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為了探討彰化地區學童參加讀經班的動機、 涉入程度與經典會考之關係。 研究

對象為彰化地區參加讀經班的學童。 研究方法使用問卷調查, 採便利抽樣方式發放實施, 並使用

SPSS 統計軟體, 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信度分析、 獨立樣本 t 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羅吉

斯迴歸分析。

研究中將讀經的動機分為求知動機、 增能動機、 社交動機、 休閒動機四個構面, 涉入程度分

為重要性涉入、 愉悅性涉入、 中心性涉入、 象徵性涉入四個構面。 結果顯示: 參加讀經班的學童

男女比例相等, 學童的年齡以國小1-3年級為最多, 他們大都從中班-大班開始讀經, 宗教信仰以

一般民間信仰為多數。 在參與動機方面, 以增能動機的平均數最高, 其中為了增強記憶力和專注

力、 為了增強閱讀寫作能力、 為了增進自信心、 為了開發學習潛能4個題項平均數為前四高。 在

涉入程度方面, 以重要性涉入的平均數最高, 其中讀經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讀經讓我更懂事、 我

認為讀經是有意義的事、 讀經使我有自我挑戰的機會、 讀經讓我得到成功的經驗5個題項平均數

為前五高。

差異性分析發現: 在參與動機方面, 父親、 母親的學歷和開始讀經的年齡變數中有顯著差異;

不同年齡、 宗教、 母親學歷、 開始讀經的年齡、 讀經的頻率在涉入程度方面有顯著差異。 參與讀

經的動機與涉入程度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讀經的學童, 參加過彰化經典會考有83%, 通過彰化經典會考的學童有80%; 而參加全國經

典會考的學童有69%, 通過全國經典會考的學童只有36%。求知動機在參加彰化經典會考、 通過

彰化經典會考與參加全國經典會考方面有顯著的預測力; 社交動機對參加全國經典會考與通過

全國經典會考有顯著的預測力。 涉入程度對經典會考則無顯著的預測力。

關鍵字: 讀經班、 參與動機、 涉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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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among school children’s motivation of at-

tending the chanting class, their involvement and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exam on clas-

sics.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the school children who attended the chanting class in

Changhua.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questionnaire, and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adopted to distribute the questionnaire copies. SPSS was used for the descriptive statis-

tics and analysis,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the One-way

ANOVA, and th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n the research, the motivation of chanting was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he knowledge-acquiring motivation, the empowerment motivation, the social motiva-

tion, and the leisure motivation; the involvement was also classified into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he importance involvement, the pleasure involvement, the centrality involvement,

and the symbol involve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gender

among the school children in the chanting class; most of the school children were the 1st,

2nd and 3rd Grade students who began to chant sutras since preschool days; most of them

held folk belief.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e empowerment motivation ranked

the highest in mean, and To enhance memory and concentration, To enhance reading and

writing, To enhance self-confidence, and To develop learning potential ranked Top 4 in

mean. In terms of involvement, the importance involvement ranked the highest in mean,

and Chanting sutras is of great help for me, Chanting sutras makes me smarter, I think

chanting sutras is meaningful, Chanting sutras gives the chance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Chanting sutras gives me the experience of success ranked Top 5 in mea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ial analysis,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parents and the age at which they began to chant sutras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religion, mother educational level, the

age at which they began to chant sutras, and the frequency of chanting sutras 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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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volvemen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otivation of and

involvement in chanting sutras.

Of the school children chanting sutras, 83% took the exam on classics, and 80% of

them passed the exam; 69% of the school children took the national exam on classics, and

only 36% of them passed the exam. The knowledge-acquiring motivation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on in taking and passing the exam on classics in Changhua and taking the national

exam on classics; the social motivation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on in taking and passing

the national exam on classics. The involvement had insignificant prediction in the exam

on classics.

Keywords: Chanting Class, Participated Motivation,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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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緒論

本章先就整個研究的背景、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流程等做概

括性的陳述。

1.1 研究背景

「經」 就是 「準則」, 是常理常道, 是世人須遵守的法則。 所以,「經典」 就是先人的智慧結晶、 文化

的能源、 道德的動力、 生命的方向, 它不僅構成我中華民族之傳統, 而且其內涵可以供給全人類

無限之啟發 (王財貴,1996)。

自古以來, 凡聖賢能人從幼時 「童蒙養正」 的啟蒙教育 1, 無不是從古典經文起步, 例如胡適

之先生在 《四十自述》 中提到: 四歲時便讀父親所做的詩。 五、 六歲上私塾還是讀古文。 大概在

十一歲時, 我已經能夠自己看古文書了。 我看 《綱鑑易知錄》, 又看 《御批通鑑輯覽》, 並點讀 《資

治通鑑》。

老志鈞(1996) 提到: 民初的文學大師梁實秋先生在 《豈有文章驚海內》 中說:「我在學校上國

文課, 老師要我們讀古文, 大部份選自 《古文觀止》、《古文釋義》, 講解之後要我們背誦默寫 。 這

教學法好像很笨, 但無形中使我們認識了中文文法的要義, 體會攄詞練句的奧妙」。

陳碧華與梁玉芳 (1996) 報導: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博士在清大 「人文與科技」 對談中

回憶說:「自己童年時死背書其實非常好, 因為中國文化有著根深柢固的豐富人文傳統。 所以為了

使整個社會對人文更重視, 希望國內所有小學生在畢業時都要能背唐詩、 宋詞一百首。 因為小小

孩背詩一點都不困難, 且好的詩詞含意深遠, 對於詩詞的感受 「每十年都不同」, 隨著時間沉澱了

人生歷練, 越能從詩中品味出不同的感受。」

馬英九總統 (2014) 在懷念母親的祭文中也提到:「民國四十七年, 媽媽利用晚間, 教我讀 《古

文觀止》。數十年來, 每次回憶當時媽媽燈下課子的溫馨畫面, 就感動不已。這次媽媽在加護病房

的初期意識清楚。 探病時, 我背 〈桃花源記〉 給她聽, 背對了, 她點頭; 背錯了, 她搖頭。 我們重溫

1中國古代的啟蒙教育只能算是貴族教育, 一般家庭的孩子無法接受正規的啟蒙教育。 現在的啟蒙教育, 一般認

定為是進入小學義務教育之前的幼兒教育。 因為不是正式學制的義務教育, 所以沒有強迫入學, 而是採取鼓勵、 補

助自由就讀幼兒園或幼稚園。 公立幼兒園收三足歲-六歲的幼童, 又稱為學前教育。 課程內容沒有統一的標準, 均由

教師自編教材, 因此教授 《三百千千》、《弟子規》 的幼兒園已不普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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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十多年前母子共享的快樂時光。媽媽從我們小時, 就教我們要勤儉、 誠實、 清廉、 愛國; 要讀

古文、 讀英文、 練毛筆字。」

著名小說家白先勇先生在其著作 《我的國文老師》 中說:「如果我現在要教孩子的話, 也要他

唸 《史記》、《漢書》 這些書, 暑假時也盯著他背古文、 背詩詞, 我覺得這幾千年的文化遺產, 非常

可貴。我認為唸中國詩詞,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中國詩詞裡極度的精純性,對於文字的節奏、音

樂性和靈敏度, 都是很好的基礎 。 我們應該鼓勵背書, 多背古文、 多背詩詞, 這對於文字表現是

一種最好的訓練。」

由此可見, 在各領域嶄露頭角的名人大家, 成功的關鍵都在於從小接觸古典經文, 涵養出厚

實的文學素養和聖賢的胸襟, 紮穩了做學問的根基, 終能一路向上、 向善, 成為令人敬重、 知書

達禮的仁者。

所以, 兒童讀經是掌握記憶力最強的黃金時期, 讓孩童接觸聖賢的智慧經典, 教法是只要反

覆的唸誦, 唸多了, 自然而然就會背, 會背了, 便成為一生的智慧財產, 潛移默化、 漸漸薰染, 建

構正確的認知。

吾道不孤, 民國88年, 偶然間發現已有社會團體發起兒童讀經的文化復興活動-選列傳統雋

永的四書五經當考科, 不分老幼皆可報名參加, 用口頭默念或接龍的方式背出經文, 整科背誦完

成者即可獲得狀元的加冕。 於是帶著大兒躬逢其盛, 參加彰化縣讀經學會 2所舉辦的 「中國經典

會考」 第二屆。 當時真是盛況空前, 竟有1830個狀元, 年紀最小的才3歲, 可見讀經活動已然盛

行。

為洛津國小領回第一頂狀元帽後引起熱烈的回響, 大家對孩童滔滔不絕、 倒背如流的功力讚

嘆不已, 紛紛加入兒童讀經的教學。 所以, 隔年的第三屆彰化縣經典會考, 全校就有56人拿到狀

元。 自此之後, 每年的狀元逐年增加, 並在第六屆經典會考榮獲績優學校獎, 一直蟬聯到105年

第18屆, 共得13座獎盃。

有了彰化縣經典會考的成功經驗,於是開始訓練學生嘗試挑戰 「全國經典總會考」。於民國91

年第三屆全國經典總會考, 選讀了大家耳熟能詳, 較淺顯易懂且繞口的 《唐詩170-320》 為教材

去參加會考, 結果第一次參加就有18人通過會考, 得到 「金牌」3。 受此正向的增強, 從此每年讀

2彰化縣讀經學會以培育道德文化種子,結合關心教育人士,共同推廣讀經活動、深植讀書風氣為宗旨,於民國87

年, 成立讀經學會。 民國89年8月27日正式向彰化縣政府登記立案,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3金牌: 由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設計, 以99.9金箔製作成5*8的小卡, 正面印上合格證書, 背面印出所有考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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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學的目標就設定在4月的彰化縣經典會考和9月全國經典總會考。

1.2 研究動機

進入浩瀚的讀經世界, 深深感受到中國經典文化的博大精深, 與自己知識涵養的微不足道。於是,

先從自己較熟悉、 大家耳熟能詳的教材入門。 一開始選擇的教材是王財貴教授選編的 「國學啟

蒙」 4為基礎入門, 大概用一年的時間即可熟讀背起。 第二年, 選讀年代語言較接近現代、 可歌可

誦的 《唐詩》。 唐詩實則320首, 因篇幅過長, 所以全國經典總會考把唐詩分成前段1-73首、 中段

74-169首、 後段170-320首三個部分來評鑑。 為了引起學生的興趣並能很快的進入學習狀況, 理

所當然選大家耳熟能詳的170黃鶴樓到320金縷衣為教材。

選好教材, 第一次初試啼聲, 參加第三屆的全國經典總會考, 就有18人通過考試。 於是自籌

經費印刷了 《孝弟三千朱》、《唐詩170-320》 兩本隨身本, 方便孩童隨身攜帶, 天天讀經。 十六年

來, 這兩本隨身本都已印製到第三版, 除了供自己學校學生使用, 有些社團讀經班也前來取經。

教讀經, 不求懂, 只求多多益善、 聚沙成塔、 聚少成多。 所以, 隨身本印行後, 就天天利用晨

光時間、 或每節上課前5-10分鐘唸誦, 當收心操。 每天進度一頁, 每頁唸誦10次, 只唸不背。 迨

一個月後, 大致唸過一千字以上, 每篇的前半部大致已唸過百遍以上, 所以有一半以上的孩童早

就在聽與誦的當時, 自然而然的背起來了。 學習要有成效, 一定要透過評鑑, 而讀經的評鑑則是

使用口頭驗收, 口頭驗收可採個別、 分組、 團體的方式, 考題可從頭到尾全文背誦, 或採抽背接

龍。 有評鑑就有壓力與優劣成敗, 而孩童背誦的速度也相差懸殊, 有些只配合每天的讀誦, 回去

不加複習即能熟背; 有些則須再加強、 補救、 請家長在家配合陪讀才勉強一字一詞的背出。

當孩子背得吞吞吐吐的時候, 家長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有的家長認為讀的經太多、 太深, 是

