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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音樂探索活動對提昇大一學生情緒智力之成效。本研究以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43名大一學生為研究

對象，透過「同儕測量關係」將學生分為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組21人，對照組22人。本研究以「情緒商數量表」為量化

資料的評量工具，所得資料以「共變數分析」(ANCOVA)進行統計處理，並分析「學生作業調查」以佐證研究成效，了解

本研究方案介入的效果。 本研究發現如下： 1. 接受過音樂探索活動後之學生，在「情緒調適」、「自我激勵」及「社交

圓融」三構面之平均分數仍高於對照組。 2. 根據「學生作業調查」分析結果，學員在參與音樂探索活動後，主要可呈現以

下三個行為主題： (1) 情緒調適能力－情緒的認知、情緒的表達及負向情緒的調適。 (2) 人際互動關係－主動型的人際互動

與學習型的人際互動。 (3) 自我激勵－正向情緒鼓舞、激勵感的產生及自我肯定。 研究針對以上結果加以討論，並提供若

干建議以做為相關單位及未來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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