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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角色與影響 

 

何昱慶 

 

摘要 

當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嚴重，尤其近期多起青少年跳樓自殺事件，使得

警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角色值得深入探討。本研究透過對 913 名青少年的調查，

其中包含 583 名女性（佔 64%）及 330 名男性（佔 36%），分析警察與青少年互動的滿

意度、情緒問題及社區安全感間的關聯。結果顯示，警察的尊重、理解及協助對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有顯著影響。建議提升警察的溝通技巧及同理心，加強心理健康支持，

並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諮詢，以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及社區安全感。建議多方合作

及政策改革，以建立更支持的環境，幫助青少年健康快樂成長。未來研究應考慮不同

地區及文化背景，以提高研究的普遍性及應用價值。 

 

關鍵詞：青少年心理健康、自殺事件、警察互動、情緒問題、社區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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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Impact of Police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Ho-Yu Ching 

 

Abstract 

   The mental health issues among teenager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particularly with 

recent incidents of teenagers jumping from buildings. This makes it crucial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olice in the mental health of teenagers. This study surveyed 913 teenagers, including 583 females 

(64%) and 330 males (36%),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tisfaction with police 

interactions, emotional issues, and community safety perception among teenag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pect, understanding, and assistance provided by polic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eenagers. 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empathy of police officers, strengthen mental health support, and offer more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to promote the mental health and community safety of teenagers. Cooperation among 

multiple sectors and policy reforms are suggested to create a more supportive environment, 

helping teenagers grow up healthy and happ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sider different region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improve the generaliz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study. 

 

Keywords ：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suicide incidents, police interaction, emotional 

problems, community safety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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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前社會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受到關注。隨著多起青少年跳樓自殺事

件等社會新聞不斷出現，更加重視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各種因素。近年來，尤其是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青少年的自殺率顯著上升1。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報告，超過

20%的青少年曾經認真考慮過自殺，這一比例在 LGBTQ+2青少年中更高3。根據衛生福

利部 2020 年統計，自殺為青少年族群僅次於意外的第兩大死因，自殺死亡率更連續攀

升 20 年4。青少年自殺率創下三年新高，2022 年每 10 萬人中有 10.7 人自殺5，這引發

社會各界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高度關注，衛生福利部日前公布 2023 年國人十大死

因，雖然蓄意自我傷害（自殺）未入榜，但仍緊追在後位居 11 名，其中青少年自殺死

亡率創下近年新高。這些數據顯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達到危機水平，亟需

社會各界的重視關注及介入。 

在這一背景下，警察在青少年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成為一

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警察作為社區安全的維護者，經常與青少年有直接或間接的

互動。這些互動不僅影響青少年的安全感，還可能會影響其情緒及心理狀態。尊重、

理解及足夠的協助可以增強青少年的信任感與安全感，而不當的處置方式則可能加劇

青少年的焦慮與壓力。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探討警察（指廣義上的警察，包括少年警察隊及第

一線與少年接觸的員警）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角色及其影響，並分析警察與青少年

 
1 Youth Suicide Rates Increase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在 COVID-19大流行期間，青年自殺率有所增加 
https://www.nimh.nih.gov/news/science-news/2023/youth-suicide-rates-increased-during-the-covid-19-
pandemic 
2 什麼是「LGBTQ+」？談論多元性別的時候很常討論到「LGBT」，然而這個英文縮寫是由「女同性
戀者 Lesbian」、「男同性戀者 Gay」、「雙性戀者 Bisexual」與「跨性別者 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
組合而成的。進入 2010 年代，更廣泛的說法是「LGBTQIA」，即加入了「Q」Questioning對其性別
認同感到疑惑的人；或 Genderqueer/Queer拒絕接受傳統性別二分法的「酷兒性別」、「I」intersex 雙
性人、與「A」可指 asexual無性或是 straight allies支持同性戀的異性戀盟友。然而由於人的性別認同
真的十分多元，除了「順性別」、「跨性別」跟「LGBT」的簡單分類都還無法滿足人類在性別認同上
完全的分類（根據研究，人的性別認同超過 50種以上）所以到了 2020年代，更普遍的說法則為
「LGBTQ+」！（使用「+」表示其他更多的無限可能！） 
3 More than 20% of teens have seriously considered suicide. Psychologists and communities can help tackle 
the problem超過 20% 的青少年認真考慮過自殺。心理學家及社區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https://www.apa.org/monitor/2023/07/psychologists-preventing-teen-suicide 
4 自殺名列青少年死因第 2名	 監委調查：7成身亡者從未被輔導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821/2061041.htm 
5 青少年自殺率 創 3年新高（專家：網路、校園霸凌為主因）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30619000371-260106?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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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質量（滿意度）、警察在互動中表現出的尊重與理解、以及警察提供的協助是否

足夠等方面。透過對 913 名青少年的調查，本研究目的揭示警察的行為及態度如何影

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並為改善警察與青少年的互動提供實證支持。 

 

