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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瞭解影響學生學習成就因素的長期變化情形，本研究採用「國民中學階段學

生科學與數學學習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庫」，以國中生學習成就的調查數據，建立

影響學習成就的理論模型，納入樣本 1,508位基隆市國中生，使用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式，檢定影響學生學習成
就因素。獲得結論如下：(1) 國中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家長參與、學生同儕互
動、師生關係學習態度、技巧與學習成就愈好；(2) 國中生的家長參與子女學習隨
著年級增加，學習成就反而是負面效果；(3) 國中生的同儕互動和師生互動對學習
成就沒有提升效果；(4) 隨著年級提高，國中生的學習態度成長對學習成就具有提
升效果，但學習技巧對學習成就則否。

關鍵詞：國中生、學習成就、潛在成長曲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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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ed factors of the growth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this study used “Long-term Follow-up Survey Databas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and constructed the theory model that 
influence stud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Keelung City junior high students. This research also u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d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affect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selected sampl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1,508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It obtain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higher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better of 
their parental involvement, classmate interactions, student en dash teacher relationship, the 
learning attitudes as well as learning skill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re; (2) As the school 
year progresses, the parent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inverse effects on the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3) The classmate interactions and the studentteacher 
relationship do not affect the study achievement; and (4) As the school year progresses, 
the increase in the learning attitude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but the learning skills have a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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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曲線模式（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 
LGCM），來研究學習者起點狀態和改變
因素。縱貫性追蹤資料允許探究個體在變

項變化的研究議題，這是使用橫斷調查資

料無法回答的（余民寧，2013；吳齊殷、
張明宜、陳怡蒨，2008）。

蕭佳純（2011）運用「臺灣教育長
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的四波調查分析 2,764位國
中生的一般分析能力與數學分析能力初始

狀態及成長率發現，國一生的一般分析能

力及數學分析能力存在個體間差異，呈現

先上後下之曲線成長，除時間外，隨時間

變動共變項中的快樂程度對一般分析能力

有影響，而期望─能力信念對數學分析能

力有影響，男生的一般及數學分析能力初

始狀態及成長曲率都較女生高，而家中子

女數愈多，一般及數學分析能力初始狀態

較差，但僅有數學分析能力成長曲率受家

中子女數影響。

本研究納入家長參與（parental partici- 
pation, PP ）、師生關係（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SR）與同儕互動（peer inter- 
action, PI），與上述的研究不同，同時採
用學生學習表現長期資料分析國中生學習

成就隨時間推移的成長軌跡，並掌握影響

學習成就的可能因素。

（三）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值得長期追蹤
研究

余民寧（2006b）歸納出影響學習成
就的統整因素：學生個人背景、學生家

庭背景、教師教學背景、學校管理背景以

及政府教育政策，但僅是一個觀念性的見

解。Koehler與 Grouws（1992）提出數學
教學模式認為，在教室過程中，學生特質

（包括智力、人格）影響教師和學生行為，

兩者行為對學習成就產生相互影響，可見

學生及教師因素有其重要性。國內外探討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一）縱貫性研究學習成就影響因素的重

要性

過去許多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及結構

方程式來瞭解影響學習成就因素的重要性

（張芳全，2006a，2006b；詹秀雯、張
芳全，2014）。近年來，縱貫性分析已成
為重要的研究趨勢之一。余民寧（2013）
指出，縱貫性研究吸引人之處在於對長期

趨勢研究的重視、橫斷面資料無法滿足

研究問題的需求、傳統分析方法不符方法

學所需、電腦軟體進步促使統計成長茁

壯。已有許多研究以長期追蹤調查瞭解

學習成就成長狀況（林碧芳，2011；趙
珮晴、余民寧、張芳全，2011）。然而
許多貫時性研究僅限於一兩個因素（李敦

仁，2010；林碧芳，2011），無法全面
看出時間變遷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本研究

採用張芳全（2013）建置的「國民中學
階段學生科學與數學學習長期追蹤調查資

料庫」（Long-term Follow-up of Students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age Survey Database, 
LSML），該資料庫有四波資料，可以分
析國中生學習成長變化趨勢及其影響學習

成就因素，突破過去橫斷面研究學習成就

的不足。

（二）以潛在變項模式分析追縱的次級資

料庫有其價值

長期追蹤資料庫不僅提供特定研究議

題進行系統性與綜觀性探究，在研究上更

有諸多優勢，例如大規模樣本降低抽樣誤

差、可以進行成長趨勢分析。近年來，結

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可以處理重複測量資料，稱為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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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經地位影響學習成就研究累積豐富成

果（巫有鎰，2005；張芳全，2006a；黃
毅志，2000；Coleman et al., 1966; Dumais, 
2002），詹秀雯與張芳全（2014）以基隆
市國中生學習成就之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雖然研究區域為基隆，也發現社經地位對

於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然而他們的

研究僅是一個時間點的觀察，沒有以長時

間的分析影響基隆的國中生學習成就的因

素。因此本研究透過 LSML四波追蹤資
料，運用 SEM的潛在成長曲線分析，找
出可能影響學習成就變因及其長期變化。

（四）分析基隆市國中生學習成長趨勢有
其價值

本研究以基隆市國中生為研究樣本

具有多方價值。一來基隆市位於臺北市

及新北市的鄰近縣市，長期以來對於這

地區的國中生少有以長期的追蹤研究。

張芳全與王瀚（2014）雖然以基隆市的
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家庭文
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縱貫研究，然而並沒有

探究影響基隆市國中生學習成就的相關因

素。加上現有研究以這地區的研究以橫斷

面較多（張芳全、張秀穗，2017），少有
縱貫性研究。究竟他們的學習成就成長及

其相關的影響因素為何呢？並沒有深入的

分析。此外，本研究為長期追蹤調查學生

學習表現，如果以新北市及臺北市的國中

生為樣本，其人數太多，必須要投入的研

究資源更多，而基隆市 99學年度國中生
僅有 4,200 餘名，共有 14 所學校，若要
以長期追蹤研究，較能完整掌握，若某一

波的樣本施測有遺漏較能及時的追蹤與修

正。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

分析國中生之家庭社經地位與家長參與、

同儕互動、師生關係、學習態度（learning 
attitude, LA）、學習技巧（learning skill, 
LS）與學習成就（learning achievement, 
LEA）之成長變化的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階層與學習成就

社會階層常以家庭的社經地位來衡

量，而衡量內容又以家庭中主要成員的教

育程度、所擁有的職業聲望、可賺取經濟

所得較為常見（黃毅志，2000，2008）。
許多研究證實，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學習

成就有正面助益（李敦仁，2007；Dumais, 
2002）。Powell（1990）研究指出，受過
高等教育的父母比更低教育程度的父母，

會花較多的時間唸書給孩子聽，對子女

成長與發展比較關注。Haveman與 Wolfe
（1995）研究指出，父母教育及職業反映
出家庭所得水準，與子女所擁有的資源有

關，並可視為子女未來成就的指標。張芳

全（2006a）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
文化資本與教育期望對學習成就有正向關

係。過去這方面的研究雖然相當的豐富，

然而較少是以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成就影

響的縱貫性研究（蕭佳純，2011），多數
研究以橫斷面居多。因此本研究以縱貫性

的分析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習成就之間的關

係。

二、社會階層與相關的學習表現

家庭社經地位常被當作預測學業成

就的指標，父母參與教育程度與其社經地

位成正相關（Cherian, 1991）。家庭社經
地位與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學習態度、

學習技巧等因素也有密切關係。詹秀雯與

張芳全（2014）以橫斷面研究發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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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家長參與子女的

