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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之相關研究－

以某大學休閒系一年級學生為例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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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驗證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之間的關係。研究以中部地區某大學休閒事

業管理學系一年級的學生為對象，以集體施測的方式，應用信、效度良好的問卷與量表，來測

量學生在音樂偏好、性別、內外控、A 型性格、生活壓力與情緒智力等特質的情形。本研究並

應用階層迴歸分析的方法，發現在控制了相關的變項之後，音樂偏好仍能有效的預測情緒智

力，顯示音樂偏好是一個具有效力的預測變項。本研究同時對於音樂偏好的多向度概念、在大

學時期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等特質與能力的發展情形，及音樂偏好對於情緒智力的差別效果等

議題提出未來研究的方向與建議。在實務上則建議增加培養大學生聆聽音樂的喜好與活動，期

許其透過音樂與他人互動來增進其和諧的人際關係，教師與輔導人員亦需關注有哪些音樂與歌

曲對於大學生具有正向「自我激勵」與「情緒調適」的效果，並應適切的援用於教學與輔導工

作之中，透過同學的分享與教師的引導，讓音樂成為學生們增進情緒管理能力的一個重要的媒

介。

關鍵詞：音樂偏好，內外控，A 型性格，壓力，情緒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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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music preferenc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 Ninety-five freshmen majoring in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gave responses to a set of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music preference, gender, locus of control, type-A

personality, life stress,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y using hierarchical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music preference is a valid predictor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ven after a group of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locus of control, type-A personality and stress have been statistically controlled.

The present research also identified the issue of multi-dimensionality of music preference, the

developmental issue of music preferenc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music preference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foci of future research.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music therapy, music education and an EQ curriculum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music preference, locus of control, type-A, stres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一、研究動機

音樂是人類文化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元素。無論是在社

會建構、個人發展或是社交關係中，音樂皆扮演著不可或缺

的角色。最早的音樂形式是人類對自然界聲音的模仿，而後

將聲音發展成為文化環境中傳達訊息互相交流的工具。在醫

學與科學尚未發達的古代，音樂更成為治療疾病的工具及與

超自然界溝通的媒介，達到醫病、驅魔、崇拜等目的。音樂

與個人生命的發展歷程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如兒時的

搖籃曲、兒歌、和民謠，校園生活中如國歌、校歌及畢業歌，

時尚及同儕間的流行音樂，甚至宗教歌曲等看出音樂伴隨著

一個人生命過程中的悲歡離合及喜怒哀樂，幫助個人抒發情

感、情緒及經驗，並可溫暖心靈、自我激勵以達到放鬆及「充

電後再出發」的效果 [20]。除了具備上述陶養心性、撫慰

心靈的正向功能外，音樂更是增進社交互動的催化劑。藉由

參與音樂活動：積極的參與演出，或是安靜的聆聽欣賞；在

家中獨樂樂，或是在公共場合與眾人同樂，在音樂中，人們

獲得了休閒的體驗，讓身心靈得到休養與滋潤，以便能夠更

有效率的因應日常的工作與生活 [10, 19, 21]。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由於社會型態正加速轉變，人類

