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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公私立高職試辦學年學分制學生之學習困擾研究3

 壹、矽七究緣起

 學年學份制代表的是一種積極的教育哲學，它不止要協助成績較差的學生學習

 ，也要提供更多且更豐富的課程讓學生選修，更要提供績優學生加速、加廣、加深

 的學習，如此才能兼顧教育品質和因材施教的理念。然而在高職教育中，因課程科

 目繁多，課程結構無法發揮應有的彈性自主精神，加上選修科目及時數太少，始終

 無法提供學生自由選擇。這些問題勢必在試辦階段申，將一一浮現，且嚴重影響學

 生的學習。

 學年學分制的設計。是為了消除學時制時，學生因部份科目不及格而被留級的

 遺憾，更讓學生能及時重修或補修不及格的科目而達到升級。然而學年學分制的實

 施，最大的困難仍在於觀念和態度上的調整，即是否能夠從過去「當學生」的作法

 轉到「幫學生」的作法來，而願意投入時間、精力和經費做好教學規劃，並不斷地

 因應不同的狀況調整修訂努力實施(黃政傑，民82)。高職學校試辦學年學分制，

 所呈現的最大問題，在於學年學分制的規劃，未能同時有效的調整學校課程，而僅

 依據現行的課程標準加以轉化，使得學生的課業負擔太重，學校更找不出適合的時

 間，辦理學分之重補修，各校一致認為應降低畢業學分數，並減少必修科目及學分

 ，使學年學分制的試辦得以順利推動(黃政傑等，民紀;省立彰化高申，民84)

 高職學校試辦學年學分制，是從八十一學年度起，開始研擬及試辦學年學分制

 之方案，並選定松山家商、南港高工、台中高農、台中護校、秀水高工、東港海事

 、花蓮高農、埔里高工、埔里高申、公東高工等十所職業學校進行試辦。八^二學

 年度，增加彰化師大附工、三民家商及金門農工三所。到了八十三學年度，台北市

 的大安高工、士林高商、木柵高工、內湖高工、松山工農、育達商家、協和工商等

 七所學校也加入試辦行列。八十四學年度又有大成商工及海清工商兩所學校參與試

 辦，目前參加試辦的學校共有二^二所(黃政傑等，民85)。而高職學校試辦學年

 學分制後，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情形，簡述如下:

 廿每週上課節數太多，學生參加重補修不易，而實習課程的重補修更是困難。

 □高職各類課程中，必修科目比例太高，選修課程比例太少，且都集中於三年級

 ，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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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低成就學生或轉科學生，需參加學分重補修，加重學生課業負擔，造成學習上

 的困擾。

 凹過高的不及格率及重補修、補考，使學生的學習更為困難。而補考次數太多，

 學生常心存僥倖，無法專心學習。

 皿學生對於必修與選修科目的學習態度不一致，對非必修之科目，常抱持敷衍應

 付心態，學習上缺乏主動積極，也影響教師的教學及評量。

 因學生參加學分重修班，除了造成放學延遲，以及遠道學生的交通問題外，更要

 花費一筆可觀的學分費(每學分685元)，成為家庭經濟的額外負擔。

 忖學生參加自學輔導時，因其上課方式較偏向個別輔導，常造成學生到課率偏低

 囚學生對應修習之課程認識不清，尤其是不及格的科目，經常未能及時重修，不

 但使學習的進度延誤，甚至無法順利畢業。

 盼各校各科的學生，因修習課程科目不同，造成高中、高職、五專之間，轉科、

 轉校不易。

 吳武典(民76)指出學習困擾的原因有來自個人、家庭與學校三方面，其中以

 個人因素最為重要。而學習困擾的種類，可分為低成就、成續不穩定或持續退步、

 容易分心、學業的欺詐、學科的偏食、學習的恐懼、以及逃學等七項。

 由於學習困擾的產生，會導致學業成績的低落，也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

 為減少學生的學習困擾，學校必須確實瞭解學生產生學業成績低落的可能原因所在

 ，並適時予與補救。陳李綢(民80)認為學生學業成績低落的原因，不外乎有學校

 因素、家庭因素及個人因素等三種，簡述如下:

 廿學校因素:

 1．教材或課程的難度過深或過淺，內容過多或過少。2．教材與學生的現實生活

 無法結合。3．教師對學生的期望太低。4．教學方式缺乏變化。5．教師的講解不清晰

 。6．其他:教師的態度過嚴、考試的次數、學校的設備等。

 □家庭因素:

 1．家庭的學習環境較低的家庭背景。2．父母的管教態度過份專橫、嚴格或溺愛

 。3．破碎的家庭。4．父母的期望。5．家庭經濟狀況、父母之職業及教育程度等。

 曰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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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J人格適應不良。2．成就動機及抱負水準過低。3．學習態度消極。4．焦慮情緒

 過高。5．自我觀念傾向消極。6．不良同擠團體的影響。7.興趣的偏差、狂熱。

 蔡敏光(民74)研究高中生各類行為困擾發現，一般行為困擾方面，在科別、

 性別、年級別之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而學生最感困擾的問題，則是課業與學習、

 社交與娛樂、自我的認識、以及升學與就業。而困擾較少的問題，則是對家人的關

 係、交往異性、經濟、健康等(呂少卿，民74;周幸，民56^簡茂發和蔡敏光，民

75)   0

 蔣桂嫂(民82)研究發現高中學生客觀與主觀生活壓力，其主要來源為學校事

 件和個人身心事件，其次為家庭事件和異性交往事件。而高中學生在學校中，經常

 要面臨的困擾問題，包括擔心考不上理想的大學、學業成績不理想、對某些科目不

 感興趣或不知如何有效的學習等。

 黃昌誠(民79)認為學習困擾(^earnjng   Proble^)係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所遭遇到對其學習產生阻礙、不利、不便或不適應的非學校因素與學校因素。非

 學校因素包括個人心理、工作、家庭等因素;而學校因素則包括學校及指導中心有

 關的措施，與面授教師等因素。其研究空中大學學生之學習困擾時發現，男生之學

 習困擾大於女生;而在年級別方面，則以就讀一、二年級的學生，其學習困擾為最

 大，且學習態度也較不積極。

 賀孝銘(民78)調查中部地區高申生之困擾問題時發現，最感困擾的前四項依

 序為:自我方面、學習方面、前途發展(升學與就業方面)及情緒方面等困擾問題

 ;而最不感到困擾的分別是:性方面、經濟與錢財方面、安排休閒娛樂方面及身體

 健康方面等四項。

 陳麗娟(民83)認為學習困擾是指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對課程學習、學習方法

 、及學習情緒方面，產生焦慮或挫折，而無法與外界達成一種圓滿、和諧的適應狀

 態。

 總之，有學習困擾的學生，容易受到失敗與挫折的影響，降低原有的抱負理想

 ，心情也易因而流於消沈。無論國中或高中學生，都會有著不同的學習困擾，本研

 究所界定的學習困擾，係指學生在學習活動中，學習環境裡所產生的困擾，而造成

 學生成績不理想，無法專心學習，致使學習效果受到嚴重的影響。本研究將學習困

 擾分為三部份，廿學校因素:包括學校課程、教材教法、教師期望、教學評量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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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的學習困擾。□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氣氛、父母期望、讀書環境、父母管教等

 所產生的學習困擾。曰個人因素:包括升學與就業、興趣、自我意識、學業成績等

 所產生的學習困擾。學習困擾的程度，係以學生在學習困擾問卷得分的高低表示。

 高職學校實施學年學分制，是課程修習的一項重大改變。學校除了應儘速規劃

 因應對策外，面對學年學分制所帶給學生的諸多影響，更應加以重視。本研究將探

 討目前參與試辦學年學分制的台北市公私立高職學校，有關學生的學習困擾差異情

 形，以作為各試辦學校改進教學及輔導的參考。

 資;、矽斤究目的

 採行學年學分制的目的，首重於改善學習條件，增進學校與學生的自主性，藉

 以提高職業學校教學品質，促進學生人格之健全發展，落實提昇職校學生競爭力之

 目標。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台北市試辦學年學分制的高職學校，有關學生的學習困擾