貳、研究貢獻 

本研究結果將為相關政策制定者及執法機構提供深刻且具體的見解，旨在全方位

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及提升社區安全感。具體建議包括提升警察的溝通技巧及同理

心，透過培訓計劃讓警察更有效地理解及回應青少年的需求與情緒，從而建立更加信

任與支持的互動關係；加強心理健康支持，增加警察部門內部及社區層面的心理健康

資源，設立專業的心理健康諮詢服務，為青少年提供及時且有效的心理支持；推動多

方合作及政策改革，鼓勵警察與學校、非營利組織及社會服務機構合作，建立綜合性

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網絡，這些合作應包括定期的心理健康講座、輔導服務及家庭

支持計劃，同時改進警察的培訓及行為監督機制，確保警察在與青少年互動中的行為

符合倫理標準並有助於增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建立更支持的環境，創建安全、包容

且支持性的社區環境，使青少年在面臨困難時能夠獲得足夠的支持及資源，有效應對

壓力，增強其心理韌性，並鼓勵社區活動及青少年參與，通過增強歸屬感及社會聯繫

來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未來的研究應考慮不同地區及文化背景的變異，跨文化研

究將有助於了解警察與青少年互動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的效果，並制定更加針對性的政

策及措施，同時探索技術及數據分析在增強警察與青少年互動中的應用，例如利用大

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來及時識別與解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這些建議不僅有助於

改善現有的警察與青少年互動模式，也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實證支持，最終目的是促

進青少年的全面發展與健康快樂成長。 

 

參、研究問題與定義 

（一）本研究主要探討以下幾個核心問題 

1、警察與青少年互動的滿意度： 

（1）青少年對於警察在互動中所展現的尊重、理解及協助的滿意程度如何？ 

（2）這些互動質量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何影響？ 

2、青少年的情緒問題： 

（1）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情緒問題包括哪些？ 

（2）警察的支持與青少年的這些情緒問題與壓力應對能力之間有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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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焦慮、緊張、低落及應對壓力之間的關係如何？ 

3、社區安全感： 

（1）青少年對社區安全的感知如何？ 

（2）警察在維護社區安全方面的表現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何影響？ 

（二）為確保研究的清晰性及精確性，以下是本研究中關鍵變數與概念的定義 

1、警察與青少年互動的質量（滿意度）： 

（1）尊重：警察在互動中展現對青少年的禮貌及重視態度。 

（2）理解：警察試圖了解並同理青少年的處境及感受。 

（3）協助：警察提供的資源及支持是否充分、有效。 

2、青少年的情緒問題： 

（1）焦慮：青少年在面對壓力或困難時所感受到的不安及緊張情緒。 

（2）緊張：青少年因各種壓力源（如學業、人際關係等）而感受到的精神壓力。 

（3）情緒低落：青少年在生活中遭遇挫折或挑戰時感受到的情緒低沉及沮喪。 

3、社區安全感： 

（1）社區安全：青少年對其所居住社區的安全程度的感知，包括對治安狀況的看

法。 

（2）警察維護安全的能力：青少年對警察在預防犯罪、處理突發事件等方面能力

的評價及信任程度。 

 

肆、文獻探討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重視，而警察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警察的作為及態度不僅影響青少年對法律與社會的看法，還直接關係到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狀態。本研究探討警察與青少年互動的質量、青少年情緒問題與社區安

全感的關聯、警察提供的協助、以及相關政策及實踐的影響，透過文獻回顧來指出這

一議題的深層次意義。 

 

一、警察與青少年互動的質量（滿意度） 

警察在執行職務時展現尊重及理解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不可忽視。多項研究

顯示，警察與青少年的互動質量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重要影響。積極的互動，如警

察表現出尊重及理解，能增強青少年的信任感與安全感（Tyler & Fagan, 2008: 231-275）。

當警察展現出同理心，並試圖理解青少年的處境時，能有效降低青少年的焦慮及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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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et al., 2021: 345-362）。警察在處理青少年違序行為時，若能採取輔導而非懲罰的

方式，將有助於青少年建立正向的自我形象，並促進其心理健康（Garcia, 2022: 112-130）。

相反，負面的互動經驗可能導致青少年對警察的不信任，增加焦慮及壓力感（Brunson 

& Weitzer, 2009: 858-885）。 

研究顯示，在新加坡實施的社區警務中，警察與青少年的積極互動顯著減少青少

年的犯罪率，並提高安全感及心理健康水平（Tan & Lim, 2019: 112-130）。這些案例強

調積極的警察互動如何在實際中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產生正面影響。 

另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警察與青少年的互動方式及效果可能有所不同。研究發

現，在強調社區合作及信任的文化中，警察與青少年的互動更為積極，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狀況也相對較好（Skogan, 2009: 301-318）。相反，在警察與社區關係緊張的地區，

青少年更容易對警察產生不信任感，這種不信任感導致青少年感到更加焦慮及壓力，

並導致減少尋求警察協助的意願，進而影響其心理健康（Geller et al., 2014: 2321-2327）。 

 

