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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資料採礦（Data Mining）技術自 80 年代問世至今，其應用已經無

所不在。資料採礦利用統計原理與演算法等相關軟體技術，可從大量

資料中挖掘出隱藏在背後的因果關係和有意義的規則，幫助企業決策

者做出有力決策並創造最大利益。基於此，本研究試圖從國小中年級

學生的原始學籍成績資料，經過預處理（Pre-Processing）、轉化成可用

的數據，再利用關聯法則（Association Rule）挖掘法找出隱藏在成績背

後的關聯性。最後，將研究結果與建議，提供學校做為日後補救教學

與課程規劃的參考。 

 

關鍵詞：課業表現、資料採礦、關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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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Mining technology since the 80's come out so far, its application has 
been everywhere. Use of statistical theory and algorithms, Data Mining can 
identify causal relationships and meaningful rules hidden in large amounts of 
data behind, to help decision makers to make effective decisions and create 
the best interest.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use elementary 
students in the original score, after Pre-Processing, into usable data, and then 
use the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method to find hidden behind the relevance 
of results.Finally, the study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school as 
remedial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planning futur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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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學生的課業表現（ courses performance），或稱學習成就（ learning 

achievement）、學習表現（ learning performance）、學業成績(academic 

achievement)……等等，均是代表同樣含義。一直以來都是教師、學校、家

長、學生自己，乃至國家教育相關機構與學者們都相當關心的議題。一

個國家的競爭力強弱與否，在物質層面，除了可從經濟發展的程度得窺

一二外；在精神層面來說，國民的教育程度水平無疑是另一個更重要的

參考指標。有鑑於此，世界各國無不投注大量金錢與心力積極地在研究

學生的課業表現上，希望能把研究的成果作為教育改革政策與課程修訂

的重要依據。 

過去，這些成績資料只能存放在紙本上提供學校與教師當做歷史記錄

來參考，無法從中得知任何有用的訊息。如今，資料採礦技術的蓬勃發

展，讓我們得以從存放大量成績資料的資料庫中找出隱藏的、有用的知

識，有機會為學校教育和學生的學習做出更有益的貢獻。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人從事國小教育工作今年邁入第十一年，其間輾轉服務過幾所不同

類型的學校，深切感受到不論學校規模、家長社經地位或教育資源分配

的條件有多麼懸殊不均，學生的成績表現這項頭號參考指標，在大家的

心目中可說是沒有過一絲一毫的動搖。從過去傳統的聯考制度、死背強

記的填鴨式教育、文憑價值取向；演變到今日強調的多元入學、適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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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帶著走的能力觀……，雖然各種社會價值觀不斷在改變，但課業成

績的表現在學習成果與努力的評斷上依舊保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統計資料結果顯示，去年民國98年出生嬰兒計十

九萬一千三百一十人、粗出生率8.3‰，分別較前年民國97年減少3.7％及

減少0.4‰，再創新低［4］。少子化的結果，以致內人服務的學校學生流

失的情形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在面臨教師減班超額以及新生招生不足的

雙重壓力下，該校積極走訪學區急欲了解新生入學意願與舊生轉學背後

的原因。分析後發現，家長決定子女就讀的關鍵在於學校是否能夠讓學

生未來具有較佳的競爭力，至於如何看出競爭力一點，多數家長直言，

在他們心目中，子女的成績表現就是判斷未來升學能否有較佳競爭力的

一個重要依據。 

以上原因，讓我有了應用研究所課程中學到的資料採礦（Data Mining）

技術來分析學生成績表現的念頭，與教授幾次討論覺得可行之後，便確

立此研究就是日後論文的題目。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採用資料採礦工具裡的關聯法則（Association Rule）演算法來找

出各科成績間的學習關聯，一來因為研究資料的筆數不多；二來資料內

容很少增減異動，所以用關聯法則裡最常用的Apriori演算法來做資料分析

是最簡潔有效的方法。 

以下是本研究預期所要達到的目的：  

壹、藉由資料採礦技術分析學科成績，找出低成就學生在各學科之間 



 

 3

成績表現的關聯性，藉此做出正確方向的補救教學。 

貳、找出潛藏在學科成績間的有意義規則，用來做為調整課程內容、 

提高學生學習成效之依據，藉此提昇辦學績效、減少學生流失。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範圍以嘉義市某國小中年級段的學童為對象，該校位於嘉義市

西區，屬中型學校。學生來源多為嘉義市，其餘少數為鄰近縣市（嘉義

縣、台南縣市、雲林縣……等）越區就讀的學子。樣本數分散平均，對

本研究採礦資料庫的建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研究限制方面，因為當初

資料取得僅設定在單一國小中年級段學童部份，因此研究結果不見得能

適用於全體年段（一到六年級）甚至概化到他校。 

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研究共分成五章，各章節內容之安排概略說明如下： 

第一章 緒論 

分成四節，逐步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 

與限制、以及本論文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分成四節，前三節就課業表現定義及相關研究、資料採礦定義及類型 

應用、關聯法則做相關文獻的探討。末節則摘錄兩篇跟本研究主題相 

近的論文做回顧，重點說明其研究結果與發現。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分四節，針對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研究流程、資料處理以及資料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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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工具SQL SERVER 2005逐一做概略介紹。 

第四章 資料分析 

分三節，針對資料做敘述性統計，整理出一些人（次）數分佈表，之 

後進行資料採礦之關聯法則分析，經不斷反覆篩選與觀察，得出一些 

有意義的規則。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分二節，針對關聯法則分析所得到的規則進行整理，推敲、解釋背後 

