輔助變項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四個國一自尊類型可被學業表現、師生關係、同儕關係、母

子關係、外貌滿意度和性別等預測變項有效區分。具體而論，在其他條件相同下，（一）對母親、

對導師與對同儕關係滿意度較高者；（二）對個人學業表現或外貌滿意度較高；（三）對家庭經濟

滿意度較高的青少年以及性別為女性的受試者，較傾向於被歸類於高自尊組，與先前研究相呼應

（Boudreault-Bouchard et al., 2013）。從跨自尊類型與輔助變項間關係進行分析，在學校方面，與導

師、同儕建立良好關係的青少年以及在課業表現得到成就，對自己的看法也較為正面積極，呼應

了 Booth & Gerard（2011）以及 Laible, Carlo 與 Roesch（2004）的研究發現。顯示，在青少年時期，

學校環境脈絡裡的相關人際經驗與學習成就感對於青少年個人自我認同形塑的重要影響力。在家

庭關係方面，本研究發現母子關係和家庭經濟與青少年自尊高低存在顯著關聯性，與 Birkeland, 
Melkevik, Holsen, &Wold（2012）與 Boudreault-Bouchard et al.的研究結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父

子關係的良窳對於青少年自尊高低類型的歸類，未呈現出顯著關係。換言之，國中時期青少年主

觀知覺的父子關係對其自尊型態影響較小。這可能是因為在家庭性別分工的狀況下，父親較常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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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經濟支持者和玩伴的角色，較少參與子女的教養，對青少年的人際影響力因而降低（Milevsky, 
Schlechter, Netter, & Keehn, 2007）。 

在個體自我概念層面，本研究發現外貌可有效區別高低自尊，而身形滿意度則完全無法區別

自尊高低，此一結果與先前研究有出入（Paxton et al., 2006; Furnham et al., 2002）。這可能是因為青

少年期，外貌與自尊的關係跨性別存在（Forbes, Adams-Curtis, Rade, & Jaberg, 2001; Mellor, 
Fuller-Tyszkiewicz, McCabe., & Ricciardelli, 2010），但身形滿意度與自尊的連結因性別而有差異。

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針對身形滿意度進行性別分析。 
就類型移動的趨勢來看，國二到國三的移動人數比率小於國一到國二的移動，除了呼應巫博

瀚、陸偉明（2010）的研究，本研究更詳細地描繪出移動的方向與比率。在兩個階段的移動裡，

有四到六成學生的自尊發展是維持現況，二到四成學生的自尊發展是上升的趨勢，僅有一成五到

兩成的學生是下降的趨勢。且，低自尊組和矛盾組的移動人數比率大於中自尊組和高自尊組。這

結果也呼應國外研究（Birkeland et al., 2012; Deihl et al., 1997; Hirsch & DuBois, 1991; Zimmerman, 
Copeland, Shope, & Dlelmnn, 1997）。早期西方實徵研究發現，大約 35%到 87%之間的青少年自尊

屬於長期穩定，反觀台灣青少年的整體自尊狀態呈現中等程度的波動，但隨年齡增長而趨於穩定。

這可能因為青少年隨年齡增長而身心漸趨成熟，進而發展出較佳的責任感、親和能力、社會適應

能力以及面對問題的能力（Roberts、Walton, & Viechtbauer, 2006; Pasupathi, Staudinger, & Baltes, 
2001）。此一現象也同時呼應 Lerner、Freund、Stefanis 與 Habermas（2001）所提出以適應和動態

調節為核心的全人發展觀點。也就是說，與成年人相較，青少年雖較易受到環境影響，但仍會主

動回應生活的難題，並以主觀最佳適應作為目標，因而造成其人格特質兼具持續性與變動性。 
進一步分析各類型，國一時低自尊組和矛盾自尊組的學生都有近一半的比例會在國二時提昇

到中自尊組，近三成的比例提升到高自尊組，僅有兩成會維持在原先的組別。而國二到國三時期

的移動比例則略為下降，但仍有五成左右的比例由低或矛盾移動到中或高自尊組。此結果顯示，

國中時期出現低自尊與矛盾自尊是充滿可變性的，且國一升國二似乎是轉變的黃金時期。可能是

國一時期多數青少年進入新的學習環境，在學業要求、同儕相處上都遭逢全新挑戰，對於尚未適

應的青少年來說，強烈地衝擊其對自己的相信與評價。而在國一到國二的階段，個體逐漸適應新

學習環境的改變以及掌握相關的因應策略，在同儕團體裡漸漸建立情誼，並獲得外在支持，進而

對自我的知覺產生提升效果；在國二到國三間，課業表現的良窳與同儕團體的互動模式可能逐漸

定型，因而自尊類型的變動趨於緩慢（Rose & Rudolph, 2006; Stanton-Salazar & Spina, 2005）。 
至於國一時期展現中度自尊的學生，約五成次年仍停留在中自尊組，其他約四成會在國二時