 情形。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瞭解目前台北市試辦學年學分制高職學生之學習困擾情形。

 二、探討台北市試辦學年學分制高職學生之學習困擾，是否因學生個人背景變碩不

 同而有差異。

 三、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最感困擾的前六項學習困擾差異情形。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及實地訪談方式，分別蒐集相關的資料。首先透過文獻的

 探討，蒐集目前台北市高職學校試辦學年學分制的現況，以及學生的學習情形。其

 次蒐集國內外碩(博) ±論文、學報、期刊等相關文獻，探討學習困擾的相關理論

 基礎;並透過各種資料的分析，尋找學生學習困擾的內涵，以做為建立研究架構之

 依據，及發展調查問卷和訪談大綱內容之基礎，問卷主要包含基本資料及問卷內容

 兩部份。

 學習困擾問卷內容之編製發展，係參考賀孝銘(民78)之「學生生活與輔導問

 卷」、簡茂發與蔡敏光(民75)之「高中高職學生行為困擾問題問卷」、以及蔣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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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民82)之「高中學生生活經驗問卷」等問卷修訂而成。問卷題項內容包括: 1.

 學校因素; 2．家庭因素; 3，個人因素等三部份。另外，本研究也分別訪談高四延修

 學生、專任教師、導師、輔導老師及行政人員(含處室主任、科主任、組長)等，

 以瞭解試辦學校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學習困擾情形。藉由問卷調查及實地訪談資料的

 綜合分析提出研究發現，最後撰寫本研究的結論及建議。

 肆、矽仟究步片驟

 本研究之流程包含下列步驟:一、擬定研究計劃。二、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三

 、發展與編製問卷初稿。四、預試及修正問卷。五、選取樣本進行問卷調查。六、

 實地訪談。七、資料整理及統計分析。八、撰寫研究報告。九、完成本研究。

 伍．、矽七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台北市試辦學年學分制的高職學校，有關學生的學習困擾情

 形，藉以提供各試辦學校改進教學與輔導之參考用。研究範圍僅以台北市參加學年

 學分制試辦之公私立高職學校為主，包括大安高工、松山工農、南港高工、內湖高

 工、木柵高工、士林高商、松山家商、育達商家、協和工商等九所學校。而研究的

 對象，則以台北市各試辦高職學校之日間部一、二、三年級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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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成績1．60分以下

 2.60-69分

 3.70^79分
 4.80^89分

 5．90分以上

 4．0

 21．4

 43．1

29.8

 兀．7

2,175

 調查問卷係以各試辦學校不同年級及類科別的學生為調查對象，問卷共發出

 2，322份，回收的有效問卷共2，^75份，學生的基本資料分佈情形(如表一所示)。

 另外，因試辦學校只有南港高工，有少數高四延修學生，為進一步瞭解這些學生的

 學習態度及學習困擾情形，本研究採用個別調查及訪談方式進行探討。

 陸、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台北市試辦學年學分制的高職學生，不同的個人背景變項，

 對學習困擾的影響。並經由問卷及訪談的方式，來獲得研究所需的資料，進一步以

 統計方法，綜合分析資料結果，以確實瞭解學生學習困擾的差異情形。本文的研究

 發現，分為調查問卷及訪談兩部份，分別說明如下。

 一、調查問卷主要發現

 台北市試辦學年學分制高職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在學習困擾量表之差異分析中

表一研究樣本之基本資料一覽表

 變項	組別	人數(N)	百分比(削	"一口口A言H十

 性別	I．男兀女	955可,220	43.956．寸	Z^175

 年級	1．一年級2．二年級3．三年級	732718725	70333e^D333	2,175
 學校性質	1．公立2．私立	Z3I638^^^	60.339.7	2,175

