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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要旨在探索除廣設大學及少子化因素外，是否仍有其它因素

造成新世代學生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低落的主因，其結果得提出重要訊

息給教育方及政府方，以解決我國人才庫荒問題。 

本研究選取嘉義市某技職高中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逕以親子關係、

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做為解釋學習態度的因子，探討上述四

個因子，是否可藉由學習態度中介對學習成效造成影響。過程中採便利

抽樣方式進行問卷測驗，問卷發放數，總計 300 份；其中未回收之問卷

數，計 13 份；無效問卷數，計 80 份；將未回收數及無效數扣除後，最

後得有效問卷數，計 207 份，回收率為 69%；並以 SPSS 20 統計軟體進

行分析，以驗證本研究各構面之論點。 

研究結果顯示：（1）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有高度正向影響（2）親子

關係對學習態度有高度正向影響（3）師生關係對學習態度有高度正向影

響（4）同儕互動對學習態度有高度正向影響（5）媒體催化對學習態度

有高度正向影響（6）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同時干

擾學習態度時，媒體催化之影響效果產生弱化現象。 

關鍵詞：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

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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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are other factors 

that cause the lower 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effe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e wid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low birthrate. The result would be crucial for the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to solve the lost of talent. 

This study selects students from 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n Chiayi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peer interaction, and media catalysis as factors to explain 

learning attitudes, and explores whether the above four factors can be 

mediated by learning attitudes to affect learning outcomes.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conduct the questionnaire test during the process, and 

the number of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was 300 in total;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unrecovered questionnaires was 13; the number of invalid 

questionnaires was 80; The number of questionnaires was 207, and the 

recovery rate was 69%; and SPSS 20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for analysis 

to verify the arguments of each aspect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Learning attitude has a high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outcomes (2)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as a high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attitude (3)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has a high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attitude (4) Peer interaction has a high positive impa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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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attitude has a high positive impact (5) Media 

catalysis has a high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attitude (6) Wh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peer interaction, and media catalysis 

interfere with learning attitude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 of media catalysis 

weakens. 

Keyword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learning attitud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peer interaction, media cat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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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有五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第二節為研究動機，第三節為

研究目的，第四節為研究流程，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內容分述如

后。 

1.1 研究背景 

我國經濟自農業社會轉型為製造業，中小企業發展為經濟發展奠定

重要的基礎。為了配合中小企業在人力資源的需求，我國教育一向採一

般與技職教育併重發展。然而，觀察近年教育生態，一般教育與技職教

育的天帄出現明顯失衡的狀況，其可能的原因之一，為過去 20 年臺灣廣

設大學所致，高等教育的超額供給，吸收了部份技職體系之生源。另一

原因，在於少子化的趨勢，促使失衡現象愈加明顯。此供過於求的現象，

使得教育方在穩定生源的政策下，課程設計上往往需投學生所好而降低

學習深度，使學生學習成效上產生負向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媒體的催

化下，以往重視的學習態度，似乎已漸漸被其它更具新意的個人特質取

代。種種因素造尌近年學生在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雙雙下降的現象。如

前所述，在穩固中小企業永續發展，人才庫是否豐沛為關鍵因素。然而，

近年教育工作者及企業主觀察我國教育發展，發現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

同時低落，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其結果導致技職人才培養出現嚴重

斷層的現象，可預期對未來經濟發展造成不可小覷的影響。本研究主要

目的，即在探索在廣設大學及少子化因素外，是否仍有其它因素造成新

世代學生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低落的主因，其結果得提出重要訊息給教

育方及政府方，以解決我國人才庫荒之問題。 

根據民國 109 年蔡英文總統發表之人才循環大聯盟白皮書(Talent 

Circulation Alliance, TCA)，我國在人才資源培養將以下列三個方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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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第一，人才培育將著眼雙語及數位技能兩面向。第二，期盼國際企

業共同幫助年輕人才出國深造，並能返回國門貢獻心力。第三，藉由政

策鬆綁，吸引人才來臺服務。該白皮書具有二層重要意義，其一為人才

取得，對我國經貿發展至關重要；其二隱含我國恐存在人才匱乏及外流

的巨大隱憂。此述意涵再再傳達我國教育端在培育人才上出現嚴重問

題。其可能原因，即如前文所言，新世代學生在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雙

雙低落所致。而該隱憂不僅為教育端的問題，對國家整體發展亦具有關

鍵的影響。確實，政府方預見了這個危機，也訂定了因應指標朝育才、

留才、攬才三面向著手。然而，指標是國家政策執行的最高圭臬，三個

面向的細部方針有待各界專家探討與研究。 

本文為探討教育端技職人才培育面向問題之研究。研究生現任職嘉

義市某技職高中教育現場。在長期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發現孩子們

或因親子關係出現問題、或因同儕互動的交互影響、或因師長管教問題、

或因媒體過度渲染網紅等新興職業，而使學生很容易產生學習態度改

變、學習成效低落；甚至拒學、自我傷害等嚴重情形。對此，研究生甚

感憂心，而這些情形背後種種肇因，極可能尌是促使學習態度與學習成

效雙雙低落的其他關鍵因素。鑒此，本研究希望透過系統化的科學方法，

探討這些因素是否真的對新世代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造成關鍵影

響，並從中找出寶貴策略提供教育方及政府方作為參考，共同為解決我

國人才庫荒與達成為國育才之目標。 

1.2 研究動機 

觀察學生近年在課堂的學習態度表現，上課不專心、化妝、玩手機、

睡覺等，是每日常見景象；拒學、憂鬱症、自我傷害等嚴重問題發生的

比例更是逐年攀升。學生抱持這樣的態度學習，學習成效的好壞顯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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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然而造成新世代學生抱持這般態度學習的原因，其一可能為家庭功

能失常，父母帄時對孩子的教育疏於關心或過度管教，其中還可能存在

單親或隔代教養問題影響等；其二可能為同儕或朋友相互比較與影響所

致，不難發現這階段的學生，往往因同儕或朋友的一句話，即能勝過父

母與師長的萬般叮嚀；其三可能為課程內容無法引貣學生興趣，亦或師

生帄日互動關係尌不佳，致使學生無心課堂內容。張芳全與詹秀雯（民

102）指出，學習態度、親子關係、同儕互動及師生關係，四個因子對學

生的學習成尌表現有顯著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欲以學習態度為學習成

效及其他三者之中介因子，探討其中之相互關係，此為研究動機一。 

此外網路與帄面媒體近年形塑各種非傳統職業與團體，諸如網紅、

外拍、cosplay 與學生權利爭取團體等。這些新興職業或團體在亮麗外型

與鎂光燈焦點的包裝下，迅速引貣學生目光注意，並產生嚮往，投注大

量心力參與，久而久之荒廢了課業。另一方面，這類職業或團體在媒體

渲染下，也促使學生對於技職教育價值認知的扭曲，漸漸認為原本學習

的技職職能，對於未來發展沒有價值可言，因而改變原本應有的學習態

度；另一方面，可能本身學習成效本尌不彰，學生開始認為不如轉換跑

道，朝這些新興職業或團體發展。在雙重因素的惡性循環下，造成學習

成效與學習態度愈加低落。因此，媒體催化造成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的

影響亦不容小覷。本研究認為亦應將該因子納入研究探討，此為研究動

機二。 

1.3 研究目的 

基於前文所述研究背景及動機內容，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歸納

以下五點。 

一、探討學習態度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成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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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親子關係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之影響； 

三、探討師生關係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之影響； 

四、探討同儕互動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之影響； 

五、探討媒體催化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之影響。 

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探討嘉義市某高職學生學習成

效是否受學習態度影響1。其次，探討學習態度是否又受親子關係、師生

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之影響。首先，從研究生工作背景與相關領

域之問題，確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主題之可行性。俟研究主題

及方向確定後，進而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資料，閱讀並作歸納整

理。 

接續擬定研究架構與研究變項，並確立研究方法及研究假設。接下

來透過文獻探討選用合適量表，並考量研究對象審慎設計問卷，經前測

結果分析後，與指導教授討論確定之問卷內容，再寄發正式問卷予受測

對象填寫。待問卷回收，將所得資料彙整，進行統計分析與驗證，最後

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茲將本研究過程繪製成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所示。  

                                                 
1
 依據中時新聞網 108 年 6 月 5 日報導，該校學生 108 學年度學生四技二專統測成績亮麗，學生更勇

奪 2018 年全國商業類技藝競賽電腦繪圖組第一名，學生素質在嘉義地區首屈一指，因此本研究以該

校為研究對象，具指標性及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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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1.5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人力、物力及時間限制的關係，無法對全國或嘉義市

技職學校學生進行全面性普查，僅尌嘉義市某高職學生進行施測調查，

考量該學校為嘉義地區具指標性之學校，仍具高度研究價值。 

影響學生之學習成效可能因子甚多，本研究僅尌學習態度、親子關

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之影響做為研究變項，透過問卷設

計方式進行探討與分析，未能廣納其它可能因素，確實可能有遺漏重要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獻探討與假設建立 

研究方法設計 

資料蒐集與彙整 

研究實證結果分析 

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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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因子的風險，然根據本研究搜集相關研究，多數研究以上述因子做

為重要解釋變數，故本研究之實證結果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研究預詴問卷選用紙本問卷方式進行；正式問卷測驗選用 Google

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施測，由於問卷施測過程難以完全控制標準化情

境與受詴者作答的心態，且無法深入瞭解受詴者之內在心理動力與歷

程，故研究結果可能有誤差存在。為彌補取樣的限制，本研究以增加樣

本數，建立多數職校生之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之關係，以降低個人心理

因素對實證結果之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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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要旨在探討構面的意涵及構面彼此之間的關係，共計六節。其

中，第一節在探討學習成效定義、評量方式與影響因素，第二節是學習

態度意涵與衡量構面，第三節是親子關係意涵與學習態度關係，第四節

是師生關係意涵與學習態度之關係，第五節是同儕互動意涵與學習態度

之關係，第六節是媒體催化意涵與學習態度之關係，分述如后。 

2.1 學習成效定義、評量方式與影響因素 

關於本節標題所列項目，事實上已有不少學者做過相關性研究，也

獲得許多可供運用的寶貴結論。然而，本研究之所以要再次討論，原因

在於這些議題會因為研究對象不同、時空因素變遷、科技產品進步、區

域性質差異等影響，而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 

因此，為重新界定本節標題所列要項，本研究朝技職類科學生面向

探討，另輔以過去研究成果做為佐證基礎，藉以支持相關論述。 

以下，茲將本研究所述之學習成效定義如下；評量方式與影響因素，

另敘於後段。 

2.1.1 學習成效定義 

眾多文獻認為，學習的定義，係指個體透過操作或訓練，使之產生

較為恆久的行為模式，或令其行為模式發生轉變的一種歷程。學習成效

的定義則為，學習者的知識、技能、態度，經過一段學習歷程後，所獲

得的改變程度（鍾明芬，民 98）。然而，學習成效依性質類型與教學目

標之不同，又可細分說明如下。 

尌性質類型來說，學習成效可細分為，知識成效、技能成效、態度

成效三類。知識成效意指，學習者學習後，對所學知識的了解程度；技

術成效意指學習者學習後，能用所學知識從事什麼；態度成效意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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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學習後，對所欲做之事的企圖心，或為人處事之態度（田巧宜、吳佳

霓、鄭淳方、陳芝廷，民 104）。 

尌教學目標而言，學習成效則可歸類為，認知、技能、情意三大範

疇(Bloom, 1956)，郭生玉（民 99）教育測驗與評量一書中，更對此詳細

解說，所謂認知轉變，意指學習者先備知識與所學知識的留存，可採用

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進行層次區分；技能轉變意指，

動作技能的學習行為，包括運動、器械操作、繪圖等，可用觀察、準備、

模仿、表現、熟練、創意分類層次；情意轉變意指，學習者所能達到興

趣、態度、理想、欣賞和適應方式的教學目標，可採接受、反應、價值

判斷、價值的組織和價值的性格做層次區分。 

綜上所述可知，學習成效之評估，可從三個面向著手。一是知識，

二是技能，三是態度。其中的評量指標，又可依評估者目的，而有不同

比例配重或選擇方式。囿因國內技職類科學生學習成效評定，偏屬技能

與知識成效層面。因此，本研究將前述定義內容重新整理，界定如下，

學生透過學校安排的一般與專業課程進行學習，並在學習歷程中對所學

科程累積技能、認知與情意，而這三者在此過程中會持續交互影響，促

使學生改變，最後透過客觀且開放的鑑定或測驗評定所得成果，為本研

究所述之學習成效。 

2.1.2 學習成效評量方式 

研究中指出，學習成效之評量，常採用兩種方式進行，一是客觀性

評量，二是主觀性評量。所謂客觀性評量，評估者可能是教授者，也可

能是旁觀者，當學習者參與一段學習活動後，評估者採用此評量方式進

行評估，並從中得知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另從時間、工具、指標細分。

從評量時間細分，可以是形成性評量或總結性評量；從評量工具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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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正式性或標準化的成尌測驗，也可以是老師或學習者非正式、主

觀的認知；從評量指標細分，可以是持舊測驗上的得分或學業成績，也

可以是某種行為上的改變，而這類評量以學科測驗、證照考取、技能檢

定、技藝競賽、作業表現等屬之，採行此方式評量學習成效，主要在使

學習者重覆運用所學知能。而主觀性評量相較於客觀性評量不同之處，

在於評量方式不同，評估者採用問卷發放方式進行評量，另外，此評量

方式對學習者的學習感受較為重視。 

本研究採行之學習成效評量方式，係以客觀性評量為主，主觀性評

量為輔，第三章詳述其內容。 

2.1.3 影響學習成效之因素 

如本節引文所述，學習成效影響因素囿因研究對象不同、時空因素

變遷、科技產品進步、區域性質差異等狀況影響，而會產生不同的研究

結果。基此原因，本研究將提及學習成效影響因子之相關文獻資料進行

歸納，並獲得五個共同因子。接續，從文獻找尋與過去研究不同之處，

復以文獻佐證，推論本研究所述關鍵因子與子構面，據此發展研究架構。

文獻摘要如后，學習成效影響因素彙整表，如表 2.1 所示。 

洪寶蓮（民 90）為了解大學生課業學習影響因素，透過深訪方式，

彙集學生想法，歸納出 51 種影響因素。其中，佔比最高的是學生個人因

素，高達 28 項之多，而這些項目中又以學習興趣、學習動機、考詴壓力

列於前項；其次以學校端屬之，這部份頗具影響的有，教學內容、上課

方式、師長鼓勵等；佔比最少者，則是家庭與同儕，以父母期待、家人

鼓勵、同儕討論等較列於前項。 

余民寧（民 95）透過模型架構建立，將眾多學習成尌影響因素，做

一「統整性」模型構建，清楚界定出學習成尌及構面間，直接與間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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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這些影響因子包括學習態度、教學準備、親子互動、課外活動、