為了能夠適應時代與生活上的劇烈變動，因而衍生了許多壓

力（stress）和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的問題。各種新興

的心理治療方式，例如：讀書治療、藝術治療、遊戲治療、

音樂治療等，皆蓬勃發展，紛紛建立其理論與實施方法。而

其中音樂是能使人的心靈迅速與它產生共鳴的一種綜合藝

術。「音樂治療」於是成為目前社會大眾逐漸接受的一種「另

類療法」之一。綜合上述音樂與人生的密切關係，音樂治療

的方法與概念應可普遍應用於一般人身上，落實「預防甚於

治療」，使音樂治療的理念發展為更普遍性的「音樂自療」

活動。然而目前專業音樂治療的對象多為精神病患、智能不

足兒童或視聽障礙等特殊族群，對於一般人的探討則較少，

為了推廣音樂治療的理念，本研究擬以音樂治療的理論為基

礎，初步探討一般人的音樂經驗與偏好以及情緒智力之間的

關係。

二、文獻回顧

（一）音樂的功能

自古以來，音樂就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考古學家在

古物遺跡中，已發現許多粗糙的打擊樂器，代表人類與音樂

的長久關係。在原始時代音樂除了被用來傳達信息外，人類

並透過音樂與神明溝通，甚至將音樂作為治療疾病的工具。

古希臘時期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認為音樂具有休閒娛樂、陶冶

性情、啟發靈魂的作用，他的「淨化論」（catharsis）便是肯

定了音樂的療效。羅馬時代的醫學家 Aeslepiades 及 Celsus

更用音樂來治療精神病患 [3]。到了 18 世紀，當時研究者

開始觀察音樂要素中的「節奏」與人的生理現象之間的關

係，更察覺到音樂對人的呼吸、脈搏、血壓或消化系統的影

響 [3, 9]。但此時音樂與醫學並未有明確的分界，音樂被視

為一種醫療上的輔助工具。20 世紀初期由於電唱機的發

明，使音樂普遍的被醫院用來幫助病人入睡、轉移病人注意

力，穩定開刀病人情緒，以及作為增進麻醉藥效的輔助工具

[30]。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音樂治療」逐漸發展成為一

種專業，有效的運用於治療身體或心理疾病 [24]。根據美

國國立音樂治療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usic

Therapy）在一九七七年對音樂治療所下的定義為 [3]：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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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的 成 就 當 成 治 療 的 目 標 ； 利 用 音 樂 達 成 恢 復

（restoration）、保持（maintenance）及改進（improvement）

個體心理及生理健康作用，以使個體在行為上帶來良好的改

變。總體來說，音樂的功能從原始時代到現在，與人類文化

中的社會建構、個人發展或是社交關係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由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音樂的主要作用對象是「人心」，

