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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以往對課程總綱及各學科領域綱要

之擬訂，較缺乏長期系統性的規劃及實徵研

究的佐證，故遭受挑戰或質疑時，常無法提

出具有說服力的理由，因而埋下課綱推動與

實施的阻礙。本研究的主要動機是希望透過

對國內現有資料庫—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

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以下簡

稱TEPS）的試題、測驗及相關資訊進行分

析，以檢視課程指標與學生學習表現，並為

教學或課程課綱的設計提供實徵研究基礎。

㆒、介紹TEPS㈾料庫

TEPS是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歐

美研究所、教育部及國科會共同規劃的全國

性調查計畫，本調查研究有五項特色：1.以
問卷調查方法收集資料，焦點放在學校及家

庭學習環境（制度及社會面向）對學生的影

響上。2.為研究者提供多面向、長期追蹤的

資料。3.資料範圍包含學生個人、班級和學

校等多層次。4.本調查對兩個年級的學生收

集的資料，可以讓未來的分析有準實驗設計

的可能性。5.本資料庫在第一梯次的資料收集

和整理完成後，隨即會對外公開，成為學界和

政策制訂部門的共同資產（中研院，2008）。

資料之蒐集始於2001分別蒐集國中及高

中/高職兩個樣本，並於之後每隔兩年進行追

蹤，共進行六學期四波的資料蒐集，資料年

份與主題列於表1 。

臺灣㈻生在TEPS的數㈻表現及其啟示
游錦雲／臺北市立教育大㈻心理與諮商㈻系助理教授

陳敏瑜／臺北市立教育大㈻教育㈻系研究生

曾秋華／臺北市立教育大㈻教育㈻系博士候選㆟

李慧純／臺北市立教育大㈻心理與諮商㈻系研究生

表1 TEPS㈾料庫的㈾料年份與主題

           年份

資料庫名稱

2001年上學期 2003上學期 2005上學期 2007下學期

TEPS 第一波

國中

高中高職五專

分析能力（綜合

分析，一般分析，

數學分析）

第二波

國中

高中高職五專

分析能力（綜合

分析，一般分析，

數學分析）

第三波

高中高職五專

分析能力（綜合

分析，一般分析，

數學分析）

第四波

高中高職五專

分析能力（綜合

分析，一般分析，

數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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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分析能力測驗是TEPS研究群花

