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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生家庭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的關聯性，並以父親教育期望與自我教育期望為中介變項，對 370
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與分析，獲得結論如下：(1) 家庭 SES與父親教育期望、自
我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提升效果。(2) 父親教育期望對自我教育期望與
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同時自我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為正向顯著影

響。(3) 父親教育期望、父親教育期望與自我期望，以及自我教育期望，分別在家
庭 SES與英語學習成就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家庭 SES透過這三條路徑，整體對於
英語學習成就表現具有明顯提升效果。(4) 學生提升英語學習成就最好路徑，是家
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其次是家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
與自我教育期望，最後是透過自我教育期望來提升英語學習成就。本研究貢獻在

於探討澎湖地區學生的英語學習成就影響因素，並以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為先後

的中介變項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其中父親教育期望對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

重要性比自我教育期望還大，代表父親教育期待是澎湖地區學生不可或缺，家長

及學校與教師應掌握此現象與提出策略。

關鍵詞：父親教育期望、自我教育期望、英語學習成就、家庭社經地位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3(1)-03 張芳全.indd   43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3(1)-03 張芳全.indd   43 2022/6/24   下午 04:12:042022/6/24   下午 04:12:04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53 卷 1 期，頁 43-70（2022 年 6 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Taipei‧Education Vol. 53 No. 1 pp. 43-70 (June, 2022)
DOI:10.6336/JUTEE.202206_53(1).0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Outlying Islands: With 
Fathers and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as Mediators
Fang-Chung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Fang-Chung Chang
Address: No.134, Sec. 2, Heping E.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Taiwan (R.O.C.)
E-mail: fcchang@tea.ntue.edu.tw
Received: November, 2020
Accepted: January, 2021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and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grade 7 students in Makung, Penghu County. With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of f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370 students a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1)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f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2) F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ha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and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while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ha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3) F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f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self expectations, as well as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 had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o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se three paths,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4) The best way for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was that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influenced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through f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followed by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through f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and finally through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to improve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on the islan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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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ting variables were father and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The f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to the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enghu county. It represents that the 
expectations of father education were indispensable to the students on the island. Parents, 
schools and teachers should master this phenomenon and put forward strategies.

Keywords: father’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self-education expectations,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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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離島地區的學生家庭社經地位（socioe- 
conomic status, SES）、家長教育期望、
學生自我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關聯

研究相當缺乏。甄曉蘭（2007）指出，澎
湖縣有四分之三的國中位於偏遠地區，屬

於文化、經濟、交通相對弱勢，教育資源

較為缺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

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18）指出，2017年
澎湖縣的教育會考學生成績，在國文、英

語、數學、社會與自然等領域，待加強學

生比例都高於全國平均值。研究者長期在

澎湖縣中小學生學習的觀察瞭解，這地區

的學生文化刺激不足，而學生的父親捕魚

為業不少，較少參與子女學習，學生學習

成就表現不如預期。近年來澎湖縣發展觀

光產業之外，很重要的經濟依賴是漁業，

而從事者多以當地男性及外籍移工，這些

勞動人口以男性，且為學生家長居多。研

究者深入觀察，父親常在外工作捕魚，少

與子女互動，但對子女教育期望相當高，

可能影響子女自我教育期望與學習成就表

現，甚至因常到鄰近國家捕魚，體會國際

化的重要，更關心子女英語學習表現，期

待子女可以國際化。研究者長期往返澎

湖，常與學生家長懇談發現，多數父親比

起母親對子女有更高教育期待。雖然澎湖

縣的家庭 SES偏低（張芳全、洪筱仙，
2019），但是他們期待子女未來有更好的
教育發展與國際接軌，更重視英語學習。

父親教育期望對子女學習成就表現是一個

重要指標，它不僅影響子女的學習成就表

現，也影響子女的教育價值觀與可能未來

發展方向。究竟澎湖縣學生的父親教育期

望對學習成就表現的影響為何？

除了澎湖縣的父親對子女教育期望較

高之外，學生自我教育期望對學習成就表

現也是相當重要。雖然上述指出，澎湖縣

國中會考學生成績待加強高於全國平均，

但是研究者多年觀察當地國中生，仍然有

自我教育期待可以接受更多學習。張芳全

與張嘉芸（2020）研究澎湖縣的國中生
發現，家庭 SES透過英語學習內在與成
就動機提升英語學習成就具有部分中介效

果。而學習內在動機與自我教育期望息息 
相關，也就是學生教育期待某種程度與英

語學習成就表現也有關聯。張芳全與張秀

穗（2016）、張芳全（2020b）研究基隆市 
國中生的英語學習成就表現發現，自我教

育期望對於英文學習表現是很重要因素。

Liu、Cheng、Chen與Wu（2009）以臺灣 
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分析 2,000 名中學生研究
發現，若學生擁有高度教育期望及成就的

努力，歸因對於學習成就表現成長幅度較

大，可見自我教育期望對於英語學習表現

相當重要。上述研究以臺灣本島國中生分

析，不是以離島學生探究。究竟澎湖縣國

中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表現

的影響為何呢？

研究者觀察澎湖縣學生學習成就落差

大，家庭 SES與個人背景都是重要相關
因素。然而現有研究除了張芳全與洪筱仙

（2019）、張芳全與辛怡璇（2020）、張
芳全（2020a，2020c）、張芳全與江淑芳
（2020）、張芳全與張嘉芸（2020）以
澎湖縣的國中生為對象，在期刊論文探討

學習成就表現相關因素之外，尚無其他在

期刊發表。澎湖縣有 15所國中散落在各
離島，要納入全部國中分析不易，因此本

研究以馬公國中為範圍來探究。選擇該所

國中除了上述考量之外，它是縣內規模最

大、學生人數較多，加上同一所學校的英

語學習成就期中考成績可以比較，因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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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學校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探討澎

湖縣馬公國中學生英語學習成就的相關因

素，以家庭 SES為投入變項，而以父親
與子女自我教育期望為中介變項對英語學

習成就的影響，瞭解兩個中介變項對英語

學習成就的中介效果。

許多研究支持家庭 SES對於學習成
就有表現正向顯著影響。許崇憲（2002）、
Danişman（2017）以後設分析研究發現，
家庭 SES對學習成就表現具有中度效應
量。然而家庭 SES與學習成就之關係並
不是如此單純。陳奎憙（1990）指出，兩
者之間存有許多的中介變項影響學習成就

表現。也就是，家庭 SES不僅會直接影
響學習成就表現，而且會透過物質條件、

智力因素、成就動機、抱負水準、教育態

度、教養方式、價值觀念、語言型態、學

習環境等。其中教養態度就包括家長教育

期望，而抱負水準及成就動機也包括自我

教育期望。許多研究指出，家庭 SES對
父親教育期望、子女自我教育期望及學

習成就皆具影響力（李敦仁、余民寧，

2005； 張 芳 全，2006，2020a，2020b，
2020c）。張芳全（2006）研究指出，家
庭 SES對教育期望沒有顯著影響，家庭
文化資本對教育期望有正向顯著影響，同