 就讓類科別	1．1業類科2．商業類科3．燬業類科4．家事類科	823981124247	8^^7V^^^55i—^34  I	2,175
 有否參^       1．有參加620 28.5 2^175
 學分重修2．沒有參加1，555 71．5

7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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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年級的變項，末達顯著水準，其餘則均達顯著水準，表示有顯著差異存在(如

 表二所示)。

 口不同性別的男女學生，在整體及各向度的學習困擾上，均有顯著差異存在，且

 呈現男學生的學習困擾，顯著高於女學生。

 □不同年級的學生，在整體及各向度的學習困擾上，無顯著差異存在。

 曰公私立學校的學生，在整體及各向度的學習困擾上，均有顯著差異存在，且呈

 現私立學校學生的學習困擾，顯著高於公立學校的學生。

 凹在整體的學習困擾上，就讀工業類科的學生，顯著高於就讀商業類科、農業類

 科及家事類科的學生。而商業類科的學生，則顯著高於農業類科及家事類科的

 學生。在學校因素方面，就讀工業類科的學生，顯著高於農業類科及家事類科

 的學生。而商業類科的學生。則顯著高於農業類科的學生。在家庭因素方面，

 工業類科的學生，顯著高於商業類科、農業類科及家事類科的學生。在個人因

 素方面，就讀於工業類科及商業類科的學生，分別同時顯著高於農業類科及家

 事類科的學生。總之，就讀工業類科學生的學習困擾為最高，而商業類科的學

 生次之。

 表二	學生個人背景變項與整體學習困擾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向度	變項	學校因素	家庭因素	個人因素	整體學習困授

 性別	男女I2一	男二女	男卜女	男卜女	男二女

 年級	1．^年級2二二年級3二三年級	無	無	一無 一	一無 一
 學校性質	1．公立2．私立	私卜公	私卜公	私二公	私卜公

 就讚類科別	]．工業類科2．商業類科3．巖業類科4．家事類科	l二3l卜42卜3	l卜2l卜3l卜4	1卜3，42二3，4	]卜2，3，42卜3，4
 有否參加學分重修	l．有2．沒有	有卜沒有	有卜沒有	有卜沒有	有卜沒有"一

 學業成繽""^""	1．60分以下2.60-69分3.70-79分4.80-89分5．90分以上	1卜2，3，4，52卜3，4，53卜4	兀卜2，3，4，52卜3，43卜4	山卜2，3，4，52二3，4，53卜4	斗卜2，3，4，52卜3，4，53二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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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有否參加學分重修的學生，在整體及各向度的學習困擾上，均有顯著差異存在

 ，且呈現有參加學分重修的學生，顯著高於沒有參加學分重修的學坐。

 因學業成續越低的學生，其學習困擾有越高的傾向。而不同學業成績的學生，在

 整體及各向度的學習困擾上，以學業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為最高^ 60-69分

 的學生次之^ 70-79分的學生為再次之;而80-89分及90分以上的兩組學生為最

 低。

 台北市試辦學年學分制高職學生，在前六項學習困擾的差異比較分析得知，學

 生在整體學習困擾的平均值為2．53，而各向度申以個人因素為最高，學校因素次之

 ，家庭因素為最低(如表三所示)。而學生最感困擾的前六項學習困擾(如表四所

 示)，依序為:廿第19題(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 ;□第22題(學習不夠積

 極主動) ;曰第20題(學業成績不理想) ;凹第3題(必修科目太多且不易學習)

 ;皿第5題(學校各種考試太多) ;因第24題(無法修習自己喜歡的選修科目)。

表三整體學生在學習困擾量表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向度	平均數	、標準差^@@""@@
 學校因素	．267一"""一一"""""一	0.80
 家庭因素	．2O5""一	0.75
 個人因素	2.87	0.83
 整體	2.53	0.66