費許多心血自編而成，也大規模施測獲得具

代表性的學生能力表現分數，因此相當具有

研究價值。綜合分析能力測驗是TEPS資料

庫的特點之一，以第一波試卷為例，測量題

材包括一般分析、科學、數學、語文等領域

。除了綜合分析能力分數（即這些分領域分

數的總分）外，TEPS也釋出一般分析能力

及數學分析能力分數以供分析，其中，一般

分析能力測量包含分析、生活應用、創造力

等三方面的能力（楊孟麗、譚康榮、黃敏

雄，2003）。TEPS研究群更進而使用項目

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簡稱IRT）
技術分析這些測驗並釋出IRT分數，使得我

們能夠比較同一受試對象在不同時間點的成

績，據以瞭解學生學習能力的發展與趨勢。

不過，除了分析能力測驗外，TEPS也測量

國高中學生在認知能力、心理健康與行為等

方面的變項及蒐集其所處之各種環境資料（

例如家庭、班級、學校氣氛及資源等）。

㆓、TEPS相關研究發現
自從TEPS開放公開下載及申請使用

後，愈來愈多研究者及學生使用TEPS來進

行學術論文與碩博士論文的撰寫，其中，探

討學生學習能力表現的文獻佔較多數。截至

2009年4月為止，我們收集到與分析能力表

現相關的TEPS文獻已有36篇，其中學術論

文15篇，博士論文3篇，碩士論文18篇。在

這些文獻中，許多都以TEPS的能力測驗作

為依變項，進而探討影響學生能力表現的因

素，這些因素主要可分成個人、家庭資源和

學校等層面的變項。本研究初步探討的變項

包含個人背景、家庭資源、教育期望及學生

學習態度等，以下整理與歸納這些變項與學

習表現關聯之理論背景與研究結果。

（一）學生個人背景與家庭社經地位對其學

業成就的影響

1.性別

有關性別與教育成就的關連性，許多研

究（郭淑娟，2007；陳怡靖，2004；陳怡靖、

陳密桃、黃毅志，2006；曾天韻，2004）運

用TEPS資料進行分析都顯示，女生的教育

成就低於男生，女生的學業成就表現也略差

於男生，教育成就中反映出性別差異，學校

其實存在性別差異的鴻溝，女生在教育取得

過程中是處於劣勢。

然而，劉正（2006）針對TEPS第一波

國一樣本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男生的數學

分析能力較佳，但在綜合分析能力方面則

與女生差別不大。此外，謝亞恆（2004）以

TEPS資料庫第一波國中學生為分析對象，

都發現男女生在學業成就上的表現均無顯著

差異。由以上研究發現，學生學業成就似有

性別差異，但差距應不大，而且男女生在不

同學科表現上各有不同。

2.族群

有關TEPS研究方面，學生學業成就也

存在著族群的差異性，以臺灣主要族群來分

類，研究顯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

住民的學業成就不同，所提供給子女的教育

資源也不同，其中原住民族群的教育年限最

低，原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也長期處在劣勢

地位（陳怡靖、陳密桃、黃毅志，2006），

原住民的教育劣勢主要是因為文化不利與低

家庭社經背景所致（林俊瑩，2007）等。

而林俊瑩（2007）分析TEPS第一波綜

合分析能力的答對題數，發現在控制其它學

生及學校層級的變項後，閩南人的綜合能力

表現顯著高於客家人及原住民，一般分析能

力的分析也有類似的發現，無論控制學校或

其它變項與否，閩南人的表現都較客家人及

原住民好；在數學分析能力上，此研究則發

現閩南人顯著高於原住民，閩南人的數學能

力成績表現也有高於外省人的情形，但在控

制學生學習態度後，閩南人與外省人間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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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表現則無顯著差異。

