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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國中生在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動機

之關係，以分層隨機對新北市國二生進行母群體抽樣，共抽出 ��0 名樣本，並自編英語學

習焦慮量表、英語學習文化資本量表與英語學習動機量表，透過迴歸分析獲得結論如下：

一、女生整體英語學習焦慮高於男生；二、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對於英語學習焦慮有顯著預

測力；三、女生整體英語學習動機明顯高於男生；高社經地位家庭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明顯

高於低社經地位家庭學生；四、高家長教育期望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明顯高於低家長教育期

望學生；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有提升效果；五、學生英語測驗焦慮愈高，英

語學習動機愈低，然而學生的英語負面評價恐懼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高；六、學生的背

景變項、英語學習文化資本透過英語學習焦慮對於英語學習動機有部分中介效果。

關鍵詞：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英語學習動機、英語學習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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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of New Taipei 

City students’ cultural capital,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and motivation.Our study employed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o selec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New Taipei City, and the total 

sample numbers were ��0. The questionnaire for the student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scale, 

cultural capital for English learning scale and student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were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The study use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test hypothes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results of the survey: �. Female students had high anxiety in learning English 

than male ones. �. Cultural capital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 Female students had stronger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than male ones, and students of high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had higher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than those of low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 Students with high parental expectations had higher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than those with low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cultural capital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 There wa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motivation so that the higher the test anxiety, the lower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However, the higher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was, the higher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was. �.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cultural capital partially mediated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by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Key words:  Cultural Capital for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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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本研究探討國中生的家庭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的影響。研究此

議題的動機為：

（一）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的探究相當重要

現有許多研究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與學生自我效能，也有許多研究以英語學習

動機為分析議題（林婉惠、朱玉娓，�0��；張善貿，�0��；郭又正，�0��）。究竟近年來

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情形為何，值得我們進一步了解。英語學習需要持之以恆，若沒

有動機或為環境所迫壓抑了學習，學生的英語學習很難持之以恆。因此，學生英語學習

動機對英語學習有其重要性。尤其要提升英語學習表現，強化英語學習動機是重要的前

提。現有研究較少探究國中生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動機，主因之一在於國內建

立的資料庫少有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焦慮的資料，例如臺灣長

期追蹤資料庫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就缺乏這些資料，使得探討影響國

中生之英語學習動機較為困難。本研究探討影響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之相關因素，期能

了解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以及學生的家庭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的

影響。

（二） 國中是奠定英語學習的重要階段，了解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有其重要性，新北

市為全國人口之冠，位於競爭的北北基，研究新北市國中生有其意義

國中生若能維持強烈的英語學習動機，有教師適當引導，運用適當學習方法，找出

學習方向，可奠定日後良好英語表現之基礎。然而，現有研究很少探究這方面。例如：

洪美玉 (�0��) 研究國小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沒有探討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辛怡璇

(�0��) 探討澎湖縣國中生的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沒有探討英語學習動機與英

語學習焦慮。周啟葶、程玉秀和宋秋美 (�00�) 探討臺北市學生英語自我效能、英語學習

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但是研究樣本是高中生。因此，本研究以新北市國中生為對象來

探討此一議題，尤其新北市人口數為全國之冠，也是全國國中生學生數最多的縣市之一，

�0�0 年升格成為直轄市，擁有的教育經費與資源相對增加。究竟新北市國中生家庭文化

資本、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的影響為何？本研究探討上述因素對英語學習動機

的預測力。

（三） 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除了學生個人及家庭因素之外，還

可能有中介因素的存在

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受到家庭背景（如家庭社經地位、家長教育期望、家庭文化

資本）與個人背景（如性別、族群）的影響，而且這些背景變項還可能透過學生個人特

質及相關因素（如學生學習焦慮），進而影響學生學習動機。黎瓊麗、林玫妙和林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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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研究發現，學生的性別、年齡及家庭結構對英語學習動機有明顯的預測效果，英語

學習動機也受到中介變項的影響。例如：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擁有家庭文化資本愈

多，對英語學習動機預測力也較高。因為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家長教育程度往往也高，英

語學習資本愈多，對子女學習更為關心，可以增加學生英語學習信心，減緩學生英語學習

焦慮，進而得以預測英語學習動機。所以，國中生的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可能會

透過英語學習焦慮（中介變項）對於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產生預測效果。然而，此中介

變項究竟是部分中介效果，還是完全中介效果呢？

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因素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只可惜，許多研究缺乏對預測英語學習

動機的中介變項考量。對國中生英語學習來說，引發他們的英語學習動機與維持有其重要

性，故本研究乃探討新北市國中生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之影

響，期從分析結果獲得結論，提供未來研究與實務參考。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了解新北市國中生英語學習的文化資本、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的預測

力。

（二） 了解新北市國中生的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透過英語學習焦慮（中介變

項）對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文化資本的意涵與理論

文化資本觀念由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 ����) 所提出，他把文化資本區

分為形式化資本 (embodied capital)、客觀化資本 (objectified capital) 與制度化資本

(institutionalized capital)。其中，形式化資本為長期存在於心智及身體的性格傾向；客觀

化資本包括書籍、字典、設備、機器等文化商品；制度化資本則是在制度下被認可者，例

如：學歷、證照。De Graaf (����) 探討 Bourdieu 文化資本及其他學者的研究後，提出文

化資源 (cultural resources) 的概念，在學習資源的基礎中加入家庭的閱讀風氣、上圖書館

的頻率、參觀博物館或藝廊、參與藝文活動。蘇船利和黃毅志 (�00�) 認為，Bourdieu 的

文化資本對學生學習表現產生正面預測力，依據情境、文化不同，學生可能受到不利文化

風格影響，例如：吸菸、酗酒等，帶給教師不好的印象，因而得以藉此預測其課業與升

學發展。基於上述，本研究以 Bourdieu 的理論做為問卷編製架構，並融入其他學者觀點，

在英語學習的文化資本上採形式化資本與客觀化資本來分析。前者以學生閱讀英語時數、

英語補習時數、課外複習英語頻率等做為內涵，而後者為英語學習相關工具與資源，包含

學生在家庭中的英語課外讀物、英語工具書、訂閱英語雜誌等。在學生背景變項採用學生



新北市國中生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英語學習焦慮與動機之研究 �

的家庭社經地位，納入雙親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其中雙親的教育程度以學歷為代表，做為

學生家庭社經地位的分析依據。

二、英語學習焦慮的意涵與理論

英語學習焦慮有不同的意義。Horwitz, Horwitz, and Cope (����) 的英語學習焦慮理

論指出，外語學習焦慮是學習者經歷的語言學習過程不同，因而在教室情境中對於自

我認知、信念、感受及行為產生差異性的憂慮，進一步將外語學習焦慮分為溝通恐懼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測試焦慮 (test anxiety) 與負面評價恐懼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溝通恐懼係指害怕或焦慮與他人溝通，且在了解訊息內容及如何讓別人知道

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上也面臨困境。例如：上英語課時，學生對於回答問題會感到緊張，

甚至害怕被點名。測試焦慮係指擔心考試考不好，害怕失敗。無論何種形式的英語測驗，

學習者會因為擔心準備不足或沒有取得好成績，產生學習壓力，進而排斥考試。負面評價

恐懼是指擔心他人對自己做出負面評價。在使用英語的任何場合，缺乏信心、害怕犯錯、

非常在意他人對自己的想法，因而不敢開口說英文。例如：在課程中，懼怕無法順利表達

英語或表現不理想。

Horwitz et al. (����) 依上述概念建構了外語教室的焦慮量表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FLCAS) 來了解英語學習焦慮，其焦慮向度包含溝通恐懼、測試

