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之研究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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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於家庭文化資本理論、社會階層理論與學習動機理論，本研究使用基隆市國民中學

學習狀況調查資料庫，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 �,��0 名七年級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因素，結果

發現：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補習英文時間對英語學習成就有重要預測力；男生、原住民

子女、單親家庭子女的英語學習成就明顯低於女生、非原住民與雙親家庭的子女；家庭文

化資本、補習英文時間、教育期望、學英文動機與國語學習成就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完全

中介的效果，為家庭背景變項的二至五倍不等的預測力，尤其國語成績與英語學習動機降

低家庭社經地位及背景的預測力。

關鍵詞：英語學習成就、國語學習成就、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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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y,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h graders’ English achievement.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from a survey concerning �th graders’ learning collected in Keelung City. 

Regression analyses of the data from a total of �,��0 responden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the students’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and time spent on English learning in 

cram schools were significant factors. Further, the male students, students whose parents were 

Taiwanese aborigines and students from one-parent familie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English 

achievement than female students and students whose parents were not aborigines and those 

from traditional families. Moreover,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time spent 

on English learning in cram school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hinese academic achievement mediated between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each  mediator’s predictive power varied from two to five times of that 

of the participants’ family background. When the students’ Chinese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were added to the model, the strength of SES and family background 

was reduced.

Key words: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Chinese Academic Achieve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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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本研究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其研究動機包括：

（一）過去以來對於國中生學習成就研究多以數學及自然科學為主 (O’Dwyer, �00�; 

Shen & Tam, �00�)，本研究在 �0�� 年 � 月檢索國內期刊（如科學教育研究資料庫、華藝

期刊論文華藝期刊文獻資訊）後發現，鮮少有對英語領域進行探討者，只有張武昌等人 

(�00�) 探討影響英語學習雙峰現象的問題。雖然數學與自然科學成就對學生升學有其重要

性，但學生英／外語學習成就好壞對其日後學習及未來職涯，也有重要影響 (Castro, Paéz, 

Dickinson, & Frede, �0��)。在國際化及全球化浪潮下，跨國間對話常需透過英語來進行，

國中生學好英語有助於國際交流，因而了解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的相關因素更值得重視。

（二）本研究要了解究竟哪些因素預測國中生的英語學習成就呢？國內過去這方面很

少探討預測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英／外語教學的研究較偏重語言技巧、教學方法、

電腦輔助教學及課程等，欠缺較大規模調查學生英語學習表現情形（吳青蓉，�00�）。臺

灣目前僅有少數與英語學習相關的研究（張武昌，�00�），因而對於英語學習相關因素的

解釋與推論有其侷限。例如：周啟葶、程玉秀與宋秋美 (�00�) 以高中生英語自我效能、

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發現，各面向達顯著關聯，尤其英語自我效能具重要預測

力，但該研究未將相關因素納入討論。曹嘉秀與林惠賢 (����) 分析專科生的英語學習動

機，而曹純瓊與郝佳華 (�0�0) 則研究國小學童在學前學習英語的動機對英語學習表現的

影響。上述研究都未針對國中生英語學習情形進行探究，但本研究分析可預測國中生英

語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以彌補過去研究不足。

（三）家庭社經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性別、族群、家庭結構（如單親

家庭、家庭的子女數）與學習成就有密切的關聯性（林慧敏、黃毅志，�00�；陳建志，

����；Blake, ����; Downey, ����）。本研究的 SES 由家長教育程度、收入及職業整合而

成，然這些因素是否可以預測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呢？文化資本、學習動機、教育期望

與抱負水準是數學及科學學習成就的中介因素（林慧敏、黃毅志，�00�；陳建志，����；

Belmechri & Hummel, ����; Dornyei, ����; Gardner & Tremblay, ����; Tramonte & Willms, 

�0�0）。陳奎憙 (���0) 指出，學生背景預測教育成就存在著中介變項，學生的家庭社會

階層不會直接影響教育成就，而是透過物質條件、智力因素、成就動機、抱負水準、教

育態度、教養方式、價值觀念、語言型態、學習環境等因素。英語學習成就是教育成就

之一。學生來自不同家庭，性別與族群亦有差異，因而擁有的文化資本、可以補習資源

與時間和家長與自我期待也不同，所以很有可能是學生的背景不同。接著會受到家庭文

化資本以及個人的特質影響，進而影響到英語學習成就。孫清山與黃毅志 (����) 研究指

出，男生擁有的文化資本較多、家長的期望較高，所以其學習成就較高。Cummins (����, 

����) 的「語言相互依賴假說」認為，第二語學習情境中，第一語言（就本研究來說，即

國語）之成就和英語學習成就有密切關係。究竟國語成就是否會影響英語學習表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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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背景因素是否可能透過家庭文化資本、教育期望、學生學習動機、學生補習英文時

間、國語文學習成就預測學生英語成績呢？本研究除了探討學生背景變項預測英語學習成

就外，亦透過上述的中介變項預測英語成就，但這些中介變項是具有完全中介效果，還是

僅有部分中介效果？原住民生的英語學習表現與漢族（其他族群）生的差異、單親與雙親

家庭學生英語表現差異為何？均為本研究探討內容之一。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包括：（一）基於社會階層理論，了解國中七年級生的背景變項（ SES、

性別、族群、家庭結構）對學生英語學習成就預測情形。（二）基於文化資本理論、動機

理論與期望理論，分析國中生的教育期望、英語學習動機、學生補習時間、家庭文化資

本、學生國語學習成就對英語學習成就預測情形。（三）了解國中生的背景變項透過中介

變項（教育期望、英語學習動機、學生補習時間、家庭文化資本、國語文成就）對英語學

習成就預測情形。

貳、文獻探討

一、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的理論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揭示國民中小學英語課程的目標為：（一）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

溝通能力；（二）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三）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

之認識。由此可知，英語教學不但是要讓學生具備英語溝通能力，還要培養學生的英語學

習興趣，以及對國內外文化的了解及認識。Gardner 與 Lambert (����)、Gardner (����) 探

討學習英文的動機與學習目標之關係認為，第二語言學習者有工具性與融入性動機，前者

在追求就業升遷、提高個人社會地位，後者在了解英文內涵，期待將第二語言（英語）成

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曹純瓊與郝佳華 (�0�0) 的研究發現，學童在學前接受英語學習對

其後來在國小一、三年級的英語學習表現及動機有正向關聯。因此，學生如何學好英語，

以及教師與學校如何進行英語教學，引導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是重要課題。同時，國中生

英語學習成就除了與學習動機有關之外，還包含多種因素，例如：國中生的家庭社經地

位、性別、族群、家庭結構、教育期望、學習動機、學生補習英文、家庭文化資本、國語

文學習成就、學生的智力、英語學習環境、國小英語成績與城鄉差距等，都可能與英語學

習成就有關。然而，本研究運用的資料庫沒有學生智力、英語學習環境、國小英語學習成

績，甚至城鄉差距的因素，所以這些因素無法納入本研究。本研究僅將家庭社經地位、性

別、族群、家庭結構、教育期望、學習動機、學生補習英文、家庭文化資本、國語文學習

成就及其相關的理論說明如下：

（一）社會階層理論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y) 支持學生學習成就

社會階層以家庭中的雙親教育程度、職業與收入來衡量指標，上述階層指標愈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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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社會階層愈好。社會階層論強調學生的家庭社會階層愈高，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與職業

聲望高，收入好，家庭的教育資源多，提供子女學習的教育資源愈多，子女便能取得較高

的成就 (Blair & Qian, ����)。簡言之，社會階層高的家庭子女，在教育取得與學習表現有

較多優勢與機會。

（二）家庭文化資本理論支持子女教育取得

P. Bourdieu 把社會各種市場所競爭的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象

徵性資本，其中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是構成社會階層化的主要來源。經濟資本又名財務