3.家庭社經地位

測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方式，大多

是指父母教育程度、職業或所得指標（馬

信行，1990），許多研究都顯示，社經地

位與教育取得或成就具有正相關，來自高社

經地位的學生，會有較佳的學習表現（林亮

雯，2004；曾天韻，2004；謝孟穎，2003；
謝亞恆，2008；李敦仁、余民寧，2005；
Coleman, 1988）。

林俊瑩（2007）分析TEPS資料，發現

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學業成就有直接正向的

影響，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學生在教育取得過

程中，佔有優勢。劉正（2006）比較家庭

總收入、父親職業及家長最高教育程度等變

項對學習成績的影響，結果發現收入中等的

家庭，其子女的學習表現最好，收入偏低或

高者間則未見顯著影響；另外，父親未曾工

作者，其子女的成績最差，教師子女的成績

表現則最為優越；父母的教育程度愈高，則

其子女之學習成績愈好。陳孟聰（2008）以

TEPS第二波高中職為對象，進行「家庭相

關因素對中產階級高中生能力表現的影響」

的研究，結果發現在家庭背景因素中，父親

教育程度能有效預測其子女的能力表現，中

產階級高中生的能力表現與父親教育程度有

關，父親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其能力表現

明顯高於父親教育程度為大學、專技、高中

職者。Kuan與Yang（2004）探討家庭背景

對個人學習成就的影響，也發現：當家庭月

收入越高，或家長教育程度越高，學生學習

成就也越好，這兩個家庭背景因素對學生學

習成就的預測結果基本上是相似的。

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出教育階級化的事

實。家庭社經背景越高者，能提供給子女越

豐富的家庭物質資源（教育支出與各種閱讀

材料）、時間資源（接受家人指導功課的時

間、參加才藝與補習的時間）、空間資源（

提供子女專用書桌及房間）與價值資源（子

女教育期望），都會正向影響學生的學業成

就表現（謝孟穎，2003；林亮雯，2004）。

此外，家庭社經背景越高，父母也越關

心子女的學習，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參

與學校活動越積極，子女出現負面文化行為

的機會和頻率會越少，也有助於子女的學習

成就（林俊瑩，2007；郭淑娟，2007；蔡淑

芳，2007）。由上述的討論，可看出家庭社

經背景不僅對學生學業成就有直接影響，另

外，也透過家長教育期望、家庭資源等變項

間接影響學習成效。

（二）家庭因素與學業成就的關聯

家庭教育資源的包含甚廣，本研究延續

林俊瑩（2007）、李敦仁、余民寧（2005）
與林俊瑩、黃毅志（2008）等人在TEPS資
料上的研究，將家庭教育資源涵蓋家庭財務

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等面向。家庭「

財務資本」主要反映在父母親的財富和收入

方面，透過財務資本，可以為子女提供較佳

的學習環境以利學習。財務資本的測量包括

有形物質資源和無形物質資源：有形物質資

源除了以家庭收入為直接測量指標，也可

用家庭讀書環境的佈置，如專用書桌、書

房、課外讀物、電腦、字典、百科全書等

教育設施為財務資本的間接測量（陳建志，

1998；Roscigno & Ainsworth-Darnell, 1999）；

無形的物質資源是指父母花錢投資在子女身

上的補習費用，包括上安親班、補習班、

才藝班、請家教及課後輔導，都可做為財務

資本的測量指標（陳順利，2001；楊肅棟，

2001；孫清山、黃毅志，1996；黃毅志，

1996；陳怡靖、鄭燿男，2000）。本研究為

避免「財務資本」和「父母社經地位」測量

指標重疊，因此將「家庭收入」做為父母社

經地位的測量指標，而把「有形物質的間接

測量指標」和「無形物質資源」做為財務資

本的測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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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俊瑩、黃毅志（2008）的研究中，