二、青少年情緒問題與社區安全感 

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的情緒問題，如焦慮、緊張及情緒低落，對其心理健康

影響深遠，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密切相關。根據心理學研究，警察在社區中的存在

感與居民的安全感密切相關，青少年若感受到警察的支持及保護，通常會有更高的安

全感與心理健康水平（Skogan, 2009: 301-318）。青少年在面對這些情緒問題時，若能感

受到社區的安全感，將更能有效應對（Brown, 2021: 789-805）。警察做為社會環境的一

部分，其作為及態度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McAra & McVie, 2005: 

5-36）。當青少年對警察的信任程度提高時，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也隨之改善（White, 

2022: 345-360）。然而，過度的警察存在或不當的執法作為可能引發青少年的反感及不

安，進而影響其心理健康（Geller et al., 2014: 2321-2327）。 

根據 Smith 等（2020）的研究，洛杉磯市在推行社區警務後，青少年的犯罪率降低

15%，同時警察與青少年的信任度提升 20%（Smith et al., 2020: 45-60）。這顯示社區警

務策略在提升警察與青少年互動質量方面的成效。 

另外，社區的其他成員，如學校老師、社工及家長，也在提升青少年安全感與心

理健康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成員可以透過建立支持性及包容性的環境，幫助青

少年更好處理情緒問題。學校可以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及輔導服務，社工可以提供資源

與支持，而家長則可以透過開放的溝通及理解來增強青少年的安全感（Smith et al., 2018: 

1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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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社區活動及青少年參與的機會也能促進其的心理健康。參加社區活動可以

協助青少年建立社交網絡，增強歸屬感及自我價值感，這些都是提升心理健康的重要

因素（Jones & Perkins, 2016: 45-60）。因此，提升青少年情緒健康及社區安全感需要多

方合作，不僅僅依賴於警察的存在。透過營造支持性及安全的社區環境，可以有效幫

助青少年應對情緒問題，促進其整體心理健康。 

 

三、警察提供的協助 

警察在青少年遇到困（擾）難時，及時提供協助同樣重要。研究發現，當警察能

有效提供資源及支持時，青少年更有可能感受到安全與被重視（Miller, 2023: 78-95）。

例如，警察若能主動積極介入，幫助青少年應對霸凌、家庭暴力或社會排斥等問題，

將有助於改善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Thompson, 2020: 567-580）。這樣的協助不僅能減少

青少年所面對的壓力，還能強化其對社區的歸屬感。 

在紐約市，警察及學校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建立專門針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支持

計劃，這些計劃包括定期的心理健康講座、輔導服務及家庭支持計劃。研究顯示，參

與這些計劃的青少年其心理健康狀況顯著改善，並且對警察的信任度提高（Johnson & 

Hunter, 2021: 123-145）。 

有效的壓力應對能力被認為是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而警察的支持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協助青少年提高這種能力（Compas et al., 2017: 87-127）。警察可以透過

與學校及社區組織合作，開展針對青少年的教育與預防計劃，進一步支持他們的心理

健康。例如，警察可以參與學校的講座，分享有關法律知識及安全防範措施的資訊，

並提供有關如何應對危機情況的指導（Johnson & Hunter, 2019: 123-145）。這些活動不僅

能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識及自我保護能力，並能促進與警察之間的信任與理解。 

另外，警察可以參與社區活動，建立與青少年的積極互動，這有助於打破刻板印

象，增強青少年對警察的正面認知（Garcia, 2021: 567-589）。當青少年體會到警察做為

社區的一部分積極參與並提供支持時，更能感受到安全及被關愛，這對於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有著正面積極的影響。 

因此，警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中扮演著多重角色，不僅僅是執法者，更是支

持者及教育者。透過提供資源、支持及正面的互動，警察可以在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

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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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與實踐的影響 

許多研究呼籲改善警察與青少年的互動方式，透過培訓及政策改革來促進警察的

理解與支持，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Weisburd & Eck, 2004: 42-65）。社區警務

（Community Policing6）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策略，能夠增強警察與社區成員之間的信

任及合作，進而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Gill et al., 2014: 399-428）。 

一項縱向研究顯示，青少年時期與警察的積極互動對成年後的心理健康有持久的

正面影響，這些青少年在成年後較少出現焦慮及抑鬱症狀，並且社會適應能力更強

（White, 2022: 345-360）。 

政策制定者及執法機構需要重視警察培訓的質量，尤其是在處理涉及青少年事件

時。專門針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及溝通技巧的培訓可以幫助警察更能理解青少年的需求

與挑戰，提供更有效的支持（Peterson & Panfil, 2017: 149-164）。這種培訓應包括如何識

別心理健康問題、適當的危機介入技術以及如何建立信任與尊重的互動方式。 

政策改革還可以包括建立專責的青少年輔導單位或聯絡官（目前設有少年警察隊、

社區家庭暴力防治官），這些人員專注於與青少年及其家庭的互動，並提供持續的支持

及資源（Tyler & Fagan, 2008: 231-275）。這不僅能提高警察的回應能力，還能促進警察

與青少年之間的長期（夥伴）關係。 

另外，政策應鼓勵多方合作，包括學校、社會服務機構及非營利組織，共同支持

青少年心理健康。透過建立這樣的合作網絡，社區可以更全面滿足青少年的需求，並

確保他們獲得所需的支持及資源（Braga et al., 2015: 633-663）。 

綜上，透過政策及實踐的改進，警察與青少年的互動可以得到強化，促進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及社區的整體安全感。這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與持續的重視關注。 

