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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以九十六學年度國中應屆畢業學生為對象，探討其家庭背景因素、對宗教療法之認知、接受動機、靈驗感受與認

同度之間所存在的相互影響關係，由於宗教內容相當廣泛，根據內政部民政司 2003 年編印之「宗教簡介」內容，目前國

內共包括佛教、藏傳佛教、道教等二十五種宗教，但其中以佛教、道教及未立案成教的民間信仰佔最大多數，因此本研究

所探討的宗教療法專指這三種信仰型態，側重在心靈的療癒功能，最終的目標在提供包括家長及教師在輔導學生工作上另

類的思考方向及選擇。 針對本研究的假設，透過問卷設計、調查所收集的相關資料加以分析，獲致結論如下： 1.學生本身

的性別、宗教信仰以及父親的教育程度及宗教信仰都會影響學生對宗教療法的認知與接受動機。 2.宗教信仰在民眾的生活

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在相關的各種研究調查結果，都認為台灣信仰宗教的人口高達八成以上，而其中最被一般民眾接

受的宗教療法則包括燒香拜拜求平安，而學生最需要的則是祈求考試順利。 3.學生對宗教行為的認知程度會影響其對宗教

療法的靈驗感受與認同度，因此學校可將宗教教育納入輔導課程其中的選項。

關鍵詞 : 宗教療法 ; 道教 ; 民間信仰 ; 認同度

目錄

中文摘要　．．．．．．．．．．．．．．．．．．．．． iii 英文摘要　．．．．．．．．．．．．．．．．．．．．．

iv 誌謝辭　　．．．．．．．．．．．．．．．．．．．．． vi 內容目錄　．．．．．．．．．．．．．．．．．．．．

． vii 表目錄　　．．．．．．．．．．．．．．．．．．．．． ix 圖目錄　　．．．．．．．．．．．．．．．．．．

．．． x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10 　　第三節　　名詞釋義．．．．．．．．

．．．．．．． 10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7 　　第一節　　宗教的起因．．．．．

．．．．．．．．． 17 　　第二節　　宗教治療的觀點．．．．．．．．．．．． 23 　　第三節　　青少年的生活壓力

．．．．．．．．．．． 27 　　第四節　　道教的起源．．．．．．．．．．．．．． 29 　　第五節　　道教在台灣的

發展．．．．．．．．．．． 33 　　第六節　　民間信仰在台灣．．．．．．．．．．．． 34 　　第七節　　道教與台

灣民間信仰之融合．．．．．．． 35 　　第八節　　道教與民間信仰心理治療形式．．．．．． 4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58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58 　　第二節　　

研究流程．．．．．．．．．．．．．．． 63 　　第三節　　研究對象．．．．．．．．．．．．．．． 65 　　第四節

　　研究工具．．．．．．．．．．．．．．． 65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70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73 　　第一節　　敘述性統計分析．．．．．．．．．．．． 73 　

　第二節　　家庭背景因素與學生接受宗教療法動機之 　　　　　　　差異性分析．．．．．．．．．．．．．． 93 　

　第三節　　學生對宗教療法認知程度和接受動機之差 　　　　　　　異性分析．．．．．．．．．．．．．．． 102 　

　第四節　　學生接受宗教療法動機和靈驗感受之差異 　　　　　　　性分析．．．．．．．．．．．．．．．． 110 　

　第五節　　學生接受宗教療法動機和認同度之差異性 　　　　　　　分析．．．．．．．．．．．．．．．．． 113 　

　第六節　　學生接受宗教療法靈驗感受和認同度之差 　　　　　　　異性分析．．．．．．．．．．．．．．． 118 　

　第七節　　學生對宗教療法認知程度和靈驗感受之差 　　　　　　　異性分析．．．．．．．．．．．．．．． 124 　

　第八節　　學生對宗教療法認知程度和認同度之差異 　　　　　　　性分析．．．．．．．．．．．．．．．． 126 　

　第九節　　其它統計資料分析．．．．．．．．．．． 130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41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41 　　第二節　　研究建議．．．．．．．．．．．．

．．． 146 　　第三節　　研究限制．．．．．．．．．．．．．．． 152 參考文獻．．．．．．．．．．．．．．．．

．．．．．． 154 附錄A 國中生宗教治療觀之調查問卷．．．．．．．． 167

參考文獻

ㄧ、中文部份 Durkheim, E. (199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芮傳明、趙學元譯)， 台北:桂冠，(原文於1968年出版)。 Foster, G. M. &