焦慮與負面評價恐懼。若個體在量表得分愈高，代表英語學習焦慮愈高；反之，愈低。辛

怡璇 (�0��) 研究澎湖縣國中生，以上述三個面向的英語學習焦慮進行分析後發現，學生

英語學習焦慮偏低，以溝通焦慮與測驗焦慮較高，課程焦慮與負面評價焦慮略低。本研

究採用 Horwitz 等人的外語焦慮架構做為問卷編製依據，並參考謝觀崢 (�0��)、黃齡萱

(�0�0) 等文獻，將英語學習焦慮分為測驗焦慮與負面評價恐懼，前者包含學生對考試擔心

與恐懼以及日常生活中或課堂英語口頭練習與溝通表達，後者則是學生對自己的表現缺乏

信心，擔心他人對自己的想法與態度，且持負面思考。

三、英語學習焦慮的相關研究與研究假設推衍

（一）性別與英語學習焦慮

許多研究發現，女生比起男生感受到較高的英語學習焦慮與壓力 (Cakici, �0��; Koul, 

Roy, Kaewkuekool, & Ploisawaschai, �00�; Park & French, �0��)。洪美玉 (�0��) 以國小生為

研究對象發現，女生擁有較佳的英語學習策略，能有效率地學習，因此女生的英語學習焦

慮較男生低。辛怡璇 (�0��) 研究澎湖縣國中生的英語學習焦慮發現，男生英語課程焦慮

高於女生、女生溝通焦慮及英語學習成就高於男生；家庭社經地位愈低與學校所在地愈偏

遠，學生英語學習成就愈差。但是吳雅玲 (����)、Aida (����) 的研究結果顯示，男、女

生在英語學習焦慮上並沒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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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社經地位與英語學習焦慮

黃淑如 (�00�)、李宜齡 (�0�0) 研究發現，父母是中低社經地位的國中學生，其整體

英語學習焦慮較高。有些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家長為文盲或較低學歷的學生，

其英語學習焦慮比起較高學歷家長的學生高 (Awan, Azher, Anwar, & Naz, �0�0)。洪美玉

(�0��) 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與較低的學生，其平均英語學習焦慮略高於家庭

社經地位中等的學生。

（三）家長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焦慮

吳國成 (�00�) 研究結果發現，父母給予較多鼓勵且願意給予協助之子女英語學習焦

慮較低。盧小薇 (�0��) 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父母極力鼓勵孩子學習英語，且孩子

的英語學習壓力來源出自本身特質，若是內控性格，英語學習焦慮較低。

綜合上述，性別、家長社經地位與教育期望在英語學習焦慮存在顯著差異：女生在

英語學習焦慮感受較大；低社經地位家庭國中生之英語學習焦慮較高社經地位家庭國中生

高；家長教育期望愈高，英語學習焦慮愈低。因此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生在英語學習焦慮有顯著差異。

H�-�：女生英語學習焦慮高於男生。

H�-�：低社經地位家庭國中生英語學習焦慮高於高社經地位者。

H�-�：低家長教育期望國中生英語學習焦慮高於高家長教育期望者。

（四）形式化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焦慮

許多研究指出，家庭中有較多文化資本，學生學習焦慮較低。黃淑如 (�00�)、盧小薇

(�0��) 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發現，沒補習的學生比有補習者感受到較高的英語學習焦慮。

Hsu (�00�) 研究發現，學生英語焦慮與課後學習時間長短具有顯著負相關，願意花時間學

習英文的學生，在學習展現較高自信及較低的學習焦慮。Wang and Roopchund (�0��) 以

碩士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平時英語口語練習有助於減輕學生英語學習焦慮。

（五）客觀化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焦慮

謝春菊 (�0��) 研究結果發現，家庭英語教育資源愈多的國中生，英語學習焦慮愈低。

李宜齡 (�0�0) 研究指出，家長文化資本愈多，願意提供更多學習資源給子女，例如：英

語教材、讀物、課後補習等，學生英語學習焦慮較低。換言之，有較多的家庭文化資本，

學生可以從文化資源中獲得更多學習，因而有較高的學習自信，學習焦慮較低。綜上研究

發現，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焦慮有顯著預測力，英語學習文化資本愈多，英語學

習焦慮愈少。因此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國中生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對於英語學習焦慮有顯著預測力。

H�-�：國中生擁有的形式資本愈多，英語學習焦慮愈低。

H�-�：國中生擁有的客觀資本愈多，英語學習焦慮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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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語學習動機的意涵與理論

張春興 (�00�) 認為，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使該一活動朝

向某一目標的內在歷程或內在原因。學習動機 (learning motivation) 是指教師講課時能引導

學生進行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使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的教學目標的內在心

理歷程。簡言之，英語學習動機為學習者為了滿足自己某些需求，而自發地去學習英語。

Ellis (����) 在第二語言習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將英語學習動機區分為工具性動

機 (instrumental motivation)、融合性動機 (integrative motivation)、結果性動機 (resultative 

motivation) 與內在性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說明如下。

（一） 工具性動機：學習者為滿足實務需求，例如：通過考試、獲得好工作等因素而學

習外語。

（二） 融合性動機：學習者對於第二語言團體的成員、文化感到興趣，因此願意學習第

二外語。例如：以英語為母語的加拿大人，受法國文化吸引，願意學習法語。

（三） 結果性動機：上述假設皆認為動機可以預測第二語言學習成就，這其中是否也有

學習成就反過來也可以預測學習動機的可能？換言之，在某些情境下，第二語言

學習表現良窳，會擁有較高或較低的學習動機。

（四） 內在性動機：它是指存在於學習者內心中的動力，無法外顯出來，他們的行為是

出自於內心決斷與自發行動。此論點就說明了內在動機包含好奇心的引發及維

持，同時也可能因學習者興趣及參與活動的主觀感受，而對於活動任務的內心動

力之增長或衰退流失。

本研究的英語學習動機以 Ellis (����)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為基礎，並且參考林昭君

(�0��)、曹純瓊和郝佳華 (�0�0)，將英語學習動機分為工具性動機、融合性動機與結果性

動機。

五、英語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與研究假設推衍

（一）性別與學習動機

許多研究發現，女生比起男生對於外語學習擁有較高的動機與正面態度（洪美玉，

�0��；張芳全、張秀穗，�0��；黎瓊麗等，�00�; Bacon, ����; Sung & Padilla, ����）。

（二）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習動機

徐貞美 (����) 研究發現，能以英語做為日常生活會話的家長，比起無法或使用英

語有困難的家長，能對學生英語學習產生輔助效果，有助於提升英語學習動機。洪美玉

(�0��) 研究發現，學生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高。張芳全等人 (�0��) 研究

發現，國中一年級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高。Butler (�0��) 研究發

現，高社經地位家長比起低社經地位家長較有能力針對子女的需求給予幫助，並能有效提

升英語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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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教育期望與學習動機

Awad (�0��) 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父母對子女的支持與學習參與，促使其更願

意學習英語。吳啟綜 (����) 進行全國國小生英語學習意願調查發現，子女會為了滿足家

長期望而開始學習英語。曹素香 (����) 研究發現，學生會為了達成父母期待而產生英語

學習意願及焦慮。

基於上述，女生英語學習動機普遍高於男生，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

高，家長教育期望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高。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生在英語學習動機有顯著差異。

H�-�：女生英語學習動機高於男生。

H�-�：低社經地位家庭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低於高社經地位家庭國中生。

H�-�：低家長教育期望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低於高家長教育期望國中生。

（四）形式化文化資本與學習動機

徐貞美 (����) 研究發現，都會區學生使用英語的頻率勝於郊區學生，英語學習資源

及環境等在都會區比較完善，但城鄉的英語學習動機沒有明顯差異。張靜雲 (�0��) 研究

發現，在提供英語互動情境與機會後，可以提升學生英語學習動機。鮑美秀 (�0��) 以國

小為研究對象發現，家庭文化資本愈多，學生學習動機愈強烈。張芳全等人 (�0��) 研究

發現，國一學生的家庭形式資本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強烈。

（五）客觀化文化資本與學習動機

謝春菊 (�0��) 研究結果發現，家庭英語教育資源較多的學生，英語學習動機較高。

鮑美秀 (�0��) 以國小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家庭教育資源愈多，學生學習動機愈大。張芳

