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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題目編擬 

    由於情緒特質種類繁多，實在無法逐一加以測量，然而，李選(2003)根據其

多年的護理教學與臨床實務經驗指出，在臨床護理工作中，臨床護理人員與家屬

或病患相處時，最常感受到的情緒困擾種類為：無助感、挫折感、哀傷感、憤怒

感、不確定感、焦慮感、嫉妒感、希望感、愛、關懷、愉悅感等。研究者從受訪

者的訪談資料(見附錄 A 之表 A5)中亦發現了擁有不同情緒特質(如無助感、自卑

感、焦慮感、憤怒感、希望感、自主性、關懷感、愉悅感等)的臨床護理人員在

面對上司、同事或病患之間的情緒困擾或壓力時，會覺察到各種情緒反應，並產

生不同的人際互動與情緒管理策略。故研究者從理論與訪談中挑選出最具代表性

的情緒特質作為編題架構，進而擬定預試量表題目，以測量臨床護理人員所具有

的正向與負向情緒特質。其中，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乃以希望感、自主性、關懷

感、愉悅感等作為編題架構；相對地，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乃以無助感、自卑感、

憤怒感、焦慮感等作為編題架構，共計編擬 40 題。 

貳、量表預試 

    本量表在編製完成之後，先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改，之後再請兩位臨床護理人

員針對量表的題意提出改進意見，並對量表進行試答，進而編製成正式的預試量

表，施測時間約為 5 至 10 分鐘。         

一、預試參與者與施測 

研究者於 2006 年 11 月至 12 月，以北部兩所大專院校設有護理科(系)在職進



修專班的學生作為預試參與者，共回收 215 份有效問卷，預試參與者基本資料參

見附錄 B 之表 B1。 

二、題目分布與內容 

    情緒特質量表包含兩個分量表，分別為：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包含希望感

5 題、自主性 5 題、關懷感 5 題、愉悅感 5 題，共計 20 題；負向情緒特質分量

表：包含無助感 5 題、自卑感 5 題、憤怒感 5 題、焦慮感 5 題，共計 20 題。預

試量表之題目分佈與內容羅列於表 C1 與表 C2。 



三、計分方式 

    情緒特質量表計分方面採 Likert-type 四點量表計分，分別為「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還算符合」、「非常符合」等四個尺度，請參與者根據其符合程度

進行圈選，分別給予 1 至 4 分，最後正向或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各自計算總分，

分量表總分越高者，表示該名參與者所具有之正向或負向情緒特質越強。 

表 C1  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預試量表題目分佈與內容 

向
度 

題
號 題目內容 

1 我覺得在未來的日子中，心中的理想大部分都會實現。 

2 我覺得只要我願意改進，我的缺點將會逐漸減少。 

3 我覺得只要我願意付出心力，我將會擁有更多的知識與技能。 

4 當我因為自己的缺失，使得別人對我的態度不佳時，我覺得只要我願意改進，

情況將有可能會好轉。 

 

希

望

感 

5 我覺得只要我願意嘗試，就會有成功的機會。 

6 我不會因為心情不好而影響了正常的學習。 

7 不管我的心情多麼差，都不會影響到我與別人的相處。 

8 外在環境因素(如天氣不好、塞車、買票時大排長龍等)通常不會影響我對人或

對事的態度。 

9 即使面臨不如意的事，我依然能隨遇而安。 

 

自

主

性 

10 當親友心情不好向我訴苦時，我的心情不會跟他一起波動。 

11 只要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我常會對弱勢團體伸出援手。 

12 當親友遇到悲傷難過的事情時，我常會主動去安慰他。 

13 當親友生病時，我會常打電話去詢問病情是否逐漸好轉。 

14 當親友遇到挫折時，我常會鼓勵他們再接再勵，不要放棄。 

 

關

懷

感 

15 當別人的表現比以往更加傑出時，我常會主動讚美鼓勵他。 

16 我常抱持愉快的心情看待週遭的人、事、物。 

17 我常覺得生活中到處充滿驚奇，令人感到愉悅。 

18 我常覺得人生中有美好的事物等我去挖掘。 

19 遇到困難或問題時，我常會把它視為一種自我挑戰與磨練，並且欣然面對。 

 

愉

悅

感 

20 即使付出的往往比得到的多，我仍然常心存感恩。 

 