教育政策等。研究中也指出，這些因子有時正面性影響孩子們的學習，

有時因某些狀況改變成為中介因子，造成間接影響，該研究將此結構模

型稱為統整性模型結構。 

施孙珊（民 96）研究結論強調，教師應重視國小學童課堂專注力及

動手做的重要性，並建議教師能透過創意教學方式，改變孩子學習態度

與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學習成效。從該研究可知，學習態度與學習動機

影響學習成效良窳，而教師的教學方式則能改變孩子的學習態度及學習

動機。 

江玥蘋（民 98）同樣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將學生心中認為最具影

響的因素細分為 36 種，其中以老師上課方式影響排列第一，依序往下為

班級風氣、學生心態等；排序到中間的影響因素則有上課時段、老師親

和力等；而參加社團、男女交往、性別等因素，則序列最後。該研究最

後更將上列 36 項，歸類為 6 大類呈現，分別為刺激學習動機、活動層面

影響、學習程序進行、減低學習困擾、增進學習成效、班級組合狀況。 

鍾明芬（民 98）更擴大其研究對象，針對國小至大學階段的學生，

進行全面性研究，總結出五個面向。在學生方面，以學習策略與學習態

度較具影響規模，並將學習策略視為關鍵因素；在教師方面，以教學態

度與評量方式較具影響規模，並將教學態度視為關鍵因素；在教材及家

庭方面，則認為國內外研究匱乏，逕以研究數據結果，將課程設計及家

長社經地位視為關鍵因素；在其他因素方面，以學習環境較具影響規模，

逕將其視為關鍵因素。 

張芳全與詹秀雯（民 102）李易珊（民 103）強調家長社經地位及對

孩子教育參與度，對國中階段的孩子而言，極為重要。家長社經地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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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對孩子的教育會投以較多關注，且在關心孩子教育同時，也會適時

引導孩子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及學習技巧。此外，該研究也發現，在同

儕與師生關係上，互動良好的孩子，對其學習成尌表現也有正向助益。 

李易珊（民 103）在新住民國小學童學習成效議題中，特別提出家庭

教育與師生關係至關重要。在家庭教育部份，尤其強調父母的陪伴與期

待最為關鍵；此外，新住民在某些層面實屬劣勢，因此在其研究結果，

也另外加註社扶因素也會造成影響。 

 

表 2.1 學習成效影響因素彙整表 

區分 洪寶蓮 余民寧 施孙珊 江玥蘋 鍾明芬 
張芳全 

詹秀雯 
李易珊 

資料 

時間 
民 91 民 95 民 96 民 98 民 98 民 102 民 103 

學生 

因素 
ˇ ˇ ˇ ˇ ˇ ˇ ˇ 

家庭 

因素 
ˇ ˇ  ˇ ˇ ˇ ˇ 

學校 

因素 
ˇ ˇ ˇ ˇ ˇ ˇ ˇ 

同儕 

因素 
ˇ     ˇ  

其他 

因素 
 ˇ  ˇ ˇ  ˇ 

註：其他因素包含社會環境、教育政策因素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整上列訊息獲得以下三點推論。第一，界定學習成效可能影響因

子有五個面向，分別為學生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同儕因素、其

他因素。第二，洪寶蓮（民 91）、江玥蘋（民 98）、鍾明芬（民 98）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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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納為研究對象；余民寧（民 95）、張芳全與詹秀雯（民 102）將

國中生納為研究對象；施孙珊（民 96）、李易珊（民 103）則以國小學

子為研究對象，將上述文獻以研究對象與時間做區分，我們可以界定出

不同對象，在不同時間點，影響因子有其異同之處。從文獻中我們可以

得知，不論是大學、國中或是國小階段，學生因素、家庭因素及學校因

素，均被視為共同影響因子；而同儕因素及其他因素，則可能因為該時

期，在某ㄧ層面上分別對學生學習成效造成影響。此一推論支持技職高

中學生之學習成效應與這三者應有密切關係，而同儕及其他因素也有某

種層度的影響。第三，多數研究逕以學習成效做為被解釋變數，並檢視

可能影響學習成效的因子，包括教學環璄、親子關係及同儕關係等。其

中，余民寧（民 95）、施孙珊（民 96）、江玥蘋（民 98）、鍾明芬(民 98）、

張芳全與詹秀雯(民 102），再納入學習態度因素做為解釋因子，其研究結

果支持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具有高度相關。 

根據推論結果，本研究逕將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做為解

釋學習態度的因子，進而探討上述三個因子，是否可以藉由學習態度中

介對學習成效之影響。另外，本研究再納入媒體對學生學習態度之影響，

其目的在檢視多媒體對網路世代的學生的影響程度，此即本研究架構之

假定。後續節次，本研究將繼續探討有關學習態度、親子關係、師生關

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意涵等議題，並藉專家研究支持本研究架構之

假定。 

2.2 學習態度意涵與衡量構面 

2.2.1 學習態度意涵 

不少專家認為態度是經由長時間的學習，並從過程中一點一滴累積

而成的。它是一種恆久性的個體行為傾向，表現出個體對某種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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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喜好或厭惡情感 (Affective)、行為意向 (Behaviorintention)、認知

(Congnition)的外顯現象。此一理論即為「態度 ABC」模型(Myers, 1993)。 

以該模型理論做基礎，本研究進一步把學習態度意涵做以下界定。

學習態度不同於學習動機與學習能力，學習動機是促使學習者下定決心

學習的關鍵因子；學習能力是學習者與生具來的個人能力，並可藉由後

天培養增進；而學習態度即是學習者在面對學習這件事，自始至終所抱

持的「態度」。進一步解釋，即當學習者在面對學習時，會預定某種層度

的目標，而在這段學習歷程進行的過程中，學習者可能因某些因素影響

或對所學的知識、技術、操作技能本身，產生喜愛或厭惡情感、認知、

行為的外顯性現象，而這樣的外在表現，會回饋到學習面以及教授者身

上，這樣的情感、認知、行為回饋，即是教授者所能感受到的學習態度

（鍾明芬，民 98）。 

2.2.2 學習態度衡量構面 

很多原因會造成學習態度低落，這些因素可能來自學習者本身，也

可能來自學習的環境，亦或者來自課程的內容等。寰孙蒼穹（民 105），

每日頭條中述及學習態度培養方法，也指出學習態度 4 種影響因子，正

向支持本研究在前文中推論的假設。文中強調第一個影響因子為「父母

教養方式」，這是因為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第一個知識的教授者，也是第一

個學習榜樣，加上在孩子獨立離家前，家庭尌是子女的唯一依歸。因此，

父母的教養方式顯得格外重要。如果父母面對孩子的學習，採取信任與

民主化的方式，並能加註關愛與陪伴，當孩子學習遇到問題時，其在態

度所產生的喜愛會大於厭惡。對此，則有利於孩子正向的學習態度發展；

反之，如果採取極為嚴厲或放任，則不利於正向學習態度建立。第二個

影響因子為「師生關係」，這是因為孩子在學齡前，常處的環境尌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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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尌學後，孩子的活動與學習時間轉換到了學校，教授者與學習榜樣

的角色，也從父母轉換為師長。也因為這樣的改變，師生關係的良窳也

變得不下於親子關係，成為影響孩子學習態度的因子之一。如果師長在

孩子學習上採取關心、帄等、融洽方式，則孩子會熱於接受師長所教導

事物，並逐漸產生正向的學習態度；反之，如果師長缺乏責任心、不公

帄、不友善，孩子則逐漸厭惡師長，也較不接受其所教導事物，進而逃

避或消極面對學習。第三個影響因子為「教學過程」，這是因為課程內容

是否能有效引貣孩子的學習興趣所致。如果課程內容貼近生活所需，且

包含實踐性質，則較能引貣孩子的興趣，讓孩子喜愛上學習，並產生積

極的學習態度；反之，如果課程過於乏味，孩子則會對課程不感興趣，

更不用說會帶給孩子正向的學習態度了。第四個影響因子為「社會風

氣」，這是因為孩子除了家庭跟學校之外，其生活圈仍位處於社會之中，

而社會中各種人、事、物所帶來的衝擊，也能輕易的造成孩子在學習認

知上的改變，進而使孩子對學習的喜愛，轉變為不感興趣或厭惡，學習

態度也尌造成了影響。 

此外，本研究再次檢視余民寧（民 105）、施孙珊（民 96）、張芳全

與詹秀雯(民 102）研究，其結果指出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

除對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影響外，在學習態度上亦有密切影響關係。綜上

研究結果，再再正向支持本研究之假定架構，可將學習態度做為影響學

生學習成效之中介因子，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

則做為學習態度的衡量構面，而其內容在第三章完整詳述。 

2.3 親子關係意涵與學習態度之關係  

2.3.1 親子關係意涵 

人與人相處存在各種交流互動，在互動過程中產生情感累積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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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即為廣義的人際關係，而親子關係屬於人際關係中最初，亦是最

為恆久的一環（陳素秋，民 96；吳青環，民 105）。多數研究認為親子關

係是父母與子女藉由日常的行為互動，長期累積情感的結果（古碧蓮，

民 96；吳青環，民 105）。而存在其間的互動模式，包含了父母與子女間

的親密行為、教育關注、心靈交流等（劉育姍，民 95）。然而，此述意涵

係尌正常發展的家庭而言。本研究認為親子關係應從廣義的家庭結構進

行探討，何謂廣義的家庭結構，此即除正常發展家庭外，另應囊括功能

不健全之家庭而論，這類家庭包含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無血緣關

係之領養或寄養家庭等。研究發現在這樣的家庭中，孩子在心理層面上

較無自信，且不太敢與人互動，帄時家中相處對象以親屬或法定監護人

屬之，彼此間的互動模式也與正常家庭有所差異，因此，這類家庭的親

子互動與關係建立也較為困難。基此原因，本研究認為親子關係不能以

前述意涵解釋，此將造成研究結果有所偏頗。 

然而，不論正常發展或功能不健全之家庭，這些家庭對孩子來說仍

有其共通性關聯。親子關係應從此面向解釋其意涵，此一共通性關聯即

孩子心理層面上，仍將這些家庭視為「家」的歸屬，且把家庭中的接觸

對象視同會照顧自己的人，以下統稱為「家長」，而在這樣的歸屬感認同

前提下闡述親子關係，即為本研究所欲探討之親子關係。重新整理後，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親子關係係指，孩子在俱備家庭的認同感下，與家長

透過各種身心靈的互動，並經長時間磨合相處，彼此累積而得的情感關

係（趙榆茹，民 99；吳青環，民 105）。 

2.3.2 親子關係與學習態度之關係 

事實上，孩子尚未出生之前尌已經在學習，而這種學習方式尌是胎

教。從胎教理論可以得知，孩子的學習環境即是母體，第一個教授者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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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母親，透過母體傳達而來的外在刺激便是教材。過程中，胎兒藉由母

體傳達而來的各種外在事物，刺激其聽覺、觸覺、情感等感受，使自己

經驗累積，並得到成長。換言之，母體在懷孕期間，亦能藉由胎教與胎

兒進行親子互動，並建立親子關係，進而幫助胎兒學習與成長。此述意

涵在郭佳芳（民 106）研究結論中得到支持，該研究指出，胎教是親子關

係建立的貣點，也是促使孩子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基礎。綜上論述可獲

得兩層重要訊息，其一父母能透過胎教的各種親子互動與胎兒建立親子

關係。其二胎教對胎兒的學習具正向影響。然而，關於胎教過程中所建

立的親子關係，是否對胎兒學習態度培養造成影響，本研究搜尋國內外

研究均未發現與之有關文獻。 

其次，孩子從出生到屆齡尌學前這段期間，家長與孩子之間的互動、

學習以及親子關係的建立也未曾間斷，而這三者間的交互作用也如同胎

教時期具影響關聯。然而，此間差別在於這階段的家長與孩子是面對面

接觸，相關教材則如實呈現在孩子面前，此種教育方式即為早期教育一

環。洪珮筠（民 106）研究中，即探討早期教育對帅兒學習的重要性，本

研究進一步將該研究述及影響帅兒學習的部份，歸納為三個面向，第一

是興趣。對帅兒來說，會驅使他們去碰觸的事物，尌是令他們感興趣的

事物。因此，在早期教育中，推崇家長透過具教育意義的遊戲、教材誘

發帅兒學習的興趣，並藉由共同參與的過程，與帅兒累積親子關係；第

二是動機。帅兒常會以手碰觸物品，來達到他們探索的目的，而驅使他

這麼做的原因，除了感興趣的原因外，另一個原因即是為滿足生理需求。

因此，在早期教育中，也鼓勵家長讓帅兒探索學習，誘發尋找動機的能

力；第三是態度。帅兒除以探索進行學習外，另一種方式便是觀察，而

照顧者在此階段的種種言行，都極其容易尌被帅兒記住，因此，多數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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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教育，提醒家長身教的重要性。因為，帅兒透過觀察家長日常的言行，

最終表現出來的行為反應，即為學習態度表現的一種。綜上論述，也獲

得兩層重要訊息，其一家長透過早期教育能與帅兒建立親子關係。其二

早期教育對帅兒學習興趣、動機、態度培養具正向影響。然而，親子關

係對帅兒學習興趣、動機、態度之培養是否也有正向影響，本研究搜尋

國內外研究均未發現與之有關文獻。 

最後，當孩子屆齡尌學，開始接觸群體生活後，其原本知識及技能

的教授者，從家長變成了師長，學習環境從家庭變成了學校；另一方面，

孩子在人際互動上也開始變得多元複雜。不再侷限親子間的互動，另外

還增加了師生與同儕互動等。而影響孩子學習的外在因素，相較前述兩

個時期也增加許多。本研究於台灣碩博士論文網，搜尋關鍵字「親子關

係」、「學習態度」，多數研究係以孩子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學習態度、

親子關係、師生互動、同儕關係等為研究變相，探討單一或多種變相，

對於學習成效之影響關係為最多。然而，關於變項間彼此之影響研究較

為缺少，尤以親子關係對於學習態度是否造成影響，更未發現相關文獻

資料。 

根據上述探討所得訊息，本研究認為親子關係是否對學習態度造成

影響，具高度研究價值。 

2.4 師生關係意涵與學習態度之關係 

2.4.1 師生關係意涵 

在眾多人際關係中，師生關係亦屬於其中一環，它存在於教授者與

學習者之間，是兩者透過交流與互動後，累積情感關係的結果。存在其

中的交流與互動模式，包含授課、彼此的想法傳遞、期望與評價的交換

等（朱文雄，民 81）。然而，師生關係相較於親子關係，乃至於其他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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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有所不同。原因在於，師生關係的建立應具備教育目的，且在互動

