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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試題評析 

本次四題多屬於應用題，同學平時應多閱讀時事，並將之與人行一科的理論知識相結合，並配合處遇步驟合

併思考，此次考題難度並不甚高，第一題主要是討論文化對人類行為之影響；第二題則是將發展理論與外在

環境合併出題，以瞭解身心發展與環境之互動關係；第三題則是合併青少年的發展特徵與學校社會工作，第

四題則是性侵害的成因及其處遇之道，平均得分應可以在六十分左右，程度較佳之同學得分約在七十~八十之

間。 

 

一、文化是人類所創造與發展的，然而文化對人類的行為也有極深遠的影響，試舉四個實例說明之。(25 分) 
 

【擬答】 
文化雖是人類所創造，但同時也形塑了人類的行為，茲以人類發展階段為例，說明文化所造成的影響： 

(一)新生兒 
當家中有新生兒時，多數社會風俗會為新生兒舉行歡迎儀式，例如滿月時，如果是男嬰便會送紅蛋及油飯，除了祝福嬰

兒可以長命百歲外，也在為家中添丁、宗族有後慶祝。此外，近年來台灣男子要迎娶大陸或外籍配偶，也是基於中國文

化中「不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念。 
(二)嬰兒 

1.從出生到二歲左右是開始與社會環境產生互動的關鍵時期。嬰兒與照顧者所建立的信任關係影響嬰兒的智力及社會行

為發展。嬰兒期的社會心理發展主要任務則是對自己與環境中的人及事之相互關係有所認識。 
2.文化及民族習俗對嬰兒發展會產生影響，因不同的文化會產生不同的發展狀況。例如東方文化對於嬰兒會有較多的撫

育和照顧的行為，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可能要訓練嬰兒獨立，在嬰兒哭泣時，多不會主動去擁抱嬰兒。 
(三)兒童早期(含幼兒期) 

1.兒童早期開始發展較強的自主性，屬於 Erikson社會心理發展階段的自主羞恥與懷疑(2-3歲)及主動和罪惡感(3-5歲)，
亦發展整體動作的協調技巧和社交技巧，認知和語言能力均有所成長。 

2.父母會承襲之文化中對性別角色的看法，玩具的選擇也會符合其性別的認定，男童傾向攻擊性的遊戲，如買玩具槍、
女童傾向撫育性的遊戲，如買洋娃娃，藉此再強化兩性的教養差異和性別角色差異。 

(四)兒童中期 
1.進入學齡期，兒童開始學習新的技能，勤奮是重要的發展任務，可透過遊戲和玩耍建立技巧和精進智力的功能。在團

體中能否適應亦是重要的發展課題。艾力克森認為此時期有二個發展任務：自動與罪惡感、勤奮與自卑。學童在學校

中學習適應社會，以獲取需要滿足的工具及技術，並培養其工作的態度及自我信念。家庭之外的次級社會系統，如學

校及同輩團體對學童的影響力逐漸顯著。 
2.性別認定也在此時期發展，二性差異的刻板印象易產生。藉著父母及老師的教導及限制、友伴反應及大眾傳播的影響，

建立了性別角色行為標準的認識，表現在衣服、玩具及遊戲活動的選擇。所以如果這時男童有女性化或女童有男性化

的行為時，多會受到家人、師長和友伴的排斥，長大後容易導致性取向的問題，如同性戀。 
 

二、心理學家大都認為人類的行為在 6歲或 10 歲前就養成了，為使他們能表現符合社會需要的行為，該如何去

規劃此一階段的環境？(25 分) 
 

【擬答】 
人類的行為在六歲或十歲時，皮亞傑認為此時期的認知發展為：運思前期和具體運思期。運思前期中，兒童以感覺印象

為其知識的主要來源。次階段為象徵功能和直覺思考，會以自我為中心和將萬物視為具有靈性。具體運思期中，兒童不經由

接觸或掌握某種事物，就能想起這種事物及其關係具體運算思維的成份，包括保留概念、分類及組合技能。主要的生活環境

包括家庭與學校，關於這二個環境的規劃，茲說明如下： 
(一)家庭 

1.以家庭為中心的學習階段，母親的愛及照顧是孩童學習的制約增強物，親子關係模式可能使幼兒在團體中表現出友善
或攻擊的行為。父母的管教方式對兒童的發展造成不同的影響，管教方式可分為威權、主權、寬大緃容、寬大疏忽四