表 C2  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預試量表題目分佈與內容 

向
度 

題
號 題目內容 

21 我覺得無論我多努力嘗試，還是無法改變別人對我的看法。 

22 我覺得無論我多努力學習，都無法達成預期的目標。 

23 遇到挫折，我不會繼續努力嘗試，因為我覺得再努力嘗試也不會成功。 

24 遇到挫折，我會直接放棄，因為別人不一定能夠幫助我。 

 

無

助

感 

25 我總覺得自己無法扭轉命運的安排。 

26 我常覺得自己沒有任何令人讚美的優點。  

27 我常覺得自己與成功無緣。 

28 我常覺得即使付出更多的心力，我的表現還是不如別人。 

29 我常覺得別人說的話比我說的話具有影響力。 

 

自

卑

感 

30 面對能力比我好的人，我常覺得自己無法與他們成為朋友。 

31 當別人當面指責我的缺失時，我常會激動地跟他爭辯。 

32 當別人危害到我的權益時，我常會當面指責他。 

33 當別人強迫我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時，我常會生氣地跟他爭論。 

34 當別人沒有按照我的期望行事時，我常會當面指責他。 

 

憤

怒

感 

35 當別人故意嘲諷我時，我常會反唇相譏。 

36 我常擔心自己在週遭的親友面前表現的不夠完美。 

37 我常擔心自己無法將所學適當地運用到日後的工作情境。 

38 我常擔心自己無法如期完成預定的目標。 

39 每當我遇到挫折或困難，我常會思緒混亂，無法專心思考。 

 

焦

慮

感 

40 我常會對一些尚未發生的事情感到憂心忡忡。 

參、題目分析與選題 

    正向情緒特質與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的發展過程，其所使用的刪題標準包括

各題目與量表總分之相關係數、題目各自刪除後全量表內部一致性的變化，以及

因素分析結果中，各題目在所屬因素下之因素負荷量等，當題目之因素負荷量低

於.3 時，或者與該分量表總分之相關係數低於.3 時，則將該題予以刪除。首先，

以 Cronbach’s α 係數值檢視預試量表內部一致性，其中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值達.90 (N = 215)，每一題目被刪除之後剩餘題數所組合之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值在.89~.90 之間。而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

值達.88 (N = 215)，每一題目被刪除後，剩餘題數所組合之量表 Cronbach’s α係

數值在.87~.88 之間，顯示兩個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很高。再者，由於正向與負



向情緒特質分別在測量同一屬性概念，因此，利用因素分析中的主成份分析方

式，將因素設定為一個，以考驗各題目是否具有一定以上的因素負荷量。整體而

言，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中各題目的因素負荷量與分量表之相關係數值皆在.3 以

上(參見表 C3)，因此，不刪除任何一題。然而，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中第 32、

33 題的因素負荷量與分量表之相關係數值皆在.3 以下(參見表 C4)，故被刪除。

整體而言，情緒特質量表經預試與題目分析後，共保留 38 題成為正式量表，題

號重新編排(參見表 C5、表 C6)，正式量表計分方式亦與預試量表相同。   

表 C3  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題目分析結果(N = 215)   

題號 平均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與20題總分)
刪除該題後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

因素負

荷量 
刪除

與否 
信度 
分析 

1 2.77 .61 .47 .89 .53 保留 
2 3.22 .54 .52 .89 .59 保留 
3 3.42 .56 .56 .89 .63 保留 
4 3.22 .52 .53 .89 .61 保留 
5 3.36 .54 .58 .89 .65 保留 
6 2.69 .69 .43 .89 .47 保留 
7 2.59 .70 .45 .89 .48 保留 
8 2.61 .73 .37 .90 .39 保留 
9 2.56 .68 .65 .89 .68 保留 
10 2.59 .69 .38 .90 .42 保留 
11 3.03 .56 .39 .89 .46 保留 
12 3.03 .54 .49 .89 .56 保留 
13 2.96 .63 .50 .89 .58 保留 
14 3.12 .55 .48 .89 .55 保留 
15 3.17 .56 .50 .89 .57 保留 
16 3.01 .60 .61 .89 .68 保留 
17 2.87 .65 .61 .89 .68 保留 
18 3.01 .67 .61 .89 .68 保留 
19 2.93 .65 .68 .89 .74 保留 
20 2.95 .61 .62 .89 .69 保留 