時家庭 SES、文化資本與教育期望對學業
成就有正向影響。他的研究以國小一年級

學生為對象，小一學生對家長教育程度與

職業不一定瞭解，因此家庭 SES無法影
響家長教育期望可以理解。然而離島的國

中生是否如此呢？

澎湖地區國中生家庭 SES與學習成
就表現之期刊論文僅有張芳全與洪筱仙

（2019）、張芳全與辛怡璇（2020）、張
芳全（2020c）、張芳全與江淑芳（2020）、
張芳全與張嘉芸（2020）的研究，其中張
芳全與江淑芳（2020）探討馬公國中生的

家庭SES透過自律學習對英語學習的影響；
張芳全與張嘉芸（2020）分析學生學習動
機在家庭SES與英語學習成就的中介變項；
張芳全與洪筱仙（2019）探討家庭 SES透
過自律學習對學習成就影響。上述並沒有

分析家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與自我教
育期望之雙中介變項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

響，本研究重點就在探討上述問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一）瞭解澎湖縣

馬公國中七年級生的家庭 SES透過父親
教育期望與子女自我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

成就影響之關係。（二）分析澎湖縣馬公

國中七年級生，家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
期望與子女自我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

的整體中介效果、個別中介效果，以及各

中介路徑之間的中介效果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家庭 SES的意涵、理論與學
習成就表現

（一）家庭 SES 的意涵與理論

家庭 SES是社會對於一個家庭進行
相對地位排列的變項，要進行排列需要將

此一變項有客觀及代表性的測量指標。在

測量家庭 SES變項包括對主要成員的教
育程度、職業類別與家庭經濟收入做一整

併式計算再分類，通常在教育程度、職業

水準及經濟收入愈高，家庭 SES愈高，
反之則愈低。

家庭 SES與學習成就之關係為很多
研究關注，因為家庭 SES不同，也形成
教育成就差距與不平等。然為何有些學生

在學校成績表現會比其他學生還要好呢？

Erickson（1987）歸納研究指出，弱勢學
生表現不佳是缺乏先天基因、文化資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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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與社會結構不平等。所以學習成就表現

不佳可能與低 SES、文化背景阻礙、缺
乏社會文化背景支持等有關，例如缺乏教

師及家長支持與期望等。許多研究也支持

家長教育期望對於子女學習表現與教育成

就有明顯影響（張芳全，2020c；Balboni 
& Pedrabissi, 1998; Briley, Harden, & 
Tucker-Drob, 2014; Castro et al., 2015）。

解釋家庭 SES與學習成就表現的關
係之理論很多，而以結構功能論來說，教

育可以發揮很多功能，低家庭 SES者期
待透過接受更多教育來翻身就是功能之

一。家長期待子女接受更多教育，未來在

職業與生活有更好發展。也就是，功能學

派強調教育功能在提供勞工階級者獲致較

高職務地位，以促使社會向上流動，但研

究發現階級再製是社會現象之一。除了功

能論之外，衝突論也是代表之一。衝突論

認為，子女的學習成就表現與統治階級的

意識型態有關。謝孟穎（2003）指出，
學校課程隱藏著統治階級意識型態與價值

觀，學校教育功能常成為文化再製途徑之

一，但相關研究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之特

殊性存在差異，她進一步研究臺灣教育體

制存在的文化再製現象，發現有此現象，

也就是家庭 SES愈高，子女學習表現愈
好。較高家庭 SES者擁有更多的資源與
優勢，有助於子女教育成就提高，在教育

上占優勢。Bowles 與 Gintis（1976）認
為，學校教育是一個社會階級再製過程，

社會階層愈好的家庭，對其子女在教育成

就取得及學習表現有較多助益。Dudaite
（2016）研究立陶宛的學生顯示，都會區
的學生家庭 SES對學業表現的影響力都
高於鄉村地區家庭 SES對學習成就表現
的影響。張芳全與張秀穗（2016）研究指
出，新移民子女的家庭 SES（含雙親教育
程度及收入）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

影響。張芳全與張秀穗（2017）研究基隆
市國民中學學生發現，家庭 SES對學生
英語成就影響是重要因素之一。

總之，家庭 SES 衡量家庭在社會的
相對地位，它由家庭主要成員的教育程

度、職業類別與經濟收入來測量，並進行

相對地位分類。而解釋家庭 SES的學理
相當多，包括功能論與衝突論等，不管哪

一個論點，大抵支持家庭 SES愈高，擁
有的家庭學習資源愈高，可以提供及投入

子女學習資源愈多，因而對子女學習成就

表現有正面影響。

（二）家庭 SES 與學習成就表現

家庭 SES與學習成就表現有正向關聯
受到許多研究支持（Alexander, Entwisle, 
& Olson, 2001; Blanden & Gregg, 2004; 
Hughes, Kwok, & Im, 2013）。而近年來研
究顯示，家庭 SES的角色可以從學前及國
小階段，持續影響到後來學習階段的學習

成就表現（Hair, Hanson, Wolfe, & Pollak, 
2015; Hentges, Galla, & Wang, 2019）。
Lorena、 Bámaca-Colbert與Robins（2020）
研究墨西哥七至十一年級生的父母教育期

望，及自我教育期望對學業能力表現影響

之結果顯示，父母對子女在七年級教育期

望與九年級和十一年級教育期望之間有顯

著關聯；具體來說，七年級學習能力預測

九年級自我教育期望、七年級自我教育期

望預測九年級學業成就表現，而九年級

學業成就表現預測十一年級自我教育期

望。上述發現突出父母教育期望對子女自

我教育期望與後來的學習表現的意義及

重要性。還有一些研究低 SES的子女在
標準化測驗的學習成就落後於同儕相當

多（Bradley & Corwyn, 2002; Letourneau, 
Duffett-Leger, Levac, Watson, & Young-
Morris, 2013）。這種學習成就差距受到
家庭 SES差異愈來愈大所致（Blan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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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g, 2004）。在國內方面，家庭 SES
與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關係的研究不少。

也就是父母親教育程度高、家庭經濟狀況

佳，學生學習成就較好（呂仁禮，2011；
李敦仁、余民寧，2005；張芳全，2011，
2020a；張芳全、林盈均，2018；曾妙音、
王雅玲、李瓊雯、張恬瑜，2011；蕭仲廷、
黃毅志，2015）。

總之，雖然現有不少研究支持兩者為

正相關，但是探討離島地區的國中生英語

學習成就的因素相當缺乏。上述研究是否

會因為區域與對象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呢？

也就是澎湖地區學生是否也有相同現象

呢？同時上述研究支持家庭 SES與學習
成就表現有正向關聯，而本研究分析父親

教育期望與學生自我教育期望在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表現之間的中介效果，很

重要的需要檢定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成
就表現之關係。這也是分析澎湖地區學生

的家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與自我教
育期望對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影響很重要