學習、學習態度、學習成就、學習技巧、

同儕互動及師生關係有顯著正向影響。也

就是說，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對子

女教育有較高關注、學習技巧愈好，在同

儕及師生關係也會愈好。由於家庭社經地

位較高的家長，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較

好的職業聲望與較豐厚家庭經濟收入，對

於子女的教育與學習有較多關注，因而對

子女學習有較高的期待與參與，因此無形

中也影響子女有較高的自我期待與學習態

度。Michael與 Susan（1988）研究發現，
孩子閱讀能力好壞、閱讀態度良好與否都

與父母閱讀與否有直接關係。而這其中更

與家長的教育程度高低有關，若子女的雙

親接受教育程度較高，會比起低社經地位

的家長，對於學校學習內容、學習技巧較

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影響子女在這方面的

習得。所以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子女的學

習態度及技巧表現傾向較好。黃毅志與陳

怡靖（2005）曾把師生關係放在文化資
本，指出師生關係愈好，代表文化資本愈

好，愈可能有良好師生關係，進而會影響

學習成就表現。由於不同出身與家庭背景

的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不同，所能掌握的

文化、社會及財務資本不同，對於教育成

就的影響就不一樣。家庭社經地位愈高，

幾乎能擁有比較多社會資本。因為家長社

會資本多，較能與學校老師良好互動，老

師較能關心學生，增加師生互動關係。

簡言之，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者，可以對子

女的教育有比較高的關注、經常與教師聯

繫，因而影響老師與學生的互動關係。

由於上述多為橫斷面的研究，因而本

研究納入家庭社經地位、師生關係、同儕

互動、學習態度、學習技巧，進行貫時性

研究，期待更完整探究影響學習成就成長

的相關因素。

三、家長參與與學習成就

家長參與對子女學習，無論是家長

給予子女課內外學習的指導、鼓勵，或抱

持正向期望都會對子女學習產生影響。

Henderson 與 Mapp（2002）指出，家長
常與孩子談到學校的相關事物、期待孩子

有好的表現、幫助孩子計畫升學，孩子傾

向在學校有好表現。Grolnick、Ryan 與
Deci（1991）則提出，父母參與、子女內
在動機資源與學業成就之關係模式，認為

孩子知覺到家長參與和支持是學業成就的

中介變項。Eccles與 Harold（1993）提出
家長參與和子女表現的影響模式，該模式

顯示出家長參與孩子的學習活動受到家庭

特性、居住環境、孩子特性、教師特性以

及學校特性影響。然而，家長參與對於學

習成就的實徵研究，沒有貫時性分析一系

列變項問題。本研究運用 LSML，納入家
庭、學校、學生因素進行長期追蹤研究，

以全面探究學習成就的影響因素。

四、 同儕互動、師生關係與學習
成就

同儕互動是一個多元的概念。Heider
（2015）指出，人際關係對於個體的適應
及表現有明顯的影響，人際關係愈好的學

生在學習表現愈好。Anderson（1990）
探討團體動力的經驗對其生活與職業生

涯之影響，發現有較高比例的男性比女性

體驗到較為正向積極的團體動力經驗，也

從各領域中獲得較多學習，而且積極的人

際之間的團體動力經驗對於知識獲得與日

後知識遷移學習相當重要。上述雖然指出

男女的人際互動影響有差異，但是就整體

來說，人際關係也影響其學習表現（禚建

茹，2010；Babu, 2014）。Myers（l994）
研究發現，學生從團體寫作，尤其是有良

好的合作及互動中，學生可以學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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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團體合作學習及良好關係，將更

能瞭解自我風格，而這風格會顯現於他們

的作業中。MaryBeth（1997）認為，家庭
社經地位影響教師教育期望與同儕教育抱

負，使得學生有比較認真的學習態度，付

出更高的努力，提升學習成就。總之，同

儕互動、師生關係等團體動力因素，與學

習成就有密切關係。本研究將同儕互動與

師生關係納入分析，探討對學習成就的影

響。

五、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

學生學習成就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是學習態度。Bandura（1977）認為，自
我效能是個人在某領域對自己完成工作

能力的信念，它影響個人繼續努力與動

機的堅持度與精熟表現水準。Pintrich、
Smith、Garcia 與 McKeachie（1991） 的
動機理論認為，對工作持有高度的成功

期望者，即使在遭遇困難也比較會堅持

下去，也比較能成功。Meighan、Barton
與 Walker（1993）認為，學習動機與社
會階級影響教育成敗，教育資源多寡因家

庭社經地位產生差異，並且影響學習成

就。Pishghadam與 Khajavy（2013）運用
SEM檢定學生認知能力及社會及文化資
本對英語學習成就發現，社會及文化資本

對學習成就的影響力大於認知能力。這些

都顯示文化資本與學習動機有正面關聯。

因此，學生要取得好學習成就，必須要培

養良好學習態度，對學習有足夠時間投

入，若學習態度隨時間變化對學習成就提

高應有其影響力。

六、學習成就之貫時性研究

近年來國內愈來愈多運用資料庫探

討學生學習成就的相關因素。趙珮晴等人

（2011）以多樣本分析性別差異發現，兩

性學生從國中到高中的自律學習發展沒有

顯著差異，自律學習無法有效預測學生分

析能力。李敦仁（2010）研究發現，臺灣
青少年學生學習成長軌跡是一種非線性遞

增減速的成長曲線。林碧芳（2011）研究
發現，臺灣青少年的學習成就成長軌跡呈

現非線性遞增漸緩的成長；文化資本對學

生學習成就具有正向顯著影響，造成強者

恆強、弱者恆弱的現象；張憲庭（2010）
研究發現，家長教養方式、家庭社經地位

及班級互動對中學生學業成就初始狀態和

成長速率都有顯著影響力，而教學與輔

導、學校教育環境及學校經營管理的影響

力有限。張芳全與王瀚（2014）以新移民
與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文

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縱貫性分析發現，新移

民子女的家長教育程度對於家庭氣氛為負

向影響，而非新移民則為正向的，代表新

移民的家庭氣氛仍為偏低。

Muthén與 Khoo（1998）採用美國長期追
蹤青少年調查資料庫（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NLSY）研究發現，家庭
資源及母親教育程度對學生數學學業成

就初始狀態及成長速率皆有顯著解釋力。

Vagi（2007）使用美國幼兒教育長期研究
資料庫（Early Child Longitudinal Study-
Kindergarten Cohort, ECLS-K）縱貫研究
發現，父母教育期望對子女的閱讀能力

初始狀態及成長速率具有正向影響力。

Willms與 Somers（2001）採用多層次模
型進行縱貫研究發現，社經地位對學習成

就有正向影響，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家長積

極參與學校活動，比較能瞭解學生學習狀

況並提升學習成就。

基於上述，影響學習成就因素多元，

本研究以 LSML資料庫的四波數據進行
分析，除家庭社經地位之外，納入家長參

與、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學習技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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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態度等影響因素，將時間視為伴隨改變

動態因子，探究它們之間的關係。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分析國民中學階段學生在家庭

