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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對於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相當地重要，
然而影響學習成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學習動機。現有研究已探討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動機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然而卻缺乏縱貫性資料來分析影響情

形。本研究探討基隆市國中學生的家庭 SES、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成長
情形的影響，透過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分析 2,157名追蹤樣本，結論如下：(1) 國一
生的家庭 SES對國一的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影響。(2) 國一生的家
庭 SES對國一後來五個學期英語學習成就成長幅度有正向影響，而英語學習動機
成長幅度則沒有明顯影響。(3) 國一時的英語學習動機對國一時的英語學習成就有
明顯正向影響，對國一後的五個學期英語學習成就成長變化則沒有影響。(4) 國一
後的五個學期英語學習動機成長對國一後的五個學期英語學習成就成長有明顯正

向影響。整體來看，基隆市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成就都呈現下降，但

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動機是影響英語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的貢獻在於運
用縱貫性分析國中生的英語表現情形，發現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表現隨

著年級提高而下降，以及家庭 SES與學習動機是影響英語學習表現的重要因素，
可提供學校與教師在實務上改善學生英語學習表現的方向。

關鍵詞：家庭社經地位、英語學習動機、英語學習成就、潛在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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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achievements, while there was another more important factor—learning motivation. 
Existing research has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family SES and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on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was a lack of longitudinal data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family SES and the growth of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on the 
growth of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s. This study used panel study to research the 
family S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trajectories of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on the English achievement in Kee-lung. We used the database to track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2,157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analyzed the data using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 (LGCM). The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1) The family SES of student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he English achievement 
respectively. (2) The family SES of students also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on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however, the English achievement was not in five 
semesters. (3) The initial point of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he English 
achievement was positive significantly, but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didn’t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achievement in five semesters. (4) The more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had, the higher English achievement they reached 
in five semesters. To sum,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nglish achievement decreased over time. However, family SES and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impacted on English achievement in Kee-lu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lied in the use of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performa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nglish performa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creased as the grade increased, but family SES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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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we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English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se results 
provided the direction for schools and teachers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practice.

Keywords: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English achievement,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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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現有不少研究透過橫斷面（cross-
section）資料來探討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 
因素（Kyriakides, 2006; Nasser & Birenbaum,  
2005; Schreiber, 2002）。然而橫斷面研究 
僅以一個時間觀察相關變項之關聯性，無

法從長時間的觀察來瞭解樣本的各種學習

表現。這種研究經常僅以一次時間的資料

分析獲得結果，容易有推論錯誤的情形。

相對地，如長期追蹤分析樣本，以瞭解研

究者所要分析變項的成長與發展狀況，

此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及穩定度會提高。

近年來社會科學透過長期追蹤樣本，以時

間數列蒐集資料，對同一樣本觀察稱為

貫時性研究或縱貫性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 longitudinal study），此研究方
法受到相當大的重視。縱貫研究搭配蒐集

資料分析，以潛在成長曲線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LGCM）或潛在成
長曲線分析（latent growth curve analysis, 
LGCA），來探究學生的英語學習表現成
長變化，是社會科學研究重要趨勢。

運用長期追蹤學習成長的重要性，在

於可以瞭解學生學習成長變化狀況。社會

科學研究若僅以一次觀察結果作為檢定依

據，可能會因為一次的觀察或測量而有誤

差，若把時間點納入分析，對相同樣本長

時間多次測量，不僅可以瞭解學生學習的

起始狀態，而且也可以瞭解學生學習表現

成長變化的成長軌跡。就臺灣的國中英語

學習成就因素來說，現有研究少有探討，

甚至很少以較大規模橫斷面分析（張芳全，

2019；張芳全、張秀穗，2016，2017；張
芳全、詹雨璇，2019），更不用說是透過
長期追蹤研究，分析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

的相關因素。若能長期追蹤國中生英語學

習表現，可以更深入瞭解學生英語學習成

長表現之變化，不再局限於僅用橫斷面的

研究限制。以本研究來說，長時間地瞭解

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成就表現

變化，甚至兩者變化之關係，就可以瞭解

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的表現狀況與成長變

化，以利提供學校及教師的因應之道。如

果國中生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英語學習

動機隨著學期推移，有持續性成長變化，

英文教師就可以將英語學習內容逐次加

深；相對地，如果這些學生學習動機是逐

學期下降，此時可以提出改善英語學習動

機策略。這樣同時長期追蹤學生英語學習

動機與學習成就表現，可以持續地瞭解學

生英語學習動機與狀況，有益於隨時掌握

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情形。

動機發展的自我系統模式（the self- 
system model of motivational development, 
SSMMD）指出，學生學習動機對學習成
就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也有不少研

究來分析它與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黃毅

志、陳俊瑋，2008；龔心怡、林素卿、張 
馨文，2009；Skinner & Belmont, 1993），然 
而國內研究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

習成就影響的研究並不多見（張芳全、張秀 
穗，2016）。尤其臺灣的國中生英語學習動
機成長軌跡（trajectories of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對英語學習成就成長的影響
研究相當缺乏。Gardner（2007）指出，英 
語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因素是影響學習表

現的主因，尤其是學習者特質，例如學習

態度、學習動機或學習效能。誘發學生學

習動機是讓他們願意投入學習的重要因

素，如果可以瞭解國中生在三年中的學習

動機成長變化，更可以作為學校與教師，

甚至學生英語學習參考。本研究有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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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成長對於英

語學習成就表現成長的影響，期待從研究

結果中獲得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的建議，

以供學校及教師參考。

學習者因素除了英語學習動機之外，

在影響學生學習成就因素不少（Gardner, 
2001），例如族群、性別、智商、家庭結構、
家庭文化資本、家庭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教師教學方法、同儕互動
或學生課後補習狀況等。在這些因素之

中，家庭 SES是一個支持學生學習很重
要的變項。究竟學生家庭 SES對於學生
的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就成長軌跡

的影響為何呢？國中生在國中三年的學習

過程中，英語學習動機變化對於英語學習

成就的影響為何呢？這是本研究探討的重

點之一。

本研究以「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

調查」資料庫的資料作為分析素材，它是

以基隆市公立國中生五個學期的英語學習

動機與學習表現的調查追蹤資料來分析。

資料庫中有國中生的家庭 SES，因此可以
瞭解基隆市國中生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
動機與英語學習成就成長變化的影響情形。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運用資料

庫，分析基隆市國中生在五個學期的英語

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表現的關係，透過分

析達到以下的研究目的：（一）瞭解基隆

市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成就

之成長軌跡。（二）瞭解基隆市國中生的

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
成就成長軌跡之影響。（三）瞭解基隆市

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成長

軌跡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與學習成就有關的因素及其

理論

與學習成就有關的因素相當多，例如

學生背景的性別、家庭結構、家庭 SES、
家庭學習資源、學生課外補習與文化資本 
等（Mori & Gobel, 2006）；與學生有關的 
特質因素，包括智商、學習動機、學習風 
格、學習興趣、學習態度、學習信心（Dörnyei  
& Chan, 2013; Gardner, 2001; Gardner & 
Tremblay, 1994）。而學校因素包括學校資
源、學校投入的教育經費、班級大小、班