 
 

未刪題之 
α = .90 

 



表 C4  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題目分析結果(N = 215) 

題號 平均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與 20 題總分)
刪除該題後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

因素負

荷量 
刪除

與否 
信度 
分析 

21 2.33 .64 .46 .88 .57 保留 
22 2.19 .62 .51 .88 .63 保留 
23 2.00 .58 .44 .88 .58 保留 
24 1.89 .62 .48 .88 .59 保留 
25 2.30 .77 .53 .87 .65 保留 
26 1.83 .68 .54 .87 .67 保留 
27 1.94 .75 .60 .87 .74 保留 
28 1.99 .71 .68 .87 .79 保留 
29 2.33 .81 .60 .87 .71 保留 
30 1.86 .68 .60 .87 .71 保留 
31 1.96 .64 .48 .88 .46 保留 
32 2.18 .73 .25 .88 .21 刪除 
33 2.34 .73 .32 .88 .26 刪除 
34 1.98 .64 .36 .88 .32 保留 
35 2.19 .74 .38 .88 .33 保留 
36 2.56 .81 .47 .88 .49 保留 
37 2.52 .77 .49 .88 .52 保留 
38 2.70 .77 .52 .88 .55 保留 
39 2.77 .76 .53 .88 .56 保留 
40 2.65 .86 .54 .87 .61 保留 

 
 
1.刪題前   
  α = .88 
 
2.刪題後 
  α = .89 

   

肆、效度與信度分析 

一、效度分析 

    (一)建構效度分析 

    為確認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中各特質層面的題目分佈型態與編題時的架構

因素是否一致，研究者利用 215 名預試參與者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因素時

使用主軸因子直接斜交方式，結果顯示：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的 20 題共可萃取

出四個因素，因素一、二、三、四分別可以解釋 32.44%、9.05%、5.5%、4.5%



的變異量，合計可解釋 51.50%的變異量，各題目與其所屬之因素負荷量如表 C5

所示。進一步檢視因素與題目內涵，因素一至四分別可驗證「愉悅感」、「關懷感」、

「希望感」、「自主性」等概念內涵。 

 



表 C5  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的新舊題號與因素結構分析 

因
素 

舊題
號 

新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負
荷量 

16 1 我常抱持愉快的心情看待週遭的人、事、物。 .75 
17 2 我常覺得生活中到處充滿驚奇，令人感到愉悅。 .82 
18 3 我常覺得人生中有美好的事物等我去挖掘。 .83 
19 4 遇到困難或問題時，我常會把它視為一種自我挑戰與磨練，並且

欣然面對。 

.76 

 

愉

悅

感 

20 5 即使付出的往往比得到的多，我仍然常心存感恩。 .63 
11 6 只要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我常會對弱勢團體伸出援手。 .56 
12 7 當親友遇到悲傷難過的事情時，我常會主動去安慰他。 .80 
13 8 當親友生病時，我會常打電話去詢問病情是否逐漸好轉。 .86 
14 9 當親友遇到挫折時，我常會鼓勵他們再接再勵，不要放棄。 .84 

 

關

懷

感 

15 10 當別人的表現比以往更加傑出時，我常會主動讚美鼓勵他。 .50 
1 11 我覺得在未來的日子中，心中的理想大部分都會實現。 .45 
2 12 我覺得只要我願意改進，我的缺點將會逐漸減少。 .67 
3 13 我覺得只要我願意付出心力，我將會擁有更多的知識與技能。 .75 
4 14 當我因為自己的缺失，使得別人對我的態度不佳時，我覺得只要

我願意改進，情況將有可能會好轉。 

.72 

 

希

望

感 

5 15 我覺得只要我願意嘗試，就會有成功的機會。 .75 
6 16 我不會因為心情不好而影響了正常的學習。 .49 
7 17 不管我的心情多麼差，都不會影響到我與別人的相處。 .63 
8 18 外在環境因素(如天氣不好、塞車、買票時大排長龍等)通常不會

影響我對人或對事的態度。 

.70 

9 19 即使面臨不如意的事，我依然能隨遇而安。 .72 

 

自

主

性 

10 20 當親友心情不好向我訴苦時，我的心情不會跟他一起波動。 .51 

     

     