在揠苗助長; 有的家長認為經典內容已不合時代潮流, 例如: 為甚麼 《童僕勿用俊美》? 這是以

貌取人。 為甚麼 《見色而起淫心, 報在妻女》? 這是性別歧視; 有的家長認為家裡信奉的不是佛

教、 道教、 孔教不需要念這些。 這些質疑的聲浪使推動讀經的初衷產生挫敗, 欲振乏力, 曾因此

想要中斷, 卻又有更多的家長表示認同、 支持與欣喜孩子的學習成效。 在國、 高中擔任國文老師

的家長都非常的推崇讀經, 認為讀經兩年, 所習得的字、 詞比中文系所專科生還多, 對小孩的識

目並標記考生通過的考科, 以資認證與獎勵合格考生。
4國學啟蒙: 王財貴教授選編 《孝經》、《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 五科合成一段全國經典會

考的考科, 共578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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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量、 詞彙、 作文、 語彙、 表達能力都大大的提升了。

孩童的琅琅讀經聲和經典會考的優異表現, 以及家長的認同與支持, 鼓舞著讀經教學走過十

六個年頭, 從接觸經典、尋找教材到校對編印、指導教學而形成風氣, 成為學校特色之一, 所以演

而優則導, 從民國97年開始接手承辦第9屆全國經典總會考一直到今年第17屆。 因辦理全國經

典總會考有條不紊、 井然有序, 獲得晉見馬英九總統的殊榮, 彰化縣讀經學會也於民國98年前來

取經, 參照全國經典總會考的考試型態, 建立各科經典的題庫, 在洛津國小辦理第11屆彰化縣經

典會考。 當屆報名人數達1509人, 本校因地利之便報名213人, 占全校三分之二強, 可說是盛況

空前, 也是本校經典的一個高峰期。 從此每年都參與彰化縣經典會考的命題工作和負責人, 並且

再度承辦第14屆彰化縣經典會考到今年第18屆。 而本校讀經風氣之盛, 每屆經典會考得獎的人

數之多, 遠近馳名, 使得天南讀經推廣中心到本校來設立 「親子讀經班」, 於每周五晚上七點-九

點上課, 內容包含讀論語、 唐詩、 孝弟三千朱、 品德、 英語等。

但因為教育體制的變革, 從九年一貫 5到十二年國教 6, 因應時代潮流的新課程一一增加, 傳

統主流課程被壓縮, 所以教師們深感主科課程的上課時數被縮減, 沒有多餘的時間在課堂上融入

讀經教學, 於是漸漸退場, 導致最近幾年不論是彰化縣經典會考、 全國經典總會考或親子讀經班

參加的人都越來越少。 如彰化縣經典會考歷史資料所示, 彰化縣經典會考從第一屆2150人, 第

二屆2625人, 第三屆4087人, 第四屆4998人, 第五屆5186人節節增加, 但至第六屆起卻大幅減

少。 而全國經典總會考亦是如此,98年第10屆彰化地區報名284人, 至 104年第16屆僅剩139人

報名。 有鑑於此, 如何提昇讀經風氣? 如何提高參加經典會考的意願? 是本研究的動機。

5九年一貫為2001年重要的教育改革政策之一, 其目的在於將臺灣境內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兩個學習階段中的

課程科目與內容, 以教科書為主軸來做無縫的接軌, 使學生能獲得連續且統合的學習與知識, 國小階段因九年國教

的關係, 學生可在沒有升學壓力的環境下快樂的學習, 所以要讓同樣的學習條件延續到國中階段, 讓國中的學習與

國小相連貫並銜接一致。 九年一貫課程整合所有國語、 鄉土語言、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與生活科技、 藝術與人

文、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 並依學生能力為指標, 成為教育目標的依據。 試辦3年, 於2004年9月

全面實施 (台灣歷史辭典,2011) 。
6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簡稱十二年國教, 為民國103年起施行的教育政策, 由施行前的 「九年國教」 延長至十二

年, 但後三年採非強迫性入學、 免學費、 公私立並行及免試入學為主。 十二年國教中的十年級-十二年級包含高中、

高職及五專前三年。 以全體十五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 本著有教無類, 不分種族、 性別、 階級、 社經條件、 地區等,

教育機會一律均等; 因材施教, 對不同智能、 性向及興趣的學生, 設置不同性質與類型的學校; 適性揚才, 即透過輔

導, 引導學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 多元進路, 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以便繼續升學或順利就業; 優質銜接, 與國

民中學教育銜接, 使其正常教學及五育均衡發展, 同時均衡城鄉教育資源等五大理念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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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與問題

因為承辦經典會考, 結識彰化縣讀經學會這個一貫道 7的大家族, 很感動他們對復興傳統經典文

化的全力付出和無私地投入, 還到各社區、 學校成立讀經班, 免費指導傳統經典、 禮儀倫常、 品

行道德、 英語、 書法等, 不分老幼、 職業、 貴賤都一視同仁。

每每看到彰化縣讀經學會的志工們不分節慶, 不畏風雨, 孜孜矻矻在經營讀經班、 推廣讀經,

可是響應參加者卻日益減少。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即是藉由了解彰化地區學童參加讀經班的動機、

涉入程度來探討其和經典會考的相關性。 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 不同屬性的讀經參與者參加讀經班的動機是否有差異?

2. 不同屬性的讀經參與者參加讀經班的涉入程度是否有差異?

3. 讀經動機與讀經涉入程度是否有相關?

4. 參與動機是否對參加經典會考有預測力?

5. 涉入程度是否對參加經典會考有預測力?

研究結果, 可供日後推廣讀經、 讀經班招生、 辦理經典會考之參考與改進。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1.4.1 研究範圍

就研究主題而言, 讀經教育的成效不論在記憶力、 想像力、 創造力、 語文造詣、 閱讀能力、 品德

心性方面的提升都已不言而喻。 很多專家、 學者都做過相關的研究, 再再證實讀經教學與多元能

7根據維基百科記載 : 一貫道定名自孔子 「吾道一以貫之」(《論語》 里仁篇第四十五)。 這一道指的是創生宇宙萬

物的本體、 永恆不變的真理, 因此他們所尊崇的明明上帝稱為 「無極老母」 或 「太乙真人」, 教徽為 「母」 字旋轉90

度。 據研究此教派源自於古代的 「白蓮教」, 歷經朝代的變革與戰亂, 又融入儒教、 道教和其他宗教色彩而集大成。

因為他們相信天地間有其真理, 而且宇宙真理只有一個, 但卻因各地民情風俗不同, 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顯現, 才

會有儒、 釋、 道、 耶、 回五大宗。 是故此教派創立於中國, 目前興盛於台灣、 香港地區, 但因教友遍布全世界各地, 所

以世界各地都廣設道場, 作為他們集合聚會的場所。 一貫道因為主張信仰自由原則, 在家修行即可自覺佛性, 反對

念佛、 苦行、 出世, 也不與當權政黨合作。 所以從反清復明到民初都被當時的政府打壓, 甚至抹黑其裸體膜拜等等

不實的指控, 導致他們必須以秘密結社的形式轉為地下組織。 因此, 一般人都誤解他們是一個神祕教派、 邪教。 實

際上, 一貫道的教友都是長年茹素的修行者, 所以吃素的比率高於佛教 (林靖權、 蔡進發、 葉時碩,1990)。 在台灣的

一貫道因為提倡蛋奶素, 民間俗稱 「鴨蛋教」, 信徒之間彼此稱為 「道親」, 尊稱他人為 「前賢」, 謙稱自己為 「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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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培養有絕對的正相關。 因此, 本研究僅限於了解兒童參加讀經班的動機、 涉入程度與經典會

考的差異性。 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以彰化地區有參與讀經班的學童為研究對象, 了解其參加

讀經班的動機、 涉入程度, 以及參加讀經班與報名經典會考的相關性。

1.4.2 研究限制

基於人力、 時間、 主客觀條件的因素, 本研究受限於:

1. 就研究地區與樣本而言: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地區參與讀經者之動機、 涉入程度與經典會考之關係, 以2015年彰

化地區有參與過讀經的學童為母群體, 採便利抽樣方式實施問卷調查。 因此無法推論到其

他縣市或全國, 僅能供其他地區參考。

2. 就研究方法與工具而言: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 是一種自陳式量表, 受試者可能因填答時的情境, 或個人的情緒、預

設立場、 主觀意識等因素, 而影響問卷的信度, 因此調查資料反映事實的準確性會受到限

制。

3. 就研究對象而言:

推廣讀經, 基本上是要掌握幼童記憶力的黃金期, 所以越早開始越好, 甚至有準媽媽從胎

教起, 就不斷地聽經典 CD, 接著0歲嬰兒期、 牙牙學語期, 一路到小一入學, 小小腦袋裡

早已累積好幾萬字的經典智庫, 這些孩童在各方面的表現, 自然是令人咋舌、 刮目相看。

所以,讀經班的對象大都以3歲左右的幼兒和國小中、 低年級的學童為主,越高年級讀經的

人數越少, 進入國、 高中以後, 讀經的人數更是寥寥無幾。 如表格1.1所示: 第14屆彰化區

報名全國經典會考的考生年齡在學齡前為25人, 佔全部考生的13%、 國小1-3年級70人,

佔36%、 國小4-6年級79人, 佔40%、 國中以上22人, 佔11%。 也就是說, 國小3年級以上

和以下的人數各佔51%和49%, 相差不多。 但到第15屆彰化區報名全國經典會考的考生

年齡在學齡前為26人, 佔全部考生的15%、 國小1-3年級98人, 佔59%、 國小4-6年級33

人, 佔20%、 國中以上10人, 僅佔6%。 所以國小4年級以上的人數僅佔26%。 而到第16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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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區報名全國經典會考的考生年齡在學齡前為24人, 佔全部考生的17%、 國小1-3年級

81人, 佔58%、 國小4-6年級27人, 佔20%、 國中以上僅剩7人, 只剩5%。 也就是參加的

人數逐年下降, 且國小4年級以上的學童參加全國經典會考的人數更是迅速銳減。

表 1.1: 彰化區近3年報名全國經典總會考考生年齡層分布

102年 (第14屆) 103年 (第15屆) 104年 (第16屆)

學齡 25人 26人 24人

前 (12.8%) (15.5%) (17.3%)

國小 70人 98人 81人

1-3年級 (35.7%) (58.7%) (58.3%)

國小 79人 33人 27人

4-6年級 (40.2%) (19.8%) (19.4%)

國中 22人 10人 7人

以上 (11.3%) (6.0%) (5.0%)

合計 197人 167人 139人

(100%) (100%) (100%)

註: 表格內數字為報名全國經典總會考人次。( ) 內代表百分比。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也因為實際參與讀經的對象大多是無自主能力的幼童, 因此, 針對讀經學童做的讀經研究

較少, 所以本研究就直接以參與讀經的學童為施測對象。 利用家長帶孩童來參加全國經典

會考和讀經班親子共讀的時候, 請學童自填, 或年齡較小的幼童由家長或指導老師報讀共

填。 因為小學三年級以下的孩童對認字與文字敘述的認知、 解讀有限, 因此可能無法完全

推論出學童的參與動機和涉入程度。

1.5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 步驟說明如下:

1. 擬定研究主題: 經準備工作後, 選定研究主軸。

2. 研究背景及動機: 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

3. 研究對象: 選定本研究之受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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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緒論