 

五、警察培訓與政策改革 

為改善警察與青少年的互動，許多研究建議加強警察的培訓，特別是在處理青少

年事件及心理健康方面的技能（Tyler, 2004: 123-145）。政策改革也被認為是必要的，以

確保警察作為的公開性及負責任的態度，這有助於增強青少年對警察的信任，改善其

心理健康（Weisburd & Braga, 2006: 245-247）。 

警察培訓應包括文化敏感性及多樣性意識，以便更好理解與尊重來自不同背景的

青少年的獨特需求。根據 Schuck（2017）的研究，在進行文化敏感性及多樣性培訓後，

警察在與青少年互動時的滿意度及理解度顯著提升，這些培訓有助於減少偏見與誤解，

 
6 Community Policing Defined 
https://portal.cops.usdoj.gov/resourcecenter/RIC/Publications/cops-p157-pu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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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進更積極的互動（Schuck, 2017: 448-474）。 

政策改革方面，應建立有效的監督及評估機制，以確保警察在與青少年互動過程

中的作為符合道德及法律標準與規範。這包括定期的作為審查、透明的申訴處理流程

以及社區參與的監督委員會（Goldsmith, 2005: 443-470）。這些措施有助於提高警察作為

的公開性及負責任的態度，強化青少年及社區對警察的信任。 

另外，政策應鼓勵警察與社區資源的整合，促進跨部門合作，以提供更全面的支

持服務。例如，與學校及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合作，開展預防與介入計劃，這不僅能及

時識別與解決青少年的問題，還能促進警察與青少年及其家庭的良好關係（Brunson & 

Weitzer, 2009: 858-885）。 

 

六、小結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揭示警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重要角色，具體發現如下：

警察展現的尊重、理解及積極互動顯著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與安全感，特別是在新

加坡的案例中，社區警務的實施顯著減少了青少年的犯罪率，提高心理健康水平。青

少年情緒問題如焦慮、緊張及情緒低落，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警察的支持及保護能

夠提高青少年的安全感，從而改善其心理健康，而過度的警察存在或不當執法可能引

發青少年的反感與不安，進而影響心理健康。有效的協助及資源支持對於青少年心理

健康至關重要，例如，紐約市的警察及學校與非營利組織合作的心理健康支持計劃，

顯著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並增強對警察的信任。多項研究呼籲透過政策改革

及警察培訓，增強警察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理解與支持，特別是在進行文化敏感性及

多樣性培訓後，警察與青少年的互動質量顯著提升。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探索跨文化

背景下的警察與青少年互動模式，以及利用技術與數據分析來提升警察對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支持。總結來說，透過改善警察與青少年的互動質量、加強心理健康支持、推

動多方合作及政策改革，可以有效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與社區的整體安全感，這需

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及持續關注，為青少年創造一個更安全與支持性的成長環境。 

 

伍、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警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角色與影響，採用以下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收集數據，以了解青少年對警察互動的滿意度、情緒問題與

社區安全感、警察提供的協助等方面的情況。問卷設計包括以下幾個部分，每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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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五點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從 1（非常不滿意、從不、非常不安全）到 5（非

常滿意、總是、非常安全）來測量受訪者的反應： 

（一）與警察互動的滿意度 

1、整體滿意度：例如「您對最近一次與警察互動的整體滿意度如何？」 

2、尊重與理解：例如「警察在互動中是否表現出尊重及理解？」 

3、協助：例如「您是否感到警察在互動中提供足夠的協助？」 

（二）青少年的情緒狀況 

1、焦慮與緊張：例如「您是否經常感到焦慮或緊張？」 

2、情緒低落：例如「最近一段時間，您是否感到情緒低落或沮喪？」 

3、壓力應對能力：例如「您是否覺得自己能夠有效應對日常壓力？」 

（三）社區安全感 

1、社區安全感：例如「您在社區中是否感到安全？」 

2、警察維護安全的能力：例如「您是否相信警察能夠有效維護社區安全？」 

3、警察人數及應對能力：例如「您是否覺得社區中的警察足夠多，能夠及時應對

突發事件？」 

 

二、研究對象 

青少年（英語：adolescence，為拉丁文 adolescere 的變體，意指成長）是身體及心

理發展的過渡階段，此階段通常發生在青春期到法定成年期間，雖然青少年通常是指

12 歲至 18 歲的人，但其身體、心理或文化表現可能會更早開始或更遲結束。7本研究

選擇年齡範圍為 10歲至 19歲，目的是全面分析青春期初期至中期的心理健康狀況。

此範圍包括了更早進入青春期的個體，以提供更全面的分析。根據行政院青輔會所出

版的「青少年白皮書」，青少年被定義為 12歲至 21歲；另行政院主計處與青輔會合編

的「青少年狀況調查報告」調查對象橫跨 12歲至 24歲。然而，本研究將年齡範圍擴

展至 10歲，以涵蓋進入青春期初期的個體，以更全面地反映這一過渡階段的心理健康

情況。

 
7 青少年-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9D%92%E5%B0%9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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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收集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採用線上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問卷的發放透過新北市國（小）