Anderson, B. G. (1992)，醫學人類學(陳華、黃新美 譯)，台北:桂冠，(原文於1978年出版)。 McQuail, D. & Windahl, S. (1996)，傳播模式(莫

季雍、楊志弘譯)， 台北:正中書局，(原文於1993年出版)。 文榮光、林淑玲(1992)，靈魂附身現象-台灣本土的壓力因應行為，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3，1-32。 王煥琛、柯華葳(1999)，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心理出版社。 阮昌銳(1988)，如何讓傳統節慶與現代生

活結合，民俗週刊，2， 台北:稻鄉出版社。 任以容(2004)，國中生所知覺的父母教養態度、親子衝突因應模式 與其人際困擾傾向之關係

研究，臺灣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 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宋和(1976)，童乩是什麼，健康世界，5，35-41。 宋和(1977)，土著醫療人

員:童乩是否可以成功的醫治他的病人， 人類與文化，9，68-89。 宋和(1978)，台灣神媒的社會功能-一個醫藥人類學的探討，台大 考古

人類學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李亦園(1977)，是真是假話童乩，中國論壇，3(12)，p25-29，收入 (1978)，信仰與文化，台北:巨流出

版社。 李亦園(1978)，信仰與文化，台北:巨流出版社。 李亦園(1992)，文化的圖像，台北:允晨出版社。 李亦園(1999)，宇宙觀、信仰與

民間文化，台北:稻鄉出版社。 邱皓政(2001)，社會與行為科學的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台北:五 南圖書公司。 余安邦(2002)，台灣漢人的

人觀、疾病觀與民俗療法:以收驚為例， 「醫療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及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共同主辦

，10月24-25日。 吳彩雲(1996)，氣功-中國傳統的心理治療，收入(1996)華人的心 理與治療，台北:桂冠。 吳福蓮(1999)，婦女與民俗文化

，兩岸民俗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台灣省政府文化處。 吳佩蓉(2001, April 7)，憂鬱症不可怕，最怕不懂就醫，民生報(台 北)，A8版。

杜正勝(1995)，中國文化史，臺北:三民書局。 林美容(1986)，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集刊，62

，53-114。 林富士[嵇童](1993)，台灣童乩，北縣文化，36，46-51。 林富士[嵇童](1993)，童乩研究的歷史回顧，北縣文化，37，36-42

。 林瑋嬪(1999)，漢人治病儀式-以一個台灣西南農村為例，國立台 灣大學人類學系五十週年系慶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林本炫(1999)

，社會網路在個人宗教信仰變遷中的作用，思與言， 37(2)，173-208。 林坤松(2000)，青少年校園暴力盛行率及危險因子研究-以台南市 

國中為例，成功大學醫學行為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周雪惠(1989)，台灣民間信仰的宗教儀式行為之探討，東海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周桂如(2002)，兒童與青少年憂鬱症，護理雜誌，49(3)，16-23。 周梅雀(2002)，從教育觀點論寒單爺民俗活動，收

入吳天泰等編 (2002)，教育人類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卓世宏(1998)，國民中學一年級學生的鄉土知覺與鄉土認同-以台 東縣為例，

台東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胡幼慧(1995)，偏方傷人？民間療法的社會學分析，醫望雜誌，22， 14-15。 陳家倫(1997)

，台灣社會中性別與宗教的關係社會結構位置的影 響，思與言，35(2)，51-92。 陳家倫(2001)，台灣宗教行動圖像的初步建構，「宗教

與社會變遷」 第三期第五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之研究分析研討會 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 陳順宇(1998)，多變量分析

，華泰書局。 章英華主編(2000)，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三期第五 次調查計劃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洪霈

濃(2003)，自然醫學療法之研究與發展，自然療法，26(1)， 11-14。 黃薇蓉(1990)，少年福利法之制定與設計，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 究所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黃湘惠(1997)，宗教對癌症患者影響之研究，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黃文博(1997)，台灣民間信仰