資本，代表家庭可提供子女學習及教育資源的一切財務總和，例如：家庭財務資本愈多，

子女可參加補習時間及機會愈高，購買相關教育資源及學習設備機會也愈多。而文化資

本有三種類型：�. 歸併化形式：內化於個人心靈且有長期的穩定性，成為一種稟性和才

能，構成個人行為習慣；�. 客觀化形式：物質性的文化財產，例如：名家的繪畫、雕塑等

藝術品；�. 制度化形式：由合法化的制度所確認的各種名銜、學位等（吳清山、林天祐，

�00�；Bourdieu & Passeron, ���0）。其中與教育機會均等有關的是第一種形式，Bourdieu

認為，學生將文化資本表現於日常語言行為，語言資本 (linguistic capital) 就是文化資本。

上述資本存在於家庭中，子女耳濡目染，有助於提升其教育取得或學習表現。總之，家庭

提供子女學習資源與文化資本，包括歸併化形式、客觀化形式及制度化形式，而本研究以

客觀化形式為主。

（三）教育期望理論可以解釋學生學習表現

期望代表個體對未來所期待目標要完成的可能性 (Finn, ����)。個體期望有可能是他

人對個體或個體對個人的自我期望，例如：學生的教育期望來自於個人對自己的教育期

待，也可能是重要他人（如家長、老師）對他或她的教育期望。Marjoribanks (�00�) 認

為，自我教育期望反映個體對教育內在價值與外在期待效用的綜合想法。在教育的內、外

在價值包括未來接受更多教育、獲得更多專業知能及獲得更好的職涯發展等。若學生自

我期待愈高，代表對個人的價值期待愈高。個體若有這種情形，代表對工作與任務認同，

以及個人的未來計畫或生涯目標較為明確 (Wigfiled & Eccles, �000)。這種情形類似個人的

內在動機，期待完成所要獲得的目標一樣 (Pintrich & Schunk, �00�)。因此，個體的教育期

待與動機關係密切。如果「重要他人」對學生的教育期望愈高，學生表現或教育取得愈

好，這是威斯康辛模型 (Wisconsin Model) 論點，同時，個體對自我教育期望愈高，在未

來的學習表現、教育取得、教育發展，甚至生涯發展也愈好 (Hauser, Tsai, & Sewell,����；

Sewell, Haller, & Portes, ����)。

Atkinson (����) 認為，個人的動機及期望與學習成就密切相關，動機是個體朝向成

功、避免失敗與期待成功的機率，個人期待成就受動機、期待及內在價值影響，因上述三

因素，若個人期待未來有好的表現，就會在採取行動與參與任務及達成目標的動力上有特

別強烈的欲望。Sue 與 Okazaki (���0) 指出，亞洲國家對學生學習表現的教育文化價值及

其弱勢的地位與家長高度教育期望和亞洲文化強調教育成功有關，教育期待也是家庭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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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價值的一部分，家長對學童有較高要求，學童就要在課業上更努力。Sue et al. 也指出，

家長期待學童在教育上有優越表現，因感受到學童若不努力，在未來生活及職場上會受到

嚴重限制。因此，不管 SES 高低，家長都對子女教育投資，期待他們未來在社會階層流

動有好的表現。故由家長教育期待可以預測子女學習表現與教育成就的取得。

（四）學習動機理論可以解釋學習表現高低

動機 (motivation) 是引起個體採取行動、追求特定方向及保持投入一定活動的內在歷

程 (Ormrod, �00�, p. ���)。換句話說，動機可以增加個人活動能量及參與活動程度，引導

個體朝目標行動，並鼓勵參與活動與持續該活動的內在動力。動機可分內在 (intrinsic) 與

外在 (extrinsic)，前者是個體參與活動與內心滿足的一致性情形，而非參與活動與內心滿

足不一致性的結果 (Ryan & Deci, �000, p. ��)。內在動機是個體了解該任務本身價值，因

而願意投入參與該活動，而不是因為外在酬賞機制；外在動機則是個體為獲得外在酬賞結

果而參與活動的一種趨力 (Ryan & Deci, �000, p. �0)。簡言之，外在動機來自個體及任務

以外的機制。但不管是內在或外在動機，都對學生成就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學習動機指引

學生、維持學生的學習活動，使該學習活動朝教師先前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前進。

於上述的成就動機理論中，Atkinson (����) 認為，個人所要完成的目標及成就，受個人的

動機、期待及內在價值的影響。而這種內在價值及動機趨力常與學習興趣相混 (Schiefele, 

����)，亦即學習興趣與學習動機交替運用。英語學習動機是預測英語表現的重要因素 

(Dornyei, ����; Gardner & Tremblay ����; Oxford & Shearin, ����)。綜合上述，學習動機是學生

願意投入學習來完成任務的動力，而強烈的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正面助益。

二、在學生的家庭背景與教育成就之間的中介變項論證

國中生的英語學習成就是否受到中介因素的影響？陳奎憙（���0，頁 ��）指出，學

生的家庭背景變項預測教育成就存在著中介變項，他認為學生的家庭社會階層與學生的家

庭背景不會直接影響教育成就，而是透過物質條件、智力因素、成就動機、抱負水準、教

育態度、教養方式、價值觀念、語言型態、學習環境等因素影響學習表現，這些中介因

素與社會階層密不可分，確實可以預測學生學習表現。林生傳 (�00�) 也有類似見解，也

就是社會階層高低決定家庭可以負擔教育經費的能力，因而不同家庭就有不同教育的價

值觀念、語言型態或教養方式等，這也影響子女學習表現。此一現象，Kiernan 與 Mensah 

(�0��) 也有實證發現。本研究所探討的國中生的背景變項（族群、家庭結構與 SES），中

介變項包括家庭文化資本、補習英文時間、英文學習動機、教育期望（自我教育期望與父

親教育期望）、國語成就 等。其中，家庭文化資本屬於物質資本，英文補習時間屬於文化

資本的經濟資本，教育期望則是陳奎憙所指的成就動機，而國語成績則依 Cummins (����, 

����) 的「語言相互依賴假說」 (language 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認為第二語學習情

境中，第一語言（就本研究來說，即國語）之成就和英語學習成就有密切關係。本研究認

為，先學好國語會影響英語的學習表現。學生的家庭社會階層與家庭背景透過中介變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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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預測英語學習成就。孫清山與黃毅志 (����) 研究發現，過去臺灣社會在教育上有捨女

保男情形，因而女生在補習及學習成就低於男生。許多研究也指出，原住民族生的學習動

機、補習時間及學習成就比漢族生低（林慧敏與黃毅志，�00�；陳建志，����；楊肅棟，

�00�）。此外，單親家庭的教育資源比雙親家庭來得少；而 SES 與教育期待、學習動機與

文化資本的關聯性高。因此，上述的背景變項可以預測中介因素，再預測英語學習成就。

本研究認為，臺灣國中生的性別、族群與家庭結構可以預測英文補習的時間。英語補

習時間多寡與其他學科學習時間有消長關係，進而影響其他科學習成就表現（本研究為國

語成就）。換句話說，如果國中生補習英文的時間愈多，從學生可以學習的總量時間來看，

就會稀釋其他科目的學習時間，例如：國語，進而影響其他科目的學習成就表現，這是英

文補習的時間愈多可以預測國語成績較低的理由之一。而 Cummins (����, ����) 的「語言

相互依賴假說」則強調，語文學習有互相助益，也就是國語成績表現好，在英語成績也可

能比較好。這在後面文獻探討會說明。

此外，依據文化資本及社會階層理論的說法，SES 透過文化資本預測國語文學習成

就，此為陳奎憙（���0，頁 ��）所指出的抱負水準可以預測成績。也就是說，SES 愈高，

文化資本多，進而國語文學習成就也高，在「語言相互依賴假說」下，國語文成績高，英

語學習成就會比較高。再者，SES 愈高，教育期望也會高，進而可以有較高的國語成就，

因而可以預測到較高的英語學習成就。在性別上，女生可能有較少的英文補習時間，可能

有較高的國語成就，因而英語成就傾向較高。基於上述，國中生的 SES、性別、族群可透

過中介變項預測英語學習成就。

三、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的研究

與學生學習成就有關的因素很多，Centra 與 Potter (���0) 認為，學生的 SES、種族、

性向、先備知識、教育期望、價值觀及認知風格等特質與學生成就有關，而 SES 是不可

忽視因素。本研究聚焦於國中生的 SES、性別、族群、家庭結構、自我期望、父親教育期

望、學習動機、學生補習、家庭文化資本、國語文學習表現與英語學習表現的關聯。針對

上述因素說明如下：

（一）在學生背景變項上

SES、族群與學習成就有關密切關聯 (Strand, �0��)。楊肅棟 (�00�) 以臺東縣小學生

分析發現，原住民學童的國語和數學成績比漢人低約 �� 分，他認為這是因為原住民學童

父母的 SES 較低，因而社會資本、財物資本及文化資本都不如漢人，加上智力較低所致。

陳建志 (����) 研究發現，父母親教育程度顯著影響漢族學童的學業表現，但父母親教育

程度對原住民學童的教育影響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父親職業，可見父親的職業影響子女