    再者，以相同方式萃取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的因素層面，發現 18 個題目中

亦可萃取出四個因素，因素一、二、三、四分別可以解釋 33.21%、12.37%、6.84%、

4.89%的變異量，合計可解釋 57.31%的變異量，各試題與其所屬之因素負荷量如

表 C6 所示。進一步檢視因素與題目內涵，因素一至四分別可驗證「自卑感」、「焦

慮感」、「憤怒感」、「無助感」等概念內涵。 



表 C6  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的新舊題號與因素結構分析(N = 215) 

因
素 

舊題
號 

新題
號 題目內容 

因素負
荷量 

26 21 我常覺得自己沒有任何令人讚美的優點。  .73 
27 22 我常覺得自己與成功無緣。 .89 
28 23 我常覺得即使付出更多的心力，我的表現還是不如別人。 .88 
29 24 我常覺得別人說的話比我說的話具有影響力。 .74 

 

自

卑

感 

30 25 面對能力比我好的人，我常覺得自己無法與他們成為朋友。 .71 
36 26 我常擔心自己在週遭的親友面前表現的不夠完美。 .76 
37 27 我常擔心自己無法將所學適當地運用到日後的工作情境。 .77 
38 28 我常擔心自己無法如期完成預定的目標。 .84 
39 29 每當我遇到挫折或困難，我常會思緒混亂，無法專心思考。 .67 

 

焦

慮

感 

40 30 我常會對一些尚未發生的事情感到憂心忡忡。 .66 
31 31 當別人當面指責我的缺失時，我常會激動地跟他爭辯。 .68 
34 32 當別人沒有按照我的期望行事時，我常會當面指責他。 .70 

憤

怒

感 35 33 當別人故意嘲諷我時，我常會反唇相譏。 .75 
21 34 我覺得無論我多努力嘗試，還是無法改變別人對我的看法。 .66 
22 35 我覺得無論我多努力學習，都無法達成預期的目標。 .76 
23 36 遇到挫折，我不會繼續努力嘗試，因為我覺得再努力嘗試也不會

成功。 

.83 

24 37 遇到挫折，我會直接放棄，因為別人不一定能夠幫助我。 .71 

 

無

助

感 

25 38 我總覺得自己無法扭轉命運的安排。 .54 

    (二)效標關聯效度分析 

    許多學者(Roberts & DelVecchio, 2000; Watson, Wiese, Vaidya, & Tellegen, 

1999; Watson, 2004)研究指出五大人格特質與情緒特質間的相關具高度穩定性，

故研究者以莊耀嘉與李雯娣(2001)所編製之性格自評量表為效標(參見附錄B之

表B6)，建立情緒特質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由表C7可知，在正向情緒特質分量

表方面，「希望感」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外向性」、「和善性」、「外

傾支配性」的相關係數依次為：rs(213) = .30、.30、.36、.32、.25 (ps＜.001)。「自

主性」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外向性」、「和善性」的相關係數依次

為：rs(213) = .29、.29、.27、.20 (ps＜.01)，然而「自主性」與「神經質」的相關

係數卻為r(213) = -.28 (p＜.001)。「關懷感」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外

向性」、「和善性」的相關係數依次為：rs(213) = .28、.28、.22、.43 (ps＜.001)。「愉



悅感」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外向性」、「和善性」、「外傾支配性」

的相關係數依次為：rs(213) = .48、.35、.36、.36、.18 (ps＜.01)，然而「愉悅感」

與「神經質」的相關卻為r(213) = -.32 (p＜.001)。 

    在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方面，「無助感」與「神經質」的相關為r(213) = .25 (p

＜.001)，但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外向性」、「和善性」的相關係數

依次為rs(213) = -.27、-.24、-.16、-.17 (ps＜.05)。「自卑感」與「神經質」的相關

為r(213) = .26 (p＜.001)，但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外向性」、「和善

性」、「外傾支配性」的相關係數依次為：rs(213) = -.44、-.34、-.34、-.22、-.21 (ps

＜.01)。「憤怒感」與「負向支配性」、「外傾支配性」的相關係數分別為rs(213) 