依據。

二、教育期望的意涵、理論與學

習成就表現

（一）教育期望的意涵與理論

教育期望是對於教育的一種期待與

目標。它的類型除了家長教育期望之外，

還有教師教育期望、同儕教育期望、重要

他人教育期望、自我教育期望等。本研究

分析父親教育期望與自我教育期望對於英

語學習成就的影響，針對兩者說明如下。

家庭長輩對子女教育期望是指，長輩對子

女未來可以接受的教育程度期待。這種

教育期望是一種價值信念，也是一種預期

目標的傳達過程。就信念傳達來說，如果

雙親對子女未來教育程度接受到某一層級

學位，此價值信念就是對子女的期待，

這種價值觀念影響子女未來的學習表現

（Cheung & Pomerantz, 2015）。就目標
傳達來說，它是指家長期待子女可以接受

到最高教育程度的目標，也就是它是一種

目標導向，它代表家長對於子女接受教育

的願望，然而此願望能否在子女的學習獲

得實現，更需要子女的努力投入學習，才

能瞭解最後的目標實現情形。簡言之，教

育期望是他人對於另一個體的學習期待，

或學習者自我教育期望，而此種期待是一

種價值信念，某一方傳達給他人或是來自

個人對自我要求，期待個體可以朝向某一

目標及價值的達成。本研究的父親與自我

教育期望，前者是父親對子女未來期待接

受的教育程度；後者是個人對於自己的自

我要求、自我價值信念與自我目標的一種

體系，個人在此信念的堅持程度不同，所

以對於所期待的目標達成程度不同。當個

人強烈相信自己可以實現特定目標的能力

時，更有可能設計實現目標的步驟，最終

將獲得成功。也就是自我期望帶來自信與

達成目標的強大動力。本研究自我教育期

望是指，學生個人對於未來所期待可以接

受的教育程度。

在教育期望理論以比馬龍效應

（Pygmalion effect）的觀點最典型。它
的內涵是指孩童或學生，被長輩賦予更高

期望之後，他們會表現出更好的結果。這

種狀況係因為長輩的價值、信念與期望傳

達給子女，並期待他們完成，因為長輩

對晚輩的期許，子女感受到與接受到此期

待，除了代表個人的目標與理想，也是一

種挑戰，所以會影響子女或學生學習成就

表現。張芳全與林盈均（2018）、張芳全
（2020c）就以上述的教育期望理論為依
據，分析國中生的自我期望對於國文學習

成就的影響，支持該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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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親教育期望與學習成就表現

家長教育期望，尤其是父親教育期

望與學習成就表現有密切關聯。張芳全

（2020a）探討基隆市低 SES的國中生發
現，家長教育期望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為正

向顯著影響。Hughes等人（2013）研究
顯示，家長愈早愈明確對子女教育期望，

於子女學習表現愈有幫助。這可能是子女

愈早感受到家長期待，在不想讓家長擔憂

下，而有好的表現。Jeynes（2007）以後
設分析 52篇研究發現，父母參與對城市
學生教育成果有明顯影響，其測量內容包

括對學業成績所有組成部分、成績、標準

化測試、教師評價量表、學業態度和行為

指標等，並將種族和社會經濟地位對父母

教育期望納入分析發現，總體上，父母教

育期望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父母教育期

望影響的效應量為 .50至 .55，尤其是父
母教育期望對白人和少數民族學生更有

顯著影響。Simpkins、Fredricks與 Eccles
（2012）指出，Eccles 的期望價值理論
（expectancy-value theory）假設，一系列
機制解釋父母信念和青少年與學習成就之

間關聯，也就是父母信念預測父母行為；

反過來，父母行為可以預測青少年動機信

念，而青少年動機可以預測其行為，換

言之，家長教育期望預測子女學習成就表

現。他們以父母親在運動、音樂、數學和

閱讀調查發現，家長的運動、音樂和數學

信念在一年後明顯預測他們在這些領域行

為，且可以預測子女一年後在這些領域能

力和價值觀的自我概念（也就是子女的動

機信念）；而這些子女的動機信念預測學

生放學後有組織的體育活動、演奏音樂、

閱讀所花費時間，以及高中數學課程數

量。可見，家長教育期望影響子女的學習

成就表現，甚至運動與音樂的課外表現。

在上述的教育期望中，父親教育期望

對子女學習表現更具有影響性。家庭主要

成員，尤其是父親（先生）提供重要的發

展環境給子女學習成長，包括學習資源、

家長角色、給子女示範、對子女教育期待

等（Behnke, Piercy, & Diversi, 2004; Mau 
& Bikos, 2000）。Rimkute、Torppa、
Eklund、Nurmi與 Lyytinen（2014）追蹤
研究芬蘭的中學生分析發現，父親擁有較

高教育程度，對於子女教育期待較高，同

時父親教育期待高，也影響子女在七年級

有較高自我教育期待，而這樣的教育期待

更顯著影響子女在九年級的教育期待與學

習成就表現。Baker、Kainz 與 Reynolds
（2018）指出，發展研究強調父親對於學
童早期學業成功的重要性，與越來越多證

據支持貧困兒童可能會從父親積極參與中

受益最大，他們進一步以學童縱向資料研

究發現，父親比母親養育更能讓子女的學

習成就有較好表現，具體來說，父親在家

庭提供的學習刺激（包括提供學習資源與

角色）影響孩子閱讀成就表現。

澎湖縣主要以漁業為主，雖然近年

發展觀光，對澎湖縣的家庭主要成員角色

來說，子女的父親多以海外捕魚及主要勞

動者，母親多以照顧家庭與打零工，家庭

經濟主要來源在於父親。張芳全與洪筱仙

（2019）研究指出，在 SES分為高、中與
低層，澎湖縣低層占 52.10%，也就是多
數家庭 SES偏低。父親來自低 SES者多，
辛苦工作與海上捕魚，經濟收入有限，因

而更期待子女有更好的成長學習及接受更

高的教育程度，可以社會階層流動，不再

像他們捕魚為業。而學生的母親雖然不是

經濟的主要支柱，但是對子女教育仍有期

待，然而她們的期待，就研究者長期觀

察，並沒有像父親需要長期在海上捕魚，

與從事較低層勞動工作來得強烈，尤其他

們在外捕魚常接觸鄰近國家的環境，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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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子女要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因而對子