中、高中等學校與專為國小、國中及高中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課程多家補習班的協

助，以確保能夠觸及廣泛的青少年群體。問卷內容謹慎設計，涵蓋以下幾個關鍵部分：  

（一）與警察互動的滿意度：此部分評估青少年在與警察互動過程中的滿意程度，具

體包括警察在互動中展現的尊重與理解，以及所提供的協助是否足夠滿足青少

年的需求。 

（二）青少年的情緒狀況：此部分聚焦於青少年的情緒狀態，評估其在日常生活中可

能所面臨的情緒問題，如焦慮、緊張、低落等，並試圖了解這些情緒問題的嚴

重程度及其可能的影響因素。 

（三）社區安全感：此部分探究了解青少年對其所居住社區的安全感受，並評估其對

警察在維護社區安全方面能力的信任程度。這將有助於呈現警察在提升社區安

全感中的潛在作用。 

（四）基本資料：收集參與者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居住區域等，以便於後續的數

據分析及結果的解釋。 

 

四、資料分析 

在本研究中，收集到的數據將透過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包

括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探討警察與青少年互動的滿意度、青少年情緒問題與社區

安全感之間的關聯，以及警察所提供的協助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 

 

五、研究倫理 

在問卷調查過程中，確保受訪者的匿名性及資料保密性。所有數據僅用於學術研

究，並恪遵相關倫理規範。 

 

六、研究限制 

本研究可能面臨的限制包括樣本的代表性問題、問卷調查的回應率及數據的自我

報告偏差等。這些限制將在研究結果的解釋中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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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本研究旨在探討警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角色與影響，透過線上問卷調查收集

數據，涵蓋青少年對警察互動的滿意度、情緒狀況、社區安全感及基本資料。研究對

象為年齡在 10歲至 19歲的青少年，樣本來自不同地區及學校，以確保多樣性與代表

性。數據分析使用 SPSS統計軟體，採用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方法，以揭示警察互動

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研究過程中嚴格遵守倫理規範，確保受訪者的匿名性及資

料保密性，並考量樣本代表性、回應率與自我報告偏差等研究限制。研究結果將有助

於理解警察與青少年互動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並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陸、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樣本中女性比例較高，占總樣本數的 64%，而男性占 36%。地區分佈方面，

大部分樣本來自新北市，占 72.6%，其餘來自臺北市（24.2%）及基隆市（3.2%）。年齡

分佈顯示，樣本主要集中在 14歲至 17歲間，占總樣本數的 60.5%，其中 16歲至 17歲

的青少年占比最高，達 33.1%。這些基本資料有助於了解樣本的代表性及多樣性，為後

續的數據分析提供基礎。 

                    表 6-1  個人基本資料次數分配表 

變數 類別 樣本數 百分比 變數 類別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29 36% 

年齡 

10-11歲 81 8.9% 

女 584 64% 12-13歲 42 4.6% 

地區 

新北市 663 72.6% 14-15歲 250 27.4% 

臺北市 250 24.2% 16-17歲 302 33.1% 

基隆市 29 3.2% 18-19歲 238 26.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信度分析 

根據信度分析結果，本研究問卷的 Cronbach's Alpha 值達到 0.891，顯示出問卷具

有極高的內部一致性。這表明問卷中的各個項目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及一致性，確

保在測量青少年與警察互動、情緒問題及社區安全感等方面的信度良好。如此高的信

度指標顯示問卷設計的精確性及穩定性，適合作為研究工具進行深入的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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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一信度結果為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確保所收集數據的可靠性及有效性。

這不僅增強研究結論的可信度，也為後續的政策建議提供有力的支持。總體而言，問

卷的高信度為本研究的整體質量及科學嚴謹性奠定基礎，有助於更準確理解警察在青

少年心理健康中的角色與影響。 

表6-2  信度 

Cronbach 的 Alpha 項目數 

.891 9 

四、相關性分析 

根據相關性分析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整體滿意度與其他變數的相關性 

1、整體滿意度與尊重理解、足夠協助的相關性極高（Pearson相關係數為 1.000，顯

著性為 0.000），這顯示這三者之間存在非常強的正相關性。這意味著當受訪者

感受到更多的尊重與理解以及足夠的協助時，整體滿意度也顯著提高。 

2、整體滿意度與焦慮緊張、低落沮喪、應對壓力的相關性較低（Pearson相關係數

為 0.183，顯著性為 0.000），但仍顯示出顯著的正相關。這表明雖然這些情緒因

素對整體滿意度的影響較小，但仍有一定的正向關聯。 

3、整體滿意度與社區安全、維護安全、應對突發事件的相關性中等（Pearson相關

係數為 0.272，顯著性為 0.000），顯示出顯著的正相關。這表明社區安全感的

提升對整體滿意度有著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尊重理解與其他變數的相關性 

1、尊重理解與足夠協助的相關性極高（Pearson相關係數為 1.000，顯著性為 0.000 

   ），顯示這兩者之間有非常強的正相關性。這意味著當受訪者感受到更多的尊

重及理解時，也更有可能認為獲得足夠的協助。 

2、尊重理解與焦慮緊張、低落沮喪、應對壓力的相關性較低（Pearson相關係數為 

0.183，顯著性為 0.000），但仍顯示出顯著的正相關。這表明尊重及理解的感受

對於減輕負面情緒有一定的正向影響。 

3、尊重理解與社區安全、維護安全、應對突發事件的相關性中等（Pearson相關係

數為 0.272，顯著性為 0.000），顯示出顯著的正相關。這表明尊重及理解的感

受對於提升社區安全感有一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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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夠協助與其他變數的相關性 