= .51、.38 (ps＜.001)，但與「嚴謹自律性」的相關為r(213) = -.19 (p＜.01)。「焦

慮感」與「負向支配性」、「神經質」的相關係數分別為rs(213) = .23、.54 (ps＜.001)，

但與「聰穎開放性」、「外向性」的相關係數則為rs(213) = -.25、-.14 (ps＜.05)。

整體而言，情緒特質量表具有良好之效標關聯效度。 

表 C7  情緒特質量表之效標關聯效度 

 希望

感 
自主

性 
關懷

感 
愉悅

感 
無助

感 
自卑

感 
憤怒

感 
焦慮

感 
聰穎開放

性 
 .30＊＊

＊

 .29＊＊

＊

 .28＊＊

＊

 .48＊＊

＊

-.27＊＊＊ -.44＊＊＊  .04 -.25＊＊＊

嚴謹自律

性 

 .30 ＊ ＊

＊

 .29 ＊ ＊

＊

 .28 ＊ ＊

＊

 .35 ＊ ＊

＊

-.24＊＊＊ -.34＊＊＊ -.19＊＊ -.10 

外向性  .36 ＊ ＊

＊

 .27 ＊ ＊

＊

 .22 ＊ ＊

＊

 .36 ＊ ＊

＊

-.16＊ -.34＊＊＊  .05 -.14＊

負向支配

性 

 .05 -.10 -.09 -.05  .05 -.01  .51 ＊ ＊

＊

 .23 ＊ ＊

＊

和善性  .32 ＊ ＊

＊

 .20＊＊  .43 ＊ ＊

＊

 .36 ＊ ＊

＊

-.17＊ -.22＊＊＊ -.07 -.05 

神經質 -.13 -.28＊＊＊ -.06 -.32＊＊＊  .25 ＊ ＊

＊

 .26 ＊ ＊

＊

 .13  .54 ＊ ＊

＊

外傾支配

性

  

 .25 ＊ ＊

＊

 .09  .07  .18＊＊ -.07 -.21＊＊  .38 ＊ ＊

＊

 .07 

＊p＜.05，＊＊p＜.01，＊＊＊p＜.001 



二、信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情緒特質量表中的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檢定

結果為.90，四個特質層面「希望感」、「自主性」、「關懷感」、「愉悅感」的 Cronbach’s 

α係數依次為.80、.75、.84、.87，而四個特質層面之間的相關係數為：rs(213) = .26 

~ .54 (ps＜.001)(見表 C8)。同樣地，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係數檢

定結果為.89，四個特質層面「無助感」、「自卑感」、「憤怒感」、「焦慮感」Cronbach’s 

α係數依次為.82、.89、.75、.86，而四個特質層面間的相關係數為：rs(213) = .15 

~ .64 (ps＜.05)(見表 C8)，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之一致性。 



表 C8  情緒特質量表各特質層面之相關(N = 215) 