女接受很好與更多教育，及學習好英文有

很大期待。這也是本研究會以父親對子女

教育期待為變項的很重要理由之一。

（三）自我教育期望與學習成就表現

自我教育期望與學習成就有密切關

係。Trinidad（2019）指出，很高自我教
育期望會影響未來的教育成就，但研究

常集中單一時間點的期望，他進一步研

究學生教育期望之穩定、不穩定和後來

的教育期望對學習成就表現的影響，以

2002年美國十年級學生縱向數資料（N = 
15,244）研究發現，不斷提高和有穩定高
期望可以提升進入大學和畢業的可能性，

但是對於自我教育期望不斷下降，且不穩

定的學生恰恰相反。上述說明了教育期望

穩定的重要，以及幫助學生維持和管理教

育期望的必要性。Tavani與 Losh（2003）
研究與中學生學習成就有關的心理變項發

現，自我教育期望和動機，以及自我教育

期望和自信心具有高度顯著相關，同時學

生自我教育期望是預測學習成績最重要因

素，其次是父母鼓勵及自我激勵和自信。

可見，自我教育期望與學業成績之間存在

密切關係。張芳全（2020b）分析 746名
基隆市國中生的七大學習領域表現發現，

在 11個投入因素之中，學生自我教育期
望與學習動機，對於英文、國文、數學、

自然與社會等領域都是最重要的影響變

項，同時兩者分數愈高，各領域學習成就

表現愈好。然而自我教育期望也會給予個

體有學習壓力，Tan 與 Yates（2011）就
認為，中國大陸、臺灣、新加坡、香港、

日本和韓國等儒家傳統文化的國家中，教

育受到高度重視，但是父母、教師和學

生對學業成績的期望成為學生壓力來源。

Ang等人（2009）對 289名加拿大和 310
名新加坡青少年研究顯示，新加坡青少年

自我教育期望及其他期望引起的學習壓

力明顯高於加拿大。這顯示自我教育期

望引起的學習壓力和跨文化有關。Arslan
（2015）研究 321名小學生分析發現，教
育期望與學習、工作量、對成績擔憂和沮

喪感等學習壓力有顯著負相關，擔憂成績

（自我期望）、沮喪對於學習壓力有負向

顯著影響。Çelik 與 Yıldırım（2019）研
究指出，教師／家長的期望、自我期望、

個人的積極性和考試焦慮之間有顯著相

關，同時家長與教師期望、自我期望、個

人積極性和外在動機顯著預測考試焦慮。

三、家庭 SES、父親及自我教育
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之中介

變項路徑論證

許多研究支持教育期望是家庭 SES
與學習表現之間的重要中介變項。林鋐宇

（2006）認為，學生學習成效受到內外環
境影響，所謂外在環境指家庭結構、家庭

SES等；而內在環境則指學習態度、自我
概念等。然而家庭 SES與學習成就之間
會有中介效果，因為家庭 SES愈高，父
親對子女教育期望會愈高，而父親教育期

望影響子女自我教育期望，進而影響學習

成就表現。父親教育期望與子女自我教育

期望可能是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成就表
現的中介變項。相關論點說明如下。

（一）路徑 1：家庭 SES →父親教育期望
→再影響英語學習成就

家庭 SES與家長教育期望及學習成
就有密切關係。SES愈高的家庭給予子女
有較好的物質環境、學習資源，塑造良好

學習環境（李敦仁、余民寧，2005）。
而環境因素包括家長對子女的教育價值

觀，例如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及投入的關懷

等。陳俊瑋（2011）追蹤分析發現，學生
教育抱負對學習成就有正面助益。張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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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洪筱仙（2019）探討澎湖縣九年級生
發現，家庭 SES影響自律學習與學習成
就，自律學習也明顯影響學習成就，且家

庭 SES透過自律學習影響學習成就。林
義男（1993）研究發現，父母教育期望愈
高，參與子女學習活動程度愈高，學生學

業成就也會愈高。陳順利（1998）研究發
現，與學業成就有關的因素是父母教育程

度、家庭結構，而中介變項包括社會資本

（父母參與）、文化資本、財務資本（補

習數、教育物質資源）愈多、自我教育期

望愈高，進而提高學習成就表現。巫有鎰

（1999）研究發現，家庭背景因素透過文
化資本、社會資本、財務資本及學童教育

抱負等中介變項影響學業成就。林俊瑩與

黃毅志（2008）、陳俊瑋與黃毅志（2011）
研究指出，父母教育期望對於學業成就

有正向顯著影響。Kaplan、Liu與 Kaplan
（2001）的研究支持了父母教育期望對子
女學業成就的影響最重要。上述看出，家

庭 SES愈高，家長教育期望愈高，此種
教育期望對子女自我教育期望有影響。然

而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生家庭 SES會
影響父親教育期望，再影響子女自我教育

期望嗎？是本研究要分析。

（二）路徑 2：家庭 SES → 父親教育期望
→自我教育期望→英語學習成就

家庭 SES 愈高，代表家庭主要成員
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及經濟收入，因而從教

育可以在生活及職場獲得更多好處，對

於接受更高教育程度之後的效益會更敏

感，也就是說他們更瞭解接受教育的功

能與價值，甚至對於子女的重要影響。

Aytekin、Baltaci 與 Yildiz（2018） 研 究
中，749名學生的父母對概念理解和學生
積極參與、積極態度和行為態度，以及權

威和規則導向教學的期望之分析發現，過

去數學成績非常好的父母，對概念理解和

積極參與，以及積極態度和行為的期望更

高。也就是，父母感受數學成功對父母行

為產生影響之外，也對於子女的學習成就

表現影響。家庭主要成員，例如子女的父

母親，在這種價值體系之下，會對子女有

較高教育期望，期待子女接受更多教育，

以利未來就業及生活所需。沈孟樺與林

淑玲（2013）的研究指出，家庭 SES 透
過家庭社會資本的投資影響子女的自律學

習，中高 SES父母對子女會比低 SES家
長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加上中高 SES家
庭擁有的資源較多，可以投入較多資源給

子女，包括給與子女更多學習資源與對外

的人際關係，引導子女學習，以提高子女

的學習表現。周新富與賴鑫城（2004）研
究指出，父母教育期望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與學習成就有明顯影響。張芳全與江淑芳

（2020）研究馬公國中九年級生發現，
家庭 SES愈高，英語自律學習與英語學
習成就愈好，同時英語自律學習在背景變

項和英語學習成就之間具部分中介效果。

Lareau（2002）研究指出，父母教育期望
愈高，愈會積極參與子女的相關學習活

動，進而影響子女學業成績。Yamamoto
與 Holloway（2010）研究指出，家長擁
有較高教育期望，對於子女學習成就表現

的軌跡有顯著正向影響。可見家庭 SES
愈高，父親對子女教育期望會較高，子女

受到父親的影響，亦會有較高的自我教

育期望，進而對於學習成就表現有正面影

響。然而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生是否家

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影響子女自我
教育期望，再影響英語學習成就表現呢？

（三）路徑 3：家庭 SES →自我教育期望
→英語學習成就

家庭 SES與學習成就之間有許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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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變項存在。其中學生自我教育期望就

是其中之一。Hoover-Dempsey與 Sandler
（1995）認為，家長投入子女教育，影
響投入的選擇，接著透過影響機制（包括

楷模、增強或教導），經由家長參與和

對學校期望，進而影響子女的學習成就表

現。在其影響機制中的教導或增強，某種

程度包括家長教育期望對子女教育期望的

影響。因為家長對子女教育期望增強，

也影響他們的課業表現。張芳全與林盈均

（2018）研究發現，國一學生的家庭背景
變項透過學習信念與自我教育期望，對國

語成就產生部分中介效果。也就是說，學

生學習信念及自我教育期望影響學習成就

表現。張芳全與張秀穗（2016）的研究發
現，學生的家庭背景因素透過文化資本、

教育期望、學習動機、國文學習成就影響

英語學習成就。

上述看出，學生家庭 SES、父親教育
期望、自我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有密切

關聯，澎湖縣馬公國中的七年級生的家庭

SES是否會透過父親教育期望，再影響自我
教育期望，最後影響與英語學習成就呢？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包含家庭 SES、父親教育
期望、自我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如