可能的原因，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課業表現的定義及相關研究 

壹、課業表現的定義 

儘管在詞彙表達上有些許不同，但是課業表現、學習表現、學業成績

或學習成就……等字眼所要表達的概念其實都是一致的，即是學生在學

校學科上的學習結果；或是透過學習歷程所獲得較持久性的結果［19］。

黃富順［13］認為，學業成就是指學生在學校裡，經由一定的課程、教

材，透過學習後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通常是以學校考試成績或由學業

測驗上所獲得的分數代表之。Brown（1981）認為，所謂學業成就是指經

由正式的課程、教學設計之特殊教育經驗，所獲得的知識、理解和技能，

亦即個體經由特殊教學而獲得的某些訊息和純熟技能［8］。依據上述學

者的表述，顯而易見，於是學習成就就有了所謂狹義與廣義之區別，廣

義的學習成就泛指各種在校期間的學生學習紀錄資料，如作業、平時測

驗、期中考試、期末考試等；狹義的學習成就則指各學科的學習成績，

或各學科綜合後的平均學期成績［6］。最後，就教育實質意義的角度來

看，學習成就其實就是學生透過學習，用以增進其生活適應與身心發展

之表現。 

至於本研究所謂的課業表現一詞，採取的是狹義的學習成就觀點。研

究資料來源為嘉義市某國小三、四年級學生，在95、96兩學年度的國語、

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科技……等五學科的各科平均分數。 

貳、影響課業表現的因素與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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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課業表現的看法與論述後，影響學生學業

成績的因素大致可分為兩大部份。 

一、個人因素方面 

包含個體的生理與心理因素，如：學習動機、性別、情緒、態度、

智力、興趣、價值、經驗、期望等等。以下僅針對一項對本研究重要

的因素加以說明。 

（一）性別因素 

多數研究均顯示出性別與課業成績之間的確有相關性存在。

Stickney與Fitzpatrick［29］研究指出，柯爾曼對美國學校做大規模

的研究，發現性別是影響學業成績的因素之一，且女生優於男

生。在國內張春興依據國、內外的文獻指出，小學階段時女生的

語文能力比男生好，男生的數理推理和空間能力比女生好，但整

體成績表現女生優於男生，在國小低、中年級，此種狀況更為明

顯，而且台灣與美國都是如此［12］。陳美娥［9］的研究發現，

不同性別的國小兒童，其國語科成績有顯著之差異，且女生優於

男生。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性別的確是影響課業成績的重要

因素之一。 

二、環境因素方面 

環境因素包含了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管教態度與重要他人（如：

家長、教師）的期望……等等因素。以下也僅針對一項較重要的因素

加以說明。 

（一）家庭社經地位（包括父母教育程度、父職業以及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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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許多實證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是影響文化資本的重

要背景因素，進而影響個人的教育成就。Chen,Lee與Stevenson［24

］以縱貫研究法長期觀察美國、台灣與日本之國小一年級學童共

729人，發現兒童早期的認知能力和家庭社經地位的關係非常一

致。Hao和Burns［26］分析亞洲移民與美國學生之學業成績差異

的研究指出，社會資本是造成各國學生學業成績差異的重要因

素，他們發現中國及韓國移民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由於與父母互

動的品質與頻率較高，增強了父母的教育期望，進而提高子女的

學業成績。國內研究方面，謝孟穎［18］採問卷調查和訪談法探

究家長社經背景與學生學業成績之關聯，研究亦證實家長社經地

位和學生學業成績之間確實有相關性，並發現家長的教育期望、

家庭文化刺激等都是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重要中介變項。也有學

者提出家庭讀書環境對於升學與成績表現有重要影響，如：父母

買課外讀物的頻率、擁有個人書桌或書櫃、書架的項數，以及補

習……等等；家庭社經地位越高者，家庭讀書環境越佳，補習的

機會也越多，而有助於提高成績與升學機會［11］。譚康榮［20

］在「誰家小孩學習成就最高？哪群學生心理最不健康？台灣教

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的初步發現」一文中也指出，對台灣的中學生

而言，父母教育程度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比貧富差距對學習

成就的影響更為重要要；這個現象與美國的發現極為相似且更為

明顯。 

總結來說，在學業成就方面，不同的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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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管教方式與學童的學業成就有顯著之差異（［10］；［15］；［16］）。而

在社會大眾對家庭社經地位低的學生普遍期待性較低，加上這些學生在

比較缺乏可以仿效的模範和重要他人的期望的雙重影響之下，在課業表

現上也會顯得相對消極。 

第二節 資料採礦的定義、類型及應用 

壹、資料採礦的定義 

“Data Mining”一詞在華人世界的中文刊物、文獻中有著各式各樣的

中譯名稱，如：資料探勘、資料挖掘、資料開採、數據挖掘、資料採擷

等，本論文採用的是中華資料採礦協會(Chung-Hua Data Mining Society，CDMS)

的說法，把Data Mining譯名為「資料採礦」，依中華資料採礦協會［3］指

出：Data Mining最早是由人稱資料採礦之父的Usama Fayyad在1991年首次於

他的博士論文中所提出，目的是為了要從龐大的維修資料中找出規則。

此外，和資料採礦一樣常聽到的字眼還有KDD（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不過一般來說，還是資料採礦一詞較為大眾所常用。 

談過以上這些，究竟資料採礦的定義為何？以下擷錄幾位資料採礦大

師對資料採礦所下的定義，提供大家參考： 

一、從資料庫中挖掘出不明確、前所未知以及潛在有用的資訊的過程 

［27］。 

二、資料探勘乃使用自動或半自動的方式，對龐大的資料作分析，為 

了從資料庫中找出有意義的關係或規則［28］。 

三、資料探勘是一種新的且不斷循環的決策支援分析過程，它能夠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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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在一起的資料中，發現出隱藏價值的知識，以提供給企業專 

業人員參考［23］。 

四、資料探勘是指由已存在的資料中探勘出新的事實及發現專家尚且 

不知的新關係［25］。 

貳、資料採礦技術的類型及應用 

綜合前述幾位大師的定義，我們不難看出，資料採礦就是一段發現有

意義規則的過程。資料採礦既然是用來找尋有意義的規則，因此，可以

將規則的型態區分為幾種模式［5］： 

一、分類（Classification）：基本上資料採礦的原形就是預測，預測類 

別變數的過程稱之為「分類」。 

二、推估（Estimation）：推估是預測連續數值，透過已知的屬性，推 

估未知的連續數值的走向與趨勢。 

三、群集化（Cluster）：根據相似性，將相似的事物分群，使得複雜 

的資訊大幅簡化，這個步驟稱之為「群集化」。 

四、同質分組(Affinity Group)：從歷史資料中，找出哪些事件總是相伴 

發生，我們稱之為關聯法則（Association Rule）或者是購物籃分析 

(Basket Analysis)。 

五、序列（Sequential）：透過序列，可以找出事物「先後」發生的順 

序，我們稱這樣的規則為時序規則（Sequential Pattern）。 

六、描述（Description）：資料採礦的過程中，除了分析的預測模型之 

外，很重要的是在分析與處理資料的過程中，透過資料視覺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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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觀察來找出許多有意義的規則。 

在現今社會中，資料採礦的應用範圍非常廣泛。根據Two Crows Corp.