 希望感 自主性 關懷感 愉悅感 無助感 自卑感 憤怒感 焦慮感

希望

感 
1.00        

自主

性 
 .47 ＊ ＊

＊

1.00       

關懷

感 
 .44 ＊ ＊

＊

 .26 ＊ ＊

＊

1.00      

愉悅

感 
 .54 ＊ ＊

＊

 .51 ＊ ＊

＊

 .44＊＊

＊

1.00     

無助

感 
-.33 ＊ ＊

＊

-.09 -.30＊＊

＊

-.28＊＊

＊

1.00    

自卑

感 
-.40 ＊ ＊

＊

-.17＊ -.36＊＊

＊

-.37＊＊

＊

 .64＊＊

＊

1.00   

憤怒

感 
-.17＊ -.24 ＊ ＊

＊

-.02 -.13  .15＊  .23＊＊

＊

1.00  

焦慮

感 
-.18＊＊ -.28 ＊ ＊

＊

-.13 -.28＊＊

＊

 .32＊＊

＊

 .38＊＊

＊

 .31＊＊

＊

1.00 

＊p＜.05，＊＊p＜.01，＊＊＊p＜.001 

伍、驗證性因素分析 

研究者完成情緒特質量表之探索性因素分析後，隨即以結構方程模式對正式

施測回收之608份問卷資料進行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以再度確認情緒特質量

表在不同族群之適用性與建構效度，茲分正向情緒特質與負向情緒特質兩向度予

以陳述。 

一、正向情緒特質 

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觀察變項與四個潛在變項

之標準化參數估計值介於.48~.84之間，而四個潛在變項間的相關標準化參數估計

值亦介於.45~.54之間，所有參數皆達.05顯著水準(參見圖C1)。模型與觀察資料適



配度之χ²值為669.70(p<.001)，df為164，卡方自由度比(χ²/df)為4.08，大於3，顯示

整體模型的契合度並不理想。但χ²值在樣本人數多時，容易達顯著水準，故本研

究除參酌卡方考驗結果外，亦同時考量其他不受樣本人數影響的適配度指標，再

做出最佳的判斷。 

觀之本研究模型之RMSEA係數為.071，雖然大於.05，但仍小於.08，落在合

理適配的範圍內，且RMR係數為0.022，SRMR係數為.061，落於.08的門檻下，

表示殘差量低，模型契合度佳。另外，在GFI、NFI、NNFI、CFI、IFI、RFI的指

標上，模型亦達到大於.90的理想評鑑結果，雖然AGFI為.87，但也接近.90之適配

標準(參見表C9)。最後，就精簡適配度指標而言，模式之AIC指數為761.7，略大

於飽和模式的420，但小於獨立模式的13455.04。整體而言，研究者判定正向情

緒特質分量表之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一致，意即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

測量模式基本適合度頗為理想。  

 

 

 

表C9  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適配度指標 

適配指標 分析結果 判斷規準與解釋 

整體適配度指標   

    χ² 669.70 p=.000 <.05，不適配 

    χ²/df 4.08 >3，不適配 

    GFI .90 >.90，適配 

    AGFI .87 <.90，接近適配 

    RMSEA .07 <.08，適配 

    SRMR .061 <.08，適配 

比較適配度指標   



    NFI .95 >.90，適配 

    NNFI .96 >.90，適配 

    CFI .96 >.90，適配 

    IFI .96 >.90，適配 

    RFI .94 >.90，適配 

精簡適配度指標   

    Model AIC 761.7 

    Saturated AIC 420 

    Independence AIC  13455.04 

Model AIC 雖 略 大 於

Saturated AIC ，但小於

Independence 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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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699.70  df＝164  p＝.000   RMSEA＝.071 

註：所有標準化估計參數皆達.05 顯著水準 

圖 C1  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 



二、負向情緒特質 

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之標

準化參數估計值介於.60~.88之間，四個潛在變項之相關標準化參數估計值亦介

於.33~.75之間，所有參數估計皆達.05顯著水準(參見圖C2)。模型與觀察資料適配

度之χ²值為614.19(p<.001)，df為128，卡方自由度比(χ²/df)為4.80，大於3，顯示整

體模型的契合度並不理想。然而，χ²值常會隨抽取之樣本人數而波動，因此，研

究者同時考量其他不受樣本大小影響之適配度指標，結果發現本研究模型之

RMSEA係數為.079，雖然大於.05，但仍小於.08，落在合理適配的範圍內，且RMR

係數為.021，SRMR係數為.052，落於.08的門檻下，表示殘差量低，模型契合度

佳。另外，在GFI、NFI、NNFI、CFI、IFI、RFI的指標上，模型亦達到大於.90

的理想評鑑結果，而AGFI亦接近.90的適配標準(見表C10)。最後，就精簡適配度

指標而言，模式之AIC指數為700.19，略大於飽和模式的342，但小於獨立模式的

14758.6。整體而言，研究者判定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

析結果一致，意即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測量模式基本適合度頗為理想。  

表C10  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適配度指標 

適配指標 分析結果 判斷規準與解釋 
整體適配度指標   
    χ² 614.19 p=.000 <.05，不適配 
    χ²/df 4.80 >3，不適配 
    GFI .90 >.90，適配 
    AGFI .86 <.90，接近適配 
    RMSEA .079 <.08，適配 
    SRMR .052 <.08，適配 
比較適配度指標   
    NFI .96 >.90，適配 
    NNFI .96 >.90，適配 
    CFI .97 >.90，適配 
    IFI .97 >.90，適配 
    RFI .95 >.90，適配 



精簡適配度指標   
    Model AIC 700.19 
    Saturated AIC 342 
    Independence AIC 14758.6 

Model AIC雖略大於Saturated 
AIC ，但小於 Independence 
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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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614.19  df＝128  p＝.000   RMSEA＝.079 

註：所有標準化估計參數皆達.05 顯著水準 

圖 C2  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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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特質量表 
 

