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金獎勵學習實驗結果出爐 
 

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由哈佛經濟學家傅萊爾(Roland Fryer Jr.)提出的大膽嚐試，在全

美四個城市，總計143個學校，用現金獎勵學生的實驗結果已經出爐。 

傅萊爾的實驗計畫結果公布在8日出版的時代雜誌(Time)中，該項

計畫總共使用了630萬主要來自私人募款的現金獎勵學生，還聘請了17

位研究人員幫助他分析實驗結果，在芝加哥、達拉斯、華盛頓及紐約四

個城市，總共有1萬8000名學生參與，每個城市有不同的獎勵模式，

有的鼓勵學業成績進步，有的獎勵不與人打架，有些城市一點效用也沒

有、有的則是出現意想不到的成果，成績進步許多，效果好到簡直就像

每年多3個月的學習時間，最後的結果則是意外與驚奇地發現：小孩就

像許多大人一樣，不見得按照我們期待的方式反應。 

傅萊爾的原始用意，是希望找出可以讓美國白人與少數族裔小孩，

在2025年時縮小學習落差的科學方法。他出生在德州貧窮家庭，與單

親父親同住，16歲時從監牢中保出父親，自食其力在快餐店打工，偷過

收銀機的錢，也賣過大麻，但因為打籃球得到大學獎學金，一次微績分

考試只得45分，突然想通不願平庸過日，從此發奮努力，在2年半內

拿到學士學位，後來在賓州州大研究利用經濟工具解決貧富不均問題，

取得博士學位後，在26歲時成為哈佛教授。 

傅萊爾最初對這個實驗感興趣，是因為偶然聽到紐約一所學校想到

獎勵小孩方式來改善教育，相較於其他以教師或課程改革的作法，這個

主意把小孩當成具有有趣行為舉止的人類。 

許多人反對或不看好傅萊爾的主意，包括專門研究動機

(motivation)的心理學家，甚至傅萊爾也收到過死亡威脅。基本上傅萊

爾同意，孩童應該基於喜愛學習而學習，不過事實上，並不是如此。青

少年對待數學作業的角度與兒童的眼光不同，大人也是為了經濟因素才

工作，雖然期望學習的出發點是基於單純的喜愛，但是這不是實況。 

雖然實驗結果好壞各有，還是有許多觀察，值得我們注意： 



 

 

1. 達拉斯的實驗中，二年級的學生每讀一本書，並完全一項電腦
測驗，可以得到2塊現金，簡單明瞭，結果大幅提升他們年終

時所作標準測驗中閱讀的分數，而且學生甚至在獎勵停止後的

第二年的表現也十分良好。 

2. 相對的，在紐約的實驗中，四年級的學生每通過一項考試可以
有25元美金、七年級有50元美金，直接存入他們銀行帳戶，

學生們很興奮可以拿到錢，也想拿到更多，但卻不知如何辦得

到。當研究人員詢問他們有何方法時，學生們只有提到考試技

巧的加強，例如更仔細地讀題，確沒有人想到課後留下請教老

師等實質性學習的方法。 

3. 芝加哥的實驗是獎勵出席率及成績，不過最終的標準測驗成
績，卻未見提升。與紐約的模式相近，成績提升是不是學生可

以永遠掌握的，因此雖然出席率大幅增加了，但最後的標準測

驗成績沒有增加。 

4. 華盛頓是以6,7,8年級中學生為對象，學生如果有規定的，如
提升上課率或行為表現良好(這兩項都是學生可以控制的部份）

等情形，每二個禮拜最高可獲得100美元的獎助，確實也提高

了學生的學習，導致在標準測驗時獲得較好的成績。 

5. 傅萊爾表示，獎勵學生作他們作得到的事，如達拉斯的獎勵閱
讀，可以有良好的成效，但是獎助提高成績，如紐約的實驗，

雖然學生們有動機，但卻不知如何作到，效果不如獎勵學生閱

讀有實質成果，因為無法帶動增加學習，自然成績無法改善。

同樣的，獎勵學生自我控制及行為表現，如華盛頓模式，也可

以達到提升學習的效果，成效比直接獎勵成績明願。不過，傅

萊爾也同意，光獎勵不足以解決教育的問題，還有許多有關獎

勵的好研究得我們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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