最近的調查顯示，Data Mining主要的三個應用方式都在市場推廣方面，分

別是：Customer Profiling、Targeted Marketing、以及 Market-Basket Analysis［2］。

在Customer Profiling方面，希望找出客戶的一些共同的特徵，藉此預測哪些

人可能成為我們的客戶，以幫助行銷人員找到正確的行銷對象；

Market-Basket Analysis用來幫助零售業者瞭解客戶的消費行為，譬如哪些產

品客戶會一起購買，或是客戶在買了某一樣產品之後，在多久之內會買

另一樣產品等等。客戶關係的管理則是Data Mining的另一個常見的應用方

式，因為畢竟找一個新客戶的成本要比留住一個原有客戶的成本要高出

許多。近來，電話公司、信用卡公司、保險公司、股票交易商、以及政

府單位對於詐欺行為的偵測都很有興趣，Data Mining可以找出可能的詐欺

交易，減少損失；財務金融業可以利用Data Mining來分析市場動向，並預

測公司的營運以及股價走向。 

第三節 關聯法則 

關聯法則原理 

關聯法則大概是目前資料採礦中最淺顯易懂、最普遍使用的一種基本

技術，該技術由Agrawal［22］等幾位學者所提出，目的就是希望能從一

群龐大交易的資料項目及屬性間，找出彼此之間相關的規則，以了解顧

客的消費行為，進而做為交叉銷售或套餐組合等商業銷售行為的應用。

關聯法則的基本規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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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甲商品也會同時購買乙商品的有百分之P 

我們試用「圖1 條件機率示意圖」來說明這條規則是如何計算出來

的。假設這個月份在大賣場裡，購買冷氣機的人有360人，購買電風扇的

人有720人，而兩者都有買的共有180人。 

 

依據上述條件，我們可以利用條件機率的公式算出底下兩條關聯規則: 

購買冷氣也同時購買電風扇的有50%(180/360=0.5) 

購買電風扇也同時購買冷氣的有25%(180/720=0.25) 

這個規則我們稱為可信度(Confidence)，意思就是買甲商品也會同時買乙商

品的機率有多少？機率越高，表示可信賴的程度越高。而關聯法則除了

這個評估指標以外，尚有另一個評估指標－支持度(Support)，意思為甲商

品及乙商品都有的交易筆數占總交易筆數的百分比。以本例子來說，倘

若在這個月的所有1000筆銷售資料裡，購買冷氣也同時購買電風扇的有

300筆，那支持度有3%；而購買電風扇也同時購買冷氣的有100筆的話，

則支持度只有1%。 

這兩個指標通常被用來做為評估規則是否成立的標準。支持度和可信

度的門檻設定過高會不容易產生規則，遺漏可能的重要關聯規則；但是

圖 1 條件機率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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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設定值過低又會產生許多雜亂不可靠的規則。所以，支持度和可信

度的設定值還需要靠分析者的經驗［21］。 

第四節 相關研究之回顧與探討 

本節簡單整理兩篇有關運用資料採礦技術研究學生學習表現文章的

結果，以供本研究第五章比較印證使用。 

壹、鄭景邁［17］以資料探勘技術分析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學業成績， 

焦點放在學習狀況較差的低成就學童身上，利用關聯規則演算法 

找出學童各學科成績間的交互關係，最後提供探勘結果給學校做 

為補救教學策略的參考。資料來源為國語、英語、數學、自然、 

社會等五個主要學科，將取得的原始資料合併、剪裁、轉換成適 

合探勘的資料庫後，研究發現： 

一、國語科的學習狀況對數學、自然、社會三科有明顯的影 

響，所以可找出包含在這三條關聯規則中的學童（國語∩ 

數學、國語∩自然、國語∩社會），對國語科投入較多比 

例的補救教學資源。 

二、信賴度最高的一條規聯規則是「國語、自然→社會」， 

配合觀察其他的關聯規則發現自然科出現的機會相當 

高，自然科的學習成就明顯影響其他科目，所以也應考慮 

增加自然科的補助教學資源。 

貳、林金火［7］應用資料探勘技術分析高中一、二年級學生成績， 

也是要從成績不佳的學生身上，利用關聯規則演算法找出學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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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成績間的交互關係。資料來源為高中課程的國文、數學、英 

文、物理、化學、歷史、地理等七科，將原始資料經合併、剪裁 

及轉換後，研究發現： 

一、國文、歷史及歷史、地理的是互為有效的關聯規則，這 

說明學生的史地文學的學習成效是有關聯的。 

二、在第三、四條關聯規則中物理、化學是相互關聯的，這 

更說明高中生的學習上已有分科學習關聯的事實。 

三、在L2的候選項目集分析中，數學、英文兩科被刪除，在 

留下的國文、物理、化學、歷史、地理分析中，只得到六 

條有效的關聯規則，可見高中生的各科學習的相互影響是 

較中小學為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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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研究方法分為四小節介紹：第一節先說明研究對象及資料來源；

第二節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流程；第三節介紹資料處理的步驟；最後，第

四節簡介本研究資料採礦工具軟體SQL SERVER 2005。 

第一節 研究對象及資料來源 

本研究是以嘉義市某國小95、96兩學年度三、四年級學童為研究對

象，共計441人。該校位於嘉義市西區，屬中型學校。學生來源多為嘉義

市，其餘則為鄰近縣市（嘉義縣、台南縣市、雲林縣……等）越區就讀

的學子。研究資料來源為該校三、四年級學童在95、96兩學年度之國語、

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科技等五科的成績。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嘉義市某國小中年級學童之國語、英語、數學、社會、自然