全等人 (�0��) 研究發現，國一生的客觀資本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強烈。

綜上所述，許多研究發現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有顯著預測力，英語學習

文化資本愈多，英語學習動機愈高。因此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國中生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有顯著預測力。

H�-�：國中生擁有的形式資本愈多，英語學習動機愈高。

H�-�：國中生擁有的客觀資本愈多，英語學習動機愈高。

六、英語學習焦慮及英語學習動機之研究假設推衍

許多研究發現，學生英語學習焦慮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低（吳雅玲，����；洪美

玉，�0��；Liu & Chen, �0��; Yan, �00�）。但是 Liu (�0��) 研究指出，英語學習焦慮未對

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語言表現造成預測。綜合上述，愈高英語學習焦慮者，傾向對英語學習

愈沒有信心，對英語學習動機產生負面關聯，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H�：國中生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有顯著預測力。

H�-�：國中生感受的測驗焦慮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低。

H�-�：國中生感受的負面評價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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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動機之中介變項論證與假設推衍

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會受學習焦慮的中介因素預測嗎？現有研究多以探討學習成就為

主（林婉惠等，�0��；郭又正，�0��；張善貿，�0��），較少以學習動機為研究主軸，甚

至缺乏考慮中介變項之預測力。龔心怡、林素卿和張馨文 (�00�) 的研究發現，家庭社經

地位透過學習動機之中介效果，間接預測學業成就，且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成就有顯著預

測力。家庭社經地位較高與文化資本較多，學生教育期望較高（陳俊瑋、黃毅志，�0��），

擁有較高教育期望的學生會帶給他們有較高的學習自信心，其學習焦慮較低。沈珮文

(�00�) 研究指出，國中生英語焦慮與英語學習動機呈負相關。王泳欽 (�0��) 研究雲林縣

八、九年級學生的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動機呈現低度負相關。本研究探討背景變項與

英語文化資本，透過中介變項（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產生明顯預測力。雖然

本研究探討主題與上述不同，但內涵與龔心怡等人所指相似，皆在了解家庭社經地位等相

關背景變項是否會透過中介變項預測依變項。本研究為探討英語學習焦慮的中介效果，提

出以下的假設：

H�： 學生的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透過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產生中

介效果。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圖中線條 H� 代表研究假設 �，即學生背景變項對英語學習焦慮

有顯著預測力，此假設又分為四個子假設，依此類推。本研究有 H�，但在圖中無法顯示

出來。本研究在檢定中介效果，即圖中背景變項（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家長教育期望）

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形式及客觀文化資本）透過英語學習焦慮，預測英語學習動機。

英語學習動機

�. 工具性動機

�. 融合性動機

�. 結果性動機

英語學習焦慮

�. 測驗焦慮

�. 負面評價恐懼
H�

H�

H�

H�

H�

背景變項

性別 H�-�

家庭社經地位 H�-�

家長教育期望

(�) 是否留學 H�-�

(�) 最高學歷 H�-�

英語學習文化資本

�. 形式文化資本

�. 客觀文化資本

圖 �.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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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項的測量

（一）個人背景變項

�. 學生性別：男生、女生。

�. 家庭社經地位：

本研究以學生的父親與母親的教育程度及其職業做為測量面向。其中，父母教育程

度是以國中（含以下）、高中（職）、專科與大學、碩士、博士為選項，本研究以臺灣的

學制各轉為 �、��、��、��、�� 及 �� 年。而父母職業等級則有六個選項：(�) 半技術、非

技術工人；(�) 技術性工人；(�) 半專業、一般公務人員；(�)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其他。本研究參酌林生傳 (�00�) 的職業等級與教

育程度加權之區分法，以父母親任一方社經地位指數較高者為代表，而教育程度和職業

類別分級，把父母職業等級乘以 �，再加上教育程度乘以 �，所得之和為家庭社經地位

指數。本研究以新北市為探討範圍，依據林生傳建議的家庭社經地位等級 I (��-��) 和等

級 II (��-��) 合併為高社經地位、等級 III(�0-�0) 為中社經地位、等級 IV (��-��) 和等級 V 

(��-��) 併為低社經地位。

�. 家長教育期望：

由父母期望最高學歷與是否出國留學所組成。其中，父母期望的最高學歷：高中職、

專科、大學、碩士、博士，本研究以臺灣的學制分別轉換為 �� 年、�� 年、�� 年、�� 年、

�� 年，如果年數愈高，代表學生對自我期望愈高；而是否出國留學以是與否為勾選，以 0

為否，� 代表是，如果選 � 代表對自我期望愈高。

（二）英語學習文化資本

家庭文化資本是一個家庭所擁有的一切學習資源。本研究的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包括學

生擁有的形式化及客觀化文化資本，其中，英語的形式化文化資本為學生閱讀英語時數、

英語補習時數、課外複習英語頻率等。客觀化文化資本為英語學習相關工具與資源，包含

英語課外讀物、英語工具書、是否訂閱英語雜誌等。各面向均有幾個題目測量，沒有反向

題，得分愈高，代表整體英語學習文化資本愈佳；反之，代表整體家庭中的英語學習文化

資本愈差。

（三）英語學習焦慮

焦慮是一種由自主神經系統所引起，而產生的緊張、憂慮、不安、擔心的主觀感受。

本研究的英語學習焦慮為學生學習英語產生的焦慮感，它分為測驗焦慮與負面評價恐懼。

測驗焦慮包含對考試的擔心恐懼，以及日常生活中或課堂上的英語口頭練習與溝通表達。

負面評價恐懼是對自己表現缺乏信心，擔心他人對自己的想法與態度，並且持負面思考。

各面向均有幾個題目做為測量，沒有反向題，採四分量表計分，題目選項由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序是 � 至 � 分。若得分愈高，表示學生的英語學習焦慮愈

高；反之，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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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語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為指引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使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

的內在心理歷程。本研究的英語學習動機係指學生英語學習的態度與意願，分為工具性動

機、融合性動機、結果性動機。工具性動機為滿足實務需要而產生之想法。融合性動機為

因喜歡第二語言團體，產生語言學習的興趣。結果性動機是因以往成功之經驗或滿意的結

果，而願意學習第二語言。各面向均有幾個題目做為測量，沒有反向題，題目採四分量表

計分，選項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序是 � 至 � 分。若得分愈高，表

示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愈高；反之，則愈低。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公布之 �0� 學年度就讀新北市國中二年級生為正式研究

對象的母群體共 ��,��� 人。考量國一生剛進入國中階段就學，擔心其學習穩定不高，而

國三生又將以會考為升學準備，填答問卷較不易專心，故以國二生為研究對象。而以新

北市為研究區域，係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不久，且地域範圍廣，在樣本屬性較為異質。

