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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
之研究-以國中基本學力測驗 

數學領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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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領域基本學力測驗之影響。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臺中市公立國民中學436位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結
論如下：（一）數學學習動機的4個指標中，以目標導向的因素負荷量最高。（二）
數學學業成就的2個指標中，以基本學力測驗的因素負荷量最高。（三）家長社經地
位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有直接效果，其中以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
的效果較高。（四）家長社經地位透過數學學習動機之中介效果，間接影響數學學業
成就。（五）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具有預測力。根據研究發
現之結論，提出以下之建議：（一）善用增強原理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其學業成
就。（二）辦理各項數學競賽活動，提供學生數學學習成功經驗。（三）辦理中低社
經地位家長親職教育活動，協助其提升子女的數學學業成就。（四）未來研究宜採用
數學標準化成就測驗，代表數學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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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數學是一切科學教育的基礎，亦是一門心理運思和邏輯推理的學科，數學不僅與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數學成就高低對國家科學技能與經濟發展更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世界各國都十

分重視數學教育的紮根，也致力於推展數學教育，我國當然也不例外。歷年來我國在數學教育

的推展上一直受到考試制度的影響，從數學教育政策、教學及學習方法，都以考試為依歸。然

而近年來國內社會環境變遷快速，教育政策與升學制度更迭頻繁，以聯考制度為主軸的教育方

針，在隨著社會經濟變遷後有著顯著的改變，教育部自1996年以來進行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政

策，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政策為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之「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數學學習領域」的課程目標中清楚地陳述：數學課程的發展應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各階

段學生的身心與思考型態的發展歷程，提供適合其能力與興趣的學習方式，據以發展數學學習

活動（國教專業社群網，2004）。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改變，是否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

提升其數學學業成就？

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因素很多，例如：家長社經地位、學習動機等。社經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被視為是一個整合性指標，其內涵包括教育程度、收入、資產、職業

等，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數學學業成就之影響已被諸多研究證實(Chen, Lee, & Stevenson, 1996 
; Fuligni, 1997 ; Keith, Keith, Quirk, Sperduto, Santillo, & Killings, 1998 ; Ma, 2005 ; Marks, 2006 ; 
Papanastasiou, 2002)，這些研究一致地指出父母的社經地位愈高，學生的數學學業成就也就愈

好。然而學者亦指出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的數學學業成就除了具有直接的影響之外，也存有間

接地影響。換言之，社經地位高的家長可以替孩子創造一個較具支持性和刺激性的環境；時常

鼓勵並稱讚孩子，激發其學習動機；提供一個適合學習的環境等；進而提升其學業成就，特別

是數學科目，孩子更容易因為高社經地位父母所提供之有利的環境而受益（吳素援，2004；
Kung, 2002）。

McCown、Driscoll和Roop(1996)指出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很複雜的心理過程，認為學生的

學習可能受到個人的目標、信念、自我概念、環境、別人的期望及社會價值等因素的影響。

Zimmerman (1997)指出，在相同的學習環境及條件下，有些學生能有效地學習，有些學生卻認

為學習是件難事。所以，即使學習環境相同，學生的學業成就卻可能因動機而有所差異，目前

有一些探索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過去有許多研究更指出學生的學習動機對學生學

業成就及行為有重要的影響（丁月理，2005；黃惠卿，2004；Bong, 2004; Hampton & Mason, 
2003），學生學習動機高，學業成就也越高（吳淑珠，1998；黃淑娟，2003；郭秀緞，2002；
劉靜宜，2003）。

學習動機是指在學習歷程中，凡能促使學生自動學習的行為，引起學生學習並維持已引起

的學習活動，導致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亦指努力追求進步，以期

達成所渴望目標的內在動力；或從事某種工作活動時，個人自我投入、精益求精的內在傾向；

或在不順利的情境中，衝破障礙、克服困難、奮力追求目標的內在傾向（張春興，1996）。綜

合各家之說，學習動機可分為下列幾種類型(Bandura, 1977; Eccles,1983; Heider, 1958; Pintrich, 
Smith, Garcia & McKeachie, 1991)：包括目標導向、自我效能、歸因型態、工作價值等四個向

度。本研究擬利用這四個內涵進行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自教育部「高中多元入學方案」公佈實施後，國內高中入學制度似乎邁入一個新的里程。

在多元入學方案設計下，揚棄了以往聯考「一試定江山」的方式，國中畢業生可以在每年兩次

的「國中學科基本學力測驗」成績中，選擇較優異的一次成績做為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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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專科學校的登記入學參考成績；另外，高中、高職、五專等學校的「申請入學」與「甄

選入學」，也在尊重多元能力的考量下，進一步採用了面試、資料審查等方法來區辨學生的若

干能力（教育部，2000）。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為標準化測驗，有嚴謹的命題、修審題、預試及

組題過程，而數學領域基本學力測驗主要內涵包含數、形、量基本概念之認知、具運算能力、

組織能力，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了解推理、解題思考過程，以及與他人溝通數學內涵的能

力，並能做與其他學習領域適當題材相關之連結（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

會，2007）。因應基本學力測驗之模擬練習，臺中市由26所公立國民中學各領域教師輪流命題

各科進行模擬考，每學年度均有八次的模擬試題，而每次模擬考由2～3所學校進行各科的命

題，其中以第七次、第八次模擬考測驗為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之範圍。

學業成就是指學生在學校裡，經由一定的課程、教材，透過學習後，所獲得的知識和技

能，通常是以學校考試成績或由學業測驗上所獲得的分數代表之。也是指經由學校教學後，學

生在各類學科上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可以以測驗的方式或老師的評定來衡量學生的學習結果