與科技等五科成績，做為採礦資料庫，然後採用關聯法則演算法為採礦

工具，分析學科成績，找出潛藏在學科成績間的有意義規則。研究流程

（詳見「圖 2 研究流程」）依序為：確定研究主題、相關文獻探討、整

理取得資料、資料預處理、資料採礦分析、找出有意義的規則、結論與

建議，其內容說明如下： 

壹、確定研究主題：確定主題與整個研究進行的方向後，開始著手資 

料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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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文獻探討：閱讀尋找跟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著手整理背景 

知識的同時，並從中找尋適合本研究的研究工具。 

參、整理取得資料：資料陸續取得的同時，和教授討論先前蒐集資料 

的完整性並做適當的補強。 

肆、資料預處理：為求正確地使用資料採礦技術，避免不適當的資料 

對分析結果造成不利影響（garbage in,garbage out），此步驟目的在 

於將原始資料經由刪除、整合及轉換純化資料，形成可用資料 

表。同時，了解輸入變項的資料表欄位特性，以便進行資料分析 

之變數設定。 

伍、資料採礦分析：運用關聯法則演算法進行資料分析，透過反覆不 

斷地建立、觀察評估模型，試圖取得有意義的樣式與規則。 

陸、找出有意義的規則：取得有意義的樣式與規則後，嘗試去解釋、 

推敲隱藏在規則背後的真正原因。 

柒、結論與建議：找出成績背後潛在的真正原因，做為調整課程內容、 

提高學生學習成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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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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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處理 

原始資料來源為嘉義市某國小三、四年級學生95、96學年度學籍簿上

的成績資料。資料取得上，在實際拜訪並說明其研究用途後，除其中一

班導師不願提供外，最後共取得15班計441筆資料。觀察後發現，欄位數

目計有：學年度、學期、年級、班級、座號、姓名、國語、英語、鄉土

語言、語文平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健康與

體育、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總成績、日常生活表現、學期總成績、選修

課程(1)、選修課程(2)、選修課程(3)、選修課程(4)、應出席日數、事假日

數、病假日數、曠課日數、缺席總日數、導師評語……等十餘個欄位。 

接著，開始進行資料預處理（Pre-Processing）的過程。此部份分成三階

段，分述如下： 

壹、資料純化：考量到不是所有欄位均對採礦過程有用，因而此階段 

只留下國語、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科技等五科的欄位值， 

其餘欄位均刪除，並且把學年度、年級、班級、座號四項欄位值 

合併命名成「學號」一欄，以減低資料複雜度。 

貳、資料整合：此外，跟教授討論過後，教授建議加入性別一欄以探 

討男女學習表現上是否有差異？因此，再把學生輔導記錄簿上的 

性別欄位值補上，與學號、國語、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科 

技等六個欄位值先存放在同一張Excel工作表中。接著，一般在設 

計商業交易的資料表時，多設計成主檔和明細檔這種一對多的關 

聯表（Relations）格式，而SQL SERVER 2005在做資料採礦的過程中， 

對於資料表的輸入也是有「案例」和「巢狀表」這樣的類似設計。 



 

 17

考量本研究資料的來源並不複雜，因此採用與SQL SERVER 2005能 

相容的Excel表格方式將資料存放在單一工作表中（詳見「表1 整 

合過的Excel資料表」）。 

表1 整合過的Excel資料表 

學號 性別 國語 英語 數學 社會 自然與科技 

954101 男 95 95 92 96 94 
954102 男 97 95 91 97 95 
954103 男 83 92 76 83 83 
954104 男 96 95 91 95 96 
954105 男 91 94 83 87 90 

®954106 男 89 76 81 92 89 
954107 男 93 91 95 96 95 
954108 男 86 80 68 83 86 
954109 男 62 59 38 70 70 
954110 男 80 87 70 78 76 

       

僅以 10 筆代表，以下省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參、轉化成資料庫可用的訓練組資料表S1：參照國際分級指標的計分 

方法，將成績分為頂標、前標、均標、後標及底標［14］，算出 

各科目的五標分級標準後，製成表格（詳見「表2 各科目成績的 

分級標準」）。然後把成績大於等於頂標的訂為A級分、小於頂 

標且大於等於前標的訂為B級分、小於前標且大於等於均標的訂 

為C級分、小於均標且大於等於後標的訂為D級分、小於後標且大 

於等於底標的訂為E級分、小於底標的訂為F級分，再製成「表3 六 

級距分類表」。最後，依據「表3 六級距分類表」之規則把「表 

1 整合過的Excel資料表」轉換成資料表S2（詳見「表4 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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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表2 各科目成績的分級標準 

級距 國語 英語 數學 社會 自然與科技 說明 

頂標 97 97 96 98 97 
由高到低，分數排

名第12%的 

前標 96 96 95 97 96 
由高到低，分數排

名第25%的 

均標 90 87 86 90 89 
由高到低，分數排

名第50%的 

後標 81 73 72 80 78 
由高到低，分數排

名第75%的 

底標 75 66 63 73 72 
由高到低，分數排

名第88%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3 六級距分類表 

 

A B C D E F 

≧頂標 √      
＜頂標 

≧前標 
 √     

＜前標 

≧均標 
  √    

＜均標 

≧後標 
   √   

＜後標 

≧底標 
    √  

＜底標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類 
別 

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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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資料表S2 

學號 性別 國語 英語 數學 社會 自然與科技 

954101 男 C C C C C 

954102 男 A C C B C 

954103 男 D C D D D 

954104 男 B C C C B 

954105 男 C C D D C 

954106 男 D D D C C 

954107 男 C C B C C 

954108  男 D D E D D 

954109 男 F F F F F 

954110 男 D C E E E 

       

僅以 10 筆代表，以下省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再按照常態分佈的概念，將成績分成三群，高分的一群、中分的 

一群，低分落後的一群。把分數由高到低，分數排名大於等於25% 

以上的為高分組（即A級分＋B級分的總和）；排名小於25%大於 

等於75%以上為中分組（即C級分＋D級分的總和），小於75%以 

下者為低分組（即E級分＋F級分的總和），來製成「表5 訓練組 

資料表S1」。 

表5 訓練組資料表S1 

學號 性別 國語 英語 數學 社會 自然與科技 

954101 男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954102 男 高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高分組 中分組 