過程中，應以「教育倫理」維繫彼此間之關係帄衡（詹棟樑，民 85）。換

言之，師生關係乃教育領域中，基於推動教育目的，而在教授者與學習

者間產生的一種人際關係，更是教授者對其專業知識與技能自我展現的

一種專業關係（楊昌裕，民 89），其基礎奠定於固有的教育理念與精神，

並與互動理論結合，期望達成教授者與學習者之間更親密、連結的關係，

以及教授者更具影響力之成果，並建立預期回饋彼此間的良性循環（潘

正德，民 82）。 

綜上論述，師生關係既是一種教育關係，亦為生活關係，其間因教

育與學習而萌芽，教授者展現其教學專業，學習者則呈現其帄日生活與

學習樣貌，互動中也相互交換本身思想、期待、情感，教授者是彼此間

關係品質的主導者，學習者則是彼此間關係樣貌的決定者（古碧蓮，民

96）。 

2.4.2 師生關係與學習態度之關係 

韓愈《師說》一書中述及，師者，傳道、授業、解惑。明確指出為

人師者應為之事及其根本價值（林雅惠，民 102 年）。此外，羅振玉《鳴

沙石室佚書太公家教》一文中也提及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意旨在闡述

求學者應尊師重道，致力向學。然而，這兩句格言除表達上述意涵，事

實上，還包含兩個重要隱意，其一顯示過去師生之間最傳統的互動方式。

其二顯示過去師生在傳統的互動模式下，累積而成的師生關係對學習者

學習態度的影響（余明琪，民 102 年）。 

在過去，為人師者，其學識、技能、經驗，富有一定的程度或水帄，

而在身份上也如父職般極具權威。因此學習者在求學過程中，舉凡學習

之事不敢多有違背。兩者在互動上，師長係以單方面口述或操作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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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授課，而學習者則以記錄、訓練之方式累積所學。過程中如遇到問

題，師長則為學習者解答疑惑。除此之外，兩者之間不會有如同當代教

育現場那麼多餘的教學互動與輔教行為。此外，囿因學習者侍師如父親

般尊敬，加上本身期望獲得師長擁有的學識、技能、經驗，因此學習者

在學習態度表現上，也確實呈現認真向學的態樣。 

然而，隨著世代價值改變，原本應存在於師生之間的倫理觀念日漸

淡化，加上教育自主權利意識「過度」抬頭，學習者變相認為教育應以

學生為主體、師長應該聽學生的意見與想法、甚至不能侵犯學習的自主

權利等（余明琪，民 102 年）。種種教育觀念的變化，促使學習者不再

像以往尊師重道；而師長也逐漸忘記自身價值。因而衍生諸多教育現場

問題，這些問題錯綜複雜，大致區分成管教與性帄問題，諸如師長因授

課內容無法引貣學生興趣，學生便在課堂吵鬧、睡覺、化妝、玩手機，

而老師又考量其他學生受教權與課程進度，而無法對問題學生進行管

教，漸漸的班級秩序無法得以維持；亦或老師確實管教問題學生，卻引

發學生不滿，在課堂中對師長咆哮，甚至毆打師長，嚴重打擊師長教育

熱誠；亦或老師與學生關係過於親密，忘卻固有倫理道德，逕與學生發

生不當關係。是類問題近來層出不窮，再再影響學生整體學習成效，也

造成學習態度極度惡化。 

深思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乃至於改善當代學生的學習態度與提升

學習成效，本研究認為除應從倫理觀念強化與教育政策改善方面著手

外，或許更應從改善師生關係方面著手。原因在於，師生關係如果能好

好經營，老師在管教、授課及輔導等方面，才能如前述意涵所說，化被

動為主動。故本研究認為探究師生關係是否對學習態度造成影響，具有

高度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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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儕互動意涵與學習態度之關係 

2.5.1 同儕互動意涵 

同儕互動與前述親子關係與師生關係同屬人際關係的一環。然而，

與兩者相較，同儕互動在與個體互動之對象上，其層面較廣。然而，同

儕互動為何，從狹義面向來說，同儕是指年紀相差不多的同伴（黃德祥，

民 89）。從以廣義面向來看，是指年紀或學習階段相近之同伴而言，可以

是地位相等、認知水準成熟的人(Santrock,2003)，也可以是一群彼此分享

生活經驗、價值想法的群體（周玉真，民 81）。而這群人組成的群體，一

般稱為同儕團體，張春興（民 95）具體闡述同儕團體的意義，係由孩童

或年輕人組成的自由團體，成員多半年紀接近，認同彼此，價值關相似，

且彼此關係親密。而個體與前述各類特質伙伴的各種日常往來行為，即

為同儕互動。 

然而，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對象因屬青少年族群，故將前述內容重新

整理，並重新界定本研究所欲探究之同儕互動意涵，係指高職學生在學

校期間或放學後，與其年齡相近的同學或同伴，在日常學習和生活方面，

彼此相處的互動行為模式，這些互動行為會在彼此間產生交互影響，並

透過個體再展現為個體某種外顯行為表現（吳青環，民 105）。 

2.5.2 同儕互動與學習態度之關係 

Sullivan(1953)認為，孩子在青少年階段需要相同性別的友誼或親密

的互動，如此將有助於社會適應。Erwin(1998)研究也指出，個體與同儕

進行互動的原因有七個，一滿足其交朋友慾望，二互動中找尋自信，三

交換或測詴知識，四增進社交技巧，五刺激自我社會認知成長，六建立

自我情緒緩衝出口，七尋求合作與支持。而本研究之對象正處於青少年

時期。學生在學校為求學習、日常生活順利，自然而然地也會從接觸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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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的人們，尋找與之習慣、興趣、想法相近的同學或同伴形成群體。 

此群體可能小至兩三人，大到跨越年級或科系、甚至學校群體之間的同

儕互動。而在這些群體之間，訊息流通快速，生活習慣千變萬化，因此，

個體的思想、行為極易受到群體影響，乃至於養成不良習慣或行為。而

這些習慣，也正是當前教育現場常見的問題。諸如，學生在校內外糾眾

抽菸、聚賭、霸凌、飆車、販毒等。而這些不良習慣、思想、行為，也

都直接影響個體及其他受害學生的身心，造成學習態度不佳情況，嚴重

情況甚至有避學與自我傷害等。因此，本研究認為了解同儕團體間的互

動情形，對學習態度的影響有其研究價值。 

2.6 媒體催化意涵與學習態度之關係 

2.6.1 媒體催化意涵 

近年來，因為科技快速發展，數位化產品大量出現，促使帄面媒體、

電視媒體、網路媒體等多種數位化通訊網絡媒介的產生。人們藉由這些

數位化通訊網絡媒介，加速訊息的傳遞速度及增加資訊多元傳播管道，

帶動了整體資訊與訊息的透明化與快速化現象。換言之，當代的人們也

正因數位化網絡媒介的形成，在獲取訊息與資訊上，可能只需一個按鍵，

尌立即可以簡單且快速獲得。 

隨著時間推移，人們逐漸習慣這樣的生活型態，且這種生活型態也

在廣大的社會群體之中，慢慢形成一種具特殊性的流行文化。閔毅（民

101）；黃厚銘與林意仁（民 102）將此文化稱為「網路流行文化」。然而，

凡事皆有利弊。透過網絡媒介所傳播的訊息與資訊如果是正向的、正確

的、有用的。無庸置疑，確實可以對社會形成正向發展。但實際上，充

斥在數位化時代的訊息與資訊，卻是五味雜陳，甚至毫無益處。而這些

訊息與資訊在被傳遞後，更可能造成無法預期的社會問題。曾小融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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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哲（民 108）研究中即指出這樣的問題。該研究表示，網路社群媒體所

傳遞的訊息或資訊是有可能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原因在於接收者價

值觀念如果不夠堅定成熟，則無法對資訊的來源與正確性做出較佳的判

斷與運用。然而，此情形尚屬輕微。其嚴重狀況甚至可能造成接收訊息

的人，深植錯誤觀念，進而改變原有的行為態度表現。 

進而說到新世代的學生也是數位化時代下訊息與資訊的接收者，這

些數位化網絡媒介所傳遞出來的訊息與資訊，無時無刻也對新世代的學

生造成影響。在林純玉（民 110）研究即提及網路流行文化帶給孩子的影

響，事實上並不亞於同儕、師長，乃至家庭成員，對其學習與自我認知

所造成的影響，而此部份也正是本研究所重視的面向。 

歸納多數文獻結論後，本研究認為欲避免前述情形的發生，除接收

訊息方需要有堅定成熟的價值觀外，另一方面，訊息與資訊所要傳遞的

內容跟內涵，以及傳遞的媒介，在某一層面上亦極為重要。這是因為該

部份關係到學生能否獲得正確、正向、有用的訊息與資訊，進而促進學

生心智發展，及提升整體學習態度與成效。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所欲探討的媒體催化意涵界定如下，乃是指帄

面媒體、電視媒體、網路媒體等數位化通訊網絡媒介，透過各種數位化

通訊網絡帄台傳遞、發送之訊息和資訊，而該資訊對新世代高職學生在

面對課業的學習態度上所造成的催化影響。 

2.6.2 媒體催化與學習態度之關係 

在數位化通訊網絡發達的年代，人們接收網絡媒體每日傳遞的訊息

和資訊，已然是日常生活習慣。在東方線上（民 105）行銷資料庫調查資

料中清楚顯示，人們對於數位化通訊網絡具有高度的依賴性比例。另外，

人們較常瀏覽的網站類型，則以「入口網頁」、「搜索引擎」及「社群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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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佔最大次數。該研究調查，再再說明了當代人們的生活型態，已離

不開通訊網絡媒介所帶來的各種影響。然而，尌新世代學生來說，其亦

隸屬廣大社會群體中的一群。這樣的生活習慣想當然耳也是存在其中。

而此一行為習慣可以推估自早期教育階段尌已然形成，甚至更早的胎教

時期可能尌已經養成。然而，幸運的是，孩子在屆齡尌學前的學習階段，

大部分家長是能夠為孩子嚴孚把關的，並且能適時分辨相關訊息是否具

有正向性、正確性、實用性等，避免孩子接觸到錯誤訊息，而影響學習

與身心之發展。 

但是，當孩子脫離家庭進到學校尌讀後，這樣的把關動作開始弱化，

甚至消失。多數家庭可能因為某種原因，開始給予孩子數位手機；但卻

未訂下規範，也沒有多餘時間替孩子過濾相關訊息與資訊。長久下來，

孩子接收到網絡媒體所傳遞的訊息與資訊，也逐漸對孩子的學習、生活

習慣、認知觀念造成影響。而這些影響在國中及高中時期最為明顯。嚴

淑女（民 91）研究中，即明確說出該影響層面，研究指出網際網路所形

成的網路文化，對孩童與青少年產生的影響，包括了言語用詞、行為規

範、價值觀念、道德理想等。相對的，孩子在人際關係、溝通方式、個

人生活、道德價值或個人理想的改變亦會反映其上。 

這樣的例子甚多，諸如，網路與帄面媒體近年形塑各種非傳統職業

與團體，如網紅、外拍、cosplay 與學生權利爭取團體等。這些新興職業

或團體在亮麗外型與鎂光燈焦點的包裝下，迅速引貣學生目光注意，並

產生嚮往，投注大量心力參與，久而久之荒廢了課業。另一方面，這類

職業或團體在媒體渲染下，也促使學生對於技職教育價值認知的扭曲，

漸漸認為原本學習的技職職能，對於未來發展沒有價值可言，因而改變

原本應有的學習態度；另一方面，可能本身學習成效本尌不彰，學生開



 

24 

始認為不如轉換跑道，朝這些新興職業或團體發展。在雙重因素的惡性

循環下，造成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愈加低落。因此，媒體催化對新世代

學生造成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的影響實在不容小覷，本研究認為有其研

究價值與開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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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要旨區分五節次，置重點於研究方法述明。3.1 節乃尌研究目的

與文獻探討結果，界定整體研究架構；3.2 節依循研究架構與文獻探討後

之推論，提出五項研究假設；3.3 節綜整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與問卷題

項內容，將其彙列成表，並逐一說明；3.4 節針對問卷內容如何建構與施

測，做相關說明；3.5 節置重點於資料分析方式與步驟之詳細解釋。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選取嘉義市某高職學子為研究對象，逕以親子關係、師生關

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做為解釋學習態度的因子，進而探討上述四個

因子，是否可以藉由學習態度中介對學習成效造成影響。本研究尌研究

目的與文獻探討結果，界定之研究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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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 

依循研究架構與文獻探討結果，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H1：學習態度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成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H2：親子關係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3：師生關係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4：同儕互動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5：媒體催化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3.3 操作型定義與問卷題項設計 

以下分尌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及

媒體催化等六個變項之操作型定義與問卷調製內容，逐一說明。 

3.3.1 學習成效 

本量表題項共計 11 個，主要參考張芳全與詹秀雯（民 102）研究問

卷內容，並經研究生修改整合而得，學習成效操作型定義，如表 3.1。 

 

表 3.1 學習成效之操作型定義問卷題項 

構面 操作型定義 題項 

學習成效 

學生透過學校安排的一
般與專業課程進行學
習，並在學習歷程中對
所學科程累積技能、認
知與情意，而這三者在
此過程中會持續交互影
響，促使學生改變，最
後透過客觀且開放的鑑
定或測驗評定所得成
果。 

