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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理論在台灣之研究現況-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後設分析 

 

摘要 

 

蘇建文、丁心平與許錦雲(1990) 採用陌生情境測驗法，針對62 名一歲嬰兒

進行台灣第一個依附研究。在這篇研究發表之後，近20年來台灣的心理與教育學

者，陸續發表了相當多以依附理論為研究主題的學術研究成果，大部分的研究都

傾向於支持或部分支持依附理論的學理。本研究回顧1990年至今，台灣以依附理

論為研究主題的學術研究，28 篇發表於有審查制度的學術期刊，58篇碩士論文，

10 篇博士論文。主要的研究範疇大致可分為三類：（1）親子依附以及父母教養

與嬰幼兒、學童、青少年依附傾向之關聯；（2）成人人際依附與婚姻關係、愛

情關係適應的關聯；以及（3）內在運作模式和情緒調節與偏差行為及心理疾病

的關聯。本研究先以系統性文獻回顧，瞭解與整理自1990年以來國內依附理論相

關研究成果之全貌，進一步採用後設分析方法，針對各研究範疇的依附研究進行

歸納與分析，並提出後續研究上的建議。 

 

關鍵詞: 依附，內在運作模式，系統性回顧 

 
 

Abstract 
 

Su, Ding and Hsu (1990) conducted the first attachment study in Taiwan with a 

sample of 62 Taiwan infants using the strange situation method. After that, numerous 

attachment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Taiwan with most findings supporting what the 

theory predicted. This research reviewed available attachment studies (28 

peer-reviewed articles, 58 master’s theses and 10 doctoral dissertations) conducted in 

Taiwan since 1990 to summariz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advances of attachment 

perspective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Taiwan. Three main research themes 

identified from these studies include (1)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on children's 

attachment inclination; (2) adult attachment’s impact on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3) 

relationships of attachment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ental 

disorders. This research reviewed the studies of attachment theory in Taiwan since 

1990 and synthesized data across studies. 

 

Keywords: attachment,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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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Bowlby (1969, 1973, 1980) 提出依附理論以來，引起學界的興趣與探討。

Ainsworth, Blehar, Waters,與Wall (1978) 著名的陌生情境實驗，更引發眾多學者

對依附理論的深入研究，不僅在兒童行為的了解，更延伸至成人人際關係與親密

關係的領域。Ainsworth 等人的陌生情境研究中，觀察到兒童對其主要照顧者表

現出安全（secure）、逃避（avoidant）、焦慮/矛盾（anxious/ambivalent）等三種

不同的依附風格。蘇建文、丁心平與許錦雲(1990) 採用前述陌生情境測驗法，

針對62名一歲嬰兒進行台灣第一個依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安全型、逃避型、

愛怒交織型嬰兒的比率分配，和Ainsworth, Blehar, Waters與Wall (1978) 的研究結

果相似，但與德國、以色列和日本的研究結果有所不同。蘇建文、丁心平與許錦

雲於是認為，雖然最初Bowlby（1969）認為，依附乃人類嬰兒發展的共同現象，

但文化間的差異確實存在。在這篇研究發表之後，近20 年來台灣的心理與教育

學界，陸陸續續發表了相當多以依附理論為研究主題的學術研究成果，大部分的

研究都傾向於支持或部分支持依附理論的學理。上述國內依附理論之研究數量雖

已累積相當程度，但卻很難窺其全貌；關於文化差異的問題，常被歷年的研究結

論提出需進一步的探討，但實質上除了少數研究之外，甚少加以較深入探究。實

有必要為此領域過去的研究結果做一個歸納整理，以深化後續的研究。 

 

研究方法 

 

