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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題背景

Background of  the topic selection



選題背景



選題背景

慢性疾病影響

社會角色改變

家庭結構變化

 老年期處於生命發展的晚期, 但是與其他成人期的發展階段相比,老年期

又有着獨特的發展特點。長者面臨或經歷著更多的分離和喪失體驗，如

喪親、退休、健康狀態下降等。

 長者表現出依賴性增加及認知老化等特點，依戀對長者幸福感的重要性

也顯得格外突出。

 重要依戀關係在個體年老時發揮着安全基地的功能，爲老年人提供協助

和保護(Antonucci，Akiyama，＆Takahashi，2004 )。配偶作爲老年人

的重要依戀對象之一 ,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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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現狀分析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不同依戀風格的個體在面對壓力、痛苦情境時採取的情緒管理策略不同，会導致不同的
適應後果（Brenning & Braet，2013）。
——王玉龍等人（2016）研究得出農村留守兒童親子依戀和情緒調節能力的關係受留守時間
的調節，留守時間越長，情緒調節能力的發展越依賴於親子依戀安全性。

研究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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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及內容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research contents



夫妻依
戀模式

主觀幸
福感

情緒調
節策略

研研研研

探討長者夫妻依戀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並

以Gross (1998)的情緒調節理論為理論基礎，從依

戀模式和情緒調節策略方面來研究長者的主觀幸福

感影響機制，為進一步制定改善和提高個體主觀幸

福感的干預措施提供理論支持和經驗支持。



一、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比較

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是對性別、年齡、地区、学

历、收入、既往职业進行分析，對夫妻依戀、情

緒調節策略、主觀幸福感在人口學上進行差異比

較

二、長者不同依戀類型的特徵分析

1.長者夫妻依戀的類型分佈

2.不同依戀類型對情緒調節策略運用的影響

3.不同依戀類型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三、三變量關係研究

1.情緒調節策略在夫妻依戀模式和主觀幸福感
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2.進行三變量相關分析

3.三變量的結構模型構建

長者夫妻依戀、情緒調節策略和主觀幸福感三者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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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Research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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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本：

55歲以上已婚長者300人

分為三個年齡層
55-65歲長者100人，
66-75歲長者100人，
75歲以上長者100人。

採取方便取樣的方式

從珠海養老機構或者
日間中心獲取被試



以情绪调节为中介变量的老人依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圖

三變量關係假設模型圖



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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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Research hypothesis



三變量關係研究：

假設4：依戀安全型和正性感情之間存在正相關，主觀幸福感更高；

假設5：依戀焦慮型和負性感情之間存在負相關，主觀幸福感更低 ;

假設6：依戀回避和負性感情之間存在負相關，主觀幸福感更低 ；

假設7：依戀回避和認知重評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和表達抑制之間

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8：依戀焦慮和認知重評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和表達抑制之間

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假設9：依戀安全和認知重評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和表達抑制之間

存在顯著的負相關；

假設10：認知重評策略的使用在依戀安全型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中具

有中介作用。在依戀回避和認知重評、表達抑制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假設

人口統計學差異比較

假設1：長者夫妻依戀、情緒調節策略、主觀幸福感

在某些人口統計學變量上存在差異;

長者不同類型的依戀分析

假設2：隨著年齡的提高，長者群體的依戀回避類型

降低，55-65歲年齡組長者的依戀回避類型多於75歲

以上年齡組;

假設3: 75歲以上年齡組長者，比55-65歲及66-75歲

年齡組長者更多的使用認知重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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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完畢， 感謝你的聆聽

報告人： 李儀嘉指導老師： 蔡遠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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