與儀式自序，常民文化公司出版。 黃德祥(1999)，青少年發展與輔導，台北:五南。 黃有志(2000, July 19)，常曬太陽 多做運動 遠離憂鬱

症，中國時 報(台北)，39 版，醫藥保健。 許烺光(1996)，驅逐搗蛋鬼-魔法、科學與文化，王芃、徐隆德、 余伯泉 合譯，台北:南天書局

。 許木柱(1992)，民俗醫療與醫護因應，榮總護理，9(2)，117-120。 許春金(1986)，青少年犯罪原因論，社會控制理論之中國研究， 桃

園:中央警官學校。 許春金(1996)，閩南籍、客家籍、山地籍少年偏差行為之類型、盛 行及成因之比較分析，行政院國科會犯罪問題研

究成果研 討會論文集，18-214。 張珣(1981)，民俗醫生-童乩，民俗曲藝，10，收入(1989)，疾病 與文化，台北:稻鄉出版社。 張珣(1989)

，疾病與文化，臺灣民間醫療人類學研究論文集，台北: 稻鄉出版社。 張珣(1993)，台灣人收驚儀式與魂魄觀，收入黃應貴主編，人觀

、 意義與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7-232。 張珣(1996b)，道教與民間醫療文化-以著驚症候群為例，收入李豐 楙、朱榮貴主

編，儀式、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 民間文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427-457。 張珣(2003)，亞洲媽祖文化研究

，亞洲媽祖面面觀，學術交流座 談會會議手冊，台中縣政府。 張春興(1994)，教育心理學，台北:東華。 張茂桂(1999)，種族與族群關係

，收入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 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出版社。 張楓明(1999)，社會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以雲嘉地區為例，南 

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張志剛(2003)，宗教學是什麼，台北:揚智出版社。 張高賓(2004)，家庭心理環境、親子關

係與兒童情緒經驗之關係 研究。中國輔導學報，16，119-148。 卿希泰、詹石窗主編(1996)，道教文化新典，台北:中華道統出 版社。 曾

炆煋(1971)，心理治療，水牛出版社印行。 曾貝露(2000)，青少年宗教態度、價值導向與幸福感關係之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

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傅佩榮 (1991)，從宗教哲學看現代社會倫理，收在宗教與社會研 討會論文集，140-153，洪建全文教基金會。 

詹石窗主編(1999-2000)，金丹派南宗研究，中華大道社。 董芳苑(1975)，台灣民間信仰，台北:長青出版社。 董芳苑(1996)，探討台灣民

間信仰，台北:常民文化公司出版。 鄭信雄(1975)，從精神醫學論乩童及個案報告，南杏，22，66-68。 鄭志明(1994)，臺灣民間信仰的神

話思維，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 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95-140。 鄭志明(1996)，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大道文化出版

社。 鄭志明(1998)，神明的由來-臺灣篇，南華管理學院，宗教叢書，8。 鄭志明(2001)，華人宗教的文化意識，第一卷，中華大道文化

事業 有限公司。 鄭志明(2001)，臺灣民眾宗教信仰的生死關懷與靈驗性格，輔仁 宗教研究，3，1-53。 鄭志明(2004)，宗教與民俗醫療

，臺北:大元書局。 鄭照順(1999)，青少年壓力與輔導，台北:心理出版社。 鄭書青(2000)，宗教信仰在防治青少年偏差行為之角色研究:一

個 實證模型之初探，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 劉枝萬(1981)，台灣的靈媒-童乩，台灣風物，31，1。 劉精

誠(1993)，中國道教史，台北:文津出版社。 劉仲宇(2003)，中國民間信仰與道教，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盧俊義(1997)，從宗教事件看宗

教信仰的社會責任，成長教育系列 講座，台南:妙心寺。 蔡瑞芳(1975)，從台灣民間信仰探討今日乩童存在，南杏，22， 63-65。 蔡雪

枝(2004)，信仰與地方場域構成之研究-以台中縣烏日鄉東 園村為例，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蔡元隆(2005)，網

路社會學通訊期刊(51)，乩童與通靈現象對現今 社會的影響[線上資料]，來源: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htm [2007, August 20]

。 簡惠貞(2001)，觀光型廟宇公關策略之研究-以台北市保安宮節慶 活動為例，屏東師院學報，14，537-561。 瞿海源(1988)，台灣地區

民眾的宗教信仰與宗教態度，收入瞿海 源、楊國樞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239-276。 瞿海源(1993)，術數