社經、同儕互動、師生關係、家長參與、

學習態度、學習技巧對學習成就影響情

形，模型如圖 1。

二、研究假設的依據

本研究歸納相關學理及研究，提出研

究假設及其依據如表 1。

三、變項的測量

（一）家庭社經地位

家庭社經地位代表個人或家庭在社會

的相對地位。本研究以張芳全（2013）
建立的國中生學習資料庫，其家庭社經地

位係指學生的父母親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

加總後的轉換值，所得到的相對地位。教

育程度選項包含「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過

學」、「國小畢業」、「國中畢業」、「高中

／職畢業」、「專科畢業」、「大學畢業」、

「碩士以上學位」以及「我不知道」。本

研究將父母教育程度進行轉換，上述教育

程度各轉為 3、6、9、12、14、16、18年；
「我不知道」為遺漏值。在資料庫中的家

長職業類別選項包括：「中小學、特教、

H1a

H1b

H1c

H1d

H1e

H1f

H1g

H1h

H1i

H1j H6c

H6b

H6a

H5c

H5b

H5a

H4c

H4b

H4a

H3c

H3b

H3a

H2c

H2b

H2a

H1k

H1l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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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
究
假
設
及
其
依
據

研
究
假
設

文
獻
依
據

H
1：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學
習
成
就
的
影
響
。

H
1a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家
長
參
與
起
始
點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A
bd

-E
l-F

at
ta

h（
20

06
）
；

H
oo

ve
r-D

em
ps

ey
、

W
al

ke
r與

Sa
nd

le
r（

20
05
）
；

H
un

g（
20

07
）
；

Po
w

el
l（

19
90
）
。

H
1b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家
長
參
與
成
長
幅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1c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同
儕
互
動
起
始
點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M
ye

rs
（

19
94
）
。

H
1d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同
儕
互
動
成
長
幅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1e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師
生
關
係
起
始
點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M
ar

yB
et

h（
19

97
）
。

H
1f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師
生
關
係
成
長
幅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1g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學
習
態
度
起
始
點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張
芳
全
（

20
10
）
。

H
1h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學
習
態
度
成
長
幅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1i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學
習
技
巧
起
始
點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張
芳
全
（

20
09

b）
。

H
1j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學
習
技
巧
成
長
幅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1k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學
習
成
就
起
始
點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張
善

楠
、

洪
天

來
、

張
麟

偉
、

張
建

盛
與

劉
大

瑋
（

19
97
）
；

趙
珮

晴
等

人
（

20
11
）
；

B
la

u
與

D
un

ca
n（

19
67
）
；

H
av

em
an

與
W

ol
fe
（

19
95
）
。

H
1l
：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2：

家
長
參
與
對
學
習
成
就
的
影
響
。

H
2a
：
家
長
參
與
起
始
點
對
學
習
成
就
起
始
點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G
ro

ln
ic

k
等
人
（

19
91
）
；

H
en

de
rs

on
與

M
ap

p（
20

02
）

H
2b
：
家
長
參
與
起
始
點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Ec
cl

es
與

H
ar

ol
d（

19
93
）
；

H
un

g（
20

07
）
。

H
2c
：
家
長
參
與
成
長
幅
度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3：

同
儕
互
動
情
形
對
學
習
成
就
的
影
響
。

H
3a
：
同
儕
互
動
起
始
點
對
學
習
成
就
起
始
點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G
re

go
ry

與
R

us
se

ll（
20

08
）
；

H
en

de
rs

on
與

M
ap

p（
20

02
）
；

Se
w

el
l與

H
au

se
r（

19
80
）
。

H
3b
：
同
儕
互
動
起
始
點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3c
：
同
儕
互
動
成
長
幅
度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4：

師
生
關
係
對
學
習
成
就
的
影
響
。

黃
毅
志
與
陳
怡
靖
（

20
05
）
；

Se
w

el
l與

H
au

se
r（

19
80
）
。

H
4a
：
師
生
關
係
起
始
點
對
學
習
成
就
起
始
點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Se
w

el
l與

H
au

se
r（

19
80
）
。

H
4b
：
師
生
關
係
起
始
點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H
4c
：
師
生
關
係
成
長
幅
度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H
5：

學
習
態
度
對
學
習
成
就
的
影
響
。

洪
振
方
與
謝
甫
宜
（

20
10
）
；
張
芳
全
（

20
06

a，
20

09
b）

；
Sa

rw
ar
、

B
as

hi
r與

A
la

m（
20

10
）
。

H
5a
：
學
習
態
度
起
始
點
對
學
習
成
就
起
始
點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趙
珮
晴
等
人
（

20
11
）
。

H
5b
：
學
習
態
度
起
始
點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5c
：
學
習
態
度
成
長
幅
度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6：

學
習
技
巧
對
學
習
成
就
的
影
響
。

林
碧
芳
（

20
11
）
；
洪
振
方
與
謝
甫
宜
（

20
10
）
；
張
芳
全
（

20
09

b）
；

Pa
rk
（

20
11
）
。

H
6a
：
學
習
技
巧
起
始
點
對
學
習
成
就
起
始
點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林
碧
芳
（

20
11
）
、
張
芳
全
（

20
09

b）
；
趙
珮
晴
等
人
（

20
11
）
。

H
6b
：
學
習
技
巧
起
始
點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H
6c
：
學
習
技
巧
成
長
幅
度
對
學
習
成
就
成
長
幅
度
具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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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教師」、「一般專業人員」、「高

層專業人員」、「行政主管、企業主管、

經理人員及民意代表」、「技術員及半專

業人員」、「事務工作人員」、「服務及

買賣工作人員」、「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技術工、操作工及裝配工」、「非技術

工」以及「職業軍人」。本研究依據黃毅

志（2008）的「改良版臺灣地區新職業聲
望與社經地位量表」轉換，其中教師、一

般專業人員、高層專業人員、行政主管、

企業主管、經理人員及民意代表轉為 5分；
技術員及半專業人員、事務工作人員轉為

4分；職業軍人轉為 3分；服務及買賣工
作人員、技術工、操作工及裝配工、警察、

消防隊員轉為 2分；農、林、漁、牧工作
人員、非技術工轉為 1分，家管轉為遺漏
值。分數愈高代表社經地位愈高。

（二）家長參與

家長參與是指參與子女學校活動。本

研究在家長參與包含家人討論我在學校狀

況、與家人相處及關心情形、家人的相處

與協助、與家人一起唸書與做功課、家人

瞭解我的學習狀況、家人會看聯絡簿、家

人會和我一起閱讀課外讀物情形。資料庫

中的問卷題目選項為「非常不同意」、「不

同意」、「同意」、「非常同意」4個等級，
依序給予 1到 4分，分數愈高代表家長參
與程度愈高。

（三）同儕互動

同儕互動（peer interaction, PI）指的
是和同學之間的相處情形。本研究在同儕

互動的意涵包含同學討論功課、受同學幫

忙、幫忙同學、同學聊天情形。資料庫中

的問卷選項為 4個等級，依序給予 1到 4
分，分數愈高代表同儕互動程度愈高。

（四）師生關係

師生關係是指學生和老師相處情形。

本研究在師生關係內涵包括喜歡與導師相

處、導師關心、與導師相處融洽、導師幫

忙、導師鼓勵情形。資料庫中的問卷題目

選項為 4個等級，依序給予 1到 4分，分
數愈高代表師生關係程度愈高。

（五）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是指學生對於課業願意投

入的態度與傾向。本研究在學習態度包含

學習按時完成、學習狀況協助、學習找資

料、學習解決問題、學習要求自己、學習

更正作業、學習狀況環境情形，資料庫中

的問卷題目選項為 4個等級，依序給予 1
到 4分，分數愈高代表學習態度愈好。

（六）學習技巧

學習技巧指學生期待完成目標的努

力。本研究在學習技巧包含學習技巧註

記、學習技巧重點、學習技巧整理、學習

技巧回想、學習技巧討論情形。資料庫中

的問卷題目選項為 4個等級，依序給予 1
到 4 分，分數愈高代表學習技巧能力愈
好。

（七）學習成就

學習成就是指學習者經過學習後所得

到的結果。本研究的學習成就是指 LSML
之國語、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

科技各科平均分數，它以 99學年度第二
學期至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基隆市國民中
學學期成績，考量各校之成績不同，以標