將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財務資本視為家庭

教育資源的面向，結果發現家庭教育資源對

學習成績之影響為正向顯著的，家庭社經地

位越高，所提供之家庭教育資源越豐富，越

有利於學生的學業成就。

在補習對學業表現的影響方面，劉正（

2006）發現補習時間對學習成績的確有幫

助。每週補習一小時者，其綜合分析能力成

績較未參加補習者高出約.063分，數學能力

則高出.067分。而補習時間平方項的參數估

計值為負值，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補習時

間若是過長，對學習成績的效果反而會打折

扣。江芳盛（2006）分析TEPS第一波綜合

分析能力，發現父母教育程度愈高，其子女

補習之時數也愈多，最多是落在「專科、技

術學院或科技大學」這一層級，父母親教育

程度為一般大學和研究所時，補習時數反而

有下降之趨勢。在控制家庭社經、城鄉差

距、族群後，補習時數對學習表現的預測力

仍達顯著。沈君翰（2007）研究則發現校外

補習與校內課輔都能明顯提升學習成就，但

兩者之間無顯著差異。校外補習時間越長學

習成就越佳，但有邊際效用遞減的現象，課

輔時間過短，對學習成就有負面影響。一年

內的補習或課輔效用依然顯著，但補習的影

響力下降較大。

文化資本概念是指人們對於上層階級文

化所能掌握的程度，可以表現在物質層面，

也可以表現在非物質層面。國內學者針對文

化資本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結

果證實文化資本對學業成就有正面影響，文

化資本越高，越有利於提升子女學業成就（

王麗雲、游錦雲，2005）。

關於「社會資本」，依據Coleman（
1988）的看法，社會資本是指能做為個人資

本財的社會結構資源，與其他資本一樣具有

生產性，能幫助行動者實現目標。就教育而

言，父母與子女的親密互動，對子女教育與

學習之關注、支持教導，可視為「家庭內的

社會資本」。其他如父母的社會網絡，如與

鄰居相處、與子女老師聯絡，與子女朋友及

他們家長認識等，則歸屬於「家庭外的社會

資本」。

（三）教育期望、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之關聯

1.家長與學生教育期望

教育期望主要反應人們對教育內在價

值與外在效用的認知（謝小芩，1998）。劉

正（2006）分析TEPS中的國一樣本，將教

育期望分為家長教育期待和自我教育期待

兩類，發現有升學至大專程度的自我期待或

父母期待者，其學習表現都較好。楊孟麗（

2005）分析TEPS第一波高中職樣本，發現

學生自我教育期望對心理健康有直接與間接

的負面影響，且此影響較家長期望來得大。

郭智晉（2008）、謝孟頴（2003）研究發現

父母教育期待，父母教育期望越高，會提高

學生教育期待和成就動機，學業成績也會越

佳。

2.學習態度

從學習的角度來看，學習態度是一種

持久性的學習傾向，包括學生在學習活動過

程中對學校、教師、同儕、課程安排、設備

環境等，所抱持的一種心理傾向（李秀華，

2005）。學習態度對學生學業成就有顯著影

響，學生出席率狀況越差，學習態度越差，

準備功課時間越少，越不認真，學生學業成

就也會越差；而家庭教育資源、學校教育資

源越豐富，學生的學習價值越正面，學習興

趣越高，讀書時間越長，則有助於學業成就

表現的提升（郭智晉，2008）。

林俊瑩、黃毅志（2008）分析TEPS公
開版的國一學生資料，將家長問卷中評量子

女的「從小他就不會讓別的事耽誤功課」、

「從小他都會自動複習上課交的東西」、「

從小在學習上碰到困難時，他都會設法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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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視為學習態度中的三個指標，分析其對

一般分析及數學分析能力分數的影響力。結

果發現學習態度對能力成績有直接正向的影

響。而王正婷（2007）中所定義的學習態度

則是由英文及數學科任老師所填答關於學生

「是否常主動發問或回答問題」等五個題項

來代表，學業成就也由英文及數學老師所評

量的學生成績來代表，結果發現擁有較積極

學習態度的學生，其學業成就較好。謝亞恆

（2008）利用TEPS資料庫對影響國中生學

業成就成長量之相關因素進行探討，也發現

學習態度和教育期待對學業成長量有直接正

向的影響，學生自我教育期望越高，學生學

習態度越認真積極，學生在國中教育階段的

學業成長量越高。

歸納上述諸多討論，可以發現學業成

就的定義相當多，主要是以綜合分析能力、

一般分析能力、數學或數字型分析能力之答

題數、能力估算值為測量標準，其中分析數

學能力的研究有王正婷（2007）、李敦仁、

余民寧（2005）、林俊瑩（2007）、林詩琪

（2006）、林俊瑩、黃毅志（2008）、黃敏

雄（2007，2008）、劉正（2006）及謝亞恆

（2008）。此外，與學生學業成就相關的因

素非常多，但許多研究發現並未獲得一致的

結論。而在使用TEPS所做的研究中，除了

林詩琪（2006）、郭淑娟（2007）、黃敏雄

（2007，2008）、蔡淑芳（2007）、謝亞恆

（2008）、蘇曉蓉（2008）及Tam、Yang、
Chang與Kuan（2004）取第一波、第二波學

生以及家長問卷資料，進行縱貫性研究外，

其餘研究者多以單獨一波的資料分析為主，

較少從事跨波的比較，而同時使用三或四波

資料進行的研究就更少了。

㆔、TEPS數㈻試題與㈨年㆒貫
課程指標及㈻生㈻習表現

本研究欲分析的資料及研究問題主要可

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在於數學試題的分

析，主要利用內容及試題分析的方法，依據

能力指標與內容領域將TEPS試題進行分

類，並比較學生在各試題或領域之表現。第

二部份則著重學生整體數學測驗成績的檢

視，瞭解學生在7年間的數學能力之發展軌

跡，並探討可解釋這軌跡及學生間個別差異

的因素與變項。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TEPS試題所對應的九年一貫能力指
標與內容領域