4. 相關文獻探討: 依據研究目的進行相關文獻之蒐集與整理。

5. 建立研究架構: 針對研究主題與目的, 並參考相關文獻, 建立研究架構。

6. 選擇研究方法: 採網路問卷進行樣本蒐集, 並已 spss 統計軟體分析結果。

7. 問卷設計: 本研究參考國內、 外文獻進行問卷設計。

8. 統計分析與結果: 根據問卷結果進行實證分析並說明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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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文獻回顧

2.1 讀經班

讀經可以培養古文基礎, 此能力可直接研讀博大精深的古籍, 獲得無盡的知識寶藏, 習得古人的

最高智慧 (王財貴,1999)。 在新世代的文化素養每況愈下, 道德心性日益空乏, 若能從小接觸傳

統經典才足以修養心性、 教化人心。

因著這股文化扎根的理念, 在有志之士多年的奔走努力, 終於在民國83年由華山講堂及全國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全力的贊助下, 於 「華山書院」 成立 「兒童讀經推廣中心」 傾力於推廣讀經,

用演講的方式鼓勵有心人士開班教學。 因此, 在民間獲得熱烈的迴響, 儒、 釋、 道等宗教團體紛

紛發起,投入大批的志工, 在各地成立讀經社團,擴展到社區讀經班進而在校園設立親子讀經班。

就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讀經推廣中心2009年記錄各縣市的讀經班就如下表之多:

表 2.1: 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2009年統計各地區讀經班數量

地區 北市 基隆 新北 宜蘭 桃園 苗栗 台中 彰化

數量 84 12 96 5 96 6 149 54

地區 南投 嘉義 雲林 台南 高雄 台東 花蓮 海外

數量 11 5 5 128 156 5 14 26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2.1.1 讀經班的型態

根據王財貴教授 (1999) 歸納, 讀經班可分成六大類:

1. 家庭社區型: 街坊鄰居、 親朋好友幾個家庭因同好集結在一起讀經。

如本研究問卷施測的草中社區讀經班。

2. 安親班式: 在安親班完成課業後, 加入讀經的陶冶。

如本研究問卷施測的正典讀經班。

3. 宮廟寺院型: 由宗教團體主辦, 大致都以傳統經典為主, 部分家長並無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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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研究問卷施測的孔子廟讀經班。

4. 學校班級式: 由具有熱忱的教師在自己任教的班級實施讀經。

5. 學校全校式: 由具有理念的校長, 利用晨光、 朝會時間全校一起讀經。

6. 全行政區式: 有些縣市由縣府獎勵推動。 如台中、 彰化。 林志豪 (2014), 在六類中又增加

了一類:

7. 公益機構: 由一些文教單位、 基金會所成立的讀經班。 如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彰化縣讀

經學會、 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 福智文教基金會。

2.1.2 親子讀經班成立目的

1. 學習古聖賢的智慧菁華, 建立正確的認知, 做為人生方向的引導和待人處事的準則, 養成

崇高的人格。

2. 藉由讀經從小培養孩子的語文能力, 提升深度的背誦能力和學子基本的學習能力, 其他能

力也會跟著提升, 加快學習速度。

3. 引導家長認識並實踐儒家文化內涵, 建立正確之教養觀念。

4. 透過對於古代經典內涵的學習與認知, 建立親子之間良性的互動, 以強化家庭倫理道德,

增進社會祥和。

2.2 讀經班的經典

2.2.1 孝弟三千朱

1. 孝經: 全文約1900字, 為孔子與弟子曾參答問論述孝順之理, 由上到下依層次分成18章

闡述不同等級的人行孝的方法。 對維護封建社會裡的倫常道德有很深的影響, 故深受歷

代統治者的推崇, 列為十三經之一, 且為十三經中唯一獲皇帝 (唐玄宗) 御注的書 (洪秀

蕊,2002)。 由此可見, 中國人以孝治國、 以孝傳家, 對孝道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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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獻回顧

2. 弟子規: 全文1080字, 顧名思義是身為學生, 弟子入門須遵守的基本禮儀與行為規範。 徐

梓 (1995) 提到:《弟子規》 作者是清代李毓秀根據宋朝朱熹的 《童蒙須知》 改編而成。 原

名 《訓蒙文》, 後來又經過清代儒生賈存仁修訂, 始改名為 《弟子規》, 並在當時的學堂、 私

塾廣為流傳, 成為暢銷書。 此書秉持孔子的思想, 以 《論語．學而篇》 第六條:「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 謹而信, 汎愛眾, 而親仁,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為全文架構主體, 三字一句、 兩句

一韻編纂而成 (弟子規簡說,1999), 因此分成七個主題, 分別論述為人子弟在家出外、 待人

接物、 求學處事的基本之道, 進而博愛世人, 完成修身齊家的大業, 更要充實自己成為內外

兼修的君子, 是養成教育與生活教育的最佳讀物。

3. 三字經: 現今流傳的版本全文1280字, 原是古時候的孩童到了學齡去私塾上學時最早的

啟蒙教材。 當時只是隨口編纂的 「歌謠」, 相傳到宋朝時, 由學儒王應麟整理定版, 但因年

代久遠, 已無法考證。 現在的版本也並非全部都是宋儒王應麟所作, 因為從宋自今七百多

年間, 歷經多次的改朝換代, 所以大致自遼金以下為明清人所續編; 至民初國學大師章太

炎增修至清朝; 近人陳立夫先生則增訂為現今之版本 (陳彥君,2001)。 故此書是集眾人之

智慧而成, 文法採三字一句、 四句一組, 像詩一樣, 念誦起來琅琅上口, 如唱兒歌, 饒富童

趣, 所以自宋朝開始即為兒童啟蒙初學的第一本書 (三字經簡說,1999)。 內文從人性本善

談起, 導入教育的重要性與教子成功的例子, 接著論述倫理親情與國學常識, 然後是朝代

更替的歷史沿革, 最後舉一些苦學成功的名人與勤奮的動物, 砥礪為人要努力向上, 是一

本面面俱到, 多元學習的優良經書。

4. 千字文: 顧名思義是一千個字的文章, 全文250句, 每4個字一句, 通篇用韻, 共用了7個

韻腳, 無一字重複, 卻從古貫今、 引經據典、 意義非凡, 堪稱最高境界之絕妙好文 (大紀元

文化網)。 根據 《梁書. 列傳第四十三》 紀載, 此篇是南朝梁武帝為了教育子侄, 命自己最

信賴、 文采最高超的文學侍從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 把殷鐵石模次王羲之書揭碑石裡互不

重複的一千字編纂成一篇有意義的長韻文。 內容從宇宙的誕生、 開天闢地到日月星辰、 萬

千氣象、 自然資源、 人倫道德、 修身養性、 地理歷史、 農耕園藝、 飲食起居, 最後以人類社

會、 王道政治作為結尾。 明清以後, 與傳頌最廣的 《三字經》、《百家姓》 合稱 「三百千」(劉

宏毅,2007), 是兒童啟蒙識字課本中, 成書時間最早、 唯一確切知道作者的一部書,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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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認為世界使用時間最長、 影響最大的一篇四言長詩。 所以, 此文不僅是一篇兒童認識

基本漢字的重要啟蒙讀物,亦為社會上諸多行業所採用,如明清科舉考試的貢院 (考場)或

試卷的編號、 國防部兵籍號碼開頭、 商人帳冊、 劇團 (明華園) 編號、 故宮文物的編目等

等, 都用這一千字為順序。

5. 朱子治家格言: 又名 《朱子家訓》, 是明末清初理學家朱柏廬所作, 不少人以為這位朱子是

宋朝的朱熹, 因為朱熹也寫過一篇 《朱文公家訓》(維基百科)。 但此篇語法駢散相間、 流暢

易記、 易懂易誦, 語句多是格言警語、 深入淺白生活化, 集儒家做人處世方法之大成, 思想

植根深厚, 含義博大精深。 因此自問世以來很為官宦、 士紳和書香門第所津津樂道, 被歷

代士大夫尊為治家之經。 所以從清代至民國年間, 被當成是家教的重要體裁。 內容以修身、

齊家為宗旨, 也就是勸勉子孫要修身養性, 嚴以律己, 從嚴謹的家教家規做起, 修習崇高品

德, 方能治國、 平天下。 因此, 從晨起的灑掃、 應對、 進退到立身處世、 待人接物都一一明

示作法, 以期成為光明磊落、 進退得宜、 受人尊敬的德者。 當然, 受當時封建制度對兩性不

平等的社會包袱所影響, 本篇的理論有小部分的偏頗、 迷信、 守舊, 但只要讀者不死守、 不

過度解讀, 其出發點都是要人去惡揚善、 慈悲為懷的最佳座右銘 (謝清煌,1999)。

2.2.2 唐詩三百首

中國的詩歌起源於 《詩經》, 後來發展出 《楚辭》。《詩經》 被認為是北方文學的代表,《楚辭》 則

是南方文學的代表。 發展至漢代, 出現了以描寫民間生活為主題的歌謠, 統稱為樂府詩 (謝清

煌,1999)。

隨著樂府詩不斷地流傳、 演變, 到了唐朝加以外來文化的刺激, 與當時社會禮教、 風俗的開

放與自由, 胡漢融合的結果, 匯集成唐代文學的輝煌。 當時不但君王鼓勵唐詩的寫作, 在科舉考

試的項目中, 詩更是最重要的項目之一, 所以寫詩是當時求取功名的最佳途徑, 因而創造出中國

文學史上最燦爛的唐詩, 被世人譽為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 (邱燮友,1999)。

邱燮友 (1999)在 《新譯唐詩三百首》 中指出: 宋嚴羽的 《滄浪詩話》把唐詩分為 「初唐」、「盛

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 初唐的詩唯美艷麗,有六朝粉黛的餘韻,但經初唐四傑的經營,展

現新時代的高華風骨,詩的領域從此拓寬。所以,盛唐的詩如繁花盛開,有田園淡泊,禪慧的王維;

有山水秀麗, 浪漫的李白; 有江山遼闊、 邊塞悲壯, 寫實的杜甫, 充分反映出唐人生活的面面觀。

12



 
 
 
 
 
 
 
 
 
 
 
 

 

第 2 章 文獻回顧

繼而中唐元稹、 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 開啟了平易近人的詩風, 使唐詩再現高潮。 晚唐詩風唯美

旖旎, 詩近纖巧, 如杜牧、 李商隱的綺靡小詩, 寫來絲絲入扣, 動人心弦。

在唐詩的選本中、最膾炙人口的就是蘅塘退士的 《唐詩三百首》。蘅塘退士本名孫洙, 字臨西,

是清朝乾隆年間的進士。 他處在清代詩學興盛的時代, 又受當時王士禎所倡的 「神韻說」、 袁枚

所倡的 「性靈說」、 沈德潛等所倡的 「格律說」 影響, 以格律說為間架, 兼論神韻、 性靈來編選唐

詩。

蘅塘退士在 《唐詩三百首題辭》 中寫道: 世俗兒童就學, 即授 《千家詩》。 取其易於成誦,故流

傳不廢。 但其詩隨手掇拾, 工拙莫辨; 且止七言律絕二體; 而唐、 宋人又雜出其間, 殊乖體製。 因

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 擇其尤要者, 每體均數十首, 共三百餘首, 錄成一編, 為家塾課本, 俾

童而習之, 白首亦莫能廢。 較 《千家詩》 不遠勝耶? 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 不會作詩也會吟。」

請以是編驗之。

蘅塘退士因不滿 《千家詩》 的 「隨手掇拾, 工拙莫辨」, 又只收絕律兩種, 且唐、 宋人的詩混

雜一起, 因而與妻子徐蘭英互相商榷, 編選該書。 書成時, 仿照 《詩經》 的篇數, 並取當時的諺語

所云, 稱為 《唐詩三百首》。此書編選的範圍相當廣闊, 所選之詩都具有代表性, 這是它受人喜愛,

歷久彌新之故。 書中共選錄唐七十七位作家的詩篇三百一十首。 現今的版本為道光年間, 章燮的

注疏本, 又增選了十一首, 合計為三百二十一首。 其中古詩和樂府詩占三分之一, 近體詩約占三

分之二。

《老殘遊記》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中記載老殘在同治年塑山東省聊城

縣一家小書店, 問掌櫃此地暢銷的書籍是哪些? 掌櫃的說: 這裡 《崇辦堂墨選》、《目耕齋初二三

集》, 再古的還有那 《八銘塾鈔》 都是講五經學問的。 要是講雜學的, 還有 《古唐詩合解》、《唐詩

三百首》。 所有方圓二三百里學堂裡用的 「三百千千」, 都是小號裏販得去的, 一年要銷上萬本呢!