期望經由對人的心靈產生正向的影響，而獲致正向積極的身

心安適與人際關係。以下則以偏重個人主觀取向的「音樂偏

好」概念，來做進一步的探討。

（二）音樂偏好

對專業音樂家及愛好者而言，音樂是一種「能力」及「素

養」。然而對於一般人而言，音樂是一種「習慣」與「偏好」。

「音樂偏好」指的是一般的音樂欣賞者對於特定音樂情境、

特定類別音樂的偏愛與喜好，並且會形成一種行為習慣，進

而經常性的選擇、接觸或從事該類別的音樂或音樂活動。廣

義的說，音樂偏好指的是個人對於特定類別音樂與音樂活動

所抱持的「態度」。態度通常是指個人在環境中遇到人、事、

物等的各種情境時，所採取的應對行為傾向 [4]。態度也是

個人對某人或某物的一種喜歡與不喜歡的評價性反應，從個

體的信念、情感和傾向性行為中表現出來 [12]。態度主要

包含認知、情感和行為意向三個向度，代表一個人對於其對

象（包括人、事、物）在情感、認知與行為上的持久取向

[25]。將態度應用於音樂偏好上，則可分為「知、情、意」

三個部分，「知」是認知成分：對於這類音樂有一些特定的

認識與信念；「情」是情感成分：對於某特定類別的音樂的

喜好情形；「意」是行為意向：會經常接觸或是有意願接觸

這類音樂。簡言之，如果以「知、情、意」的角度來檢視「音

樂偏好」的概念，則可說「音樂偏好」是一個人對於某一類

音樂的認識、喜好、行為意願與經驗。

音樂偏好的形成是目前國內外心理學家及音樂學者積

極探討的一個重要議題。以外在社會層面來探討，性別、文

化背景（包括宗教信仰及家庭環境）、社會變更（流行時尚）、

社經地位、大眾傳播媒體、同儕壓力等因素均會影響其偏

好。以內在心理層面來說，人格特質、音樂訓練與體驗、當

下的感情及壓力狀況也是影響個人音樂偏好的重要因素

[21]。從以上社會及心理的角度來看音樂偏好的形成原因，

可推論出音樂偏好的形成與個人經驗息息相關。音樂偏好的

相關研究可回溯到 Hahn於 1954 年 [21] 對前往輔導評估的

大學生所做的研究，研究透過音樂選擇及欣賞記錄發現，音

樂除了滿足個別性的感官（聽覺）愉悅外，音樂中美感部分

的欣賞取決於不同的文化背景、音樂訓練及一般性的文化欣

賞。另外 Keston & Pinto 的研究則發現大學生的音樂偏好與

內 外 向 性 （ introversion-extroversion ）、 性 別 角 色

（masculinity-femininity）、年齡、教育程度、性別、個性、

正式的音樂訓練、音樂認知能力及智能有關 [21]。國內研

究方面則有探討新新人類特質與音樂偏好之間的關係

[11]，結果發現欲具備新新人類特質者，則欲偏好流行的中

英文歌曲，與不具備新新人類特質者，則較偏好國台語老

歌、西洋古典音樂。也有研究 [2] 發現大學生的音樂偏好

與人格特徵雖有典型相關的關係存在，音樂偏好與創造力之

間的關連性並不強。另外，殷玉謹 [10] 的研究則發現多元

文化音樂欣賞的教學活動，可以提升高中學生音樂欣賞的學

習動機與興趣。由上述的研究中發現國內研究多偏重音樂偏

好的選擇與音樂美感的體驗之間，或是音樂偏好與特定人格

特質之間的關係。而國外以音樂偏好的研究大多是偏重於音

樂偏好形成的社會及心理因素，如文化背景、生活形態或是

價值觀等。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音樂偏好是受到個人所處的社會

環境、生活形態、價值觀與人格特質的影響與塑造而成，並

且可以透過教學活動來影響一個人的音樂偏好。

（三）情緒智力

「情緒」這個字源出於拉丁文「emotum」，原文即具有

「波動而出，蜂擁而上或是使之激動的意思」，意指情緒是

一種內在不安的反應，個體在接受某種刺激後，會產生強烈

的生理變化與心理感受 [1]。而情緒的成熟不只在瞭解及控

制個人情緒以符合社會規範，避免傷害別人，也在適應別人

情緒，並增進人際間的和諧。最終在調節個人的情緒，自主

自發，表裡合一，發展成一個完整的個體。Salovy [27] 對

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所下的定義為「體察自己

與別人情緒，處理並運用情緒訊息來指引自己的思考與行動

的能力」。根據上述的情緒理論，Goleman [23] 則提出五種

判斷情緒智力的能力向度做為參考依據，分別是「察覺自我

情緒」、「妥善管理情緒」、「自我激勵」、「認知他人的情緒」

及「人際關係的管理」。在翁淑緣、陳建宏及林志鴻等學者

[6, 14] 的研究中，則發展出情緒智力量表，並將 Emotional

Intelligence 的概念界定為「情緒調適」、「自我激勵」及「社

會圓融」等三個向度，其研究發現這些向度與工作倦怠之間

存有顯著的負向關係；換言之，愈能情緒調適、自我激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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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圓融者，則工作倦怠的情形愈低。由於情緒智力是對於

個人情緒反應與情緒狀態的一個較為新近且完整的概念，在

本研究探討音樂偏好與個人情緒適應之間的關係時，實有必

要引用此一較為完整的概念，來探討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之

間的關係。

（四）相關的控制變項

本研究旨在探討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之間的關連，對於

與情緒相關的一些變項，亦應有所探討，並加入研究之內，

形成一較為完整的研究設計。

1. 內外控、A 型性格

一般而言，內外控有可能會影響一個人的情緒智力表

現；外控者較傾向將事情的成敗推諉給環境因素，內控者則

較會自行負擔成敗的責任，因此不同的控制性格有可能發展

出不同的情緒反應型態 [16]。由於情緒智力是一個較新的

概念，有關情緒智力與內外控之間相關的研究尚未有明確的

研究結果出現，本研究亦將探索內外控與情緒智力之間的關

連。在A型性格方面，於1950年代Friedman及Rosenman [22]

