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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章首先討論青少年自我概念的發展過程，依照艾力克遜的理論，青少年

時期最大的發展危機正為自我辨識，發展得好則對未來人生有正面的影響，又

尤其青少年為人生中一大轉折與出發點，銜接兒童期與成人期兩大迥異時期，

可見自我辨識與肯定於人生是多重要的課題。 

  自我概念即為個人對自我的整體看法，與自尊密切相關，又與生理發展類

似，均有極大的個體差異。而自尊則是自我價值感，青少年初期自尊最低，可

能與自己面臨急遽的身心改變，有較多困擾有關，其自尊高低反映個人經驗，

通常活動經驗較多者自尊心高。 

  青少年自我概念的發展有幾個特點，如其與認知發展平行，隨著年齡增

長，人類認知進步到形式運思期，較能抽象邏輯思考自我；青少年期間的自我

概念改變速度最大，從初期較關心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發展至以社會背景為出

法參照點；青少年的自我概念發展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此主要是受到社會對

不同性別有不同期待之影響，又如青少年的言行經常不一等等。 

  青少年自我概念之形成受父母、社經地位、認知能力及成熟度影響，其中

柏恩斯提出回饋圈，認為自我概念的形成是正向或負向觀念的無限循環導致而

成。如何幫助青少年建立正向的自我概念，方法眾多，主要輔導者須多提供成

功的機會、無條件接納當事人、注重積極層面並多鼓勵給予信心等等。 

  第二節說明青少年自我辨識的發展情形，重申前幾章馬西亞的理論（自我

辨識有有成、預定、遲滯與混淆四種狀態）。第三節討論情緒之於青少年的影

響。 

  情緒對青少年的影響擴及身心健康、人際關係、行為表現等，其中提到情

緒反應多是青少年行為動機的根源，因此若要鼓勵青少年有正向的發展，應多

使青少年在經驗中擁有快樂愉悅的情緒，情緒經驗同時也是青少年追求自我實



現的動力。 

  關於情緒的類別，學者提出不同看法，主要核心情緒為喜悅、悲傷、憤

怒、恐懼。在喜悅方面，青少年開始學習如何接受他人的愛與情、如何表達自

己的愛與情，而其對異性的愛戀除了受生理因素影響，還受到社會風氣文化影

響。恐懼感是人類最負面的情緒，經調查不同性別、年齡、社經狀況的人恐懼

的項目也不一樣，艾德沃特則認為青少年最常見的恐懼為學校。敵意情緒對青

少年的影響甚早受到心理學家的重視。而敵意尚包含多種表現方式，青少年而

言，敵意若太高不利於其人際發展。青少年表現憤怒的方式也很多，最多是攻

擊，再者反叛，其次為發脾氣、格鬥等。 

  輔導方式課本提到三種，分別是情感反應策略、行為輔導策略（系統減敏

法、認知方法、洪水／爆炸法、操作法、示範法）及高斯坦的社會技巧訓練，

最後一項以結構法學習方式配合道德推理與憤怒控制，代替攻擊等情緒發洩，

成果良好。 

二、心得 

  艾力克遜強調，自我概念的發展並不止於青少年時期，整個人生歷程都有

自我辨識的歷程，只是青少年時期特別重要，可能影響後期發展，這點我十分

贊同，大學可算是青少年後期，因此我或許也可算是青少年後期的學生，經歷

過各種社團活動、接觸大量的人事物後，確實自我辨識的部分日漸充實，對自

己越多的了解卻反而更有自信及想法，成熟度也往上升，這一年來幾經友人證

實過去的自己較容易跟隨他人，較無主見也不夠明確自己的方向目標，然而大

三之後卻彷彿是「定型」了，一直到大四都不再有太大的變動（此指自我辨

識、個性等）。 

  由此可見，自我辨識並非短期旅程，是長時間驗證而出，歷經生活各種經

驗而得出的結果，反觀現代學生直到高三都沉浸在讀書考試的環境之中，生活

經驗貧乏，如何辨識自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希冀未來教育能有更多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