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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數理資優生鑑定成績與入學數學學業成就表現之研究 

數學科  羅惠玉老師 

 

壹、研究動機 

資優學生的鑑定無疑是落實資優教育重要的第一步（郭靜姿，1995）。 

目前國立高中的數理資優班均於高中一入學即鑑定完畢並成班，但在我的實務經驗

上，資優班中不乏學習成效低落，學習意願不高的學生，而在普通班級中亦可見具特殊

數理潛能的孩子。魏明通（1986）在研究中指出，設置數理資優班，一定要有嚴謹的篩

選過程，以高中一年級上學期為觀察期，經教師觀察、面談、智力測驗、性向測驗及參

考學業成績等，於高中一年級下學期開始設置數理資優班，比高一入學就設置較有成效，

關於這點我深表認同。 

許多國家視資優鑑定為一個持續的歷程，不斷檢視資優生的學習狀況，給予轉進轉

出的機會。中國大陸在資優生鑑別最後一道關卡，還要試讀觀察一個月或一學期確定表

現優異後再正式錄取。在英國，資優生名單是隨時可以變動的，亦即資優生可以進進出

出、汰舊換新，並非永遠固定不動，每學期的資優生名單都不盡相同。而台灣資優生名

單的確定通常是經過一連串的考試鑑定後，就固定三年（國中、高中階段）或四年（國

小）不變動，沒有一個合宜的進退場機制或法源根據，學校在無法可循的前提下，難免

綁手綁腳力不從心。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資賦優異學生，如須轉入普通班或一般學校就讀者，

原就讀學校應輔導轉班或轉校，並將個案資料隨同移轉，以便追蹤輔導。法規中詳列資

優生可轉入普通班就讀，但並未明確說明機制為何，隱約透露，唯有資優生自身因興趣

及適應上的問題，才能以「自我意願」放棄接受資優教育，可知，少數學習成效明顯不

彰的資優生，在極度優秀的同儕中，即便課業跟不上承受無限壓力，也自知轉換跑道可

能有一個嶄新的開始，都不願放棄資優生光環，原因眾多，比方與師長同學已建立情感、

資優班享有較多資源、不服輸的心態等，教師在輔導過程中更需小心翼翼避免讓學生曲

解良善本意，這都是高一上就成班留下的難處。此外，若普通生中存在具明顯資優傾向

者，並無管道進入資優班接受資優教育，這會不會是一種變相的資優資源浪費？ 

那些天資聰穎的資優生，經過學校資優教育的洗禮，學習成效未能達其預期，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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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潛能尚未發揮，還是在鑑定時出現錯誤的判決？至於未被判定為資賦優異學生，

日後如在學習成就上特別突出，真是平庸之才透過超越常人的努力與毅力達到如此表現，

還是在鑑定時其資優特質未被解讀出來？在目前這種篩選機制下，是否有遺珠之憾？會

不會因此錯失了一些真正具有優異資賦的學生？ 

貳、研究對象與工具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針對國立高中實施資優甄選入學之學生，挑選學校之高中入學基測成績

約為 PR94 至 97，研究對象為該校參加高中數理資優鑑定經初選審核、初試通過者，將

之分為資優鑑定複試通過與未通過學生，通過審查門檻且入學就讀之資優鑑定通過學生

29 名與鑑定未通過學生 31 名，共 60 名。 

二、研究工具 

（一）資優鑑定工具： 

1. 初選：數學成就測驗、自然學科成就測驗。 

經學校資優教育工作小組委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編製。 

2. 複選：數學實作測驗、自然學科實作測驗。 

經學校資優教育工作小組委由學校教師命題。 

（二）資優鑑定分數計算方式： 

本研究工具為包含初選成績與複選成績之資優鑑定總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1. 初選：數學成就測驗、自然學科成就測驗成績均先轉為T分數，計算 