學習表現。林慧敏與黃毅志 (�00�) 研究發現，臺東縣是原住民比率最高縣市，許多原住

民出身背景不佳，例如：低社經背景，少有補習機會，因而原住民平均成績低於漢人許

多。Chen 與 Stevenson (����) 研究指出，文化及家庭價值觀影響個體內化效用價值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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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例如：對於學習成就與職涯表現的重要因素。原住民社會階層較低，家庭文化

資本較漢族子女少，他們的學習價值傾向較弱。家庭的兄弟姐妹數（手足數）對學習成

就也有影響。Blake (����)、Downey (����) 指出，兄弟姐妹多會稀釋家庭教育資源或文化

資本，讓手足的學習表現變得較差。在資源稀釋模型上，如果控制 SES 之後，手足數仍

對學習表現有顯著影響。而張酒雄與張玉茹 (����) 調查研究發現，國中女生的英語學習

表現明顯優於男同學。在家庭結構上，雙親家庭的子女有雙親陪伴與照顧關心，較單親

家庭子女有更多關愛，在學習表現上，單親家庭子女比雙親家庭者來得低 (Amato, �00�; 

Naevdal & Thuen, �00�)。

（二） 在社會階層與學習成就表現方面

家庭及文化因素包括家長投入 (parental involvement)。例如：家長的價值觀與教育

期望對學生在學校教育及參與的表現，都是影響學習成就因素 (Aldous, �00�; Asakawa, 

�00�; Yan & Lin, �00�)。家長教育程度與子女教育成功與否關係密切 (Sandefur, Meier, & 

Campbell, �00�)。張酒雄與張玉茹 (����) 針對臺中縣 �� 所國中進行取樣，樣本數為 �,00�

人，以英語學習策略與英語學習成就量表調查發現，學生的英語學習經驗、出國經驗與

SES 影響英語學習，其中性別、英語學習經驗與 SES 是預測英語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

張武昌 (�00�) 研究指出，經濟富裕家長提供孩子較早學習英語環境，以致弱勢學生在國

中一開始學習英語，就感受到能力落差壓力，學習興趣隨之降低。White (����) 運用後設

分析 (meta-analysis) 分析 ���� 至 ���� 年之 �0� 篇論文發現，SES 與學習成就有顯著相

關 ( r = .��)，與數學成就也有顯著相關 ( r = .��)。Sirin (�00�) 運用後設分析針對 ���0 至

�000 年論文分析發現，SES 與學業成就有 .�� 顯著相關。由上述可見，SES 確實與學習成

就有顯著關聯。

（三）在家庭文化資本與學業成就方面

De Graaf, De Graaf 與 Kraaykamp (�000) 以荷蘭的學生研究發現，家庭文化資本

多，學業取得愈高。Jager 與 Holm (�00�) 研究北歐國家學生的家庭經濟、文化及社會資

本與學生學習成就都有正向顯著關聯。Nonoyama-Tarumi (�00�) 分析多維社會經濟地位 

(multidimensional SES)（父母職業、教育程度、家庭教育資源、家中古典文化物質，古典

文學、詩詞集與藝術品）對學生學習成就影響發現，SES 與學習成就有正向關聯，而文

化資本對學業成就預測力高於父母教育程度與職業。上述研究將 SES 包括雙親的職業、

教育程度，甚至包括家庭教育資源及學習資源等，雖與吳清山與林天祐 (�00�)、黃毅志 

(�00�)、Bourdieu 與 Passeron (���0) 的文化資本內涵不同，但是對於學習成就影響仍為正

面，這可能是因為以雙親教育程度、職業或所得為 SES 內涵，與家長提供家庭教育資源

多寡有密切關係。

（四）補習時間與學習成就關係密切

學生課後補習與學習成就有關，學生願意在課餘時間投入額外學習，代表先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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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或額外練習以精熟課程，某種程度來說，也是動機及自我期待較高的反應。張芳全 

(�00�b) 運用 TIMSS �00� 年臺灣資料證實補習時間與成就有正向顯著相關。林慧敏與黃

毅志 (�00�) 研究發現，母親教育程度愈高，父親為上層白領、基層白領，家庭收入愈多，

子女參與學科補習項數愈多，也有助於提高學業成績；若以才藝補習及學科補習為中介變

項對學業成績做分析發現，學科補習及學科補習時間愈多，對學業成就都有顯著正向影

響，而才藝補習則否；同時，原住民學生成績低於漢族學生三分之一歸因於原住民參與

學科補習較漢人少。張芳全 (�00�) 以 TIMSS 研究指出，文化資本與學生學習興趣呈正相

關；文化資本、學生補習時間與學習興趣分別對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張芳全也證實

影響學習成就的中介變項存在，即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學習興趣正向顯著影響

學習成就，也透過學生補習時間顯著影響學習成就，以及透過文化資本正向顯著影響學習

成就。

（五）在學習動機與學習表現方面

Greene, Miller, Crowson, Duke 與 Akey (�00�) 研究發現，學生學習態度愈強，認知能

力愈好。Täht 與 Must (�0�0) 則有不同看法，以五個國家參與 PISA �00� 分析顯示，具高

度自我評價的學生其學習表現較佳；相反地，學習動機低與教育表現之關聯性沒有達到統

計顯著水準。莊維貞與簡曉琳 (�00�) 研究彰化縣國小五年級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及英語學

習成就發現，學習動機與英語成就表現有高度相關。Belmechri 與 Hummel (����) 以加拿

大學生分析指出，要學好第二語（英文），需要很強的學習動機。Ely (����) 研究也指出，

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關聯。

（六） 父母期望與學生學業成就或自我期待有關

林義男 (����)、Hao 與 Burns (����)、Fan (�00�)、Trivette 與 Anderson (����) 周裕欽

與廖品蘭 (����) 研究指出，父母對男孩的期望比對女孩期望高。張善楠與黃毅志 (����)、

Buchmann 與 Dalton (�00�) 研究結果均認為，父母教育期望愈高，學童對自己教育期望會

愈高，進而預測學業成就。Jeynes (�00�) 以後設分析針對都會區中學生之家長教育期待研

究發現，家長教育期望愈高，子女學業成就表現愈好。此外，學生自我期望也預測學習成

就，張芳全 (�00�a) 以 SES、文化資本與教育期望對學業成就的影響發現，學生的 SES 及

文化資本會透過教育期望正向預測學習成就。

（七）相關或先前學科學習表現與學習成就有關

學生某一領域學習表現可能受其他領域學習表現影響，例如：學習自然科學需要推理

邏輯與計算，受數學領域的學習表現影響，又如：英語學習可能受國語文學習影響。張玉

芳 (�0��) 以 ��� 位臺灣中、英雙語國小五年級與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中、英

文閱讀理解表現顯著相關，支持 Cummins (����, ����) 的「語言相互依賴假說」，依其假

說在第二語學習情境中，英語學習成就和第一語言之學習成就呈正相關。以臺灣的國中

生來說，英語是外語，英語學習多少受國語文學習影響。Singh 與 Ozturk (�000) 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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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SES、先前科學成就及校內數學課程學習，對學生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預測力。雖然

Singh et al. 研究為數學學習表現預測科學成就，但學習者在學習表現上的好壞，並非單一

領域學習可以達成，尤其英語學習需相近的語言學習輔助，因此本研究認為國語文學習成

就與英語學習表現有關聯。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從文獻探討建立架構如圖 �。在圖 � 中，箭頭

代表結果變項，沒有箭頭代表自變項，圖中左邊各個方框為國中生背景變項，包括學生

的性別、族群（分為原住民與漢族生）、家庭結構（包括隔代教養 - 單親家庭與雙親家庭、

國中生手足數）、SES（父親教育程度、職業與收入）；中間的方框為影響國中生英語學習

表現的中介變項，包括家庭文化資本（家庭相關設備及家庭藏書量）、補習英文時間、英文

學習動機、教育期望（自我教育期望與父親教育期望）、國語 成就、英語成就。要說明的

是，國中生國語學習可能與英語學習有關，因此把國語成績視為影響英語成績的重要變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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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研究架構