準化 Z分數進行轉換，先以班級做一次 Z
分數轉換，再以學校為單位做一次 Z分數
轉換。分數愈高代表學生成績愈好。

四、研究對象

LSML是以基隆市的 16所公立國中
在 99學年下學期至 101上學期蒐集到的
四波資料。基隆市 99學年度國民中學一
年級學生（母群體）共有 4,877名，其中
男女生各占 2,438名與 2,309名（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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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2016）。在進行施測時，將第
一波到第四波併檔後總計樣本數為 4,291
人，第一波共有 586 名沒有施測，排除
遺漏值後，樣本為 1,508人。缺失資料的
樣本在資料處理上有用插補法，然而插補

法得到的資料較為不真實，會影響整體

模式估計的真實性（王鴻龍、楊孟麗、

陳俊如、林定香，2012；鄒慧英、江培
銘，2012；Twisk, de Boer, de Vente, & 
Heymans, 2013），因此本研究就依據得
到的 1,508名樣本分析。在有效樣本中如
表 2，男女百分比各為 47.3%、52.7%；
母親的國籍為中華民國與外國籍各占

95.0%、5.0%（母群體為 192,314 名，本
國籍為 190,165名、女性外籍為 2,149名）
（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事務司，無日期）；

父親教育程度均以高中職占最多；父親職

業以技術工（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技術

工、操作工及裝配工、警察、消防隊員）

占最多，為 50.5%；高級專業人員及行政
人員（教師、一般專業人員、高層專業人

員、行政主管、企業主管、經理人員及民

意代表）次之，占 22.7%。本研究經過卡
方的適合度檢定發現，性別、國籍及父親

教育程度，所獲得樣本數與母群在這些變

項的比率沒有達統計顯著，代表分析樣本

足以代表母群體。

五、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張芳全（2013）建置的
LSML（追蹤第一波至第四波）分析。
LSML的學習成就係請基隆市各受測學校
提供 99學年下學期至 101學年上學期學
期總成績。家長參與、師生關係等研究

工具的效度，以因素分析法的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之最大變
異法進行直交轉軸，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50，特徵值（eigenvalues）大於 1.0者。
本研究選取的家長參與、同儕互動、師生

關係、學習技巧、學習態度之因素分析結

果如表 3。

表 2 
學生的背景變項摘要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母群百分比 卡方值

性別 女 795 52.70 50.02 χ2(1) = 0.28
男 713 47.30 49.98

母親國籍 中華民國籍 1,433 95.00 96.10 χ2(1) = 0.42
外國籍 75 5.00 3.90

父親教育 小學沒畢業 23 1.53 1.70 χ2(6) = 12.56
程度 國小畢業 14 0.93 8.60

國中畢業 200 13.26 14.44
高中職畢業 584 38.73 38.83
專科畢業 140 9.28 13.84
大學畢業 150 9.95 18.19
碩士以上畢業 47 3.12 4.40

父親職業 非技術工、體力工 42 2.80 —

技術工 762 50.50 —

半專業人員及普通公務人員 171 11.32 —

專業人員及中級行政人員 191 12.68 —

高級專業人員及行政人員 342 2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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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問卷信度，以 Cronbach’s α 係
數作為估計方法。本研究在第一波問卷

所選取的家長參與、同儕互動、師生

關係、學習態度、學習技巧之信度各為 
.81、.79、.92、.84 與 .90。這些 α 值均
高於 .70以上，顯示各變項內部一致性高
（余民寧，2006b），信度佳。

六、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資料處理

本研究資料取自 LSML，在有效樣本
認定是將有遺漏值者一律採整列剔除法

（listwise deletion）將遺漏值剔除。在選
取有效樣本之後，接著進行各變項的分

析。

（二）統計方法

本研究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PASW 
Statistics 18進行描述統計分析問卷資料，
再以 LISREL 8.51進行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分析。

1. 描述統計

運用它來瞭解樣本的次數分配、平均

數與標準差。本研究運用 Z分數對學習成
就轉換，作為學習成就變項的觀察變項。

2. 潛在成長模式

本研究 SEM檢定，估計方法以最大概
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本模式的起始點（截距）對 4個
期間觀察變項的迴歸係數皆為 1，成長
幅度（斜率）對 4 個期間觀察變項的迴
歸係數分別為 0 ~ 3。余民寧（2006a，
2013）指出，判定模型適合度的檢定標
準以整體模型適配度與模型標準為依據，

本研究選擇之整體適配標準包括絕對適

配度檢定指標（absolute fit measure）的卡
方值（χ2）、適配度指標（goodness-of-fit 
index, GFI）、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以及相對適配度檢定指標（relative fit 
measure）的非基準適配度指標（non-
normed fit index, NNFI）和比較適配指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其 中，
χ2值在檢定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模式適

配程度，以估計後未達顯著水準（即 p > 
.05）為判斷標準，GFI、NNFI、CFI 值
會在 0 ~ 1之間，模式的適配理想數值在 
.90以上最好。RMSEA在找尋母群與模式
的適配程度，其指標值應小於或等於 .05
表示良好適配； .05 ~ .08可視為不錯的適
配；.08 ~ .10之間可視為中度適配。本研
究建構的 LSML學習成就潛在成長之概念
模型如圖 2。

圖 2中潛在變項包括家庭社經地位、
家長參與起始點、家長參與成長幅度、同

儕互動起始點、同儕互動成長幅度、師生

關係起始點、師生關係成長幅度、學習態

度起始點、學習態度成長幅度、學習技巧

起始點、學習技巧成長幅度、學習成就起

始點、學習成就成長幅度。觀察變項共

28個，X1至 X4分別代表父親與母親教育

程度、父親與母親職業，Y1至 Y4分別為

第一波至第四波學習成就，Y5至 Y8分別

為第一波至第四波家長參與，Y9至 Y12分

別代表第一波至第四波同儕互動，Y13至

Y16分別為第一波至第四波師生關係，Y17

至 Y20分別為第一波至第四波學習態度，

Y21至 Y24分別為第一波至第四波學習技

巧。表 4為各變項估計符號。
γ1 ~ γ12代表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成

就起始點、家長參與起始點、家長參與成

長幅度、同儕互動起始點、同儕互動成長

幅度、師生關係起始點、師生關係成長幅

度、學習態度起始點、學習態度成長幅

度、學習技巧起始點、學習技巧成長幅

度、學習成就成長幅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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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β2代表家長參與起始點對學習成

就起始點、學習成就成長幅度的影響。β3

為家長參與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

的影響。β4、β5為同儕互動起始點對學習

成就起始點、學習成就成長幅度的影響。

β6為同儕互動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長幅

度的影響。β7、β8代表師生關係起始點對

學習成就起始點、學習成就成長幅度的影

響。β9代表師生關係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

成長幅度的影響。β10、β11代表學習態度

起始點對學習成就起始點、學習成就成長

幅度的影響。β12代表學習態度成長幅度

圖 2　國中生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分析路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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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的影響。β13、β14代