等兩位心臟學家指出包括「強烈的企圖心、高度競爭性、缺

乏耐性、性急、攻擊行為及敵意」等行為在內的一組行為特

質可能與心臟血管疾病有關，他們並將這一組特質命名為 A

型冠狀傾向行為型態（ type Ａ coronary-prone behavior

pattern；簡稱 TABP），Friedman 及 Rosenman 描述 A 型性格

的人「為長期性的處於壓力之下，試圖於不足的時間中完成

過量的工作，且常處於與其它人及事的競爭或衝突之中。進

一步的研究 [30] 以 79 位心臟病患者為研究對象，並測量

這些病人的「敵意感受」及「憤怒及敵意的表達」；結果發

現，這些病人在「憤怒及敵意的表達」上的分數與其病情的

嚴重程度有明顯的正相關存在，而「敵意感受」與病情的關

係則較不明確，顯示表達憤怒及敵意的行為與罹患心臟血管

疾病之間的關聯。Siegman、Anderson 及 Berger [28] 的一項

研究中要求受試者（大學生）以快速﹑高昂的音調來述說一

段令人發怒的事件或是一段情緒性的事件，研究者同時記錄

受試者的舒張壓、收縮壓及心跳的數率，實驗結束前，受試

者並且自陳報告其感到到生氣的情形，研究的結果發現，在

憤怒事件的報告之中，受試者的心跳及血壓等生理反應及其

事後的自陳報告，皆受到其表達的方式所影響，快速的語言

表達會增加受試者的心跳及血壓等生理反應，顯示在未患病

的正常人身上憤怒情緒的表達與否與一個人心跳及血壓等

生理反應有關係。由這些研究可以看出 A 型性格與個人情

緒生活之間的關連性，因此在研究情緒適應的問題時，應有

必要將 A 型性格列為研究的重要控制變項。

2. 生活壓力

所謂壓力一詞，源於拉丁文之「Stringere」，意為擴展

延伸。早期之概念係指以充分之力量施於物體或系統之上，

而造成扭曲變形，為物理與工程學上之用語。自一九二九

年，哈佛醫學院之心理學家 Walter Canon 首次使用「有壓力

之生活事件」一語來形容一個威脅身體健康之因數後，「壓

力」儼然成為一般人與研究者經常使用之名詞 [16-17]。最

先將壓力概念引進社會科學領域者為 1956 年之 Selye，他認

為壓力是身體在各種要求下，所產生之非特定性之反應

（nonspecific response），換句話說，生活中之點點滴滴，無

論是愉快或不愉快之經驗都會構成壓力，而且不論壓力來源

從何產生，經常都會引起個人在心理及生理上相似之反應

[15]。壓力源指可能激發個體戰或逃（fight or flight）反應之

一種刺激；而遭遇到這些壓力源時，身體會藉由改變生理或

心理狀況，做立即之反應，戰或逃反應就是壓力反應。由於

壓力的產生是多方面的，如各種生活上的變化、人際間的互

動溝通等因素以及長期的緊張狀態等，都會因為個體在認知

上因為無法因應環境變化而產生壓力，因此壓力除了對生

理、認知及健康有莫大的影響外，甚至在心理、情緒及行為

上也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五）總結

由於音樂活動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創造的過程：作曲

家所創作的音樂作品是第一度創作、演唱（奏）音樂作品的

過程是第二度創作，聽者對音樂的欣賞和感受是第三度創

作；在再度創作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感受與思維

[26] 也算是創作的一種。因此音樂藝術是所有感覺的再複

製，音樂情感也因而具有一定的時間性、波動性、善變性、

模糊性和流動性，對人的身心發展具有良好的進化、調節、

補充和移情作用。所以從音樂欣賞中可重新回憶或再次體驗

過去的情緒，進而了解自我的感受及心靈狀態。此一論述加

強了音樂與情緒經驗之間的學理根據，也開啟了有關音樂偏

好與情緒之間的相關研究。

國外以情緒與音樂偏好所做的研究偏重於音樂偏好與

心情調適或是與心情管理（mood management）[31] 之間的

關連，研究中所探討的情感反應或是心情調適都只是個人情

緒管理或情緒智力中的一部分，對於將音樂偏好與全面性情

緒智力之間的關連所進行的研究則仍付之厥如。本研究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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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以往對於音樂偏好的研究，對於音樂的偏好與情緒智力

之間的全面性關係進行一較為深入與完整的探討。本研究加

入情緒智力的概念並預期音樂偏好與個人的情緒調適、自我

激勵及社會圓融等能力之間應有正向的關係。同時，為了佐

證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之間的關係，對於可能影響情緒智力

的相關因素則有必要先行加以控制。本研究採用了「內外

控」、「A 型性格」及「生活壓力」等變項來作為控制變項，

形成一較為嚴謹的研究設計，期望能發現音樂偏好與情緒智

力之間更明確而有意義的關係。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中部地區某私立大學休閒管理學系之大一學