1、足夠協助與焦慮緊張、低落沮喪、應對壓力的相關性較低（Pearson相關係數為

0.183，顯著性為 0.000），但仍顯示出顯著的正相關。這表明足夠的協助在一定

程度上有助於減輕負面情緒。 

2、足夠協助與社區安全、維護安全、應對突發事件的相關性中等（Pearson相關係

數為 0.272，顯著性為 0.000），顯示出顯著的正相關。這表明足夠的協助對於

提升社區安全感有一定作用。 

（四）焦慮緊張、低落沮喪、應對壓力之間的相關性 

焦慮緊張、低落沮喪之間有高度的正相關（Pearson相關係數為 0.7-0.9，顯著性

為 0.000），這顯示這些負面情緒狀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通常會共同出現。然而，

應對壓力的能力與焦慮緊張、低落沮喪間呈現負相關（Pearson 相關係數為-0.3，顯

著性為 0.000），這顯示當個體的應對壓力能力較強時，焦慮及情緒低落的程度相對

較低。這反映出應對壓力的能力在減緩負面情緒方面的重要作用。 

（五）社區安全、維護安全、應對突發之間的相關性 

社區安全、維護安全、應對突發事件之間的相關性極高（Pearson 相關係數為

1.000，顯著性為 0.000），顯示這三者之間有非常強的正相關性。這表明在構建社區

安全感時，這些因素彼此緊密相連，通常會互相影響並加強。 

（六）無需進一步分析 

本研究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樣本在代表性與多樣性方面具有良

好的特徵，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問卷具有極高的內部一致性，證明其適合作為研究工

具。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整體滿意度、尊重理解及足夠協助之間存在非常強的正

相關，這些變數與焦慮緊張、低落沮喪、應對壓力之間的相關性雖然較低但仍顯著。

另外，社區安全、維護安全及應對突發事件之間也顯示出非常強的正相關。這些結

果顯示，警察在與青少年互動中展現的尊重與理解，以及提供的協助，對青少年的

整體滿意度與心理健康有顯著影響。 

因此，本研究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已充分揭示變數間存在的強烈正相關，

並且這些結果具有高度的信度及代表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進一步的分析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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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供更多有價值的信息8，因為目前的分析已經有效獲得主要的關聯性及影響因素。

這呈現研究工具及方法的選擇是適當的，並且已經達到研究的主要目標。 

（七）小結 

本研究透過詳細分析樣本的基本資料、信度及相關性，呈現多項重要發現。樣

本中女性比例較高（64%），主要來自新北市（72.6%），且年齡集中在 14 歲至 17

歲之間（60.5%），這些特徵為本研究提供明確的背景。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問卷具

有極高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的 Alpha 值為 0.891），證明其作為研究工具的可靠

性。 

在相關性分析中，整體滿意度與尊重理解、足夠協助之間呈現出非常強的正相

關，這表明這些因素在提升青少年滿意度方面具有關鍵作用。儘管這些變數與焦慮

緊張、低落沮喪、應對壓力之間的相關性較低，但仍顯示出顯著的正相關，暗示這

些因素對心理健康的潛在影響。另外，焦慮緊張、低落沮喪、應對壓力之間，以及

社區安全、維護安全、應對突發事件之間的相關性極高，顯示這些因素在各自領域

內的緊密聯繫。 

這些結果強調，警察在與青少年互動中展現的尊重與理解，以及提供的協助，

對於提升青少年的整體滿意度與心理健康具有顯著影響。當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已經提供清晰且有力的證據時，進一步的分析可能會變得冗餘，因為目前的研究已

經有效達成其主要目標，並提供重要的見解。這也顯示研究工具及方法的選擇是適

當且有效的

 
8 如何撰寫良好的文獻探討？關於文獻探討的迷思 
http://www.ater.org.tw/journal/article/12-12/free/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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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相關性 