1.研究發現每一題TEPS數學試題，都

可有九年一貫能力指標與之對應，此

外，TEPS試題在九年一貫第四階段

能力指標所佔的比例平均達四成以上。

2.在四大內容領域中，以數與量之題型

在題目的分配上占最多達39.3％，其

次是幾何占30.4％，第三是代數的題

目占25％，最少的是資料的題目只有

7.1％。而第一波的題目中，仍然以

數與量的題目占最多數達40.54％，

其次則為代數的題目32.43％，第三

為幾何的題目24.32％，最後仍為資

料的題目占5.41％。

3.由TEPS數學試題在各內容領域的安

排比例，可看出相當符合當時的課程

安排，因此，學生在TEPS測驗的能

力表現，應也可反映出當時學生在數

學課程上的學習表現。

4.根據本研究發現83年版數學教科書各

冊涵蓋TEPS試題的單元數之比例以

第一冊所占課程比例最高達58%，及

TEPS試題主要分布在第一冊達40.7％，

從第一波的測驗對象國一學生來看，

TEPS試題剛好著重在第一冊的課程

範圍，試題涵蓋數最多的也是第一冊，

剛好可以測到學生的課程學習表現。

（二）從TEPS試題探討學生的課程學習表現
1.學生在內容領域「數與量」與「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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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試題表現較差，兩者平均答對率均