種。 
2.父母、手足和同儕對兒童社會化扮演重要的角色，遊戲是其主要的學習方式。年輕的兒童多單獨玩耍，年長的兒童比

較多合作性的遊戲。若能從遊戲中，得到家人鼓勵去表達和辨認感受，長大後也會比較有同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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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時電視對兒童行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除可提供知識、價值來源外，反之也有可能取代部份的兒童與友伴間的互動，

促使社會化經驗減少等，電視節目的性質和是否有啟發性，亦影響兒童遊戲的內容。所以家長要多陪伴兒童一起看電

視，進行機會教育，另外，也要慎選節目內容 
4.發展遲緩是兒童可能會面臨的問題。所以家長或主要照顧者要多留意兒童與同年歲者相較，是否有發展遲緩或違常的

行為。  
(二)學校 

1.學校是社交的重要場合，同儕團體的形成，學習合作、衝突等社交技巧，同儕關係不佳會影響偏差行為的產生。老師

的期待和兒童自己的期待會影響在學的表現，此外弱勢族群兒童的照顧需要和滿足也應注意。 
2.學校是社會期待的縮影，代表了群體壓力，為學童提供了家庭以外的價值觀及影響力，學校及同輩團體使兒童對社會

期待及角色行為標準增加敏感度，並開始覺察到其所帶來的壓力。 
所以師長不僅是要做知識上的教導，也要留意兒童的同儕關係及課業表現，這二者的適應良好與否，皆會影響其長大後

之自我概念和人際關係。 

 

三、最近學生要求開放髮禁，甚至到教育部抗爭，導致這種行為的因素是甚麼？你是學校社會工作人員該如何因

應？試申論之。(25 分) 

 

【擬答】 
學生要求開放髮禁，而產生之抗爭行為，身為學校社會工作者可以採取以下的因應措施： 

(一)了解抗爭行為的原因 
1.此時期的學生屬於艾力克森心理社會發展階段中的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期。青少年若能透過適當認同整合自己之角色

即能認同，否則會產生自我角色混亂之危機，所以同輩團體是其主要決定因素。 
2.所以要求開放髮禁，可見學生乃視自己與成人一樣有獨立自主的權力，希望被當成成人來對待，因此有權力去決定自

己的外表打扮，甚至於自己已經可以負起社會人的責任，會對自己的行為和想法負責，加上同儕團體的力量，所以才

會產生群起抗爭的現象。 
3.而學校與大眾媒體的影響力也不可忽視，學校的髮禁措施，也激起了學生們對威權式的管理方式之反感，而大眾媒體

時常播放民眾為爭取個人的權利而動輒示威、罷工的方式，也讓學生們學習到「會吵的孩子有糖吃」的錯誤觀念，交

相影響之下，也讓學生模仿學習到抗爭的行為。 
(二)相遇之道 
學校社會工作者乃是要運用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與技巧，與學校教育人員和社區(社會)有關人員共同努力，目標是促進學

生的發展功能和達成社會化人格，並協助學習和適應不佳的學生以處理問題，恢復能力並發揮潛能，強化現代社會中的

教育功能。 
1.就個人層面 

(1)個案工作：對個別的學生和其家屬提供服務。可採取個案工作的步驟，包括申請和接案、資料蒐集、問題診斷與處

遇計畫、處遇與服務、結案與評估。特別是可以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狀況來擬定處遇策略。 
(2)團體工作：對一群學生、教育工作者、學校贊助者等提供服務。藉由團體經驗來學習相處之道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關於髮禁的問題，是否可透過同儕團體的討論，來學習更佳的處理方式，而不一定需要走上街頭，以提昇其衝突管

理能力。 
2.就學校層面 

(1)補救學校教育體制的缺失、班級教學缺點，協同教育及教育行政人員達成教育目標。髮禁措施乃是學校為方便管理

如避免學生互相比較而忽略了學習的目的，但是在學生管理上除了採取禁制的措施外，是否可以配合獎勵的措施來

達成學生管理的目標。 
(2)在學校文憑至上的情況上，可能培養出的是「IQ高、EQ低」的學生，社會工作者可否促使學校多開設有關「情緒
管理」、「衝突管理」、「壓力管理」等課程，讓學生可以學習到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 