954103 男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954104 男 高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高分組 

954105 男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954106 男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954107 男 中分組 中分組 高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954108 男 中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中分組 中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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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109 男 低分組 低分組 低分組 低分組 低分組 

954110 男 中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低分組 低分組 

       

僅以 10 筆代表，以下省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資料採礦工具SQL SERVER 2005簡介 

本研究採用微軟公司的SQL SERVER 2005軟體為資料採礦工具，其演算

計有：決策樹、貝氏機率分類、時序群集、時間序列、群集、線性迴歸、

羅吉斯迴歸、類神經網路、關聯規則等九種演算法。 

SQL Server 2005同時也是一個功能完備的資料庫平台，利用整合式商業

智慧（BI）工具，提供企業級資料管理功能。SQL Server 2005資料庫引擎提

供更安全、可靠的儲存環境給關聯式和結構式資料，讓您能夠建置並管

理高可用性、高效能資料應用程式。透過豐富的功能集（詳見「圖3 SQL 

Server 2005資料平台的配置」）、與現有系統的互通性，以及例行工作的

自動化，SQL Server 2005為各種規模的企業提供完整的資料解決方案［1］。 

 

 圖3 SQL Server 2005資料平台的配置 

 資料來源：Microsoft中文網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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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資料特性分析，對取得的資料先做一敘述性

統計，整理成各種人（次）數分佈表，綜合說明觀察的現象；第二節說

明關聯法則模型的建置過程；第三節為實驗結果的數據及說明。 

第一節 資料特性分析 

壹、性別資料分析： 

441筆資料中，男生佔236人，女生佔205人。從「圖4 學生性別比例

分佈圖」中可看出比例約54：46，人數差距約8％。 

圖4 學生性別比例分佈圖

女

46% 男
54%

男

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以三級距分級標準來分析各科成績： 

採百分位數做為訂定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的標準，所謂高、中、

低分組（詳見「表6 三級距分類表」），是把學生成績分數由高到低排

列，排名大於等於第25%以上的訂為高分組（即A級分＋B級分的總和）；

小於25%大於等於75%以上的訂為中分組（即C級分＋D級分的總和），

小於75%以下者訂為低分組（即E級分＋F級分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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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三級距分類表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百分位數≧25% √   
百分位數＜25%，≧75%  √  
百分位數＜75%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接下來，我們會觀察比較各科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男女整體人數

分佈的情形。不過，因為全體的男女人數並不一致，因此比較的基準不

是絕對的比率，而是採相對的增益（Lift）。增益值，就是將子體發生機

率除以母體的原始發生機率所得到的比值。增益值＞1表示發生機率高於

母體。因此，該條件會被視作為傾向發生。 

一、國語科成績分析： 

從「表7 國語科成績人數分佈表」觀察、對照後，結果發現：高

分組部份，女生人數增益值為1.32，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

生，代表此組得高分的女生相對較多；低分組部份，男生人數增益值

為1.18，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生，代表此組得低分的男生

相對較多。 

表7 國語科成績人數分佈表 
國語科成績級距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分組總人數 88 323 30 441 全體總人數 
男生人數 34 183 19 236 男生總人數 
女生人數 54 140 11 205 女生總人數 
男生人數的增益值 0.72 1.06 1.18   
女生人數的增益值 1.32 0.93 0.7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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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科成績分析： 

從「表8 英語科成績人數分佈表」觀察、對照後，結果發現：高

分組部份，女生人數增益值為1.37，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

生，代表此組得高分的女生相對較多；低分組部份，男生人數增益值

為1.20，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生，代表此組得低分的男生

相對較多。 

表8 英語科成績人數分佈表 
英語科成績級距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分組總人數 66 330 45 441 全體總人數 
男生人數 24 183 29 236 男生總人數 
女生人數 42 147 16 205 女生總人數 
男生人數的增益值 0.68 1.04 1.20   
女生人數的增益值 1.37 0.96 0.7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數學科成績分析： 

從「表9 數學科成績人數分佈表」觀察、對照後，結果發現：高

分組部份，女生人數增益值為1.16，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

生，代表此組得高分的女生相對較多；低分組部份，女生人數增益值

為1.05，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生，代表此組得低分的女生

相對較多。 

表9 數學科成績人數分佈表 
數學科成績級距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分組總人數 65 335 41 441 全體總人數 
男生人數 30 185 21 236 男生總人數 
女生人數 35 150 20 205 女生總人數 
男生人數的增益值 0.86 1.03 0.96   
女生人數的增益值 1.16 0.9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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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社會科成績分析： 

從「表10 社會科成績人數分佈表」觀察、對照後，結果發現：

高分組部份，女生人數增益值為1.21，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

發生，代表此組得高分的女生相對較多；低分組部份，女生人數增益

值為1.05，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生，代表此組得低分的女

生相對較多。 

表10 社會科成績人數分佈表 
社會科成績級距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分組總人數 78 324 39 441 全體總人數 
男生人數 34 182 20 236 男生總人數 
女生人數 44 142 19 205 女生總人數 
男生人數的增益值 0.81 1.05 0.96   
女生人數的增益值 1.21 0.94 1.0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自然與科技科成績分析： 

從「表11 自然與科技科成績人數分佈表」觀察、對照後，結果

發現：高分組部份，女生人數增益值為1.04，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

會傾向發生，代表此組得高分的女生相對較多；低分組部份，男生人

數增益值為1.06，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生，代表此組得低

分的男生相對較多。 

表11 自然與科技科成績人數分佈表 
自然與科技科成績級距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分組總人數 86 318 37 441 全體總人數 
男生人數 48 167 21 236 男生總人數 
女生人數 38 151 16 205 女生總人數 
男生人數的增益值 1.04 0.98 1.06   
女生人數的增益值 0.95 1.02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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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參、說明敘述性分析後觀察到的結果： 

整理此小節裡的各科成績男女分佈情形，製成「表12 各科成績男女

人數分佈之增益值表」，可以觀察出幾個現象： 

表12 各科成績男女人數分佈之增益值表 

增益值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男生人數的增益值（國語） 0.72 1.06 1.18 