據林進田 (����) 參考其他研究訂定的樣本決定公式：n0=Z�
(α/�)/�d� 以及抽樣人數公式：

n=n0/(�+n0/N) 計算，式中的 N 為母群體、d 為抽樣誤差、Z 為常態分配，並依研究者想要

採取信賴水準的機率。依上抽樣誤差 .0�，信賴水準採 .0� 計算，本研究應有 ��� 名學生

才足夠。本研究對象為新北市 ��� 名國二生，採叢集分層隨機抽樣方式，依學校規模分為

�� 班以下、��-�� 班、��-�0 班、�� 班以上，以班級為單位，依人數比例（約為 �：�0：

��：��）在各層進行抽樣，總共發出正式問卷 ��� 份，回收 �00 份，回收率為 ��%；其

中有效問卷 ��0 份，可用率為 ��%，如表 �。

表 1. 正式問卷樣本抽取與施測分配

學校規模 �� 班以下 ��-�� 班 ��-�0 班 �� 班以上 合計

學校總數比率 ��(��%) ��(��%) ��(��%) �0(��%) ��

抽取校數 � � � � ��

抽樣人數 �0 ��� �0� ��� ���

收回問卷數量 �0 ��� ��0 ��0 ���

回收率 �00% ��.��% ��.��% ��.0�% ��.��%

有效問卷數量 �� ��� ��� ��� ��0

可用率 �0% �0.��% ��.��% ��.��% ��.0�%

在樣本屬性上，��0 位學生男、女各為 ��.�% 與 ��.�%；家庭社經地位方面，以低

社經地位家庭比率 ��.�% 為最多，其次為中社經地位家庭為 ��.�%、高社經地位家庭為

�.�%；父母期望子女能到達最高學歷，以專科大學比率為 �0.�% 最大，其次為高中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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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為 �.�%，最後以博士為 �.�% 最少；父母是否期望子女出國留學，以不出國

比率為 ��.�%，要出國比率為 ��.�%。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評閱文獻之後，自編「新北市國中生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英語學習焦慮與動機

研究之調查問卷」。內容分為學生基本資料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英語學習焦慮、英語學

習動機。本研究透過四位專家學者審查，提供寶貴意見，做為修正預試問卷參考。預試問

卷回收後，進行因素分析估計問卷的效度；信度分析以 Cronbach’s α係數評估。

（一）因素分析

本研究的因素分析採主成分分析法，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獲得各題項的因

素負荷量，以特徵值大於 � 為選入因素參考標準。本研究英語學習焦慮的問卷因素分析結

果，特徵值大於 � 之因素共有兩個，其中第一個因素的題目都與英語的測試情形有關，所

以命名為測驗焦慮，計有九題，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而第二個因素的題目

都與學生英語學習表現不好有關，因而命名為負面評價恐懼，計有六題，特徵值 �.��，解

釋變異量 ��.��%。這兩個因素的總解釋變異量為 �0.��%，如表 �。

表 2. 英語學習焦慮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

因
素

題
號

題　目

因
素
一
負
荷
量

因
素
二
負
荷
量

共
同
性

特
徵
值

解
釋
變
異
量
%

測

驗

焦

慮

� 上英語課時，我對自己的回答都不太有

把握

.�� .�� .�� �.�� ��.��

� 在同學面前說英文，我會感到不自在 .�� .�0 .��

� 我會害怕和老師進行英文對話 .�� .�� .��

� 在英文課說英文，使我感到緊張與焦慮 .�� .�� .��

� 在校外，我不敢和外國人進行英文對話 .�� .�� .��

� 英語老師教得太快，我怕跟不上課程進

度

.�� .�� .��

� 我無法忍受為了考好英文，去記一堆文

法規則

.�� -.0� .��

� 在英語考試時，我會因為緊張而忘記學

過的東西

.�� .�� .��

� 我覺得英語考不好，是因為題目太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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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題
號

題　目

因
素
一
負
荷
量

因
素
二
負
荷
量

共
同
性

特
徵
值

解
釋
變
異
量
%

負

面

評

價

恐

懼

�0 我擔心自己會在英語課上犯錯 .�� .�� .�� �.�� ��.��

�� 我擔心被英語老師指出我的錯誤 .�� .�� .��

�� 當英語老師問到我沒有準備的問題，我

會感到緊張

.�� .�� .��

�� 我怕老師不滿意自己的課堂表現 .�� .�0 .��

�� 當我開口唸英語，我怕被人嘲笑 .�� .�0 .��

�� 我擔心父母對自己的英語考試成績不滿

意

.0� .�� .��

本研究在英語學習動機問卷的特徵值大於 � 之因素共有三個，其中第一個因素題目

都與英語學習的工具價值有關，所以命名為工具性動機，計有六題，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而第二個因素為融合性動機計有七題，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

第三個因素為結果性動機有 �0 題，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0%，總解釋變異量為

��.��%。如表 �。

表 3. 英語學習動機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

因
素

題
號

題　目

因
素
一
負
荷
量

因
素
二
負
荷
量

因
素
三
負
荷
量

共
同
性

特
徵
值

解
釋
變
異
量
%

工

具

性

動

機

� 我學習英語，是為了避免成績不及格 -.�� -.�� .�� .�� �.�� ��.��

� 我學習英語，是為了將來工作的需要 .�� .�� .�� .��

� 我學習英語，是為了出國旅遊可以用 .�� .�� .�� .��

� 我學習英語，是準備將來出國留學 .�� .�� .�� .��

� 我學習英語，是為了通過相關檢定。例如：

全民英檢。
.�� .�� .�� .��

� 我學習英語，是因為英語是目前世界的通用

語言
.�� .�� .�� .��

表 2. 英語學習焦慮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續）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因
素

題
號

題　目

因
素
一
負
荷
量

因
素
二
負
荷
量

因
素
三
負
荷
量

共
同
性

特
徵
值

解
釋
變
異
量
%

融

合

性

動

機

� 為了看懂英語的電影，我樂意學習英文 .�� .�� .0� .�� �.�� ��.��

� 為了能認識外國朋友，我樂意學習英文 .�0 .�� .�� .��

� 我樂意學習英文，因為可以更了解外國的文

化
.�� .�� .�� .��

�0 為了能流利地哼唱喜愛的英語歌曲，我樂意

學習英文
.�� .�� .�� .�0

�� 我樂意學習英文，因為可以多認識國外的偶

像明星
.�� .�� .�� .��

�� 為了看懂英文小說，我樂意學習英文 .�� .�� .�� .�0

�� 學習英文，可以讓我了解國際上的時事新聞 .�� .�� .�� .��

結

果

性

動

機

�� 學習英語，會讓我感到心情愉悅 .�� .�� .0� .�� �.�� ��.�0

�� 學習英語，會讓我有成就感 .�� .�� .�0 .��

�� 我認為學好英語，可以獲得大家的青睞與欣

賞
.�0 .�� .�� .��

�� 老師的鼓勵會提升我學習英語的動力 .�� .�� .�� .�0

�� 我喜歡英語 .�� .�� .0� .��

�� 我喜歡上英語課 .�� .�� .�� .��

�0 學習英語是我的興趣 .�� .�� .0� .��

�� 在所有科目中，我的英語表現最好 .�� .�� .0� .�0

�� 若遇到英語學習上的困難，我會認真突破 .�� .�� .�� .�0

�� 我有自信能學好英語 .�� .�� .0� .�0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之學生英語學習焦慮問卷的 α 信度總係數為 .��，其中，測驗焦慮 α 信度

係數為 .��、負面評價恐懼 α 信度係數為 .��。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問卷的 α 信度總係數

為 .��，其中，工具性動機 α 信度係數為 .��、融合性動機 α 信度係數為 .��、結果性動

機α 信度係數為 .��。

表 3. 英語學習動機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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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 SPSS ��.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分析，統計方法包括敘述統計與迴歸

分析。前者統計變項的平均數、次數分配與標準差，以了解樣本之背景變項分布情形。後

者以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為自變項，英語學習焦慮為中介變項，英語學習動機為

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在各背景變項中，性別、家庭社經地位與父母期望是否留學分別

以女性、高社經地位與留學為參照組。多元迴歸分析掌握自變項之間的多元共線性問題，

以變異數波動因素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 做為檢定標準，若該數值大於 �0 代表有