（余民寧，1987）。本研究欲以數學領域基本學力測驗與模擬考成績作為數學學業成就之指

標，探討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之影響。

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國中三年級學生數學學習動機與數學學業成就現況。

   二、探討國中三年級學生其家長社經地位、數學學習動機與數學學業成就之關係。

   三、分析國中三年級學生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之預測力。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包括家長社經地位的定義與內涵；學習動機之意涵與類型；學業成就之

定義與評量；家長社經地位、學習動機層面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茲析述如下：

一﹑	家長社經地位的定義與內涵

社經地位(SES)是一個包含資源與聲望的整合性指標。在資源方面，測量物質資源、社會

資源和資產，包括收入、財富與教育程度；在聲望方面，測量個人在社會階級中的地位，評估

個人的職業聲望等。測量家長社經地位較常用的測量指標包括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等，以下

分項說明之。

（一）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是常用的社經地位指標，象徵個人所擁有可取得實質的社會、心理、及經濟資源

的必要技能，亦可視為收入與職業之取得的前置因素。教育程度這個社經地位指標可以連續

變項或序位變項的形式表示，其最大優點是易測、穩定，同時也較無拒答的問題，該指標的

缺點亦在其不隨時間有所變動的性質，不盡然能反映個人日後在經濟面上的提昇(Ross & Wu, 
1996)。

（二）職業

職業是另一個最常使用的社經地位指標之一，職業階級可反應職業聲望與工作責任上的差

異。最知名而悠久的職業登記資料存在於英國，其分類方式由乃按戶長之職業的專業程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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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低分成六個階級：高級專業或經理人員，如會計師、醫師、律師；初級專業或經理人員，

如經理、護士、教師；監督及初級/例行性的非勞力工人，如辦事員、秘書、店員；技術勞

工，如公車司機、木匠、屠夫；半技術勞工，如農夫、車掌、郵差；非技術勞工，如清潔工、

碼頭工人、勞工(Ross & Wu, 1996)。

（三）綜合指標

國內最常見的綜合指標乃是採林生傳（2005）參照Hollingshead所設計之社會地位二因素

「教育程度、職業」指數(Two-fa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計算，以呈現社經地位。此指數將

教育程度與職業水準各分為五個等級，並把兩者的分數加權的方法，將量表分為父母親的教育

程度與職業兩部分，計算時，分別以父母親教育指數和職業指數較高的一個為代表，並分別乘

以4與7，再行加總。

綜合上述，家長社經地位之衡量方式指標包含家長教育程度、家長職業與綜合前兩者之綜

合指標等。本研究將以較穩定且常用之父親職業、母親職業、父親教育程度與母親教育程度等

四種變項作為衡量家長社經地位之觀察指標。

二﹑	學習動機的意涵與類型

何謂動機？張春興（1994）指出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導使該一

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歷程。而學習動機是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使該活動

趨向教師所設定的內在心理歷程（張春興，1996）。教學效果的良窳並非單方面決定於教師的

教，而是決定於教師與學生雙方互動中學生的學，故培養學生的學習動機，應是提升學生學習

表現的有效途徑（張春興，1997）。Pintrich 與 De Groot(1990)則認為學習動機是指學習者對學

習工作、學習內容、學習結果、學習能力等方面的價值、期望與情感，亦是學習者追求成功的

一種心理需求，是影響學業成就的主因之一。

綜合各家之說，學習動機可分為下列幾種類型：

（一）目標導向(goal	orientation)

分為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兩項，指為學生尋求達到某種目標所表現出來的行為 
(Pintrich et al., 1991)。內在目標導向(intrinsic goal orientation)係指學生以學習是否可達精熟、是

否可以滿足其求知欲和是否有挑戰性(challenge)的程度為導向。換言之，內在目標導向其學習

的目的在於滿足個人內在的需求，並從學習本身獲得成就感。Pintrich等人認為內在目標導向的

人，在學習的過程中會表現出好奇、追求挑戰性、追求徹底瞭解、喜好學習等特質，但由於少

有專門測量內在目標導向之工具，故本研究經過文獻的整理與歸納後，將內在目標導向操作化

為好奇心、挑戰性、精熟、喜好學習。外在目標導向(extrinsic goal orientation)係指學生在大部

分課程中，是以追求成績分數、外在表現或尋求他人的認可為依歸，其學習目的在於可能產生

的外在附加價值，此附加價值與學習本身沒有直接的關係。依據Pintrich等人（1991）所發展的

「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外在目標導

向傾向重視成績表現、與他人的比較及重要他人的評價，例如父母、朋友與師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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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Bandura(1977)認為自我效能是指依據經驗對自己希望能夠達成某一項工作能力的評估。學

習的自我效能是指學生對於自己是否學會技巧、有能力去完成特定目標所抱持的信念。本研究

是指學生學習數學過程中，對於個人能力的信心程度，包括成功學習的可能性、及個人能力的

評估，例如有沒有信心瞭解數學學習內容、或在學習過程中表現良好。

（三）歸因型態(attribution	style)