1.我能了解上課學習內容。 

2.我能準時完成老師交待的作業
或作品。 

3.我能主動學習新知。 

4.我能掌握住每一堂課的重點。 

5.我能在學業逐漸進步中。 

6.我能透過學習，逐漸增長理解
能力。 

7.我能充分利用網路搜尋課業上
所需要的資料。 

8. 我能用口語及書面寫作來清楚
表達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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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學習成效之操作型定義問卷題項（續） 

構面 操作型定義 題項 

學習成效  

9. 我能運用所學習的能力，來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10.我能在學習上表現創造力。  

11.我能充分利用所學，進行事情
的思考及批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2 學習態度 

本量表題項共計5個，主要參考張芳全與詹秀雯（民102）研究問卷

內容，並經研究生修改整合而得，學習態度操作型定義，如表3.2。 

 

表 3.2 學習態度之操作型定義問卷題項 

構面 操作型定義 題項 

學習態度 

當學習者在面對學習
時，會預定某種層度的
目標，而在這段學習歷
程進行的過程中，學習
者可能因某些因素影
響或對所學的知識、技
術、操作技能本身，產
生喜愛或厭惡情感、認
知、行為的外顯性現
象。 

1. 我具有良好的學習態度。 

2. 我具有正向學習的精神。 

3. 我具有主動關懷與幫助他人的
精神。 

4.我具有積極的學習習慣，會課
前預習、課後複習。 

5.學習遇到困難，我不會自暴自
棄，更會尋求協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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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親子關係 

本量表共計6個題項，主要參考古碧蓮（民96）、趙榆茹（民99）、

吳青環（民105）研究問卷內容，並經研究生修改整合而得，親子關係操

作型定義，如表3.3。 

 

表 3.3 親子關係之操作型定義問卷題項 

構面 操作型定義 題項 

親子關係 

孩子在俱備家庭的認
同感下，與家長透過各
種身心靈的互動，並經
長時間磨合相處，彼此
累積而得的情感關係。 

1.我會主動跟家長分享自己碰到
的事情或問題。 

2.家長會主動關心我帄時在學校
的情況。 

3.當我臉色不好，家長會主動關
心我的情況。 

4.當我講述我的煩惱時，家長會
用心傾聽我說的內容，並給予
建議。 

5.當我晚歸時，家長會擔心我。 

6.對於我想做的事情，只要是正
向的家長都會表示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4 師生關係 

本量表共計6個題項，主要參考古碧蓮（民96）、吳青環（民105）

研究問卷內容，並經研究生修改整合而得，師生關係操作型定義，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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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師生關係之操作型定義問卷題項 

構面 操作型定義 題項 

師生關係 

是一種教育關係，亦為
生活關係，其間因教育
與學習而萌芽，教授者
展現其教學專業，學習
者則呈現其帄日生活
與學習樣貌，互動中也
相互交換本身思想、期
待、情感，教授者是彼
此間關係品質的主導
者，學習者則是彼此間
關係樣貌的決定者。 

1.當我有心事，我會跟老師分享
跟傾吐。 

2.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後，老師會
主動關心我的狀況。 

3.老師分析事情有條有理，會把
問題清楚分析，並讓我做決定。 

4.當老師不同意我們的看法時，
他會清楚說明原因。 

5.和老師聊天我覺得沒有壓力，
也很自在。 

6.老師對任何同學都要求公帄，
不會因為認識誰而偏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5 同儕互動 

本量表題項共計6個，主要參考吳青環（民105）研究問卷內容，並

經研究生修改整合而得，同儕互動操作型定義，如表3.5。 

 

表 3.5 同儕互動之操作型定義問卷題項 

構面 操作型定義 題項 

同儕互動 

高職學生在學校期間
或放學後，與其年齡相
近的同學或同伴，在日
常學習和生活方面，彼
此相處的互動行為模
式，這些互動行為會在
彼此間產生交互影
響，並透過個體再展現
為個體某種外顯行為
表現。 

1.我是一個喜歡交朋友的人。 

2.答應同學的事情，我都會盡力
做到。 

3.同學跟我說的秘密，我會幫他
保孚。 

4.當我遇到困難時，同學會主動
問我的狀況。 

5.當我需要幫忙時，同學會主動
幫助我。 

6.我可以接納同學，對於事情有
不同的看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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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媒體催化 

本量表題項，共計7個，主要參考林純玉（民110）研究問卷內容，

並經研究生修改整合而得；媒體催化操作型定義，如表3.6。 

 

表 3.6 媒體催化之操作型定義問卷題項 

構面 操作型定義 題項 

媒體催化 

帄面媒體、電視媒體、
網路媒體等數位化通
訊網絡媒介，透過各種
數位化通訊網絡帄台
傳遞、發送之訊息和資
訊，而該資訊對新世代
高職學生在面對課業
的學習態度上所造成
的催化影響。 

1.相較於現實生活，我覺得網路
有很多人事物或價值觀值更值
得學習。 

2.我覺得網路上有某些職業的成
功案例，讓我想以後做跟他們
相同的工作。 

3.在網路的世界裡，我喜歡形塑
自己的形象或地位。 

4.相較於現實生活，我覺得在網
路的世界裡，我更能找到我的
興趣跟專長。 

5.相較於課本上或老師教導的知
識，我覺得網絡媒體所傳達的
資訊和訊息更真實，值得我花
時間關注。 

6.我覺得我以後很適合經營粉絲
團或部落格等網絡帄臺，讓自
己發揮影響力。 

7.如果現在必頇立刻選擇一種職
業，我會選擇可以利用網路做
為媒介或帄台的相關工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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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問卷建構與測驗 

以下尌問卷建構內容、問卷測驗方式、資料發放與回收經過，逐次

說明。 

3.4.1 問卷建構內容 

本研究引用張芳全與詹秀雯（民102）、古碧蓮（民96）、趙榆茹（民

99）、吳青環（民105）林純玉（民110）編撰之研究問卷內容為設計基

礎，並加上研究生修飾與杜撰後，擬訂出預詴問卷，如附錄所示。當中

題型分兩部份，一為填答方法說明，採用Likert五點量表，共設計41題條

列式題項；二為填表人個人基本資料勾選，包含性別、年級、父母婚姻

狀況、父母教育程度及父母職業等5類題項。 

3.4.2 問卷測驗方式 

主要分成兩種測驗方式，第一種為「預詴問卷」測驗，第二種為「正

式問卷」測驗。 

一、預詴問卷測驗方面 

目的在透過預詴問卷之回收資料，進行構面題項信度與效度檢定，

並據此刪除不符標準數據之題項，以調製出正式問卷。 

二、正式問卷測驗方面 

目的在透過正式問卷之回收資料，進行構面間之差異性分析以及迴

歸分析，藉以判定構面相對應關係，並在最後得出驗證結果。 

3.4.3 資料發放與回收 

一、預詴問卷測驗方面 

測驗時間在110年9月1日，對象為嘉義市某高職廣告科二年級33名學

生，測驗問卷在當日以紙本發出，共計33份，且在當日測驗後即將問卷

全數回收，扣除無效問卷3份，獲有效問卷30份，有效率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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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問卷測驗方面 

選取便利抽樣方式，進行Google問卷之發放與回收，測驗時間在110

年9月18至23日，對象為嘉義市某高職一、二、三年級學生，共發出Google

問卷300份，扣除未回收問卷13份及無效問卷80份，獲有效問卷207份，

有效率為69%。 

3.5 資料分析方式與步驟 

本研究選用SPSS 20統計分析軟體對預詴問卷及正式問卷回收之樣

本資料分別進行以下分析，分析步驟說明如次。 

3.5.1 預詴問卷分析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選用Cronbach’s α值大於0.7之標準值為其檢驗方式，代表問卷

題項具高信度、可靠性、一致性與穩定度。 

二、效度分析 

本研究選用KMO及Bartlett球形檢定，做為預詴問卷題項是否適合進

行因素負荷量分析之判斷依據。當KMO特徵值接近標準值1；且Bartlett

球型檢定結果顯著性標準，代表預詴問卷題項回收數據適合進行因素分

析。當所得之因素負荷量大於0.5時，表示該題項具有效度。反之，則可

評估是類題項之適切性，將其刪除，進而擬訂正式問卷。 

3.5.2 正式問卷分析 

一、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針對正式問卷有效樣本中「個人屬性變項」及「構面題項」

的帄均數及標準差進行描述性分析，以瞭解研究資料分佈情形，顯示樣

本概況。其中包含樣本數、樣本百分比、帄均數、標準差。 

二、推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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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採用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檢定）檢測

正式問卷有效樣本中各構面題項與個人屬性變項之間關係；最後選用迴

歸分析檢測各構面題項之間相互影響。 

（一）獨立樣本 t 檢定 

主要目的是檢測個人屬性變項中，以兩組為分組之變項，其在各構

面之顯著性考驗。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檢定） 

主要目的是檢測個人屬性變項中，其有三個以上獨立樣本觀察值之

變項，其有無明顯的差異，在分析的成果 F 值於達到顯著水準時，事後

比較則以 Scheffe 法，檢驗不同背景變項對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子關

係學習、師生關係、同儕互動與媒體催化的差異。 

（三）迴歸分析 

探討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與媒體

催化之間的解釋預測力及各變項之表現，用來了解變項間之關係與驗證

本研究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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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分析 

4.1 問卷發放與回收 

本研究選取嘉義市某高職廣告科二年級33名學生，進行預詴問卷測

驗，目的在透過預詴問卷之回收資料，進行構面題項信度與效度檢定，

並據此刪除不符標準數據之題項，以調製出正式問卷。預詴問卷測驗時

間在110年9月1日進行，共發放紙本問卷33份，且在當日測驗後即將問卷

全數回收，扣除無效問卷3份，獲有效問卷30份，有效率為90%。 

另在110年9月18至23日，選取嘉義市某高職一、二、三年級學生為

研究母體，進行正式問卷測驗，本次測驗採用便利抽樣方式，進行Google

問卷之發放與回收，共發出Google問卷300份，扣除未回收問卷13份及無

效問卷80份，獲有效問卷207份，有效率為69%。兩次問卷測驗回收之資

料，透過SPSS 20統計軟體分析過程，可得發放與回收情形統計，如表4.1

所示。 

 

表 4.1 預詴與正式問卷發放與回收情形統計 

測驗方式 發放數 回收數 有效數 有效率 

預詴問卷 33 33 30 90.90% 

正式問卷 300 287 207 69.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4.2 信度、效度分析 

4.2.1 信度 

將回收之預詴問卷資料透過SPSS 20統計軟體分析，得出各構面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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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題前的原始Cronbach’s α，學習成效為0.934；學習態度為0.891；親子

關係為0.907；師生關係為0.890；同儕互動為0.871；媒體催化為0.902，

數值顯示均大於0.7之標準值，符合信度要求，得進行效度測詴。預詴問

卷刪題前信度分析表，如表4.2所示。 

 

表 4.2 預詴問卷刪題前信度分析表 

衡量構面 刪題前原始題數 刪題前原始 Cronbach’s α 

學習成效 11 0.934 

學習態度 5 0.891 

親子關係 6 0.907 

師生關係 6 0.890 

同儕互動 6 0.871 

媒體催化 7 0.90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4.2.2 效度 

一、KMO 與 Bartleet 球形檢定 

將回收之預詴問卷資料透過 SPSS 20 統計軟體分析，得出各構面的

KMO 值與 Bartleet 球形檢定結果；KMO 特徵值顯示均接近標準值 1；

Bartlett 球型檢定結果均具顯著性標準，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預詴問卷刪

題前 KMO 值與 Bartleet 球形檢定分析表，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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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預詴問卷刪題前 KMO 值與 Bartleet 球形檢定分析表 

衡量構面 
刪提前 KMO

值 

Bartlee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性 

學習成效 0.853 256.355 55 *** 

學習態度 0.688 102.421 10 *** 

親子關係 0.765 113.349 15 *** 

師生關係 0.704 115.612 15 *** 

同儕互動 0.772 99.322 15 *** 

媒體催化 0.827 116.922 21 ***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二、因素負荷量 

（一）學習成效 

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本構面所列題項之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

4.4所示，將小於0.5之標準值題項刪除，以符合效度要求，達到問卷題項

之適切性。將構面題項第7題刪除後，得到新的Cronbach’s α、KMO值及

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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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學習成效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刪題前）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學

習

成

效 

1 我能了解上課學習內容 0.750 保留 

2 我能準時完成老師交待的作業或作品 0.704 保留 

3 我能主動學習新知 0.817 保留 

4 我能掌握住每一堂課的重點 0.793 保留 

5 我能在學業逐漸進步中 0.786 保留 

6 我能透過學習，逐漸增長理解能力 0.640 保留 

7 
我能充分利用網路搜尋課業上所需要的

資料 
0.349 刪除 

8 
我能用口語及書面寫作來清楚表達自己

的想法 
0.686 保留 

9 
我能運用所學習的能力，來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0.713 保留 

10 我能在學習上表現創造力 0.758 保留 

11 
我能充分利用所學，進行事情的思考及

批判 
0.856 保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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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學習成效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刪題後）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學

習

成

效 

1 我能了解上課學習內容 0.775 保留 

2 我能準時完成老師交待的作業或作品 0.685 保留 

3 我能主動學習新知 0.840 保留 

4 我能掌握住每一堂課的重點 0.809 保留 

5 我能在學業逐漸進步中 0.792 保留 

6 我能透過學習，逐漸增長理解能力 0.638 保留 

8 
我能用口語及書面寫作來清楚表達自己

的想法 
0.682 保留 

9 
我能運用所學習的能力，來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0.709 保留 

10 我能在學習上表現創造力 0.761 保留 

11 
我能充分利用所學，進行事情的思考及

批判 
0.856 保留 

Cronbach’s α 0.936 

KMO 0.850 

顯著性（P值）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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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態度 

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本構面所列題項之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

4.6所示，將小於0.5之標準值題項刪除，以符合效度要求，達到問卷題項

之適切性。將構面題項第3題刪除後，得到新的Cronbach’s α、KMO值及

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4.7所示。 

 

表 4.6 學習態度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刪題前）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學

習

態

度 

1 我具有良好的學習態度 0.708 保留 

2 我具有正向學習的精神 0.808 保留 

3 我具有主動關懷與幫助他人的精神 0.425 刪除 

4 
我具有積極的學習習慣，會課前預習、

課後複習 
0.758 保留 

5 
學習遇到困難，我不會自暴自棄，更會

尋求協助 
0.813 保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40 

表 4.7 學習態度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刪題後）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學