為了瞭解台灣以依附理論作為研究主題，探討內在運作模式和情緒調節、偏

差行為與心理疾病之關聯，以及親密關係等研究結果，研究團隊以國家圖書館全

國碩博士論文資訊網與思博網作為搜尋工具，以「依附」、「內在運作模式」作為

關鍵字，搜尋所得以人工方式閱覽摘要，篩選出研究主題為探討依附風格與心理

健康及親密關係相關議題之關聯的期刊論文與博士論文，接著再從個別研究之參

考文獻中人工方式挑選符合本研究目的之文獻。經過詳細查閱，排除不符合篩選

條件之論文。 

 

結果與討論 

 

文獻搜尋發現，1990至今，台灣以依附理論為研究主題的學術研究至少已有

96 篇，其中28篇發表於有審查制度的學術期刊，另有58 篇碩士論文，10 篇博

士論文。主要的研究範疇大致可分為三類：（1）親子依附以及父母教養與嬰幼

兒、學童、青少年依附傾向之關聯；（2）成人依附與人際關係、愛情關係、婚

姻關係等親密關係適應的關聯；以及（3）內在運作模式和情緒調節與偏差行為

及心理疾病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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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子依附研究現況 

 

在第一類的親子依附研究方面，黃淑滿與葉明芬（2007）以後設分析的方法，

整理國內過去量化文獻中，探討子女因素和子女對父親的依附關係、父親因素和

子女對父親的依附關係，以及子女對父親的依附和子女生活間的關係。該研究中

被選入的後設分析文獻計有14 篇，其中碩士論文13 篇、期刊論文1 篇。從中找

出用來後設分析的統計結果計有63 個。後設分析的結果發現，完整的家庭結構

和子女對父親的依附間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及小效果值；而父親安全依附對子女的

正向壓力知覺、負向壓力知覺、生活適應和人際問題解決等生活層面有顯著的正

向關係及中度的效果值。 

 

黃淑滿、周麗端與葉明芬（2008）則以後設分析方法，統整國內過去23 篇

量化文獻中各種因素與子女對母親的依附關係考驗結果，並探討其中可能的調節

變項，最後提出後設分析的因素結果模型。其中找出用來後設分析的統計結果計

有110 個，超過43500 人次的樣本。後設分析的重要結果如下：母親接納關懷的

教養行為，與子女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及大效果值；其對母親的

不安全依附也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與中上的效果值；而母親鼓勵獨立的教養行為，

與母親的不安全依附則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與中度的效果值；此外母親對其原生家

庭母親的安全依附，與其子女對她的安全依附，有顯著的正向關係，兩代間不安

全依附亦同。亦即，安全依附和不安全依附都有顯著的代間傳遞現象。 

 

黃淑滿與葉明芬（2007）以及黃淑滿、周麗端與葉明芬（2008）的研究，大

致指出台灣近年的親子依附研究結果，傾向於支持依附理論。不過，關於文化差

異的問題，常被歷年的研究結論提出需進一步的探討，但實質上除了少數研究之

外，甚少加以較深入探討。以依附風格研究而言，文化差異確實值得關切，

Rothbaum, Weisz, Pott, Miyake與Morelli(2000, 2001)曾探討依附理論是否適用於

日本文化的問題，他們的看法是，西方文化的子女教養是以獨立自主為目標，而

日本文化則重視子女與母親之間的親近與依靠，因此依附理論是否全然適用日本

文化值得商榷。這些研究近年來在國外曾引起廣泛的討論與筆戰爭議（Gjerde , 

2001; Posada & Jacobs, 2001; Rothbaum, Weisz, Pott, Miyake, & Morelli, 2001; You 

& Malley-Morrison, 2000），研究者亦認為，完全依循與追隨Bowlby以及Ainsworth 

等西方學者的理論，能否適切與完整的解釋東方文化下的親密人際關係型態與互

動模式，確實需要加以質疑與進一步探討。 

 

鄭欣佩與葉光輝（2000）以及葉光輝、鄭欣佩、楊永瑞 ( 2005)探討母親的

後設情緒理念差異，如何影響她對孩童的情緒教化方式，進而型塑出孩童對她的

依附關係傾向。該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型驗證顯示，情緒教導理念特徵強的母親，

對子女形成母親安全型的依附傾向有促進效果，而對形成母親抗拒及逃避等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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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型的依附傾向則有抑制作用；而情緒摒除理念特徵強的母親，則易使子女對她