 學生認為較不困擾的六項學習困擾，依序為:廿第^5題(父母不和諧) ;□第

 11題(與兄弟姊妹不和) ;曰第^7題(須要工讀以賺取零用錢) ;凹第14題(住家

 周圍環境太擁擠或太吵雜) ;何第^3題(家庭經濟有困難) ;因第^8題(家裡沒有

 適當的讀書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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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表四整體學生在學習困擾題項的平均數與排序一""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對學校的課程無法適應。	2.63	l.03	14
 2，對老師的教法無法適應。	2.71	I.06	11
 3．必修科目太多且不易學習。	2.93	1.22	@
 4．實習科目單元過多不易學習及重修。	2.66	1.23	13
 5．學校各種考試太多。	2.92	几．23	@
 6．老師規定的作業太多。	2.72	I.17	10
 7．老師對我的期望太高。	2.38	l.04	寸8．5
 8．課業表現無法達到老師的要求。	2.68	I.13	12
 9．行為表現無法達到老師的要求。	2.38	I.15	寸8．5
 10．父母對我的期望太高。	2.74	1.21	7.5
 11．與兄弟姊妹不和。	山．82	山．08	26
 忱父母對我的管教過嚴。	2.09	寸．19	20.5
 臥家庭經濟有困難。	2.03	l.13	23
 14．住家周圍環境太擁擠或太吵雜。	2.02	l.13	24
 15．父母不和諧。	1.70	l.06	27
 16．與父親或母親發生意見爭執。	2.09	1．17	20.5
 17．須要工讀以賺取零用錢。	1.88	1.23	25
 18．家裡沒有適當的讀書場所。	2.05	1.22	22
 臥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	3.64	1.32	I
 20．學業成績不理想。	2.98	1.28	@
 21．無法決定升學或就業。	2.54	1.43	16
 批學習不夠積極主動。	3.27	1.24	@
 批不瞭解自己。	2.74	1.30	7.5
 扯無法修習自己喜歡的選修科目。	2.91	丁．36	@
 25．情緒上無法自我控制。	2.42	1.26	17
 26．對自己所就讀的科不感興趣。	2.60	1.32	15

 27．上課時不敢發問或發言。	2.73	1.30	@

 至於高四延修學生的學習困擾程度，整體學習困擾的平均值為2．84，而在各向

 度申以學校因素為最高，個人因素次之，家庭因素為最低。高四延修學生的前七項

 學習困擾，依序為:廿第20題(學業成績不理想) ;□第24題(無法修習自己喜歡

 的選修科目) ;曰第19題(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 ;凹第8題(課業表現無

 法達到老師的要求) ;皿第1題(對學校的課程無法適應) ;因第3題(必修科目太

 多且不易學習) ;廿第22題(學習不夠積極主動)。高四延修學生原本學業成績就

 不理想，才需要在第四年參加學分重修。因此，在學習困擾題項申，仍以第20題(

 學業成績不理想)為最高，而七項中也有五項(題號: 3 ^ 19 ^ 20 ^ 22 ^ 2^)與一

 般學生相同。就整體平均值而言，高四延修學生在學習困擾量表的得分，比一般學

 生高，可見其學習困擾有較高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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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不同的個人背景變項，在最感困擾的前六項學習困擾上，均有顯著差異存

 在(如表五所示)，依排序比較說明如下:

 廿第門題(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

 1．二年級的學生為最高，一年級的學生為最低。

 2．公立學校的學生，顯著高於私立學校的學生。

 3．有參加學分重修的學生，高於沒有參加學分重修。

 □第22題(學習不夠積極主動)

 1．男學生顯著高於女學生。

 2．二年級的學生為最高，三年級的學生為最低。

 3．有參加學分重修的學生，高於沒有參加學分重修。

 4，學業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為最高，而90分以上的學生為最低。

 曰第20題(學業成績不理想)

 1．男學生顯著高於女學生。

 2．二年級的學生為最高，三年級的學生為最低。

 3．就讀工業類科的學生為最高，家事類科為最低。

 4．有參加學分重修的學生，高於沒有參加學分重修。

 5．學業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為最高，而90分以上的學生為最低。

 凹第3題(必修科目太多且不易學習)