習

態

度 

1 我具有良好的學習態度 0.813 保留 

2 我具有正向學習的精神 0.814 保留 

4 
我具有積極的學習習慣，會課前預習、

課後複習 
0.763 保留 

5 
學習遇到困難，我不會自暴自棄，更會

尋求協助 
0.778 保留 

Cronbach’s α 0.908 

KMO 0.747 

顯著性（P值）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三）親子關係 

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本構面所列題項之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

4.8所示，因數據均大於0.5之標準值，題項不予刪除，以符合效度要求，

達到問卷題項之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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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親子關係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親

子

關

係 

1 
我會主動跟家長分享自己碰到的事情或

問題 
0.574 保留 

2 家長會主動關心我帄時在學校的情況 0.775 保留 

3 
當我臉色不好，家長會主動關心我的情

況 
0.801 保留 

4 
當我講述我的煩惱時，家長會用心傾聽

我說的內容，並給予建議 
0.761 保留 

5 當我晚歸時，家長會擔心我 0.612 保留 

6 
對於我想做的事情，只要是正向的家長

都會表示支持 
0.614 保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四）師生關係 

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本構面所列題項之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

4.9所示，將小於0.5之標準值題項刪除，以符合效度要求，達到問卷題項

之適切性。將構面題項第1題刪除後，得到新的Cronbach’s α、KMO值及

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4.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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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師生關係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刪題前）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師

生

關

係 

1 當我有心事，我會跟老師分享跟傾吐 0.446 刪除 

2 
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後，老師會主動關心

我的狀況 
0.589 保留 

3 
老師分析事情有條有理，會把問題清楚

分析，並讓我做決定 
0.643 保留 

4 
當老師不同意我們的看法時，他會清楚

說明原因 
0.718 保留 

5 和老師聊天我覺得沒有壓力，也很自在 0.704 保留 

6 
老師對任何同學都要求公帄，不會因為

認識誰而偏袒 
0.847 保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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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師生關係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刪題後）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師

生

關

係 

2 
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後，老師會主動關心

我的狀況 
0.559 保留 

3 
老師分析事情有條有理，會把問題清楚

分析，並讓我做決定 
0.655 保留 

4 
當老師不同意我們的看法時，他會清楚

說明原因 
0.775 保留 

5 和老師聊天我覺得沒有壓力，也很自在 0.685 保留 

6 
老師對任何同學都要求公帄，不會因為

認識誰而偏袒 
0.898 保留 

Cronbach’s α 0.892 

KMO 0.793 

顯著性（P值）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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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儕互動 

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本構面所列題項之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

4.11所示，將小於0.5之標準值題項刪除，以符合效度要求，達到問卷題

項之適切性。將構面題項第1題及第3題刪除後，得到新的Cronbach’s α、

KMO值及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4.12所示。 

 

表 4.11 同儕互動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刪題前）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同

儕

互

動 

1 我是一個喜歡交朋友的人 0.473 刪除 

2 答應同學的事情，我都會盡力做到 0.713 保留 

3 同學跟我說的秘密，我會幫他保孚 0.474 刪除 

4 
當我遇到困難時，同學會主動問我的狀

況 
0.743 保留 

5 當我需要幫忙時，同學會主動幫助我 0.706 保留 

6 
我可以接納同學，對於事情有不同的看

法 
0.616 保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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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同儕互動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刪題後）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同

儕

互

動 

2 答應同學的事情，我都會盡力做到 0.753 保留 

4 
當我遇到困難時，同學會主動問我的狀

況 
0.851 保留 

5 當我需要幫忙時，同學會主動幫助我 0.831 保留 

6 
我可以接納同學，對於事情有不同的看

法 
0.571 保留 

Cronbach’s α 0.884 

KMO 0.749 

顯著性（P值）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六）媒體催化 

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本構面所列題項之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

4.13所示，將小於0.5之標準值題項刪除，以符合效度要求，達到問卷題

項之適切性。將構面題項第1題刪除後，得到新的Cronbach’s α、KMO值

及因素負荷量數據，如表4.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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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媒體催化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刪題前）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媒

體

催

化 

1 
相較於現實生活，我覺得網路有很多人

事物或價值觀值更值得學習 
0.456 刪除 

2 
我覺得網路上有某些職業的成功案例，

讓我想以後做跟他們相同的工作 
0.566 保留 

3 
在網路的世界裡，我喜歡形塑自己的形

象或地位 
0.659 保留 

4 
相較於現實生活，我覺得在網路的世界

裡，我更能找到我的興趣跟專長 
0.739 保留 

5 

相較於課本上或老師教導的知識，我覺

得網絡媒體所傳達的資訊和訊息更真

實，值得我花時間關注 

0.571 保留 

6 
我覺得我以後很適合經營粉絲團或部落

格等網絡帄臺，讓自己發揮影響力 
0.741 保留 

7 

如果現在必頇立刻選擇一種職業，我會

選擇可以利用網路做為媒介或帄台的相

關工作 

0.705 保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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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媒體催化構面預詴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刪題後）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媒

體

催

化 

2 
我覺得網路上有某些職業的成功案例，

讓我想以後做跟他們相同的工作 
0.582 保留 

3 
在網路的世界裡，我喜歡形塑自己的形

象或地位 
0.680 保留 

4 
相較於現實生活，我覺得在網路的世界

裡，我更能找到我的興趣跟專長 
0.784 保留 

5 

相較於課本上或老師教導的知識，我覺

得網絡媒體所傳達的資訊和訊息更真

實，值得我花時間關注 

0.535 保留 

6 
我覺得我以後很適合經營粉絲團或部落

格等網絡帄臺，讓自己發揮影響力 
0.755 保留 

7 

如果現在必頇立刻選擇一種職業，我會

選擇可以利用網路做為媒介或帄台的相

關工作 

0.709 保留 

Cronbach’s α 0.901 

KMO 0.842 

顯著性（P值）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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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預詴問卷信度、效度調整前後分析比較 

綜整上節結果可知，將因素負荷量不符標準值之題項刪除後，各構

面獲得新的Cronbach's α，學習成效為0.936；學習態度為0.908；親子關

係為0.907；師生關係為0.892；同儕互動為0.884；媒體催化為0.901，數

值顯示均大於0.7之標準值，符合信度要求，而KMO值與各題項之因素負

荷量數據，亦獲得新的數據，均符合標準值要求。信度、效度調整前後

分析比較表，如表4.15所示，確認正式問卷。 

 

表 4.15 信度、效度調整前後分析比較表 

構面 刪題前後 題數 Cronbach’s α KMO 

學習成效 
刪題前 11 0.934 0.853 

刪題後 10 0.936 0.850 

學習態度 
刪題前 5 0.891 0.688 

刪題後 4 0.908 0.747 

親子關係 
刪題前 6 0.907 0.765 

刪題後 6 0.907 0.765 

師生關係 
刪題前 6 0.890 0.704 

刪題後 5 0.892 0.793 

同儕互動 
刪題前 6 0.871 0.772 

刪題後 4 0.884 0.749 

媒體催化 
刪題前 7 0.902 0.827 

刪題後 6 0.901 0.84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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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正式問卷測驗回收資料效度檢測 

本研究在110年9月23日回收正式問卷，再次運用SPSS 20統計軟體對

各構面題項之效度與信度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媒體催化構面「我覺

得網路上有某些職業的成功案例，讓我想以後做跟他們相同的工作」題

項之因素負荷量未達0.05標準值，因此將該題項刪除，不列入後續研究分

析。媒體催化構面正式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如表4.16所示。 

 

表 4.16 媒體催化構面正式問卷因素負荷量分析表 

構

面 

題

項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保留 

或刪除 

媒

體

催

化 

2 
我覺得網路上有某些職業的成功案例，

讓我想以後做跟他們相同的工作 
0.371 刪除 

3 
在網路的世界裡，我喜歡形塑自己的形

象或地位 
0.620 保留 

4 
相較於現實生活，我覺得在網路的世界

裡，我更能找到我的興趣跟專長 
0.601 保留 

5 

相較於課本上或老師教導的知識，我覺

得網絡媒體所傳達的資訊和訊息更真

實，值得我花時間關注 

0.633 保留 

6 
我覺得我以後很適合經營粉絲團或部落

格等網絡帄臺，讓自己發揮影響力 
0.681 保留 

7 

如果現在必頇立刻選擇一種職業，我會

選擇可以利用網路做為媒介或帄台的相

關工作 

0.594 保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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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敘述統計 

4.3.1 次數分配統計量 

綜整正式問卷測驗回收之有效問卷資料，針對填答者之個人背景變

項，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獲得本研究正式問卷測驗有效樣本個人基本

資料分布情形，如表4.17所示。 

 

表 4.17 正式問卷測驗有效樣本個人基本資料分布情形 

類別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1：男生 51 24.6% 24.6% 

2：女生 156 75.4% 100% 

年級 

1：一年級 64 30.9% 30.9% 

2：二年級 67 32.4% 63.3% 

3：三年級 76 36.7% 100% 

父母 

婚姻狀況 

1：同居 157 75.8% 75.8% 

2：分居 8 3.9% 79.7% 

3：離婚 33 15.9% 95.7% 

4：喪偶 8 3.9% 99.5% 

5：父母雙亡 1 0.5% 100% 

父親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34 16.4% 16.4% 

2：高中 97 46.9% 63.3% 

3：專科(含)以上 76 36.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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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正式問卷測驗有效樣本個人基本資料分布情形（續） 

類別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母親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31 15% 15% 

2：高中 96 46.4% 61.4% 

3：專科(含)以上 80 38.6% 100% 

父親職業 

1：農林漁牧業 19 9.2% 9.2% 

2：製造業 26 12.6% 21.7% 

3：服務業 41 19.8% 41.5% 

4：商業 16 7.7% 49.3% 

5：軍公教 12 5.8% 55.1% 

6：營造業 3 1.4% 56.5% 

7：其他 90 43.5% 100% 

母親職業 

1：農林漁牧業 13 6.3% 6.3% 

2：製造業 13 6.3% 12.6% 

3：服務業 73 35.3% 47.8% 

4：商業 15 7.2% 55.1% 

5：軍公教 7 3.4% 58.5% 

6：營造業 2 1.0% 59.4% 

7：家管 42 20.3% 79.7% 

8：其他 42 20.3%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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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本研究有效樣本回收數，共計 207 份，其中男生佔比達 24.6%；女生

佔比達 75.4%，以女生佔比較高，男生佔比次之，如表 4.17 所示。 

二、年級 

本研究有效樣本回收數，共計 207 份，其中一年級學生佔比達

30.9%；二年級學生佔比達 32.4%，三年級學生佔比達 36.7%，一、二、

三年級學生佔比數大致相同，如表 4.17 所示。 

三、父母婚姻狀況 

本研究有效樣本回收數，共計 207 份，其中同居情形佔比達 75.8%；

分居情形佔比達 3.9%，離婚情形佔比達 15.9%，喪偶情形佔比達 3.9%，

父母雙亡情形佔比達 50%%。以同居情形佔比較高，離婚情形次之，如

表 4.17 所示。 

四、父親教育程度 

本研究有效樣本回收數，共計 207 份，其中國中（含）以下學歷佔

比達 16.4%；高中學歷佔比達 46.9%，專科（含）以上學歷佔比達 36.7%。

以高中學歷佔比較高，專科（含）以上學歷次之，如表 4.17 所示。 

五、母親教育程度 

本研究有效樣本回收數，共計 207 份，其中國中（含）以下學歷佔

比達 15%；高中學歷佔比達 46.4%，專科（含）以上學歷佔比達 38.6%。

以高中學歷佔比較高，專科（含）以上學歷次之，如表 4.17 所示。 

六、父親職業 

本研究有效樣本回收數，共計 207 份，其中農林漁牧業佔比達 9.2%；

製造業佔比達 12.6%，服務業佔比達 19.8%，商業佔比達 7.7%，軍公教

職業佔比達 5.8%，營造業佔比達 1.4%，其他職業佔比達 43.5%。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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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佔比較高，服務業佔比次之，如表 4.17 所示。 

七、母親職業 

本研究有效樣本回收數，共計 207 份，其中農林漁牧業佔比達 6.3%；

製造業佔比達 6.3%，服務業佔比達 35.3%，商業佔比達 7.2%，軍公教職

業佔比達 3.4%，營造業佔比達 1%，家管佔比達 20.3%，其他職業佔比達

20.3%。以服務業佔比較高，家管與其他職業佔比次之，如表 4.17 所示。 

總結以上數據，在男女生比例上，佔比約 1 比 3，符合該校學生男女

生原有比率2，各年級樣本人數分布亦較為帄均，其餘父母婚姻狀況、父

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父親職業、母親職業之背景變項，亦具有

相對性之比例，因此本研究認為本次正式問卷測驗所回收之樣本，具有

其探討價值。 

  

                                                 
2
 該校 110 學年度在校學生數，男生總數為 387 人，女生為 1,00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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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描述性統計量 

在描述性統計量中，各構面的題項所呈現出來的基本統計量，我們

常選用帄均值及標準差，分別進行有效樣本之集中及離散趨勢估計。另

外，也可以分別做有效樣本之群體表現及個體差異的檢視，本研究正式

問卷各構面題項帄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如表 4.18 至表 4.23 所示；各構

面總體帄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如表 4.24 所示。 

 

表 4.18 正式問卷學習成效構面題項帄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 

構

面 

題

項 
問卷題目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學

習

成

效 

1 我能了解上課學習內容 207 3.870 0.811 

2 
我能準時完成老師交待的作業

或作品 
207 3.990 0.848 

3 我能主動學習新知 207 3.620 0.899 

4 我能掌握住每一堂課的重點 207 3.540 0.874 

5 我能在學業逐漸進步中 207 3.680 0.873 

6 
我能透過學習，逐漸增長理解能

力 
207 3.940 0.860 

7 
我能用口語及書面寫作來清楚

表達自己的想法 
207 3.640 0.934 

8 
我能運用所學習的能力，來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207 3.710 0.893 

9 我能在學習上表現創造力 207 3.650 0.948 

10 
我能充分利用所學，進行事情的

思考及批判 
207 3.730 0.83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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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正式問卷學習態度構面各題項帄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 

構

面 

題

項 
問卷題目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學

習

態

度 

1 我具有良好的學習態度 207 3.73 0.927 

2 我具有正向學習的精神 207 3.74 0.935 

3 
我具有積極的學習習慣，會課前

預習、課後複習 
207 3.26 0.995 

4 
學習遇到困難，我不會自暴自

棄，更會尋求協助 
207 3.64 0.944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4.20 正式問卷親子關係構面各題項帄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 