下面問題是想了解您的情緒特質，請您檢視下列題目，並依據自己的個人經驗或主觀直

覺反應，在數字上進行圈選「 」。其中「1」代表「非常不符合」、「2」代表「不太符

合」、「3」代表「還算符合」、「4」代表「非常符合」。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還

算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我常抱持愉快的心情看待週遭的人、事、物。…………………………… 1 2 3 4
2. 我常覺得生活中到處充滿驚奇，令人感到愉悅。………………………… 1 2 3 4
3. 我常覺得人生中有美好的事物等我去挖掘。……………………………… 1 2 3 4
4. 遇到困難或問題時，我常會把它視為一種自我挑戰與磨練，並且欣然面

對。…………………………………………………………………………… 

 
1 

 
2

 
3

 
4

5. 即使付出的往往比得到的多，我仍然常心存感恩。……………………… 1 2 3 4
6. 只要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我常會對弱勢團體伸出援手。………… 1 2 3 4
7. 當親友遇到悲傷難過的事情時，我常會主動去安慰他。…………………… 1 2 3 4
8. 當親友生病時，我會常打電話去詢問病情是否逐漸好轉。……………… 1 2 3 4
9. 當親友遇到挫折時，我常會鼓勵他們再接再勵，不要放棄。…………… 1 2 3 4
10. 當別人的表現比以往更加傑出時，我常會主動讚美鼓勵他。…………… 1 2 3 4
11. 我覺得在未來的日子中，心中的理想大部分都會實現。………………… 1 2 3 4
12. 我覺得只要我願意改進，我的缺點將會逐漸減少。……………………… 1 2 3 4
13. 我覺得只要我願意付出心力，我將會擁有更多的知識與技能。………… 1 2 3 4
14. 當我因為自己的缺失，使得別人對我的態度不佳時，我覺得只要我願意

改進，情況將有可能會好轉。………………………………………………… 

 
1 

 
2

 
3

 
4

15. 我覺得只要我願意嘗試，就會有成功的機會。…………………………… 1 2 3 4
16. 我不會因為心情不好而影響了正常的學習。……………………………… 1 2 3 4
17. 不管我的心情多麼差，都不會影響到我與別人的相處。………………… 1 2 3 4
18. 外在環境因素(如天氣不好、塞車、買票時大排長龍等)通常不會影 

響我對人或對事的態度。…………………………………………………… 

 
1 

 
2

 
3

 
4

19. 即使面臨不如意的事，我依然能隨遇而安。……………………………… 1 2 3 4
20. 當親友心情不好向我訴苦時，我的心情不會跟他一起波動。……………… 1 2 3 4
21. 我常覺得自己沒有任何令人讚美的優點。………………………………… 1 2 3 4
22. 我常覺得自己與成功無緣。………………………………………………… 1 2 3 4
23. 我常覺得即使付出更多的心力，我的表現還是不如別人。………………… 1 2 3 4
24. 我常覺得別人說的話比我說的話具有影響力。…………………………… 1 2 3 4



25. 面對能力比我好的人，我常覺得自己無法與他們成為朋友。…………… 1 2 3 4

26. 我常擔心自己在週遭的親友面前表現的不夠完美。……………………… 1 2 3 4

27. 我常擔心自己無法將所學適當地運用到日後的工作情境。……………… 1 2 3 4

28. 我常擔心自己無法如期完成預定的目標。………………………………… 1 2 3 4

29. 每當我遇到挫折或困難，我常會思緒混亂，無法專心思考。…………… 1 2 3 4

30. 我常會對一些尚未發生的事情感到憂心忡忡。…………………………… 1 2 3 4

31. 當別人當面指責我的缺失時，我常會激動地跟他爭辯。…………………… 1 2 3 4

32. 當別人沒有按照我的期望行事時，我常會當面指責他。…………………… 1 2 3 4

33. 當別人故意嘲諷我時，我常會反唇相譏。…………………………………… 1 2 3 4

34. 我覺得無論我多努力嘗試，還是無法改變別人對我的看法。…………… 1 2 3 4

35. 我覺得無論我多努力學習，都無法達成預期的目標。…………………… 1 2 3 4

36. 遇到挫折，我不會繼續努力嘗試，因為我覺得再努力嘗試也不會成功。… 1 2 3 4

37. 遇到挫折，我會直接放棄，因為別人不一定能夠幫助我。……………… 1 2 3 4

38. 我總覺得自己無法扭轉命運的安排。………………………………………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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