初選成績＝（數學成就測驗分數 T 分數×50%） ┼ 

（自然科學成就測驗分數T分數×50%） 

依成績排序擇優錄取前60人進入複試。 

2. 複選：數學實作測驗、自然學科實作測驗成績均先轉為T分數後，依下列比例加

總，複選成績 ＝（數學實作T分數×50%）＋ 

(物理實作及觀察T分數×12.5%)＋ 

(化學實作及觀察T分數×12.5%)＋ 

(生物實作及觀察T分數×12.5%)＋ 

(地球科學實作及觀察T分數×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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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優鑑定總成績 = 初選成績×50% ＋ 複選成績×50% 

（三）數學學業成就測驗 

該校數學科教師編製之高一、高二各次段考。其中高三數學科段考因區分為社會組

與自然組，試題不統一，故不採計。 

叁、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資優鑑定通過與未通過學生學業成績資料分析 

欲瞭解資優鑑定通過與未通過學生，於入學後數學科學業表現之差異，透過資優鑑

定篩選出來的學生是否迎合期待，在日後的表現較為突出。 

 (一) 高中數理資優鑑定通過與未通過學生數學科學業成就表現差異 

表 1 為資優鑑定通過與未通過學生在入學後數學成就之 t 考驗，可知資優鑑定通過

學生在日後數學科成就表現一致優於鑑定未通過學生，差距分別為 8.52、7.67、8.47、6.02

分，其中在「高一上學期」、「高一下學期」、「高二上學期」均達顯著性，但在「高二下

學期」（課程內容：圓錐曲線、排列組合、機率統計）則未達顯著差異。整體而言，可

看出高一入學時經鑑定為數理資優生者，其日後在數學科成就表現顯著優於鑑定未通過

者，說明該校資優生鑑定確能區分學業性向之高低，因此鑑定通過組與未通過組有顯著

之差距。 

 

表 1  資優鑑定通過組與未通過組數學科學業成就之 t 考驗分析表 

類別 
資優鑑定通過 資優鑑定未通過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高一上學期 29 78.52 12.32 31 70.00 13.28 2.57* 

高一下學期 29 76.89 11.20 31 69.22 14.42 2.28* 

高二上學期 29 68.61 13.47 31 60.14 18.40 2.02* 

高二下學期 29 69.63 9.61 31 63.61 17.00 1.70 

*p ＜.05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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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由資料觀之，資優鑑定通過學生均一致優於鑑定未通過學生，且除高二下學期外，

餘均達顯著差異。整體看來，可看出高一入學時經鑑定為數理資優生者，其日後在數學

科成就表現顯著優於鑑定未通過者，說明該校資優生鑑定確能區分學業性向之高低，因

此鑑定通過組與未通過組有顯著之差距。 

(二)高中數理資優鑑定通過與未通過在數學學業成就排名分佈 

本研究將兩組學生按照各學期進行學業成績之排序，以瞭解資優鑑定通過與未通過

學生在日後數學學業表現是否如鑑定預期，統計分析如下。 

表 2 為資優鑑定通過與未通過學生在數學學業成績之排名人數分佈表，可知在資優

鑑定通過的資優生在「高一上學期」、「高一下學期」、「高二上學期」、「高二下學期」學

業成績在前三十名者依序為 20 人、16 人、18 人、17 人，亦即約有三分之二資優生如鑑

定排序，維持在前三十名，而另三分之一的資優生未排入前三十名，此外，資優生中亦

不乏有入學後學業成就表現位居全體（60 名）後十名者，入學後四個學期名次落在 51

～60 名者依序有 3 人、2 人、2 人、2 人，約佔全體資優生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 

在鑑定未通過的學生 31 名中，「高一上學期」、「高一下學期」、「高二上學期」、「高

二下學期」數學學業成績在進入前三十名者依序為 10 人、14 人、12 人、13 人，這些學

生中，甚至於名列全體前十名者在四學期中依序有 2 人、3 人、5 人、5 人，亦即，在資

優鑑定未通過的學生（31 名）中，約有百分之十三的學生在日後表現超過預期、後來居

上，位居全體前十名，超越許多數理資優生。 

表 2  資優鑑定通過組與未通過組數學科學業成績排名人數分佈 

數學科學業成績排名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Total 

高一 

上學

期 

資優鑑定通過 8 4 8 4 2 3 29 

百分比 27.6 13.8 27.6 13.8 6.9 10.3  

資優鑑定未通過 2 6 2 6 8 7 31 

百分比 6.5 19.4 6.5 19.4 25.8 22.6  

高一 

下學

期 

資優鑑定通過 7 6 3 6 5 2 29 

百分比 24.1 20.7 10.3 20.7 17.2 6.9  

資優鑑定未通過 3 5 6 4 5 8 31 

百分比 9.7 16.1 19.4 12.9 16.1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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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學業成績排名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Total 