級文化、教師教學態度及作業多寡等。另

外也有以多層次分析來瞭解英語學習表現

有關的因素，張芳全（2019）就以一所國
中之 19個班級，共 550名學生為對象，
透過多層次模式分析學生英語學習成就因

素發現：班際之間差異在解釋英語學習成

就效應不可忽略；學生補習時間與文化資

本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明顯影響；而學生英

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最大提升

效果；班級的英語教學方法多元化對英語

學習成就有提升效果，自律學習就沒有明

顯影響學習表現；英語教學方法多元化與

英語學習動機、補習英文時間、文化資本

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調節效果。上述因素

在不同研究有不同解釋力。然而很重要的

是學生學習成就不是靜態的一成不變，它

會隨著個人的學習、成熟及心智發展或外

在環境改變，而有成長與改變。同時與英

語學習成就有關的因素，尤其是學習動機

可能會隨著時間、環境改變或學習者成長，

因而對學習成就的影響也有成長變化。此

時要探討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之關

係就更為複雜。

在眾多與學習成就有關的因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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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的家庭 SES與學習動機是不可以忽
略的重要因素。家庭 SES整合了經濟與社
會變項來測量個人的經驗或家庭經濟及成

員教育程度和職業在社會的相對地位。如

果此一係數愈高，代表這個階層的人在社

會擁有的社會地位愈高，可以提供給子女

的學習資源也會較高。Sirin（2005）指出，
家庭 SES常以個人或家庭成員，尤其是學
生的父親教育程度、經濟所得、職業聲望

及其他與社會地位有關的適切指標，來測

量個人及家庭在團體中的相對地位。社會

階層論認為，家庭或個人擁有較高的家庭

SES，代表所擁有的經濟所得、地位、權
力、職業聲望及社會與家庭資源較多，因

而可以提供給子女學習的資源與機會也較

多，而這些資源及地位對於子女都有正面

幫助。

與學習成就有關的重要理論之一是學

習動機理論（Bandura, 1997; Stipek, 2002）。 
動機是個體對於任務期待要完成的一股內

在驅力。學習者更是以目標導向（goal-
oriented）的理性思維。學習者若沒有強烈
意願及動機想要完成目標與學習任務，學

校提供再好的教學、教材及學習環境與教

育經費也無法提高學生學習表現，相對地，

如果學習者擁有強烈的學習意願、驅力、

渴望及動機想要完成預期的學習目標及任

務，在這種心理的驅動之下，只要給予時

間學習，學生所要達成的目標與任務指日

可待。任務能否順利完成與學習者願意投

入的時間有關，學習者的動機也是相當重 
要的關鍵（Deci & Ryan, 2004）。Gardner 
（2007）指出，學生語言學習的研究應將 
焦點集中在學生特質的個別差異因素，尤 
其是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語言學習

策略及自我效能。在這些學習因素之中，

學習動機更是許多研究所強調的重要因 
素（Bandura, 1997; Chiang, Yang, Huang, &  

Liou, 2014; D.-H. Kim, Wang, Ahn, & Bong, 
2015; Zubairi & Sarudin, 2009）。Dörnyei
（2005）回顧外來語言學習者的動機系統
之相關研究指出，學習者會把動機視為產

生學習努力的動能，在此系統包括三個部

分：（一）學習者本身會有一個特定的自

我理想想要完成任務、（二）任務與學習

者本身觀念、權利義務或責任相關，以及

（三）學習者經驗可以遂行與學習環境有

關的動機，上述三個部分都與學習者驅動

力有關，也就是學習動機，可見學習動機

對於學習任務的完成及學習表現的提升有

重要的影響力。因此本研究認為，學習動

機為影響學生學習英語的學習態度與動力

的主因。本研究焦點放在英語學習，所以

英語學習動機設定為「學生願意投入心力

及努力想要學好英語的渴望」，例如我會

努力把英文學好、我對英文的喜好程度、

我會認真寫英文回家作業等等，尤其是將

認真做英文的回家作業等內涵視為英語學

習動機。

上述是以動機理論詮釋學生學習成就

表現，而學習動機理論相當多元，例如成

就動機理論、歸因理論、社會學習理論、

自我決定理論等，每個理論不一定可以解

釋本研究內容。本研究認為以自我決定論

作為探討的依據，因為 SSMMD 可以合
宜地解釋本研究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成

就表現之相關因素。此模式說明了學生投

入與不投入學校學習活動及對學生學習表

現的影響情形。它是 Skinner與 Belmont
（1993）、Skinner、Furrer、Marchand與 
Kindermann（2008）依據Connell與Wellborn 
（1991）及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Ryan & Deci, 2008）改編而成 
的模式。近年來它已成為解釋學生學習

表現重要模式之一。此模式統整脈絡

（contextual）變因（例如，社會脈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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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溫暖、結構與自主性支持）與自我知

覺（self-perception）（例如學生感受到的 
能力、自主性與相關性）等變項，來解釋

說明學生如何提升或個體如何投入一個特

定活動的歷程。據自我決定理論，個體有 
三項基本心理需求：自我感受能力需求、自

主需求與關係需求，基於此論點，SSMMD 
提出了，如果學生可以經驗到自主性、能

力與關係的基本特質，就可以作為他們學

習投入的動力。如果社會脈絡（如家長、 
教師與同儕）是支持性的，基本需求可以 
實現，此時投入學習活動水準會不斷增加

（Connell & Wellborn, 1991; Skinner et al., 
2008）。相對地，社會脈絡不是建設性的， 
基本需求就無法實現，投入活動就無法完

全進行。據 SSMMD論點，特定的社會脈 
絡可以加速基本需求的實現（Skinner & 
Belmont, 1993），尤其如果環境提供結構 
性條件，就可以滿足學生需求能力；同時

當環境賦與他們責任或給予個體選擇，

就可以滿足自主需求；如果環境中有人

關心與情感性的影響學生，讓學生感受到

溫暖，也可能滿足關係需求。然而此模式 
不是社會脈絡與自我知覺變項之跨層關係

（Connell & Wellborn, 1991），而是在此 
模式之中，最重要預測個體投入的是個體

自我感受到自主、能力與關係需求（Skinner  
& Belmont, 1993; Skinner et al., 2008），
以及每一項自我知覺被視為一個獨特與

直接影響投入的變項（Connell & Wellborn, 
1991）。此外，自我知覺中介（mediate）了 
社會脈絡與學生投入（Connell & Wellborn, 
1991; Skinner et al., 2008）。而學習投入
是一個多元概念，它至少包括了情緒、認