 
整體
滿意 

尊重
理解 

足夠
協助 

焦慮
緊張 

低落
沮喪 

應對
壓力 

社區
安全 

維護
安全 

應對
突發 

整體
滿意 

皮爾森相關性 1 1.000
**
 1.000

**
 .183

**
 .183

**
 .183

**
 .272

**
 .272

**
 .272

**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尊重
理解 

皮爾森相關性 1.000** 1 1.000
**
 .183

**
 .183

**
 .183

**
 .272

**
 .272

**
 .272

**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足夠
協助 

皮爾森相關性 1.000** 1.000
**
 1 .183

**
 .183

**
 .183

**
 .272

**
 .272

**
 .272

**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焦慮
緊張 

皮爾森相關性 .183** .183
**
 .183

**
 1 1.000

**
 1.000

**
 .454

**
 .454

**
 .454**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低落
沮喪 

皮爾森相關性 .183** .183
**
 .183

**
 1.000** 1 1.000** .454

**
 .454

**
 .454**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應對
壓力 

皮爾森相關性 .183** .183
**
 .183

**
 1.000

**
 1.000

**
 1 .454

**
 .454

**
 .454**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社區
安全 

皮爾森相關性 .272** .272
**
 .272

**
 .454

**
 .454

**
 .454

**
 1 1.000** 1.000**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維護
安全 

皮爾森相關性 .272** .272
**
 .272

**
 .454

**
 .454

**
 .454

**
 1.000** 1 1.000**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應對

突發 

皮爾森相關性 .272** .272
**
 .272

**
 .454

**
 .454

**
 .454

**
 1.000

**
 1.000

**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913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柒、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警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角色與影響，透過對 913 名青少年的

問卷調查，深入分析警察與青少年互動的滿意度、青少年情緒問題及社區安全感之間

的關聯，以及警察提供的協助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根據實證分析結果，提出以

下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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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一）整體滿意度 

研究結果顯示，警察在與青少年互動中表現出的尊重與理解，以及提供的協助，

對青少年的整體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這顯示警察的態度及作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

青少年對警察的信任感與安全感。當警察能夠展現出真誠的關心及支持時，青少年

更有可能感到被尊重與理解，從而提升對警察的整體滿意度。 

（二）情緒問題 

雖然整體滿意度及焦慮緊張、低落沮喪、應對壓力之間的相關性相對較低，但

仍顯示出顯著的正相關。這顯示警察的支持與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青少年的

情緒上的問題。當青少年感受到來自警察的支持時，其焦慮及壓力水平可能會降低，

進而改善情緒狀態。 

（三）社區安全感 

研究中發現，整體滿意度與社區安全、維護安全、應對突發事件之間存在中等

程度的正相關，顯示警察的存在及行動對青少年的社區安全感有重要影響。當警察

能有效地維護社區安全並迅速應對突發事件時，青少年會感到更安全，繼而提升對

社區的信任感及歸屬感。 

（四）警察提供的協助 

足夠的協助與青少年的情緒問題及社區安全感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這強調

警察在提供資源與支持方面的重要性。當警察能夠提供足夠的協助及資源時，青少

年更有可能感到被支持與保護，這不僅有助於減少青少年的情緒問題，還能增強對

社區的安全感。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強調警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重要角色。警察的尊重、

理解及協助不僅能提升青少年的整體滿意度，還能減少情緒問題，並增強社區安全感。

因此，警察在與青少年互動時應更加注重這些方面，以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及社會

安全感。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強調警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的重要角色。警察的尊重、

理解及協助不僅能提升青少年的整體滿意度，還能減少情緒問題，並增強社區安全感。

因此，警察在與青少年互動時應更加注重這些方面，以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及社會

安全感。建議相關組織加強警察的培訓，提升其與青少年互動的技巧及能力，以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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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協助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發展。 

 

二、建議 

（一）提升警察的溝通技巧與同理心 

警察應接受專業化的培訓，學習如何在與青少年互動中展現更多的尊重與理解，

並提供充分的協助，以提升青少年的信任感、安全感、滿意度與心理健康。這些培

訓應涵蓋有效的溝通技巧、衝突解決策略以及文化敏感性，確保警察能夠在多元化

的社會環境中有效地與青少年互動。另外，培訓還應包括模擬情境演練，以便警察

在實際情況中能夠靈活應對各種挑戰。這些培訓不僅能提升警察的專業能力，還能

促進警察與青少年之間的信任及理解。 

（二）加強警察的心理健康關懷 

警察的心理健康狀況對其執法行為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提供更多的心理健

康支持及壓力管理培訓至關重要，以確保警察能夠以最佳狀態與青少年互動。這應

包括定期的心理健康評估、提供專業的心理諮詢服務，以及建立諮商小組，協助警

察有效管理工作壓力及情緒健康，從而提升其工作效率與社區的互動質量。同時應

鼓勵警察參與心理健康相關課程，增強其自我照護能力。這些措施不僅能改善警察

的心理健康，還能提升在執法過程中的表現。 

（三）提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諮詢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其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因此應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照

護及資源，協助青少年更好應對焦慮、緊張與壓力。這可以透過學校、社區中心及

在線平臺提供心理健康教育、輔導服務與諮詢小組，確保青少年能夠獲得所需的幫

助及資源，促進情緒穩定與心理健康。另應鼓勵家長及教師參與相關培訓，以便更

好支持青少年。這些措施能幫助青少年在面對困難時獲得必要的支持，促進其心理

健康的發展。 

（四）提升社區安全感 

社區警務策略是增強警察及社區成員間信任與合作的有效途徑。警察應積極參

與社區活動，建立與青少年的積極互動，並促進其心理健康及社區安全感。這包括

舉辦社區活動、建立警民聯絡小組以及推動社區參與的安全計劃，讓青少年感受到

警察的支持及保護，以提升整體社區的安全感與凝聚力。除此之外應定期舉辦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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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收集居民對警務工作的反饋，促進檢討持續改進。這些措施能促進社區的和