形成抗拒型的依附傾向，但對安全型及逃避型依附傾向發展的影響效果並不明

顯。Wang與Neville（2009, Aug）認為，如同西方文化強調親子依附，許多東方

社會則強調孝道。集體主義社會中的個體被要求遵從社會規範, 因而遵守孝道可

能與心理健康有著正相關。Wang與Neville認為個體與父母的依附傾向會影響其

是否重視孝道，反過來並影響著心理健康。於是以480位台灣青少年為研究對象，

發現高依附逃避的青少年，較不重視回報的孝道，並有較多的煩惱。此外，高依

附焦慮與高依附逃避都與權威的孝道有所關連。顯示親子依附與孝道和台灣青少

年的心理健康之間的關聯值得探討。 

 

文化涵化對人際依附的型塑，在發展早期乃透過父母或重要他人對幼兒的教

養過程而影響。除了沿用國外的依附理論來加以驗證之外，在親子依附的研究

中，如何觀察華人親子情緒的互動，如何重視文化差異的問題，仍然有待後來學

者的關心與更深入與系統性的探究。 

 

二、成人依附評量工具發展與親密關係研究現況 

 

前節所述黃淑滿與葉明芬（2007）以及黃淑滿、周麗端與葉明芬（2008）的

後設分析研究，聚焦在親子依附的部份，並未納入成人依附與人際依附領域的研

究。成人依附(adult attachment)是研究親密關係發展的重要概念，許多研究發現

成人依附風格對人際關係、愛情與婚姻關係有其重要影響 (Duemmler & Kobak, 

2001; Feeney, 1999)。Hazan與Shaver(1987)最早用依附的概念去了解成人的親密

關係。Hazan與Shaver認為，成人依附是指個體自幼年所發展出來與主要照顧者

之間維持關係的能力，當個體有能力如過去主要照顧者一樣提供支持時，則轉換

為依附系統並進而形成不同的人際依附形態，因而，在人際關係與親密關係中，

個體可感知到人與人之間彼此的吸引與情感的連結，形成個體在關係中所知、所

感、所為之內在運作模式 (internal working model)，並且在成人依附測量上每個

人都會有自己的依附類型歸屬。 

 

台灣的研究者歷年來也修訂與發展許多來自歐美的成人依附評量工具，扼要

整理於表一。這些依附風格個別差異之測量，有成人依附訪談、自陳式量表評估、

內隱測量、互動觀察法等四大類的方法。其中，以第二類的自陳量表最常被採用，

而又以修訂自Brennan, Clark與Shaver(1998)的親密關係經驗量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ECRI)，以及修訂自Griffin與Bartholomew (1994)的

關係量表問卷(Relationship Scales Questionnaire, RSQ) 最常被使用於研究中。而

最近幾年發展的內隱測量、互動觀察法，則顯現了更豐富多元的研究方法嘗試。

上述依附型態研究方法的新近發展，顯現台灣的依附研究已經逐漸不能滿足於多

年來侷限自評量表的單一方法，而能逐漸嘗試更多元的研究方法，也豐富了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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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依附之研究。 

 

表一 台灣成人依附研究發展與使用的評量工具 

原始評量工具 依附類別與向度 研究實例 工具形式 

George et al. ( 1985); Hesse 

(1999)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AAI) 

 

四種依附型態: 

secure-autonomous, 

preoccupied, 

dismissing-avoidant, 

disorganized-disoriented 

林怡青 (2005) 半結構式訪談問卷，共計18

個開放性問題 

來自半結構式訪談 三種依附型態: 

安全、分離焦慮、躲避 

鄭居安(1994) 

成人依附量表 

68題Likert量表， 

三個分量表 

Hazen & Shaver (1987), 

Attachment Style Self-report 

(ASS) 