基於文獻探討，本研究假設如下：

H�：國中女生的英語成績明顯高於男學生（張酒雄、張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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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漢族國中生英語成績明顯高於原住民學生（林慧敏、黃毅志，�00�；陳建志，

����；楊肅棟，�00�）。

H�： 雙親家庭的國中生的英語成績明顯高於單親家庭的學生（張酒雄、張玉茹，

����；Amato, �00�; Blake, ����; Downey, ����; Naevdal & Thuen �00�）。

H�： 家庭子女數愈多，英語成績愈低 (Blake, ����; Downey, ����)。

H�： 國中生的 SES 愈高，英語成績愈好（張酒雄、張玉茹，����；張武昌，�00�；

Aldous, �00�; Asakawa, �00�; Sandefur et al., �00�; Sirin, �00�; White, ����; Yan & 

Lin �00�）。

H�： 國中生的家庭文化資本愈多，英語成績愈好 (Bourdieu & Passeron. ���0; Nonoyama-

Tarumi, �00�)。

H�： 國中生的英文補習時間愈多，英語成績愈好（林慧敏、黃毅志，�00�；張芳全，

�00�b，�00�）。

H�： 國中生的英文學習動機愈強烈，英語成績愈好（莊維貞、簡曉琳，�00�； 

Belmechri & Hummel ����; Dornyei, ����; Ely, ����; Gardner & Tremblay ����; 

Oxford  & Shearin ����）。

H�： 國中生的教育期望愈高，英語成績愈好（張芳全，�00�a；張善楠、黃毅志，

����；Buchmann & Dalton �00�; Fan, �00�; Finn, ����; Hao & Burns ����; Jeynes, 

�00�; Trivette & Anderson ����）。

H�0： 國中生的國語成績愈好，英語成績愈好（張玉芳，�0��；Cummins, ����, ����; 

Singh & Ozturk �000）。

H��： 國中生的背景變項（族群、性別、家庭結構與 SES）會透過中介變項（家庭文化

資本、補習英文時間、英文學習動機、教育期望、國語成績）影響英語成績（張

芳全，�00�）（此由多個線條所構成，所以未將符號列在圖 �）。

二、變項測量

本研究使用「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建立的資料庫，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如

下：

（一） 手足數

它是七年級生的家庭中雙親所親生子女數，在資料庫的研究工具題目詢問：「您家中

有幾位雙親所親生的兄弟姐妹呢？」。選項以 �、�、�、� 分代表一位、二位、三位及四位

以上。學生勾選項目分數愈高，代表家庭的手足數愈多。

（二） 家庭社經地位

本研究的 SES 以學生的父親教育程度及父親的收入、職業來測量。父親教育程度以

最高學歷代表，區分為：小學沒畢業或沒上過學、國小畢業、國中畢業、高中職畢業、專

科畢業、大學畢業、碩士以上學位、我不知道。本研究在教育程度照臺灣現行學制，各階

段均以畢業時修業年數為依據，上述各階段教育分別以 �、�、�、��、��、�� 與 �� 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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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做為接受教育程度之計算，若填答我不知道列為 0，不列入研究。父親每個月收入大約

多少元？沒有收入、� 萬元以下、� 萬至 � 萬元、� 萬至 � 萬元、� 萬至 � 萬元、� 萬元以

上，依序分別給予 � 至 � 分，分數愈高，代表父親收入愈高。父親職業調查選項區分為：

�. 中小學、特教、幼稚園教師、�. 一般技術人員、�. 高層專業人員、�. 行政主管、企業主

管、經理人員及民意代表、�. 技術員及半專業人員、�. 事務工作人員、�. 服務及買賣工

作人員、�.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技術工、操作工及裝配工、�0. 非技術工、��. 職

業軍人、��. 警察、消防隊員、��. 家管、��. 其他（刪除不納入）。為將職業轉換，參考黃

毅志  (�00�) 「改良版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將職業等級分成五級，依序為

第一級為非技術工、體力工（選項 � 及 �0）；第二級為技術工作者（選項 � 及 ��）；第三級

為半專業人員及普通公務人員（選項 �、�、�� 及 ��）；第四級為專業人員及中級行政人員

（選項 � 及 �）；第五級為高級專業人員及行政人員（選項 �、� 及 �）。

（三） 教育期望

教育期望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是指他人對個體或個體對個體的自我教育期望。本

研究是指學生自我教育期望及父親對子女教育期望。該研究工具詢問：「你希望自己將來

能求學到什麼程度？父親對您未來的能求學到什麼教育程度？」。選項為國中畢業、高中

／職畢業、專科畢業、大學畢業、碩士以上學位、我不知道，依序分別給予 � 至 � 分，而

選不知道者不列入研究範圍。

（四） 英文學習動機

英文學習動機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是學生願意投入學習來完成任務的學習動力。

本研究係指我會努力把英文學好與我對英文的喜好程度。也就是指個人在學科努力表現程

度，對學習學科感到喜歡。其題項均採用李克特式四等量表，受試者依實際情況勾選出適

合自己情形，其選項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序分別給予 � 至 � 分。

（五）補習英文時間

它是指學生補習英語情形。本研究以資料庫問卷詢問學生在週一到週五放學後，補英

語（例如文法、會話、作文等）課程，其選項為：沒有、一週一次、一週兩次、一週三次

（含）以上，依序分別給予 � 至 � 分。

（六） 家庭文化資本

它是指家庭中提供或協助子女可以學習的相關資源，包括歸併化形式、客觀化形式

及制度化形式資本或學習資源。本研究的家庭文化資本以客觀化形式為主，也就是以家庭

可以提供給子女學習資源多寡，資料庫問卷詢問學生家庭中是否有電腦、網際網路、字典

（含中英文）、電子辭典（含中英文）、課外讀物、個人專用書桌等，這些題目以勾選「是」

代表有上述的資源（� 分），「否」代表沒有上述資源（0 分）。本研究先針對這些變項加

總，接著再將此項目與家庭藏書量加總。在資料庫問卷中，詢問學生你家中有多少本書

（包含小說、故事書、參考書、百科全書、科學雜誌）？選項有 0 ～ �0 本、�� ～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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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 本、�0� ～ �00 本、�0� ～ �00 本、�00 本以上。如果上述的總分愈高，代表學

生家庭文化資本愈多。

（七）國語成就

它是指學生在國語成就的學習表現。以該資料庫中基隆市 ��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語文

學期總成績為樣本，本研究考量學生的班級與校際之間差異，採用標準化 Z 分數轉化，

讓各班、各校學生成績可以比較。轉換後的 Z 分數愈高，代表國語文成就愈好。為了好

理解，本研究再將其轉為 T 分數 (T = �0Z +�0)。

（八）英語成就

它是指學生在英語成就的學習表現。以該資料庫中基隆市 �� 學年度第二學期英語文

學期總成績為樣本，本研究考量學生的班級與校際之間差異，採用標準化 Z 分數轉化，

讓各班、各校學生成績可以比較。轉換後的 Z 分數愈高，代表英語文成就愈好。為了好

理解，本研究再將其轉為 T 分數 (T = �0Z +�0)。

三、資料來源、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的信效度

本研究採張芳全 (�0��) 建置的「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資料庫第一波資

料，該資料係對基隆市 �� 所公立國中進行普查，�0�0 年七年級生共 �,�0� 名，有完整

資料者 �,��0 名，有效樣本率為 ��%。資料庫中的英語學習動機係參考國際數學與科學

教育成就研究 (Tre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的學生問卷之

題目設計。在取得資料庫後，先剔除不完整資料，成為有效樣本。研究工具效度採因

素分析主成分分析萃取，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以特徵值大於 �.0 參考標準，在

SES、英文學習動機、家庭文化資本與教育期望（各有 �、�、�、� 題）的 Kaiser-Meyer-

Olkin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 .��、.�0、.��、.��，代表這些研究構面與題項適合進行

因素分析 (Kaiser, ����)，結果如表 �。研究工具信度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各項係數