表學習技巧起始點對學習成就起始點、學

習成就成長幅度的影響。β15代表學習技

巧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的影響。

ζ1 ~ ζ12 則為學習成就起始點、家長

參與起始點、家長參與成長幅度、同儕互

動起始點、同儕互動成長幅度、師生關係

起始點、師生關係成長幅度、學習態度起

始點、學習態度成長幅度、學習技巧起始

點、學習技巧成長幅度、學習成就成長幅

度的殘差。

θ1、θ2分別是 δX1與 δX2、δX3與 δX4相

關，ψ1 ~ ψ6依序是學習成就起始點與學習

成就成長幅度、家長參與起始點與家長參

與成長幅度、同儕互動起始點與同儕互動

成長幅度、師生關係起始點與師生關係成

長幅度、學習態度起始點與學習態度成長

幅度、學習技巧起始點與學習技巧成長幅

度的相關。

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資料的描述統計

本研究各觀察變項的平均數、標準

差、偏態（g1）和峰度（g2）呈現於表 5，
偏態介於 0.96 到 -1.65 之間，峰度介於
2.63到 -1.67之間，均符合 Kline（2005）
提出「偏態係數絕對值小於 3及峰度絕對
值係數小於 10」之標準，顯示本各觀察
變項資料係呈現常態分配，使用 LISREL
程式之最大概似估計法進行參數估計。

圖 3看出，家長參與、同儕互動、師
生互動、學習態度的平均數四波相較呈現

維持穩定，沒有變化趨勢，四波之間數據

非常接近，呈現線性狀態，都維持在平均

數 2.5之上，而學習技巧則在 2.0左右。
師生互動的第二波表現最高，第三波略

低，第四波又再上升。家長參與隨著年級

提高，到二、三年級之後更少，這現象與

Sacker、Schoon 與 Bartley（2002）研究
指出，家長參與效果，會隨著時間的遞移

而降低相符。在同儕互動在所有向度中較

表 4 
各變項的估計符號

符號 意義 估計殘差

λX1 ~ λX4 X1 ~ X4 家庭社經地位的估計值 δX1 ~ δX4

λY1 ~ λY4 Y1 ~ Y4 對學習成就起始點估計值 εY1 ~ εY4

λY1101、λY21 ~ λY41 Y1 ~ Y4 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估計值

λY5 ~ λY8 Y5 ~ Y8 對家長參與起始點估計值 εY5 ~ εY8

λY51 ~ λY81 Y5 ~ Y8 對家長參與成長幅度估計值

λY9 ~ λY12 Y9 ~ Y12 對同儕互動起始點估計值 εY9 ~ εY12

λY91 ~ λY121 Y9 ~ Y12 對同儕互動成長幅度估計值

λY13 ~ λY16 Y13 ~ Y16 對師生關係起始點估計值 εY13 ~ εY16

λY131 ~ λY161 Y13 ~ Y16 對師生關係成長幅度估計值

λY17 ~ λY20 Y17 ~ Y20 對學習態度起始點估計值 εY17 ~ εY20

λY171 ~ λY201 Y17 ~ Y20 對學習態度成長幅度估計值

λY21 ~ λY24 Y21 ~ Y24 對學習技巧起始點估計值 εY21 ~ εY24

λY2101、λY221 ~ λY241 Y21 ~ Y24 對學習技巧成長幅度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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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觀察變項資料的描述性統計

變項

第一波 第二波

平均數 標準差 g1 g2 平均數 標準差 g1 g2
父親教育程度 12.03 2.75 -0.20 0.61 — — — —

母親教育程度 12.25 2.60 -0.70 2.63 — — — —

父親職業 3.14 1.46 0.28 -1.67 — — — —

母親職業 3.29 1.41 0.00 -1.65 — — — —

家長參與 2.72 0.65 -0.06 -0.50 2.61 0.65 -0.05 -0.34
同儕互動 2.86 0.66 -0.21 -0.42 2.85 0.66 -0.25 -0.27
師生關係 2.64 0.83 0.00 -0.86 2.65 0.82 -0.02 -0.74
學習態度 2.77 0.64 -0.14 -0.41 2.74 0.65 -0.13 -0.36
學習技巧 2.07 0.96 0.52 -0.83 2.03 0.98 0.56 -0.91
學習成就 0.17 0.89 -0.69 0.39 0.17 0.91 -0.60 0.34

變項

第三波 第四波

平均數 標準差 g1 g2 平均數 標準差 g1 g2
家長參與 2.59 0.64 0.12 -0.33 2.56 0.66 0.08 -0.29
同儕互動 2.84 0.68 -0.28 -0.28 2.83 0.71 -0.24 -0.32
師生關係 2.59 0.81 0.07 -0.69 2.63 0.82 0.01 -0.70
學習態度 2.66 0.67 -0.13 -0.25 2.60 0.72 -0.14 -0.43
學習技巧 2.00 0.97 0.61 -0.77 1.97 0.99 0.65 -0.78
學習成就 0.16 0.92 -0.60 0.21 0.16 0.91 -0.55 0.15

第一波

0.17
2.72
2.86
2.65
2.77
2.07

第二波

0.17
2.61
2.85
2.65
2.74
2.03

第三波

0.16
2.59
2.84
2.59
2.66
2.00

第四波

0.16
2.56
2.83
2.63
2.60
1.97

圖 3　家長參與、同儕互動、師生互動、學習態度、學習技巧、學習成就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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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見國中生期待同儕互動的。在學習

態度也相當高，然而在學習技巧比較低，

表示在國中生對於註記、記重點、整理等

學習技巧還不純熟。學習成就因為已轉為

標準化分數，所以都很接近 0。在各變項
標準差，學習技巧是所有向度較大，四波

平均分別是 .96、.98、.97、.99，可見學
習技巧存在著比較大的個別差異。

二、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結果

（一）模型整體適配度檢驗

從圖 3 來看，本研究資料成長軌跡
為線性，因而以線性模型作為理論模型。

模型採用開放性模型成長對四波資料估

計，模型的截距項係數均設定為 1，斜率
項係數則依可能的模型進行適配度檢定。

從表 6 知，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在假
設測量誤差均等，允許父母親職業以及

父母親教育測量誤差分別具有相關後，

χ2 = 2683.81，df = 348，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而 CFI為 .93、NNFI為 .92以及 GFI
為 .89 等，均大於或接近 .90 以上的適
配標準；而 RMSEA 為 .067，SRMR 為 
.045，也達到小於 .08適配的門檻。整體
來說，這些結果顯示該模型的適配度可以

接受。本研究為了瞭解模型在設定測量誤

差之間相關之後的變化，進一步將四波在

家長參與、同儕互動、師生關係、學習態

度、學習技巧、學習成就的測量誤差分別

設為相關，然後再分別進行整體適配度考

驗。研究結果發現，除了卡方值略微下降

之外，對於適配度提升並無太大助益，表

示其測量誤差不具相關。因此，如果將測

量誤差不要設有相關時，也就是模型較為

精簡時，模型三比起其他有設測量誤差相

關的還要好。檢定的共變數變異數矩陣如

附錄。

為瞭解模型三的穩定性，本研究將研

表 6 
潛在成長曲線測量模型之設定與適配度指標摘要

參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測量誤差
設定

測量誤
差均等

測量誤
差均等，
允許部
分測量
誤差具
有相關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χ2 3437.81 3147.70 2683.81 2670.86 2648.89 2601.28 2570.23 2526.22 2446.77

df 350 349 348 342 339 336 333 331 327
RMSEA .08 .07 .07 .07 .07 .07 .07 .07 .07
SRMR .05 .05 .05 .04 .04 .04 .04 .04 .04
NNFI .90 .90 .92 .92 .92 .92 .92 .92 .92
CFI .91 .91 .93 .89 .93 .93 .93 .93 .93
GFI .86 .87 .89 .90 .90 .90 .90 .90 .90
設定 設定父

