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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基本資料調查表 

 

1、性  別：□（1）男生     □（2）女生。 

2、出生序：□（1）排行最大 □（2）中間子女 □（3）獨生子女  

□（4）排行最小。 

3、父母親教育程度：父親： －  母親： －。 

請就父母親的教育程度選擇下列（）內數字填寫。 

（1）國中或以下（2）高中畢業或肄業（3）專科畢業或肄業（4）

大學畢業或肄業（5）研究所畢業、肄業或以上 

4、年級：□（1）高一 □（2）高二。 

5、父母親職業類別：父親：－ 母親：－。 

請就父母親的職業類別選擇下列（）內數字填寫。 

（1）非技術、體力工作、農林漁牧人員： 

農夫、漁夫、林業工作員、園藝工作員、畜牧業者、士兵、工

友、小妹、收票員、帶位員、電梯服務員、服務生、寄物管理

員、廟公、建築物管理員、流動攤販、洗車工、擦鞋工、臨時

工、清潔工、雜工、家庭幫傭、家庭代工、送件員、送報員、

搬運工、抄表員、家庭主婦或其他類似工作。 

（2）技術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服務工作人員

及售貨員： 

商家、固定攤販、導遊、餐飲服務生、廚師、管家、理髮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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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看護、按摩師、警察、消防隊員、保全人員、士官、礦

工、爆破工、裁石工、石雕工、建築工、泥水匠、油漆工、裝

潢工、水電工、金屬模工、焊接工、板金工、機械裝修工、試

車工、印刷工、玻璃工、陶磁工、印刷工作者、影印工作、裁

縫師、修鞋匠、木匠、麵包師傅、手工藝者、司機、水手、機

械操作員、各類組裝工或其中類似工作。 

（3）事務工作人員： 

打字員、文書處理員、秘書、櫃台接待人員、出納員、推銷員、

股長、軍中尉官。 

（4）技術及助理專業人員： 

  助教、研究助理、補習班教師、中小學老師、大企業副理、大

企業襄理、局長、科長、律師助理、社工輔導員、書記官、作

家、記者、圖書館管理員、編輯人員、神父、牧師、藥師、護

士、投資分析師、資訊工程師、測量師、各種技師、餐廳歌手、

模特兒、廣告設計師、服裝設計師、治療師、檢驗師、裁判、

運動選手、教練、會計師助理、經紀人、保險員、承包商、批

發商、攝影師、機師、船長、軍中校官、技士、各類技術員。 

（5）中央民意代表及行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理員與專業人員： 

校長、中央民意代表、大企業董事、大企業經理、大學教師、

研究人員、律師、法官、檢察官、音樂家、藝術家、醫師、會

計師、專利顧問、建築工程師、簡任公務員、軍中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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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家庭結構健全，父母均健在，且與父母一起居住的家

庭。 

□單親家庭：父母之其中一方死亡，或者父母已經離婚；現僅與父

母其中一人共同居住。 

□隔代家庭：父母因故未能親自扶養（死亡、離婚或長期在外工作

甚少返家），長期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養育照顧。 

□繼親家庭：因父母其中一方死亡或離婚，之後再婚所組合的家庭。 

□三代同堂：家庭結構健全，祖父母及父母均健在，且與祖父母及

父母一起居住的家庭。 

 

 

 

 

 

 

 

 

 

 

 

後頁還有問卷，請繼續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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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養態度問卷 

這一部分主要是了解你父母的教養態度。請回想父母

對你的教養態度和行為，逐一在該題後面選擇一個和

你情況最符合的□打勾。謝謝。 

 

總 

是 

如 

此 

常 

常 

很 

少 

幾

乎

沒

有

1、父母對我的要求嚴格，而且我不能有不同意見。 □   □  □  □   

2、父母會規定一些規則，要求我遵守。           □   □  □  □   

3、如果學業成績沒有達到父母的標準，就會處罰我 □   □  □  □   

4、父母會在外人面前責罵我。                   □   □  □  □   

5、父母所定的規矩非常不合理，讓我備受壓力。   □   □  □  □   

6、父母在責備我之前，會同意我先說明理由。     □   □  □  □   

7、當我做錯事情的時候，父母不會處罰我。       □   □  □  □   

8、我想做的事父母很少管我，會讓我去做。       □   □  □  □   

9、父母不過問我在學校或校外的一切事情。       □   □  □  □   

10、父母對於我的決定，會完全配合。            □   □  □  □   

11、我做錯事情，父母並不在意。                □   □  □  □ 

12、父母對於我零用錢的使用，會採取干涉態度。  □   □  □  □  

13、我會找父母商量關於我個人的事情。          □   □  □  □   

14、我的意見跟父母不同時，在合理合法的範圍之  □   □  □  □ 

內父母會支持會我的看法。                   

15、父母尊重我的隱私權，不會檢查我的書包及手  □   □  □  □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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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父母對我實施要求時，亦能瞭解並重視我的感  □   □  □  □ 

受。                      

17、當我犯錯時，父母會用溫和、友善的口氣勸導  □   □  □  □ 

我。         

18、我覺得父母的觀念保守老舊。                □   □  □  □   

19、父母總是忙碌於自己的事情，沒有耐心且更多  □   □  □  □ 

時間和我交談。      

20、父母對我的態度很冷淡。                    □   □  □  □   

21、我覺得父母不關心我。                      □   □  □  □   

22、當我沮喪的時候，父母不會安慰我。          □   □  □  □   

23、父母對我的課業放任不管。                  □   □  □  □   

24、父母瞭解我的需要，隨時關懷我。            □   □  □  □   

 