知與行為表現（Reeve, 2012）。就整體
來看，社會脈絡包括的結構、自主性支持

與投入，會相對應於能力、自主與關係需

求，再相對應於行為表現、認知與情緒表

現。就上述來看，SSMMD模式的認知，
在本研究為學習動機，而行為表現是本研

究的英語學習成就表現。自主支持來自於

教師或家長，例如提供自我的機會選擇、

分享決定、提議與宣示外部控制策略，包

括了評分及獎勵，這些可以增加學生自主

感受、班級投入、創造力與學業學習表現

（Reeve, Jang, Carrell, Jeon, & Barch 2004;  
Vansteenkiste, Simons, Lens, Sheldon, & Deci,  
2004; Williams & Deci, 1996）。社會脈絡
環境給與予結構性條件與支持，就如同學

生的家庭 SES愈高，某種程度是一種結構
的支持與條件，因為高度家庭 SES比其他
人好，可能贏在起跑點，在這些家庭成長

的學生可以從家庭中獲得更多學習資源、

支持與關心，在學校可以獲得良好表現是

可以預期。

總之，與英語學習成就有關因素相當

多，然而很重要因素是學生家庭 SES及
學生學習動機。前者是學生的家庭經濟收

入、雙親教育程度、職業聲望等來測量，

這些變項是學生、家長及學校難以改變

及調整的，但它卻是影響學習成就的重要

因素；而學習動機是學生特質之一，是學

習者內在的驅動力，也是影響學習成就的

重要因素，可以從後天環境來培養，因而

它對於學習者要提升學習表現是重要的關

鍵。在這兩個重要因素都有學理依據，尤

其從自我決定理論而來的 SSMMD 更能
解釋學生為何投入學習，以及變項（例如

家庭 SES與學習動機）如何影響學生英
語學習成就表現，因此本研究將它們作為

探討英語學習成就成長變化的學理依據。

二、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動機及
英語學習成就之研究

許多研究支持，學生的家庭 SES 對
於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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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敏、黃毅志，2009；張芳全，2006； 
張芳全、張秀穗，2016，2017）。學生的
家庭 SES影響子女的認知發展與學習表現
（Bradley, Corwyn, & Whiteside-Mansell, 
1996; Strenze, 2007），也影響了語言成就
的獲得及語言能力的表達（Hoff-Ginsberg, 
1991），更影響了英語學習成就。這說明
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表現有關。Berger與
Archer（2016）研究 130 名 16 ~ 17 歲，
就讀於不同 SES組成學校的學生（高 SES 
與低 SES 地位家庭組成的學生）分析發
現，兩所學校的學習表現發展目標截然不

同，來自於低 SES家庭的子女較不會運
用精熟學習與表現目標的結合，而來自高

SES 家庭子女則比較會有這種傾向，低
SES 家庭的子女較不會想要完成高中學
業，在班級的學習行為較容易中斷。換言

之，家庭 SES不僅影響學習成就目標的
設定，同時也對於社會適應與學習表現有

明顯影響。Babikkoi與 Razak（2014）研
究發現，中學生的家庭 SES對於語言學
習策略有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學生的記憶

及認知學習策略。上述研究多以橫斷面分

析，並沒有以家庭 SES對學生學習動機
與學習成就有動態性或他們之間成長變化

的分析。

Duncan與 Brooks-Gunn（1997）分析 
幾個美國長期資料庫，包括所得動態資料 
庫（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國家青年長期資料庫（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孩童長期資料庫（the 
Children of the Longitudinal Survey）、國
家的家庭與個人所得資料庫（the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健
康與營養資料庫（the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以及嬰兒
健康與發展資料庫（the Infa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發現，家庭所得及 
家庭 SES影響子女的學習表現，如果出生
在貧窮家庭子女，傾向於在就學期間容易

輟學。Sirin（2005）以 1990 ~ 2000年已 
出版的期刊文章為資料，總樣本為 101,157 
名學生、6,871所學校及 128個學區，透
過後設分析發現家庭 SES與學習成就具
有中度顯著正相關。雖然上述運用後設分

析說明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表現有重要
關係，但是後設分析仍僅是多個橫斷面的

整合分析，無法瞭解學生學習動機的變化

情形，也無法瞭解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
習動機及學習成就的成長變化之關係。

張芳全與張秀穗（2016）的研究發
現，新移民子女的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
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影響。張芳

全與張秀穗（2017）進一步以基隆市兩千
多名國中生研究發現，學生的家庭 SES、
補習英文時間對英語學習成就有重要影

響，其中家庭文化資本、學生補習英文、

教育期望、英語學習動機與國語學習成就

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完全中介的影響，上

述變項為家庭背景變項的二至五倍不等的

預測力，尤其國語學習成就與英語學習動

機減弱了家庭 SES及背景變項的預測力。
高度學習動機學生在學習課業表現明顯高

於低度學習動機者（Tella, 2007）。張芳
全與詹雨璇（2019）探討新北市國中生英 
語學習表現發現，高 SES家長教育期望對 
學生英語學習動機的影響明顯高於低 SES
家長；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

有提升效果。學習文化資本代表了家庭

SES高低。這些研究都支持社會階層理論
與學習動機論點。學生的家庭 SES愈高，
在較高家庭 SES環境可以受到家長的教
育期待、關懷、鼓勵、陪讀與提供較多學

習資源，愈有利於他們的學習動機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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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強。相對的，學生家庭 SES 愈低，
他們的學習機會及教育與學習資源取得機

會相對不利，因而可能會影響子女學習的

意願、態度及學習動機。同時學生的家庭

SES愈高，對於維持及強化子女的學習資
源更為容易，因而可以持續影響子女的學

習態度及意願相對較高。

許多研究支持了學生的工具性動機 
（instrumental motivation）在學習英語或 
提高英語學習成就扮演重要角色（Ahmadi,  
2011）。Butler（2015）認為，英語學習表 
現受到不同年齡發展階段、家長角色、學

習者動機的影響，以自我決定理論為依據， 
檢定家庭 SES、家長對於子女英語學習
態度、子女學習動機對於英語學習成就

的影響，運用華人的四、六與八年級學生

研究發現，低家庭 SES的家長傾向於以
管制式教導子女，減少自我能力及學習動

機，相對地，較高 SES家長有較好的經
濟能力提供子女有較多的英語學習機會，

因而提高子女英語學習動機，也提高了英

語學習成就。Butler 與 Le（2018）運用
189 位中學生的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動
機對英語學習成就成長的影響發現，家庭

SES、家長對英語學習的態度、家長管教
風格、家庭中的學習圖書資源、家長參與

子女的英語學習對於子女的學習成就有正

向影響；同時家庭 SES、學習動機、家長
管教方式（民主自由相對於管控式），以

及家長信念與家長教育期望對於英語學習

成就成長有正向影響。

總之，本研究不僅要分析國中生的家

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
就的影響，而且還要分析國一生時的家庭

SES是否會影響後來國中兩年半的英語
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就。也就是說，國

一時的 SES是否會影響後來兩年半的英

語學習動機的成長與英語學習成就的成長

呢？現有研究並沒有這種研究來觀察學生

這方面的成長變化及其關聯。因此本研究

透過資料庫資料來分析此現象。

三、英語學習動機變化與英語學

習成就關係之研究

已有許多研究就單一個時間分析，學

習動機對於學習成效有著正面影響。張芳

全與張秀穗（2016，2017）分析發現，國
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有

正面助益。然而英語學習動機是一個會隨

著時間變化，而發展的動態歷程（Dörnyei,  
2000; Dörnyei & Chan, 2013; Ortega, & 
Iberri-Shea, 2005）。它不是一個靜止狀態， 
會隨著時間、情境或個體成長而有所改