圖 1所示。架構中包括三條中介變項的間
接效果路徑，即路徑 1：家庭 SES→父親
教育期望→英語學習成就（要估計間接效

果 1）。路徑 2：家庭 SES→父親教育期
望→自我教育期望→英語學習成就（要估

計間接效果 2）。路徑 3：家庭 SES→自
我教育期望→英語學習成就（要估計間接

效果 3）。

研究的研究假設如下：

H1：家庭 SES正向顯著影響父親及自我教
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

H2：父親教育期望正向顯著影響自我教育

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

H3：學生自我教育期望正向顯著影響英語

學習成就。

H4：模式的整體中介效果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

H5：父親教育期望在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
成就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6：父親與自我期望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
成就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7：自我教育期望在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
成就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8：H5的中介效果與 H6的中介效果有明

顯差異。

H9：H5的中介效果與 H7的中介效果有明

顯差異。

H10：H6的中介效果與 H7的中介效果有明

顯差異。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樣本以 108學年澎湖縣馬公國
中七年級 15個班級學生，共 378人，全
數發出，回收 375份，排除問卷缺答者 5
人，最後共有 370名學生納入分析，可以
使用率為 97.88%。其中男女生各有 193及

圖 1　研究架構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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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名；而高、中、低SES各有57（15.6%）、
117（31.6%）、196（52.8%）名。

三、研究工具與變項測量

本研究為了達成研究目的，依據文

獻探討，設計了國中生學習表現狀況為研

究工具，其中問卷題目詢問學生，父母親

的教育程度、父母親的職業、父親教育期

望、學生自我教育期望等題目，作為蒐集

資料的工具。父母親教育程度以小學、國

中、高中職、專科（二技）、大學、碩士

以上為選項，分別以 1至 6計分。父母親
職業依據黃毅志（2008）在測量職業地位
以「改良版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

位量表」分類，以半技術與非技術工人、

技術性工人、半專業人員與一般公務人

員、專業人員與中級行政人員、高級專業

人員與高級行政人員等為選項，分別以 1
至 5計分。本研究的家庭 SES參考林生
傳（2005）的分類法，以父母教育程度及
職業分類，以雙親較高的一方教育程度加

權乘 4，職業地位等級乘 7，兩者相加得
分為家庭 SES指數。

而父親教育期望是指學生感受父親對

他未來的教育期望，本研究是指父親期待

子女未來接受的教育程度，以國中畢業、

高中／職畢業、專科畢業、大學畢業、碩

士以上學位為選項，依選項給 1至 5分，
依臺灣學制各以 9、12、14、16、19轉換
年數。學生勾選的項目愈高，代表父親教

育期望愈高。而學生自我教育期望是指，

希望自己未來求學就讀的教育程度，它以

國中畢業、高中／職畢業、專科畢業、大

學畢業、碩士以上學位。依選項給 1至 5
分，再轉為臺灣學制年數，學生勾選項目

愈高，代表自我教育期望愈高。本研究的

英語學習成就是指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

英語的三次考試（兩次期中考及一次期末

考）的平均成績，分數為百分制，成績愈

高代表英語學習成就愈好。

四、實施程序與資料處理

在實施程序上，先徵求家長及學生

同意參與才施測，於 2018年 6月問卷送
到馬公國中，送出後兩星期陸續回收。英

語學習成就的考試成績向馬公國中提出申

請，經過校方徵求家長及學生同意後，由

學校提供刪除學生姓名的成績。

在資料處理方面，採 IBM SPSS Statistics  
25.0 版軟體，使用描述統計、積差相關
係數與迴歸分析。描述統計在瞭解各變項

平均數與標準差。積差相關係數估計家庭

SES、父親教育期望、自我教育期望與英
語學習成就之關聯。迴歸分析估計各路徑

係數，以作為中介變項檢定依據。研究架

構圖 1需要透過四個模式來檢定，才能瞭
解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成就之中介效果，
這四個模式在研究結果會呈現。在迴歸

分析之前，先對資料的直線性、常態性、

誤差獨立性與變異數同質性等基本假定評

估，在模式分析也對多元共線性與極端值

檢測，前者以變異數波動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為評估方法，以 10
為門檻值，低於 10代表多元共線性不嚴
重，反之則多元共線性高；而極端值以

超過模式估計的 3 個標準差為門檻。本
研究在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的中
介變項檢定，採用 PROCESS 軟體的第
六個模式進行估計，相關內容參考 Hayes
（2018）。上述推論統計犯錯機率以 .01
為標準。以 PROCESS軟體搭配的迴歸分
析檢定模式進行估計，有其軟體的效用

性，因為採用此分析軟體可以達成所欲的

分析目的，也就是可以檢定個別的中介效

果、整體模式的中介效果，甚至檢定不同

路徑之間的中介效果差異。所以本研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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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ROCESS軟體進行估計，但是傳統迴
歸分析進行多次路徑係數考驗可能會造成

更多次估計誤差的風險，在使用與推論應

謹慎。

本研究在家庭 SES透過父親與自我
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的中介效果

檢定採拔靴法，以重複取樣獲得中介效

果平均數及 95%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作為評估依據。若 95% CI
不包含 0，就代表中介效果存在。至於中
介變項是完全中介效果或部分中介效果的

判斷標準如下（Lau & Cheung, 2012）：
（一）間接效果值的 95% CI內若包括 0，
表示沒有中介效果；（二）間接效果值的

95% CI 若不包括 0，表示有中介效果，
且直接效果值的 95% CI內若包括 0，屬
於完全中介效果。（三）直接效果與間接

效果值的 95% CI內若都不包括 0，總效
果值的 95% CI內不包括 0，代表部分中
介效果。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迴歸分析資料的基本假定評估

本研究進行迴歸分析之前，先進行

迴歸分析在資料的基本假定評估，並檢

測極端值。在直線性方面，澎湖縣馬公

國中一年級學生家庭 SES、父親教育期
望、自我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相關係

數如表 1看出，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成
就、父親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自我

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的相關係數各

為 .375、.298、.401 的顯著正相關（p < 
.01）。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則有 .718的顯
著中度正相關。圖 2看出，X軸（ZSES1）
家庭 SES與 Y軸（ZENG）英語學習成就
在空間散布呈直線。在常態性方面，表 1
看出，家庭 SES、父親教育期望、自我教
育期望和英語學習成就之偏態係數的絕對

值小於 3及峰度係數的絕對值小於 10，符
合常態分配條件（Kline, 2005）。

而在變異數同質性方面，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的淨殘差散布如圖 3，圖
中看起來每個殘差值呈規則散落，但大

致都沿著 0線上下散布。在極端值診斷方
面，經過分析僅有二個樣本標準化殘差值

為 2.85、2.91，沒有超過 3.0以上，極端
值不嚴重。

上述基本假設評估，本研究資料可進

行迴歸分析，各項分析如下。

表 1
家庭 SES、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和英語學習成就之相關係數及偏態與峰度