三種依附型態: 

secure, avoidant, ambivalent 

 3題依附風格描述短文的強

迫選擇 

Greenberg & Armsden (1987),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 

三個依附因素 

trust,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歐陽儀、吳麗娟(1998)  

顏倩霞(2008) 

25題Likert量表， 

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各三個

分量表 

Simpson (1990); Mikulincer, 

Florian & Tolmacz (1990) 

Adult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AAQ) 

三種依附型態: 

secure, avoidant, ambivalent 

兩個向度：逃避、矛盾 

邱碧慧(1993) 

黃于娟(1994)  

17題Likert量表， 

三個分量表 

Collins & Read (1990), Adult 

Attachment Style (AAS) 

三種依附型態: 

depend, anxiety, close 

 

洪雅鳳(1997) 

陳金定(1998) 

王澄華(2001) 

18題Likert量表， 

三個分量表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RQ) 

四種依附型態: 

secure, preoccupied, 

dismissing, fearful 

 

謝玲玉(2000) 

王慶福(2000) 

賴雅純(2006) 

孫頌賢與修慧蘭 (2007) 

4題依附風格描述短文的

Likert量表，以及自我歸類 

Griffin & Bartholomew 

(1994), Relationship Scales 

Questionnaire (RSQ) 

四種依附型態、兩個向度 

secure, preoccupied, 

dismissing, fearful 

自我意像、他人意像 

王慶福(1995, 2000) 

賴妮蔚(2006) 

王慶福與王郁茗(2007) 

林鑫琪與蔡素妙(2007) 

24題Likert量表， 

四個分量表 

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 The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ECRI) 

兩種向度：逃避、焦慮;  

四種依附型態: secure, 

preoccupied, dismissing, 

fearful  

林佳玲(1999);Wang & 

Mallinckrodt (2006); 

孫頌賢(2007); Wei, Russell, 

Mallinckrodt, & Vogel (2007) 

36題Likert量表， 

兩個分量表 

Greenwald & Banaji (1995) ,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焦慮IAT、逃避IAT 陳曉維（2004） 內隱測量(IAT成人依戀型態

測量)，一種認知作業的間接

測量 

Julien, Markman & Lindahl 

(1989) 

個體依附焦慮、伴侶依附焦

慮 

王雅鈴（2007） 互動觀察法，全程錄影並用

「互動向度編碼系統

（IDCS）」進行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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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關成人依附的自陳量表工具，大致都報告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研究

結果只以中文零星發表在台灣的期刊，關於文化差異或跨文化研究的相關議題也

缺乏探討。台灣旅居國外的學者，在這方面有很多的努力與成果，例如：

Mallinckrodt與Wang (2004) ；Wei, Russell, Mallinckrodt與Zakalik (2004)；Wang

與Mallinckrodt (2006)；以及Wang與Scalise (2010)都在成人依附的跨文化研究

上，提供了台灣學者很好的省思與學習對象。 

 

華人自我心理學的探討，對於成人人際依附風格的內涵與評量，有助於尋求

更清楚的定位，以及從東西方文化差異加以探討，建立更完整的理論基礎。Wang

（2009, Aug）回顧成人依附的研究，指出雖然有些研究者 (例如, Wang & 

Mallinckrodt, 2006) 已注意依附理論的跨文化效度的限制，以及以西方觀點對非

西方母群體過度概化的可能性。不過絕大部分的跨文化成人依附研究仍然採取客

位研究（etic approach），依賴西方的依附概念，或是採用在西方國家發展與驗

證的評量工具來研究非西方的母群體。他認為由於華人的關係形態在很多方面都

與西方文化有所不同，為了從華人文化觀點更精確的了解成人依附，採取主位研

究（emic approach）來建立一個對文化敏感的人際依附概念架構似乎已是勢在必

行的事。在他提出來的初步架構中，包含了與華人關係特色有關的五大文化因

素：相依我自我建構（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緣（yuan）、孝道（filial 

piety）、愛情風格（romantic style）以及辯證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 pattern），