變。同時學生學習成就也會因為不斷地學

習，或因為學習動機強化，而提高學習表

現。也就是說，學習動機會隨時間變化與

成長。如果以長時間觀察學習表現，而不

是僅單一時間來掌握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

比較，就可以更瞭解學生學習狀況。Xu
與 Gao（2014）運用縱貫性研究追蹤大學
生的學習情形，再透過 LGCM分析發現，
大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與學習自信成長有

正向關係、向海外求學動機與認同的改

變，以及成就動機及學習情境動機有正向

關係。換言之，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是有成

長的。H. Kim（2015）分析韓國學生學習
第二外語的成長軌跡（trajectories）發現，
學習動機不僅受到英語學習環境脈絡的影

響，而且也影響學習者感受到環境脈絡。

Phan（2012）透過因果模式分析發現，學
童對於英語及數學的自我效能，會隨時間

增加而增加，如果學童有積極態度，伴隨

著也會在英語及數學成就成長有較好的表

現。然而學生的負面情緒狀態則與數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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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效能呈現相反關係，積極表現對於英語

及數學的起始點有正面助益。從上述可以

看出，如果學生的學習動機不斷地引導、

誘發與提升，也會隨著時間增加學生的學

習成就表現。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建立了本研究

架構，並提出研究假設，接著蒐集資料來

探討國中生英語成就之潛在成長模型。茲

將研究架構與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

與資料處理說明如下。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建立的架構如圖 1。圖中的國
中生的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動機起始
點與成長幅度、英語學習成就起始點與成

長幅度的影響。同時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

機起始點分別對於英語學習成就起始點與

成長幅度的影響，以及國中生的英語學習

動機成長幅度對英語學習成就成長幅度的

影響。

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H1： 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動機起始點有
正向顯著影響。

H2： 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動機成長幅度
有正向顯著影響。

H3： 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成就起始點有
正向顯著影響。

H4： 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成長幅度
有正向顯著影響。

H5： 學生英語學習動機起始點對於英語學
習成就起始點有正向顯著影響。

H6： 學生英語學習動機起始點對於英語學
習成就成長幅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H7： 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成長幅度對英語學
習成就成長幅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二、變項測量

本研究納入分析的國中生英語學習表

圖1　研究架構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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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之各變項測量說明如表 1。值得說明的
是，英語學習動機是以 Dörnyei（1998）

所認為的語言學習動機由三項組成：動機

強度、學習語言的欲望與語言學習的態度。

表 1
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影響測量變項之意涵和測量方式

變項 定義 計分方式

家庭 SES SES 以學生的父親教育程度、收入及職
業來測量。 

父親教育程度 a 小學沒畢業或沒上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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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各階段教育分別以 3、6、9、12、14、16
與 18 轉換，若填答我不知道列為 0 不列
入計分。

父親職業 中小學、特教、幼稚園教師 b

一般技術人員 c

高層專業人員 b

行政主管、企業主管、經理人員及民意
代表 b

技術員及半專業人員 c

事務工作人員 d

服務及買賣工作人員 d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f

技術工、操作工及裝配工 f

非技術工 e

職業軍人 d

警察、消防隊員 d

家管 g

其他 g

參考黃毅志（2008）「改良版臺灣地區
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將職業分
成五級，第一級為非技術工、體力工；
第二級為技術工作者；第三級為半專業
人員及普通公務人員；第四級為專業人
員及中級行政人員；第五級為高級專業
人員及行政人員。
第一級至第五級分別給予 1 ~ 5 分。

父親每月收入 沒有收入
1 ~ 20,000 以下
20,001 ~ 40,000 元
40,001 ~ 60,000 元
60,001 ~ 80,000 元
80,001 元以上

收入依序分別給予 1 ~ 6 分。

英語學習動機 學生想要學習英語的學習態度。本研究
以：我會努力把英文學好、我對英文的
喜好程度、我會認真寫英文回家作業，
受試者依實際情況勾選適合自己情形。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依序為 1 ~ 4 分。

英語學習成就 以基隆市 99 學年各學校第二學期英語學
期總成績，英語教師對全班學生在兩次
期中考及一次期末考，加上平時英語表
現評定。

由於英語教師對全班學生從考試及平時
表現評分，考量不同班級的教師對學生
在班級與校際之間差異，採用標準化 Z
分數轉化，再依 T  = 50 + 10Z 轉換，使
之可做為比較，T 分數愈高代表英語成就
愈好。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a 教育程度依臺灣學制畢業修業年數為依據；b 第五級高級專業人員

級行政人員；c 第四級專業人員及中級行政人員；d 第三級半專業人員及普通公務人員；e 第二級技術工作者； 
f 第一級非技術工、體力工；g 不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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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資料庫中的英語學習動機題目包括：

我會努力把英文學好（學習語言的欲望）、

我對英文的喜好程度（動機的強度）、

我會認真寫英文回家作業（語言學習的態

度）。

三、資料來源與樣本屬性

本研究資料取自「國民中學學習狀況

之追蹤調查」資料庫，此資料庫係張芳全

（2013）建置完成，從 99學年度下學期
至 101學年度下學期針對基隆市 15所國
中調查，追蹤調查五次樣本的五波資料。

資料庫普查 99學年度起就讀基隆市國中
的國一 4,211名學生，然而在這五波調查，
也就是五個學期之中，有些學生的變項沒

有填答，也有些學生在該波施測，並沒有

把問卷填寫完成，使得資料缺失。本研究

在篩選出所使用的資料之後，使用的變項

都有資料的共有 2,157名學生。樣本不包
括特殊教育學校，學校班級中若有特殊教

育（需要接受融合教育的學生）都予以扣

除（這部分學校會提供相關資料）。這五

波資料的基本資料如表 2，表中看出原住
民學生有 80位、漢族生 2,077名；男女生
各占 51.32%及 48.68%；在父親職業中以
半專業人員與公務人員，以及專業人員及

中級行政人員比率較高，各為 29.43%及
28.28%，父親收入以 20,001 ~ 40,000元比
率 38.47%最高，單親家庭占 9.51%。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的資料處理上，透過 IBM SPSS  
Statistics 25.0版軟體，以描述統計計算變
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以瞭

解樣本分布情況，並以英語學習動機的平

均數繪製第 1 ~ 5波之成長線條圖。在估

表 2
國中學生的背景變項之摘要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族群 原住民學生 80   3.70
漢族學生 2,077 96.29

性別 女 1,050 48.68
男 1,107 51.32

父親職業 非技術工、體力工 154   7.14
技術工 590 27.35
半專業人員及公務人員 635 29.43
專業人員及中級行政人員 610 28.28
高級專業人員及行政人員 166   7.79