變項 1 2 3 4
1 家庭 SES —

2 父親教育期望 .375** —

3 自我教育期望 .298** .718** —

4 英語學習成就 .401** .600** .550** —

偏態 -0.250 -1.397 -1.072 -1.048
峰度 -0.314 2.196 0.992  0.115

註：N = 370。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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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中生的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之淨殘差分布狀況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

圖 2　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的散布情形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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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路徑的迴歸分析結果

（一）家庭 SES 對父親教育期望的分析結

果

經過迴歸分析如表 2，模式 1的 F值
達到 p < .01，代表模式的迴歸直線具有
意義，家庭 SES達到 p < .01，對父親教
育期望為正向影響，代表家庭 SES愈高，
父親教育期望愈高，解釋力為 14.0%。

（二）家庭 SES 與父親教育期望對自我教

育期望的分析結果

迴歸分析如表 3，模式 2的 F值達到
p < .01，代表模式的迴歸直線具有意義，
其中父親教育期望達到 p < .01，而家庭

SES 則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代表父
親教育期望愈高，子女自我教育期望愈

高，而家庭 SES對於自我教育期望沒有
明顯的影響，可能被父親教育期望的重要

性所涵蓋，因而可能有中介效果的情形，

需要進一步的分析。這個模式的解釋力為

51.7%，最大 VIF值為 1.18，沒有多元共
線性問題。

（三）家庭 SES、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對
英語學習成就的分析結果

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模式 3、模式 4
的 F值都達到 p < .01，代表兩個模式的迴
歸直線都具有意義。模式 3的家庭 SES、
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達到 p < .01，代表

表 2
家庭 SES對父親教育期望之迴歸分析結果（模式 1）

變項／參數 係數 估計標準誤 b t 值 p 值

95% CI

LL UL
常數 .000 0.048 0.000 .999 -0.095 0.095
家庭 SES .375** 0.048 .375** 7.751 .000  0.280 0.470

F 值 60.070**

R2 .140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CI：confidence interval（信賴區間）；LL：lower limit（下界）；

UL：upper limit（上界）。

** p < .01

表 3
家庭 SES與父親教育期望對自我教育期望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模式 2）

變項／參數 係數 估計標準誤 b t 值 p 值

95% CI

LL UL
常數 .000 0.036   0.999 .999 -0.071 0.071
父親教育期望 .034** 0.039 .034** 18.034 .000  0.629 0.783
家庭 SES .706** 0.039 .706**   0.864 .388 -0.043 0.111

F 值 196.394**

最大 VIF 1.18
Adj-R2 .517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變異數波動因素）；CI：confidence 
interval（信賴區間）；LL：lower limit（下界）；UL：upper limit（上界）。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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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SES、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愈高，
英語學習成就愈好，解釋力為 42.3%。模
式 4的家庭 SES達到 p < .01，解釋力為
16.1%。模式 4較模式 3少父親與自我教
育期望（中介變項）之後，對依變項仍

具有顯著影響，代表可能有中介變項存

在，需進一步檢定。模式最大 VIF值各為
3.01，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三、家庭 SES透過父親與自我教
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的檢

定結果

（一）整體模式效果的檢定

本研究經過拔靴法的檢定，在家庭

SES 透過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對英語學
習成就影響的整體模式檢定結果如表 5所
示，間接效果之 95% CI的下界（LLCI）
與上界（ULCI）在 0.144與 0.276之間，
並不包括 0，達到 p < .01，而且總效果

與直接效果的 95% CI 分別為 0.307 至
0.495，以及 0.112與 0.281，它們都不包
含 0，總效果與直接效果都達到 p < .01，
其效果值各為 .401與 .197。整體模式具
有部分中介效果，此一中介效果為 .204。

（二）三條中介變項的路徑之效果檢定

本研究分析的三條中介變項之路徑

如研究架構，其中路徑 1的間接效果 1的
95% CI 在 0.076 至 0.201，不包括 0，且
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 各為 0.307
至 0.495，以及 0.112 至 0.281，都不包
含 0，如表 5，也就是路徑 1的中介變項
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表示學生的家庭 SES
透過父親教育期望，進而明顯提升英語學

習成就，此部分中介效果為 .134。在路
徑 2 的間接效果 2 方面，家庭 SES 會透
過父親教育期望影響自我教育期望，再透

過此效果間接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它的

表 4
家庭 SES、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模式 3、模式 4）

變項／參數 係數 估計標準誤 b t 值 p 值

95% CI

LL UL
模式 3 
常數 .000 0.040 0.000 .999 -0.078 0.078
父親教育期望 .358** 0.059 .358** 6.094 .000  0.243 0.474
自我教育期望 .234** 0.057 .234** 4.104 .000  0.122 0.347
家庭 SES .197** 0.043 .197** 4.587 .000  0.112 0.281

F 值 89.454**

最大 VIF 3.01
Adj-R2 .423

模式 4
常數 .000 0.048 0.000 .999 -0.094 0.094
家庭 SES .401** 0.048 .401** 8.392 .000  0.307 0.495

F 值 70.423**

R2 .161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變異數波動因素）；CI：confidence 
interval（信賴區間）；LL：lower limit（下界）；UL：upper limit（上界）。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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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I為 0.030至 0.109之間不包括 0，
且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各為 0.307
至 0.495，以及 0.112至 0.281，都不包含
0，可以判斷此路徑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表示學生的家庭 SES會透過父親教育期
望，進而明顯影響自我教育期望，再間

接影響英語學習成就，此部分中介效果

為 .062。以路徑 3 之間接效果 3 的 95% 
CI在 -0.009至 0.026，包括 0，而總效果
與直接效果的 95% CI內都不包含 0，判
斷此路徑不具有中介效果，表示家庭 SES
並沒有透過自我教育期望，進而明顯提升

英語學習成就。

（三）路徑 1、路徑 2 與路徑 3 的間接效

果差異的檢定

本研究進一步的比較在架構圖中的三

條路徑之間接效果量的差異，也就是不同

路徑之間的間接效果是否達到統計的顯著

差異。表 5中的比較 1是間接效果 1的中
介效果量減去間接效果 2的中介效果量、
比較 2是間接效果 1的中介效果量減去間
接效果 3的中介效果量、比較 3是間接效
果 2的中介效果量減去間接效果 3的中介

效果之結果。表中看出，比較 1 的 95% 
CI包括 0，代表這組比較的間接效果沒
有明顯差異。然而比較 2與比較 3之間接
效果的 95% CI沒有包括 0，代表這兩組
的兩條路徑之間接效果有明顯差異。以比

較 2來說，路徑 1的間接效果 1（.134）
減去路徑 3的間接效果 3（.008），所得
到的差異值為 .126，此效果差異達到 p 
< .01，代表家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
間接影響英語學習成就的效果，比起家

庭 SES透過自我教育期望間接影響英語
學習成就還要多出 .126的效果量。比較
3 是間接效果 2（.062）減去間接效果 3
（.008），兩者差異為 .054，也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代表第二條路徑的間接效果明

顯大於第三條路徑的間接效果，其意義

是，家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與自我
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明顯比