親職業
與母親
職業有
相關

同左，
另設定
父親教
育與母
親教育
有相關

同左，
另設定
學習態
度四波
有相關

同左，
另設定
同儕互
動四波
有相關

同左，
另設定
師生互
動四波
有相關

同左，
另設定
家長參
與四波
有相關

同左，
另設定
學習技
巧四波
有相關

同左，
另設定
學習成
就四波
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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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樣本區分為男性與女性樣本，以及整體

樣本進行估計，以瞭解在建模過程（區分

樣本估計與整體樣本估計）所獲得結果，

來決定本研究的最後所要估計的模型。

因此本研究將樣本區分為男女樣本。

以上述模型三的父親職業與母親職業有相

關、父親教育與母親教育有相關所以設定

為相關，進行估計如表 7，在 χ2值及 p值，
顯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不適配，比較

起來整體模型與男生比女生模式的適配度

好；在 RMSEA（比較理論模式與飽和模
式的差距）、NFI（比較假設模型與獨立
模型的卡方差異）以及 NNFI（考慮模式
複雜度後的 NFI），均發現整體模型及男
生的適配度也比女生好，然而不同性別具

有相同的因素結構，具有形貌恆等性。因

此，以下對於整體模型進行個別的參數估

計。

經過估計如表 7及圖 4，其結果說明
如下：首先，國一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於

國一生的家長參與（γ2 = .68, p < .01）、
同儕互動（γ4 = .71, p < .01）、師生關
係（γ6 = .55, p < .01）、學習技巧（γ10 = 
.44, p < .01）與學習成就（γ1 = .68, p < 
.01）有顯著正向影響。這表示國一生的
家庭社經地位高，學生家長參與愈多，而

且國一生的同儕互動、師生關係、學習技

巧與學習成就愈好。此外，國一生的家庭

社經地位對學生同儕互動、學習態度的成

長幅度也有正向顯著影響，也就是說，國

一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愈好，隨著年級增

加，學生的同儕互動及學習態度會成長較

快。

其次，家長參與對學習成就的起始狀

態有負向顯著影響，顯示家長參與愈多，

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反而不利；而隨著年

級增加，家長參與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

長幅度有負向顯著影響，代表隨著年級增

加，家長參與愈對學習成就有負向影響，

這說明國中生隨著年級增加，較不願意家

長參與，或者也有可能學生願意讓家長參

與的，只不過家長的參與對學習成就的成

長幅度有負向影響。

第三，同儕互動對學習成就的起始狀

態和成長幅度為負向，但都不顯著，表示

同儕互動無法預測學習成就。師生關係的

起始狀態對學習成就的起始狀態則有負向

顯著影響，顯示了國一生之狀態愈受導師

關注（並不是國中三年都如此），對學習

成就反而不利；師生關係的起始狀態對於

學習成就的成長幅度以及師生關係的成長

幅度對於學習成就的成長幅度都是正向，

但沒有顯著影響。

第四，國一生的學習態度對國一的學

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而且隨著年級愈

高，學習態度成長對學習成就成長有正向

顯著影響，表示學生隨著年級增加，學習

態度逐漸提升，則學生的學業成就亦會隨

著年級而提高；但起始狀態對成長幅度的

影響為正向，但是沒有達到統計的顯著水

準。學習技巧的起始狀態對於學習成就的

起始狀態也有負向顯著影響，對成長幅度

表 7 
模式修飾後多樣本結構方程式模型之模型檢定

組別 MFFχ2 WLSχ2 df p RMSEA SRMR NNFI CFI GFI
全體 2348.09 2683.81 348 .00 .067 .045 .92 .93 .89
男生 1222.77 1345.65 348 .00 .063 .046 .92 .93 .88
女生 1538.31 1713.98 348 .00 .070 .051 .91 .9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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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則是正向，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而

學習技巧的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的成長幅

度則是負向不顯著。

（二）估計結果

整體模型的各變項參數估計如表 8
及圖 4，其中模型的外生變項對中介變
項、中介變項對內生變項的路徑有干擾項

（disturbance），且干擾項、每一個觀察

變數的誤差項（ε）的平均數都設為 0。
表中看出家庭社經地位、家長參與、學習

態度、學習技巧及學習成就潛在成長曲線

模型估計參數因素負荷量、測量殘差與潛

在結構模型的殘差均達到 .01顯著水準。

三、綜合討論

本研究貢獻在於納入影響學習成就

圖 4　國中生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分析路徑關係之結果

註：「—」代表固定參數估計。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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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潛在成長模型之參數估計

參數 未標準化 t 值 標準化值 參數 未標準化 t 值 標準化值

λX1 3.65 81.47** 0.23 δX1 7.16 37.23** 0.95**

λX2 3.72 82.77** 0.25 δX2 6.36 27.19** 0.94**

λX3 0.95 76.43** 0.11 δX3 2.11 27.40** 0.99**

λX4 1.00 — 0.12 δX4 1.93 27.39** 0.98**

λY1 1.00 — 0.97 εY1 0.04 38.82** 0.05**

λY2 1.00 — 0.98 εY2 0.04 38.82** 0.05**

λY3 1.00 — 0.97 εY3 0.04 38.82** 0.05**

λY4 1.00 — 0.96 εY4 0.04 38.82** 0.05**

λY101 — — — εY5 0.13 39.06** 0.32**

λY21 0.35 9.80** 0.10 εY6 0.13 39.06** 0.32**

λY31 0.93 23.77** 0.26 εY7 0.13 39.06** 0.32**

λY41 1.00 — 0.28 εY8 0.13 39.06** 0.31**

λY5 1.00 — 0.83 εY9 0.21 38.85** 0.48**

λY6 1.00 — 0.84 εY10 0.21 38.85** 0.49**

λY7 1.00 — 0.83 εY11 0.21 38.85** 0.44**

λY8 1.00 — 0.82 εY12 0.21 38.85** 0.43**

λY51 — — — εY13 0.24 38.89** 0.34**

λY61 0.61 11.86** 0.28 εY14 0.24 38.89** 0.37**

λY71 0.82 15.01** 0.37 εY15 0.24 38.89** 0.35**

λY81 1.00 — 0.45 εY16 0.24 38.89** 0.34**

λY9 1.00 — 0.72 εY17 0.14 38.88** 0.33**

λY10 1.00 — 0.72 εY18 0.14 38.88** 0.33**

λY11 1.00 — 0.68 εY19 0.14 38.88** 0.29**

λY12 1.00 — 0.67 εY20 0.14 38.88** 0.26**

λY91 — — — εY21 0.57 40.12** 0.61**

λY101 0.29 3.29** 0.14 εY22 0.57 40.12** 0.62**

λY111 0.93 9.88** 0.42 εY23 0.57 40.12** 0.60**

λY121 1.00 — 0.45 εY24 0.57 40.12** 0.58**

λY13 1.00 — 0.81 γ1 3.29 2.73** 0.68**

λY14 1.00 — 0.86 γ2 2.09 10.50** 0.68**

λY15 1.00 — 0.84 γ3 0.13 1.43 0.08

λY16 1.00 — 0.82 γ4 1.91 10.36** 0.71**

λY131 — — — γ5 0.47 4.30** 0.26**

λY141 0.45 9.79** 0.29 γ6 2.14 9.86** 0.55**

λY151 0.85 17.07** 0.54 γ7 0.16 1.27 0.06

λY161 1.00 — 0.61 γ8 2.68 11.08** 0.90**

λY17 1.00 — 0.82 γ9 0.44 4.22** 0.24**

λY18 1.00 — 0.81 γ10 1.50 7.80**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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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未標準化 t 值 標準化值 參數 未標準化 t 值 標準化值