父親收入 沒有收入 181   8.39
20,000 元以下 254 11.78
20,001 ~ 40,000 元 830 38.47
40,001 ~ 60,000 元 532 24.66
60,001 ~ 80,000 元 210   9.74
80,001 以上 153   7.09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1,952 90.49
單親家庭 205   9.51

註：N = 2,157。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2(1)-01 張芳全.indd   12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2(1)-01 張芳全.indd   12 2021/6/16   下午 02:58:272021/6/16   下午 02:58:27



國中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之成長軌跡分析 13

計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就軌跡時，

以積差相關係數計算各變項之變異數共變

數矩陣及相關係數矩陣，作為檢定模型依

據。本研究的家庭 SES以學生的父親教
育程度、每月經濟收入及職業來測量，並

以因素分析主軸因子萃取法，最大變異法

之直交轉軸，以特徵值大於 1.0為標準，
在 KMO（Kaiser-Meyer-Olkin）的取樣適 
切性量數各為 .76，代表題項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Kaiser, 1974），家庭 SES抽取為 
一個家庭 SES因素，三個變項的因素負
荷量各為 .77、.76、.66，整體解釋力為
53.45%。以 LGCM來檢定國中生的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動機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成
長情形，從五波資料中抽取兩個潛在變

項，一個為潛在變項的起始點（或稱為起

始值），它代表還沒有成長效果出現時的

一個起點。以本研究來說，就是國中一年

級時學生的家庭 SES高低狀況；另一個
潛在變項是成長變化速率（或稱為成長率

或斜率，其數值有可能為正值或負值），

它代表：當樣本在變項出現成長效果時，

獨立潛在變項每變動一個單位幅度，所相

對應的潛在變項變動的幅度。以本研究來

說，英語學習動機在每一個學期成長狀

況，是否隨著學期推移，學習動機逐漸上

升，或是逐漸下降。截距項的因素負荷量

均固定為 1，代表一個穩定常數對重複測
量的影響情形，而斜率項的因素負荷量均

固定在一個線性穩定發展數值，代表在

一個隨時間改變，而有線性成長趨勢的

狀態如圖 2。因此本研究採用「完整潛在
軌跡模型」（completely latent trajectory 
model），將斜率項第一個時間點設值為
0，第五波時間點設定為 1，其他時間點
採完全開放估計，以反映出原始資料隨

時間變化，所呈現的成長趨勢（Aber &  
McArdle, 1991; Meredith & Tisak, 1990）。

圖中各符號說明如下：圓框中的 ξ1、

ξ2、η1、η2為潛在變項；方框中的 X1 ~ X5

代表第一波至第五波的英語學習動機，ξ1

為英語學習動機的起始點，ξ2為英語學習

動機的成長幅度；方框中 Y1 ~ Y5代表第一

波至第五波英語學習成就的起始點（η1），

η2為英語學習成就的成長幅度；β1、β2代

表英語學習動機的起始點 ξ1對英語學習成

就的起始點及成長幅度的影響；β3代表英

語學習動機的成長幅度 ξ2對英語學習成就

成長幅度的影響。λ1 ~ λ20為各潛在變項的

起始值與成長幅度的因素負荷量。γ1 ~ γ4

代表家庭 SES對英語學習動機的起始點、
成長幅度、英語學習成就的起始點與成長

幅度的影響。圖中兩個三角形代表常數

項，α1、α2代表英語學習動機的起始點與

成長幅度 ξ1、ξ2的平均截距項及斜率項參

數；k1、k2代表英語學習成就的起始點與

成長幅度 η1、η2的平均截距項及斜率項參

數。ψ1、ψ2、ψ3分別為英語學習動機的起

始值、成長幅度的變異數起始值與成長幅

度的共變數；ψ4、ψ5、ψ6分別為英語學習

成就的起始值與成長幅度的變異數及起始

值與成長幅度的共變數。

在潛在成長模式的檢定標準（引自

余民寧，2013）宜包括 χ2值不達顯著水

準（p > .05）；適配指標（goodness-of-fit 
index, GFI）、調整後適配指標（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 AGFI）數值大於 .90； 
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d residual, 
RMSR）須低於 .05，最好低於 .025；近
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低於或等於 .05
表示良好適配；.05 ~ .08 可視為不錯適
配；.08 ~ .10 之間視為中度適配；大於 
.10以上代表不良適配。非正規化適配指
標（non-normed fit index, NNFI）理想數
值應在 .90以上，愈接近 1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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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資料檢視

本研究檢視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

差、偏態（skewness）及峰度（kurtosis）
如表 3。家庭 SES、第一波至第五波的英
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成就的偏態值介於

-0.88 ~ 0.18，峰度值介於 -1.00 ~ 0.06。Kline
（1998）指出，偏態絕對值小於 3，峰度
絕對值小於 10可視為單變量常態分配。本
研究之各觀察變項資料均符合此標準，可

視為常態分配，因此 LISREL 8.8版的程式
可以用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作為參數估計方法（余

圖 2　家庭 SES、英語學習動機對於英語學習成就之潛在成長模式設定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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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寧，2013）。表 3可以看出，家庭 SES
與各波的英語學習動機為很低度顯著正相

關，而與各波英語學習成就為低度顯著正

相關；各波的英語學習動機與各波英語學

習成就為中等顯著正相關。

二、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

就成長軌跡

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

就成長軌跡如圖 3，上面一條線為第一波
至第五波英語學習成就（為讓兩條線的刻

度差異縮小，將各波的英語學習成就除以

10），呈現下降—下降—下降—下降狀
態，其成長傾向為線性趨勢。國中生英語

學習成就，七年級下學期至九年級下學期

都是下降，顯示國中英語學習成就隨時間

推移有下降趨勢。整體看起來，五波傾向

為直線性負成長。

圖 3 底線為第一波至第五波英語學
習動機，呈現上升—下降—下降—下降狀

態，其成長傾向為線性趨勢。國中生英語

學習動機，七年級下學期至八年級上學期

先上升，之後至九年級下學期都下降，顯

示國中英語學習動機，隨時間推移略有下

降趨勢。整體看起來，五波傾向為直線性

負成長。

三、模式檢定結果

本研究建構的國中生家庭 SES對於
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就成長軌跡模

式，經過 SEM檢定發現，χ2 = 516.02（p 
< .01）、RMSEA = .07、NNFI = .97、
RMSR = .04，模式適配度還不錯，如表 4。

