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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六都 國  高中職學生 

  對校園心理健康資源的應用及 

     憂鬱情緒現況 調查 

報告人：葉雅馨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主任 
 
指導教授：邱弘毅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林家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兼任教授) 

                 董旭英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授)             詹佳真 (台北市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精神科醫師) 

                    徐錦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保健學教授) 

 

調查分析執行：戴怡君、林明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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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資訊 
 目的： 一.憂鬱情緒分佈現況 

                   二.對校園心理健康資源的了解程度 

                   三.校園心理健康資源運用現況 
 
時間：2018年6月 
 

方式及樣本：在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 

                               市及高雄市，隨機抽取國高中職，共回收有 

                               效問卷為3,47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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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明：有明確的規範，給予合理範圍內的自由，用講道理的方式引導我，互動良好。 
    寬鬆：較少時間陪伴，可以滿足生活上的需求，較少互動聊天，其他方面要求不高。 

基本資料 
類別 比例最多 其次 

性別 男性(54.2%) 女生(45.8%) 

年齡 高一(29.8%) 七年級(25.1%) 八年級(21.4%) 

居住地 新北市(22.5%) 桃園市、高雄市(18.3%) 

家中排行 老么(37.1%) 老大(34.6%) 獨生子/女(15.7%) 
 

家中照顧者的方式以開明居多，佔78%， 

   其次為寬鬆(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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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國高中職生憂鬱程度 

    情緒狀態穩定 
           (0~5分) 

          62.8% 

   情緒起伏不定 
       (6~11分) 

        23.9% 

13.3%受訪者 
有明顯憂鬱情緒 
需尋求專業協助 

施測工具：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  

※ 歷年調查青少年有明顯憂鬱情緒， 
    需尋求專業協助的比例: 

    2011年18.1％的國、高中生(五都) 

    2010年19.8%的大台北國、高中生(大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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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憂鬱情緒與憂鬱症的區辨 

是，我很清楚 

是，我大概清楚 

不，我不是很清楚 

不，我不清楚 

    是，我很清楚 
          17.6% 

    是，我大概很清楚 
             50.5% 

※歷年調查民眾能清楚區辨憂鬱情緒及 
   憂鬱症的比例: 
    1999年 18.5%的青少年能區辨(大台北) 
    2007年45.9%大學生能區辨 
    2013年35.6%的民眾能區辨 

    不，我不是很清楚 
             27.0% 

    不，我不清楚 
          4.9% 68.1%受訪者， 

能區辨憂鬱情緒 
與憂鬱症。 

過去一年內……. 
變項 選項 百分比 

曾參加輔導室舉辦的活動 
(如講座/團體/比賽等) 

是 50.8% 

否 49.2% 

學校內有安排心理健康宣導活動 
(如電影賞析/演講/比賽等) 

是 71.0% 

否 29.0% 

 60.5%受訪者「不清楚/不知道」 學校是否有專任心理師駐校 
     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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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心理健康課程主題 
最感興趣的(單) 學校經常安排的(複) 

探索自己 15.3% 59.5% 

人際互動 17.6% 53.6% 

生涯規劃 16.8% 65.1% 

情緒管理 8.4% 45.1% 

兩性議題 11.9% 45.2% 

助人技巧 3.1% 20.8% 

時間管理 5.1% 27.2% 

紓壓建議 8.2% 27.6% 

家庭關係 2.9% 27.0% 

網路使用素養與認知 3.5% 23.4% 

認識心理相關疾病 5.6% 18.2% 

其他 1.6% 2.2% 

4. 
5. 