這裡所說的暢銷書 「三百千千」 指的是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 可說是當時童

蒙的必讀課本。 而蘅塘退士有感於 《千家詩》 中擇唐與宋之詩過於雜錯, 且只選近體詩, 不夠完

備, 於是和妻子徐蘭英共同編選 《唐詩三百首》, 除了供童蒙家塾課本外, 也可以作為成年人終身

吟誦不廢的詩集。

所以,《唐詩三百首》 不但保留了 《千家詩》 易於成誦與通俗易解的優點, 所選的作品包含各

界名家 (有帝王、 官員、 僧人、 歌女、 文士, 入選作品最多的是杜甫39首、 李白34首、 王維29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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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24首, 可知杜甫作品之多被封為詩聖)、 各種體裁 (古詩、 樂府詩、 近體詩)、 各種詩風 (紀

行、 詠懷、 送別、 贈答、 登高、 懷古、 邊塞、 閨怨、 宮體、 豔情) 幾乎無所不包, 又貼近生活、 雅俗

共賞, 是此書廣受歡迎、 流傳不廢的主因。

2.2.3 韻文

韻文是使用同韻母的音節作句子的結尾, 以求押韻, 並講究格律的一種文體或文章。 押韻是指在

句子的最後一個音節都用相同或相近韻母, 使朗誦或詠唱時, 產生鏗鏘和諧感。 這些使用了同一

韻母音節的地方, 稱為韻腳。

韻文包括了如賦、 詩歌、 詞曲等, 不同時代、 語言都有其流行的韻文文體: 周、 春秋的 《詩

經》, 以四言為主的詩歌; 戰國時代的 《楚辭》; 漢、 魏晉南北朝的 《漢賦》、 古詩、 樂府; 唐朝的唐

詩 (近體詩為主); 宋朝的宋詩、 宋詞; 元朝的元曲 (包括散曲和劇曲); 明、 清的戲曲、 賦; 近代的

新詩、 歌詞等等。

韻文因為講求格律, 字數整齊對仗, 結尾同韻饒舌, 所以唸來琅琅上口, 易讀易誦易背, 適合

孩童初學啟蒙、 牙牙學語的特性。 所以, 這也是 《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唐詩》 被傳誦不

廢的原因。

2.3 參與動機

人們的行為在正常的情況下都有其動機, 激勵他去從事某項活動 (許樹淵,2000)。 就教育心理學

而言, 任何的學習活動都有其學習動機, 因此動機是影響學習歷程的重要因素。 在整個學習歷程

中, 學習動機對學習活動的成敗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蔡蒼永,2008)。

動機一詞最早由Woodworth於1918年應用於心理學界 (張華保,1986)。 Munn(1969)將動

機定義為個體內在的一種動力, 如興趣、 態度、 渴望等, 該動力可影響並改變個體的行為。

Graham and Weiner(1996) 認為動機可以用來檢視個體何以選擇該行為, 及其行為潛勢

(latency of behavior)、 行為強度 (intensity of behavior) 與行為堅持度 (persistency of be-

havior), 同時可用來說明個體從事該行為時的認知與情緒反應。

Keller(1999) 認為動機是指對經驗與目標的選擇及為此所付出的努力程度。 他指出興趣、 切

身相關、 期望及結果是決定動機的四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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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興 (1994) 定義動機是引起個體活動, 並維持已引起的活動, 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

進行的內化作用; 並認為動機的性質是介於自變項 (如刺激) 與依變項 (如反應) 之間的 「中介

變項」(intervening variable)。

黃富順 (1992) 則認為動機一般可以分成 「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 內在動機包括內在壓力和

理性的決定 (如求知慾、 自信心), 外在動機包括外在的誘因和壓力 (如獎賞、 升遷)。

葉重新 (2006) 提到: 動機是引起並維持個體不斷朝目標前進的原動力。 研究個體動機有助

於了解行為的原因, 並解釋人類的行為。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所述, 動機是所有行為的驅動力, 也是導引活動持續進行的內在歷程。

動機不僅是促使行為發生的原因, 也是維持行為、 導向目標的作用力。 也就是說人們參與任何活

動, 動機扮演著激發、 引導及維持人類行為的重要因素, 因此動機和參與行為是相輔相成的。

在百家爭鳴的動機理論中, 茲以動機理論的發展歷程與讀經動機較為相關的動機理論分述如

下:

1. 本能論 (Instinct Theory):

由精神分析學派大師佛洛伊德 (Sigmud Freud) 提出: 人類一切行為導源於 「性」 與 「攻

擊」。 也就是把動機分成 「生物性的本能」 與 「社會性的本能」。

2. 驅力理論 (Drive Theory):

由行為主義學派的美國心理學家霍爾 (Clark Hull,1943) 提出, 將動機視為人們進行學習

歷程的必要條件, 學習的產生則是人們適應環境的產物。 也就是說個體因內在的需求或外

在的刺激, 導致身心的緊張或不平衡而產生驅力, 行為的結果可以滿足需求, 達到均衡作

用。

3. 需求層次理論 (Hierachy of Needs Theory):

馬斯洛 (Maslow) 認為人類的行為都是由需求而產生的動機, 而需求又有層次之分, 且各

種動機都是層層相關聯的,每當較低層次的需求獲得滿足時,較高一層的需求則隨之而生。

他將人類的需求分成:(一) 生理需求、(二) 安全需求、(三) 歸屬感和愛的需求、(四) 受尊重

的需求、(五) 自我實現的需求。 因為動機層次的歷程是以需求的滿足為基礎, 所以他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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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也稱為 「需求滿足論」(theory of need gratification)。

4. 認知理論 (Cognitive Theory):

認知心理學興起後, 發展出以認知為理論基礎的動機理論 (陳珈合,2006)。 此理論乃修正

自 「本能論」 與 「驅力理論」, 認為人是兼具生物性動機和社會心理動機的有機體, 人類的

行為非僅只是內在驅力或外在刺激的機械反應, 更能透過訊息的創造、 處理來解決問題,

進而朝向預定的目標進行 (鄭人魁,2011)。

2.4 涉入程度

涉入的概念最早是被應用於消費者行為的領域中, 強調消費者會因為感情之依附而做出不同的

選擇與決定 (Dimanche, Havitz and Howard, 1991), 因此涉入是參與活動中最重要的成分

之一, 涉入程度會影響活動的參與, 也是人們能夠持續參與某一活動的關鍵要素。 所以說涉入乃

個人對特定活動所產生情感的投入、 動機、 興奮等的心理狀態 (Havitz and Dimanche, 1990)。

Havitz and Dimanche (1997)認為涉入是個人參與活動時,一種無法覺察的感興趣的心理狀態。

涉入程度的表現主要受到吸引力 (attraction)、 中心性 (centrality)與自我表現 (self-expression)

三者因素影響。 個人涉入的表現, 反應心理層面對活動的感受程度, 顯示個體對於活動效益的主

觀認定。

Sherif, Sherif and Nebergal1 (1965) 認為涉入是一種透過社交環境交互影響而產生個別發

展或學習的概念。 Argyle (1987) 則認為個體會藉由活動的參與而產生幸福感, 並透過持續的活

動參與來享受活動所帶來的興奮和愉悅感, 此即休閒涉入; 當涉入程度愈高, 愈能享受活動所帶

來的愉悅和滿足感。 Selin and Howard(1988) 認為涉入程度存在個體與活動參與之間, 即為參

與活動所獲得的愉悅與自我表現之程度。 透過涉入的概念可以瞭解活動帶給參與者的意義與關

聯性, 進而瞭解參與者的參與行為 (Wi1ey, Shaw and Havitz, 2000)。

在動機理論中有很多的觀點都與涉入程度相關, 如陳珈合 (2006) 提到期望價值論、 目標論、

自我效能論、 自我決定論等, 皆是從孩童的信念、 價值、 目標為主題來討論成就表現、 對活動的

選擇和從事活動的強度。 Graham and Weiner(1996) 認為動機可以用來檢視個體何以選擇該

行為, 及其行為潛勢、 行為強度與行為堅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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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系統的理論由美國Weiner(1972) 提出, 稱為歸因論 (attribution theory), 其三項

假設為:(一) 個體對自己在某種情境下所表現的行為有自求瞭解的動機;(二) 解釋自己行為後果

時個體所做的歸因是複雜且多向度的;(三) 個體往後類似行為的強弱取決於他對以前行為結果

所作的歸因。 也就是說當個體行為或活動之後, 檢討該行為的成敗歸因時, 會影響到將來再從事

該行為動機的強或弱。

期望理論指人們有期待行為結果的意念, 不同的期望常導致不同的動機強度而引發不同程度

的行為 (鄭人魁,2011)。能力及效能信念指個人愈覺得自己在活動中是成功的, 愈傾向於投入之,

而當覺得自己缺乏效能感, 較會傾向於避免活動 (Bandura, 1977; Schunk and Zimmerman,

1997)。

綜觀以上所論, 涉入是一種個人從事活動時, 所投入的程度表現 (張台達、 鄭天明,2009)。 而

參與動機是影響涉入程度最強的前因變數 , 參與動機可以正向預測其涉入程度 (鄭三權,2012)。

Ragheb and Tate ( 1993 ) 、 張月玲 ( 2009 )、 張俊德 (2010)、 呂姮儒 (2010) 的研究也證實,

參與動機與涉入程度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

2.5 彰化縣經典會考

由彰化縣讀經學會主辦, 為培育兒童研讀經典, 善用記憶關鍵期, 啟發兒童多元智能與無窮潛能,

鼓舞勤學讀書風氣, 培養富而好禮、 愛己愛人之情操, 傳衍中華傳統經典文化, 特以會考方式鼓

勵兒童背誦及體悟中國傳統文化之最高智慧, 涵養中華文化菁華, 於民國87年12月舉辦第一屆

經典會考, 並取得彰化縣政府教育局的官方支持, 至今已完成辦理十八屆, 為各縣市之翹楚, 同

時也帶動各縣市讀經風氣, 引領各縣市紛紛成立讀經班, 並得到各縣市政府社教科的大力支持,

每個縣市每年都有辦理地區性的會考, 蔚為風潮。

彰化縣經典會考為全國首創, 其他縣市都沒有這種認證活動, 因此考生不分年齡、 不分地區

從各縣市蜂擁而至,首屆就有考生2150人應考。考試的方式全部採用口頭背誦,考生自行提供讀

本給評審老師, 然後依各科目3層級的範圍自行背誦3分鐘。 若考科很長,3分鐘後仍未背完全篇,

則由評審老師抽背5題, 背出3題即通過。

每一個科段分3個層級, 通過初級可得1分, 稱為秀才。 進階第2級可得3分, 稱為進士。 完成

第3級即背完全篇, 可得5分, 稱為狀元。考取狀元者可獲得狀元帽加冕、 彰化縣讀經學會獎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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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以此來獎勵讀經的兒童, 並一圓每個人心中的 「狀元夢」。

