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多的資訊對學生並無助益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在什麼情況下豐富的資訊反而被視為過量？或許是造成學生平均

成績（Grade Point Average, GPA）下降 0.25點的時候？ 

史丹福大學最新的研究顯示，當學術上具有相當競爭力的大學生

能從數位課程規劃平臺獲取先前學生的成績數據後，發現學生整體成

績表現反而變差了。研究人員表示，他們無法明確指出造成影響的因

素，但是負面影響顯而易見。根據研究，使用平臺提供的數據後，總

體成績平均下降 0.16點，成績下降幅度約是 B+與 B之間差距的一半。 

史丹福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員米歇爾‧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

引用經濟學家的表達方式，稱這項影響並非微不足道，但足以引起人

們的注意。 

使用平臺的大一及大二學生成績下降幅度最大，平均下降了 0.26

點，而大三與大四學生成績僅平均下降了 0.09 點。研究發現，成績下

降的原因並非學生選擇了較困難的課程，而是他們的學習行為改變了。 

課程規劃平臺由研究人員開發，提供先前學生的各項成績數據，

包括成績分布、課程退選率、學生對課程的評量結果、每周學生花費

的學習時數等，同時也提供了已修畢課程學生對考慮選修同學的建議。

有些教育學家從理論上推測，這些資訊能對學習及完成課程帶來正面

的結果。 

研究人員發現，對成績帶來最大負面影響的是能一窺過去學生的

成績。相反地，能得知學生在課程上花費的時間實際上對成績有正面

影響。 

研究人員在一所未公布名字且嚴格挑選的大學進行此項平臺研究，

史蒂文斯表示，可以合理地假設研究對象都是表現最好的、學業成績

通常都是 A的學生。 

他表示：「當學生看到成績分布的結果，發現大部分的人都得到

A-、A、或 A+的成績時，可能會讓學生對於得到好成績所要付出的努

力感到過度自信。大部分人都得到好成績的資訊讓他們有放鬆的錯覺，

學生可能會假設他們能夠輕鬆過關，而付出較少的努力。」 



 

 

史蒂文斯也指出，這項研究提供清楚的證據，顯示學生的行為很

明顯地受到他們所能得到的關於課程的資訊影響：「對於學生可以獲

得關於學業成績的相關資訊的期待只會上升。」接下來，大學需要仔

細思考這些資訊的提供數量跟形式將會如何提升或是降低學生在學業

上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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