6.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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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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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輔導室資源之應用 

 受訪者尋求輔導室  
 老師協助的困擾為 

人際關係(21.9%) 1 

2 

3 

4 

5 

課業考試(19.4%) 

家庭關係(13.2%) 

對未來的不確定(12.8%) 

情緒問題(10.9%) 

 不到一成五(14.3%)受訪者 
  「曾」尋求輔導老師的協助。 
    因「情緒問題」而求助者 
    佔「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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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青少年壓力源(複) 

課業考試(64.8%) 對未來的不確定(47.8%) 人際關係(39.5%) 

想法上的困擾(28.8%) 經濟問題(26.0%) 家庭互動(25.2%) 身材外貌(24.8%) 

如果面臨壓力事件時，受訪者會採取的做法~ 
第一個訴說的對象(除了同儕/兄弟姐妹外) 

44.5% 

14.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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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想訴說的對象或「不想說」的受
訪者，有明顯憂鬱情緒的比例高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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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方式與第一個會訴說的對象 

P<0.05，代表教養方式與第一個訴說的對象達顯著關係。 

父親 母親 班導師 
輔導 
老師 

祖父母 
外公/婆 

科任 
老師 

社團 
補習班 
老師 

鄰居 
其他 
親戚 

其他 

開明 
 

11.5% 49.3% 13.5% 5.7% 2.2% 2.7% 2.8% 1.3% 2.0% 9.0% 

專制 
 

7.9% 28.8% 14.4% 7.9% 3.6% 3.6% 7.9% 2.9% 3.6% 19.4% 

寬鬆 
 

8.9% 28.7% 16.8% 8.6% 2.6% 5.0% 3.5% 1.5% 5.0% 19.4% 

忽視 
 

7.1% 22.6% 16.6% 13.1% 6.0% 3.6% 3.6% 1.2% 6.0% 20.2% 

性別與第一個會訴說的對象 

P<0.05，代表性別與第一個訴說的對象達顯著關係。 

父親 母親 班導師 
輔導 
老師 

祖父母 
外公/婆 

科任 
老師 

社團 
補習班 
老師 

鄰居 
其他 
親戚 

其他 

男生 13.3% 38.8% 15.9% 5.4% 2.3% 3.9% 3.1% 2.0% 2.6% 12.7% 

女生 
 

7.7% 51.3% 11.8% 7.7% 2.5% 2.3% 3.0% 0.8% 2.6% 10.3% 

女生第一個訴說的對象主要是「母親、班導師、其它」 
   男生則為「母親、班導師、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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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願意和父母說出所遭遇的狀況 

34.7% 

12.3% 

16.9% 

8.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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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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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30.0%

35.0%

40.0%

45.0%

一般受訪者 

有明顯憂鬱情緒者 

  非常不願意 不願意 很難說 願意 非常願意 

有明顯憂鬱情緒者， 
僅25.6%「願意/非常
願意」和父母說出。 
低於一般受訪者(47%) 

父母對校內心理健康資源的了解 

非常不了解 

不了解 

不確定/不清楚 

了解 

非常了解 

      不確定/不清楚 
             54.3% 

      不了解 
      14.9% 

      非常不了解 
          8.8% 

      了解 
      19.4% 

      非常了解 
         2.6% 

54.3%受訪者認為父母 
「不確定/不清楚」校內的 
  心理健康資源。 
 
42%受訪者「不同意」 
   輔導老師告訴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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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師提供建議後，父母的反應 
一般受訪者 有明顯憂鬱情緒者 

接受老師的輔導 46.0% 33.3% 

立刻前往學校了解 33.0% 31.4% 

不覺得孩子有情緒困擾 4.4% 9.5% 

替他們找麻煩 1.8% 3.1% 

自己處理就好，不必接受輔導室資源 9.9% 14.5% 

直接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1.2% 1.7% 

不關心情緒的問題 1.2% 2.2% 

不信任老師的建議 0.6% 1.4% 

其他 1.9% 2.9% 

30.7% 

近三成一有明顯憂鬱情緒者認為老師提供建議後，父母的反應為負面的 

結論與建議 
 
 

 
  
  青少年自我覺察情緒與憂鬱認知有提升，亦有求助需求， 

     顯示持續於校內推動「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學校應善用政府及民間心理健康團體提供的資源， 

     將系列心理健康主題納入正規課程內容中。 
   

  家長教養方式明顯影響青少年情緒及求助意願。 

     家長及校方應協力合作提供父母心理健康課程， 

     陪同青少年走出憂鬱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