歸因型態乃指學生對自我行為表現及環境發生事件的歸咎原因，可分為內在歸因(internal 
attribution)與外在歸因(external attribution)。內在歸因是將行為之發生解釋為當事人性格（或心

理）因素使然，也稱為性格歸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例如成功是因為個人能力或努力，

失敗是因為個人能力不足或不努力等(Heider, 1958)。外在歸因將行為之發生解釋為情境（或環

境）因素使然，亦稱為情境歸因 (situational attribution)，例如成功是因為老師教的好或課程容

易，失敗是因為老師教得不好或課太難等(Heider, 1958)。

（四）工作價值(task	value)

指個人對於學習工作的重要性、效用性及興趣的看法（程炳林，1991；Eccles, 1983）。本

研究所探討的是學生學習數學過程中之工作價值，亦即學生對學習數學中追求帶來滿足與愉悅

的活動。學生的學習信念表現在課業的自我概念及視學科的價值與課業表現方面有相當密切的

關係，是指學生在學習數學過程中，對學學習過程及數學本身的評價。學習數學帶給學生的價

值有三：1. 數學能協助個人達成重要的目標；2. 學習或使用數學的過程是有趣的，能滿足個人

的興趣；3. 數學能被廣泛的應用並帶來效益。

三﹑	學業成就的定義與評量

「學業成就」是指由正式課程、教學設計的特定教育經驗而獲得的知識、理解和技能 
（繆敏志，1990），也是指個體在某方面所表現的實際能力，這種實際能力乃是其先天遺傳與

在後天環境中努力學習的結果（張春興，1996）。學業成績、學業成就、學業表現或學業平均

成績，有時概念都是一致的（黃富順，1974；余民寧，1987）。張春興（1996）指出「成就」

有三種意涵：（一）是指個人或團體行動之後，能夠成功地達到所欲追求的目標。（二）指在

某種領域內達到某種成功的水準（如獲獎）或程度（如得學位）。（三）指在學業成就上得到

的分數。依此而言，學業成就是透過學習歷程而達到某一水平的知識或技能。

教學評量是教學歷程中重要的一環，而教學評量本身即是一種手段，而評量的最終目的是

改進教學效能，提升教學品質。學業成就就評量的時間而言，可能是形成性評量，也可能是總

結性評量；就評量的工具而言，可能是正式的、標準化的成就測驗，也可能是由老師或學習者

非正式、主觀的認知；就學業成就的指標而言，可能是成就測驗上的得分或學業成績，也可能

是某種行為上的改變。學業成就是透過學習歷程而達到某一水準的知識或技能，或是透過學習

的歷程所獲致較為持久的學習結果（簡茂發、何榮桂、張景媛，1998）。

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是屬於標準化成就測驗的一種，可說是較為客觀公正的評量測驗工

具，其測驗結果很容易被瞭解。此外，台中市國中大部分的學校都採用聯合命題的方式來考

試，常被拿來作為衡量學業成就的標準，測驗成績如段考或期末總成績，也用可以來衡量一個

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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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長社經地位、學習動機層面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一）家長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

在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學業成就方面的研究甚多，多數研究均支持家長社經地位愈高，

學生數學學業成就也愈好（吳素援，2004；林清標，1998；謝亞恆，2005; Chen et al., 1996； 
Fuligni, 1997； Keith et al., 1998； Kung, 2002； Ma, 2005； Marks, 2006； Papanastasiou, 
2002）。例如：吳素援（2004）發現家庭背景（家庭收入、父親教育、父親職業）會直接影響

學生數理成就表現；也會透過其他參與方式來間接影響學生的數理成就。林清標（1998）以教

育資源作為中介變項，研究結果顯示父母背景變項必須透過中介變項才會影響學業成就。其他

學者的研究結果也指出高社經地位的家長對孩子的學業會有較正向的態度；會藉由提供較多資

源來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與自信心以幫助其學習；也會與孩子有較多的溝通以利孩子在學習上

可以自我調整(Chen et al., 1996； Fuligni, 1997； Kung, 2002)。這些研究均清楚指出家長社經地

位不僅對學生學業成就有直接的影響，也會藉由其他中介變項之作用，間接預測學生的學業成

就。

（二）目標導向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國內外針對目標導向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眾多，例如：就不同的教育階段的研究而

言，有Georgios(2006)對小學學生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具強烈目標導向的學生學業成就高，而

低成就則與低目標導向相關。Levy-Tossman, Kaplan與Assor (2007) 針對200名七年級的學生與3
名猶太以色列七年級學生進行研究青少年目標導向、學業成就與友誼之間的關係，發現彼此之

間有顯著的相關性。Howell 與Watson (2007)在170位大學生中研究成就目標導向與學習策略之

間的關係，發現慣用的認知學習策略對學業成就具有預測力，而肯定的目標取向亦會有較正面

的成就表現。廖真瑜（2004）以961位學生為研究樣本，當國中學生具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時，

也會對學習的任務持有較高的興趣。自我效能、目標導向、課業任務價值模式對學業延宕具有

預測力。

Radosevich, Vaidyanathan, Yeo與Radosevich (2004)針對132名學生於10個星期中進行目標導

向與自我調整過程在學業成就上的影響，發現正面目標導向與自我調整有辨識力的學生在學業

成就上有較好的表現。Gutman (2006)從居住在低收入學區的50個非洲裔美國人的家庭進行抽

樣，結果發現在非洲裔美國人在高中轉變時期的數學成就中，目標導向的學生學業成就表現較

佳。

綜合以上的研究，目標導向與學業成就具有高度正向相關，且目標導向會對學業成就有預

測力。

（三）自我效能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Schunk 與 Ertmer (2000) 提出學業自我效能影響自我調節學習的進行，乃透過表現及自我