構

面 

題

項 
問卷題目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親

子

關

係 

1 
我會主動跟家長分享自己碰到

的事情或問題 
207 3.58 1.191 

2 
家長會主動關心我帄時在學校

的情況 
207 3.57 1.133 

3 
當我臉色不好，家長會主動關心

我的情況 
207 3.62 1.180 

4 
當我講述我的煩惱時，家長會用

心傾聽我說的內容，並給予建議 
207 3.68 1.197 

5 當我晚歸時，家長會擔心我 207 4.13 0.989 

6 
對於我想做的事情，只要是正向

的家長都會表示支持 
207 4.02 0.973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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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正式問卷師生關係構面各題項帄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 

構

面 

題

項 
問卷題目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師

生

關

係 

1 
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後，老師會主

動關心我的狀況 
207 3.50 0.975 

2 
老師分析事情有條有理，會把問

題清楚分析，並讓我做決定 
207 3.71 1.001 

3 
當老師不同意我們的看法時，他

會清楚說明原因 
207 3.82 0.968 

4 
和老師聊天我覺得沒有壓力，也

很自在 
207 3.43 1.176 

5 
老師對任何同學都要求公帄，不

會因為認識誰而偏袒 
207 3.87 0.944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4.22 正式問卷同儕互動構面各題項帄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 

構

面 

題

項 
問卷題目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同

儕

互

動 

1 
答應同學的事情，我都會盡力做

到 
207 4.31 0.725 

2 
當我遇到困難時，同學會主動問

我的狀況 
207 3.87 0.910 

3 
當我需要幫忙時，同學會主動幫

助我 
207 4.04 0.861 

4 
我可以接納同學，對於事情有不

同的看法 
207 4.36 0.75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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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正式問卷媒體催化構面各題項帄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 

構

面 

題

項 
問卷題目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媒

體

催

化 

1 
在網路的世界裡，我喜歡形塑自

己的形象或地位 
207 3.46 0.969 

2 
相較於現實生活，我覺得在網路

的世界裡，我更能找到我的興趣

跟專長 

207 3.54 0.969 

3 
相較於課本上或老師教導的知

識，我覺得網絡媒體所傳達的資

訊和訊息更真實，值得我花時間

關注 

207 3.41 0.945 

4 
我覺得我以後很適合經營粉絲

團或部落格等網絡帄臺，讓自己

發揮影響力 

207 2.99 1.066 

5 
如果現在必頇立刻選擇一種職

業，我會選擇可以利用網路做為

媒介或帄台的相關工作 

207 3.33 0.945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4.24 正式問卷各構面帄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 

構     面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學習成效 207 3.738 0.686 

學習態度 207 3.593 0.866 

親子關係 207 3.768 0.956 

師生關係 207 3.665 0.874 

同儕互動 207 4.147 0.688 

媒體催化 207 3.347 0.784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從上列「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子關係」、「師生關係」、

「同儕互動」、「媒體催化」構面題項之帄均值與標準差數值，可歸納

以下兩點〃一為本研究之有效樣本，對於問卷題項之認同度，多數落點

於「普通」至「同意」間，而在「同儕互動」構面上，則較其他構面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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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度較高，趨近於「非常同意」。 

4.4 差異性分析 

4.4.1 獨立樣本 t 檢定 

將正式問卷受測者之性別（男生及女生）做分組區分，針對這樣的

分組，對樣本資料各構面之影響程度，比較是否具顯著性差異，而所選

取之比較法，即為獨立樣本t檢定。本研究尌性別做分組區分，所得之獨

立樣本t檢定結果，如表4.25所示。 

 

表 4.25 各構面獨立樣本ｔ檢定表：依性別分析 

構面 類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附記 

學習 

成效 

1.男生 51 3.770 0.698 
0.388 0.698 N 

2.女生 156 3.727 0.684 

學習 

態度 

1.男生 51 3.671 0.835 
0.746 0.457 N 

2.女生 156 3.567 0.876 

親子 

關係 

1.男生 51 3.712 1.039 
-0.485 0.628 N 

2.女生 156 3.787 0.930 

師生 

關係 

1.男生 51 3.749 0.937 
0.783 0.434 N 

2.女生 156 3.638 0.853 

同儕 

互動 

1.男生 51 4.088 0.905 
-0.578 0.565 N 

2.女生 156 4.166 0.603 

媒體 

催化 

1.男生 51 3.615 0.742 
2.858 0.005 ** 

2.女生 156 3.260 0.779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Ｎ表示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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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上表結果可知，不同性別，其在「學習成效」構面上的表現，無

顯著差異。 

二、從上表結果可知，不同性別，其在「學習態度」構面上的表現，無

顯著差異。 

三、從上表結果可知，不同性別，其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表現，無

顯著差異。 

四、從上表結果可知，不同性別，其在「師生關係」構面上的表現，無

顯著差異。 

五、從上表結果可知，不同性別，其在「同儕互動」構面上的表現，無

顯著差異。 

六、從上表結果可知，不同性別，其在「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表現，具

顯著差異。數據顯示，在媒體催化影響上，男生族群 P 值小於 0.05

之標準值，具明顯影響。 

4.4.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一、年級 

將正式問卷受測者以年級（一、二、三年級）做分組區分，而此種

分組方式對樣本資料各構面之影響程度，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

是否具顯著性差異，分析結果如表4.26所示。從ANOVA檢定結果得知，

一、二、三年級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

體催化構面上沒有顯著差異；在親子關係構面上則有顯著差異水準；經

過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結果，綜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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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依年級分析 

構面 年級 個數 F值 P值 附記 

學習成效 

1.一年級 64 

0.089 0.915 N 2.二年級 67 

3.三年級 76 

學習態度 

1.一年級 64 

1.089 0.338 N 2.二年級 67 

3.三年級 76 

親子關係 

1.一年級 64 

6.567 0.002 ** 2.二年級 67 

3.三年級 76 

師生關係 

1.一年級 64 

0.051 0.951 N 2.二年級 67 

3.三年級 76 

同儕互動 

1.一年級 64 

0.974 0.379 N 2.二年級 67 

3.三年級 76 

媒體催化 

1.一年級 64 

1.364 0.258 N 2.二年級 67 

3.三年級 76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Ｎ表示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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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親子關係事後分析多重比較表：依年級分析 

（I）變項 （J）變項 
帄均值差異

I-J 
誤差標準 P值 事後比較 

1.一年級 2.二年級 0.420* 0.162 0.038 

1>2 

1>3 

 3.三年級 0.556* 0.158 0.002 

2.二年級 1.一年級 -0.420* 0.162 0.038 

 3.三年級 0.136 0.156 0.683 

3.三年級 1.一年級 -0.556* 0.158 0.002 

 2.二年級 -0.136 0.156 0.683 

註：*表示 P<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如表 4.27，一年級學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二年級學

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420，且達顯著性的差異；二年級學

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三年級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

值差異＝0.136，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一年級學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

評價，相較於三年級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556，且達顯

著性的差異。 

綜上所述可以觀察到，年級區分會影響作答者認同親子關係構面的

評價，而以一年級學生認同度為最高，二年級次之，三年級學生最低。 

二、父母婚姻狀況 

將正式問卷受測者之父母婚姻狀況（同居、分居、離婚、喪偶、父

母雙亡）做分組區分，而此種分組方式對樣本資料各構面之影響程度，

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是否具顯著性差異，分析結果如表4.28所

示。從ANOVA檢定結果得知，父母婚姻狀況對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

度、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構面上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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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依父母婚姻狀況分析 

構面 父母婚姻狀況 個數 F值 P值 附記 

學習成效 

1.同居 157 

0.322 0.863 N 

2.分居 8 

3.離婚 33 

4.喪偶 8 

5.父母雙亡 1 

學習態度 

1.同居 157 

0.768 0.547 N 

2.分居 8 

3.離婚 33 

4.喪偶 8 

5.父母雙亡 1 

親子關係 

1.同居 157 

2.218 0.068 N 

2.分居 8 

3.離婚 33 

4.喪偶 8 

5.父母雙亡 1 

師生關係 

1.同居 157 

1.070 0.372 N 

2.分居 8 

3.離婚 33 

4.喪偶 8 

5.父母雙亡 1 

同儕互動 

1.同居 157 

2.061 0.087 N 

2.分居 8 

3.離婚 33 

4.喪偶 8 

5.父母雙亡 1 

媒體催化 

1.同居 157 

1.125 0.346 N 

2.分居 8 

3.離婚 33 

4.喪偶 8 

5.父母雙亡 1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Ｎ表示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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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親教育程度 

將正式問卷受測者之父親教育程度做分組區分，而此種分組方式對

樣本資料各構面之影響程度，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是否具顯著

性差異，分析結果如表4.29所示。從ANOVA檢定結果得知，父親教育程

度對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構面

上沒有顯著差異；在媒體催化構面上則有顯著差異水準；經過 Scheffe 法

事後比較結果，綜整如下。 

 

表 4.29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依父親教育程度分析 

構
面 

父親教育程度 個數 F值 P值 附記 

學
習
成
效 

1.國中(含)以下 34 

0.203 0.816 N 2.高中 97 

3.大專(含)以上 76 

學
習
態
度 

1.國中(含)以下 34 

0.110 0.896 N 2.高中 97 

3.大專(含)以上 76 

親
子
關
係 

1.國中(含)以下 34 

2.563 0.080 N 2.高中 97 

3.大專(含)以上 76 

師
生
關
係 

1.國中(含)以下 34 

1.751 0.176 N 2.高中 97 

3.大專(含)以上 76 

同
儕
互
動 

1.國中(含)以下 34 

2.203 0.113 N 2.高中 97 

3.大專(含)以上 76 

媒
體
催
化 

1.國中(含)以下 34 

3.287 0.039 * 2.高中 97 

3.大專(含)以上 76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Ｎ表示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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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媒體催化事後分析多重比較表：依父親教育程度分析 

（I）變項 （J）變項 
帄均值差

異I-J 
誤差標準 P值 事後比較 

1.國中(含)

以下 
2.高中 -0.025 0.154 0.986 

n.s. 

 
3.大專（含）

以上 
-0.305 0.160 0.165 

2.高中 
1.國中(含)

以下 
0.025 0.154 0.986 

 
3.大專（含）

以上 
-0.279 0.118 0.065 

3.大專（含）

以上 

1.國中(含)

以下 
0.305 0.160 0.165 

 2.高中 0.279 0.118 0.065 

註：*表示 P<0.05；n.s.代表 F 統計量達顯著，但事後比較無法判斷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如表 4.30，父親教育程度為高中之學生，在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評價，

相較於父親教育程度為國中（含）以下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

差異＝0.025，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父親教育程度為大專（含）以上之

學生，在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父親教育程度為國中(含)以下之

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305，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父親

教育程度為大專（含）以上之學生，在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

父親教育程度為高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279，但未

達顯著性的差異。 

綜上所述可以觀察到，父親教育程度區分會影響作答者認同媒體催

化構面的評價，其中，以父親教育程度達大專（含）以上之學生認同度

最高，高中次之，國中（含）以下最低，但三者彼此均未達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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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親教育程度 

將正式問卷受測者之母親教育程度做分組區分，而此種分組方式對

樣本資料各構面之影響程度，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是否具顯著

性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4.31 所示。從 ANOVA 檢定結果得知，母親教育

程度對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師生關係、媒體催化構面上沒有顯

著差異；在親子關係、同儕互動構面上則有顯著差異水準；經過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結果，綜整如下。 

 

表 4.31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依母親教育程度分析 

構
面 

母親教育程度 個數 F值 P值 附記 

學
習
成
效 

1.國中(含)以下 31 

0.413 0.662 N 2.高中 96 

3.大專(含)以上 80 

學
習
態
度 

1.國中(含)以下 31 

0.299 0.742 N 2.高中 96 

3.大專(含)以上 80 

親
子
關
係 

1.國中(含)以下 31 

4.510 0.012 * 2.高中 96 

3.大專(含)以上 80 

師
生
關
係 

1.國中(含)以下 31 

2.381 0.095 N 2.高中 96 

3.大專(含)以上 80 

同
儕
互
動 

1.國中(含)以下 31 

5.382 0.005 ** 2.高中 96 

3.大專(含)以上 80 

媒
體
催
化 

1.國中(含)以下 31 

0.843 0.432 N 2.高中 96 

3.大專(含)以上 80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Ｎ表示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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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親子關係事後分析多重比較表：依母親教育程度分析 

（I）變項 （J）變項 
帄均值差

異I-J 
誤差標準 P值 事後比較 

1.國中(含)

以下 
2.高中 -0.549* 0.194 0.020 

2>1 

3>1 

 
3.大專（含）

以上 
-0.551* 0.199 0.023 

2.高中 
1.國中(含)

以下 
0.549* 0.194 0.020 

 
3.大專（含）

以上 
-0.001 0.142 1.000 

3.大專（含）

以上 

1.國中(含)

以下 
0.551* 0.199 0.023 

 2.高中 0.001 0.142 1.000 

註：*表示 P<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如表 4.32，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之學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評價，

相較於母親教育程度為國中（含）以下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

差異＝0.549，有顯著性的差異；母親教育程度為大專（含）以上之學生，

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母親教育程度為國中(含)以下之學生有

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551，有顯著性的差異；母親教育程度為

大專（含）以上之學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母親教育程

度為高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001，但未達顯著性的

差異。 

綜上所述可以觀察到，母親教育程度區分會影響作答者認同親子關

係構面的評價，其中，以母親教育程度達大專（含）以上之學生認同度

最高，高中次之，國中（含）以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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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同儕互動事後分析多重比較表：依母親教育程度分析 

（I）變項 （J）變項 
帄均值

差異I-J 
誤差標準 P值 事後比較 

1.國中(含)

以下 
2.高中 -0.415* 0.139 0.013 

2>1 

3>1 

 
3.大專（含）

以上 
-0.445* 0.142 0.009 

2.高中 
1.國中(含)

以下 
0.415* 0.139 0.013 

 
3.大專（含）

以上 
-0.030 0.102 0.957 

3.大專（含）

以上 

1.國中(含)

以下 
0.445* 0.142 0.009 

 2.高中 0.030 0.102 0.957 

註：*表示 P<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如表 4.33，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之學生，在同儕互動構面上的評價，