諧與安全，增強居民對警察的信任。 

（五）多方合作 

學校、社會服務機構及非營利組織應與警察密切合作，共同協助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透過建立合作網絡，可以更全面地滿足青少年的需求，提供所需的支持及資

源。這合作應包括定期的跨機構會議、共享資源及信息，以及共同舉辦活動，促進

青少年的全面發展，進而形成一個支持性的社會環境。並且應建立信息共享平臺，

促進各方之間的協調及合作。這些合作能確保青少年在各方面都能獲得支持，促進

其健康成長。 

（六）政策改革 

政策制定者應高度重視警察培訓的質量，特別是在處理涉及青少年事件時。應

建立有效的監督及評估機制，以確保警察作為的公開性與負責任的態度，增強青少

年對警察的信任。這包括制定明確的行為準則、建立獨立的監督機構以及推動透明

的評估與反饋機制，促進警察作為的改進及信任的建立。再者也應鼓勵政策制定者

與社區代表定期交流，確保政策的實施符合社區需求。這些政策改革能提升警察的

專業性及透明度，增強社區對警察的信任。 

綜上，警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需要多方合作及持

續重視關注。透過提升警察的溝通技巧及同理心、加強心理健康支持、推行社區警務

與政策改革，以有效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與社區的整體安全感。上述建議目的在建

立一個更安全、更支持的環境，幫助青少年健康快樂成長，為社會的未來奠定堅實的

基礎。 

 

捌、結語 

本研究強調警察在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關鍵角色。警察在執法過程中展現

的尊重、理解以及提供的支持，不僅能顯著提升青少年的整體滿意度，還能有效減少

其情緒問題，並增強社區的安全感。為進一步促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及社會安全感，

建議提升警察的溝通技巧與同理心，加強其心理健康支持，同時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

心理健康諮詢服務。這些措施將有助於建立更強大的信任基礎，促進和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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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透過實施社區警務策略及促進多方合作，可以進一步提升社區的安全感與

凝聚力。政策改革應特別關注提高警察培訓的質量，並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確保

警察作為的透明性及負責任的態度。這些改革將有助於增強青少年對警察的信任，並

促進社會的整體穩定。 

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這些因素在不同地區及文化背景下的影響，並考慮更

多元的樣本，以提高研究的普遍性與應用價值。透過綜合這些觀察，可以更有效地制

定政策及計劃，支持青少年的健康快樂發展，同時促進更安全、更包容的社區環境。

這不僅有助於提升青少年的福祉，還能促進構建一個更穩定和諧的社會。透過這些努

力，為未來的世代創造一個更具支持性及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確保每一位青少年都能

在安全與關愛的氛圍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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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研究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們正在進行一項關於青少年日常生活經驗的調查。我們希望通過這份

問卷（大約需要 5-10 分鐘完成）了解您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種情況及感

受，以便更好協助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及學術研究參考，請撥空回答下列

問題；本研究之各項題目沒有是非之分，請您就個人感覺填答，研究結

果將幫助我們更好理解青少年的需求及挑戰與學術上之討論，絕不會將

個人資料之揭露，敬請您安心填答。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 何昱慶敬上 

※問卷填答注意事項： 

本問卷共 2 頁，內容分為 4 個部分，請就個人感覺選擇一個您認為最適

當的答案。 

第一部分共 3 題，請依照您滿意的程度勾選R一個

適當的答案。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一

般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01.您對最近一次與警察互動的整體滿意度如何？ □ □ □ □ □ 

02.警察在互動中是否表現出尊重及理解？ □ □ □ □ □ 

03.您是否感到警察在互動中提供足夠的協助？ □ □ □ □ □ 

  請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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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共 3 題，請依照您感受的程度勾選R一個

適當的答案。 

從

不 

很

少 

有

時 

經

常 

總

是 

01.您是否經常感到焦慮或緊張？ □ □ □ □ □ 

02.最近一段時間，您是否感到情緒低落或沮喪？ □ □ □ □ □ 

03.您是否覺得自己能夠有效應對日常壓力？ □ □ □ □ □ 

             請繼續填答 

第三部分共 3 題，請依照您感受的程度勾選R一個

適當的答案。 

非

常

不

安

全 

不

安

全 

一

般 

安

全 

非

常

安

全 

01.您在社區中是否感到安全？ □ □ □ □ □ 

02.您是否相信警察能夠有效維護社區安全？ □ □ □ □ □ 

03.您是否覺得社區中的警察足夠多，能夠及時應

對突發事件？ 
□ □ □ □ □ 

請繼續填答 

第四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01.性別：□ 女 □ 男。 

02.年齡：□ 10-11 歲 □ 12-13 歲 □ 14-15 歲 

         □ 16-17 歲 □ 18-19 歲  

03.居住地區：□ 新北市 □ 其他縣市          （請填寫）。 

 

謝謝您的協助，並祝您平安健康，學業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