高二 

上學

期 

資優鑑定通過 5 5 8 5 4 2 29 

百分比 17.2 17.2 27.6 17.2 13.8 6.9  

資優鑑定未通過 5 5 2 5 6 8 31 

百分比 16.1 16.1 6.5 16.1 19.4 25.8  

高二 

下學

期 

資優鑑定通過 5 8 4 6 4 2 29 

百分比 17.2 27.6 13.8 20.7 13.8 6.9  

資優鑑定未通過 5 3 5 4 6 8 31 

百分比 16.1 9.7 16.1 12.9 19.4 25.8  

註：數據□者表數學學業成就與資優鑑定預期不符者。 
 

為減少利用排名產生的訊息誤差，以下建構還原所有研究對象的原始資料，進一步

核對數學學業成就與鑑定成績預期不符者之成績。 

由圖 1 資優生與一般生各學期學業成績莖葉圖中可見，入學後學業成就超越預期的

一般生中，不乏成績表現相當突出者，由圖發現在高二上學期，有一般生數學成績高達

98 分，較資優班最高 94 分略勝一籌；又，在高二下學期，一般生的數學成績最高為 94

分與 91 分，明顯超越資優生最高 85 分。可知當初資優鑑定複試未通過的學生在入學後

學業表現，可能遠超乎想像，甚至比鑑定通過的數理資優生來的亮眼。 

此外，入學後學業成就未達預期的資優生中，由圖 1 讀出少數成績極為低落，諸如

高一上學期出現數學平均 42 分，高二上學期有資優生數學成績僅 38 分等，由此說明了

資優鑑定通過的數理資優生中存在學業表現明顯低落者。至於其原因是資優鑑定失準抑

或其它學習上的因素則有待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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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資優鑑定通過與未通過學生各學期學業成績莖葉圖 

註：莖表十位數，葉表個位數。 

 

小結： 

資優生與鑑定未通過學生在數學學業成就之排名，人數上略有浮動，平均來說，經

資優鑑定通過的資優生在日後數學學業表現未達前 30 名者約為 10 人（33％），更甚者，

位居總人數後 10 名者約 2 人（6％），由此可知，在資優班學生 30 人中，約有三分之一

學生在日後數學成就表現明顯未如資優鑑定成績預期。 

相對的，在資優鑑定未通過學生中，約有三分之一在日後數學段考成績表現後來居

上，躍居前 30 名，其中，排序在前十名表現亮眼者，在「高一上學期」有 2 人、「高一

下學期」3 人、「高二上學期」5 人、「高二下學期」5 人，可知，資優鑑定未通過的學生

中，日後在數學成就表現上不乏有高成就者。 

(三)針對數學學業成就與資優鑑定預期不符學生之統計分析 

為瞭解入學後數學學業成績未如預期者是否固定為同一群學生，抑或這些學生僅偶

爾失常或偶有佳績，故進行下述統計。 

由表 3 可知，資優鑑定通過的資優生，數學科學業成就排名未列前三十名人數在「高

一上學期」、「高一下學期」、「高二上學期」、「高二下學期」依序為 9 人、13 人、11 人、

12 人；在資優鑑定複選被淘汰的學生中，入學後數學科學業成就列前三十名之人數，在

四個學期中依次為 10 人、14 人、12 人、13 人；由統計可知，約有三分之一資優生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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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就表現未如預期，相對有三分之一在資優鑑定未通過的學生擠入前三十名，細就其