嚴重多元共線性問題。

本研究在多元迴歸分析考驗背景變項對英語學習動機的預測力，會以階層方式分三個

模式投入預測變項，主要在個別地了解學生的性別、家庭社經地位、教育期望以及文化資

本的顯著改變狀況。它可以了解這些背景變項在一一投入模式之後個別的重要性，從統計

顯著性及解釋力變化看出變項的意義。而在英語學習焦慮包括負面評價及測試焦慮，也是

個別投入以了解個別解釋力及重要性。本研究沒有要了解形式或客觀資本對學習動機的個

別重要性，所以一起投入模式。在中介變項檢定方式採取 Baron and Kenny (����) 提出的

三個條件：

（一）自變項必須顯著預測中介變項

（二）自變項必須顯著預測依變項

（三）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對依變項分析，當中介變項對依變項達到顯著效果，但是

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消失，即支持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受到中介變項的影

響，此時稱為完全中介；如果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沒有完全消失，但還有達

到統計顯著性，則稱為部分中介效果。

肆、結果與討論

一、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焦慮的預測力

以 Baron and Kenny (����) 的第一個條件：自變項必須顯著預測中介變項，如表 �。

模式 � 顯示，女生比男生有更高的測驗焦慮 ( p < .0�)，低社經家庭學生比高社經家庭學生

有較高測驗焦慮 ( p < .0�)，學生英語學習文化資本愈多，測驗焦慮愈低 ( p < .0�)。父母不

期望出國留學之學生比期望出國學生較高的測驗焦慮 ( p < .0�)，預測力（ Adj-R�，以下以

R� 表示）為 ��%。模式 � 顯示，女生比男生有較高的負面評價恐懼 ( p < .0�)，學生英語

學習文化資本愈多，負面評價恐懼愈低 ( p < .0�)，但是家庭社經地位與家長教育期望對負

面評價恐懼沒有顯著預測力，R� 為 �%。模式 � 顯示，女生比男生有較高英語學習焦慮 ( 

p<.0�)，學生英語學習文化資本愈多，英語學習焦慮愈低 ( p < .0�)，但是家庭社經地位對

英語學習焦慮沒有顯著預測。父母不期望出國留學之學生比期望出國之學生有較高英語學

習焦慮 ( p < .0�)，R�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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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背景變項對英語學習焦慮之迴歸分析

模式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依變項

自變項

測驗焦慮

b(β)
負面評價恐懼

b(β)
英語學習焦慮

b(β)

男性 -.0�(-.0�*) -.��(-.��**) -.��(-.��**)

低社經地位 .��(.��*) .��(.0�) .��(.��)

中社經地位 .��(.0�) .�0(.0�) .��(.0�)

父母期望最高學歷 -.0�(-.0�) .0�(.0�) .0�(.0�)

不出國留學 .��(.��**) .�0(.0�) .��(.�0**)

形式資本 -.��(-.��**) -.��(-.��**) -.��(-.��**)

客觀資本 -.��(-.��**) -.��(-.��**) -.��(-.��**)

常數 �.0�** �.��** �.��**

F 值 ��.��** �.��** ��.��**

R � .�� .0� .��

Nagelkerke R � .�� .0� .��

最大 VIF 值 �.�� �.�� �.��

註：n = ��0。

*p< .0�. ** p < .0�.

二、 背景變項、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的預測

力

（一）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工具性動機的結果

以 Baron and Kenny (����) 的第二個條件：自變項必須顯著預測依變項，多元迴歸分

析如表 �。模式 � 代表女生英語工具性動機明顯高於男生 (β= -.��, p < .0�)。模式 � 代表

高社經地位相對於低社經地位的學生英語工具性動機還要高 (β= -.��,  p < .0�)。模式 � 的

父母教育期望的最高學歷 (β= .��) 與父母不期望出國留學 (β= -.��) 均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 ( p < .0�)，代表父母教育期望愈高，子女英語工具性動機愈高。模式 � 的英語學習文化

資本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代表英語學習形式資本愈多，工具性動機愈高，R�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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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n and Kenny (����) 的第三個條件：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對依變項分析如模式 �

發現，測驗焦慮 (β= -.��) 與負面評價恐懼 (β= .�0) 對英語工具性動機均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 ( p < .0�)，R� 為 �%。其中，測驗焦慮與工具性動機為反向關係，代表學生測驗焦慮愈

高，工具性動機愈低；負面評價恐懼與工具性動機為正向關係，代表學生負面評價愈高，

工具性動機愈高。模式 � 加入測驗焦慮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β= .0�, p < .0�)，且父母教育

期望的最高學歷和不出國留學與英語學習形式資本達到統計水準 ( p < .0�)，但性別與家庭

社經地位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R2
為 ��%。模式 �0 加入負面評價恐懼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 (β= .��,  p < .0�)，但父母期望的最高學歷與測驗焦慮，由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變成沒有

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R� 為 ��%。

表 5. 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工具性動機之迴歸分析

自變項

參數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0

b(β) b(β) b(β) b(β) b(β) b(β) b(β)

男性 -.��(-.��**） -.��(-.��**) -.0�(-.0�*) -.0�(-.0�) -.0�(-.0�) -.0�(-.0�)

低社經地位 -.��(-.��*) -.0�(-.0�) .0�(.0�) .0�(.0�) .0�(.0�)

中社經地位 -.0�(-.0�) .0�(.0�) .0�(.0�) .0�(.0�) .0�(.0�)

父母期望的最

高學歷

.0�(.��**) .0�(.0�*) .0�(.0�*) .0�(.0�)

不出國留學 -.��(-.��**) -.��(-.��**） -.��(-.��**) -.��(-.��**)

形式資本 .��(.��**) .��(.�0**) .��(.��**)

客觀資本 .0�(.0�) .0�(.0�) .0�(.0�)

測驗焦慮 -.��(-.��**)
(-.��**)

.0�(.0�*) -.0�(-.0�)

負面評價恐懼 .��(.�0**) .��(.��**)

常數 �.��** �.��** �.��** �.��** �.��** �.��** �.��**

F 值 �.��** �.�0** ��.��** ��.��** ��.��** ��.��** ��.��**

R � .0� .0� .�� .�� .0� .�� .��

Nagelkerke R � .0� .0� .�� .�� .0� .�� .��

最大 VIF 值 �.00 �.�� �.�� �.�� �.0� �.�� �.��

註：n = ��0。

*p < .0�. ** 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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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融合性動機的結果

以 Baron and Kenny (����) 的第二個條件：自變項必須顯著預測依變項，多元迴歸分

析如表 �。模式 �� 代表女生英語融合性動機明顯高於男生 (β= -.��,  p < .0�)。模式 �� 的

家庭社經地位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代表國中生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英語融合性動

機愈高。模式 �� 父母教育期望的最高學歷 (β= .��) 與父母不期望出國留學 (β= -.��）均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代表父母教育期望愈高，子女英語融合性動機愈高。模式 ��

形式與客觀的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代表國中生英語學習文化

資本愈多，融合性動機愈高，R � 為 �0%。

Baron and Kenny (����) 的第三個條件：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對依變項分析，如模

式 �� 發現，測驗焦慮 (β= -.�0) 與負面評價恐懼 (β= .��) 對英語融合性動機均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 ( p < .0�)，R � 為 ��%。其中，測驗焦慮與融合性動機為反向關係，代表學生測驗

焦慮愈高，融合性動機愈低；負面評價恐懼與融合性動機為正向關係，代表學生負面評

價愈高，融合性動機愈高。模式 �� 加入測驗焦慮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β= -.��, p < .0�)，性

別、父母教育期望的最高學歷和不出國留學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達到統計水準，但是家庭

社經地位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可見性別、父母教育期望、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與測驗焦

慮是預測融合性動機的重要因素，R � 為 ��%。模式 �� 加入負面評價恐懼有達到統計顯著

水準 (β= .��,  p < .0�)，而家庭社經地位仍然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但父母期望的最高