生為研究對象，在一門「生活壓力」的必修課程中，及一門

「溝通與人際關係」的課程中，總計徵求到 95 位同學同意

填答本研究的問卷測量工具。

（二）測量工具

1. 音樂偏好量表：本研究根據國內殷玉瑾 [10]；宋婉萍 [2]

等人所採用的音樂偏好測量工具，重新編修「音樂偏好」

量表，量表共計 15 題，分別列舉時下一般大學生能夠明

白分辨的音樂類別，如國語流行歌曲、台語流行歌曲、

西洋古典音樂等類別，來詢問受測者喜好的程度，喜好

程度愈高者的得分愈高。在正式施測之後，本研究也對

音樂偏好量表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考驗，發現一致性係

數為 0.72，顯示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尚可。

2. 內外控量表：採用 Rotter 於 1966 年所編定的內∕外控量

表 [13]。原量表計 23 題，採用迫選作答式，另外還有六

對掩飾題。量表中內∕外控測題成對出現，每條外控測

題計 1 分，因此總計分在零（極端內控）至 23 分（極端

外控）之間，愈接近 23 分者性格愈偏向外控。

3. A 型性格量表：呂勝瑛根據國外學者所發展的測量工具

所編製而成的 TYPE A/B 型性格量表 [6]。原量表總共有

20 題，滿分為 20 分，得分愈高則 A 型性格的傾向愈高。

4. 情緒智力量表：採用林志鴻、陳建宏、翁淑緣 [6, 14] 所

編製使用的量表，共計 20 題，屬於情緒智力量表。本量

表共分為三個構面，分別是「情緒調適」、「自我激勵」

及「社交圓融」，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Likert scale）

來測量，由「極不同意」到「極為同意」分別給予 1 到 5

分，量表得分代表個人自我情緒適應能力的程度，量表

得分愈高，表示情緒適應的能力愈好，其中 11、12、16、

17 題為反向計分題。情緒智力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0.86。而屬於情緒智力構面各子構面的各分量表的內部一

致性係數分別敍述如後：「情緒調適」分量表的內部一致

性係數為 0.73，「自我激勵」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0.77，「社交圓融」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0.73。

5. 生活壓力量表：此一量表係由國內鄭照順 [18] 參考相關

測量工具所編製之「青少年情緒及違規量表」等相關量

表與理論架構編製完成。在三七六位樣本的預試結果發

現合乎項目分析的五十一題，並經過因素分析得到三個

因素分別命名為：（1）情緒症狀；（2）行為症狀：（3）

生理症狀。本量表的計分方式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來

測量，由「從未有」到「常常」分別給予 0 到 4 分，量

表得分代表身心健康狀況及壓力程度，量表得分愈高，

表示身心狀況愈差、壓力程度愈大。情緒、生理及行為

症狀檢查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 0.93。

（三）統計分析

採用集體施測的方式，由研究者親自做施測說明，進行

資料收集的工作。資料經譯碼、輸入之後以 SPSS10.0 套裝

軟體進行次數描述、平均數檢定、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

統計分析的工作。

四、結果與討論

表 1 呈現出研究對象在不同類別音樂上的偏好情形，音

樂偏好的測量是以 6 點量表的方式進行，從極不喜歡是 1

分，到極為喜歡是 6 分。所得到的結果經過性別的區分後發

現，男生最喜歡的前五種音樂依序為：中文現代流行歌曲、

電影（視）配樂、外語現代流行歌曲、輕音樂及心靈（自然）

音樂，顯現出研究對象對於流行音樂脈動的關切與喜好，然

而這些音樂究竟是因為時下青少年偏好而流行，或是因為大

量暴露於流行音樂的環境中，加上同儕壓力的影響而營造出

偏好，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其中「輕音樂」及「心靈音樂」

分別佔第四與第五位，顯示這類以抒解情緒、洗滌心靈為目

的的音樂，也普遍的受到研究對象的喜好。然而，從功能論

（functional theory）的角度而言，實有必要於未來的研究中

探索研究對象對於所偏好的某一類音樂在主觀上認定所具

備的功能，則能對於聆聽音樂的心理機制（psychological

mechanism）做進一步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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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對象性別與音樂偏好之間的關係