表 4 及圖 4 可知，從五波的英語學
習動機平均起始值為 2.74，且每波平均
以 0.32速度成長，各波成長速率分別為 

表 3
國中生家庭 SES、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成就之描述統計和相關係數

變項 SES 動機 1 動機 2 動機 3 動機 4 動機 5 成就 1 成就 2 成就 3 成就 4 成就 5
SES ―

動機 1 .13*** ―

動機 2 .10*** .38*** ―

動機 3 .11*** .42*** .48*** ―

動機 4 .09*** .41*** .46*** .56*** ―

動機 5 .10*** .36*** .42*** .52*** .65*** ―

成就 1 .28*** .49*** .39*** .41*** .43*** .39*** ―

成就 2 .28*** .47*** .40*** .42*** .44*** .41*** .93*** ―

成就 3 .26*** .44*** .39*** .42*** .43*** .40*** .87*** .90*** ―

成就 4 .27*** .43*** .37*** .40*** .45*** .42*** .87*** .92*** .90*** ―

成就 5 .27*** .42*** .36*** .40*** .45*** .42*** .81*** .87*** .85*** .94*** ―

平均 0.02 2.74 3.15 3.10 3.05 3.02 7.61 7.32 7.24 6.98 6.74
標準差 1.00 0.91 0.87 0.87 0.88 0.90 1.98 2.13 2.06 2.19 2.25
偏態 0.18 -0.88 -0.77 -0.69 -0.63 -0.62 -0.81 -0.66 -0.64 -0.49 -0.35
峰度 -0.02 0.06 -0.19 -0.32 -0.42 -0.41 -0.40 -0.64 -0.58 -0.84 -1.00

註：N = 2,157。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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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3、0.65、0.62，各波的測量誤差
並不相同。而五波英語學習成就年平均起

始值為 7.61，並以每波平均 -0.83的速度
下滑，其各波成長速率分別為 0.00、0.25、
0.38、0.44，各波測量誤差的變異數不同。

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的起始點
（截距項）與其成長幅度之係數各為 γ1 = 
0.12（p < .01）與 γ2 = -0.03（p > .05）。
換句話說，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動機起
始點達到 p < .01，對英語學習動機成長幅
度則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而家庭 SES
對於英語學習成就起始點與成長幅度都

達到 p < .01，其係數各為 γ3 = 0.29（p < 
.01）與 γ4 = 0.09（p < .05）。代表了學生
的家庭 SES對國一下學期的學生之英語學
習動機有正向影響，同時 SES對於後來五
學期的國中英語學成就成長有正向助益。

表中可以看出，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

機的起始點對於英語學習成就起始點達到

統計顯著水準（β1 = 2.20, p < .01），然
而英語學習動機起始點對英語學習成就成

長幅度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β2 = 0.05, p
> .05）。這代表了國一時的英語學習動

機對國一時的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的

影響，而國一時的英語學習動機，並沒有

對後來國中五學期的英語學習成就有明顯

助益；此外，國中五學期的英語學習動機

成長也對於國中五學期的英語學習成就有

正向顯著影響（β3 = 0.88, p < .01），這
代表了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會隨著不同

學期的增加，而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有正面

助益。

表中更看出學習動機平均截距項（α1）

及平均斜率項（α2）的估計值都是正向達

到統計顯著水準，而斜率項 /截距項共變
數（ψ3）為 -0.07（p < .01），顯示出在國
一下學期的英語學習動機較高的學生，其

後來的英語學習動機呈現下滑現象，所以

為負向關係。而英語學習成就平均截距項

（k1）為正向顯著，而平均斜率項（k2）

為負向顯著，然而斜率項 /截距項共變數
（ψ6）為 1.15（p < .001），代表在國一下
學期的英語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其後來

五學期的英語學習成就也會比較高。

四、綜合討論

在現有研究及文獻之中，對於國中

表
現

學習
動機

英語
成就

圖 3　第一波至第五波的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成就之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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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家庭 SES、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成就之成長模型參數估計值摘要

估計參數 估計值 估計標準誤 t 值
SES
平均截距項 0.02 0.02 0.88

英語學習動機

平均截距項（α1） 2.74** 0.02 140.80
平均斜率項（α2） 0.33** 0.02 16.21
截距項變異數（ψ1） 0.37*** 0.03 14.62
斜率項變異數（ψ2） 0.15*** 0.02 8.89

斜率項 / 截距項共變數（ψ3） -0.07** 0.02 -3.91
英語學習成就

平均截距項（k1） 1.58** 0.27 5.76
平均斜率項（k2） -1.25** 0.17 -7.29
截距項變異數（ψ4） 1.72*** 0.09 18.68
斜率項變異數（ψ5） 1.15*** 0.06 18.04

斜率項 / 截距項共變數（ψ6） -0.02 0.06 -0.41
SES 對英語學習動機起始點（γ1） 0.12** 0.02 6.12
SES 對英語學習動機成長幅度（γ2） -0.03 0.02 -1.74
SES 對英語學習成就起始點（γ3） 0.29** 0.04 6.52
SES 對英語學習成就成長幅度（γ4） 0.09** 0.03 2.93

英語學習動機對截距與斜率項效果

英語學習動機起始對英語成就起始（β1） 2.20** 0.10 22.23
英語學習動機起始對英語成就成長（β2） 0.05 0.06 0.79
英語學習動機成長對英語成就成長（β3） 0.88** 0.14 6.19
SES 誤差變異數 1.00*** 0.03 32.89
英語學習動機第一波誤差變異數 0.44*** 0.02 22.19
英語學習動機第二波誤差變異數 0.47*** 0.02 27.74
英語學習動機第三波誤差變異數 0.35*** 0.01 25.90
英語學習動機第四波誤差變異數 0.30*** 0.01 24.58
英語學習動機第五波誤差變異數 0.37*** 0.02 26.68
英語學習成就第一波誤差變異數 0.17*** 0.02 8.16
英語學習成就第二波誤差變異數 0.31*** 0.01 24.23
英語學習成就第三波誤差變異數 0.61*** 0.02 29.82
英語學習成就第四波誤差變異數 0.17*** 0.01 13.17
英語學習成就第五波誤差變異數 0.40*** 0.02 16.68

χ2（df = 42） 516.02**

p-value < .001
RMSEA .07
AGFI .94
NNFI .97
RMSR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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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N = 2,157。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近似

誤差均方根）；AGFI：adjusted goodness-of-fi t index（調整後適配指標）；NNFI：non-normed fi t index（非正

規化適配指標）；RMSR：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d residual）。

**p < .01，***p < .001。

表 4
家庭 SES、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成就之成長模型參數估計值摘要（續）

圖 4　家庭 SES、英語學習動機對於英語學習成就之潛在成長模式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

**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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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英語學習表現多以橫斷面來探究，這種

研究方式及研究成果已有不少。現有文獻

都支持了學習者的學習動力與學生的家庭

SES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影響。然而
這樣研究方式欠缺對於學生長期的觀察學

習動機與學習成就表現，無法較深入地瞭

解家庭 SES、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成
就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突破了上述缺

口，運用縱貫性資料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

表現進行分析，因而本研究有以下的貢獻

與特色：（一）本研究社會階層理論與以

自我決定論的 SSMMD模式為理論依據，
透過基隆市的國中生學習狀況資料庫，以

LGCM來分析國中生的英語學習成就成長
軌跡，研究結果支持了 SSMMD模式的論
點，補充了現有研究不足。（二）本研究

結果發現，家庭的 SES僅對國一上學期的
英語學習動機起始點有明顯影響，並沒有

影響國中生後來五學期的學習動機成長幅

度，然而學生的家庭 SES則會持續影響國
中一年級之後五學期英語學習成就起始點

及學習成就的成長幅度變化。（三）學生

的英語學習動機起始點影響英語學習成就

的起始點及成長幅度，而英語學習動機成

長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成長變化也有正向影

響。基於上述分析，討論如下。

（一）國一學生家庭 SES 與國一英語學習
動機及英語學習成就之研究發現討
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一時的學生家庭