反應的歷程。當學生相信他們在學業任務上能有所表現，就會使用更多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

略，並且不在乎之前的學業成就或能力基礎如何，工作更努力、更持久並且能面對逆境。所

以，強調「自我效能」與學習策略運用之間的關係，間接提昇了學業表現。

Pajares (2002)則認為有較高的效能知覺，會有較高的努力動機、韌性及復原力。自我效能

信念也影響著大部分感到壓力和焦慮的學生，當他們面對他們的任務時，有信心的學生慎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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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他們的任務，欠缺信心的學生總要歷經很大的憂慮。在語言藝術等相關領域，男生與女生

有相似的學習效能，但女生的學習成就通常較高，所以性別、動機與學習成就之間的研究，要

考慮年級與學科領域的差異。

Gerhardt 與 Brown(2006)研究自我效能發展上的個人差異，發現在高正面情感作用對自我

效能有巨大的影響，而保持最初程度的自我效能對目標導向與效能發展的交互作用扮演一個很

重要的角色。

Swalander與Taube(2007)針對4018位學生進行研究，發現女生在敘述與說明的閱讀能力較

佳，而男生在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控制期望上有較好的學業成就。

林麗華（2001）愈是追求趨成表現目標的學生，也擁有愈高的自我效能，當目標導向愈突

出時，沒有和課業壓力有直接的相關。表現目標愈突出時，自我效能愈高、間接知覺到課業壓

力愈低，但同時此目標導向愈突出時，進行向下比較的頻度也愈高，間接知覺到的課業壓力愈

高。

陳世文、古智雄（2003）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學童具有高度的自我效能，但是部份學童

反應出非理想性的成敗歸因，可能影響後續學習。實施歸因遷移教學處方後，原住民學童自然

科學習的自我效能有所提升，學業成敗歸因則具正向的遷移情形。

廖真瑜（2004）以961位學生為研究樣本，當國中學生具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時，也會對學

習的任務持有較高的興趣。自我效能、目標導向、課業任務價值模式對學業延宕具有預測力

從上述的研究中，顯示自我效能與學業成就有關，以Zimmerman為首的學者們，歸納出動

機理論中，「自我效能信念」、「自我調節學習策略」兩者與成功學習之間，具有相當大的影

響力。接著學者陸續提出，自我效能信念對動機與學業表現有很高的預測力(Zimmerman, 1989; 
Zimmerman & Bandura, 1994; Zimmerman & Martinez-Pons, 1990)。

（四）歸因型態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成敗歸因影響學業成就表現，Heider(1958)及Weiner(1979)等學者提出一個主張，認為在

有關成就的情境中，人們傾向將失敗或成功歸因於四個因素類型當中的某一型，包括能力

(ability)、運氣(luck)、努力(effort)、或是作業的困難度(difficulty of the task)等。這些歸因會決定

人們對於自己的感覺、對於成功的預測、及未來的作業表現是否會更努力或不努力的可能性。

因此，歸因會影響對成功的期待、情緒性反應及學業成就相關作業時的堅持性。

Anazonwu (1995)研究顯示，通過測驗的學生中，能力、努力歸因的人數比例較工作或運

氣歸因的人數比例高；未通過測驗的學生中，工作、運氣歸因的人數比例較能力、努力歸因的

人數比例高；換言之，表現成功的學生傾向內在歸因，而表現失敗的學生則是傾向外在歸因。

Bempechat, Nakkula, Wu與Ginsburg (1996)發現高成就的五、六年級生比低成就者更將數學成功

歸因於能力。低成組學生比高成就組學生在失敗時易較歸因於自己能力不好。

Berry與Plecha(1999)研究顯示，努力歸因與國小六年級學童的國語科和數學科學業成就有

顯著正相關。

Georgiou (1999)研究除了指出高成就的學生將成功歸因於努力與能力外，尚發現低成就的

學生會歸因於老師、父母及運氣。亦發現，歸因於努力、能力與其它內在因素與學業成就有正

相關，而歸因於運氣和外在因素與學業成就有負相關。

Vlahovic-Stetic、Vlasta與Lidija (1999)高成就的資優小學生比低成就者更不會將成功歸因於

努力。

毛國楠（1997）研究發現，高能力者有自我強化的現象，在學習動機目標導向也呈現較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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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情況，兼顧知識的增長與成就表現，而低能力者呈現習得無助的動機類型，將失敗歸因於

能力差、運氣不好，有逃避學習的傾向，且其學習策略也不佳。

陳世文、古智雄（2003）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學童具有高度的自我效能，但是部份學童

反應出非理想性的成敗歸因，可能影響後續學習。實施歸因遷移教學處方後，原住民學童自然

科學習的自我效能有所提升，學業成敗歸因則具正向的遷移情形。

綜合以上的研究，歸因型態與學業成就具有高度正向相關，且歸因型態會對學業成就有預

測力。

（五）工作價值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工作價值指學習興趣，Frank與Lewin兩位心理學家，在1930 年代提出「未來期望」(future 
time perspective)是影響人們動機的重要關係。Pintrich與De Groot (1990)在學習動機之工作價