中差異發現，資優生四個學期均未達前三十名者共計四位，四位學生平均名次為第 50

名，共三個學期未達前三十名者有六位，此六位學生平均名次為第 36 名，可知，約有

十位數理資優生其學業表現「持續」未達入學時標準。 

而在資優鑑定複試被淘汰的學生中，四個學期均達前三十名者共六位，平均名次為

第 9 名，共三個學期達前三十名者有五位，這五位學生平均名次為第 21 名，約有十一

位學生成績「穩定」超越許多鑑定通過的資優生。 

表 3  數學科學業成就表現未如預期人數統計表 

 高一上學期 高一下學期 高二上學期 高二下學期 

資優鑑定通過 

但學業成就未

達前 30 名之人

數 

N＝29 

9 人 13 人 11 人 12 人 

四學期均未達前 30 名：4 位，平均名次為第 50 名 

共三學期未達前 30 名：6 位，平均名次為第 36 名 

共兩學期未達前 30 名：3 位 

僅一學期未達前 30 名：5 位 

資優鑑定未通

過但學業成就

達前 30 名之人

數 

N＝31 

高一上學期 高一下學期 高二上學期 高二下學期 

10 人 14 人 12 人 13 人 

四學期均達前 30 名：6 位，平均名次為第 9 名 

共三學期達前 30 名：5 位，平均名次為第 21 名 

共兩學期達前 30 名：1 位 

僅一學期達前 30 名：5 位 
 

再進一步觀察這些學業表現未如預期之學生，從表 4 可知，四位學業成就持續未達

鑑定預期者，其低落的學業表現自高一上學期便可看出端倪，名次分別落在 45、52、57、

59，屬於全體（60 人之後半段），可知高一上學期低落的學業成就能在一定程度預測其

後來的學習成效。又，在資優班中有六位學生在高一高二共計三學期未達前 30 名，其

高一上的排名分別從 17～41 名，分佈較分散。 

另觀察這些入學後學業表現低落的學生，其入學時的資優鑑定成績分佈從第 4 名至

第 24 名，可說明在資優鑑定表現突出的學生，並不能保證往後的學習表現同樣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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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數理資優班數學學業成就未達預期學生各學期名次總表 

 學生
編號 

資優鑑
定名次 

高一上學
期名次 

高一下學
期名次 

高二上學
期名次 

高二下學
期名次 

四學期
均未達
前 30 名 

S310 10 45 37 45 55 

S313 13 57 48 42 35 

S314 14 52 51 50 41 

S324 24 59 54 59 51 

三學期
均未達
前 30 名 

S304 04 33 18 37 44 

S308 08 36 41 25 38 

S319 19 28 44 51 43 

S321 21 41 39 32 28 

S322 22 17 34 35 40 

S323 23 33 49 33 15 

註：數據□者表資優生中數學學業成就持續低落，每學期居末十名者。 

 

在表 5 中可看出有六位學生資優鑑定複試遭淘汰，但高一高二四個學期學業成就均

達前 30 名，其高一上學期的排名表現分佈名次有 1、7、12、18、20、24，其中有兩位

學生表現格外突出，四個學期的學業成績均在前十名內，除了這兩位學生外，其餘四名

在資優班的排序中屬後半段，另，在一般生中有五位於高一高二共計三學期排入前 30

名者，未擠進前 30 名的那一學期，名次為第 31、32、37、38 名，並未落後太多。細就

其中兩位四學期學業成就均達前十名的學生，其資優鑑定成績排序（全體 60 人）為第

40 名與第 41 名，可知鑑定成績在某種程度無法完全篩選出學業成績優異之學生。 

表 5  鑑定未通過而數學學業成就超越預期之一般生各學期名次總表 

 學生
編號 

資優鑑
定名次 

高一上學
期名次 

高一下學
期名次 

高二上學
期名次 

高二下學
期名次 

四學期
均達前
30 名 

S332 32 24 20 5 23 

S336 36 12 7 12 13 

S340 40 7 5 5 1 

S341 41 1 8 1 2 

S349 49 18 12 7 3 

S353 53 20 23 20 24 

共三學
期達前
30 名 

S339 39 31 23 23 19 

S348 48 19 15 37 25 

S351 51 14 14 15 38 

S354 54 37 29 17 5 

S359 59 11 18 9 32 

註：數據□者表一般生中數學學業成就保持優異，每學期居前十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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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數理資優生中可見學業成績持續低落者，入學後學業成就一直居於全體後十名者