 1．男學生顯著高於女學生。

 2．一年級的學生為最高，三年級的學生為最低。

 3．私立學校的學生，顯著高於公立學校的學生。

 4．就讀商業類科的學生為最高，農業類科為最低。

 5，有參加學分重修的學生，高於沒有參加學分重修。

 6．學業成續在60分以下的學生為最高，而90分以上的學生為最低。

 何第5題(學校各種考試太多)

 1．男學生顯著高於女學生。

 2．私立學校的學生，顯著高於公立學校的學生。

 3．就讀商業類科的學生為最高，家事類科為最低。

 4．有參加學分重修的學生，高於沒有參加學分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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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學業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為最高，而90分以上的學生為最低。

 因第24題(無法修習自己喜歡的選修科目)

 lJ男學生顯著高於女學生。

 2．二年級的學生為最高，一年級的學生為最低。

 3．就讀工業類科的學生為最高，家事類科為最低。

 4．有參加學分重修的學生，高於沒有參加學分重修。

 5．學業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為最高，而90分以上的學生為最低。

表五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在前六項學習困擾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題項	排序	'性五芋叮	年級	公私立學校	類科別有否參加學業學分重修成續
 19．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	一l		本	本	一@@@@"一^@@^^一
 22．學習不夠積極主動。	一@	二	二		木本
 20．學業成續不理想。	玉一	木	本	「-	牟本本
 3．必修科目太多且不易學習。	T	本	韋	本	寸木本
 5．學校各種考試太多。	T	本		本	本本本
 24．無法修習自己喜歡的選修科目。	一@ 一	才	本		本木本
>p<.05

 二、訪談主要發現

 本研究訪談的主要對象，包括高四延修學生，以及試辦學校的專任教師、導師

 、輔導老師及行政人員(含處室主任、科主任、組長)等。訪談主要發現，依對象

 的不同分別摘要說明如下:

 廿訪談高四延修學生的主要發現:

 大部份高四延修學生，都是因為成績不理想，或是應修習學分未通過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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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學生得多花一年時間，但對未來卻仍抱持樂觀態度，且都想繼續準備升學。訪

 談主要發現摘要說明如下:

 1．高四延修學生，對於逐年修訂的辦法較難適應。

 2．高四延修學生，對於課程的內涵仍不清楚。

 3．高四延修學生不重視學業成績，且常抱著及格就好的消極態度。

 4．高四延修學生參加重修時，老師都會給予個別輔導。

 5．昂貴的學分費，成為學生家庭經濟的負擔。

 6．高四延修學生，較不積極參與班級的各項活動。

 7．高四延修學生，有充裕的時間參與學分重修。

 8．高四延修學生少數已開始工作，造成重修的不便。

 □訪談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的主要發現:

 1．必修科目偏多，選修科目太少，學生的空堂時間太少，無法選擇合適的課程

 或參加重修。

 2．學分重修班的上課時間，常安排在第八、九節，或寒、暑假時間，或到夜間

 部重修，嚴重影響學生的正常作息，且延誤學生回家的時間。

 3．各年級重讀學生的生活作息不易管理。

 4．多數教師缺乏有效的教學方法，無法吸引學生專心學習。

 5．家長對學生的期望過高，不瞭解學生的能力、學習環境及學習成果，且缺少

 關心及愛心。

 6。學生擔心重修學分費太高，成為家庭的負擔。

 7．學生對於較難懂的科目，常是心不在焉，上課時只顧抄筆記，不敢向老師發

 問。

 8．學生在校參加社團或雜務過多，且常利用晚上參加校外補習，造成白天上課

 不能專心。

 9．大部份學生都有打工的情形，藉以賺取零用錢，滿足自身的消費，造成價值

 觀有偏差。

 10．多數學生的基本學科能力較差，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

 11．學生不瞭解自已，且人際關係不好，定性不夠，易受同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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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結論與建議