女生人數的增益值（國語） 1.32 0.93 0.79 

男生人數的增益值（英語） 0.68 1.04 1.20 

女生人數的增益值（英語） 1.37 0.96 0.76 

男生人數的增益值（數學） 0.86 1.03 0.96 

女生人數的增益值（數學） 1.16 0.96 1.05 

男生人數的增益值（社會） 0.81 1.05 0.96 

女生人數的增益值（社會） 1.21 0.94 1.05 

男生人數的增益值（自然） 1.04 0.98 1.06 

女生人數的增益值（自然） 0.95 1.02 0.9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從高分組來看；國語科、英語科、數學科與社會科高分組的女生 

人數增益值均＞1，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生，相對來 

講，代表這四科目高分組整體人數為女生比男生多；而自然與科 

技科高分組人數則為男生比女生多。 

二、從中分組來看；國語科、英語科、數學科與社會科中分組的男生 

人數增益值均＞1，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生，相對來 

講，代表這四科目中分組整體人數為男生比女生多；而自然與科 

技科中分組人數則為女生比男生多。 

三、從低分組來看；國語科、英語科、與自然科低分組的男生人數增 

益值均＞1，其值大於1代表該條件會傾向發生，相對來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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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科目低分組整體人數為男生比女生少；而數學科與社會科低 

分組人數則為女生比男生少。 

第二節 關聯法則模型的建置過程 

壹、連接資料庫 

Step1：首先，點選「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連結資料庫引擎後， 

新增一個名為Score的資料庫（詳見「圖5 新增資料庫」）。 

圖5 新增資料庫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Step2：選定Score資料庫，按滑鼠右鍵選擇「工作」→「匯入資料」， 

資料來源選擇Microsoft Excel格式，確定檔案路徑之後匯入Excel 

資料表Database_B.xls（詳見「圖6 匯入Excel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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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匯入Excel資料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Step3：選取來源資料表，檢視並設定好資料表S1$內適當的資料類 

型（詳見「圖7 設定適當的資料類型」），成功連結後按「關 

閉」，到此完成整個連結Score資料庫的流程。 

 

圖7 設定適當的資料類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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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置關聯法則的採礦結構 

Step1：首先，點選「SQL Server Business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Studio」， 

建立一個名為Score的採礦專案（詳見「圖8 新增採礦專案」）。 

 

圖8 新增採礦專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Step2：點選「方案總管」內的「資料來源」，按滑鼠右鍵選擇「新 

增資料來源」，接著連接先前建立的「Score」資料庫（詳見 

「圖9 連接Score資料庫」），完成資料來源的設定。 

 
圖9 連接Score資料庫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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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再點選「方案總管」內的「資料來源檢視」，按滑鼠右鍵選 

擇「新增資料來源檢視」，選取並連接名為dbo.S1$資料表的 

關聯式資料來源（詳見「圖10 連接dbo.S1$資料表」），完 

成資料來源檢視的設定。 

 

圖10 連接dbo.S1$資料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Step4：最後，點選「方案總管」內的「採礦結構」，按滑鼠右鍵選 

擇「新增採礦結構」，選取「Microsoft關聯規則」資料採礦技 

術（詳見「圖11 選取關聯規則採礦技術」），然後選取資料 

來源檢視裡的Score資料表，在「輸入資料表」裡勾選「案例」 

一項（本研究雖無另外分開資料做巢狀表，但在SQL SERVER  

2005裡，單用案例表來跑資料一樣是可行的），指定好培訓資 

料的輸入和輸出選項（詳見「圖12 勾選『輸入』和『可預測』 

的選項」），確定資料類型無誤後，即完成新增採礦結構的 

動作。接下來，就可以開始下一節的規則尋找過程。 

db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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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選取關聯規則採礦技術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12 勾選「輸入」和「可預測」的選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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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採礦工具畫面及標籤頁功能介紹 

介紹「圖13 採礦工具畫面」裡幾項關聯法則常用標籤頁的功能： 

圖13 採礦工具畫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採礦模型：此標籤頁面裡（詳見「圖14 採礦模型標籤頁），可 

以針對同一資料來源來建立或刪除不同的採礦模型，並處理採礦 

模型結構。 

圖14 採礦模型標籤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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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礦模型檢視器：此標籤頁面裡有3個子標籤，功能分別為： 

（一）項目集（詳見「圖15 採礦模型檢視器－『項目集』標籤 

頁」）：可以設定「最小支援」（案例數）和「項目集大 

小下限」，也可以打入關鍵字來篩選項目集，來減少項目 

集的數目以便觀察。 

圖15 採礦模型檢視器－「項目集」標籤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規則（詳見「圖16 採礦模型檢視器－『規則』標籤頁」）： 

可以設定「最小機率」和「最小重要性」，也可以鍵入關 

鍵字來篩選，減少規則數目以便找出有意義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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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採礦模型檢視器－「規則」標籤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相依性網路（詳見「圖17 採礦模型檢視器－『相依性網 

路』標籤頁」）：可以調整左側的捲軸拉桿，來觀察關聯 

性連結的強度，以便找出有意義的現象。 

圖17 採礦模型檢視器－「相依性網路」標籤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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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規則尋找的結果及說明 

壹、參數的設定與調整 

關聯規則能容易解釋其產生的規則，且可完整呈現變數之間的關聯，

但篩選規則的條件設定很重要，條件太鬆散可能造成結果多且凌亂；相

反地，如果條件太嚴苛可能忽略掉一些罕見變數的有趣樣式。所以，在

慢慢調整「最小支援度」、「最小機率」和「最低重要性」的同時，每

個關聯規則的數目約控制在10條左右。 

本研究參數設定如下： 

一、最小支援度初始設定在≧23，以資料總筆數441的5%做粗估， 

如有需要視採礦狀況做調整。 

二、最小機率初始設定在≧0.7（70％），此取法是參考諸多相關 

文獻的建議來設定的，如有需要視採礦狀況做調整。 

三、最低重要性初始設定在≧0.1，如有需要視採礦狀況做調整。 

四、「性別」則設定每次都與其他科目一同做Input選項，觀察是 

否會與科目相互的學習有所關聯。 

貳、開始做各個採礦模型關聯預測： 

「國語→數學」關聯預測：國語、性別設為「輸入」，數學設為「預 

測」。採礦模型設定如下（詳見圖18 「國語→數學」採礦模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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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國語→數學」採礦模型設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項目集的觀察如下（詳見圖19 「國語→數學」項目集）： 