男生（n＝40） 女生（n＝53）性別

音樂類別 平均數 排序 平均數 排序

中文國台語老歌 3.85 9 4.02 8
中文現代流行歌曲 4.93 1 4.94 1
外語老歌 4.18 6 4.19 6
外語現代流行歌曲 4.65 3 4.49 5
爵士藍調音樂 3.95 8 3.96 9
爵士重金屬音樂 3.53 13 3.32 13
宗教音樂 3.28 14 2.91 15
心靈（自然）音樂 4.25 5 4.66 3
電子合成音樂 3.75 10 3.28 14
新世紀音樂 3.65 12 3.70 10
電影（視）配樂 4.75 2 4.79 2
國樂 3.73 11 3.70 10
地方民族性音樂 3.23 15 3.36 12
西洋古典音樂 4.18 6 4.11 7
輕音樂 4.40 4 4.51 4

表 1 亦呈現出女性研究對象對於不同類別音樂的偏好

情形。結果亦發現最喜好的前五種音樂與男生相同，依序為

中文現代流行歌曲、電影（視）配樂、心靈（自然）音樂、

輕音樂、及外語現代流行歌曲，其中僅心靈（自然）音樂在

排序上略微提升。顯示研究對象不論其性別為何，在音樂偏

好上有一致性的現象存在。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研究對象

所偏好的音樂以時下流行的中外語流行歌曲為主，其次為電

影的原聲帶，再來則為對於放鬆心情有助益的輕音樂及心靈

音樂。

總之，本研究所測得的音樂偏好能反映出受測者「喜好」

音樂的情形，並將探討此一「喜好聽音樂」的特質與個人的

情緒智力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亦指出音樂偏好的多向度概

念，青少年形成音樂偏好的歷程，及聆聽音樂的主觀感受與

功能等主題，應為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表 2 為針對本研究的重要變項所進行的描述統計，並以

性別為分類變項進行平均數差異的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性別」僅在「A 型性格」一個項目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t=2.58, p<.05），且男生的 A 型性格顯著的高於女生。此

一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的研究相仿 [28]，一般而言，男性受

到社會文化制約的影響，在性格上比較傾向於具主動性、急

迫性及攻擊性等特質。性別在其餘變項的差異性考驗均未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情形。

在有關情緒智力的部分，有研究發現性別是影響情緒智

力的一個重要的變數，徐建山 [8] 以成功大學資管系大學

表 2. 研究對象性別與各變項之差異統計

男生（n＝40） 女生（n＝53） t 值性別

變項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音樂偏好 51.68 6.28 51.13 6.68 .40
內外控 11.30 3.33 11.40 3.59 -.13
A 型性格 62.10 7.37 57.77 8.44 2.58*
生活壓力 110.10 18.45 109.51 19.60 .15
情緒智力

社交圓融 28.58 3.57 29.20 3.21 -.84
自我激勵 13.00 2.44 12.77 2.38 .45
情緒調適 28.53 3.57 28.68 3.66 -.20

* p<.05

三年級的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中則發現女性的情緒智力明顯

的優於男性，林淑華 [7] 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亦得到相

同的研究結果，即女性的情緒智力表現優於男性。周正儀

[5] 以企業領導人所進行的研究亦發現女性領導人的 EQ 顯

著的優於男性。本研究則發現研究對象的性別在情緒智力上

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有可能是因為本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來