λY19 1.00 — 0.76 γ11 -0.07 -0.44 -0.03

λY20 1.00 — 0.72 γ12 -0.38 -0.23 -0.27

λY171 — — — β1 -0.42 -4.94** -0.26**

λY181 0.25 5.48** 0.12 β2 -0.01 -0.09 -0.01

λY191 0.72 15.94** 0.33 β3 -0.18 -2.36* -0.21*

λY201 1.00 — 0.44 β4 -0.19 -1.65 -0.10

λY21 1.00 — 0.64 β5 -0.03 -0.28 -0.06

λY22 1.00 — 0.63 β6 -0.03 -0.28 -0.04

λY23 1.00 — 0.64 β7 -0.24 -4.63** -0.18**

λY24 1.00 — 0.62 β8 0.03 0.61 0.08

λY2101 — — — β9 0.04 1.10 0.09

λY221 0.67 5.12** 0.29 β10 0.55 2.07* 0.33*

λY231 1.11 7.12** 0.49 β11 0.06 0.18 0.12

λY241 1.00 — 0.42 β12 0.48 3.28** 0.59**

θ1 3.27 16.75** 0.46 β13 -0.44 -7.50** -0.30**

θ2 0.69 12.52** 0.34 β14 0.04 1.20 0.10

ψ1 -0.01 -0.41 -0.03 β15 -0.05 -1.03 -0.09

ψ2 -0.04 -4.54** -0.28 ζ1 0.16 13.57** 0.54**

ψ3 -0.05 -3.98** -0.32 ζ2 0.09 6.47** 0.99**

ψ4 -0.14 -7.36** -0.41 ζ3 0.11 9.79** 0.50**

ψ5 -0.03 -3.62** -0.19 ζ4 0.09 4.92** 0.93**

ψ6 -0.06 -2.05** -0.24 ζ5 0.32 15.59** 0.70**

ζ6 0.26 9.32** 0.99**

ζ7 0.05 5.82** 0.19**

ζ8 0.09 7.01** 0.94**

ζ9 0.29 6.92** 0.82**

ζ10 0.18 3.01** 0.99**

ζ11 0.46 14.51** 0.60**

ζ12 0.04 5.68** 0.63**

註：「—」代表固定參數估計。
*p < .05，**p < .01。

表 8 
潛在成長模型之參數估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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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因素，建立模型，運用縱貫性分析

研究影響學習成就因素之間的關係，也就

是將社經地位、家長參與、師生關係、同

儕互動、學習態度對學習成就的貫時性分

析，具有學理及實務的意義。其次，家長

的參與對學習成就有負向影響，這代表國

中生隨著年級提升，較不願意家長參與，

說明了心理成長狂飆期的國中生，不喜歡

讓家長管太多，尤其是不太願意讓家長參

與其學習。第三，學生隨著年級增加，學

習態度逐漸下降，學生學業成就亦隨著年

級而下降，代表了國中三年的學習中，學

生學習態度與學習表現兩者都是下滑的。

針對上述結果討論如下。

（一）家庭社經地位的正向影響

本研究發現，國一生的家庭社經地位

對國一生的家長參與、國一生的同儕互動

與成長幅度、國一生的師生關係、國一的

學習態度與成長幅度、國一的學習技巧、

國一的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即國一

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對子女的教育有

比較高的關注、經常與教師聯繫、對子女

的教育抱負產生正面的影響；家庭社經地

位高比較有經濟能力為子女營造良好的社

會與物質環境、添購學習設備、讓子女參

加補習，也較能引導學生有良好的學習態

度與技巧，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家

庭社經地位對於學生同儕互動及學習態度

成長幅度有提升效果，這結果顯示家庭社

經地位高的學生，在後來的學習年段可能

因為同儕關係較好，學習態度愈來愈好。

換言之，高社經地位的學生教育取得過程

還是占優勢。高社經地位的學生，其家長

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可能從小教導子女

如何與人相處，對於人際關係的學習與相

處更能理解，因此社經地位高者在人際關

係及教育取得也占優勢。此發現與李敦仁

（2007）、張芳全（2006a）、張善楠等人
（1997）、黃毅志與陳怡靖（2005）、蕭
佳純（2011）、Haveman與Wolfe（1995）、
Murnane、Maynard 與 Ohls（1981）、
Powell（1990）等人的研究發現相近。

（二）家庭社經地位的負向影響

國一生的家長參與對國一生的學習成

就及其成長幅度為負向不顯著影響，代表

家長參與若隨著年級提高，學習成就有負

面效果，但效果不明顯。此發現與 Eccles
與 Harold（1993）、Fan與 Chen（1999）、
Grolnick等人（1991）、Gutman與Midgley
（2000）、Shaver 與 Walls（1998）、
Henderson與 Mapp（2002）的研究不同，
但與趙珮晴（2010）的研究結果相同，家
庭社經地位和父母學校參與對於學生自律

學習有負向影響。可能是國內學制及民情

使然，國中階段升學考試關係，家長參與

目的很大原因是為了提高子女學習成就，

過度關心造成學生壓力，反而對學習成就

造成反效果。林碧芳（2011）也指出，文
化資本在學習的早期階段，存在正向的影

響效果，影響力隨著時間而逐漸降低，到

了青少年後期，影響學生表現因素會愈來

愈多。

（三）同儕互動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同儕互動起始狀態對學習成就起始狀

態、同儕互動起始狀態對學習成就成長幅

度、同儕互動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長幅

度情形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都不顯著。

這與 Babu（2014）及 Heider（2015）的
論點不同。表示國中生學習成就一開始並

不受同儕互動影響，而後續隨著年級增

加，同儕互動也沒有影響學習成就的成

長。

（四）師生關係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學生的同儕互動、師生關係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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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研究較少。本研究發現，國中生的

同儕互動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不顯著，

而國一的師生關係對於國一的學習成就為

負向影響。這與 Babu（2014）及 Heider
（2015）的論點不同。國中生同儕互動對
於學習成就沒有明顯的影響可能是，同儕

之間的互動並不一定在於課業上，有可能

是在於人際之間及非課業的影響。換句話

說，同儕互動好可能會僅會讓生活適應或

人際互動好，並不一定會對於學習成就有

正面的提升效果。而師生關係互動良好，

也可能並不一定反應在學習成就上面，

也有可能僅是讓學生的在校適應及師生關

係變得好，並不一定會對於國中生的學習

成就有正面提升效果。尤其國中以升學為

主，導師過度關注學生學習成就反而造成

學生壓力。同時師生關係起始狀態對學習

成就成長幅度，以及師生關係成長幅度對

學習成就成長幅度並沒有達到顯著影響。

然而本研究發現，國中生同儕互動、師生

關係對學習成就提升效果小，而可能對於

生活適應或人際適應會更好，仍有待於未

來研究再分析。

（五）學習態度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學生學習態度起始狀態對學習成就

起始狀態、學習態度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

成長幅度影響均具有顯著提升效果。本研

究結果的發現與林碧芳（2011）、張芳全
（2006b，2009a）、趙珮晴（2010）、Park
（2011）的研究結果發現相同，顯示學生
要有好的學習成就，要培養其良好的學習