以具體探討華人特色的成人依附以及所可能表現出來的依附行為，並提出一個更

寬廣的整合模式。Schmitt, Alcalay, Allensworth, Allik, Ault, Austers等人 ( 2004）

曾以大量樣本（N=17804）研究全球62個文化地區的成人依戀，探討是否存在泛

文化模式的自我與他人建構（Models of Self and Other Pancultural Constructs），

其研究資料庫中的東亞地區以香港、台灣、南韓、日本四個國家為代表，台灣與

香港的研究資料數據非常接近，與日韓則仍有差距，顯示華人確有相似的依附文

化發展背景，值得後續深入探討。 

 

三、內在運作模式和情緒調節與偏差行為及心理疾病的關聯 

 

Bowlby(1969, 1973, 1980)提出依附理論四十年來，引起學界廣泛的興趣與深

入的探討，應用來了解各個生命階段的人類行為發展。成人依附的概念近年來大

量被採用在臨床心理學的領域，相當多的研究探討不安全的依附型態、心理問

題、與心理病理學的關係(Berry, Barrowclough, & Wearden, 2007; Daniel, 2006)。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與 Wall. (1978)認為依附關係反映出個體在早期與主

要照顧者之間的關係連結，此種關係連結是個體心理上重要的安全堡壘，使個體

能夠探索、發展，與獨立。Bowlby 則指出個體在早期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關係

中，發展出自我的心理表徵，表現在社會關係中；此一內在運作模式影響個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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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知覺，可以預測人際互動模式，當個體處於人際關係的壓力情境時，會促使

其表現出依附行為，目的在與其主要照顧者再次獲得心理上的連結，雖然依附關

係是個體在早期與主要照顧者之間所形成，但對其情緒調節的持續性與重要性卻

是持續終生的。 

 

依附理論以社會認知、人際經驗和情緒調節架構出一個概念模式，可用以解

釋三者之間的關係。而心理疾病之心理社會病因解釋同樣也強調負向認知對個人

心理易脆性與疾病發展的重要性。Berry、Barrowclough 與 Wearden (2007)回顧

1985 年至 2004 年探討依附與心理疾病和嚴重心理健康問題之間關係的研究；其

中 16 篇探討嚴重心理疾病患者之依附關係的研究，結果發現嚴重心理疾病患者

之依附風格主要以排除(dismissing)依附與佔據(preoccupied)依附之不安全依附風

格者為最多；不過 Berry 等人也指出上述 16 篇研究以 AAI 和 Kobak’s Q-sort 法

為研究工具，而依附風格以研究對象回憶幼年時親子依附為主，缺乏成人關係的

依附風格評估，也缺乏特定不安全依附風格的調查。另外，Berry 等人認為依附

理論對心理疾病心理社會病因解釋的貢獻可分為六大類；分別在於心理疾病之社

會認知模式、心理疾病之情緒表達模式、心理疾病之治療同盟關係、心理疾病之

人際功能、心理疾病之因應，與心理疾病之復原，因此 Berry 等人主張依附理論

對於心理疾病的發展與病程的解釋，從社會認知、人際關係與情緒調節等因素，

提供一個具潛力的理論模式，可用以整合並提升當前的心理學理論，而依附理論

重要的臨床意義在於了解案主不安全依附的具體類型；目前的研究限制在於絕大

多數研究是小樣本，而且依附風格的評量工具主要以 AAI 為主，有效度偏低的

問題，另外還有橫斷性、回溯性之研究設計對於結果解釋的限制。 

 