值、自我效能與學業成就呈正相關。Bacon (2005)認為正面心理學的兩項工作的價值會影響學

業成就，亦即代表創造性的聚焦力量與代表智慧的平衡力量。吳青蓉（1998）指出近十幾年

來，內在價值的觀念也逐漸被引用到教育情境的研究上。劉政宏（2003）研究發現對於學業越

有正向學習自我價值的學生，其學習動機將越高，而對於學業越有負向學習自我價值的學生，

其學習動機將越低。

從上述研究發現，家長社經地位、學習動機和學業成就具有相關性，本研究欲探討家長社

經地位能否藉由學習動機之中介效果，進而影響學生之數學學業成就。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中市國中學生家庭社經地位、數學學習動機與數學學業成就之關係，依

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的探討，以下就本研究之研究模式、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處理與

分析等，分述如下。

一﹑	研究模式

依據文獻探討結果，建構出研究假設模式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家庭社經地位包括父親

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母親職業；數學學習動機包括目標導向、自我效能、歸

因型態、工作價值等四個層面；數學學業成就包括「臺中市第七次聯合命題模擬考」以及「中

投區第一次基本學力測驗」中之數學成績。

如圖1所示，研究變項包含一個外衍變項：家庭社經地位；二個內衍變項：數學學習動機

與數學學業成就。本研究試圖瞭解家庭社經地位對數學學業成就；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

就是否有直接的影響。同時將數學學習動機視為中介變項，探討家庭社經地位透過數學學習動

機，間接影響數學學業成就。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包括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之檢驗，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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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模式

（一）測量模式假設

1.「家庭社經地位」可由四個觀察變項：「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父親  
             職業」、「母親職業」呈現。

2.「數學學習動機」可由四個觀察變項：「目標導向」、「自我效能」、「歸因形態」、 
           「工作價值」呈現。

3.「數學學業成就」可由兩個觀察變項：「臺中市第七次聯合命題模擬考」、「中投區第 
             一次基本學力測驗」呈現。

（二）結構模式假設

結構模式檢驗「家庭社經地位」對「數學學習動機」、「數學學業成就」之關係。

本研究除探討家庭社經地位、數學學習動機與數學學業成就間之關係，也欲了解數學學習

動機與數學學業成就之現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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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臺中市教育局公佈之「95學年度國中班級數核定表」，以臺中市26所公立國民中

學（含忠明、惠文、西苑三所市立高中國中部）之國中三年級學生為母群體，抽樣分預試及正

式調查兩部分，說明如下。

（一）預試樣本

本研究以台中市漢口國中、安和國中為預試樣本學校，預試施測共發出調查問卷138份，

回收136份，有效問卷數為136份；回收率為98.6％，有效問卷率為98.6％。抽取預試樣本之目

的在於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進行初步題目之篩選，預試資料經因素分析後，可參考組成該因

素的內涵與負荷量以利命名。

（二）正式樣本

正式施測以分層隨機取樣方式進行，共發出調查問卷445份，回收445份，扣除填答不全的

9份後，有效問卷數為436份；回收率為100%，有效問卷率為98%。

三﹑	研究工具

（一）家長社經地位資料

本研究的家長社經地位變項，以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及父母親的職業為主，計算方式採林

生傳（2005）參照Hollingshead所設計之社會地位二因素「教育程度、職業」指數(Two-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

（二）數學學習動機量表

研究工具為自編之「數學學習動機量表」，量表內容採用吳靜吉與程炳林（1992）修

訂的「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MSLQ)之「動機量表」部分，此量表根據Pintrich、Smith 與 
Mckeachie(1991)之MSLQ動機量表修訂而來，並將原試題敘述改編為數學科之學習動機，以適

合本研究之需求。

數學學習動機量表內容包括目標導向、自我效能、歸因形態、工作價值等四個層面。採

用Likert-scale五點量表，從「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

意」五等級程度。分數從5分至1分，分數越高，表示該學生在各構面的認同度高，反之則表示

愈低。

確認預試問卷之內容效度後，共發出138份預試問卷進行施測，問卷回收後即以內部一致

性效標分析與相關分析法進行項目分析以修正量表題目，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即高、低分組的

t檢定，若決斷值達到顯著水準，即視為好的題項；相關分析法考驗各題項與總分之相關，若

達顯著即代表試題可保留；經由項目分析刪題後，再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篩選試題。「數學

學習動機量表」最後之正式量表試題計有26題，參考了組成該因素的內涵與負荷量分別予以命

名。本研究再Cronbach’s α考驗「數學學習動機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各構面之α係數

介於 .52～.89之間，總量表的α係數為 .94，可知此量表之內部一致性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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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學業成就

本研究中所採之數學學業成就包含「臺中市第七次聯合命題模擬考」以及「中投區第一次

基本學力測驗」中之數學成績，以兩項測驗中之數學科原始分數為數學學業成就變項。

四﹑	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利用套裝軟體SPSS for Windows14.0進行資料輸入與處理，並利用結構方程模式套

裝軟體Amos 7.0 進行各項檢驗之統計分析。利用驗證式因素分析(CFA)來驗證研究模式中之

潛在因素（即家庭社經地位、數學學習動機、數學學業成就等因素）；再應用結構方程模式

(SEM)來探討三者間之關係。

模式適配度考驗通常包含兩種不同的檢驗，一為模式的整體適配度，採用多種的適配指標

來支持模式的整體適配程度；二為模式內在結構的適配，即分別針對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的假