起家庭 SES透過自我教育期望對英語學
習成就的影響還要高出了 .054。

四、綜合討論

離島地區的學生學習表現常為人所

忽略，尤其是澎湖縣國中生更是如此。本

表 5
家庭 SES透過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影響之拔靴法檢定結果

效果／數值 係數
估計
標準誤 t 值 p 值

95% CI

LL UL
總效果 .401 0.048 8.392 .000  0.307 0.495
直接效果 .197 0.043 4.587 .000  0.112 0.281
間接效果 .204 0.033 6.188 .000  0.144 0.276
間接效果 1 .134 0.032 4.188 .000  0.076 0.201
間接效果 2 .062 0.020 3.100 .000  0.030 0.109
間接效果 3 .008 0.009 0.889 .790 -0.009 0.026
比較 1 .072 0.042 1.714 .098 -0.013 0.155
比較 2 .126 0.033 3.818 .000  0.066 0.196
比較 3 .054 0.023 2.348 .025  0.020 0.110

註：SES：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CI：confidence interval（信賴區間）；LL：lower limit（下界）；

UL：upper limit（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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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馬公國中七年級學生的三次學期考

試的英語學習成就作為學生學習表現來

分析。因為單一所學校一學期有三次標準

化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可以跨班分析與比

較。本研究特色如下：（一）目前離島地

區教育為各界所關心，但是很少有研究分

析澎湖縣國中七年級生的家長教育期望、

自我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的關係。現

有以澎湖縣國中生的研究，例如張芳全與

洪筱仙（2019）分析國中生的未來時間觀
與學習表現。張芳全與辛怡璇（2020）分
析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

習成就。張芳全與江淑芳（2020）探討國
中生的自律學習與英語學習表現；張芳全

（2020c）分析澎湖縣國中生背景因素與
數學成績之關係，並以自律學習與國文成

績為中介變項進行探究。張芳全與張嘉芸

（2020）則分析國中生補習與英語學習成
就。上述都沒有探究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

對於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本研究探討家

庭 SES、父親教育期望與自我教育期望對
於英語學習成就的關聯性，補足離島地區

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研究不足。（二）國內

現有研究以二個先後順序為中介變項，探

討對英語學習成就的研究相當缺乏，現有

研究多以一個中介變項，或以兩個併行中

介變項的分析，本研究除了以家庭 SES對
父親教育期望影響之外，亦由父親教育期

望對子女自我教育期望影響，再對英語學

習成就的影響。基於上述分析，父親與自

我教育期望是家庭 SES與英語學習成就的
重要先後順序之中介變項獲得支持。（三）

除了家長教育期望為重要中介變項之外，

透過自我教育期望提升英語學習成就，也

是學習重要策略。針對結果討論如下。

（一）家庭 SES 與父親教育期望、自我教
育期望及英語學習成就之關係的結
果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馬公國中學生的

家庭 SES、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也就是家庭 SES、父親與自我
教育期望愈高，英語學習成就愈好，解釋

力為 42.3%。這支持社會階層理論論點，
社會階層高的家庭，其父親教育期望愈

高，對子女教養價值觀傾向於較好的教育

發 展（Alexander et al., 2001; Blanden & 
Gregg, 2004; Hair et al., 2015; Hentges et 
al., 2019; Hughes et al., 2013）。同時家
庭 SES愈高，子女感受到的自我教育期
望會愈高，以及家庭 SES愈高，子女的
英語學習成就愈好，這反應出家庭 SES
愈高，有更多學習資源提供給子女學習機

會，對於子女的學習表現有正面幫助。因

此接受 H1。可能原因是，澎湖縣馬公國

中七年級生家庭 SES愈高，家長也是從
教育中獲益，經驗感受到接受更高教育程

度，對於未來發展有助益，因此在教育價

值觀傾向於對子女有較高的要求與期待，

所以會有較高的教育期望。

（二）父親教育期望對自我教育期望與英
語學習成就影響，以及自我教育期
望對英語學習成就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馬公國中學生的

父親期望正向顯著影響自我教育期望與英

語學習成就，也就是父親教育期望愈高，

子女自我教育期望愈高。可能是因為父親

教育期望高，傳達給子女的教育理念與期

望，帶給子女學習期待，因此子女對於自

我教育期望更高。而父親教育期望愈高，

子女英語學習成就愈好，接受 H2。這與

林俊瑩與黃毅志（2008）、陳俊瑋與黃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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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2011）、Kaplan等人（2001）的研究
發現一樣。而自我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

就有正向顯著影響，因此接受 H3。這與周

新富與賴鑫城（2004）、張芳全與江淑芳
（2020）、Lareau（2002）、Yamamoto
與 Holloway（2010）的研究發現或論點
一致。可以理解的是，自我教育期望愈

高，代表自我要求愈高，亦可能學習動力

愈強，投入較多學習時間，所以在英語學

習成就會愈好。

（三）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在家庭 SES 與

英語學習成就的中介效果之討論

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生的家庭 SES
是否透過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顯著影響英

語學習成就表現呢？近年來在中介變項

檢定方法相當多，尤其 Sobel（1982）及
Baron與 Kenny（1986）一直為許多研究
應用。然而他們的中介變項檢定及其推論

有爭議。一是 Sobel在路徑係數與標準誤
估計，會因研究樣本小，而違反資料的常

態分配，檢定結果的準確性受質疑。二是

Baron與 Kenny在檢定，並沒有確切估計
出中介效果量，難以瞭解有多少中介效果

對依變項有明顯影響。在眾多爭議之中，

Hayes（2018）建議採用拔靴法，來提高
中介變項檢定的準確性（Bolin, 2014）。
它透過樣本重新估計，並沒有違反常態分

配問題，計算出中介效果量。它是近年來

對於中介變項檢定常運用的方法，本研究

以拔靴法檢定，結果討論如下。

在研究架構圖 1中的整體模式之中介
效果上，本研究結果發現，澎湖縣馬公國

中七年級生的家庭 SES為投入變項，以
父親及自我教育期望為先後順序的中介變

項，對英語學習成就的間接效果之 95% CI

的下界與上界之間不包括 0，總效果與直
接效果的 95% CI內都不包含 0，代表直接
效果顯著，效果值為 .204。從上述判斷，
以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生建立的三條中

介路徑加起來的整體效果，具有部分中介

效果。因此接受 H4。換言之，家庭 SES
透過這三條路徑整體對於英語學習成就表

現具有明顯提升效果，此效果值為 .204。

在三條路徑中介效果方面，以路徑

1：家庭 SES→父親教育期望→英語學習
成就的間接效果 1之 95% CI為 0.076至
0.201，不包括 0，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都不包含 0，判斷具有部分中介
效果，表示家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
明顯影響英語學習成就的部分中介效果

為 .134。可見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生的
父親教育期望有其重要性，扮演家庭 SES
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中介的重要變項，支