SES愈高，國一時的英語學習動機起始點
及英語學習成就起始點愈好，代表了學生

在國一家庭 SES愈高，在國一時的學習
動機愈高，這研究結果與張芳全與張秀穗 
（2016，2017）、Berger與Archer（2016）、
Bradley等人（1996）、Hoff-Ginsberg（1991）、 
Strenze（2007）的研究發現一樣。可能是
家庭 SES高，子女在家庭中感受到，並耳

濡目染了家長對他們的學習期待，同時高

家庭 SES的子女有比較充足的學習資源、
較多鼓勵或家長陪讀，因而讓子女感受到

學習的重要，提高了他們的英語學習動

機。而國一學生的家庭 SES愈高，國一時
的英語學習成就愈好，這也與張芳全與張

秀穗（2016，2017）、Babikkoi與 Razak
（2014）的研究發現一樣。可能是家庭
SES高，擁有的文化資本、學習資源、家
長對子女較高的教育期待，因而影響了子

女學習成就表現。上述也支持自我決定理

論的 SSMMD模式及社會階層理論論點，
因此接受 H1與 H3。

（二）國一學生家庭 SES 對國一後來五學
期英語學習成就與英語學習動機成
長幅度影響之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一學生時的家

庭 SES對於國一下學期後的五學期的英
語學習動機成長幅度沒有明顯影響，這

與 Butler與 Le（2018）的研究發現不同。
換言之，基隆市國中生在一年級下學期之

後的五學期英語學習動機成長變化，並沒

有明顯受到家庭 SES的影響，因此拒絕
H2。學生的學習動機變化除了與家庭 SES
因素有關之外，但更重要的是學生本身的

學習態度、學習方法等因素，尤其是如何

誘發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例如學校可運

用多元活潑策略來提高英語學習動機。

因而學生的家庭 SES對國一之後的各學
期英語學習動機成長狀況沒有正向顯著影

響，代表還有其他可能的重要因素會影響

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換言之，如何培養學

生的學習動機，或讓學生從想要學好英語

的學習動機信念，值得英語教師與學校深

入瞭解。因此，國中生在國一下之後的五

學期英語學習動機，較不受家庭 SES的
影響，可能受到學習態度、教學方法、學

生本身學習方式或與同儕關係影響。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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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以檢討其中原因，包括多元教學策

略、合作學習、分組學習與差異化學習等

方式，針對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方法來改

善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

然而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一時的家庭

SES 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成長幅度有正向
顯著影響，代表了家庭 SES會隨著學生
年級增加，因而對英語學習成就提升有幫

助。這與 Butler 與 Le（2018）的研究發
現相同，所以接受 H4。可能是因為學生

生長在較高 SES的家庭，從小就擁有較
多的英語學習資源、可以提供較多校內外

補習、家長較高的教育期待及適切教養方

式，因而家庭 SES對於各學期英語學習
成就成長變化有正面幫助。上述來看，家

庭 SES僅對於國一下學期之後的五學期
英語學習成就成長有正面助益，但是對於

國一下學期以後的五學期英語學習動機成

長變化並沒有明顯影響。

（三）國一時的英語學習動機對國一時的
英語學習成就，以及對國一之後五
學期英語學習成就變化影響之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基隆市國中生在國

一時的英語學習動機起始點對於國一的英

語學習成就起始點有正向顯著影響，代表

國一時的英語學習動機如果愈強烈，國一

的英語學習成就也會愈好。這與學習動機

理論認為個體的學習動機對於學習任務完

成與提升有幫助的論點一致，同時這與張

芳全與張秀穗（2016，2017）、張芳全與
詹雨璇（2019）的研究結論發現一樣，因
此接受 H5。這顯示了基隆市國中生的英語

學習成就受到英語學習動機的正向影響。

然而基隆市國一生的英語學習動機，並無

法影響到學生後來五學期的英語學習成就

成長表現，也就是說，國中生在國一的英

語學習動機，無法逐學期影響英語學習成

就成長表現，因此拒絕 H6。這顯示，國一

時的英語學習動機，僅以一個學期的學習

動機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

然而並無法延續對後來各學期英語學習成

就成長有幫助，換言之，僅有國中一學期

的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有幫助。

因此如果英語教師、家長或學校沒有持續

鼓勵、關心、引導與誘發學生學習動力，

就很難對國一下學期之後到國三下學期共

五學期英語學習成就的成長有正向顯著影

響。可見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需要在

不同時間都給予誘發，才可以持續地維持

或提升學習動機，來提高英語學習成就表

現。簡言之，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是提

高學生英語學習成就表現很重要的因素。

（四）國一之後的五學期英語學習動機成
長對五學期英語學習成就成長影響
的研究發現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一下學期之後

到國三下學期的英語學習動機成長對同時

段的英語學習成就成長有明顯正向影響，

代表了隨著國中生的年級晉升，可以在後

來每一學期逐次提高學生的英語學習動

機，會讓這五學期的英語學習動機為正向

成長，而這種逐學期的英語學習動機成長

變化，也會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成長有正面

助益，反之，如果學習期間的英語學習動

機逐漸降低，學生英語學習成就會逐次下

降。這兩者好像是一個平行鐵軌，有同方

向火車行進一樣，如果英語學習動機逐學

期的提升，英語學習成就表現也會逐學期

提高。這與 Butler與 Le（2018）與 Phan
（2012）的研究發現相同。同時也支持了
SSMMD論點，也就是如果學生可以經驗
到自主性與能力的基本特質，就可以作為

他們學習投入的動力，也就是學習動機的

引發之後，此時學生所投入學習活動水準

會不斷增加，而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成就表

現（Connell & Wellborn, 1991; Skinne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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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8）。因此接受 H7。這顯示了，國

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成長變化，如果是動

機持續增長，學生英語成就成長變化也會

提升，兩者呈現相同方向的發展。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一時的家庭 SES對國一時的英語

學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影

響。

（二）國一時的家庭 SES對國一上之後的
五學期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影響，

然而家庭 SES對後來五學期的英語
學習動機並沒有明顯影響。

（三）國一的英語學習動機對國一的英語

學習成就有明顯正向影響，然而對

國一之後的五學期英語學習成就成

長幅度則沒有明顯的影響。

（四）國中各學期的英語學習動機成長對

各學期英語學習成就成長有明顯正

向影響。

二、建議

基於結論，有以下的建議。

（一）學校對於家庭 SES 較低的學生宜有
較多鼓勵與支持，以提高英語學習
動機與學習表現

結論一指出，基隆市國中生在國一

時的家庭 SES對國一的英語學習動機及
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影響；以及結論二的