結論

 根據本研究之主要發現，提出下列結論:

 廿台北市試辦學年學分制之高職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在學習困擾上有顯著差異。

 學生在整體學習困擾的平均值為2．53，其申以個人因素為最高，學校因素次之

 ，家庭因素為最低。由表二得知，不同的個人背景變項，在整體的學習困擾上，有

 顯著差異存在，摘要如下:

 1．不同性別的學生，男學生的學習困擾高於女學生。

 2．不同學校性質的學生，私立學校學生的學習困擾，高於公立學校的學生。

 3．不同年級的學生，各年級的學習困擾，無顯著差異。

 4．有參加學分重修的學生，其學習困擾高於沒有參加學分重修的學生。

 5．就讀不同類科別的學生，以工業類科學生的學習困擾為最高，而商業類科的

 學生次之。

 6．不同學業成績的學生，其學業成續越低，學習困擾有越高的現象。學業成績

 在60分以下的學生，其學習困擾為最高^ 60-69分的學生次之^ 70-79分的學

 生再次之;而80-89分及90分以上的兩組學生，其學習困擾則為最低。

 □台北市試辦學年學分制之高職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在前六項的學習困擾上有顯

 學生最感困擾的前六項學習困擾，依序為: 1．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 2.

 學習不夠積極主動; 3．學業成績不理想; 4．必修科目太多且不易學習; 5，學校各種

 考試太多; 6．無法修習自己喜歡的選修科目。不同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在前六項的

 學習困擾程度，有顯著差異存在。結論摘要如下:

 1．不同性別的男女學生，除「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無顯著差異外，其

 餘五項均是男學生的困擾高於女學生。

 2．不同年級的學生，在「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上，以二年級學生的困

 擾為最高，一年級的學生為最低。在「學習不夠積極主動」上，以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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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困擾為最高，三年級的學生為最低。在「學業成績不理想」上，以

 二年級學生的困擾為最高，三年級的學生為最低。在「必修科目太多且不

 易學習」上，以一年級學生的困擾為最高，三年級的學生為最低。在「無

 法修習自己喜歡的選修科目」上，以二年級學生的困擾為最高，^^年級的

 學生為最低。

 3．不同學校性質的學生，在「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上，公立學校學生

 的困擾，高於私立學校的學生。而在「必修科目太多且不易學習」與「學

 校各種考試太多」上，私立學校學生的困擾，高於公立學校的學生。

 4．不同類科別的學生，在「學業成績不理想」上，以工業類科學生的困擾為最

 高，家事類科為最低。在「必修科目太多且不易學習」上，以商業類科學

 生的困擾為最高，農業類科為最低。在「學校各種考試太多」上，以商業

 類科學生的困擾為最高，家事類科為最低。在「無法修習自己喜歡的選修

 科目」上，以商業類科學生的困擾為最高，家事類科為最低。

 5．有參加學分重修學生，在前六項的學習困擾上，均高於沒有參加學分重修的

 學生。

 6．不同學業成績學生，除在「擔心將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上無顯著差異外，

 其餘五項均為學業成績越低者，其困擾程度有越高的傾向。而以學業成績

 在60分以下的學生為最高，90分以上的學生為最低。

曰訪談資料

 1.高四延修學生

 高四延修學生，往往不在乎學業成績的好壞。所以在校三年的成績始終不理

 想。對於課程名稱及學分不瞭解，也不積極參加學分重修，造成三年級時

 無法如期畢業，得多接受一年的考驗，在學習上難免產生挫折感。而三年

 所累積的重修科目不少，在第四年的學習中，不但得承受家長所期望「趕

 快畢業」的壓力，以及負擔昂貴的學分費之外，在校的一切生活作息，也

 須完全配合學校的要求。總之，高四延修學生的學習態度有偏低的傾向，

 學習困擾也有偏高的傾向。

 2，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

 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對於高職學生的學習困擾看法，在學校方面，不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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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科目太多，選修科目太少，學生無法自由選擇。而學分重修班的上課

