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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課堂中常實施獎品或獎勵制度來鼓勵學生持續良好的行為表現

或課業成績，但是過去研究對這種獎勵制度，如給獎品，記點數等方式是

否能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常有不一致的結論。近日美國一項由國家經

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s Research)主持的研究發現，學

生的年齡和給予獎賞的時間點(timing)成為直接影響獎賞是否有效的主要

因子。 

這項研究共實施了六次實驗，對象包含了小學生，中學生和十年級生

(高中生),學生來自於芝加哥附近低成就表現的學區，實驗中研究者邀請學

生參加低風險(low-stake)的成就測驗，並在學生考試前承諾學生是否因其

成績進步給予獎賞，包括未給予任何形式的獎賞，給予獎品(trophy), 給

予十塊或二十塊不等的獎金，時間點分為考試前，考試後或一個月後。研

究結果發現對低年級的學生來說，給予獎品和獎金一樣能有效提升學生考

試成績，但是對年齡較大的學生，只有給予現金有激勵效果。另外，研究

也發現，在考試前就讓學生得到獎賞比在其它時間點給獎賞更為有效。這

項實驗的處理為在學生考試前即將成績進步可以得到的獎品或現金給學

生，並請學生寫出他們想要如何使用這個獎品或獎金。研究結果顯示預先

得到獎勵的學生較其它的學生表現更優秀，其差距可以達到 1.7 個標準

差，相當於領先三分之一個教室的學生。 

研究者表示學生願意更認真應試並非來自於對獎賞的渴望或需要，而

是預先得到獎賞讓學生在心理上對該獎賞已產生認同，所以願意努力付出

以便可以保有這項獎賞，對學生而言，他們更願意為了已得到的獎賞努力

以保有所得到的成果，勝於去贏得一個未見到或無形的獎賞，而且男孩較

女孩更容易受獎賞影響。另外，研究者也發現給予獎賞的時間越晚越沒有

效果，所有延遲至一個月後才給予的獎賞都沒有效果，尤其是對於小學生

或青少年。這些研究結果也解釋了為何目前以各州學力測驗為本的教育激

勵政策(incentive programs)並沒有多大效果，因為州學力測驗多須要一

個多月才能得知結果，因此這些延遲的獎賞對學生並無太大的誘因。 

根據本項研究指出:要有效激發學生對成就測驗的準備或應試動力，應



 

設計更多小型且直接的激勵方式， 學生可以有一個清楚且立即的獎勵，他

們會在準備考試或應答時更願意全力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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