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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會事件中，犯罪者之穿著常有異於他人的現象，如此表現象，在處於校園內的行為偏差學生是否也有對服裝色彩偏好有

相同的情形。因此，興起本研究之動機，期待研究發現，能提供教育同仁參考。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以101學年就讀

南投縣竹山鎮四所縣立國中之七、八年級男女學生為對象。研究方向包含了分析色彩喜好對於行為偏差學生與一般學生之

異同處，探討行為偏差學生色彩喜好認知的特殊性及心理狀況，以及建構行為偏差學生與色彩喜好影響程度與評量相關模

式，給予教育者能有早期預警機會的可能。 研究發現：行為偏差的男女生對黑色喜好有較高比例，在制服與團體服選色方

面，也較偏愛黑色，並對黑色較有認同感。同時，本研究也建構了色彩學習單與行為偏差學生觀察評量表之模型，做為國

中教師及早發現具行為偏差傾向學生的輔導與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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