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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青少年發展性資產、復原力對偏差行為之影響情形。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台灣地區所有公私立高中

、高職學生為母群體，分層隨機取樣956 人為研究對象。研究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多變項變異數分析、t 考驗、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多元迴歸等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 (一)青少年的發展性資產、復原力情況大

致良好。 (二)青少年最常見的偏差行為依序是：抄襲同學的作業、沒有完成回家作業、心情低落、煩躁易怒、感到人生無

趣。 (三)不同性別、學校類型、居住情形、父親社經地位、父母偏差行為頻率的青少年在發展性資產上有顯著差異。 (四)

不同性別、學校類型、母親偏差行為頻率的青少年在復原力上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性別、學校類型、父親偏差行為頻率

的青少年在偏差行為上有顯著差異。 (六)發展性資產與復原力有顯著的正相關；發展性資產與復原力均與偏差行為有顯著

的負相關。 (七)發展性資產能直接正向的影響復原力；發展性資產與復原力兩者均能直接負向地影響偏差行為；發展性資

產也能透過復原力的中介作用，間接負向地影響偏差行為。 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供未來教育、

輔導、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 : 青少年(adolescent)，發展性資產(developmental assets)，復原力(resilience)，偏差行為(dev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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