未達五成，在「資料」的試題表現最

好，平均答對率為83.3%。可能原因

有二：（1）在「數與量」相關試題

中混合較高年級的題目，「幾何」領

域試題幾乎全部屬於8年級試題，因

而降低了學生成績表現；（2）各內

容領域的題數不一，如「資料」領域

僅兩題，且偏簡單的生活統計與簡單

機率試題，相較於其他內容領域易有

好表現。

2.從研究結果可發現符合國一課程範圍

內的試題學生表現較佳。但值得注意

的是w1-1-25、w1-2-08、w1-2-02、
w1-2-05雖非屬7年級之試題，但亦有

一半以上的答對率。   
3.在「數與量」內容領域中，學生對數

列規則性的判斷較不敏感。這些在九

年一貫課程是編列在8年級的課程中，

但是83年版數學課程內容是被安排在

第六冊的「1-1等差數列」單元，雖

然當時所測的學生在小學五六年級有

教過簡單的數列課程，但顯然在第一

波學生的表現並不理想。

4.在「幾何」內容領域中，國一學生在

計算圖形面積的表現較佳，而對圖形

的對稱和三角形的基本幾何性質之應

用概念較弱。國小的幾何概念主要以

能認識簡單平面與立體形體的幾何性

質，並理解其面積或體積之計算。國

一重點在坐標、數線的內容。因此，

此階段的學生尚未學習到三角形的基

本幾何性質及圖形對稱的概念，如內

錯角、同位角、同側內角或對稱軸、

對稱點，因而表現較差。

（三）學生的數學分析能力發展軌跡

本研究使用分段式潛在成長模式（

piecewis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來檢視

學生的數學分析能力表現與發展，並將能力

的發展分成兩波段來看，第一波段代表的是

由國一至高二的成長曲線：呈現國一至國三

穩定上升，而國三至高二間的數學能力呈現

快速成長的曲線。第二波段則代表的是高二

至高三的成長直線，有平均下滑的情況。分

析結果顯示國一數學表現無論是與第一波段

及第二波段的成長率都有正相關，也就是國

一數學表現較好的學生，其在國中時期或高

中時期之數學能力成長率也都較高。此外，

學生在數學能力的表現及兩波段的成長率上

都有顯著的個別差異。

（四）影響學生於國中高中能力表現與成長

的因素

1.個人及家庭因素方面，女學生的數學

能力表現上較男學生處於劣勢，閩南

人較原住民與客家人佔優勢，而家庭

社經或家庭資源較佳的學生，在數學

能力表現上也都較佔優勢。此結果與

林俊瑩（2007）、林俊瑩、黃毅志（

2008）、劉正（2006）的研究結果相

呼應。而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在能力

發展上，女生國中時期的數學能力發

展率低於男生，但高二至高三的數學

能力發展率卻較男生高，也就是這個

時期的女生，數學能力的滑落程度不

若男生嚴重。不同族群間的數學能力

發展呈現顯著的不同，其中，原住民

與閩南人的數學能力發展差異最大。

此外，父親教育程度對國中數學能力

發展有顯著影響，但是家庭社經及國

中時期的家庭資源對高中時期數學能

力發展的預測力則不高。

2.家長教育期望、學生自我的教育與能

力期望對國中數學能力表現，都有

正向顯著影響。劉正（2006）分析

TEPS中的國一樣本同樣發現，學生

自我期待或父母期待較高者，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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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都較好。除此之外，本研究也發