學歷從達到顯著水準變成未達到顯著水準，R � 為 ��%。

表 6. 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融合性動機之迴歸分析

自變項

參數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b(β) b(β) b(β) b(β) b(β) b(β) b(β)

男性 -.��(-.��**) -.��(-.��**) -.��(-.��**) -.��(-.0�**) -.��(-.��**) -.��(-.0�**)

低社經地位 -.��(-.��**) -.��(-.0�) .0�(.00) .0�(.0�） .0�(.0�)

中社經地位 -.��(-.��**) -.��(-.0�) -.0�(-.0�) -.0�(-.0�) -.0�(-.0�)

父母期望的最

高學歷
.0�(.��**) .0�(.0�*) .0�(.0�*) .0�(.0�)

不出國留學 -.�0(-.��**) -.��(-.�0**) -.��(-.��**) -.��(-.��**)

形式資本 .��(.��**) .��(.��**) .��(.��**）

客觀資本 .��(.��**) .��(.��**) .��(.��**)

測驗焦慮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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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參數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b(β) b(β) b(β) b(β) b(β) b(β) b(β)

負面評價恐懼 .��(.��**) .��(.��**)

常數 �.��** �.��** �.��** �.�0** �.��** �.�0** �.��**

F 值 ��.��** ��.��** ��.��** �0.��** ��.��** �0.��** ��.��**

R � .0� .0� .�� .�� .�� .�� .��

Nagelkerke R � .0� .0� .�� .�0 .�� .�� .��

最大 VIF 值 �.00 �.�� �.�� �.�� �.�� �.�� �.��

註：n = 880。
*p < .05. ** p < .01.

（三）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對結果性動機的結果

以 Baron and Kenny (����) 的第二個條件：自變項必須顯著預測依變項，多元迴歸分

析如表 �，模式 �� 代表女生英語結果性動機明顯高於男生 (β= -.��,  p < .0�)。模式 �� 的

家庭社經地位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代表國中生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英語結果性動

機愈高。模式 �0 父母教育期望的最高學歷 (β= .��) 與父母不期望出國留學 (β= -.��) 均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代表父母教育期望愈高，子女英語結果性動機愈高。模式 ��

的形式與客觀的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代表國中生英語學習文

化資本愈多，結果性動機愈高，R� 為 ��%。

Baron and Kenny (����) 的第三個條件，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對依變項分析，如模

式 �� 發現，測驗焦慮 (β= -.��) 與負面評價恐懼 (β= .��) 對英語結果性動機均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 ( p < .0�)，R � 為 ��%。其中，測驗焦慮與結果性動機為反向關係，代表學生測驗

焦慮愈高，結果性動機愈低；負面評價恐懼與結果性動機為正向關係 ( p < .0�)，代表學生

負面評價愈高，結果性動機愈高。模式 �� 加入測驗焦慮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β= -.��,  p < 

.0�)，且性別、父母教育期望的不出國留學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可見

性別、英語學習資本與測驗焦慮是預測結果性動機的重要因素，R� 為 ��%。模式 �� 加入

負面評價恐懼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β= .��,  p < .0�)，而家庭社經地位仍然沒有達到統計顯

著水準，R� 為 ��%。

表 6. 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融合性動機之迴歸分析（續）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0

表 7. 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結果性動機之迴歸分析

自變項

參數

模式 �� 模式 �� 模式 �0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b(β) b(β) b(β) b(β) b(β) b(β) b(β)

男性 -.��(-.��**) -.��(-.��**) -.�0(-.��**) -.��(-.�0**) -.��(-.��**) -.��(-.��**)

低社經地位 -.��(-.��**) -.��(-.��**) -.0�(-.0�) -.0�(-.0�） -.0�(-.0�)

中社經地位 -.��(-.�0**) -.��(-.��*) -.��(-.��*) -.��(-.0�) -.��(-.0�)

父母期望的最

高學歷

.0�(.��**) .0�(.0�) .0�(.0�) .0�(.0�)

不出國留學 -.��(-.��**) -.��(-.��**) -.��(-.��**) -.��(-.��**)

形式資本 .��(.��**) .��(.��**) .��(.��**)

客觀資本 .��(.��**) .0�(.�0**) .0�(.�0**)

測驗焦慮 -.��(-.��**) -.��(-.��**) -.��(-.��**)

負面評價恐懼 .��(.��**) .��(.��**)

常數 �.��** �.00** �.��** �.�0** �.��** �.��** �.��**

F 值 ��.��** ��.��** ��.��** ��.��** ���.��** ��.��** ��.��**

R � .0� .0� .�� .�� .�� .�� .��

Nagelkerke R � .0� .0� .�� .�� .�� .�� .��

最大 VIF 值 �.00 �.�� �.�� �.�� �.�0 �.�� �.��

註：n = ��0。

*p < .0�. ** p < .0�.

（四）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學生整體英語學習動機的結果

以 Baron 與 Kenny (����) 的第二個條件：自變項必須顯著預測依變項，如表 �。模

式 �� 代表女生整體的英語學習動機明顯高於男生 (β= -.��,  p < .0�)。模式 �� 的家庭社經

地位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代表國中生家庭社經地位愈高，整體的英語學習動機愈

高。模式 �� 父母教育期望的最高學歷 (β= .��) 與父母不期望出國留學 (β= -.��) 均達到

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代表父母教育期望愈高，子女整體的英語學習動機愈高。模式 ��

的形式與客觀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代表國中生英語學習文化

資本愈多，整體英語學習動機愈高，R� 為 ��%。

Baron and Kenny (����) 的第三個條件：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對依變項分析，如模

式 �� 發現，測驗焦慮 (β= -.��) 與負面評價恐懼 (β= .��) 對整體英語學習動機均達到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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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顯著水準 ( p < .0�)，R � 為 ��%。其中，測驗焦慮與整體英語學習動機為反向關係，代表

學生測驗焦慮愈高，整體的英語學習動機愈低；負面評價恐懼與整體學習動機呈正向關係

(p < .0�)，代表學生負面評價愈高，整體英語學習動機愈高。在模式 �0 加入測驗焦慮，有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β= -.��,  p < .0�)，且性別、父母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也達到

統計顯著水準 ( p < .0�)，可見性別、父母教育期望、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與測驗焦慮是預測

整體英語學習動機的重要因素，R2 為 �0%。模式 �� 加入負面評價恐懼，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 (β= .�0,  p < .0�)，性別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但父母教育期

望的最高學歷由顯著水準變成未達顯著水準，而家庭社經地位依然沒有達統計顯著水準，

R� 為 ��%。背景變項與文化資本的顯著水準沒有完全消失，因此自變項透過英語學習焦

慮對整體英語學習動機產生部分中介效果。

表 8. 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整體英語學習動機之迴歸分析

自變項

參數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0 模式 ��

b(β) b(β) b(β) b(β) b(β) b(β) b(β)

男性 -.��(-.��**) -.��(-.��**) -.��(-.��**) -.��(-.�0**) -.��(-.��**) -.��(-.�0**)

低社經地位 -.��(-.��**) -.��(-.��*) -.0�(-.0�) -.0�(-.0�) -.0�(-.0�)

中社經地位 -.��(-.��**) -.��(-.��) -.0�(-.0�) -.0�(-.0�) -.0�(-.0�)

父母期望的最

高學歷

.0�(.��**) .0�（.0�*) .0�(.0�*) .0�(.0�)

不出國留學 -.��(-.��**) -.��(-.��**) -.��(-.��**) -.��(-.��**)

形式資本 .��(.��**) .�0(.��**) .��(.��**)

客觀資本 .��(.��**) .0�(.��**) .0�(.��**)

測驗焦慮 -.�0(-.��**) -.��(-.��**) -.��(-.��**)

負面評價恐懼 .��(.��**) .��(.�0**)