3.就社會層面 
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進行專業分工及合作協同各種專業服務人士以評估教育之實施功效。如召開研討會，邀請政府

官員、學校、專家、學生家長、學生代表等共同與會，重新檢討髮禁措施的必要性和可行性，及相關替代方案，促使

大眾媒體亦不要過份渲染抗爭行為，而應扮演真正「社會公器」的角色，端正視聽，且對於不合法、不合理的抗爭行

動應有所譴責，以維護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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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載：嘉義市一名離婚男子，3年前性侵年僅 8歲的女兒，並威脅如不同意，就不養她。與該女童同睡一床

的祖母目睹多次，隱忍了 3年，最近才由其次子陪同報警偵辦。你是社會工作人員，試分析導致此一案例發

生的因素可能有那些？試又說明如何處理此一案例。(25 分) 
 
【擬答】 
面對父女亂倫的性侵害事件，做為社會工作者可從加害人的特徵和系統理論來了解問題成因外，亦需進行完善的處遇服

務，茲說明如下： 
(一)性侵害的成因 

1.加害人的特徵： 
(1)權力控制型：以性侵害做為補償性攻擊，藉以感覺自己有能力，以消除不安全感。並藉由報復性之攻擊，即自認遭

到不公平待遇而尋求報復性之攻擊。如為了報復妻子的離婚行為而將對其的憤怒轉移到女兒身上。 
(2)退化型：將兒童、青少年視為成人性伴侶的替代者。因為兒童、青少年較易控制，故選擇做為其抒發壓力、尋求安

慰的對象。所以加害人會以不扶養兒童做為要脅的手段，並對自己亂倫行為有合理化之解釋，例如有權力主宰女兒

的身體自主權。 
2.系統理論： 
此家庭系統乃是封閉系統，以致受害人—女兒及祖母不知如何向外求助，來尋求資源以解決家庭內性侵害問題，當父

親開始有性侵害之行為時，也代表家庭內的能量開始消耗殆盡，若這時父親願意開放家庭系統去尋求協助，也能讓家

庭重獲能量，不致於有長達三年之性侵害事件之發生。 
(二)處遇服務 

1.針對加害人 
進行身心治療與輔導教育的實施： 
(1)取 Freeman-Lango的再犯預防取向模式：即檢驗性偏差循環技術、預防再犯模式(簡稱 RP模式)、以增加加害 
人對其性侵害犯罪之控制能力的了解及獲得。 

(2)治療內容包括：我是誰及我為什麼需要治療、為什麼我會重複做錯事、我如何停止此一行為 
(3)可以採團體治療方式，時間每週不得少於一個半小時、期間不得少於一年，不接受治者或時數不足者須罰鍰。 
(4)輔導教育課程內容包括： 針對加害人的輔導，如法律條文、心理探索、人際關係、性知識 專為輔導者的輔導單

元，如加害人之分類及心理分析、加害人之身心評估、治療模式、否認及其處理、同理心訓練、輔導實務相關規定、

如何自我評估與尋求督導。 
2.針對受害人 

(1)針對兒童給予心理輔導，幫助他做心理調適，儘早達到身心之復原及自我保護之道。 
(2)必要時對兒童直接提供庇護性照顧。 

3.協助.學校處理兒童返校後的身心適應，並協助學校相關人員建立發掘、處遇和預防性侵害事件的知識。針對家庭可以

進行家族治療，以著重家人間合作為焦點、協助家庭成員清楚界定其角色、定義不適當的性行為。並轉介相關資源進

入家庭，預防家庭再度解組的危機。 
4.針對社會大眾開辦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和進行教育宣導：包括 

(1)兩性平等之教育。 
(2)正確性心理之建立。 
(3)對他人性自由之尊重。 
(4)性侵害犯罪之認識。 
(5)性侵害危機之處理。 
(6)性侵害防範之技巧。 

5.針對法規、政策研擬「性侵害區域防治計劃」選定高危險社區，研擬復原計劃，如促使相關專業人員落實家暴法、性

侵害防治法之執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