為了瞭解台灣以依附理論作為研究主題，探討內在運作模式和情緒調節、偏

差行為與心理疾病之關聯的研究結果，研究團隊以國家圖書館全國碩博士論文資

訊網與思博網作為搜尋工具，以「依附」、「內在運作模式」作為關鍵字，搜尋所

得以人工方式閱覽摘要，篩選出研究主題為探討依附風格與心理健康相關議題之

關聯的期刊論文與博士論文，接著再從個別研究之參考文獻中人工方式挑選符合

本研究目的之文獻；結果發現自 1993 年至 2008 年總計 18 篇，其中 11 篇為期刊

論文，7 篇為博士論文；經過詳細查閱，1 篇博士論文(陳金定，1998)已經投稿(陳

金定與劉焜輝，2003)，另外，3 篇期刊論文所採用之研究工具並非根據依附理論

(黃軍義與林邦傑，2008；林淑芬與林衢良，2008；董旭英與王文玲，2007)，不

符合篩選條件，經排除後剩餘 14 篇(詳見附錄，精簡報告，附錄略)，依相關之

心理健康議題可分為社會能力、自我認同、情緒調節和適應障礙行為四部份，分

述如下。（精簡報告，以下四部分的摘述分析略） 

 

 綜合上述結果發現，以依附理論作為研究主題，探討內在運作模式和情緒調

節、偏差行為與心理疾病之關聯的期刊論文與博士論文，自 1993 年至今有 1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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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數量方面並不如想像地多。將結果變項依心理健康相關議題可以區分為社會能

力、自我認同、情緒調節和適應障礙行為四部份，這和 Berry, Barrowclough, 與 

Wearden (2007)認為依附理論對心理疾病理論的貢獻之看法接近。雖然每部分的

論文量較少，但所得結果大致符合預期，安全依附風格者具有較好的社會能力、

正向自我認同、較低的憂鬱情緒，與較低的適應障礙行為傾向。從篇數來看，國

內以依附理論探討心理健康作為研究主題之期刊論文與博士論文仍偏少，未來需

要更多研究的投入，對於相關主題方能得到更適切的探討。 

 

台灣以依附理論探討心理健康之研究偏重以國高中青少年為研究對象，大多

數採橫斷性研究設計，以問卷調查方式收集資料，而對於青少年的依附風格也包

括對父母與同儕之依附關係作為調查依據，以及對特定不安全依附風格的調查，

且樣本數大多屬於大樣本數，此現象與 Berry 等所提出的現象不同，原因在於

Berry 等所查閱的文獻以心理疾病患者為主，大多在臨床機構，以訪談方式進行，

而本文所回顧的文獻包括心理健康相關議題，大多數研究是在校園中以問卷收集

資料。因此研究的回顧結果可補充 Berry 等結果的不足；然而此現象對於我們試

圖以依附理論解釋心理疾病的發展與病程，確有不足之處，也建議國內有興趣以

依附理論探討心理健康相關議題之研究者，未來可朝向以心理疾病患者為主的探

討。 

 在我們所回顧的研究中，大多數研究對象包括男女二性，結果發現男女二性

在依附風格方面確有不同，但大多數研究在分析過程並沒有將性別差異之因素納

入結果分析的考量。個體的依附風格在早期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過程就已經形

成，而在大多數社會中，均由女性承擔主要照顧者的責任，不同依附風格的母親

對不同性別子女所建立的連結關係，是否對子女心理健康有不同的影響？建議未

來研究可加入性別差異的比較。 

 

個體的依附風格來自於早期的依附關係，然而父母教養子女的價值觀與行

為，以及親子互動模式，可能受到文化環境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依附關係

對心理健康的影響可能有文化上的差異。雖然國內研究的數量偏少，仍難以與西

方研究進行比較，但從文化的觀點來看，大華人區有共享的文化與價值，若以大

華人區(例如中國、香港、新加坡)的研究結果作為分析樣本，或許能累積較多的

結果，可以進一步比較東西方文化的差異性。 

 