常數 �.��** �.0�** �.��** �.��** �.��** �.��** �.��**

F 值 ��.��** ��.��** ��.�0** ��.�0** ��.��** ��.��** �0.��**

R � .0� .0� .�� .�� .�� .�� .��

Nagelkerke R � .0� .0� .�� .�� .�� .�0 .��

最大 VIF 值 �.00 �.�� �.�� �.�� �.0� �.�� �.��

註：n = ��0。

*p < .0�. ** 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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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討論

過去較少針對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進行探討，本研究以此議題分析有幾項貢獻：�. 雖

然過去也有英語學習動機研究，但所應用之理論大相逕庭，研究面向也有所差異，但無法

針對英語學習動機區分為不同的面向深入探討。就如張芳全等人 (�0��) 將學習動機依學

習者的內在目標導向、外在目標導向及工作價值導向進行分析，然而，本研究透過工具性

動機、融合性動機、結果性動機深入分析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之差異，更能以多元角度探

究英語學習動機。�. 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國中生不僅有升學壓力，也是身心成長變化較

大階段，透過本研究更能了解國中生的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動機，這與過去許多研究

以國小生為研究對象不同。�. 針對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因素，除考量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

文化資本，還歸納出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可能中介因素，即英語學習焦慮，找出預測英語

學習動機中介因素，透過 Baron and Kenny (����) 的中介變項檢定標準檢定，也是本研究

特色之一。綜合討論如下。

（一）學生的性別、社經地位與家長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焦慮有顯著預測力之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女生的測驗焦慮、負面評價恐懼與整體英語學習焦慮都高於男生，

代表女生比男生感受更多英語學習焦慮，可能是女生較在乎英語成績表現，所以比男生更

加在乎學習情況，這與許多研究結果一致（辛怡璇，�0��；Cakici, �0��; Koul et al., �00�; 

Park et al., �0��），接受 H�-�。

家庭社經地位較低，學生測驗焦慮較高，代表家庭社經地位愈高，測驗焦慮愈低。或

許是父母教育程度或家庭經濟條件較低，無法提供學生在學習資源有效幫助，導致學生缺

乏足夠英語學習資源，對英語考試準備產生壓力，因而有較高的英語學習焦慮，此研究結

果與黃淑如 (�00�) 的研究發現相同，但負面評價恐懼與整體英語學習焦慮未達顯著，所

以接受 H�-�。

父母不期望出國留學之學生對於測驗焦慮、整體英語學習焦慮明顯高於父母期望出國

留學之學生，教育期望愈高，學生英語學習焦慮愈低。可能是父母教育期望較低的學生，

缺乏父母在學習的關注與督促，以及在課外英語學習資源的提供，例如：補習英語，因此

對考試或英語會話會因擔心、緊張而產生壓力，此與吳國成 (�00�)、盧小薇 (�0��) 研究

結果相同，但因為父母期望的最高學歷其英語學習焦慮與不出國留學之負面評價恐懼均未

達統計的顯著水準，所以部分接受 H�-� 及 H�-�。

（二）國中生的家庭英語學習文化資本明顯預測英語學習焦慮之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英語學習形式資本愈多，感受到的測驗焦慮、負面評價恐懼與

整體英語學習焦慮愈低，此與黃淑如 (�00�)、林昭君 (�0��)、盧小薇 (�0��) 等研究結果相

同。可能是因為學生除了課後英語學習，搭配補習的額外教學內容，在所學更加熟悉，也

對英語考試與課堂表現更加得心應手，故接受 H�-�。學生英語學習客觀資本愈多，感受的

測驗焦慮、負面評價恐懼與整體英語學習焦慮愈少。可能是因為學生除了校內英語學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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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外，家中還擁有其他英語學習資源，更加有利其學習，降低因缺乏課外學習資源而產生

的壓力與無助，培養應對考試的信心。此與謝春菊 (�0��) 研究結果相同，接受 H�-�。

（三）學生的性別、社經地位與家長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動機具有顯著預測力之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女生在工具性動機、融合性動機、結果性動機及整體的英語學習

動機都高於男生，此與許多研究結果一致（洪美玉，�0��；黎瓊麗等人，�00�；Bacon, 

����; Fontecha, �0�0; Sung et al., ����）。可能是因為女生對自己較有要求，願意認真學習

英語，且能察覺英語的重要性，並投入學習，接受 H�-�。

國中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較低者在工具性動機、融合性動機、結果性動機及整體英語學

習動機上都明顯低於家庭高社經地位的學生。這很可能是社會經濟條件較佳的家長，能給

予子女較多的教育資源及課業指導，除了有利於學生英語學習，使得學生在良好基礎下，

能精益求精學習英語，引發強烈英語學習動機，而想要把英文學好。此與徐貞美 (����)、

洪美玉 (�0��) 研究結果相同，接受 H�-�。

父母教育期望的最高學歷與不出國留學對工具性動機、融合性動機、結果性動機及整

體的英語學習動機都達到顯著水準，代表父母教育期望愈高，對於學生在工具性、融合性

及結果性的英語學習動機較高。可能是父母因為重視子女英語教育所做之行為，無形中會

預測子女，促使他們開始重視英語，並願意用更開放的胸襟去探索課本外的英語文化與知

識。此與 Awad (�0��) 研究結果相同，接受 H�-�。

（四）國中生的家庭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動機有正向預測力之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生英語學習形式資本愈多，所擁有的工具性動機、融合性動

機、結果性動機與整體英語學習動機愈高。可能是學生若花費愈多的時間學習英文，愈有

機會在英語考試與會話擁有較好的表現，且因為好的學習成果與經驗，可增加英語學習動

機，進而持續充實自己的英語學習形式資本。此與吳妙姬和陳怡均 (�0�0)、戴玎伊 (�0��)

研究結果相同，接受 H�-�。國中生擁有的英語學習客觀資本愈多，其所擁有的融合性動

機、結果性動機與整體英語學習動機愈高。可能是學生擁有愈豐富的英語學習資源，愈有

機會接觸多元化的學習內容，可以引起英語學習動機，進而對英語學習產生興趣。此與

謝春菊 (�0��)、鮑美秀 (�0��) 的研究結果相同，推論原因是，擁有豐富的英語學習資源，

能增加學生對英語團體與文化的興趣，但還是比不上形式資本對於工具性動機的預測，也

顯示英語學習氛圍營造有助於英語實務能力提升。雖然家庭的客觀資本對工具性動機未達

顯著水準，但因為融合性動機、結果性動機與整體英語學習動機皆達顯著水準，所以接受

H�-�。

（五）國中生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有顯著預測力之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生測驗焦慮愈高，工具性動機、融合性動機、結果性動機與

整體英語學習動機愈低。可能是學生面對英語考試產生極大壓力，導致表現不理想，甚至

失去信心，且因為失敗經驗而不願意學習英語，此結果與 Liu (�0��)、Liu et al. (�0��）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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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一致，接受 H�-�。國中生負面評價恐懼愈高，工具性動機、融合性動機、結果性動

機與整體英語學習動機愈高，此與蘇郁嵐和陳李綢 (�00�) 的研究結果相同。可能因為在

意他人想法，害怕被批評、嘲笑，所以努力爭取好表現，會呈現較高的工具性、融合性

及結果性的英語學習動機。然而，本研究結果與許多研究發現不一致 (Liu, �0��; Liu et al., 

�0��)，所以拒絕 H�-�，但是真實情況究竟如何，還有待後續分析。

（六） 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文化資本透過英語學習焦慮部分中介預測英語學習動機之

討論

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因果機制的中介變項是否存在？本研究結果發現，在依變項英語

學習動機中，除了工具性動機，國中生的性別、社經地位、家長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文化