有 1 人，在資優鑑定被淘汰的一般生中，入學後學業成就優異，居全體前十名者 2 人，

可知，資優生中有「持續」低成就者，而一般生中亦有「穩定」高成就者。 

 

二、資優鑑定成績與數學科學業成績相關分析 

為探討高中資優鑑定初選通過學生入學後數學學業成就，與入學時資優鑑定成績是

否存在某種關連，本研究以研究對象在校數學科段考成績作為該學生的數學學業成就分

數，並與資優鑑定成績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考驗。結果如下： 

由表 6 得知，資優鑑定初選通過學生，日後在數學成就表現與資優鑑定分數呈現正

相關，且在「高一上學期」、「高一下學期」、「高二上學期」皆達到顯著水準，資優鑑定

成績與「高二下學期」學業成就雖呈現正相關，但是相關不顯著。換言之，若該生在資

優鑑定成績越好，則其日後在數學成就表現上也應越好。在各學期中又以「高一上學期」

與資優鑑定分數相關最高，相關係數為.336；其次是「高一下學期」，相關係數為.331；「高

二上學期」，相關係數為.316；最後是「高二下學期」，相關係數為.182；在高一、二上下

學期中，隨著時間越久，鑑定成績對學業成就的相關係數有越來越小的趨勢。 

細就其授課內容及考試範圍，與資優鑑定成績最為相關者為「高一上學期」，其授

課內容為「數與座標系」、「數列與級數」、「多項式」，乃國中所學之延伸，；與資優鑑

定成績相關度最低者為「高二下學期」，其教授內容為「圓錐曲線」、「排列組合」、「機

率與統計」。 

表 6  數學學業成績與資優鑑定成績間之 Pearson 積差相關 

  高一上 高一下 高二上 高二下 

資優

鑑定

分數 

Pearson 相關 .336** .331** .316* .182 

顯著性（雙尾） .009 .010 .014 .165 

個數 60 60 60 60 

*p ＜.05  ** p ＜.01 

 

小結： 

    本研究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資優鑑定成績與日後數學科學業表現之相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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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結果： 

1  資優鑑定成績與日後數學科學業成績達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182 到.318。 

2  資優鑑定成績與日後數學科學業成績之相關性，在不同學年度的趨勢有所差異，

在高一、高二四個學期，資優鑑定成績與數學成就相關係數逐漸降低。 

3. 資優鑑定初試與複試數學測驗成績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肆、建議 

茲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1. 高中數理資優鑑定管道宜繼續維持，惟資優鑑定流程及法規給予適度彈性，允許學

校增列高中數理資優生的進退場機制，目前國立高中數理資優班在高一入學即已成

班，應配合在校表現及教師觀察持續鑑定，於高一下或高二分組前再次進行篩選。

學校宜在有法源依據下，為資優班訂定合宜的進退場機制，將資優教育的資源做最

大效益的運用。 

2. 教育當局編列經費補助各種資優教育追蹤研究專案進行，以檢視各高中資優生甄選

工具的效度。 

3. 學校對於高中數理資優生鑑定應將入學後在校學業成績及表現納入考量，並重視高

中任課教師及專家的觀察推薦，評估其現階段的學習狀況，以作為參考，如此將較

能甄選出具有數理資優傾向及對數理科學具有濃厚興趣的資優生。 

4. 學校及教師對於資優鑑定通過的學生，宜注意學業成績，對於學習成效不彰的學生

應予以補救教學或諮商輔導。至於入學資優鑑定未通過之學生亦需多留意其是否具

有數理資優傾向，以適時提供更多教育資源。 

5. 設置資優教育研究小組，不論對於已鑑定為資優生，或鑑定結果未通過的普通生，

均需設立個案資料，適時給予協助，並對其在大學學測或指考的表現系統化長期追

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