持教育期望論點。這與李敦仁與余民寧

（2005）研究發現，家庭 SES 透過家庭
教育資源，間接影響子女學業成就，以及

趙珮晴與余民寧（2012）的研究結果一
致，因此接受 H5。

就路徑 2：家庭 SES→父親教育期望
→自我教育期望→英語學習成就的間接效

果的 95% CI為 0.030至 0.109，不包括 0，
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都不包含 0，
因此判斷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表示家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間接明顯影響自
我教育期望，再影響英語學習成就，而此

部分中介效果為 .062，支持教育期望理
論。這與沈孟樺與林淑玲（2013）、張芳
全與江淑芳（2020）的研究發現一致，因
此接受 H6。

以路徑 3：家庭 SES →自我教育期
望→英語學習成就的間接效果的 95%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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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009至 0.026，包括 0，總效果與直
接效果的 95% CI不包含 0，代表沒有中
介效果，表示家庭 SES透過自我教育期
望並沒有明顯提升英語學習成就。這與張

芳全與林盈均（2018）、張芳全與張秀穗
（2016）的研究不一樣，因此拒絕 H7。

（四）三條中介路徑的間接效果的差異結
果之討論

在三條中介路徑之間接效果的差異檢

定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比較 1這組的
間接效果的 CI為 -0.013至 0.155之間，
包括 0，代表兩者沒有明顯差異，所以拒
絕 H8。然而比較 2與比較 3之間接效果
有明顯差異，代表這兩組的兩條路徑之

間接效果有明顯差異。以比較 2來說，路
徑 1間接效果與路徑 3的間接效果差距為 
.126，代表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生的家
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影響英語學習
成就之間接效果，明顯比起家庭 SES透
過自我教育期望，影響英語學習成就高出 
.126。可能原因是七年級生的自我教育期
望仍不明確，父親教育期望影響力反而較

高。代表七年級生要提高英語學習成就，

透過父親教育期望，比起透過自我教育期

望還要高。

而比較 3 則是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
級生的家庭 SES透過父親教育期望，再
影響自我教育期望，間接影響英語學習成

就，比起家庭 SES透過自我教育期望，
再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多出 .054的效果。
可見，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生要提高英

語學習成就，透過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

比起透過自我教育期望，影響英語學習

成就的效果還要好。這與 Peetsma與 van 
der Veen（2011）指出，如果學生直接學
習投入，透過努力投入間接影響英語學習

成就。因此接受 H10。簡言之，父親教育

期望夠激勵學生學習，並引導自我教育期

望，可以提升英語學習成就表現。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馬公國中七年級生的家庭 SES與父

親教育期望、自我教育期望及英語

學習成就有正向提升效果。本研究

結果顯示，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

生的家庭 SES 愈高，父親教育期
望、自我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

都愈好。

（二）馬公國中七年級生的父親教育期望

對自我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有

正向顯著關聯，同時自我教育期望

對英語學習成就也有正向顯著關

聯。本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馬公

國中七年級生的父親教育期望對

自我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有顯著關

聯，以及學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對英

語學習成就有正面效果。

（三）馬公國中七年級生的父親教育期

望、父親教育期望與自我期望、以

及自我教育期望，分別在家庭與英

語學習成就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本

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馬公國中七

年級生的父親教育期望、父親教育

期望與自我期望、以及自我教育期

望，分別在家庭與英語學習成就具

有部分中介效果，也就是父親與自

我教育期望，這兩個中介變項依序

共同分析之後，在家庭 SES與英語
學習成就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同時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級生建立

的三條中介路徑效果加起來的整體

效果，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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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SES透過這三條路徑整體對於
英語學習成就表現具有明顯關聯。

（四）馬公國中七年級生提升英語學習成

就最好路徑是家庭 SES透過父親教
育期望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其次是

家庭 SES 透過父親與自我教育期
望，最後是透過自我教育期望來提

升英語學習成就。馬公國中七年級

生要提升英語學習成就較好路徑是

透過父親教育期望，其次是透過父

親與自我教育期望，最後是透過自

我教育期望。也就是透過父親與自

我教育期望都可以提升英與學習成

就，但父親教育期望是較好策略。

二、建議

（一）家長應給予子女適切的教育期望，

教師應鼓勵學生有明確及合理的自

我教育期望，以提升英語學習成就

表現。對於弱勢家庭子女，學校更

應注意這些子女英語學習成就，適

時提供補救教學

結論一指出，澎湖縣馬公國中學生的

家庭 SES正向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家庭
SES愈高，英語學習成就愈高，此一狀況
對於高 SES家庭子女有利，對於弱勢子
女的家庭較為不利，因此學校及教師應對

於弱勢子女的英語學習狀況更深入掌握，

同時學校應提供給這些子女適當的補救學

習，避免學生的學習落後。同時結論一及

二指出，父親教育期望正向影響子女自我

教育期望及英語學習成就，以及自我教育

期望正向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建議家長應

給與子女合理教育期望，同時教師及家長

應鼓勵學生或子女合理的教育期望，瞭解

他們有明確的未來教育期望，以利他們的

英語學習成就提升。

（二）學校及教師與父親理解合理的父親
教育期望與子女自我教育期望，尤
其是父親教育期望是提升英語學習
成就的最好策略之一

結論三指出，澎湖縣馬公國中七年

生的父親教育期望、父親教育期望與自我

期望、以及自我教育期望，分別在家庭與

英語學習成就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也就是

如果兩個中介變項依序一起分析，父親教

育期望影響子女自我教育期望，再影響英

語學習成就，此時英語學習成就會有明顯

提升。結論四更指出，馬公國中七年級生

提升英語學習成就最好路徑是，家庭 SES
透過父親教育期望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其

次是家庭 SES透過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
最後是透過自我教育期望來提升英語學習

成就。學校及家長或應重視父親對於子女

教育期望。雖然澎湖縣的國中生家長很多

捕魚為業，經常出外，不在家中和子女陪

讀與學習，但是他們對於子女的學習表現

影響相當大。因此，不僅父親應有合理教

育期望之外，更應讓子女明確的瞭解父親

所期望他們未來發展方向。家長或教師應

鼓勵與引導學生設定學習目標與任務目

標，要求學生從家長的期待來設定學習目

標，並引導學生會努力堅持態度；引導學

生可以處在有利學習環境或任務處理情境

中達成父親與自我教育期望。

（三）未來研究建議

對於未來研究可將樣本擴及澎湖縣

七年級學生及臺灣本島學生，瞭解澎湖縣

國中各年級生的家庭 SES、家長教育期
望、自我教育期望與學習成就之關聯。本

研究的英語學習成就採用學校段考成績，

它是所有學生運用相同測驗所得到，所以

可進行比較，未來研究若要對澎湖縣所有

國中學生進行研究，需要設計標準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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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針對所有國中生從七年級追蹤至

九年級，以瞭解國中生的家長教育期望、

自我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成就之成長變化

軌跡。就如同 Goldenberg、Gallimore、
Reese 與 Garnier（2001）長期追蹤學生
的自我教育期望，並瞭解此一成長趨勢對

於學生學習表現的影響情形。同時可以將

母親教育期望、教師教育期望或同儕之間

的教育期望一同納入分析，以及比較離島

地區與都會區學生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

就的影響，更能瞭解教育期望對學習成就

表現影響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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