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人格特質、社交技巧、社會支持與焦慮之研究

尤誌章、謝智玲

E-mail: 9509693@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青少年人格特質、社會技巧、社會支持、焦慮之現況，以及各變項間的相關情形，並探討人格

特質、社會技巧、社會支持對焦慮的預測作用。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全國九十四學年國小五年級至國中三年級學生為

母群體，共計有效問卷653份。本研究之結果發現： 一、不同性別的青少年在人格特質、社交技巧、社會支持與焦慮上達

顯 著差異；不同年級的青少年在社交技巧、社會支持、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二、青少年人格特質中的謹慎性、友善性、

開放性及外向性和社交技巧 呈顯著正相關；青少年人格特質中的謹慎性、友善性、開放性及外向性和社會支持各層面呈正

相關； 三、青少年人格特質的「謹慎性」和「社交焦慮」、「心理焦慮」呈正相關；「友善性」、「神經質」、「開放性

」、「外向性」和焦慮各層面呈正相關。 四、青少年的社交技巧和社會支持呈正相關。 五、青少年的「同理心」和焦慮

各層面呈正相關；「自我控制」和「社交焦慮」呈正相關；「合群」和「心理焦慮」呈正相關。 六、社會支持的「父母支

持」和「心理焦慮」呈正相關；「老師支持」 和「心理焦慮」呈正相關；「同學支持」和「社交焦慮」、「心 理焦慮」

呈正相關。 七、人格特質、社會支持可以預測青少年的焦慮。 本研究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各項建議，以提供家長、

教師及教育相關單位作為輔導之參考。 關鍵詞：青少年、人格特質、社交技巧、社會支持、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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