 

 

 

 

 

 

 

 

後頁還有問卷，請繼續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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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問卷 

這一部分主要是了解你與父母之間相處的情

形。請你在閱讀每一個題目之後，判斷是否與

你的情形相同，逐一在該題後面選擇一項和你

經驗最符合的□打勾。如果你目前無法和父母

任何一方同住，請回想你們過去的相處情形，

謝謝。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父母希望我做的事，我會盡力達成。        □   □   □   □ 

2、 父母不同意我做的事，會先跟我說明原      □   □   □   □ 

因。 

3、 父母的意見與我不一致時，能耐心聽我      □   □   □   □ 

說明我的想法。 

4、 我在做重大決定前，會先跟父母討論。      □   □   □   □ 

5、 我遇到困擾或挫折時會告訴父母。          □   □   □   □ 

6、我不願意讓父母知道我交朋友的情形。       □   □   □   □ 

7、我和父母相處時，感覺就和同學相處一       □   □   □   □ 

樣輕鬆自在。                 

8、父母會以親切的口氣來表示同意我的決       □   □   □   □ 

定外出.                              

9、父母會參加學校所辦理的活動（如運動       □   □   □   □ 

會、班級親師座談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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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學來我們家裡玩，父母會表示歡迎。      □   □   □   □ 

11、有些關於我個人私密的事情，我願意讓      □   □   □   □ 

父母知道。 

12、我不喜歡向父母說學校的事情。           □   □   □   □ 

13、我會和父母分享自己發生的喜怒哀樂       □   □   □   □ 

事情。 

14、父母會耐心聽我談論學校發生的事情。     □   □   □   □ 

15、我時常會和父母談論心事。               □   □   □   □ 

16、當我告訴父母一些使我不如意或傷心       □   □   □   □ 

的事，父母會安慰我。 

17、遭遇困難和挫折，父母會陪伴在身邊且     □   □   □   □ 

從旁協助。      

18、父母不會主動關心我。                   □   □   □   □ 

19、我能自己準備日常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     □   □   □   □ 

20、我覺得自己能夠照顧自己，不必依         □   □   □   □ 

賴父母的幫忙。 

21、我遇到生活難題不會與父母商量。         □   □   □   □ 

22、我自己有主見，不會凡事聽從父母         □   □   □   □ 

的意見。 

23、我能自己決定未來升學的相關事宜。       □   □   □   □ 

24、父母不放心我的課業學習情形。           □   □   □   □ 

後頁還有問卷，請繼續填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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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適應問卷 

這一部分主要是了解你的生活適應情形。請你在閱 

讀每一題目之後，判斷是否與你的情形相同，逐一在

該題後面選擇一個和你情況最符合的□打勾。 

謝謝。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我可以接受別人不同的意見。                  □   □  □  □   

2、面對問題我能隨機應變的解決問題。            □   □  □  □   

3、我會用以不同觀點看待人事物。                □   □  □  □   

4、我能清楚知道自己的生活目標。                □   □  □  □   

5、我對未來的人生充滿樂觀和信心。              □   □  □  □   

6、我知道自己的優點與缺點。                    □   □  □  □   

7、雖然周圍有人，我也常覺得沒有朋友、孤單      □   □  □  □ 

、無助。  

8、我擁有一個快樂溫馨的家。                    □   □  □  □   

9、我不喜歡待在家裡。                          □   □  □  □   

10、我喜歡和家人一起出外遊玩。                 □   □  □  □   

11、當我表現良好時，父母會當面鼓勵我。         □   □  □  □   

12、父母都很關心我。                           □   □  □  □   

13、我喜歡和家人一起聊天。                     □   □  □  □   

14、我和家人相處的很好。                       □   □  □  □   

15、我覺得老師在處理班級事務時不公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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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能適應學校生活管理。                     □   □  □  □   

17、我能接受老師的管理方式。                   □   □  □  □   

18、我喜歡到學校上課。                         □   □  □  □   

19、我喜歡和同班同學一起生活。                 □   □  □  □   

20、我能適應老師的上課方式。                   □   □  □  □   

21、我會找老師或同學幫忙，以協助解決課業的困惑 □   □  □  □   

22、我在同學之間是受歡迎的。                   □   □  □  □   

23、我在學校人際關係是良好的。                 □   □  □  □   

24、我可以和同學一起玩樂。                     □   □  □  □   

25、我遇到困擾和煩惱會找同學商量。             □   □  □  □   

26、我覺得同學不喜歡我。                       □   □  □  □   

27、我會關心班上同學所發生的事情。             □   □  □  □   

28、我會主動學習同學的優點。                   □   □  □  □   

 

 

 

 

 

 

 

 

填寫完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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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學者專家名單 

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專長領域 

李鍾元 前中興大學社會系教授 青少年福利 

郭妙雪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青少年心理 

郭靜晃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福利學系暨研

究所 系主任兼所長 

青少年福利 

許淑婷 國立潮州高中輔導室主任 諮商輔導 

郭怡良 國立潮州高中老師 生活輔導 

鄭惠珠 國立潮州高中老師 生活輔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