設考驗(Schumacker & Lomax, 2004)。由於在SEM的領域中適配度指標十分多元，本研究採用的

整體適配度的指標包括χ²、NC、CFI、NFI、TLI、RMSEA、CN等。值得注意的是在SEM中

χ²考驗為一種差性適配(badness-of-fit measure)的指標，換言之，一個不顯著的χ²值才表示模

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然而χ²考驗對樣本數相當敏感，當樣本愈大，χ²愈容易達成顯著，導

致模式被拒絕（余民寧，2006；Jöreskog & Sorbom, 1993; Schumacker & Lomax, 2004），因此

應參考替代性的適配度指標。本研究的整體適配度判斷標準如表1所示，這些指標除了卡方檢

定有其統計顯著意義可供判讀外，其餘都是經驗法則，因此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下應該有不同的

考量，以期不產生偏誤之結果。

檢驗模式內在結構的適配通常包括兩個方向(Schumacker & Lomax, 2004)：
（一）了解觀察變項是否足以代表相對應的潛在變項，即評判測量模式的適配與否。

（二）評判由理論建構出的潛在變項模式的線性結構關係，即評判結構模式的適配與否。

測量模式的評判的標準通常根據觀察變項的標準化係數要達.40或以上的標準(Koutsoulis & 
Campbell, 2001)，或檢驗測量誤差（殘差）不可過大等。結構模式的評判包含檢驗潛在變項之

間的方向性，作用大小及決定係數等三項。方向性必須合乎理論模式的假設，作用大小必須達

統計顯著性，決定係數愈高則表示內衍潛在變項可解釋獨立潛在變項的部分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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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模式適配指標整理表

指標名稱   適配判斷值

絕對適配指標

χ2                                          Non significant（p＞.05）
RMSEA        ＜.08（90% Confidence Interval）
相對適配指標
NFI                                          ＞.90
TLI                      ＞.90
CFI                      ＞.90
簡效適配指標

CN        ＞200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就兩方面加以說明：首先呈現家長社經地位與學習動機等兩個測量模

式之檢驗；接續再檢驗家長社經地位、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之結構模式，分析家庭社經地位如

何透過學習動機之中介作用，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一﹑	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學習動機之測量模式檢驗

各個相對應之觀察變項的偏態及峰度皆符合常態性假設（偏態絕對值<3，峰度絕對值

<10）(Kline, 1995)，因此使用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

（一）家長社經地位測量模式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分析結果所建構出的家長社經地位測量模式如圖1所示，此測

量模式包括1個潛在變項、4個觀察變項。從模式的整體適配度、內在結構適配度來評鑑理論模

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

1. 整體適配度

整體適配度是在評量所建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可說是評量模式的外在品質。整

體適配度各項指標值如表2所示，各項適配指標皆顯示資料與模式的適配良好，表示支持此測

量模式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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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家長社經地位測量模式的模式適配度

指標名稱 指標值 適配判斷值 拒絕或接受模式

絕對適配指標

χ² .72（df = 1, p = .40） Non significant 接受

RMSEA（90% CI） .000（.000-.121） ＜.08 接受

相對適配指標

TLI 1.00 ＞.90 接受

NFI .99 ＞.90 接受

CFI 1.00 ＞.90 接受

簡效適配指標

CN 2281 ＞200 接受

2. 內在結構適配度

針對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本研究參考Bagozzi與Yi (1988)、Rubio, Berg-Wager 與 Tebb 
(2001)、余民寧（2006）等研究者之建議，利用下列評判標準檢驗。如表3所示，此模式之參數

估計值均達顯著水準(p< .05)，顯示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水準」之評鑑標準，且標準化

係數均達.40或以上，4個觀察變項中，以父親教育的因素負荷量最高。其次，此模式的4個測

量指標的個別指標信度值（由潛在變項預測測量指標Y的R2值）皆高於.45的標準(Rubio et al., 
2001)，介於.45與.79之間，符合標準。第三，家長社經地位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81，達.60
以上的評鑑標準(Bagozzi & Yi, 1988)。第四，在變異數的平均解釋量（意指潛在變項相對於測

量誤差，所能解釋到變異數的量）必須大於.50以上（余民寧，2006），家長社經地位潛在變

項的變異數平均解釋量為.53，均符合評鑑標準。整體而言，家長社經地位測量模式在內部品

質評鑑方面皆達到標準，表示此模式內在適配度的結果大致上具有理想的內在品質。

表3  家長社經地位測量模式的各項參數估計值

Standardized Estimate Estimate S.E.
家長社經地位→父親教育 .89* 1.00a —
家長社經地位→母親教育 .72* .74 .07
家長社經地位→父親職業 .57* 1.81 .11
家長社經地位→母親職業 .65* 1.25 .13

* p < .05.
a indicates parameters fixed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not estimated.