現家長教育期待對國中與高中時期的

能力發展都有正向顯著影響。值得注

意的，學生能力期望（而非教育期

望）對高中時期數學能力發展有顯著

直接的影響，也就是學生越相信自己

可以念到較高的教育程度，在高中時

期的數學能力發展會越好。

3.教師及家長評量的學生學習態度會影

響國中數學表現，此結果與王正婷

（2007）、林俊瑩、黃毅志（2008）
的研究結果相呼應，國中教師及家長

評量學習態度越積極的學生，學業成

就越好。此外，謝亞恆（2008）利用

TEPS資料庫對影響國中生學業成長

量之相關因素進行探討，發現學習態

度對學習成長量有直接正向的影響，

而本研究進一步針對高中時期的數學

能力發展進行分析，發現教師評量學

習態度較好的學生，高中時期的數學

能力發展會越好。

㆕、對我國教㈻及課綱的啟示

（一）對能力指標的建議

數與量的能力指標「N-4-08  能熟練正

負數的四則混合運算。」與代數的能力指標

「A-4-02能理解數的四則運算律，並知道加

與減、乘與除是同一種運算。」，兩者概念

相近，雖然A-4-02是代數課程的前導概念，

建議編寫時能明確和數與量的內容有所區辨。

（二）對課程安排的建議

根據TEPS數學測驗的學生能力表現，

首先，數與量的學習是整個國中數學的基

礎，也是學習的第一個重點。對數與量有充

分的瞭解與掌握之後，才可以進一步的學習

其它的學習領域（代數、幾何、統計與機率）

（教育部，2007）。在此內容領域的學習中，

由前述研究結果可得知學生在數列的課程學

習情況可能較弱，而九年一貫能力指標在第

三階段小五小六課程未列入簡單的數列課

程，而是將此課程全部安排在國二8年級數

學課程中。根據課程螺旋加深的安排原則，

建議將來是否再度安排簡單數列課程於小學

階段，到國中再加深加廣「等差數列及等比

數列」的課程是值得考量的。

其次，TEPS數學測驗在「幾何」領域

雖未包含7年級的試題，但從本研究試題分

析結果可知學生對圖形的對稱概念較弱，對

三角形的基本幾何性質之應用可能還不是很

理解，參考各國數學課程比較，在方位辨識

上，新加坡於5年級教導羅盤上的八個方向，9
年級教導方位（bearings）；台灣只在7年級

運用直角坐標系來標定位置。新加坡在6年
級已學習基本展開圖，台灣則在8年級才學

習。對於外角一詞，新加坡於5年級先說明

三角形外角，8年級說明多邊形外角和；台

灣則於8年級說明多邊形外角和定理時提及

外角一詞。在「對稱」上，新加坡於8年級

提及旋轉對稱；台灣則無（陳宜良，2005）。

或許國內在此概念的安排上，可以再進行單

元切割與加深以提升學生在此方面的表現。

另，由於受試學生在小學階段已經學過

簡單的統計與機率，這兩題的命題內容也是

屬於簡單的統計與機率，所以學生表現不

錯，但是97年版九年一貫小學階段能力指標

已經將簡單機率拿掉，而是全安排在9年級

。若相較於加州的數學課程，加州綱要敘述

性統計在7年級已完成，8年級之後將排列組

合、機率安排在代數一、二，另外亦安排機

率與統計Ⅰ、Ⅱ，而機率與統計Ⅱ的深度超

過我國高中所學範圍。我們在此課程的進度

稍嫌落後，且似乎不夠重視。在「機率與抽樣

的意義」這個部份，台灣綱要以簡單扼要的幾

句話來表達，而大陸課程標準從第一學段（1
至3年級）到第三學段（7至9年級），由淺漸

深地加以描述，由此可見大陸課程標準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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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似乎較為重視（陳宜良，2005）。

考量生活統計與簡單機率的課程都是生活中

較常使用到的數學知能，或許可以提前並增

加此領域的課程比例。

（三）提早注意男女學生或弱勢族群在數學

能力表現的差異，避免差異逐漸擴大

女生無論是在國一的數學表現、高二的

數學能力表現、以及國一至高二之數學能力

成長率上，都較男生為低。原住民及客家人

在數學能力表現及發展上也都較閩南人居於

劣勢。於家庭社經與家庭資源的變項分析

上，也顯示國中與高中都仍存在教育階層化

的現象，家庭社經或家庭資源較佳的學生，

無論是在數學能力表現及能力發展上都具有

優勢，且此差異有由國中至高中時期漸趨擴

大的情形（國一數學表現較好的學生，於之

後的數學能力發展也愈快，顯示數學能力上

的差異只會愈來愈大）。因此，如何在國中

時期或更早時，能夠針對弱勢學生提供學習

上的資源或協助是相當重要的。

（四）重視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提升學

生的教育與能力期望

家長的教育期望無論對國一或高二的數

學能力表現，還是國中與高中的能力發展都

有顯著影響力。而且，在加入學生自我教育

及能力期望後，家長教育期望仍對學生能力

表現及發展有直接且獨立的影響力，這結果

顯示家長教育期望對其子女學習表現及能力

發展的重要性。國中學生自我的教育與能力

期望也相當重要，能顯著影響學生國一及高

二數學表現，對國中時期的數學能力成長

率，則在加入學習態度後，轉為不顯著。值

得注意的是，高中時期學生的能力期望（而

非學生教育期望）對高二的數學能力表現及

高中時期的數學能力成長率皆有顯著影響

力，這裡的結果顯示或許升至高中後，學生

能力期望開始有別於學生教育期望，對自己

能力、升學的信心開始對學生的能力表現與

發展有更加重要的影響與作用。

雖然TEPS問卷題目中，並無與學科自

信心直接相關的題目，不過由學生能力期望

的分析中，或許可一窺學生自信心對其學業

表現之重要性。林煥祥等人（2008）分析我

國15歲學生在PISA2006年的資料，發現學生

對科學科目的信心（科學自我概念）能夠預

測科學素養成績，但也發現與國際學生相

比，台灣學生在各學科的信心或興趣評量值

皆有偏低的現象，因此如何提昇學生在學習

及升學上的自信心，也是教師及研究者在教

材設計與教學時所應密切關注的課題。

（五）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

本研究顯示國中時期的教師與家長評量

的學生學習態度對學生國一數學表現與國中

時期成長率皆有顯著影響，且能單獨解釋相

當多的國一數學表現及國中成長率變異量（

17%及12%）。由家長評量子女學習態度的

相關研究結果來看，學生若從小養成自動複

習課業、不抱佛腳，主動學習新事物，且設

法尋求解答等良好習慣的話，均能在日後國

高中之數學能力表現及發展上擁有優勢。

與家長評量子女學習態度相較之下，數

學教師評量的學習態度預測力更高。高中數

學教師評量之學習態度對高中數學能力表現

及能力發展均有顯著影響。此結果顯示學生

若能在班級中主動發問或回答問題，認真寫

作業、用功且跟得上進度的話，其數學能力

表現及發展都會是相當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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