移動到高自尊組。相似的，國二中自尊組，有六成三在國三時期會停留在中自尊組，有三成的機

率會移動到高自尊組。然而，就移入來源來看，在國二時期和國三時期，無論是低、矛盾或高自

尊組，其主要的移入人數來源均為中自尊。顯示中自尊青少年可能陷落到低自尊組和矛盾自尊組。

縱貫自尊的降低可能與青少年的風暴期有關，因為過於在意他人的評價，因此較易受外在壓力事

件干擾，進而影響其對自我的評價（卓恒瑾，2013）。反觀國一高自尊學生，雖有五成升上國二後

維持在高自尊組，但亦有約三成下移到中自尊。相似的，國二高自尊學生中，除了六成升上國三

後仍維持其高自尊，三成則下移到中自尊。顯示，高自尊組在國中三年時期人數是穩定中微降的，

但國一時期的高自尊對於生活壓力事件顯然具有保護作用（Rector & Roger, 1997）。 
而在結果變項方面，國三的低自尊組和矛盾自尊組於憂鬱症狀和偏差行為之反應明顯不同於

中自尊與高自尊。相較於其他自尊組，低自尊出現較多的內隱性違犯行為與明顯偏高的憂鬱情緒，

這與先前研究結果（Orth et al., 2008; Sowislo & Orth, 2013）一致。顯示長期的低自我評價可能導

致青少年疏遠、孤立於社交關係之外，同時企圖藉由降低與外界接觸，以獲得更多安全感。但是

反效果的，當其從多元的社會活動裡退縮，在多重挫折與低回饋之處境下，反而誘發其憂鬱情緒

的嚴重性。相對地，矛盾自尊組則展現明顯偏高的外顯性偏差行為與部分的內隱性偏差行為，此

一發現與 Fanti 和 Herich（2014）結果相呼應。此類型的青少年試圖透過外顯性的偏差行為來彰顯

並提升自我的價值感。藉由偏差團體裡的次文化肯定來支撐其虛假的自尊。本研究所主張的矛盾

自尊類型恰巧可以對先前自尊與違犯行為相關研究結果不一致的情形提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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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LTA 是縱貫多波段 LPA 的展延分析，主要在於串聯不同時間點 LPA 所發現的潛藏類型，進而

追蹤同一個體其所屬之類型經歷時間遷移的轉變。此一分析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維持初始

的無條件測量 LPA 模式所捕捉的潛藏類型個數與樣態不會因為模式串連與擴展而產生估計偏移。

本研究採用 Asparouhov 與 Muthén（2014）所新近發展的三步驟設定策略，成功地解決混合模式在

模式擴充時可能發生估計偏移甚至無法收斂的議題。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主張國中時期青少年

的自尊樣態隨年級增長而改變，因此研究者將國一至國三的 LPA 潛藏類型樣態，進行獨立自由估

計。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國中三年自尊類型是否具備測量恆等性進行相關的分析討論（Nylund, K., 
Bellmore et al., 2007）。 

另外，本研究選取學校層面（師生關係、同儕關係、學業表現）、家庭層面（父子關係、母子

關係、經濟狀況）以及個人層面（容貌、身材、性別）等滿意度變項作為輔助變項，探討輔助變

項與國一自尊類型的關係。然而，針對輔助變項（尤其是連續變項）如何影響轉型的機率，例如

滿意度是否對國中三年自尊類型轉移機率具有調節效果，亟需進一步釐清探討。但是礙於統計模

式的設定技術侷限，目前僅能藉由名義變項，以多群組方式進行（Muthén & Muthén, 1998-2012）。

未來研究可以針對 LTA 轉移機率的連續變項調節效果利用其他統計軟體例如 Latent Gold 或者自行

開發更有效的分析軟體。 

二、教育與輔導實務上的建議 

本研究所主張之四種自尊類型，屬於初探性質，亟需更多實徵研究的驗證。未來研究可以持

續針對台灣青少年的異質性自尊類型進行更多分析討論，並建議針對高低自尊類型在憂鬱情緒與

違常行為的差異反應進行更詳盡的統計分析。根據本研究之結果與討論，整體而言，七成國中生

的自尊呈現持平的趨勢，並未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有顯著的改變；另外兩成的學生，國一為高自尊

者，隨著年齡而增加而逐步下降，且女生在自尊的下降幅度也比男生大；大約 4%的學生，其國一

自尊的較低者，隨後僅出現小幅度的成長，且男生波動較高，以上都是值得關注的現象。因此，

本研究主張教師、學校心理師及輔導老師等有關人員可針對青少年自尊的變化情形進行追蹤調

查，俾利了解青少年在自我發展上的變化，即早發現無法體認自身價值的學生。此外，對於初期

低自尊而不穩定型學生，教育人員宜因應文化特性，設計輔導介入方案，教導青少年用正面的角

度檢視自己的潛能，在尋求人際認同之際也能看重自己，並培養其管理人際關係與因應困境的技

巧和能力，學習情緒抒解的多元策略，以避免個體因不良的自尊發展對其未來造成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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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elf-esteem in the transition of adolescents among heterogeneous classes by 

using a three-wav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A newly developed three-step specification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of Mplus7.3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earch variables were measures of self-esteem, scores on 

the dissatisfaction scal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delinquent behaviors. A total of 2,68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nd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self-esteem of adolescent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heterogeneous classes: low, middle, high, and 

contradictory classes.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during the 3 years of the study, the transition of 

students from one class to another was more likely to be upward than downward. Furthermore, the ratio of movers from the 

seventh grade to the eighth grad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movers from the eighth grade to the ninth grade. Auxiliary variables 

such as academic performance, peer relationship, closeness with homeroom teacher, and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membership of the four self-esteem classes. Scores for distal outcomes such a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delinquent behaviors were discovere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low and contradictory self-esteem class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KEY WORDS: Latent adolescent self-esteem,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adol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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