（二）數學學習動機測量模式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分析結果所建構出的數學學習動機測量模式如圖1所示，此測

量模式包括1個潛在變項、4個觀察變項。從模式的整體適配度、內在結構適配度來評鑑理論模

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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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適配度

整體適配度是在評量所建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可說是評量模式的外在品質。整

體適配度各項指標值如表4所示，各項適配指標皆顯示資料與模式的適配良好，表示支持此測

量模式的成立。

2. 內在結構適配度

針對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本研究參考Bagozzi與Yi (1988)、Rubio等人 (2001)、余民寧

（2006）等研究者之建議，利用下列評判標準檢驗。如表5所示，此模式之參數估計值均達顯

著水準（p< .05），顯示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水準」之評鑑標準，且標準化係數均達.40
或以上，4個觀察變項中，以目標導向的因素負荷量最高。其次，此模式的4個測量指標的個別

指標信度值（由潛在變項預測測量指標Y的R2值）皆高於.45的標準(Rubio et al., 2001)，介於.61
與.94之間，符合標準。第三，數學學習動機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93，達.60以上的評鑑標準

(Bagozzi & Yi, 1988)。第四，在變異數的平均解釋量（意指潛在變項相對於測量誤差，所能解

釋到變異數的量）必須大於.50以上（余民寧，2006），數學學習動機潛在變項的變異數平均

解釋量為.78，均符合評鑑標準。整體而言，數學學習動機測量模式在內部品質評鑑方面皆達

到標準，表示此模式內在適配度的結果大致上具有理想的內在品質。

表4  數學學習動機測量模式的模式適配度

指標名稱 指標值 適配判斷值 拒絕或接受模式

絕對適配指標

χ² .5.73（df = 2, p = .06） Non significant 接受

RMSEA（90% CI） .066（.000-.131） ＜.08 接受

相對適配指標

TLI .99 ＞.90 接受

NFI .99 ＞.90 接受

CFI .99 ＞.90 接受

簡效適配指標

CN 455 ＞200 接受

表5  數學學習動機測量模式的各項參數估計值

Standardized Estimate Estimate S.E.
數學學習動機→目標導向 .97* 1.00a —
數學學習動機→自我效能 .78* .82 .04
數學學習動機→歸因型態 .56* .51 .04
數學學習動機→工作價值 .91* .96 .03

* p < .05.
a indicates parameters fixed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not estim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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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社經地位、數學學習動機與數學學業成就的結構模式檢驗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分析結果所建構出的研究假設模式如圖1所示，欲檢驗家庭社

經地位、數學學習動機與數學學業成就的之關係。從模式的整體適配度、內在結構適配度來評

鑑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

（一）整體適配度

整體適配度是在評量所建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可說是評量模式的外在品質。結

構模式之整體適配度各項指標值如表6所示，χ²適配指標未達可接受的標準，然而χ²值易受樣

本之影響，因此必須進一步檢視其他的適配指標（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Raykov & 
Marcoulides, 2000）。其餘適配指標皆顯示觀察資料與建構模式的適配良好，表示支持此結構

模式的成立。

（二）內部結構適配度指標

針對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本研究參考Bagozzi與Yi(1988)、Rubio等人 (2001)、余民寧

(2006)等研究者之建議，利用下列評判標準檢驗。由表7所示，此模式之參數估計值均達顯著

水準(p< .05)，顯示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水準」之評鑑標準。其次，三個潛在變項間之

結構係數均達顯著水準(p< .05)，家長社經地位可以顯著地預測數學學習動機，其標準化係數

達.21；家長社經地位亦可以顯著地預測數學學業成就，其標準化係數達.29；數學學習動機也

可以顯著地預測數學學業成就，其標準化係數達.37，為三個結構係數中最高者。換言之，家

庭社經地位對數學學習動機、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家庭社經地位對數學學業成就均

具有正向的影響。第三，測量指標的個別指標信度值皆高於.45的標準(Rubio et al., 2001)，介

於.45與.96之間，符合標準。第四，數學學業成就的決定係數R²為.264表示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

學習動機共同可以解釋數學學業成就26.4%的變異量，換言之，分析結果亦顯示家長社經地位

與數學學習動機可顯著地預測數學學業成就。整體而言，結果模式在內部品質評鑑方面皆達到

標準，表示此模式內在適配度的結果大致上具有理想的內在品質。

表6  假設模式的模式適配度

指標名稱 指標值 適配判斷值 拒絕或接受模式

絕對適配指標

χ² 94.33（df = 31, p = .00） Non significant 拒絕

RMSEA（90% CI） .069（.053-.085） ＜.08 接受

相對適配指標

TLI .95 ＞.90 接受

CFI .97 ＞.90 接受

簡效適配指標

CN 208 ＞200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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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假設模式的結構係數參數估計值

Standardized Estimate Estimate S.E.
家長社經地位→父親教育 .67*  1.00a   —
家長社經地位→母親教育 .67*   .90   .07
家長社經地位→父親職業 .69* 1.70   .20
家長社經地位→母親職業 .54 a 1.36   .17
數學學習動機→目標導向 .97 a  1.00a   —
數學學習動機→自我效能 .78*   .83   .04
數學學習動機→歸因型態 .55*   .51   .04
數學學習動機→工作價值 .91*   .96   .03
數學學業成就→模擬考 .76*  1.00a   —
數學學業成就→學測 .98 a 1.73   .15
家長社經地位→數學學習動機 .21*   .35   .10
家長社經地位→數學學業成就 .29* 5.57 1.20
數學學習動機→數學學業成就 .37* 4.26   .63

* p < .05.
a indicates parameters fixed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not estimated. 

