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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論

 執行功能由一組高階認知能力所組成，核心成分為工作記憶、抑

制、認知彈性。過去研究顯示，執行功能和兒童學習適應與學業成就

有顯著正相關。然而，幼兒時期的執行功能發展與情緒調節能力之間

的關係，仍有待釐清。本研究探討台灣幼兒的執行功能與情緒調節能

力的發展，並試圖釐清這兩項重要的能力在幼兒階段的發展關係，以

及執行功能對情緒調節能力的預測力。

研究工具

1. 幼兒情緒能力發展量表(教師版) （魏惠貞、李來春、王偉彥、王

振德、陳明終、陳龍安、黃志傑、蕭台霞、謝金青，2006）：

此量表共 40 題，包含情緒覺察與辨識、情緒認知、情緒表達、

情緒調節等四個向度。

2. 數字順逆背廣度作業（陳湘淳、李玉琇，2005）：使用數字0到

9為刺激內容，請參與者聽完指定的數字後，將聽到的數字分別

順著、倒著唸出來。作為工作記憶的測量工具。

3. 兒童伴側作業（陳湘淳、蔣文祁，2011）：當出現紅色的魚時，

參與者必須按下與兩旁的魚方向相同的按鍵，出現藍色的魚時，

需按下和中間的魚相同方向的按鍵。測量抑制干擾、認知彈性

兩項能力。

4. 圖案版點作業（陳湘淳、蔣文祁，2011）：參與者在葡萄出現

時按下跟葡萄相同方向的鍵，在草莓出現時按下和草莓相反方

向的鍵，分成「一致」、「不一致」、「混和」三種情境。測

量反應抑制、認知彈性能力。

研究流程

參與者招募(4 至 5 歲各年齡層 30 名幼兒)

對幼兒個別施測「數字逆背廣度作業」、

「兒童伴側作業」、「圖案版點作業」

分析結果

• 以獨立樣本t檢定檢驗：四歲、五歲的幼兒，情緒調節能力和執

行功能是否有顯著差異。

工作記憶部分亦沒有顯著差異

• 以皮爾森相關分析檢驗：執行功能和情緒調節能力間是否有顯

著相關 在順逆背作業、點作業、伴側作業與情緒能力上

皆無顯著相關，但月齡與情緒能力方面則呈現顯著相關。

• 以階層回歸檢驗在排除年齡效果後，執行功能對情緒調節能力

的預測效果 排除月齡的效果，只有認知彈性(𝛽𝛽=.806, 

t=4.057, p =.002)可以顯著預測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

由老師填寫參與者的

「幼兒情緒能力發展量表」

本研究仍持續收集資料中，目前的結果顯示，4、5歲幼

兒在執行功能發展上沒有顯著發展差異，但5歲幼兒的

情緒調節發展顯著優於4歲幼兒。而執行功能中的認知

彈性，在月齡的效果之外，仍可顯著預測4~5歲幼兒的

情緒調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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