自於大一的學生，收案時間為大學一年級上學期之學期初，

與前述研究以高年級學生或是企業領導人等較為年長的研

究對象有所區別。有可能是因為現行的教育體制在大學之前

較多的制式化要求與管理，高中及以下的學生以升學考試為

生活的重心，且父母多從旁協助，有關情緒管理的概念與技

能雖具備基本型態，但是要到了大學之後才可能有更明確的

發展。準此，結束升學考驗，進入風氣自由的大學環境中的

大學新生，有可能是處於各種生活技能與態度發展的一個關

鍵時期，此一假說為本研究針對研究發現的一個主觀上的臆

測與推論，應該是值得繼續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至

於其真實的現象為何，則有待於未來研究中進一步的探討。

表 3 至表 5 主要是以階層迴歸（hierarchical regression）

的統計方法，來對本研究的假設進行考驗。先以在以往的研

究中被發現與情緒智力有關的變項為控制變項，進入模式一

的迴歸分析中，找出這些變項與情緒智力之間的多元迴歸係

數（R1），亦即這些變項可以解釋情緒智力的變異量百分比

（R1
2），並考驗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之間的關係的顯著性

（F1）。之後，於模式二中，除了模式一的所有預測變項之

外，再加入「音樂偏好」此一預測變項，亦可以得到模式二

的多元迴歸係數（R2）、解釋情緒智力的變異量百分比

（R2
2），並考驗模式二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之間的關係的顯

著性（F2）。除此之外，將模式二之變異量百分比與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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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對象之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社交圓融」之
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A. 控制變項

性別 .043 .694 .038 .643
內外控 .148 .098 -.238 .094
A 型性格 -.151 .043 .044 .041
生活壓力 -.245* .018 -.226* .017

B. 增加變項

音樂偏好 .389** .051

R .370 .519

R2 .137 .269

R△ 2 .132*

F 3.48* 6.40**
*p <.05，** p<.01

表 4. 研究對象之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自我激勵」之
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A. 控制變項

性別 .013 .484 .009 .461
內外控 .203* .068 .119 .067
A 型性格 .258* .030 .187 .029
生活壓力 -.275** .013 -.260** .012

B. 增加變項

音樂偏好 .314** .036

R .415 .508

R2 .172 .258

R△ 2 .086*

F 4.57* 6.06**
*p <.05，** p<.01

表 5. 研究對象之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情緒調適」之
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 模式二

投入變項 β Se Β Se
A. 控制變項

性別 -.024 .755 -.027 .740
內外控 .146 .106 .086 .108
A 型性格 -.153 .047 -.203 .047
生活壓力 -.211* .020 -.200 .019

B. 增加變項

音樂偏好 .224* .059

R .332 .393

R2 .110 .154

R△ 2 .044*

F 2.72* 3.17*
*p <.05，** p<.01

的變異量百分比相比較時，則可以獲得變異量解釋百分比的

增量（ R△ 2= R 2
2- R1

2），此一增量為模式二加入「音樂偏好」

之後所得的到的增加量，其含意為在控制了模式一的變項之

後，模式二的新增變項「音樂偏好」所增加的變異數解釋量，

此一增量若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則可以推論說「音樂偏

好」是預測情緒智力的一個重要的變項，且其重要性是在許

多相關的變項經過了統計上控制之後仍然存在，因此可以被

視為預測情緒智力的一個重要且獨特的預測變項。

在表 3 的研究結果中，模式一以性別、內外控、A 型性

格及生活壓力等變項預測情緒智力，其多元迴歸係數（R

＝.370）、解釋情緒智力「社交圓融」的變異量百分比（R2

＝.137），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之間的關係達顯著（F＝3.48,

p<.05），模式二在增加了「音樂偏好」變項之後，與情緒智

力之「社交圓融」間的相關亦達顯著（F＝6.40, p<.01），顯

示模式一與模式二皆為預「社交圓融」的有效模式。將模式

二與模式一相比較時，則可以發現在模式二中，音樂偏好是

社交圓融的一個重要的預測變項（β＝.389, p<.01）。當進一

步將模式二與模式一相比較時，則發現模式二對模式一的變

異數解釋增量為（ R△ 2＝.132），此一統計量經 F 考驗後，

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模式二在增加了「音樂偏好」

變項之後，可以有效的增加對於「社交圓融」的解釋力。整

體而言，本研究發現研究對象的「音樂偏好」情形可以有效

的解釋其情緒智力中的「社交圓融」的能力。且此一關係是

在控制了性別、內外控、A 型性格及生活壓力等變項之後仍

然存在，顯示研究對象的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之間有正向顯

著的關係存在。

表 4 呈現出以兩個階段模式預測研究對象情緒智力「自

我激勵」的情形。與表 3 的研究結果相似，「音樂偏好」可

以有效的預測「自我激勵」（β＝.314, p<.01），且模式二的

變異數解釋增量（ R△ 2＝.086），亦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05），指出研究對象的「音樂偏好」能夠有效的增加