資本都透過受中介變項（測驗焦慮與負面評價恐懼）預測英語學習動機。若以 Baron and 

Kenny (����) 的三個條件討論如下：第一個條件是自變項對中介變項具有預測力，即模式

�、模式 �、模式 � 對測驗焦慮、負面評價恐懼與整體英語學習焦慮僅性別與英語學習文

化資本顯著預測力。第二個條件是自變項對依變項顯著預測大致符合，即模式 �、�、�、

��、��、��、��、��、�0、��、��、�� 的性別、家庭社經地位與家長教育期望對英語學

習動機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英語學習文化資本則否。第三個條件為將自變項與中介變項

同時對依變項分析發現，兩個英語學習焦慮面向均符合中介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如模式

�、��、��、�� 的測驗焦慮與負面評價恐懼對英語學習動機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即中介變

項對依變項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此外，本研究發現，除了工具性動機之外，家庭社經地位、家長教育期望對其他英語

學習動機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而性別、英語學習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

達到顯著預測力。以整體英語學習動機而言，模式 �� 的中介變項對英語學習動機預測的

解釋力有 ��%，模式 �� 的自變項與中介變項都投入對英語學習動機解釋力為 ��%，依此

看模式 �� 與模式 �� 的預測力有相當大的差異，模式 �� 自變項的預測受中介變項所稀釋。

基於上述，國中生的測驗焦慮、負面評價恐懼對於工具學習動機（融合性動機與結果學習

動機）及整體學習動機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所以接受 H�。由此可見，英語學習焦慮不是

主要預 測英語學習動機的因素，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還有可能受到其他變項的預測，未

來可往此方向深入探究。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中女生比男生擁有更高英語學習動機，但也感受較大英語學習焦慮。

（二）低社經家庭學生感受到較高的英語學習焦慮，也有較低英語學習動機。

（三）高家長教育期望有助於降低學生英語學習焦慮，並提高英語學習動機。

（四）英語學習文化資本愈多，有助於降低學生英語學習焦慮，提高英語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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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不完全是負面意義，反而負面評價恐懼較高學生其

英語學習動機較高。

（六）背景變項、英語學習文化資本透過英語學習焦慮部分中介預測英語學習動機。

二、建議

（一） 家長和教師應對學生提供適時之關懷與協助，並針對男、女生採不同教學策

略，才能有效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意願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英語學習方面，男生擁有低焦慮與低動機；女生擁有高焦慮與高

動機。以男生而言，教師與家長應試著加強其英語學習動機，且針對其英語學習興趣或期

待，提供較能引起其英語學習動機之教學與學習資源。例如：若學生喜歡外國文化，則多

提供歌曲、電影與影集做為教材的補充；若學生希望能通過相關英語檢定，則特別設計教

學與測驗，幫助學生文法觀念的理解與單字的記憶。

以女生而言，教師與家長要試著降低其英語學習焦慮，特別是測驗焦慮。而對於低英

語成就學生應給予課後輔導與補救教學，幫助這些學生對學習內容理解及減輕對英語學習

恐懼。雖然負面評價恐懼是焦慮的一環，但是若從正面思考，它對學習卻能產生助力，因

此在課堂上可以提供學生練習機會，例如：向學生提問或要求其上台解答，給予適當的挑

戰，讓學生在自我突破之餘，對英語產生興趣，更願意學習英語。

（二） 教師對低社經家庭學生更應關注其學習，視其個別差異，透過教學與資源輔

助，保障弱勢學生學習權利

本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高社經家庭學生，低社經家庭學生擁有較高的焦慮與低度學

習動機。建議對於家庭環境較弱勢學生的課業指導，教師應進行特別輔導或課後加強與

更多的關注。此外，學校老師可以運用額外英語教材，例如：英語教科書、雜誌等相關

英語學習書籍，依據學生英語學習程度、需求與興趣，複印有趣的單元內容給學生學習，

在不影響課堂進度情況下，引導他們閱讀並學習，提升學生對英語的興趣，幫助他們學

習英語。

（三）教師應邀請家長共同關心子女的學習，鼓勵並督促學生

本研究結果顯示，高家長教育期望的學生擁有較低的英語學習焦慮與較高的英語學習

動機。因此，除了教師有效教學與輔導協助之外，更需要父母及家長在旁鼓舞與協助子女

的學習。如果子女遇到英語學習問題，家長如果沒有專業英語知識，家長可以主動與學校

英語老師討論，一起合作思考如何解決學生面臨的英語學習困難。

（四）提供豐富學習資源，營造英語學習氛圍，將有助於學生英語學習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擁有的英語文化資本愈豐富，他們的英語學習動機愈高，感

受到的英語學習焦慮愈低。國中英語教師在固定的教學時數中，除了完成課程內容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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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時間允許之下，應該補充額外教學內容，例如：英語雜誌導讀、英語歌曲、影片賞

析、英語時事新聞分享……等，課程內容更需要視學生能力進行調整，方能使學生吸收

並對英語產生興趣，而改變以往對學習英語就像應付考試般乏味，因而產生英語學習焦慮

的認知。

（五）增加課堂教學互動，活絡學習氛圍，提升學生英語學習動力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生的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不完全是負面效應，高負面

評價恐懼的學生，其英語學習動機較高。因此，英語教師在課堂上應多與學生互動，可以

透過分組競賽、計分制方式、小組討論與對話，活絡上課氣氛，並採異質性分組，透過英

語學習表現較好的學生帶領弱勢學生學習，形成良善的學習共同體；或是透過講授方法，

隨機點名同學回答問題。簡言之，透過課堂師生互動，除了能加深學生對英語學習內容印

象，也可以擺脫傳統教學方式，避免單方面傳授課本知識內容，而降低學生學習興趣。

（六）給學生適度的壓力及挑戰，有助於英語學習與動機維持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背景變項、英語學習文化資本透過英語學習焦慮會部分中介

預測英語學習動機。這代表了學生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有其預測力，可以透過適

度學習焦慮，刺激學生英語學習動機。雖然國中階段常有學習考試，不可避免，但是學習

內容及方式宜活潑，讓學生產生學習興趣，在不打擊學生信心下，讓其能在努力後看見自

己的進步，才會願意投入學習。除了英語學習成就表現之外，學生也會在意他人眼光與評

價而感到緊張，因此教師要多鼓勵學生英語學習表現及參與課堂活動，並在學生出錯時給

予協助及打氣。此外，可以給予主動回答或表現的學生獎勵誘因，例如：透過提供文具及

故事書或遊戲卡及代幣制方式，給予學生學習肯定，讓他們在適當學習壓力之下，依照自

己的步伐學習英語，提高英語學習表現。

三、未來研究建議

可以預測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的因素相當多，然而，本研究僅納入學生背景變項、英

語學習文化資本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動機進行探究。未來，可針對其他可能因素進

行探究，使研究更完整。本研究對象僅限於新北市國二學生，未來研究可加入國中其他年

級學生或針對初等、高等教育階段進行縱貫追蹤，抑或納入私立學校做研究比較；在地區

方面，也可選擇其他縣市做為研究範圍。在中介變項效果上，本研究沒有運用統計方法來

考驗中介效果顯著性，因此，中介效果是否具有統計意義尚不明確，部分中介效果強度未

估算，未來可以進一步計算與檢定。此外，未來研究可以用英語學習成就為依變項，將更

能了解學習動機、學習焦慮與學習成就之關係。本研究無法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原

因在於，接受問卷調查學校無法配合進行施測，英語學習成就需要數個小時測驗。而國中

生英語學習成績難以從各國中取得，加以國家教育研究院建立的臺灣學生成就評量資料庫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TASA) 雖然有英語成就，但沒有調查國中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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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焦慮及家庭文資本等因素，因此無法將英語學習成就做為分析變項。未來可以由此方向

研究，將更能了解學習動機、學習焦慮與學習成就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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