（三）綜合討論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之理論基礎發現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的學業成就，除了具有直接效果

之外，亦會藉由數學學習動機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數學學業成就，因而建構出家長社經地

位、學習動機與數學學業成就之結構方程模式。由整體模式的適配良好情形看來，家長社經地

位、數學學習動機、數學學業成就等三個潛在因素皆具有適切代表此三個構念的良好測量指

標。特別是數學學業成就構面，以較值得信賴的模擬考與第一次基本學力測驗等標準化測驗做

為數學學業成就構念的測量，使整體模式的建構更具確實性。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家長社經地

位與數學學習動機，皆對數學學業成就具有正面的影響，尤其又以數學學習動機對整體學業成

就最具有預測力，此結果與動機理論相符合，亦與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李玉菁，2005；
周文松，2007；黃淑娟，2003；廖真瑜，2004；鄭淑米，2006）。再者，研究結果也證實父母

的家庭社經地位也會透過學習動機之中介作用，再影響學生之數學學業成就，亦即部分中介效

果模式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綜合研究結果，可歸納出下列幾點結論：

（一）數學學習動機的4個指標中，以目標導向的因素負荷量最高。

（二）數學學業成就的2個指標中，以基本學力測驗的因素負荷量最高。

（三）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有直接效果，其中以數學學習動機對

            數學學業成就的效果較高。

（四）家長社經地位透過數學學習動機之中介效果，間接影響數學學業成就。

（五）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學業成就具有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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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根據上述之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一）善用增強原理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其學業成就

本研究結果發現數學學習動機對於數學學業成就有顯著的預測力，建議數學教師應多注意

個別學生學習過程的優勢與障礙，將教材活潑化並融入生活中，利用增強原理來激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使其能在學習中得到成就感，鼓勵學生運用所學於日常生活中。同時建議數學教師營

造合作學習的氣氛，使低成就之學生不放棄學習，製造其成功機會，並在學習歷程中透過學生

彼此相互關懷、合作、分享成功學習經驗，讓學生能更肯定自己的能力，在學業成就上帶來正

面的效益。

（二）辦理各項數學競賽活動，提供學生數學學習成功經驗

依據研究結果可知，「目標導向」構面是學習動機中因素負荷量最高者，換言之，提供具

有挑戰性的活動、滿足學生的求知慾是提升其學習動機的重要來源。因此學校除舉辦數學學科

競賽外，宜提供多元的數學學習活動，例如：「數與量」、「幾何」、「代數」、「統計與機

率」和「連結」等有關的競賽活動，讓學生有多方面的參與。而競賽活動之獎勵名額應予以增

加，並提供較多的成功經驗。此外，學校可鼓勵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設計情境或提供設備，藉由

教師的引導，讓學生能逐漸成為知識的主動汲取者，滿足其求知慾望，並藉由行政支援、教學

輔導的合作，逐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達同儕仿效的效用，導引低學業成就之學生成為學

習的主導者，進而使學生能肯定自我能力，提升其學業成就。

（三）辦理中低社經地位家長親職教育活動，協助其提升子女的數學學業成就

本研究發現家長社經地位可以透過數學學習動機的中介效果，提升學生的數學學業成就，

且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數學學業成就之表現有預測力。換言之，高社經地位之家長，愈有足夠

的資源增強子女的學習動機，提升其子女的學業成就，反之亦然，足見家長在學生學業成就中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建議學校單位多辦理親職教育以及社區進修活動，透過不同的管

道，讓中低社經地位之家長能有機會主動關懷孩子的教育，並給予適時的指導與鼓勵，如此孩

子與家長間形成良性的回饋系統，不僅能培養親子間的感情，更能提高孩子的學習動機以增強

其學業成就之表現。此外，建議家長宜透過不同管道提高子女對數學的學習動機，例如：給予

正向的鼓勵與安慰，尤其是低學業成就之孩子往往容易自我放棄，因此更需要藉由自信心的增

加來肯定自我，家長應避免責罵子女，以建立良好的親子溝通管道。關懷並參與子女的學習歷

程，例如：陪伴子女學習、共同設定學習目標、提供獎賞等，並與學校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多管齊下來提高子女的數學學習動機。

（四）未來研究宜採用數學標準化成就測驗，代表數學學業成就

本研究採用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作為數學學業成就之指標，研究結果發現其因素負荷量高

達.98，是一適切之指標。以往研究中，大多使用期中或期末數成績來代表數學學業成就，此

類指標雖能代表部分的學習成就，但本研究發現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此種標準化成就測驗，因命

題及成績計算方式較客觀且具公信力，具有更高的準確度，未來研究可以考慮採用類似之標準

化成就測驗，作為數學學業成就的指標之一，更準確呈現學業成就所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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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to Predict the Mathematics Basic Competence tes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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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edict the mathematics basic competence tes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sing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respondents were 436 ninth grade students from Taichung C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first, 
there were four indicators underlying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he goal orientation has the highest 
factor loading.  Second, there were two indicators underlying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nd the basic 
competence test has the highest factor loading.  Third,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have direct effects o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nd the effect of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is high than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Fourth,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is mediating factor 
from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to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Fifth, both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can predict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he suggestions are also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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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 tes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sin-Yi Ku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u-Ching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sin-Wen Chang,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 tion 

~ 142 ~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25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26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27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28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29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30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31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32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33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34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35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36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37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38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39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40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41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42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43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44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45
	第15輯學報ALL最正確 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