解釋其「自我激勵」，且此一關係是在控制了性別、內外控、

A 型性格及生活壓力等變項之後仍然存在，顯示研究對象的

音樂偏好與「自我激勵」之間有正向顯著的關係存在。

表 5 呈現出以兩個階段模式預測研究對象情緒智力「情

緒調適」的情形。與前述表 3 與表 4 的研究結果相似，「音

樂偏好」可以有效的預測「情緒調適」（β＝.224, p<.05），

且模式二的變異數解釋增量（ R△ 2＝.044），亦達統計上的

顯著水準（p<.05），指出研究對象的「音樂偏好」能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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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增加解釋其「情緒調適」，且此一關係是在控制了性別、

內外控、A 型性格及生活壓力等變項之後仍然存在，顯示研

究對象的音樂偏好與「自我激勵」之間有正向顯著的關係存

在。

綜觀表 3 至表 5 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研究對象在對

於音樂的喜好或許可以經由「增進其個人與他人的相處」以

達到社交上的圓融情形，同時透過聆聽音樂，也與其個人的

「自我激勵」與「情緒調適」之間有正向的關係。這些結果

驗證了本研究對於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之間的假設，在國內

首次發現音樂與情緒之間的正向關連。然而，音樂偏好與情

緒智力之間的因果關係，則有待更明確的研究設計來加以驗

證。

另外本研究值得進一步注意的的發現是，音樂偏好對於

「社交圓融」的解釋力較高（β＝.389, p<.01），解釋增量亦

較大（ R△ 2＝.132），對於「自我激勵」的解釋力相對較小

（β＝.314, p<.01），解釋增量亦較小（ R△ 2＝.086）；對於「情

緒調適」的解釋力（β＝.224, p<.01）及解釋增量（ R△ 2＝.044）

則相對最小。此一結果是否意味著研究對象在對於音樂的喜

好較能增進其個人與他人的相處以達到社交上的圓融情

形，亦能透過聆聽音樂來增加自我激勵的效用，但效果較

低，而音樂對於情緒調適的影響效果則為三者中最低。換言

之，此處似乎意涵著一個音樂偏好對於不同情緒能力向度之

間的差別作用，音樂用來增進某些情緒能力的效果較多，對

於某些情緒能力則較小，研究者認為此一差別效果假設，亦

有待未來研究加以進一步的探究。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音樂偏好為主要的自變項，並以情緒智力此一

有關情緒較為完整的概念為依變項，再加入性別、內外控性

格、A 型性格及生活壓力情形為控制變項，來更明確的釐清

音樂與情緒之間的關係。重要的研究發現如下：

1. 研究對象最喜好的五種音樂分別為中文現代流行歌曲、

電影（視）配樂、外語現代流行歌曲、輕音樂及心靈（自

然）音樂，且男女之間的差異極為細微。

2. 性別在音樂偏好、內外控、A 型性格、生活壓力及情緒

智力上，除了 A 型性格之外，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3. 音樂偏好可以有效的預測情緒智力。本研究在控制了內

外控、A 型性格及生活壓力之後，音樂偏好仍能有效的

解釋研究對象情緒智力的「社交圓融」、「自我激勵」及

「情緒調適」，顯示音樂偏好是預測研究對象情緒智力的

一個重要變項。

上述結果除了初步驗證本研究音樂偏好與情緒智力之

間相關的假設之外。本研究也對於音樂偏好的多向度概念、

在大學時期音樂偏好與情緒管理等特質與能力的發展情形

與影響因素，及音樂偏好對於情緒智力的差別效果等議題提

出未來研究上的討論與建議，為進一步的突破本研究在樣本

人數的限制，未來研究應以一明確的母群體與合理有效的抽

樣工作為前提，以期望所獲得的結果可以做更為明確的推

論。

在實務上則建議增加培養大學生聆聽音樂的喜好與活

動，增加其透過音樂與他人互動的機會來增進和諧的人際關

係。教師與輔導人員亦需關注有哪些音樂與歌曲對於大學生

具有正向「自我激勵」與「情緒調適」的效果，並應該適切

的援用於教學與輔導工作之中，透過同學的分享與教師的引

導，讓音樂成為學生們增進情緒管理能力的一個重要的媒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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