、巫術與宗教行為的變遷與變異，國家科學 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3(2)，125-143。 瞿海源(1997)，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

治分析，台北:桂冠。 瞿海源(1997a)，台灣民眾的宗教信仰與宗教態度，收入台灣宗教 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台北:桂冠。 瞿海源、王振

寰(2003)，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龔蕙瑛(1998)，近代的宗教實況與宗教教育，台灣教育，567， 47-55。 台灣地區社



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1994)，第二期第五次調查計畫執 行報告，瞿海源 主編，中央研究院。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1999)，第

三期第五次調查計畫執 行報告，章英華 主編，中央研究院。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2004)，第四期第五次調查計畫執 行報告

，章英華、傅仰止 主編，中央研究院。 內政部統計處(2007)，內政統計通報[線上資料]，來源:  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

[2007, August 22]。 交通部觀光局訓練教材(2007)，台灣民間信仰[線上資料]，來源:  http://61.60.100.220/ [2007, August 25]。 台灣教育

長期追蹤資料庫電子報第六十一期，幸福指數大搜密(一) [線上資料]，來源:  http://www.teps.sinica.edu.tw/main.htm [2007, December 12]

。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電子報第六十三期，幸福指數大搜密(三) [線上資料]，來源:  http://www.teps.sinica.edu.tw/main.htm [2007,

December 12]。 維基百科(Wikipedia)，宗教的起源[線上資料]，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 [2007, August 20] 台灣民俗文化

研究室，靜宜大學中文系，台灣民俗[線上資料]， 來源: http://web.pu.edu.tw/~folktw/folklore.html [2007, August 22]。 道教學術資訊網

站，道教信仰移入臺灣[線上資料]，來源:  http://www.ctcwri.idv.tw/ [2007, August 22]。 二、 英文部份 Ahern, E. M. (1975). Scared and

Secular Medicine in a Taiwan Vllage: A Study of Cosmological Disorders, In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91-115.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Carrier, H. (1965).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us Belonging. London: Darton, Longmans & Todd. Cushman, Philip (1990).

Why the self is empty, toward a historical situate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s, 45(5), 599-611. Cornwall, M. (1987). The Social Bases of

Religion: A Study of Fac-tors Influencing Religious Belief and Commitments.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Vol. 29. Champney, L. (1995).

Introduction to Quantitative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Dawson, Lorne (1990). Self-Affirmation, Freedom, and

Rationality: Theoretically Elaborating “Active” Conversion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9(2), 141-163. Harrel, C. S. (1974).

Belief and Unbelief in a Taiwan Village.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Kauffman, J. M. (2004).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 of children and youth. (8th Ed.), Columbus, H, Merriel. Kleinman, A. (1980).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Kleinman, A. (1988). The illness narrative: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Li, Yih-yuan(李亦園)(1976). Shamanism in Taiwan: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in W. Lebraed.,

Culture-Bound Syndromes, Eth-nopsychiatry and Alternate Therapies. Honolulu: Hawaii Univ. Press, 179-188. Matin, K. G. (1975). Medical

Systems in a Taiwan Vilage:Ong-Ia- Kong The Plague God as Modern Physician, In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91-11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Meadow, M. J., & Kahoe, R. D. (1984). Psychology of Religion: Religion in Individual Lives. New York:

Harper & Row. Nunnally, J. (1978). Psychometric Theory,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The Knowkedge-Based Economy, Paris.

Rapee, R. M. (1997). Potential role of childrearing practi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7(1),

47-67. Suzuki, Mitsuo(鈴木滿男)(1976). The Shamanistic Element in Taiwaness Folk Religion, In Bharti, A. (Ed.), The Realm of the

Extra-Human. Agents and Audiences: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Publisher. Spiro, M. E. (1966). Religion: Problem of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In Michael Banton (Ed.),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Tavistok Publications. Spiro, M. E. (1987). Some

Reflections on Family and Religion in East Asia. In Behjamin Kilborne and L. L. Langness (Eds.), Culture and Human Na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ylor, S. E., & Brown, J. D. (1988). Illusion and Well-be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2), 193-210. Wu, A. C. & Hu, Y. H. (1980). Many Ways to Health, A Study of 2,000 Rural and Urban Taiwan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8(4), 313-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