為 .��、.�0、.��、.��。

表 �.  各面向的信度與效度

因素 題目 共通性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量 信度

社經地位 父親教育程度 .�� .�� �.�0 ��.��% .��

父親職業 .�� .��

父親收入 .�� .��

學習動機 我會努力把英文學好 .�0 .�� �.�� ��.�% .�0

我對英文的喜好程度 .�� .��

文化資本 家庭藏書量 .�� .�0 �.�0 �0.0% .��

家庭設備與資源 .�� .��

教育期望 我對我的自我期望 .�� .�� �.�� ��.��% .��

父親對我的教育期望 .�� .��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四、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資料庫第一波資料，基本資料如表 �。由

表 � 看出，有效樣本為 �,��0 名，其中原住民學生 �0 位，漢族生 �,��0 名，在父親職業

中以半專業人員與公務人員，以及專業人員及中級行政人員比率較高，各為 ��.��% 及

��.��%，父親收入以 � 萬至 � 萬元比率的 ��.��% 最高，單親家庭占 �0%，教育程度以高

中職畢業最高。

表 �.  背景變項的摘要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族群 原住民學生 �0 �.�0

漢族學生 �,��0 ��.�0

性別 女 �,��� �0.�0

男 �,��� ��.�0

教育程度 小學沒畢業 �� 0.��

國小畢業 ��� �.�0

國中畢業 �00 ��.��

高中職畢業 �,��� ��.��

專科畢業 ��0 ��.��

大學畢業 ��0 ��.0�

碩士以上畢業 �� �.��

父親職業 非技術工、體力工 ��� �.��

技術工 �0� ��.��

半專業人員及公務人員 �0� ��.��

專業人員及中級行政人員 ��� ��.��

高級專業人員及行政人員 ��� �0.�0

父親收入 沒有收入 ��� �.0�

� 萬元以下 ��� ��.��

� 萬至 � 萬元 �,0�� ��.��

� 萬至 � 萬元 ��� ��.�0

� 萬至 � 萬元 ��� ��.��

� 萬元（含以上） ��� �.��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 �0.00

單親家庭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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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在資料處理使用 SPSS V��.0 for Windows 分析，分析樣本有遺漏者，採取整列剔除法 

(listwise deletion) 刪除，獲得 �,��0 筆有效樣本。分析方法如下：（一）使用描述統計的平

均數與標準差及次數分配，了解各變項分配情形。由於中介變項眾多，因此以因素分析對

題目進行整併簡化分析。在原、漢的相關變項差異運用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二）運

用多元迴歸分析自變項預測英語學習成就。迴歸分析時，性別以女生為參照組，0 登錄代

碼，男生以 � 為代碼；在族群上，以原住民族生為參照組，0 為代碼，漢族生為 �。多元

迴歸分析掌握多元共線性，以變異數波動因素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為標準，該數

值大於 �0 代表有嚴重多元共線性。多元迴歸分析中，各自變項的 β值可了解各單一自變

項對依變項預測力，從一個迴歸方程式投入變項，以 R2
來了解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

在多元迴歸分析的中介變項檢定，採 Baron 與 Kenny (����) 所說，中介變項的成立應

符合四個條件：（一）自變項必須顯著影響中介變項；（二）自變項必須顯著影響依變項；

（三）中介變項必須顯著影響依變項；（四）同時將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對依變項分析，當控

制中介變項對依變項效應，自變項對依變項效果消失（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上述四項條

件完全符合，則變項之關係為完全中介；若前三項條件皆滿足，但第四個條件自變項仍達

顯著，且其數值小於第二個條件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力，此時中介變項就稱為部分中

介了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效應。Baron et al. 將第四個條件的影響力 (β) 與第二個條件

的影響力 (β) 之差異稱為中介效應 (mediated effect)，代表自變項透過中介變項影響依變

項的效應量。

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原住民學生與漢族學生的差異性

表 � 以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發現，在原住民學生與漢族學生在各變項的 Levene 檢

定發現，兩組學生僅有家中手足數、自我教育期望與補習時間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其餘變

項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這代表漢族學生及原住民學生在英語成績、國語成績、父親教育

程度、父親教育期望、英語學習動機及 SES 具同質性，在兩組具同質性前提下，進行獨

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由表 � 可看出，無論是英語或國語成績，原住民學生都比漢族學生

低，尤其英語成績相差 ��.� 分，而國語成績也有 �.� 分差距。原住民學生與漢族學生在家

庭結構、SES、補習英文時間、英語學習動機與教育期望都有明顯差異，原住民學生明顯

比漢族學生低。原住民學生的父親教育程度較漢族學生少兩年，家中手足數比漢族學生平

均多 .�� 名。表 � 中學生的 SES、英語學習動機、教育期望與家庭文化資本都以因素分析

萃取出係數，這些變項係數也都是漢族學生比原住民學生高。可見，原住民學生可能因家

庭環境較不佳（ SES 較低與兄弟姐妹較多），以致家庭文化資本、英文補習時間、父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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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望、自我教育期望與英文學習動機比起漢族學生低。上述因素不利原住民學生的英語

學習。

表 �.  原住民學生與漢族學生的差異性  n 原 =�0，n 漢 =�,��0

變項 族群 平均數 標準差 原、漢之差異 Levene 檢定 顯著性

英語成績 原 ��.�� ��.�� -��.��** �.0� .��

漢 ��.�� ��.��

國文成績 原 ��.�� ��.�� -�.��** .0� .��

漢 ��.�� ��.��

家中手足數 原 �.�� 0.�� 0.��** �.�� .0�

漢 �.�� 0.��

父教育程度 原 �.�� �.�� -�.0�** �.�� .0�

漢 ��.00 �.��

自我教育期望 原 ��.�0 �.�� -0.��** �.�� .0�

漢 ��.�� �.��

父親教育期望 原 ��.�� �.�� -0.��* �.�� .0�

漢 ��.�� �.��

# 英語學習動機 原 -0.�� 0.�0 -0.��** �.��� .��

漢 0.0� �.00

# 家庭社經地位 原 -0.�� 0.�� -0.��** .�� .��

漢 0.0� �.00

# 教育期望 原 -0.�� �.0� -0.��* �.�� .��

漢 0.0� 0.��

# 家庭文化資本 原 -0.�� �.0� -0.��** .�� .��

漢 0.0� 0.��

補習英文時間 原 �.�� 0.�� -0.��** ��.�� .00

漢 �.�� 0.��

註：# 代表該面向的變項透過因素分析所抽取出來的因素係數。

* p< .0�.   ** p<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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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由表 � 看出，模式 � 的漢族學生英語學習表現明顯高於

原住民學生；模式 � 可看出，男生比女生英語學習成就明顯低，同時單親家庭比雙親家

庭子女明顯低，手足數愈多，英語學習成就愈低，國中生的 SES 愈高，英語學習成就愈

好 (β= .��，p < .0�)，此模式中的自變項可解釋英語學習成就為 ��%；此模式解釋英語學

習成就預測力，從 β 係數（有顯著者）來看，最大為 SES，其次為性別，第三為族群因

素。上述反映出，在控制性別、家庭結構、SES 與手足數之後，漢族學生的英語學習表現

仍明顯高於原住民學生。模式 � 加入家庭文化資本，所有自變項對英語學習成就預測力仍

達統計顯著水準 ( p < .0�)，但 SES 的重要性略下降，整體模式的解釋力為 ��%，家庭文

化資本貢獻 �%，此模式看出，在控制性別、家庭結構、SES 與手足數之後，族群的預測

力略有下降，從β= .�0 下降為β= .0�，但漢族學生的英語學習成績仍明顯高於原住民學

生。模式 � 再加入英文補習時間發現，所有自變項都對英語學習成績達統計顯著水準 ( p < 

.0�)，其中英語補習時間的預測力 (β= .��) 比 SES 大，R2
為 ��%。模式 � 則再加入英語

學習動機發現，所有自變項都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 p < .0�)，R2
提高到 ��%，其中英語學

習動機影響力 (β= .��) 在所有自變項中的預測力最大，而家庭文化資本與英文補習時間

的預測力在英語學習動機投入模式後，其預測力都略微下降。模式 � 再加入教育期望，結

果發現，手足數及家庭結構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其餘自變項仍達顯著水準，其中英語

學習動機的預測力仍然最大 (β= .�0)，而教育期望預測力 (β= .��) 在自變項中對英語學

習成績的預測力居次。模式 �a 則僅以中介變項（家庭文化資本、英文補習時間、英文學

習動機、教育期望與國語成績）對學習成就分析發現，這五個中介變項都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 ( p < .0�)，整體解釋力為 ��%，其中國語成績對英語成績的預測力最大 (β= .��)，而英