圖19 「國語→數學」項目集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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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的觀察如下（詳見圖20 「國語→數學」有效規則）： 

 

圖20 「國語→數學」有效規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相依性網路的觀察如下（詳見圖21 「國語→數學」相依性網路）： 

 

圖21 「國語→數學」相依性網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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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的發現： 

一、在項目集的觀察中，發現性別在項目集大小下限選2的時候 

就未達最小支援度，故被刪除；同樣地，在相依性網路的標 

籤頁面裡，關聯性強度的拉桿調到1/2的位置，性別亦未見與 

國語、數學有相依性連結的存在，可見「性別」對國語和數 

學兩學科之間的學習關聯性並無明顯的關聯。 

二、國語=低分組->數學=低分組的機率是0.833，符合初始最小機 

率設定值0.7，重要性1.295也是最高的，而支援度25也符合最 

小支援度23的要求，故取出這條規則。 

以下開始，各科的相互關聯規則就仿照「國語→數學」關聯預測的流

程做預測，過程就不一一贅述，做成（表13 各科成績間的關聯規則總

表）。 

表13 各科成績間的關聯規則總表 

關聯規則 支援度 機率 重要性 規則 性別關聯 

國語→數學 25 0.833 1.295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數學→國語 25 0.610 1.608 數學=低分組->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語→社會 25 0.833 1.350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社會→國語 25 0.641 1.630 社會=低分組->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語→自然 24 0.800 1.363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然→國語 24 0.649 1.570 自然=低分組->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語→英語 22 0.773 1.092 國語=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英語→國語 22 0.489 1.335 英語=低分組->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數學→社會 32 0.780 1.586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社會→數學 32 0.821 1.512 社會=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數學→自然 32 0.780 1.711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然→數學 32 0.865 1.536 自然=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數學→英語 28 0.683 1.178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英語→數學 28 0.622 1.244 英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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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自然 32 0.821 1.734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然→社會 32 0.865 1.633 自然=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社會→英語 26 0.667 1.124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英語→社會 26 0.578 1.213 英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自然→英語 27 0.730 1.186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英語→自然 27 0.600 1.334 英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社 24 0.960 1.384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社→國、數 24 0.615  社會=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自 23 0.920 1.394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國、數 23 0.622  自然=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英 20 0.800 1.097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英→國、數 20 0.444  英語=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國、社→數 24 0.960 1.332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數→國、社 24 0.585  數學=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國、社→自 23 0.920 1.394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國、社 23 0.621  自然=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國、社→英 20 0.800 1.097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英→國、社 20 0.444  英語=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國、自→數 23 0.958 1.309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數→國、自 23 0.560  數學=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國、自→社 23 0.958 1.357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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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國、自 23 0.589  社會=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國、自→英 19 0.792 1.077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英→國、自 19 0.422  英語=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國、英→數 20 0.909 1.224 國語=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數→國、英 20 0.487  數學=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英→社 20 0.909 1.265 國語=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社→國、英 20 0.512  社會=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英→自 19 0.864 1.266 國語=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國、英 19 0.513  自然=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數、社→國 24 0.750 1.635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社 24 0.8  國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數、社→自 28 0.875 1.545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數、社 28 0.756  自然=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數、社→英 23 0.719 1.101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英→數、社 23 0.511  英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數、自→國 23 0.719 1.559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自 23 0.766  國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數、自→社 28 0.875 1.466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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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數、自 28 0.717  社會=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數、自→英 24 0.750 1.138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英→數、自 24 0.533  英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數、英→國 20 0.714 1.422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英 20 0.666  國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數、英→社 23 0.821 1.291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社→數、英 23 0.589  社會=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數、英→自 24 0.857 1.393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數、英 24 0.648  自然=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社、自→國 23 0.719 1.559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社、自 23 0.766  國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社、自→數 28 0.875 1.399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數→社、自 28 0.682  數學=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社、自→英 23 0.719 1.101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英→社、自 23 0.511  英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社、英→國 20 0.769 1.454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社、英 20 0.666  國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社、英→數 23 0.885 1.274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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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社、英 23 0.561  數學=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社、英→自 23 0.885 1.377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社、英 23 0.621  自然=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自、英→國 19 0.704 1.379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自、英 19 0.633  國語=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自、英→數 24 0.889 1.299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數→自、英 24 0.585  數學=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自、英→社 23 0.852 1.306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社→自、英 23 0.589  社會=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把以上「表13 各科成績間的關聯規則總表」裡不符合最小支援度或

最小機率的部份去除後，整理成「表14 各科成績間的關聯規則總表－整

理一」，再來討論規則間有無關聯性。 

表14 各科成績間的關聯規則總表－整理一 

關聯規則 支援度 機率 重要性 規則 性別關聯 

國語→數學 25 0.833 1.295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國語→社會 25 0.833 1.350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國語→自然 24 0.800 1.363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數學→社會 32 0.780 1.586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社會→數學 32 0.821 1.512 社會=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數學→自然 32 0.780 1.711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然→數學 32 0.865 1.536 自然=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社會→自然 32 0.821 1.734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然→社會 32 0.865 1.633 自然=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自然→英語 27 0.730 1.186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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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數→社 24 0.960 1.384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自 23 0.920 1.394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國、社→數 24 0.960 1.332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國、社→自 23 0.920 1.394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國、自→數 23 0.958 1.309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國、自→社 23 0.958 1.357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數、社→國 24 0.750 1.635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社 24 0.8  國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數、社→自 28 0.875 1.545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數、社 28 0.756  自然=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數、社→英 23 0.719 1.101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數、自→國 23 0.719 1.559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自 23 0.766  國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數、自→社 28 0.875 1.466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社→數、自 28 0.717  社會=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數、自→英 24 0.750 1.138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數、英→社 23 0.821 1.291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數、英→自 24 0.857 1.393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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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自→國 23 0.719 1.559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國語=低分組 