為了鼓勵讀經的人能持之以恆、 源源不絕, 經典會考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個正增強的認證, 並

希望人人都是 「狀元」, 所以考試方式較寬鬆, 考試科目長短不一, 較不平均, 從432字的 《百孝

經》、528字的 《朱子治家格言》 到上萬字的 《唐詩》 都自成一科。 所以考生入門, 可先選讀最短

的 《百孝經》、《朱子治家格言》, 大致唸一個月就可背完成。

要得到狀元的認證, 可說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不論智愚魯鈍, 人人都有機會。 很多的孩童

因著天生的能力, 無法在學業上拔得頭籌, 卻在這個領域得到獎勵、 肯定與成功的經驗, 因此增

進了信心, 成為日後向上學習的一大動力。 所以, 彰化縣經典會考是個造就學子、 激勵人才的活

動。

2.6 全國經典總會考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台灣省分會, 本著復興傳統優良文化, 推廣兒童讀經教育, 配合政府心靈

改革運動, 落實文化深層扎根教育, 啟發兒童無窮潛能, 鼓舞社會勤學讀書風氣, 傳承民族文化

之智慧, 讓讀經的孩子有一個努力的目標, 自民國89年9月24日在全省21個縣市及北、 高兩市

同步, 由台灣省政府認證主辦, 聯合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讀經學會共同開辦 「第一屆全國經典科

段總會考」。

首屆, 全國報名人數即達六千五百多人, 但只有818人通過, 可見當時的考試 1科目、 範圍、

評鑑辦法非常的嚴格, 要通過總會考非常不容易。

有鑑於此,第2屆考試辦法就略為修正: 考試科目增加 《孝弟三千朱》,評鑑標準放寬為90分。

所以, 這屆全國就有1651人合格。

第3屆, 洛津國小首度挑戰全國經典會考, 報名19人以 《唐詩》 應試, 其中18人評鑑合格。

第4屆, 首度加入英文經典:《英文經典選讀》、《英文常語舉要》、《西方文化導讀》、《莎翁14行

詩》、《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 等5科13段, 一律採取口試, 每段選取5篇全部背誦, 扣分方式與中

文同。 所以第4屆開始, 中英考科合計已達32段。

第5屆, 中文再增列 《古文選》3段, 考科合計共35段。

1第一屆全國經典總會考考試科目為 《學庸論語》、《老莊》、《孟子》、《唐詩》、《易經》、《詩經》 等6科18段、 每一段

的範圍大約8000字以上、 評鑑辦法以筆試為主, 國小3年級以上一律筆試, 錯字不扣分, 難字可注音, 每一科段填

空題20題, 每題5分, 共200字填空, 每題以扣完該題分數為限,95分才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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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屆, 中文考科再增加 《書禮春秋選》3段、《詩歌詞曲選》3段, 共28段中文; 英文考科則刪

掉 《英文常語舉要》3段, 增加 《柏拉圖蘇氏自辯》3段、《英文名著選》3段等, 共17段英文。 中英考

科合計共45科。

第7屆, 開放國小4年級以下學童可報考口試, 且筆試合格分數放寬為85分, 惟均需以正體字

書寫, 注音不予計分。

第8屆, 英文經典改成每段10大題, 每大題有10小題, 仍以90分才算合格, 不易通過。 惟從

本屆開始口、 筆試開放考生自由選擇, 不再有年齡的限制。 此一開放, 真正降低難度, 大開讀經

之門, 使報考的人數大大提升, 報名多科的考生可同時報考更多的科目。

第9屆, 仍由台灣省政府主辦, 試務工作則轉由 「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 承辦。 中文考科再增

列 《佛經選》3段, 共31段; 英文考科則再增列 《英文常語舉要》3段、《英文聖經選》 等, 共21段,

中英文合計已達52段, 是國內規模最大、 考科、 考法、 標準最一致的讀經評鑑活動。 洛津國小於

本屆開始負責承辦彰化區的考試, 也因著地利之便, 本校考生高達86人報名, 佔全縣報名278人

的三分之一。

第10屆, 考試的語言除了中、 英文, 再增加閩南語7段與客家語7段, 科目內容與中文相同,

只是用不同的語言應試。 至此考試科別已累計高達66科。

第11屆, 閩、 客語各加開 《國學啟蒙》 一段, 考試科別累計達68科。

第12屆, 中文考科增加 《黃帝內經》 一科6段, 考試科別累計達74科。

第14屆, 為鼓勵初入門考生踴躍報考, 把中文第3段 《論語》1-10篇, 調整為1-5篇及6-10篇

兩段, 閔、 客語的論語也同步分段, 故考科累計共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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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地區學童參與讀經之動機與涉入程度, 以及其動機與涉入程度對參與經

典會考的影響, 並以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為基礎, 建立本研究的研究架構、 確立研究對象與抽樣方

法、 研究假設、 問卷設計、 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3.1 研究對象

如表3.1所示, 本研究是以2015年彰化地區,參與全國經典會考的127個考生和讀經學會讀經班、

孔子廟讀經班、 開化讀經班、 南安讀經班55人, 正典讀經班、 溪州國小親子讀經班、 北斗國小親

子讀經班78人, 草中社區讀經班、 頂番國小親子讀經班30人等290名學童為樣本。 施測時間為

104年9月-10月, 共計發出290份, 回收266份, 回收率為92%, 經刪除無效問卷6份後, 實得有

效問卷260份, 問卷有效回收率90%。

表 3.1: 彰化縣讀經學童填卷人次表

班 別 問卷發放數 有效問卷數 有效回收率

第16屆全國經典會考考生 127 124 98%

讀經學會讀經班、 孔子廟讀經班、 開化讀經班、 南安讀經班 55 48 87%

溪州國小親子讀經班、 北斗國小親子讀經班、 正典讀經班 78 63 81%

頂番國小親子讀經班、 草中社區讀經班 30 25 83%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設

假設1: 讀經參與者其參加讀經班的動機會因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2: 讀經參與者其參加讀經班的涉入程度會因背景變項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3: 讀經者的參與動機和涉入程度有正相關。

假設4: 讀經者的參與動機對參加經典會考有預測力。

假設5: 參與者的涉入程度對參加經典會考有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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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問卷設計

研究依據前述的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發展出問卷設計, 內容分為四大部份: 第一部份為個人背景

資料、 第二部份為參加讀經班的動機、 第三部份為參加讀經班的涉入程度、 第四部份為參加經典

會考的情形。

第一部份、 個人背景資料

第一部份背景變項主要參考吳玉雲 (2010) 之研究, 並配合本研究所需, 設計個人背景屬性

包括性別、 年齡、 父母教育程度、 父母職業、 宗教、 開始讀經的年齡、 讀經的年資、 每周讀經多

少時間等共10個題項, 茲分述如下:

1. 性別: 分為男性、 女性。

2. 年齡: 分為學齡前、 國小1-3年級、 國小4-6年級、 國中以上。

3. 父親學歷: 分為國中、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

4. 母親學歷: 分為國中、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

5. 父親職業: 分為公務員、 教師、 醫師、 律師、 農漁業、 工商業、 服務業、 其他。

6. 母親職業: 分為公務員、 教師、 醫師、 律師、 農漁業、 工商業、 服務業、 其他。

7. 宗教信仰: 分為一般民間信仰、 佛教、 一貫道、 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

8. 幾歲開始讀經: 分為0歲-小班、 中班-大班、 國小1-2年級、 國小3-4年級、 國小5-6年級、

國中。

9. 每周讀經多少時間 (讀經的頻率): 分為不到1小時、1-2小時、2-3小時、3小時以上。

10. 已經讀經多久 (讀經的年資): 分為未滿1年、1年-未滿2年、2年-未滿3年、3年-未滿4年、4

年-未滿5年、5年以上。

第二部份、 參加讀經班的動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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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動機量表, 主要參考蔡蒼永 (2008)、 鄭三權 (2012)、 楊仁仁 (2013)、 劉照金與莊

哲仁 (2002) 之研究, 並根據理論及相關研究, 加以本研究所需改編而成, 把動機量表分成求知

動機、 增能動機、 社交動機、 休閒動機等四個構面, 如表格3.2。 量表採李克特五點尺度 (Likert

scale) 計分, 答案由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依序給予1至5分, 分數愈高

表示參與動機愈高。

表 3.2: 參與讀經班的動機量表

構面 題 目

求知動機 1. 為了認識更多的字、 詞。

2. 為了學習古文。

3. 為了更了解中華文化。

4. 為了學得更多的歷史故事。

5. 為了認識更多的古代聖賢。

6. 為了學得更多不同的語言。

增能動機 7. 為了增強記憶力和專注力。

8. 為了增強閱讀寫作能力。

9. 為了增進上台說話的能力。

10. 為了增進自信心。

11. 為了提昇膽量和禮儀。

12. 為了開發學習潛能。

社交動機 13. 是因為朋友或同學的邀約。

14. 為了認識新朋友。

15. 為了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16. 為了受到別人的肯定。

17. 為了訓練自己能勇敢的和別人交談。

18. 為了改善家人之間的關係。

休閒動機 19. 為了充實課餘時間。

20. 為了放鬆、 休閒。

21. 為了修正自己的發音。

22. 為了有表現才能的機會。

23. 為了提昇自己的氣質。

24. 參與讀經能讓我修身養性。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第三部份、 參加讀經班的涉入程度量表

第三部份涉入程度量表, 主要參考鄭三權 (2012)、 楊仁仁 (2013)、 劉照金與莊哲仁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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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 並根據理論及相關研究, 將涉入量表歸納為四個構面: 分別為重要性涉入、 愉悅性涉入、

中心性涉入、 象徵性涉入, 如表格3.3。 量表採李克特五點尺度 (Likert scale) 計分, 答案由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依序給予1至5分, 其操作定義指讀經參與者在涉入程

度量表所得到的分數越高, 對該變項越關注, 反之則越低。

表 3.3: 參與讀經班的涉入程度量表

構面 題 目

重要性涉入 1. 讀經對我而言是重要的事。

2. 讀經對我而言是有價值的事。

3. 我認為讀經是有意義的事。

4. 讀經讓我更懂事。

5. 讀經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愉悅性涉入 6. 我喜歡讀經。

7. 我對讀經非常有興趣。

8. 讀經讓我心平氣和。

9. 讀經讓我感到快樂。

10. 讀經使我得到成就感。

中心性涉入 11. 讀經是我課餘的主要活動。

12. 讀經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

13. 讀經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實。

14. 我喜歡和朋友討論讀經。

15. 我常和朋友一起讀經。

象徵性涉入 16. 讀經符合我的個性。

17. 讀經讓我找到認同感。

18. 讀經使我有自我挑戰的機會。

19. 讀經讓我得到成功的經驗。

20.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讀經的同好。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第四部份、 經典會考

讀經者參加經典會考可說是對自己的一項挑戰、 目標、 讀經成果的驗收、 認證、 自我肯定與

自我實現,因此這一部分主要目的在了解彰化地區參與讀經班的學童報名經典會考之現況。 將內

容分為最具規模, 由彰化縣讀經學會所舉辦的彰化縣經典會考, 與最具鑑別度, 由全球讀經教育

基金會所舉辦的全國經典會考為題項, 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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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報考幾次彰化縣經典會考:0次、1次、2-3次、4-5次、6次以上。