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績的預測力 (β= .�0) 居次。

表 �.  英語學習成就因素的迴歸分析摘要

自變項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a 模式 �

b(ß) b(ß) b(ß) b(ß) b(ß) b(ß) b(ß) b(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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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族 ��.��(.��**) ��.��(.�0**) ��.00(.0�**) �0.0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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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親 -�.�0(-.0�**) -�.��(-.0�**) -�.��(-.0�**) -�.��(-.0�**) -�.��(-.0�) -�.��(-.0�)

手足數 -�.��(-.0�**) -�.�0(-.0�**) -�.��(-.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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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資本 �.��(.��**) �.��(.��**) �.0�(.��**) �.�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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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 模式 �a 模式 �

b(ß) b(ß) b(ß) b(ß) b(ß) b(ß) b(ß) b(ß)

補習時間 �.0�(.��**) �.��(.��**) �.��(.�0**) �.0�(.��**) �.��(.��**)

學習動機 �.��(.��**) �.�0(.�0**) �.��(.�0**) �.��(.��**)

教育期望 �.��(.��**) �.��(.0�**) �.��(.0�**)

國語成績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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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R2 .0�� .�� .�� .�� .�� .�� .�� .��

△ -R2 .��� .0� .0� .�� .0� .��

VIF �.0� �.�� �.�� �.�� �.�� �.�� �.��

* p< .0�.   **p< .0�.

最後，將背景變項與中介變項投入模式（模式 �）發現，性別、家庭結構及手足數都

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其他自變項則呈顯著，整體模式解釋力為 ��%，它比模式 � 的

R2 多了 ��%，但與模式 �a 則沒有增加。可見在模式 �，國語成就對英語學習成就的預測

力 (β= .��) 相當重要。模式 � 中，國語成績的預測力最大，其次為英語學習動機，第三

為英語補習時間，教育期望雖仍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但其預測力相較於模式 � (β= .��) 下

降許多 (β= .0�)。由模式 � 還可看出，控制性別、家庭結構、手足數、SES、家庭文化資

本、英文補習時間、英語學習動機與教育期望，漢族學生與原住民學生的英語成績差距已

減少，但族群對英語成績的預測力仍達統計顯著水準 ( p < .0�)。若從模式 � 族群對英語學

習成就預測力 (β= .��) 至模式 � 的 β= .0� 可知，於控制學生的背景因素及中介變項後，

原住民學生的英語表現仍比漢族學生低。然而，在投入家庭文化資本、英文補習時間、英

文學習動機與教育期望等中介變項，家庭結構與手足數就不再成為預測英語學習表現的因

素，尤其再加入國語學習表現的中介因素，性別、家庭結構與手足數就不再是預測英語學

習成就的重要因素。因此，家庭文化資本、英文補習時間、英文學習動機與教育期望是預

測英語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國語成績對英語學習成就的預測力最大。

由表 � 可以看出，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中確實有中介變項存在，本研究以家庭背

景變項對家庭文化資本、英文補習時間、英文學習動機、教育期望與國語學習成就等中介

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模式 � 以家庭文化資本為依變項，而族群、性別、家庭

結構、手足數及 SES 都達統計顯著水準 ( p < .0�)，R2 為 ��.�%，可見漢族學生比原住民

學生補習時間多、女性比男生補習時間多、雙親家庭比單親家庭補習時間多、手足數愈

少及 SES 愈高，其家庭文化資本愈多，家庭 SES 對家庭文化資本的預測力最大 (β= .��)，

換言之，學生要有豐富的家庭文化資本，家庭需要有較高的 SES。模式 � 的英文補習時間

表 �.  英語學習成就因素的迴歸分析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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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各個背景變項都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其中漢族學生、男性、雙親家庭、手足數愈少

及 SES 愈高，學生補習英文時間較多，此模式中的 SES 對補習英文時間的預測力仍然最

重要 (β= .�0)，可見 SES 高的子女，在補習英文時間量仍較占優勢。

在模式 �0 的英語學習動機上，族群沒有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代表原住民學生與漢

族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沒有明顯差異，而女生比男生好、雙親家庭比單親家庭好、手足數愈

少及 SES 愈高，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愈高，SES 對英語學習動機的預測力最高，可見家

庭 SES 高，對子女英語學習扮演重要角色。在模式 �� 的教育期望上，族群與家庭結構未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原住民學生與漢族學生的教育期望沒有明顯不同，雙親與單親家庭在

教育期望也沒有明顯不同，這說明原住民學生及漢族學生有相當的教育期望，而且學生不

因家庭結構而對教育期望有差異，而女性及 SES 愈高，教育期望愈高，代表 SES 愈高對

子女教育期望愈高，而女生比男生的教育期望高。模式 �� 以國語成績為依變項發現，只

有家庭結構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其他變項都達顯著水準，代表漢族學生的國語成績比

原住民學生好，女生比男生好、手足數少與 SES 高，其國語學習成績也較好。

模式 �� 以國語成績為依變項，並對上述四個中介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發現，家庭文化

資本、英語補習時間、英文學習動機、教育期望對國語成績都達統計顯著水準，其中英語

補習時間愈多，國語成績愈不好，這代表英語補習時間稀釋國語學習，影響國語成就表

現。換句話說，如果國中生補習英語的時間愈多，從學生可以學習總量時間來看，很可能

會稀釋其他科目 的學習時間，例如：國語領域、自然領域或其他領域，影響學習成就表

現，這是英語補習時間愈多，可能會讓國語成績較低的理由之一。或許也有可能，學生英

語表現不好（相較於國語成績），才花更多時間補習，但這需要後續的研究。

然而，考量中介變項之後會有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總體效果，在解讀時應多加注

意。例如：就英語補習時間對英語成績的直接效果方面，英語補習時間直接預測英文成績

（模式 �），β= .��。而在間接效果上，即國語文成績為中介，結果就會變成英語補習時間

為負向預測國語成績（模式 ��），β= -.0�，進而國語成績正向預測英文成績（模式 �），

β= .��，也就是間接效果 = (-.0�)*.�� = -.0��。就整體效果 = 直接效果 + 間接效果 = .�� + 

(-.0��) = .0��。換言之，若考量變項的直接與間接關係，學生的英語補習時間若透過國語

成績再預測英語成績之整體效果為 .0��，也就是英語補習時間透過國語成績還是會有正面

效果。

此外，教育期望、英語學習動機、家庭文化資本對國語學習成績預測力都在 β= .��

以上，其中以教育期望預測力最大 (β= .��)。最後，模式 �� 將所有變項投入對於國語成

績的預測發現，只有家庭結構與手足數沒有顯著預測國語成績，其餘自變項都達統計顯著

水準，其整體解釋力為 ��%。若以模式 �� 對照模式 �� 發現，國中生家庭背景變項對國

語成績預測有限，但在控制背景變項後，原住民學生國語成績仍低於漢族學生，這更可看

出家庭文化資本、補習英語時間、英語學習動機與教育期望的中介變項對國語成績的預測

力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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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背景變項對中介變項的迴歸分析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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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變項 文化資本 補習時間 學習動機 教育期望 國語成績 國語成績 國語成績

自變項 b(ß) b(ß) b(ß) b(ß) b(ß) b(ß) b(ß)

常數項 -0.��* �.��** 0.�0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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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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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親 -0.��(-.0�**) -0.��(-.0�**) -0.��(-.0�*) -0.0�(-.0�) -0.��(-.0�) �.��(.0�)

手足數 -0.0�(-.0�**) -0.0�(-.0�**) -0.0�(-.0�**) -0.��(-.�0**) -0.��(-.0�**) -.�0(-.0�)

SES 0.��(.��**) 0.0�(.�0**) 0.��(.��**) 0.��(.��**) �.��(.��**) .��(.0�**)

文化資本 �.��(.��**) �.��(.��**)

補習時間 -0.�0(-.0�**) -.��(-.0�*)

學習動機 �.��(.��**) �.��(.��**)

教育期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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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R2 .��� .0�� .0�� .0� .�0 .�� .��

△ -R2 .�� .0�

VIF �.0� �.0� �.0� �.0� �.0� �.�� �.�0

*p < .0�    **p < .0�

基於上述，本研究將圖 � 的假設模式，在經過實證之後，呈現如圖 �。

H�（接受）／ H�（接受）

H�（接受）

H�（接受）

H�（接受）

H�（接受）

H�（接受）

H�0（接受）

H�（接受）

H�（接受）

文化資本

補習時間

學習動機

教育期望

英語成績

國語成績

性別

家庭結構

族群

SES

圖 �  各路徑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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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討論

過去很多研究探討學習成就因素，以數學成就及自然科學成就居多（余民寧、韓珮

華，�00�；O’Dwyer, �00�; Shen & Tam �00�），很少以國中生的英語學習領域做深入探

討。從研究議題、內容及結果來看，本研究有幾項特色與貢獻：（一）過去少有研究國

中生英語學習表現因素，尤其自 �00� 年政府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以來，僅有張武昌等人 

(�00�) 探討國中生英語表現雙峰問題，但未深入分析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因素，鑑於過

去少探討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因素，本研究深入分析以彌補過去研究不足。（二）本研究

在英語學習成就的學生背景因素，除考量性別、家庭結構與 SES 外，更將族群因素納入

分析；雖然原住民學生、漢族學生的學習成就有許多研究發現差異（林慧敏、黃毅志，

�00�；陳建志，����；楊肅棟，�00�），然而都以數學成就為主，並未以國中生的英文學

習成績分析，這更是本研究補足先前研究欠缺。（三）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因素，不限於

學生的家庭背景、族群或 SES，本研究基於家庭文化資本理論、動機理論、教育期望理

論，透過文獻歸納出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中介因素，即家庭文化資本、英語補習時間、

英文學習動機、教育期望、國語成績，建構出中介預測英語成績的機制，在資料分析以

Baron 與 Kenny (����) 指出的中介變項應符合四項論點進行檢定與討論，這也是本研究特

色與貢獻之一。基於上述，本研究綜合討論如下。

（一）學生家庭結構不佳、SES 低與族群差異不利於英語成績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生的家庭背景因素對英語學習成就仍有預測力。就性別來說，

國中女生的英語成績明顯高於男學生，這與張酒雄與張玉茹 (����) 的研究發現一致，接

受 H�。而漢族學生英語成績明顯高於原住民學生，這與林慧敏與黃毅志 (�00�)、楊肅棟 

(�00�)、陳建志 (����) 的研究發現一樣，接受 H�。這是由於原住民學生家庭環境較不佳

（ SES 較低與兄弟姐妹較多），以致家庭文化資本、英語補習時間、父親教育期望、自我

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動機比漢族學生低。這些因素都不利原住民學生的英語學習，使其英

語學習表現低於漢族學生。然而，與國中生英語表現有關的論點，還有可能與學生個人

語言智慧發展有關，就如 Gardner (����) 在多元智慧理論所強調的，語言學習也是一種智

慧，會因個人特性而有所差異。此外，Sperry (����) 的左右腦分工理論認為，大腦兩半球

具有聯繫和分工的功能，其中左腦負責語言和邏輯思維，右腦透過表象代替語言來進行思

維。國中生個別差異大，每位學生的大腦不同，是否因大腦分工影響語言學習表現，也

值得思考。本研究在資料庫中缺乏這些相關因素，所以上述的論點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

探究。此外，雙親家庭的國中生英語成績明顯高於單親家庭學生，這是因為雙親家庭的

子女有雙親之關懷與照顧，家庭結構完整，子女的學習心態較穩定，可提供教育資源比

單親家庭多，在英語課業學習較有機會與家長討論，因而英語成績較好，這與許多研究

結果一致（張酒雄、張玉茹，����；Amato, �00�; Blake, ����; Downey, ����; Naevdal & 

Thuen �00�），所以接受 H�。而國中生的家庭手足數愈多，英語成績較低，這與相關研究

發現一樣 (Blake, ����; Downey, ����)，家庭子女數多，稀釋教育資源與家長對子女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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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使得英語成績較低，所以接受 H�。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國中生的 SES 愈高，英語成

績愈好，這與相關研究結果一致（張酒雄、張玉茹，����；Aldous, �00�; Asakawa, �00�; 

Sandefur et al., �00�; Yan & Lin �00�），所以接受 H�。值得說明的是，上述學生背景因素

中，SES 對英語成績預測力最大（模式 � 的 β= .��），可見 SES 對英語學習表現之重要

性。

（二）文化資本不足與無法提供補習機會，不利英語學習表現

家庭文化資本理論強調，豐富的家庭文化資本及財務 資本對子女的教育成就取得及

學習表現有正面助益。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生的家庭文化資本愈多，英語成績愈好，此

與 Nonoyama-Tarumi (�00�) 的研究發現一致，也支持 Bourdieu 與 Passeren (���0) 的文化

資本理論，說明國中生的家庭文化資本及資源愈多，可獲得較多學習機會及資源，在教育

取得或學習成就表現較好，使得英語學習成就較高，接受 H�。另外，國中生英文補習時

間愈多，英語成績愈好，這與許多研究結果發現一致（林慧敏、黃毅志，�00�；張芳全，

�00�b，�00�）。家庭文化資本之一是財務資本，家庭經濟較好，子女補習機會與時間較

多，在國中生英文補習時間較多前提下，可增加複習及練習英語的機會，提高學生英語成

績，所以接受 H�。

（三）英語學習動機與教育期望在提高英語成績是重要因素

國中生的英語成績雖與家庭背景因素及族群有關聯，但其預測力在加入英語學習動

機後，就減少很多。國中生的英文學習動機愈強，英語成績愈好，此結果與許多研究結果

發現一致（莊維貞、簡曉琳，�00�；Belmechri & Hummel ����; Dornyei, ����; Ely, ����; 

Gardner & Tremblay ����; Oxford & Shearin ����），所以接受 H�。值得說明的是，在五個

中介變項中，國語成績未投入迴歸分析模式時，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成績的預測力最大

（模式 � 的 β= .��，模式 � 的 β= .�0），它是 SES （模式 � 的 β= .�0）的四倍。如果五

個中介變項一起投入對英語成績的預測分析，不包括背景因素，英語學習動機的影響力僅

次於國語成績（模式 �a）；若將學生的家庭背景變項與中介變項一起投入對英語成績分析

發現，英語學習動機的預測力仍僅次於國語成績，英語學習動機更是 SES 的五倍，足見

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績的重要。此外，父親對國中生的教育期望愈高或學

生自我期望愈高，英語成績愈好，這與相關研究發現一致（張芳全，�00�a；張善楠、黃

毅志，����；Buchmann & Dalton �00�; Fan, �00�; Jeynes, �00�; Trivette & Anderson ����），

這是在模式 � 的教育期望預測力 (β= .��)，僅次於英語學習動機，可見教育期望也是影響

英語學習表現的重要因素，因此接受 H�。

（四）國中生的國語文成績對英語成績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

國中生的英語學習表現受相關學科學習表現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國中生的國語成績

愈好，英語成績愈好，這和張玉芳 (�0��)、Singh 與 Ozturk (�000) 的研究結果一致，支持

Cummins (����, ����) 提出的「語言相互依賴假說」。更說明國中生的英語學習與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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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好壞關係密切，國語文為臺灣國中生熟悉，國語文能力可提供英文學習輔助的鷹架效

果。換言之，國語文學習也是國中生在學習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的一環。一則國語文

能力好，可將國語文學習時間挪來做英語學習，再者國語文學習好，代表對學生一種學習

肯定、能力較好，因而影響學習英文表現，所以接受 H�0。尤其本研究發現，國語成績對

英語成績的預測，在控制學生背景因素及其他中介因素後，其預測力是所有因素中最大者

（模式 � 的 β=.��），由於國語成績投入模式 � 之後，各變項影響力都下降，尤其是性別、

教育期望與英文學習動機，從模式 � 的 β= -.��、.��、.�0 就下降為 β= .-.0�、.�0 及 .��。

這更說明，要讓國中生英語成績表現好，前提之一是國語成績要好，亦即語文學習的自我

效能要好。

（五）國中生的家庭背景變項透過中介變項明顯預測英語成績

究竟國中生英語成績的因果機制的中介變項是否存在？本研究發現，國中生背景變項

（族群、性別、家庭結構與 SES）會透過中介變項（家庭文化資本、英語補習時間、英語

學習動機、教育期望、國語成績）顯著預測國中生英語成績，符合 Baron 與 Kenny (����) 

