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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章討論青少年相關理論，分別是進化、生物、精神分析理論，分段介紹。 

  進化理論認為個體成長與發展是受生理遺傳影響，可看成是個體為了適應

環境的過程，此理論不重視環境、文化對成長的影響，又有三個主要的理論模式。   

  第一是【複演論】，由青少年研究的鼻祖霍爾倡導的，他認為個體發展含嬰

兒、兒童、少年、青少年等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恰好對應社會進化的歷程（原

始→狩獵→農牧→現代），青少年正位於未開化到文明的發展階段，充滿衝突與

動盪、矛盾與變異，霍爾亦稱為「風暴期」、「狂飆期」。霍爾的理論對青少年顏

就有開啟先河的貢獻，此外雖然理論對青少年充滿貶抑，卻也促使政府與社會專

注於輔導青少年，而大眾也將青少年視為必經成長過程，較能容忍青少年的偏差

行為。另外也有反對霍爾的理論聲浪，如科爾曼的焦點理論，認為每個青少年在

不同時間會關注不同的問題，並加以解決，因此不會有同時集中「風暴」的情形

出現。 

  第二是【生物進化論】，就是達爾文著名的演化論，提出「適者生存」的自

然原則，認為青少年即將進入繁衍後代的階段，那此時的適應狀況也會影響到人

類的生存。於青少年輔導上，要協助青少年具備謀生能力，得以適應、生存於社

會。 

  【發展螺旋論】由葛塞爾提出，認為成長有「律動順序」－－生長有前進與

後退的可能，當成長歷程遇上有利因素則前進，反之則後退，長此以往內外發展

在不平衡、平衡中延續，當成長抵達螺旋中心，個體乃趨於成熟。在青少年輔導

上來看，此理論認為時間自然會解決青少年時期的困擾，輔導需多協助學生做自

我規劃及社區經驗。 

  生物理論注重青少年生理上的改變歷程，以田納的「哈本頓成長研究」最具

指標性，田納針對身體成長、陰毛成長、女性胸部成長、男性生殖器及個體差異



為研究重點，發現（１）男女生在青春期發育過程中的個別差異多有不同，相差

甚大，（２）同年齡的青少年其個體差異也甚多，輔導時應清楚青少年生理上的

改變、幫助學生了解，並多給與發展遲緩個案協助。 

  精神分析理論針對青少年心理上的發展提出若干個別理論。 

  【性心理發展論】是佛洛伊德提出的，他認為人格的發展是以性心理發展為

基礎，若青少年時期出現心理困擾與衝突，可能是來自於兒童期慾望無法滿足或

不當表達的結果，此外佛洛伊德特別注重認同作用對於青少年社會化的影響。輔

導上我們可依佛洛伊德提出的「昇華作用」，將青少年的性衝動導向社會可接受

的其他活動。 

  【慾力再現論】是佛洛伊德女兒安娜提出，較之其父，該理論更著重青少年

對自我成熟的發展與影響，她提出青少年時期慾力能源上升，導致本我支配自

我、自我僵硬呈現禁慾主義極理智化的現象。【人際關係論】為蘇利萬提出，較

跳脫於生理思考，認為人際需求的滿足對個體成長極為重要，提出三個青少年的

性心理階段，不同階段會尋求不一樣的親密關係。 

  【心理社會論】由著名的艾利克森提出，強調每個人生階段都有不同的心理

社會危機，解決與否都影響未來的人生發展，主張社會文化影響個人成長。青少

年時期正遭逢自我辨識危機，輔導上應多幫助學生了解自我進而肯定、確立未來

方向。馬西亞的【辨識認定類型論】則延續艾利克森的理論，依照危機與承諾的

有無區分四類青少年，分別是辨識有成、預定、遲滯、混淆。 

二、心得 

  上述理論中我最認同的是艾利克森的心理社會論，確實每個人生階段都會有

不同的難題，成功與失敗都依附於接下來的人生。不論是對照青少年時期的我，

或是在學校照看現代的國中生，都可見學生共通的疑慮－－不認識自己因而無從

肯定自己，中等學校長達六年，卻埋沒於考試成績的枯燥日子，一成不變的生活

很難使學生對生命有正面認同，對學業無力者更無從肯定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