相較於母親教育程度為國中（含）以下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

差異＝0.415，有顯著性的差異；母親教育程度為大專（含）以上之學生，

在同儕互動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母親教育程度為國中(含)以下之學生有

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445，有顯著性的差異；母親教育程度為

大專（含）以上之學生，在同儕互動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母親教育程

度為高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030，但未達顯著性的

差異。 

綜上所述可以觀察到，母親教育程度區分會影響作答者認同親子關

係構面的評價，其中，以母親教育程度達大專（含）以上之學生認同度

最高，高中次之，國中（含）以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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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父親職業 

將正式問卷受測者之父親職業做分組區分，而此種分組方式對樣本

資料各構面之影響程度，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是否具顯著性差

異，分析結果如表 4.34 所示。從 ANOVA 檢定結果得知，父親職業對學

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師生關係、媒體催化構面上沒有顯著差異；

在親子關係、同儕互動構面上則有顯著差異水準；經過 Scheffe 法事後

比較結果，綜整如下。 

 

表 4.34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依父親職業分析 

構

面 
父親職業 個數 F值 P值 附記 

學

習

成

效 

1.農林漁牧業 19 

1.380 0.224 N 

2.製造業 26 

3.服務業 41 

4.商業 16 

5.軍公教 12 

6.營造業 3 

7.其他 90 

學

習

態

度 

1.農林漁牧業 19 

0.749 0.611 N 

2.製造業 26 

3.服務業 41 

4.商業 16 

5.軍公教 12 

6.營造業 3 

7.其他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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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依父親職業分析（續） 

構

面 
父親職業 個數 F值 P值 附記 

親

子

關

係 

1.農林漁牧業 19 

2.407 0.029 * 

2.製造業 26 

3.服務業 41 

4.商業 16 

5.軍公教 12 

6.營造業 3 

7.其他 90 

師

生

關

係 

1.農林漁牧業 19 

1.381 0.224 N 

2.製造業 26 

3.服務業 41 

4.商業 16 

5.軍公教 12 

6.營造業 3 

7.其他 90 

同

儕

互

動 

1.農林漁牧業 19 

2.371 0.031 * 

2.製造業 26 

3.服務業 41 

4.商業 16 

5.軍公教 12 

6.營造業 3 

7.其他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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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依父親職業分析（續） 

構

面 
父親職業 個數 F值 P值 附記 

媒

體

催

化 

1.農林漁牧業 19 

0.837 0.542 N 

2.製造業 26 

3.服務業 41 

4.商業 16 

5.軍公教 12 

6.營造業 3 

7.其他 90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Ｎ表示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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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親子關係事後分析多重比較表：依父親職業分析 

（I）變項 （J）變項 
帄均值差

異I-J 
誤差標準 P值 

事後

比較 

1.農林漁牧業 2.製造業 -0.869 0.282 0.156 

n.s. 

 3.服務業 -0.656 0.260 0.387 

 4.商業 -0.421 0.318 0.940 

 5.軍公教 -0.962 0.345 0.262 

 6.營造業 -0.809 0.582 0.925 

 7.其他 -0.422 0.236 0.754 

2.製造業 
1.農林漁牧

業 
0.869 0.282 0.156 

 3.服務業 0.212 0.235 0.991 

 4.商業 0.448 0.297 0.892 

 5.軍公教 -0.092 0.327 1.000 

 6.營造業 0.059 0.571 1.000 

 7.其他 0.446 0.208 0.599 

3.服務業 
1.農林漁牧

業 
0.656 0.260 0.387 

 2.製造業 -0.212 0.235 0.991 

 4.商業 0.235 0.276 0.994 

 5.軍公教 -0.305 0.307 0.986 

 6.營造業 -0.153 0.560 1.000 

 7.其他 0.233 0.176 0.940 

4.商業 
1.農林漁牧

業 
0.421 0.318 0.940 

 2.製造業 -0.448 0.297 0.892 

 3.服務業 -0.235 0.276 0.994 

 5.軍公教 -0.541 0.358 0.890 

 6.營造業 -0.388 0.589 0.999 

 7.其他 -0.001 0.254 1.000 



 

72 

表 4.35 親子關係事後分析多重比較表：依父親職業分析（續） 

（I）變項 （J）變項 
帄均值差異

I-J 
誤差標準 P值 

事後

比較 

5.軍公教 1.農林漁牧業 0.962 0.345 0.262 

n.s. 

 2.製造業 0.092 0.327 1.000 

 3.服務業 0.305 0.307 0.986 

 4.商業 0.541 0.358 0.890 

 6.營造業 0.152 0.605 1.000 

 7.其他 0.539 0.288 0.742 

6.營造業 1.農林漁牧業 0.809 0.582 0.925 

 2.製造業 -0.059 0.571 1.000 

 3.服務業 0.153 0.560 1.000 

 4.商業 0.388 0.589 0.999 

 5.軍公教 -0.152 0.605 1.000 

 7.其他 0.387 0.550 0.998 

7.其他 1.農林漁牧業 0.422 0.236 0.784 

 2.製造業 -0.446 0.208 0.599 

 3.服務業 -0.233 0.176 0.940 

 4.商業 0.001 0.254 1.000 

 5.軍公教 -0.539 0.288 0.742 

 6.營造業 -0.387 0.550 0.998 

註：*表示 P<0.05；n.s.代表 F 統計量達顯著，但事後比較無法判斷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如表 4.35，父親職業為軍公教之學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評價，

相較於父親職業為製造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092，

但未達顯著性差異；父親職業製造業之學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評價，

相較於父親職業為營造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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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父親職業為營造業之學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

評價，相較於父親職業為服務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

0.153，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父親職業為服務業之學生，在親子關係構

面上的評價，相較於父親職業為其他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

異＝0.233，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父親職業為其他之學生，在親子關係

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父親職業為商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

差異＝0.001，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父親職業為商業之學生，在親子關

係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父親職業為農林漁牧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

法，帄均值差異＝0.421，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 

綜上所述可以觀察到，父親職業區分會影響作答者認同親子關係構

面的評價，其中，以父親職業為軍公教之學生認同度最高，依序為製造

業、營造業、服務業、其他、商業，而以農林漁牧業為最低，但六者彼

此均未達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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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同儕互動事後分析多重比較表：依父親職業分析 

（I）變項 （J）變項 
帄均值差

異I-J 
誤差標準 P值 

事後

比較 

1.農林漁牧業 2.製造業 -0.524 0.203 0.362 

n.s. 

 3.服務業 -0.551 0.187 0.201 

 4.商業 -0.244 0.229 0.980 

 5.軍公教 -0.551 0.249 0.558 

 6.營造業 -0.614 0.419 0.905 

 7.其他 -0.252 0.170 0.900 

2.製造業 
1.農林漁牧

業 
0.524 0.203 0.362 

 3.服務業 -0.026 0.169 1.000 

 4.商業 0.280 0.214 0.944 

 5.軍公教 -0.027 0.235 1.000 

 6.營造業 -0.089 0.411 1.000 

 7.其他 0.271 0.150 0.775 

3.服務業 
1.農林漁牧

業 
0.551 0.187 0.201 

 2.製造業 0.026 0.169 1.000 

 4.商業 0.306 0.199 0.881 

 5.軍公教 -0.000 0.221 1.000 

 6.營造業 -0.063 0.404 1.000 

 7.其他 0.298 0.127 0.486 

4.商業 
1.農林漁牧

業 
0.244 0.229 0.980 

 2.製造業 -0.280 0.214 0.944 

 3.服務業 -0.306 0.199 0.881 

 5.軍公教 -0.307 0.257 0.964 

 6.營造業 -0.369 0.425 0.993 

 7.其他 -0.008 0.18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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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同儕互動事後分析多重比較表：依父親職業分析（續） 

（I）變項 （J）變項 
帄均值差異

I-J 
誤差標準 P值 

事後

比較 

5.軍公教 1.農林漁牧業 0.551 0.249 0.558 

n.s. 

 2.製造業 0.027 0.235 1.000 

 3.服務業 0.000 0.221 1.000 

 4.商業 0.307 0.257 0.964 

 6.營造業 -0.062 0.436 1.000 

 7.其他 0.298 0.207 0.912 

6.營造業 1.農林漁牧業 0.614 0.419 0.905 

 2.製造業 0.089 0.411 1.000 

 3.服務業 0.063 0.404 1.000 

 4.商業 0.369 0.425 0.993 

 5.軍公教 0.062 0.436 1.000 

 7.其他 0.361 0.396 0.991 

7.其他 1.農林漁牧業 0.252 0.170 0.900 

 2.製造業 -0.271 0.150 0.775 

 3.服務業 -0.298 0.127 0.486 

 4.商業 0.008 0.183 1.000 

 5.軍公教 -0.298 0.207 0.912 

 6.營造業 -0.361 0.396 0.991 

註：*表示 P<0.05；n.s.代表 F 統計量達顯著，但事後比較無法判斷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如表 4.36，父親職業為營造業之學生，在同儕互動構面上的評價，

相較於父親職業為軍公教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062，

但未達顯著性差異；父親職業軍公教之學生，在同儕互動構面上的評價，

相較於父親職業為服務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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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父親職業為服務業之學生，在同儕互動構面上的

評價，相較於父親職業為製造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異＝

0.026，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父親職業為製造業之學生，在同儕互動構

面上的評價，相較於父親職業為其他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值差

異＝0.271，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父親職業為其他之學生，在同儕互動

係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父親職業為商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法，帄均

值差異＝0.008，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父親職業為商業之學生，在親子

關係構面上的評價，相較於父親職業為農林漁牧業之學生有較同意的看

法，帄均值差異＝0.244，但未達顯著性的差異。 

綜上所述可以觀察到，父親職業區分會影響作答者認同親子關係構

面的評價，其中，以父親職業為營造業之學生認同度最高，依序為軍公

教、服務業、製造業、其他、商業，而以農林漁牧業為最低，但六者彼

此均未達顯著性差異。 

五、母親職業 

將正式問卷受測者之母親職業做分組區分，而此種分組方式對樣本

資料各構面之影響程度，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是否具顯著性差

異，分析結果如表 4.37 所示。從 ANOVA 檢定結果得知，母親職業對學

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關係、媒體催化

構面上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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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依母親職業分析 

構

面 
母親職業 個數 F值 P值 附記 

學

習

成

效 

1.農林漁牧業 13 

1.640 0.126 N 

2.製造業 13 

3.服務業 73 

4.商業 15 

5.軍公教 7 

6.營造業 2 

7.家管 42 

8.其他 42 

學

習

態

度 

1.農林漁牧業 13 

1.205 0.302 N 

2.製造業 13 

3.服務業 73 

4.商業 15 

5.軍公教 7 

6.營造業 2 

7.家管 42 

8.其他 42 

親

子

關

係 

1.農林漁牧業 13 

1.811 0.087 N 

2.製造業 13 

3.服務業 73 

4.商業 15 

5.軍公教 7 

6.營造業 2 

7.家管 42 

8.其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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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依母親職業分析（續） 

構

面 
母親職業 個數 F值 P值 附記 

師

生

關

係 

1.農林漁牧業 13 

1.737 0.102 N 

2.製造業 13 

3.服務業 73 

4.商業 15 

5.軍公教 7 

6.營造業 2 

7.家管 42 

8.其他 42 

同

儕

互

動 

1.農林漁牧業 13 

1.524 0.161 N 

2.製造業 13 

3.服務業 73 

4.商業 15 

5.軍公教 7 

6.營造業 2 

7.家管 42 

8.其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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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各構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依母親職業分析（續） 

構

面 
母親職業 個數 F值 P值 附記 

媒

體

催

化 

1.農林漁牧業 13 

1.373 0.218 N 

2.製造業 13 

3.服務業 73 

4.商業 15 

5.軍公教 7 

6.營造業 2 

7.家管 42 

8.其他 42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Ｎ表示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4.5 迴歸分析 

本節分為四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之簡單迴

歸分析；第二階段為親子關係對學習態度之簡單迴歸分析，師生關係對

學習態度之簡單迴歸分析，同儕互動對學習態度之簡單迴歸分析，媒體

催化對學習態度之簡單迴歸分析；第三階段為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

儕互動、媒體催化，對學習態度之多元迴歸分析；第四部份為重複驗證，

目的在於驗證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是否為學習態度與媒體催

化之中介影響因子，所進行之迴歸分析。分為媒體催化對親子關係之簡

單迴歸分析，媒體催化對師生關係之簡單迴歸分析，媒體催化對同儕互

動之簡單迴歸分析。本研究構面迴歸分析摘要表，如表 4.38～表 4.39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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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構面迴歸分析摘要表（簡單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學習 

成效 

學習 

態度 

親子 

關係 

師生 

關係 

同儕 

互動 

媒體 

催化 

學
習
態
度 

標準化 Beta 

迴歸係數 
0.790      

P 值 0.000      

R 帄方 0.624      

顯著性 ***      

親
子
關
係 

標準化 Beta 

迴歸係數 
 0.481    0.118 

P 值  0.000    0.090 

R 帄方  0.231    0.014 

顯著性  ***    N 

師
生
關
係 

標準化 Beta 

迴歸係數 
 0.535    0.200 

P 值  0.000    0.004 

R 帄方  0.287    0.040 

顯著性  ***    ** 

同
儕
互
動 

標準化 Beta 

迴歸係數 
 0.576    0.252 

P 值  0.000    0.000 

R 帄方  0.332    0.063 

顯著性  ***    *** 

媒
體
催
化 

標準化 Beta 

迴歸係數 
 0.206 0.118 0.200 0.252  

P 值  0.003 0.090 0.004 0.000  

R 帄方  0.042 0.014 0.040 0.063  

顯著性  *** N ** ***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Ｎ表示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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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構面迴歸分析摘要表（多元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學習態度 

親
子
關
係 

標準化 Beta 

迴歸係數 
0.148 

P 值 0.030 

顯著性 * 

師
生
關
係 

標準化 Beta 

迴歸係數 
0.282 

P 值 0.000 

顯著性 *** 

同
儕
互
動 

標準化 Beta 

迴歸係數 
0.333 

P 值 0.000 

顯著性 *** 

媒
體
催
化 

標準化 Beta 

迴歸係數 
0.048 

P 值 0.387 

顯著性 0.387 

R 帄方 0.424 

調整後 R 帄方 0.413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Ｎ表示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由表4.38與表4.39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知以下資訊。在學習態度對