Bowlby（1988）曾描述不安全依附風格可以被概念化為一種訊息處理與情

緒調節的型態，讓人們免於受到與依附相關連的痛苦，但卻阻礙了幸福以及未來

關係的發展。影響所及，包括親子關係、一般人際關係與親密關係，也包含了治

療性的關係。Bowlby 很清楚的說明依附理論在臨床實務工作上的應用性，身為

一個精神科醫師，他自己更把依附理論充分運用在個別心理治療的工作上。台灣

在治療關係中依附型態這個領域中的研究，只針對當事人、助人者，或受督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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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方的依附特性進行探討，對於諮商或治療情境中的依附關係，缺乏系統的的研

究，殊為可惜，在國外近年依附理論與治療關係的研究逐漸重視與發展的此時，

值得國內學者與諮商心理治療實務者進一步的努力。如同本文前述父母教與與親

子依附、成人依附與親密關係的研究發展，未來是否仍先採用西方理論作實徵研

究的比較探討，進而嘗試發展華人在治療與督導等情境中的依附概念模式，還是

直接透過質性研究或主位研究建立本土化的理論模式，仍有很長的路要走。 

 

結語 

 

早期大部分台灣的依附理論研究結果，傾向於強調研究結果與美國研究結果

的相似性，文化差異性的問題雖然也被提及並認為是未來進一步研究需要重視的

部份，但在研究結果與討論中並未被深入的探討與分析。部分研究已經開始重視

這個問題（例如：王雅鈴，2007；王郁茗與王慶福，2007；孫頌賢與修慧蘭，2007；

葉光輝，2002；葉光輝、鄭欣佩、楊永瑞，2005；Wang & Neville, 2009, Aug；

Wang & Mallinckrodt, 2006；Wang & Scalise, 2010）。文化對於依附發展的重要

性，以及運用依附理論與評量工具在台灣的母群與樣本時需要考慮的各種社會文

化影響因素，需要有更完整的格局架構與深入的探討。整體來說，國內依附理論

之研究數量雖已累積相當數量，但卻仍相當缺乏系統，研究者往往陷於單打獨自

奮鬥，或在學位論文完成之後即嘎然而止，缺乏研究持續力，實有必要建立研究

團隊，有系統的探討依附理論的相關領域，深化後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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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 

此次乃由在國外教學研究，任教於 Division of Counseling & Educational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的王佳智教授籌備與邀請，並得到國外心理學者 

Lawrence H. Gerstein, PhD 的首肯指導與擔任 discussant，提出申請一個 symposium，主題定為：

Culture and Attachment: Applicability of Attachment Perspectives to Non-White Populations。獲得大

會通過，本研究一部份的初步結果，以 The Current State of Attachment Research in Taiwan 為題發

表於年會中。 

 

二、與會心得 

由於研究者過去未曾口頭發表於國外的學術研討會，這是研究者第一次的嘗試與很好的學習

機會。Professor Gerstein 非常的平易近人又幽默風趣，這次 symposium 共有四篇 paper 報告（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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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錄一的 proposal），在 Professor Gerstein 的主持與評論之下進行，研究者初次以英文對國外

學者與學生 present 論文，表達較為生澀，所幸能順利完成。本研究共同主持人王郁茗助理教授

亦共同完成此篇論文的口頭報告。 

 

 

 

三、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略) 

此次到加拿大參加美國心理學年會，也參與了The Taiwan Psychology Network (TPN)的會議與聯

誼活動。這些由台灣赴美求學與任職國外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心理學者，顯示了高度的熱情與追求心

理學術發展的理想，並發行刊物Taiwan Psychology Network Newsletter，這個心理學網絡也對後進學

者提供相當多的協助與指導提攜，非常值得向國內心理學界的年輕後輩推介。 

 

四、建議 

可以鼓勵國內心理學學者與研究生參與 The Taiwan Psychology Network (TPN)，上網申請成

為會員，可以收到海外心理學學術發展與聯誼的各項資訊，並對年輕學子的生涯規劃與發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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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助益。他們的網址如下： 

http://health.groups.yahoo.com/group/Taiwan_Psychology_Network/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2009 117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大會手冊。 

 

六、其他 

附錄一 (接下頁) 

http://health.groups.yahoo.com/group/Taiwan_Psychology_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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