2. 得過幾次狀元:0次、1次、2-3次、4-5次、6次以上。

3. 曾考過哪些語言: 中文、 英文、 台語、 客語。

4. 曾考過哪些科目: 百孝經、 孝經、 弟子規、 三字經、 千字文、 朱子治家格言、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老子、 莊子、 唐詩、 古文選、 詩經、 易經、 書禮春秋選、 詩歌詞曲選、 百孝經讀

本。

5. 因為什麼原因報名彰化縣經典會考: 學校導師的鼓勵、 讀經班老師的鼓勵、 父母的鼓勵、

同學的激勵、 經典會考的獎品吸引力、 想要自我挑戰。

6. 曾報考幾次全國經典會考:0次、1次、2-3次、4-5次、6次以上。

7. 得過幾面金牌:0次、1次、2-3次、4-5次、6次以上。

8. 曾考過哪些語言: 中文、 英文、 台語、 客語。

9. 曾考過哪些科目: 孝弟三千朱、 學庸、 論語、 老子、 莊子、 唐詩、 孟子、 易經、 詩經、 古文

選、 書禮春秋選、 詩歌詞曲選、 佛經選、 黃帝內經、 西方文化導讀、 英文常語舉要、 莎士比

亞14行詩、 仲夏夜之夢、 柏拉圖蘇氏自辯、 英文名著選、 英文聖經選。

10. 因為什麼原因報名全國經典會考: 學校導師的鼓勵、 讀經班老師的鼓勵、 父母的鼓勵、 同

學的激勵、 經典會考的獎品吸引力、 想要自我挑戰。

3.4 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架構, 建立問卷題項設計, 以便利抽樣發放問卷, 並於問卷回收後, 刪除

無效問卷再進行整理、 編碼、 輸入電腦, 利用 SPSS 套裝統計軟體, 對各研究假設選擇適合的統

計方式進行資料分析。 茲分述如下:

描述性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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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分別描述受測樣本之基本資料類別比例, 以了解研究對象的個人背

景變項的分布情形。 並統計出讀經動機、 讀經涉入程度8個構面的平均數和標準差。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為了檢測問卷的穩定度及可信度, 或估計測量誤差有多少, 以實際反映出真實程

度的一種指標。 當測量誤差所佔的比例愈低、 真實程度的部分所佔的比例就愈高, 因此信度係數

就會增高。 本研究將採用 Wortzel(1979) 所提出之 Cronbach’s α來檢測問卷各變項之內部一

致性, 其 Cronbach’s α值愈高, 問卷構面的信度愈高。

吳明隆 (2003) 提出如果α係數在0.80以上, 表示有高的信度。 如果在0.70至0.80之間, 算是

可接受的範圍; 如果是分量表, 其信度係數最好在0.70以上, 若在0.60至0.70之間, 還可接受使

用。

獨立樣本 t 檢定

用於兩個獨立群體平均數的差異檢定, 其自變數屬二分類別變數, 依變數為連續變數。 在分

析樣本資料各項差異的來源, 以檢定兩個母體間的平均數是否相等, 或者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本

研究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驗參與讀經的男生、 女生在讀經動機的構面和涉入程度的構面上是

否有顯著差異。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當背景變項為三組以上的群體時, 為了檢定三分或超過三分類別變數在依變數之平均數是否

相同, 即採用單因子變異數 (analysis of variance: 簡稱為 ANOVA) 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檢定讀經者的年齡、 其父親的學歷、 母親的學歷、 父親的職業、 母親的職業、 宗教、 開

始讀經的年紀、 讀經的年資、 讀經的頻率等9個背景屬性, 與讀經動機和涉入程度彼此間是否有

顯著差異。

吳明隆 (2009)指出, 在變異數分析中, 若呈現整體檢定的 F值達到顯著,表示至少有二個組

別平均數間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 為了區分哪幾組之平均數達到顯著差異, 需要進行事後比較,

因為研究者無法直接由描述性統計量中的平均數高低, 判斷組別間的平均數差異是否達到顯著。

若是變異數分析整體考驗的 F 值未達顯著水準, 則表示沒有任何組別的平均數差異達到顯著水

準, 此時則不需進行事後比較。

吳明隆 (2009) 提到, 在變異數分析中, 雪費法 (Scheffe’s method) 是各種事後比較方法中

25



 
 
 
 
 
 
 
 
 
 
 
 

 

第 3 章 研究方法

最嚴格, 統計考驗力最低的一種多重比較, 因而有時會呈現整體檢定的 F 值達到顯著, 但多重比

較後, 沒有發現有任何二組的平均數間有顯著差異。

線性迴歸分析

為了了解兩個或多個變數之間是否相關, 建立數學模型以用來觀察特定變數, 並做預測。 透

過線性迴歸分析我們可以由給出的自變量估計應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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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 進行資料統計分析後所得的結果加以討論, 探討彰化地區學

生參與讀經班的現況以及不同背景變項對參與讀經班的動機及涉入程度之差異情形。 本章共分

六節, 第一節為受訪者背景變項之資料分析; 第二節為信度測試; 第三節為描述性統計分析; 第

四節為差異性分析; 第五節為參與動機與涉入程度之相關性分析; 第六節為參與動機、 涉入程度

與經典會考之迴歸分析。 茲分述如下:

4.1 受訪者背景資料

本研究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 年齡、 父母教育程度、 父母職業、 宗教、 開始讀經的年齡、

讀經的年資、 每周讀經多少時間、 讀過哪些科目、 讀經的方式等共10個題項, 各項背景資料與百

分比, 如表4.1與4.2所示。 就性別而言, 參與讀經的學童男生與女生的比例皆相同。 受訪學童的

年齡集中在國小1-3年級, 佔41.5%; 其次是國小4-6年級, 佔20%, 持續到國高中學童也不少, 佔

19.6%, 高於學齡前的18.8%。 父親的教育度以大專為最多, 佔40.8%; 其次是高中職, 佔35.8%。

母親的教育度也是以大專為最多, 佔50.4%; 高中職次之, 佔33.5%。 父親的職業以工商業佔了

大半, 有50.4%; 服務業 (13.8%)、 公務員 (11.9%) 居二、 三。 母親的職業也以工商業居多, 但只

佔30.8%; 其他 (27.7%)、 服務業 (22.3%) 分別為二、 三名, 可能母親的工作以家管為主。 宗教

信仰方面, 以一般的民間信仰為最多, 佔40.8%; 一貫道居次, 佔27.3%; 佛教居第三, 佔19.6%,

可見參與讀經者遍及各個宗教, 故讀經是不分派別的。 學童開始讀經的年齡以中班-大班為最多,

佔36.2%; 其次是國小1-2年級, 佔27.3%;0歲-小班就開始讀經的孩童居第三多, 有67人次, 佔

25.8%。

學童每周讀經多少時間呢? 以每周讀經1-2小時居多, 佔35%; 每周讀經3小時以上的也不

少, 佔25.8%。 受訪的學童已經讀經多久了呢? 統計的結果發現佔最多數的竟是讀經5年以上,

有26.2%; 其次才是讀經2-3年的學童, 佔21.2%; 再其次是讀經1-2年的學童, 佔20.4%。

4.2 信度測試

本節針對問卷內容中之參與動機、 涉入程度各構面題項的信度測試加以分析。 表4.3與表4.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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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訪者背景資料

變數 選項 人 數 百 分 比 (%)

性 別 男 130 50.0

女 130 50.0

年齡 學齡前 49 18.8

國小1-3年級 108 41.5

國小4-6年級 52 20.0

國中以上 51 19.6

父親教育程度 國中 35 13.5

高中、 高職 93 35.8

大學、 專科 106 40.8

研究所 26 10.0

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 29 11.2

高中、 高職 87 33.5

大學、 專科 131 50.4

研究所 13 5.0

父親職業 公務員 31 11.9

教師 23 8.8

醫師、 律師 6 2.3

農漁業 11 4.2

工商業 131 50.4

服務業 36 13.8

其他 22 8.5

母親職業 公務員 18 6.9

教師 22 8.5

醫師、 律師 4 1.5

農漁業 6 2.3

工商業 80 30.8

服務業 58 22.3

其他 72 27.7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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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受訪者讀經特性

變數 選項 人 數 百 分 比 (%)

宗教信仰 一般民間信仰 106 40.8

佛教 51 19.6

一貫道 71 27.3

基督教 5 1.9

天主教 2 0.8

其他 25 9.6

幾歲開始讀經 0歲-小班 67 25.8

中班-大班 94 36.2

國小1-2年級 71 27.3

國小3-4年級 21 8.1

國小5-6年級 3 1.2

國中 4 1.5

每周讀經多少時間 不到1小時 66 25.4

1-2小時 91 35.0

2-3小時 36 13.8

3小時以上 67 25.8

已經讀經多久 未滿1年 38 14.6

1年-未滿2年 53 20.4

2年-未滿3年 55 21.2

3年-未滿4年 26 10.0

4年-未滿5年 20 7.7

5年以上 68 26.2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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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參與讀經動機及涉入程度量表內不同構面之信度分析結果。

表 4.3: 讀經動機信度分析

題號 問 卷 題 項 C1 C2 整體 α 值

求知動機 0.87

1 為了認識更多的字、 詞 0.65 0.85

2 為了學習古文 0.64 0.85

3 為了更了解中華文化 0.74 0.83

4 為了學得更多的歷史故事 0.72 0.83

5 為了認識更多的古代聖賢 0.70 0.83

增能動機 0.89

7 為了增強記憶力和專注力 0.66 0.88

8 為了增強閱讀寫作能力 0.69 0.87

9 為了增進上台說話的能力 0.74 0.87

10 為了增進自信心 0.79 0.86

11 為了提升膽量和禮儀 0.70 0.87

12 為了能開發學習潛能 0.69 0.87

社交動機 0.86

13 是因為朋友或同學的邀約 0.55 0.86

14 為了認識新朋友 0.65 0.84

15 為了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0.70 0.83

16 為了受到別人的肯定 0.70 0.83

17 為了訓練自己能勇敢的與別人交談 0.73 0.82

18 為了改善家人之間的關係 0.63 0.84

休閒動機 0.88

19 為了充實課餘時間 0.69 0.86

20 為了放鬆、 休閒 0.68 0.86

21 為了修正自己的發音 0.69 0.85

22 為了有表現才能的機會 0.64 0.86

23 為了提昇自己的氣質 0.75 0.85

24 參與讀經能讓我修身養性 0.66 0.86

註:C1為修正的題項與構面總分的相關性, 該值越高表示該題項對其解釋力越大, 內部一致性越強。 C2代表該項目
被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

在動機部分, 本問卷分成求知動機、 增能動機、 社交動機、 休閒動機4個構面討論之。 在求知

動機方面, 整體值 α 為 0.87 , 應有足夠的信度, 顯示拿掉特定題項也不會增加整體的信度, 因

此無須刪除題目。 在增能動機方面, 分析同一構面下的題項, 發現整體值 α 為 0.89 , 應有足夠

的信度, 顯示拿掉特定題項也不會增加整體的信度, 因此無須刪除題目。 在社交動機方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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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涉入程度信度分析