家庭 SES對於國一之後的兩年半英語學
習成就有正向影響，家庭 SES對英語學
習動機沒有對後來的學期有明顯影響，代

表國一時的家庭 SES對國一時的英語學
習動機及英語學習成就表現，以及對於國

一之後的英語學習成就是重要的影響因

素。雖然學生的家庭 SES不易改變，但

是學校及英語教師對於家庭 SES較低的
學生應給予英語學習更多鼓勵、關注及支

持，瞭解來自於低 SES家庭子女的英語
學習需求。學校及英語教師應瞭解家庭

SES較低學生在英語學習的困難及問題，
從學生的學習問題及需求提供協助，建議

學校及英語教師應針對來自家庭 SES較
低的學生透過以差異化教學（例如對於來

自低 SES家庭或學習動機較低的學生，
可以從較簡單的練習題或對話開始，藉由

完成簡單的任務來增加這些學生的學習信

心，再增加學習難度）、分組學習或合作

學習（例如安排英語學習能力較好又願意

與同學互動的學生一起學習），透過個別

化措施（例如依據學生學習條件給予英語

回家課業）或給予這些學生較多的引導與

學習策略，來提高他們的英語學習興趣及

動機，進而提高他們的英語學習成就。本

研究認為，引發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很重要

的是，從平時中培養出自律學習，讓學生

在內心中有學習動力，而此動力是學生會

自動自發地自主學習與自我管理。因此，

英語教師在第一步驟應可以鼓勵學生的信

念，肯定他們有潛力可以完成任務，並讓

學生瞭解到智商並不是可以完成學習或提

高學習表現的唯一因素，讓學生由內在的

動力引發，逐漸讓學生瞭解到學習的重

要，並會自主學習。簡言之，英文教師應

讓學生瞭解英語學習是可以透過持續學習

累積動機，以自律學習來達成任務與提高

英語學習表現。

（二）教師運用策略維持與提升國中三年
的英語學習動機，以提高英語學習
成就表現

結論三指出，國一的英語學習動機對

國一的英語學習成就有明顯正向影響，然

而對國一之後的五學期英語學習成就成長

幅度則沒有明顯的影響。而結論四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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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中生在國一上學期之後的各學期

英語學習動機成長對英語學習成就成長有

明顯正向影響，這說明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是影響英語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代表了

國中生在學習期間的英語學習動機，也會

伴隨著英語學習成就成長高低。學生家庭

SES 較難以改變，然而學生的英語學習
動機，可以透過英語教師多元化的教學策

略、課程與教材設計，以及學校在英語教

材設計的活潑化、多元取材及生活化的教

學情境，讓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提升，以

提高英語學習成就表現。雖然上述是中學

生都理解的事，但是要能付出執行落實，

仍需要教師的教學信念。因此建議英語教

師可以在班級中營造一個學習幸福感及凡

事努力投入學習就可以完成任務的班級氣

氛。這種透過教師營造良好的班級學習氣

氛，可以正面影響學生英語學習成就表

現，進而影響師生感受，接著教師可以透

過引導學生學習動機，包括從細部的學習

單、學生分組合作學習、對於英語學習能

力較低的學生在回家作業分配較少（從較

少與簡單作業，讓學生獲得成就感），此

外英語教師應隨時檢討學生的英語學習困

難與問題，透過正向鼓勵與肯定學生學習

表現，讓學生願意自主地投入學習等。簡

言之，學校與教師透過這些教學策略來提

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與動機，進而提高他

們的英語學習表現。

除了上述，英語教師應運用的策略是

讓學生在英語學習過程中有被肯定與成功

的信念。學生如果感受到他們無法完成或

沒有學習成功訊號，他們不會再與他們的

行動和所要完成的任務有所連結。因此，

英語教師可以建立他們對於英語學習成功

的情境與經驗，也就是教師可以運用故事

方式或邀請有經驗者分享，告知學生如何

學習英語，才可以提高學習表現與願意持

續的學習。就如本研究發現，英語學習動

機隨著年級晉升，正向影響英語學習表現，

這說明在各學期持續維持與提升學生英語

學習動機的重要性，因此英語教師應瞭解

學生為何不會修正他們在英語學習過程中

的錯誤，以及為何他們並未嘗試增進自己

的學習技巧。英語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

該環扣在如何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

瞭解檢視學習方式與學習成果的重要性、

讓學生找出他們學習英文的問題，以及教

導他們有效學習英文的策略等。換言之，

學生在不瞭解學習英語歷程之下，他們會

建立錯誤的學習動機信念，也就是他們會

認為自己無法學好英語或是對英文沒有興

趣。若教師沒有在適當時機給予正確的引

導，學生就這樣得過且過，英語學習動機

將漸漸消失。因此，英文教師應隨時給學

生學習回饋、瞭解他們已經精熟哪些內容，

還有哪些還沒有瞭解，透過教師逐步歷程

導向的回饋，給予學生成就感，最後建立

一個成功學習者信念，如此學生可以逐漸

地透過自我表現來做自我評估，讓學生感

受到自己是可以自主學習的個體。

總之，本研究結果中，如果單一面向

來瞭解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它是下降

的，但是如與英語學習成就表現來看是一

起成長，這就說明了縱貫研究得到結果支

持長期培養英語學習動機的重要性，也是

實務應該應用的。因此國中生的英語學習

應從學習動機引發，透過教學方法策略或

其他分組及差異化教學等，逐漸讓學生獲

得成就，建立信心，慢慢地讓學生自律學

習，喜歡學習英語與找出他們對語言學習

的樂趣。

（三）未來研究的建議

在未來研究方面，本研究的英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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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是以學校期末的總成績，它是以學期

中的一次期中考及期末考，加上平時成績

所得，反應學校真實情境。在資料庫中蒐

集到的英語學習成就是各校及各學期的英

語學習成就，並就沒有統一評量工具，僅

以上述英語學習成就為表現依據。雖然本

研究透過標準化 Z分數轉換，但是不同
學期沒有統一工具，對於追蹤成長表現仍

有其限制。至於英語學習成就動機則用相

同的題目施測，沒有工具不一致問題，它

的穩定性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未來研究

方面，對於英語學習成就表現應有標準化

工具，或用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等化（scaling）使其可相比
較，來對同一筆樣本長期追蹤，更能瞭解

英語學習成就表現成長軌跡。由於縱貫性

追蹤研究模式不宜太過複雜，本研究僅以

家庭 SES視為投入變項，未來可以運用不
同變項，尤其家庭 SES是較為不易改變
的社會學變項，就如不同性別、不同家庭

結構或族群等一樣，假若家庭 SES對學
習成就有影響，也難以建議家長接受更多

教育，或改變更好職業及提高家庭經濟所

得。因此在需要納入家庭 SES的前提下，
可以再納入心理學變項，例如學生英語學

習風格、英語學習策略或學習態度等進行

分析，以瞭解這些變項與英語學習動機及

英語學習成就成長軌跡之關係，更可以掌

握不同的研究內涵與提供更深入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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