無明顯 

國→社、自 23 0.766  國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社、自→數 28 0.875 1.399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社、自→英 23 0.719 1.101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英語=低分組 

無明顯 

社、英→數 23 0.885 1.274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社、英→自 23 0.885 1.377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英→數 24 0.889 1.299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自、英→社 23 0.852 1.306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整理完後還有36條規則，顯然太多，難以做比較觀察。於是，把最小

機率調整成0.8，再去掉13條未達到標準的規則，我們就剩下的23條規則

來做最後的歸納分析（詳見表「15 各科成績間的關聯規則總表－整理

二」）。 

表15 各科成績間的關聯規則總表－整理二 

關聯規則 支援度 機率 重要性 規則 性別關聯 

國語→數學 25 0.833 1.295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國語→社會 25 0.833 1.350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國語→自然 24 0.800 1.363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社會→數學 32 0.821 1.512 社會=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自然→數學 32 0.865 1.536 自然=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社會→自然 32 0.821 1.734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然→社會 32 0.865 1.633 自然=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社 24 0.960 1.384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自 23 0.920 1.394 國語=低分組,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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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低分組 

國、社→數 24 0.960 1.332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國、社→自 23 0.920 1.394 國語=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國、自→數 23 0.958 1.309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國、自→社 23 0.958 1.357 國語=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國→數、社 24 0.8  國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數、社→自 28 0.875 1.545 數學=低分組,社會=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數、自→社 28 0.875 1.466 數學=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數、英→社 23 0.821 1.291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數、英→自 24 0.857 1.393 數學=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社、自→數 28 0.875 1.399 社會=低分組,自然=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社、英→數 23 0.885 1.274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社、英→自 23 0.885 1.377 社會=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自然=低分組 

無明顯 

自、英→數 24 0.889 1.299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數學=低分組 

無明顯 

自、英→社 23 0.852 1.306 自然=低分組,英語=低分組 

->社會=低分組 

無明顯 

參、最後歸納分析： 

一、國語單科或國語與另一科一起影響數學、社會、自然與科技的關 

聯規則次數出現最多，出現10次；其次是社會8次、自然與科技8 

次、數學6次。可見，國語學不好，數學、社會、自然與科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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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學不好；反觀，數學、社會、自然與科技學不好，國語未必 

學不好。可見國語科的確對其他三科的學習是有極大關聯的。由 

這些現象我們可以推論國語科屬於基礎工具學科，語文能力不佳 

的確會對知識的吸收與理解造成困難，因此，對其他學科的學習 

是會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影響。 

二、自然與科技和社會單科或與另一科一起影響其他科目的關聯數目 

也不少，這跟我們補救教學裡只偏重在國語、數學兩科做補強的 

舊有認知觀念相較，顯然有相當大的落差。 

三、英文科就單科對其他科的關聯數目來看，是找不到符合最低支援 

和最低機率的規則，足見對其他四科的關聯性不大。 

四、性別納入學科互相學習的考量後，並未找出有高相關的關聯性， 

可見學科之間的相互學習不因性別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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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採礦的科目計有國語、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科技五科，

最小支持度設定在23（5%）、最小機率設定在0.8（80%）。反覆建模、

調整輸入變數，同時搭配使用關聯法則採礦裡「規則」和「相依性網路」

兩個標籤頁做觀察、篩選。最後，就得到較有意義的23條關聯規則，嘗

試歸納解釋看到的現象： 

壹、性別一欄與其他五個科目搭配做輸入選項（Input），嘗試預測性 

別是否會對科目之間的相互學習產生關聯？。以常理來看，一般 

人普遍認為男生的數理邏輯能力較佳，女生的語文應用能力較 

好，在相關文獻與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中，指的都是單科成績的 

表現，也都獲得許多實證。但經由本研究關聯法則採礦的結果， 

是看不出有任何高相關性的，也就是說，性別不會對科目之間的 

相互學習產生明顯的關聯，這是頗出乎預料的。 

貳、國語科成績不好（低分組），對數學、自然與科技、社會三科 

（均為低分組）的成績也有顯著關聯，這個結果符合我們一般期 

待。這種情況最有可能的解釋是：國語科歸類在基礎學習工具一 

類，算是各科學習必備的基礎知識。因此，整體語文的聽、說、 

讀、寫能力表現差的人，對於文章內容理解的能力一定也較差。 

所以，對於其他三個科目的學習表現一定也有相當程度的關聯， 

進而影響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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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英語未達到最小支持度23或最小機率0.7的條件，因此找不到比 

較有意義的規則，可見英語成績的高低對其他四科關聯不大。推 

究可能原因，有可能是國小目前的課程內容和評量的題目中，較 

少有運用到英文詞彙的機會；或者是這些學童本身的英語學習能 

力就不佳。因此，才沒有產生任何較有意義的規則。 

肆、自然與科技和社會對其他科目學習的關聯性也不小，也發現數 

學、自然、社會三科彼此間的學習互動極深。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資料採礦的結果，提出幾點建議： 

壹、對於國語不好，數學也不好；國語不好，自然與科技也不好；國 

語不好，社會也不好的這3條關聯規則的現象，我們集合符合這 

些條件的學童來加強語文的聽、說、讀、寫能力，對其他科目的 

學習成績必能有所提昇。 

貳、對於國語科成績不好，數學、自然與科技、社會等三科成績也會 

不好的這一顯著關聯，本研究建議在未來課程規劃上，該對國語 

課的授課節數做提昇的調整；此外，若有補救教學的配套，順序 

也應該把國語科列為優先考慮。全面提昇語文能力的結果，將有 

助於提昇全體學童對其它科目學習的表現。而且，在成績明顯提 

昇的同時，也有助於減少在學學童流失、增加新生入學意願。 

參、「家庭社經地位」、「學習態度」等一些變數，本研究因為資料 

取得的關係並未納入研究的考量，建議對此議題有興趣者，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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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做輔助，取得這些變數值來做後續深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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