題號 問 卷 題 項 C1 C2 整體 α 值

重要性涉入 0.91

1 讀經對我而言是重要的事 0.78 0.89

2 讀經對我而言是有價值的事 0.81 0.88

3 我認為讀經是有意義的事 0.79 0.89

4 讀經讓我更懂事 0.76 0.89

5 讀經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0.73 0.90

愉悅性涉入 0.91

6 我喜歡讀經 0.82 0.89

7 我對讀經非常有興趣 0.83 0.89

8 讀經讓我心平氣和 0.75 0.90

9 讀經讓我感到快樂 0.83 0.89

10 讀經使我得到成就感 0.70 0.91

中心性涉入 0.87

11 讀經是我課餘的主要活動 0.70 0.84

12 讀經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 0.71 0.83

13 讀經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實 0.72 0.83

14 我喜歡和朋友討論讀經 0.69 0.84

15 我常和朋友一起讀經 0.64 0.85

象徵性涉入 0.85

16 讀經符合我的個性 0.72 0.81

17 讀經讓我找到認同感 0.76 0.80

18 讀經使我有自我挑戰的機會 0.69 0.82

19 讀經讓我得到成功的經驗 0.59 0.84

20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讀經的同好 0.62 0.84

註:C1為修正的題項與構面總分的相關性, 該值越高表示該題項對其解釋力越大, 內部一致性越強。 C2代表該項目
被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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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構面下的題項, 整體值 α 為 0.86 , 有足夠的信度, 顯示拿掉特定題項也不會增加整體的信

度, 因此無須刪除題目。 在休閒動機方面, 分析同一構面下的題項, 整體值 α 為 0.88 , 有足夠的

信度, 顯示拿掉特定題項也不會增加整體的信度, 因此無須刪除題目。

在涉入程度部分, 本問卷分成重要性涉入、 愉悅性涉入、 中心性涉入、 象徵性涉入4個構面。

在重要性涉入方面, 整體值 α 為 0.91 , 有足夠的信度, 顯示拿掉特定的題項也不會增加整體的

信度, 因此無須刪除題目。 在愉悅性涉入方面, 分析同一構面下的題項, 整體值 α 為 0.91 , 有足

夠的信度, 顯示拿掉特定的題項也不會增加整體的信度, 因此無須刪除題目。 在中心性涉入方面,

分析同一構面下的題項, 整體值 α 為 0.87 , 有足夠的信度, 顯示拿掉特定的題項也不會增加整

體的信度, 因此無須刪除題目。 在象徵性涉入方面, 分析同一構面的題項, 整體值 α 為 0.85, 有

足夠的信度, 顯示拿掉特定的題項也不會增加整體的信度, 因此無須刪除題目。

4.3 描述性統計分析

4.3.1 讀經動機量表分析

本研究在讀經動機構面排序中, 如表格4.5所示, 讀經動機各構面的平均數皆在3.65以上。 其中

以 「增能動機」 構面的平均數最高為4.02, 其次為平均數3.88的 「求知動機」, 再其次是平均數

3.75的 「休閒動機」, 而以 「社交動機」 平均數為3.65, 得分最低。 從讀經動機各構面題項平均數

值排序方面分析, 在構面平均數最高的 「增能動機」 中, 題項平均數最高為 「7. 為了增強記憶力

和專注力」, 其平均數為4.18, 其次是 「8. 為了增強閱讀寫作能力」 及 「10. 為了增進自信心」,

其平均數均為4.03, 再其次是 「12. 為了能開發學習潛能」, 其平均數為4.00及 「11. 為了提升膽

量和禮儀」, 其平均數為3.96, 最後則為 「9. 為了增進上台說話的能力」, 其平均數為3.93; 在構

面平均數次高的 「求知動機」 中, 題項平均數最高為 「1. 為了認識更多的字、 詞」, 其平均數為

3.95, 其次為 「5. 為了認識更多的古代聖賢」, 其平均數為3.92, 再其次為 「4. 為了學得更多的

歷史故事」, 其平均數為3.90, 最後為 「2. 為了學習古文」 及 「3. 為了更了解中華文化」, 其平均

數均為3.81。

在構面平均數排序第三的 「休閒動機」 中, 題項平均數最高為 「24. 參與讀經能讓我修身養

性」, 其平均數為3.97, 其次為 「23. 為了提昇自己的氣質」, 其平均數為3.86及 「21. 為了修正自

己的發音」, 其平均數為3.77, 再其次為 「22. 為了有表現才能的機會」, 其平均數為3.75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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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讀經動機描述性統計量

題號 問 卷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平均

增能動機 4.02

7 為了增強記憶力和專注力 4.18 0.81

8 為了增強閱讀寫作能力 4.03 0.86

10 為了增進自信心 4.03 0.86

12 為了能開發學習潛能 4.00 0.89

11 為了提升膽量和禮儀 3.96 0.92

9 為了增進上台說話的能力 3.93 0.92

求知動機 3.88

1 為了認識更多的字、 詞 3.95 0.90

5 為了認識更多的古代聖賢 3.92 0.89

4 為了學得更多的歷史故事 3.90 0.83

2 為了學習古文 3.81 0.86

3 為了更了解中華文化 3.81 0.83

休閒動機 3.75

24 參與讀經能讓我修身養性 3.97 0.97

23 為了提昇自己的氣質 3.86 0.93

21 為了修正自己的發音 3.77 0.98

22 為了有表現才能的機會 3.75 0.93

19 為了充實課餘時間 3.68 1.01

20 為了放鬆、 休閒 3.49 0.99

社交動機 3.65

15 為了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3.84 0.91

17 為了訓練自己能勇敢的與別人交談 3.81 0.96

16 為了受到別人的肯定 3.67 0.94

18 為了改善家人之間的關係 3.62 1.01

14 為了認識新朋友 3.59 1.01

13 是因為朋友或同學的邀約 3.40 1.08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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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充實課餘時間」, 其平均數為3.68, 最後為 「20. 為了放鬆、 休閒」, 其平均數為3.49。 在構面

平均數排序最後的 「社交動機」 中, 題項平均數最高為 「15. 為了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其平均數

為3.84, 其次為 「17. 為了訓練自己能勇敢的與別人交談」, 其平均數為3.81及 「16. 為了受到

別人的肯定」, 其平均數為3.67, 再其次為 「18. 為了改善家人之間的關係」, 其平均數為3.62及

「14. 為了認識新朋友」, 其平均數為3.59, 最後為 「13. 是因為朋友或同學的邀約」, 其平均數為

3.40。

4.3.2 涉入程度量表分析

在涉入程度構面排序中, 如表格4.6所示, 涉入程度各構面的平均數皆在3.58以上。 其中以 「重

要性涉入」 構面的平均數最高為3.89, 其次為平均數是3.76的 「愉悅性涉入」, 再其次是平均數

3.67的 「象徵性涉入」, 最後則為平均數3.58的 「中心性涉入」, 得分最低。 從涉入程度各構面題

項平均數值排序方面分析, 在構面平均數最高的 「重要性涉入」 中, 題項平均數最高為 「5. 讀經

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其平均數為4.00, 其次依序是 「4. 讀經讓我更懂事」, 其平均數為3.99、「3.

我認為讀經是有意義的事」, 其平均數為3.95及 「2. 讀經對我而言是有價值的事」, 其平均數為

3.85, 最後則為 「1. 讀經對我而言是重要的事」, 其平均數為3.69; 在構面平均數次高的 「愉悅性

涉入」 中, 題項平均數最高為 「10. 讀經使我得到成就感」, 其平均數為3.86, 其次依序是 「9. 讀

經讓我感到快樂」, 其平均數為3.80、「8. 讀經讓我心平氣和」, 其平均數為3.78及 「6. 我喜歡讀

經」, 其平均數為3.74, 最後為 「7. 我對讀經非常有興趣」, 其平均數為3.65。

在構面平均數排序第三的 「象徵性涉入」 中, 題項平均數最高為 「18. 讀經使我有自我挑戰

的機會」, 其平均數為3.94, 其次依序是 「19. 讀經讓我得到成功的經驗」, 其平均數為3.93、「17.

讀經讓我找到認同感」, 其平均數為3.62及 「20.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讀經的同好」, 其平均數為

3.47, 最後則為 「16. 讀經符合我的個性」, 其平均數為3.43。 在構面平均數排序最後的 「中心性

涉入」 中, 題項平均數最高為 「13. 讀經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實」, 其平均數為3.75, 其次依序是

「12. 讀經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 其平均數為3.73、「11. 讀經是我課餘的主要活動」, 其平均數為

3.60及 「15. 我常和朋友一起讀經」, 其平均數為3.48, 最後則為 「14. 我喜歡和朋友討論讀經」,

其平均數為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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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涉入程度描述性統計量

題號 問 卷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平均

重要性涉入 3.89

5 讀經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4.00 0.87

4 讀經讓我更懂事 3.99 0.87

3 我認為讀經是有意義的事 3.95 0.90

2 讀經對我而言是有價值的事 3.85 0.88

1 讀經對我而言是重要的事 3.69 0.92

愉悅性涉入 3.76

10 讀經使我得到成就感 3.86 0.86

9 讀經讓我感到快樂 3.80 0.98

8 讀經讓我心平氣和 3.78 0.92

6 我喜歡讀經 3.74 0.97

7 我對讀經非常有興趣 3.65 0.95

象徵性涉入 3.67

18 讀經使我有自我挑戰的機會 3.94 0.86

19 讀經讓我得到成功的經驗 3.93 0.84

17 讀經讓我找到認同感 3.62 0.93

20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讀經的同好 3.47 1.11

16 讀經符合我的個性 3.43 1.00

中心性涉入 3.58

13 讀經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實 3.75 0.94

12 讀經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 3.73 0.89

11 讀經是我課餘的主要活動 3.60 1.01

15 我常和朋友一起讀經 3.48 1.07

14 我喜歡和朋友討論讀經 3.39 1.00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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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差異性分析

本節將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讀經動機、 讀經涉入程度是否會因受訪者的

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4.4.1 性別對各構面之描述性統計量

為了分析 「讀經動機」 及 「涉入程度」 是否會因性別不同而有差異, 本節將針對 「求知動機」、「增

能動機」、「社交動機」、「休閒動機」、「重要性涉入」、「愉悅性涉入」、「中心性涉入」、「象徵性涉入」 這

8個構面, 進行不同性別之間的平均數比較, 檢定其平均數是否相等, 其結果顯示於表格4.7。

表 4.7: 性別對各構面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問卷構面 男性 女性 檢定統計量

求知動機 3.88 3.87 0.07

(0.72) (0.68) (0.94)

增能動機 3.96 4.07 -1.26

(0.74) (0.67) (0.21)

社交動機 3.61 3.68 -0.71

(0.78) (0.74) (0.47)

休閒動機 3.78 3.72 0.64

(0.73) (0.79) (0.52)

重要性涉入 3.84 3.94 -1.07

(0.87) (0.65) (0.28)

愉悅性涉入 3.74 3.78 -0.43

(0.87) (0.75) (0.66)

中心性涉入 3.56 3.61 -0.43

(0.86) (0.73) (0.66)

象徵性涉入 3.67 3.68 -0.08

(0.81) (0.71) (0.93)

註: 表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 小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差。 在檢定統計量的數字為假設平均數相等的t值, 小括弧內的
數字為標準差。

在 「求知動機」 的構面中, 男生平均數為3.88, 女生平均數為3.87,t 檢定統計量為0.07, 顯著

性為0.94,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男生的平均數等於女生平均數的假設, 由此可得知, 在

「求知動機」 上, 男女生並無顯著差異。 在 「增能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 t 檢定統計量為-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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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性為0.21,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男生的平均數等於女生平均數的假設, 顯示在 「增

能動機」 上, 男女生並無顯著差異。

在 「社交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 t 檢定統計量為-0.71, 顯著性為0.47, 大於5%的顯著水