態度。

（六）學習技巧起始狀態與學習成就起始

狀態的關係

學習技巧起始狀態對學習成就起始

狀態為負向顯著效果，但學習技巧起始狀

態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以及學習技巧成

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沒有顯著影

響。本研究結果與林碧芳（2011）、洪振
方與謝甫宜（2010）、張芳全（2006b，
2009a）、Park（2011）的研究結果發現
不同。可能原因是，本研究運用的第一波

資料為國一下學期初，學生在這方面學習

還無法學得應有的學習技巧，所以在學習

技巧無法深入到學習內涵中，所以無法影

響學習成就；也有可能是國一生學習技巧

起始狀態非為均一致性的低，所以會有負

向顯著產生。

基於上述，將研究假設檢定結果摘要

於表 9。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國一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國一

時的家長參與、學生同儕互動、師

生關係學習態度、技巧與學習成就

愈好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一的家庭社經地

位對國一的家長參與、學習態度、學習成

就、學習動機、同儕互動、師生關係有正

面影響。也就是說，家庭社經地位愈高，

對子女學習比較高的關注、其子女的同儕

互動愈好，師生關係愈好，學習態度、學

習技巧、學習成就愈好。

（二） 國中生的家長參與子女學習隨著年

級增加，學生學習成就反而是負面

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長參與對學生學

習成就具有負面影響，表示國中階段的學

生，家長參與學生學習，不會對學習成就

有提升效果。

（三） 國中生的同儕互動和師生互動對學

習成就沒有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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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研究假設 正向 負向

H1：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H1a：家庭社經地位對家長參與起始點有顯著正向影響。 

H1b：家庭社經地位對家長參與成長幅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1c：家庭社經地位對同儕互動起始點有顯著正向影響。 

H1d：家庭社經地位對同儕互動成長幅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1e：家庭社經地位對師生關係起始點有顯著正向影響。 

H1f：家庭社經地位對師生關係成長幅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1g：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態度起始點有顯著正向影響。 

H1h：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態度成長幅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1i：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技巧起始點有顯著正向影響。 

H1j：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技巧成長幅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1k：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成就起始點有顯著正向影響。 

H1l：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2：家長參與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H2a：家長參與起始點對學習成就起始點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b：家長參與起始點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c：家長參與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3：同儕互動情形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H3a：同儕互動起始點對學習成就起始點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3b：同儕互動起始點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3c：同儕互動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4：師生關係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H4a：師生關係起始點對學習成就起始點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4b：師生關係起始點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4c：師生關係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5：學習態度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H5a：學習態度起始點對學習成就起始點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5b：學習態度起始點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5c：學習態度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6：學習技巧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H6a：學習技巧起始點對學習成就起始點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6b：學習技巧起始點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6c：學習技巧成長幅度對學習成就成長幅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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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生的同儕互動

對學習成就的影響不明顯，表示國中生學

習成就不受同儕互動影響，甚至師生關係

對於學習成就也沒有提升效果。

（四） 國中生會隨著年級提高，其學習態

度成長對學習成就具有正向提升效

果，但學習技巧成長幅度對學習成

就則否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中生的學習態度

隨著年級增加，學習態度對學業成就具有

顯著提升效果。然而，學生的學習技巧對

學業成就並沒有提升效果。

總之，國一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長

參與、學習態度、學習技巧、同儕互動、

師生關係與學習成就有正面助益，而其中

學習態度對學習成就也提升效果。此縱貫

性研究分析國中生學習成長變化趨勢及其

影響學習成就因素，對於教育實況提供一

實證性結果，可作為教育政策參考，具貢

獻與價值。

二、建議

（一）研究結果建議

1. 給予低社會階層學生更多學習機會，
以提高學習表現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一生的家庭社

經地位對國一生的學習成就有顯著正面影

響，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其子女所能取得

教育相關資源愈豐富，愈有助於學生學

習。相對的，學校應對低社經地位的家長

更多的聯繫，並提供必要協助給低社經地

位的學生學習機會，如課後照顧及課後

補習等，有助於提升子女的學習成就。同

時，學校對於低社會階層的學生更多學習

機會時應避免貼標籤。

2. 學校讓家長瞭解學校活動，增加家長
參與學校活動變化性，家長經常到學

校關心子女學習，反而讓子女感受到

干預過多，造成反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愈

高，對子女的學習有比較高的關注、其子

女的同儕互動愈好，師生關係愈好，學習

態度、學習技巧、學習成就愈好，對子女

的教育抱負產生正面的影響。家長應以

多元方式瞭解學生學習，不一定常常到學

校與老師討論子女的課業或子女的學習狀

態；學校可以調查家長最有可能參與學校

活動時間，安排學校日等活動，透過親職

教育與家庭教育等活動，此外安排升學輔

導座談會，邀請家長參與，讓家長瞭解，

並協助學生們適性選擇。在家長參與上，

家長可以透過聯絡簿、考卷、網路成績查

詢等瞭解學生學習狀況，提升學生學習表

現。

3. 教學中融入學習態度的培養，給予學
生正向回饋，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習態度隨著年級

對學習成就有正向影響。國中生在校時間

比在家庭時間長，教師在課堂中鼓勵正向

學習態度，讓學生有成功學習經驗，激發

學生學習正向動力。所以教師在課堂中培

養學習態度，同時在課程內容安排方面，

著重解決問題、加強實作、多元評量，讓

學生正向動力提升學習表現。教師可以在

不同年級對學生學習態度持續關注，引導

學習態度。

4. 老師提供更多元及更豐富的技巧給學
生學習，以增加學習表現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習技巧對學習成

效起初狀態為負面顯著相關，對學習成效

成長幅度雖正向，但未達顯著。學習技巧

對於學習成效起始狀態為負面顯著關係，

代表學生進入國中學習面對新的課程及新

的內容，需要有更多的學習技巧，在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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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可能國一生的學習技巧普遍缺乏，

因而無法對學習成就影響。學校老師應在

教學過程中分享如何學習，透過多元的

學習策略引導增加學生學習印象，例如教

導學生如何運用五 W（why, what, where, 
when, who）來學習、或運用想像力理解
課程內容，或者透過生活周遭環境的事物

來連結，增加記憶及訊息處理的能力。

（二）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本研究以多樣本（multi-sample 
analysis）進行男女生樣本的縱貫性研究，
由於模型太過複雜，無法以正定矩陣檢

定。建議未來可以進行其他模型研究，蒐

集其他縣市資料，提出更具體結論。本研

究可以增加弱勢族群，例如新移民子女進

行單一模型研究或與本國籍子女多樣本分

析，以驗證模式及瞭解兩群體樣本之差異

性。

其次，標準化學習成就建置以利追蹤

研究。在縱貫性資料（longitudinal data）
分析中，各波變項的相等性（equivalence）
是極度重要，在國內外大型縱貫性資料

庫，每波學生成績用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等化（scaling）使其
可相比較，若只用標準化成績無法達到相

等性的結果。本研究採用學期成績，雖然

學生不用另外進行測驗，符合學校成績的

真實情境，但是各校測量工具不一，難以

瞭解其成長趨勢，未來可以設計標準化成

就測驗進行追蹤。

此外，在長期追蹤資料庫分析，各波

變項的相等性極度重要，在許多大型長期

追蹤資料庫，每波學生成績用 IRT等化方
式使其可相比較，若只用標準化成績無法

達到相等性。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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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Z1
 ~

 Z
4
代

表
四

波
的

學
習

成
就

；
PP

1 
~ 

PP
4
代

表
各

波
家

長
參

與
；

PI
代

表
各

波
同

儕
互

動
；

TS
代

表
各

波
的

師
生

互
動

；
LA

代
表

各
波

的
學

習
態

度
；

LS
代

表
各

波
的

學
習

技
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