 時間，又常安排在第八、九節，或寒、暑假時間，或到夜間部重修，嚴重

 影響到學生的正常作息。多數教師的教學方法太傳統化，無法讓學生有效

 的學習。而家長們對學生的期望都很高，卻又不瞭解孩子的能力，且缺少

 關心及愛心。在學生個人方面，除了對學業成績自覺不理想外，也擔心將

 來考不上理想的學校。而多數學生對自已不瞭解，且人際關係欠佳，造成

 學習毫無目標可循。學生也常因參加社團活動，或學校雜務過多，或晚上

 參加校外補習，或在課餘時間打工，致使上課時無法專心學習。且大多數

 學生的基本學科能力較差，又缺乏好的讀書方法，對於學校的考試、評量

 及作業，也都無法全力以赴。以上是學生常見的學習困擾，若不能及時改

 善，將可能成為學生逃避學習的主要藉口。

姓本
仁了  以上問卷調查及訪談的結論，在試辦的台北市高職學校中，以就讀工業類

 科的學生，學習困擾程度有偏高的傾向，且常受到「學業成續不理想」的嚴重困擾

 。而男學生的學習困擾程度也較女學生為高。至於參加學分重修及學業成績低落的

 學生，或是高四延修的學生，其共同點為學習態度欠佳，學習困擾偏高。至於低年

 級的學生，往往對於課程的認識較不清楚，造成學業成績不理想．。而高年級的學生

 ，則常是晚上參加校外補習，白天則無法專心上課。

 二、建議

 學校對學生所作的學習輔導，重點不外乎在於幫助學生瞭解學習過程、提高學

 習效率和消除學習困擾。而教師們更應在教材、教法上，力求改進，並適時使用獎

 勵的方式，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減少學生不必要的學習困擾，使其能完全發

 揮自我，充分達到有效的學習。為了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研究僅根據

 主要發現及結論，提出下列建議。

廿對教育行政單位的建議

 1．依高職學校發展的特色，修訂各類科的課程，增加符台學生需求的必修及選

 2．縮短高職每週上課節數，學生上課方式宜比照專科以上學校的模式，讓學生



 ̂8南港高工學報

 有充分的時間去修習課程，或參加學分重修與預修。

 3．降低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譏教師有充分的時間，擔任學校各種選修、重修

 課程的教學，並做好學生輔導的工作。

 4，獎勵私立學校辦學，並改善私立學校的學習環境，以提高私立學校學生的學

 習意願。

 5．整合高申、高職、五專的課程，建立跨校修習學分的共同辦法，讓各校間的

 互轉及互修作業更簡化，學分的修習方式更多元化，以符合學分制課程修

 習的精神。

 1.學校的必修及選修課程，宜平均分配於各學期，並增加符合學生個人興趣、

 專長及志向的選修科目。

 2．提昇教師教學品質，改善教師的教材教法，並由各科教學研究會，建立多套

 適合學生程度的題庫，以作為學生各階段學習的評量、補考及重修的依據

 ，使教學評量公平化。

 3山口強學生選課的能力，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精神，破除往常依賴教師學習的

 習性。。

 4．學校宜安排更多的共同空堂時間，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參與自己修習的課

 程。

 5．加強學校環境的美化，提供學生舒適的學習環境，尤其是學分重修班的教室

 ，更應詳加規劃安排。

 6．培養學生良好的讀書方法，加強尊師重道的觀念。

 1．宜加強學年學分制的宣導說明，讓學生能瞭解修習課程的內涵。

 2．宜加強對參加學分重修及高四延修學生的課業輔導。

 3．對於學業成績不理想的學生。宜加強補救教學或心理輔導，免除學生的挫折

 感。

 4．輔導學生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以增進同學間的友誼及關懷，學校宜多利用

 班級活動的合作，來提高學生們的團隊精神。

 5．充分提供學生升學與就業的訊息，並輔導學生做好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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