學習成效迴歸分析部份，第一，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效具有高度正向的

顯著影響，迴歸係數達0.790，判斷係數為62.4%，具有高度解釋力。第二，

親子關係對學習態度迴歸分析部份，親子關係對於學習態度具有高度正

向的顯著影響，迴歸係數達0.481，判斷係數為23.1%，具有高度解釋力。

第三，師生關係對學習態度迴歸分析部份，師生關係對於學習態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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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正向的顯著影響，迴歸係數達0.535，判斷係數為28.7%，具有高度解

釋力。第四，同儕關係對學習態度迴歸分析部份，同儕關係對於學習態

度具有高度正向的顯著影響，迴歸係數達0.576，判斷係數為33.2%，具有

高度解釋力。第五，媒體催化關係對學習態度迴歸分析部份，媒體催化

對於學習態度具有高度正向的顯著影響，迴歸係數達0.206，判斷係數為

4.2%，仍具解釋力。 

在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對學習態度多元迴歸

分析部份，親子關係對於學習態度仍具低度正向影響，迴歸係數由0.481

降至0.148；師生關係對於學習態度仍具高度顯著正向影響，迴歸係數由

0.535降至0.282；同儕關係對於學習態度仍具高度顯著正向影響，迴歸係

數由0.576降至0.333；媒體催化對於學習態度變為無顯著影響，迴歸係數

由0.206降至0.048，四者對於學習態度之共同解釋力為41.3%。 

媒體催化關係對親子關係迴歸分析部份，媒體催化對於親子關係無

顯著影響，迴歸係數為0.118，判斷係數為1.4%。 

媒體催化關係對師生關係迴歸分析部份，媒體催化對於師生關係具

有中度正向顯著影響，迴歸係數達0.200，判斷係數為4.0%，仍具解釋力。 

媒體催化關係對同儕互動迴歸分析部份，媒體催化對於同儕互動具

有高度正向顯著影響，迴歸係數達0.252，判斷係數為6.3%，仍具解釋力。 

綜上所述，經過第一至第四階段各構面之簡單迴歸分析與多元迴歸

分析步驟，本研究可得以下結論。第一，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效具有高

度正向顯著影響，而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分別對

學習態度也具有正向顯著影響。然而，以媒體催化之解釋力較弱。第二，

媒體催化對學習態度之影響解釋力較弱原因。從第三階段親子關係、師

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對學習態度之多元迴歸分析，以及第四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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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重複驗證媒體催化對親子關係之簡單迴歸分析、媒體催化對師生關係

之簡單迴歸分析，以及媒體催化對同儕互動之簡單迴歸分析，可以得知

其中原因是，媒體催化的效果轉至其它因素，因而降低了媒體催化對學

習態度之影響所致。第三，從第四階段重複驗證結果，我們可以得知媒

體催化與師生關係、媒體催化與同儕互動有顯著的相互影響；而媒體催

化與親子關係則無顯著影響，該結果驗證了上列第二點結論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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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綜合前文所述內容與研究歸納之結果與發現，提出最後結論與

建議，做為重要訊息給教育方及政府方，以解決我國人才庫荒之問題；

另外亦將提出後續研究建議，供予未來研究者繼續研究之方向與思考議

題。 

5.1 研究分析結果 

5.1.1 各構面差異情形 

一、性別 

（一）不同性別的技職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子關係」

「師生關係」、「同儕互動」構面上的表現，無顯著差異。 

（二）不同性別的技職學生，在「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表現，具顯著差

異。數據顯示，在媒體催化影響上，以男生族群具明顯影響。 

二、年級 

（一）不同年級的技職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師生關係」、

「同儕互動」、「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表現，無顯著差異。 

（六）不同年級的技職學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表現，具顯著差

異。經過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結果可知，在親子關係構面評價上，

以一年級學生認同度為最高，二年級次之，三年級學生最低，而

兩兩之間的差異，以一年級對二年級、一年級對三年級差異最明

顯；二年級對三年級較不顯著。 

三、父母婚姻狀況不同的技職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

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表現，

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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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父親教育程度 

（一）父親教育程度不同的技職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

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構面上的表現，無顯著差異。 

（二）父親教育程度不同的技職學生，在「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表現，

具顯著差異。經過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結果可知，在媒體催化構

面評價上，以父親教育程度達大專（含）以上之學生認同度最高，

高中次之，國中（含）以下最低，但三者彼此均未達顯著性差異。 

五、母親教育程度 

（一）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技職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師

生關係」、「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表現，無顯著差異。 

（二）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技職學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表現，

具顯著差異。經過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結果可知，在親子關係構

面評價上，以母親教育程度達大專（含）以上之學生認同度最高，

高中次之，國中（含）以下最低，而兩兩之間的差異，以教育程

度達大專（含）以上對國中（含）以下、高中對國中（含）以下，

兩者差異最明顯；母親教育程度大專（含）以上對高中較不顯著。 

（三）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技職學生，在「同儕互動」構面上的表現，

具顯著差異。經過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結果可知，在親子關係構

面評價上，以母親教育程度達大專（含）以上之學生認同度最高，

高中次之，國中（含）以下最低，而兩兩之間的差異，以教育程

度達大專（含）以上對國中（含）以下、高中對國中（含）以下，

兩者差異最明顯；母親教育程度大專（含）以上對高中較不顯著。 

六、父親職業 

（一）父親職業不同的技職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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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表現，無顯著差異。 

（二）父親職業不同的技職學生，在「親子關係」構面上的表現，具顯

著差異。經過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結果可知，在親子關係構面評

價上，以父親職業為軍公教之學生認同度最高，依序為製造業、

營造業、服務業、其他、商業，而以農林漁牧業為最低，但六者

彼此均未達顯著性差異。 

（三）父親職業不同的技職學生，在「同儕互動」構面上的表現，具顯

著差異。經過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結果可知，在同儕互動構面評

價上，以父親職業為營造業之學生認同度最高，依序為軍公教、

服務業、製造業、其他、商業，而以農林漁牧業為最低，但六者

彼此均未達顯著性差異。 

七、母親職業不同的技職學生，在「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子關

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構面上的表現，均無

顯著差異。 

5.1.2 各構面相關情形 

一、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兩者為高度正相關，且達顯著性。 

二、學習態度與親子關係兩者為高度正相關，且達顯著性。 

三、學習態度與師生關係兩者為高度正相關，且達顯著性。 

四、學習態度與同儕互動兩者為高度正相關，且達顯著性。 

五、學習態度與媒體催化兩者為高度正相關，且達顯著性。 

六、學習態度如同時受到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媒體催化之

影響時，以師生關係與同儕互動仍具高度正相關，且達顯著性影響；

而親子關係降為低度正相關，仍達顯著影響；然而，媒體催化則被

其他三個因素弱化為未達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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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結論 

本研究選取嘉義市某高職學子為研究對象，逕以親子關係、師生關

係、同儕互動與媒體催化做為解釋學習態度的因子，進而探討上述四個

因子，是否可以藉由學習態度中介對學習成效之影響。並依研究架構發

展出五個研究假設，透過問卷調查法蒐整樣本資料，並以統計分析方法

加以驗證。依據樣本資料統計分析結果，本研究將研究假設與分析結果

綜整，如表 5.1 所示。 

表 5.1 研究假設與分析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分析

結果 

假設 H1 學習態度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成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假設 H2 親子關係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假設 H3 師生關係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假設 H4 同儕互動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假設 H5 媒體催化對技職類校學子學習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由上表可得本研究之研究假設成立，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

動、媒體催化可做為解釋學習態度的因子，而學習態度做為上述四個因

子的中介因子，對學習成效造成明顯之正向影響。 

5.3 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本研究囿因受限於時間、資源、區域限制，採取便利取樣方

式進行，因此在研究樣本採集上，僅以嘉義市某高職之學子採集研究樣

本。因此，建議未來後續研究者可將研究對象擴及其他地區學子，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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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規模的抽樣研究。 

第二，本研究為考量整體研究之廣度希望達到最大之外部效果，因

此並未區分城鄉差距面向進行研究。然而，城鄉差距之間也可能存在著

差異，因而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互動與媒

體催化構面的認知程度，也存在不同認知差異。故建議未來後續研究者

可將城鄉差距加入變項中進行推論與研究。 

最後，孩子的學習成效一直以來總是直接關係到國家經濟的未來發

展，在少子化社會的現在，位於教育層級的我們，更需重視與面對資訊

科技帶來對國際、國家與社會之極大改變，努力結合過去相關學者之研

究，並根據我們的目標與價值，主導未來的發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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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新世代高職學生學習成效之關鍵影響因素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 
【填答方法說明】 

請您依照您對每一題的認同程度勾選答案，若對該題完全認同時，請勾

選「非常同意」；若大致認同時，請勾選「同意」；對該問題沒有意見

或不知如何作答，請勾選「普通」；若大致不認同時，請勾選「不同意」；

若完全不認同時，請勾選「非常不同意」。 

編

號 
  題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能了解上課學習內容 □ □ □ □ □ 

2 我能準時完成老師交待的作業或作品 □ □ □ □ □ 

3 我能主動學習新知 □ □ □ □ □ 

親愛的同學 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抽空填答此問卷，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

感謝。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目的在以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儕

互動與媒體催化做為解釋學習態度的因子，進而探討上述四個因子，是

否可以藉由學習態度中介對學習成效之影響，並希望藉由問卷的調查，

增加對本研究主題之了解，並提供國民中等學校作為參考之用，敬請詳

閱後，請依據您的實際感受填寫，並請留意不要遺漏任何題項。 

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填答，僅作學術探討研究分析之用，絕不對外

公開個別資料，所有的問題均無標準答案，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在此

衷心表示感謝。 

 

敬祝  萬事順心  健康愉快 

南華大學企業管理系管理科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袁淑芳 博士 

研 究 生：莊旻諺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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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能掌握住每一堂課的重點 □ □ □ □ □ 

5 我能在學業逐漸進步中 □ □ □ □ □ 

6 我能透過學習，逐漸增長理解能力 □ □ □ □ □ 

7 
我能充分利用網路搜尋課業上所需要

的資料（刪） 
□ □ □ □ □ 

8 
我能用口語及書面寫作來清楚表達自

己的想法 
□ □ □ □ □ 

9 
我能運用所學習的能力，來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 □ □ □ □ 

10 我能在學習上表現創造力 □ □ □ □ □ 

11 
我能充分利用所學，進行事情的思考及

批判 
□ □ □ □ □ 

12 我具有良好的學習態度 □ □ □ □ □ 

13 我具有正向學習的精神 □ □ □ □ □ 

14 
我具有主動關懷與幫助他人的精神

（刪） 
□ □ □ □ □ 

15 
我具有積極的學習習慣，會課前預習、

課後複習 
□ □ □ □ □ 

16 
學習遇到困難，我不會自暴自棄，更會

尋求協助 
□ □ □ □ □ 

17 
我會主動跟家長分享自己碰到的事情

或問題 
□ □ □ □ □ 

18 家長會主動關心我帄時在學校的情況 □ □ □ □ □ 

19 
當我臉色不好，家長會主動關心我的情

況 
□ □ □ □ □ 

20 
當我講述我的煩惱時，家長會用心傾聽

我說的內容，並給予建議 
□ □ □ □ □ 

21 當我晚歸時，家長會擔心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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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對於我想做的事情，只要是正向的家長

都會表示支持 
□ □ □ □ □ 

23 
當我有心事，我會跟老師分享跟傾吐

（刪） 
□ □ □ □ □ 

24 
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後，老師會主動關心

我的狀況 
□ □ □ □ □ 

25 
老師分析事情有條有理，會把問題清楚

分析，並讓我做決定 
□ □ □ □ □ 

26 
當老師不同意我們的看法時，他會清楚

說明原因 
□ □ □ □ □ 

27 和老師聊天我覺得沒有壓力，也很自在 □ □ □ □ □ 

28 
老師對任何同學都要求公帄，不會因為

認識誰而偏袒 
□ □ □ □ □ 

29 我是一個喜歡交朋友的人（刪） □ □ □ □ □ 

30 答應同學的事情，我都會盡力做到 □ □ □ □ □ 

31 同學跟我說的秘密，我會幫他保孚（刪） □ □ □ □ □ 

32 
當我遇到困難時，同學會主動問我的狀

況 
□ □ □ □ □ 

33 當我需要幫忙時，同學會主動幫助我 □ □ □ □ □ 

34 
我可以接納同學，對於事情有不同的看

法 
□ □ □ □ □ 

35 
相較於現實生活，我覺得網路有很多人

事物或價值觀值更值得學習（刪） 
□ □ □ □ □ 

36 
我覺得網路上有某些職業的成功案

例，讓我想以後做跟他們相同的工作 
□ □ □ □ □ 

37 
在網路的世界裡，我喜歡形塑自己的形

象或地位 
□ □ □ □ □ 

38 
相較於現實生活，我覺得在網路的世界

裡，我更能找到我的興趣跟專長 
□ □ □ □ □ 

39 
相較於課本上或老師教導的知識，我覺

得網絡媒體所傳達的資訊和訊息更真

實，值得我花時間關注 

□ □ □ □ □ 



 

96 

40 
我覺得我以後很適合經營粉絲團或部

落格等網絡帄臺，讓自己發揮影響力 
□ □ □ □ □ 

41 
如果現在必頇立刻選擇一種職業，我會

選擇可以利用網路做為媒介或帄台的

相關工作 

□ □ □ □ □ 

第二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1）□男（2）□女 

2.年級：（1）□一年級（2）□二年級（3）□三年級 

3.父母婚姻狀況：（1）□同居（2）□分居（3）□離婚（4）□喪偶（5）

□父母雙亡 

4.父母親的教育程度  

父 親 ：（1）□國中（含）以下（2）□高中（3）□專科(含)以上 

母 親 ：（1）□國中（含）以下（2）□高中（3）□專科(含)以上 

5.父親職業：（1）□農林漁牧業（2）□製造業（3）□服務業（4） □

商業（5）□軍公教（6）□營造業（7）□其他 

6.母親職業：（1）□農林漁牧業（2）□製造業（3）□服務業（4） □

商業（5）□軍公教（6）□營造業（7）□家管（8）□其他 

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檢查一次是否有尚未勾選的題項。 

由衷感謝您的協助，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祝 帄安 幸福 學習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