的四個條件。討論如下：第一個條件是自變項對中介變項都有顯著關聯，本研究符合。這

從模式 � 至模式 �� 可以看出，族群、性別、家庭結構、手足數、SES 大抵對各中介變項

皆達顯著水準。第二個條件也符合，如模式 �a 將家庭文化資本、英語補習時間、英語學

習動機、教育期望、國語成績對英語學習成就都達統計顯著水準，即中介變項對依變項都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第三條件亦符合，如模式 � 將族群、性別、家庭結構、手足數、SES

等自變項對英語學習成就分析都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第四個條件大致符合，本研究將自變

項與中介變項對英語學習成就分析發現，性別、手足數、家庭結構變成沒有達到統計顯

著水準，同時族群與 SES 預測力下降，如模式 � 族群的 β= .�0 下降為 β= .0�，而 SES

的 β= .�� 下降為 β= .0�。換句話說，第四個條件有三個自變項在模式 � 達到統計顯著

水準，在模式 � 變為沒有達到顯著水準，只剩下二個自變項的 β 達到顯著水準。雖然此

二者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但預測力下降許多，加上模式 �a 僅中介變項對英語成績影響的

整體解釋力就有 ��%，而模式 � 自變項與中介變項都投入對英語成績影響的整體解釋力

為 ��%，依此看模式 �a 與模式 � 的影響力沒有不同，模式 � 的自變項預測力完全被中介

變項所解釋。基於上述，可判斷所納入的中介變項具有接近完全中介的效果，所以接受

H��。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獲得以下結論：

（一）國中生家庭背景變項（ SES、性別、族群、家庭結構）預測學生英語學習成就

原住民學生的 SES 偏向較低，兄弟姐妹較多，以致家庭文化資本、英語補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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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教育期望、自我教育期望與英語學習動機比漢族學生低。這些因素使得原住民學生英

語學習表現低於漢族學生。同時，國中女生比男生好、SES 高者，英語學習成績好；學生

的家庭結構不良，英語學習成績較差，子女數較多者稀釋教育資源，英語成績也較不好。

（二） 國中生的教育期望愈高、英語學習動機愈強、學生補習時間較多、家庭文化資

本愈豐富與國語成績愈好，其英語學習成就愈好

在這些因素中，原本英語學習動機及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績的預測力不小，但在投

入國語成績之後，國語成績對英語成績的預測力變成最大，其次才是英語學習動機，而教

育期望與文化資本的預測力則縮小。

（三） 國中生背景變項透過中介變項（教育期望、英語學習動機、學生補習時間、家

庭文化資本、國語文成就）

對英語學習成就預測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將家庭背景因素削弱。這些中介變項的預測

力為學生家庭背景變項的二至五倍不等，尤其是國語成績與英語學習動機減少家庭背景因

素預測力。

二、建議

（一）對教學上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英語學習動機與國語成績對英語成績的預測是所有變項中最大的，

教育期望預測力也不小。若學校及教師在平時及課堂中能鼓勵學生培養英語學習興趣，運

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引導其學習動機，應可彌補家庭結構不良的子女、沒有家庭文化資本

及補習機會，減少原住民學生與漢族學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差距，以及來自於 SES 較低或

家庭結構不良的子女在英語學習表現的差異。教師應多找尋適合學生的英語學習或教學策

略，不要將原住民學生、SES 較低學生或家庭結構不良學生之低學習成就視為當然。上述

的家庭結構及背景或族群因素雖難以改變，但英語學習動機對原住民學生、SES 較低的學

生或家庭結構不良學生來說還是很重要。

國中生國語成就表現及其學習狀態也應受重視。本研究發現，國中生國語成績是預測

英語學習表現的重要中介因素，國中生要提高英語成績，需有較好的國語文表現。因此，

教師及學校應鼓勵學生均衡學習，重視國語學習，尤其國中生若能有好的國語文學習表現

做鷹架，可提高英文學習表現。當然，家庭的教育資源充實不可或缺，尤其家長對子女適

切的教育期待，不需要花費成本，家長若能給予子女適切的教育期待，並引導子女自我適

切的教育發展，也是提高英語成績的策略之一。

（二）未來研究建議

�. 進一步追蹤研究

本研究的分析樣本為七年級學生，未來的研究可追蹤學生至國中其他年級，對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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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納入的背景因素及中介變項做進一步的驗證，同時也能對原住民學生及漢族學生的英語

學習成就的變遷有更清楚的認識。而本研究以基隆市的七年級學生進行調查，故結果推論

無法擴及所有國中生。此外，本研究的學習動機、教育期望雖然僅有二題，但這二題在因

素分析抽出總解釋量各為 ��% 及 ��%，效度不低。須知，研究工具效度不在於題數多寡，

而在於題目是否真正抽測量所要的特質。本研究以基隆市學生學習表現資料庫中的英語學

習動機為依據，據其資料庫說明，參考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研究 (Tre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的學生問卷之題目進行設計。資料庫中的兩個題目

是「我會努力把英文學好」、「我對英文的喜好程度」，在 TIMSS 八年級問卷中學習動機包

括六題，其中「我喜歡數學」、「我喜歡學數學」等兩題與「我對英文喜好程度」是接近的

題項，而 TIMSS 的「我需要把數學學好才能得到我想要的職業」及「與數學有關的事我

學得很快」，與「我會努力學好英文」，在學習意圖上，動機很接近。上面僅把數學領域改

為英文領域，因此這兩題英語學習動機應該可以替代測量動機的變項。

至於教育期望，是指他人對個體或個體對個體的自我教育期望。本研究是指學生自我

教育期望及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這在變項測量一節就已說明。很多社會科學研究不是

一定要很多題目才可以代表那一個概念，如果研究所測量的就已經是該概念了，或接近那

一個概念，其實就可以視為替代該概念，也就是做到測量。不同的只在於，它可以抽取的

解釋力有多少。就如 Lowman 與 Elliott (�0�0) 所說，該研究對教育期望僅用一題來替代，

也就是它問學生「您最後期望要獲得哪一個層次的教育水準」，以此視為教育期望。然而，

未來研究也可以運用多個題目來建構，這也是一種方式之一。本研究以「我對我的自我期

望」、「父親對我的教育期望」測量「教育期望」便足以代表。但是，這是否有考量到現今

家庭與社會結構的改變，因為不見得僅有父親在孩子的教育期望扮演重要角色，未來研究

亦應注意。在分析相關因素上，張武昌等人 (�00�) 研究分析臺灣學生英語表現雙峰原因

可能在於城鄉之學習資源不均，以及國中教師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再加上長久以來有一

群數目相當穩定的「放棄者」（即低峰群）影響英語學習表現，故未來應研究這群學生表

現因素。此外，在進行中介模式檢定時，以英語補習時間預測國語成績，受到學習時間稀

釋的影響，不僅可能相關性低，而且還有負向關係存在。本研究結果為負向顯著影響，代

表補習時間負向影響國語成績。然而，這僅是初步結果，未來研究可再探究其準確性。

政府已於 �0�� 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未來國中生的英語學習表現，包括學生

自律學習、英語學習焦慮、英語學習技巧，甚至城鄉間的學生英語表現是如何？此外，

Dickinson 與 Porche (�0��) 指出，提早學外語也是影響後來表現的重要因素，未來資料蒐

集可朝提早學習外語的因素著手。英語學習成就是學習成就的一環，這方面的學習影響學

生未來教育取得或生涯發展，未來應長時間追蹤調查、固定時間追蹤調查，從長期資料來

預測他們在英語學習表現的關鍵因素，提高學習表現。此外，若能追蹤分析樣本，可運用

縱貫性研究，透過潛在成長曲線模型了解國中生成長變因，如此可更了解國中生英語學習

成就因素的成長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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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班級氣氛與學校文化

本研究沒有納入學校經費、城鄉差距、教師英語教學策略與方法、學校文化、學校班

級氣氛或原住民族文化等可能預測英語學習成就因素，這些因素是資料庫中所沒有的，未

來研究如要分析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可以朝這方面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此外，學

校層級因素也可以預測學習成就，這可能與校際之間的差距有關（張芳全，�0�0），未來

研究可納入不同層級因素，以多層次模式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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