準, 無法拒絕男生的平均數等於女生平均數的假設, 顯示在 「社交動機」 上, 男女生並無顯著差

異。 在 「休閒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 t 檢定統計量為0.64, 顯著性為0.52,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男生的平均數等於女生平均數的假設, 顯示在 「休閒動機」 上, 男女生並無顯著差異。

在 「重要性涉入」 的構面中, 此構面 t 檢定統計量為-1.07, 顯著性為0.28, 大於5%的顯著水

準, 無法拒絕男生的平均數等於女生平均數的假設, 顯示在 「重要性涉入」 上, 男女生並無顯著

差異。 在 「愉悅性涉入」 的構面中,t 檢定統計量為-0.43, 顯著性為0.66,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

法拒絕男生的平均數等於女生平均數的假設, 顯示在 「愉悅性涉入」 上, 男女生並無顯著差異。

在 「中心性涉入」 的構面中,t 檢定統計量為-0.43, 顯著性為0.66,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

拒絕男生的平均數等於女生平均數的假設, 顯示在 「中心性涉入」 上, 男女生並無顯著差異。 在

「象徵性涉入」 的構面中,t 檢定統計量為-0.08, 顯著性為0.93,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男

生的平均數等於女生平均數的假設, 顯示在 「象徵性涉入」 上, 男女生並無顯著差異。

4.4.2 年齡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為了分析 「讀經動機」 及 「涉入程度」 是否會因年齡不同而有差異, 本節將針對 「求知動機」、「增

能動機」、「社交動機」、「休閒動機」、「重要性涉入」、「愉悅性涉入」、「中心性涉入」、「象徵性涉入」 這

8個構面, 進行學齡前、 國小1-3年級、 國小4-6年級與國中以上,4個年齡層之間的平均數比較,

檢定其平均數是否相等, 其結果顯示於表格4.8。

在 「求知動機」 的構面中,F 統計量為0.32, 顯著性為0.80,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

同年齡層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求知動機」 上, 不同年齡層並無顯著差異。 在 「增能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58, 顯著性為0.19,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年齡

層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增能動機」 上, 不同年齡層並無顯著差異。

在 「社交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60, 顯著性為0.18,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年齡層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社交動機」 上, 不同年齡層並無顯著差異。 在

「休閒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75, 顯著性為0.15,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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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年齡層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問卷構面 學齡前 (1) 國小1-3年
級 (2)

國小4-6年
級 (3)

國中以上

(4)
F 值 事後檢定

求知動機 3.96 3.87 3.84 3.84 0.32

(0.59) (0.80) (0.73) (0.54) (0.80)

增能動機 4.16 4.06 3.94 3.88 1.58

(0.59) (0.72) (0.80) (0.67) (0.19)

社交動機 3.64 3.76 3.58 3.50 1.60

(0.77) (0.77) (0.74) (0.75) (0.18)

休閒動機 3.74 3.87 3.61 3.65 1.75

(0.68) (0.76) (0.84) (0.75) (0.15)

重要性涉入 4.07 3.85 3.80 3.89 1.24

(0.57) (0.91) (0.70) (0.65) (0.29)

愉悅性涉入 4.02 3.81 3.56 3.61 3.59** (1) > (3)

(0.65) (0.85) (0.89) (0.73) (0.01)

中心性涉入 3.78 3.67 3.50 3.30 1.99** (1) > (4)

(0.64) (0.79) (0.83) (0.82) (0.00)

象徵性涉入 3.79 3.75 3.62 3.44 2.43

(0.72) (0.76) (0.76) (0.76) (0.06)

註: 表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 小括弧內為標準差。 F值表格之小括弧內為顯著性。**代表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
絕 「不同年齡層平均數相等」 的虛無假設。

絕不同年齡層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休閒動機」 上, 不同年齡層並無顯著差異。

在 「重要性涉入」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24, 顯著性為0.29, 大於5%的顯著水

準, 無法拒絕不同年齡層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重要性涉入」 上, 不同年齡層並無顯著差

異。 在 「愉悅性涉入」 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3.59, 顯著性為0.01, 在5%的顯著水準之

下, 拒絕不同年齡層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愉悅性涉入」 上, 不同年齡層達到顯著差異,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學齡前的孩童在 「愉悅性涉入」 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國小4-6年級學童。

在 「中心性涉入」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99, 顯著性為0.00, 在5%的顯著水準之

下, 拒絕不同年齡層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中心性涉入」 上, 不同年齡層達到顯著差異, 經

Scheffe法事後檢定發現,學齡前的孩童在 「中心性涉入」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國中以上的學童。 在

「象徵性涉入」 的構面中,F 統計量為2.43, 顯著性為0.06,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年

齡層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顯示在 「象徵性涉入」 上, 不同年齡層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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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父親學歷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為了分析 「讀經動機」 及 「涉入程度」是否會因讀經學童其父親的學歷不同而有差異,本節從 「求

知動機」、「增能動機」、「社交動機」、「休閒動機」、「重要性涉入」、「愉悅性涉入」、「中心性涉入」、「象

徵性涉入」 這8個構面, 進行父親學歷是國中、 高中職、 大專,3個組別之間的平均數比較, 檢定其

平均數是否相等, 其結果顯示於表格4.9。

表 4.9: 父親學歷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問卷構面 國中 (1) 高中職 (2) 大專 (3) F 值 事後檢定

求知動機 3.77 3.98 3.83 1.91

(0.78) (0.68) (0.62) (0.15)

增能動機 3.96 4.17 3.92 3.29**

(0.86) (0.64) (0.69) (0.03) (2)> (3)

社交動機 3.84 3.80 3.48 5.62**

(0.78) (0.74) (0.75) (0.00) (2)> (3)

休閒動機 3.83 3.91 3.61 4.11**

(0.87) (0.75) (0.73) (0.01) (2)> (3)

重要性涉入 4.01 4.00 3.82 1.76

(0.80) (0.70) (0.74) (0.17)

愉悅性涉入 3.81 3.88 3.70 1.29

(0.82) (0.79) (0.78) (0.27)

中心性涉入 3.66 3.59 3.57 0.17

(0.79) (0.82) (0.74) (0.84)

象徵性涉入 3.71 3.73 3.66 0.20

(0.82) (0.80) (0.66) (0.81)

註: 父親學歷是國中的樣本數為35人, 高中職的樣本數為93人, 大專的樣本數為106人, 合計234人。 由於父親學
歷是研究所以上的只有26人, 樣本數太少, 故不加入分析。 表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 小括弧內為標準差。 F 值表格
之小括弧內為顯著性。**代表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各組別平均數相等的虛無假設。

在 「求知動機」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1.91, 顯著性為0.15,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

不同的父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求知動機」 上, 不同的父親學歷並無顯著差異。 在

「增能動機」 的構面中,F 統計量為3.29, 顯著性為0.03,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的父親

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在 「增能動機」 構面上, 高中職學歷的父

親顯著高於大專學歷的父親。

在 「社交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5.62, 顯著性為0.00, 在5%的顯著水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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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拒絕不同的父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在 「社交動機」 構面

上, 高中職學歷的父親顯著高於大專學歷的父親。 在 「休閒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

量為4.11, 顯著性為0.01,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的父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在 「休閒動機」 構面上, 高中職學歷的父親顯著高於大專學歷的父親。

在 「重要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1.76, 顯著性為0.17,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

絕不同的父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重要性涉入」 上, 不同的父親學歷並無顯著差異。

在 「愉悅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1.29, 顯著性為0.27,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

同的父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愉悅性涉入」 上, 不同的父親學歷並無顯著差異。 在

「中心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17, 顯著性為0.84,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

的父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中心性涉入」 上, 不同的父親學歷並無顯著差異。 在 「象

徵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20, 顯著性為0.81,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父

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象徵性涉入」 上, 不同的父親學歷並無顯著差異。

4.4.4 母親學歷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節為分析 「讀經動機」 及 「涉入程度」 是否會因讀經學童其母親的學歷不同而有差異, 分別從

「求知動機」、「增能動機」、「社交動機」、「休閒動機」、「重要性涉入」、「愉悅性涉入」、「中心性涉入」、「象

徵性涉入」 這8個構面, 進行母親學歷是國中、 高中職、 大專,3個組別之間的平均數比較, 檢定其

平均數是否相等, 其結果顯示於表4.10。

在 「求知動機」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4.38, 顯著性為0.01,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

同的母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在 「求知動機」 構面上, 高中職

學歷的母親顯著高於國中學歷的母親。 在 「增能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4.16, 顯

著性為0.01,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的母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

後檢定發現, 在 「增能動機」 構面上, 高中職學歷的母親顯著高於國中學歷的母親。 在 「社交動

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4.32, 顯著性為0.01,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的

母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在 「社交動機」 構面上, 高中職學歷

的母親顯著高於大專學歷的母親。 在 「休閒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5.64, 顯著性

為0.00,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的母親學歷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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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母親學歷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問卷構面 國中 (1) 高中職 (2) 大專 (3) F 值 事後檢定

求動機知 3.67 4.05 3.82 4.38** (2) > (1)

(0.79) (0.58) (0.74) (0.01)

增能動機 3.80 4.19 3.98 4.16** (2) > (1)

(0.78) (0.64) (0.72) (0.01)

社交動機 3.64 3.85 3.54 4.32** (2) > (3)

(0.69) (0.73) (0.78) (0.01)

休閒動機 3.66 3.98 3.63 5.64** (2) > (3)

(0.79) (0.68) (0.80) (0.00)

重要性涉入 3.81 4.09 3.78 4.27** (2) > (3)

(0.75) (0.65) (0.84) (0.01)

愉悅性涉入 3.62 3.93 3.68 3.00

(0.69) (0.73) (0.89) (0.05)

中心性涉入 3.45 3.68 3.55 1.16

(0.60) (0.84) (0.81) (0.31)

象徵性涉入 3.51 3.76 3.66 1.22

(0.63) (0.82) (0.74) (0.29)

註: 表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 小括弧內為標準差。 F值表格之小括弧內為顯著性。**代表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
絕 「不同的母親學歷平均數相等」 的虛無假設。

定發現, 在 「休閒動機」 構面上, 高中職學歷的母親顯著高於大專學歷的母親。 在 「重要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4.27, 顯著性為0.01,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的母親學歷平均數

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重要性涉入」 上, 不同的母親學歷達到顯著差異,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

發現, 在 「重要性涉入」 構面上, 高中職學歷的母親顯著高於大專學歷的母親。 在 「愉悅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3.00, 顯著性為0.05,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無法拒絕不同的母親學歷平

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愉悅性涉入」 上, 不同的母親學歷並無顯著差異。 在 「中心性涉入」 的

構面中, F 統計量為1.16, 顯著性為0.31,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母親學歷平均數

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中心性涉入」 上, 不同的母親學歷並無顯著差異。 在 「象徵性涉入」 的構面

中, F 統計量為1.22, 顯著性為0.29,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母親學歷平均數相等

的假設, 表示在 「象徵性涉入」 上, 不同的母親學歷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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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父親職業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節為分析 「讀經動機」 及 「涉入程度」 是否會因讀經學童其父親的職業不同而有差異, 分別從

「求知動機」、「增能動機」、「社交動機」、「休閒動機」、「重要性涉入」、「愉悅性涉入」、「中心性涉入」、「象

徵性涉入」 這8個構面, 進行父親職業是公務員、 工商業、 服務業,3個組之間的平均數比較, 檢定

其平均數是否相等, 其結果顯示於表格4.11。

表 4.11: 父親職業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問卷構面 公務員 (1) 工商業 (2) 服務業 (3) F 值

求知動機 4.05 3.88 3.96 0.92

(0.51) (0.68) (0.70) (0.39)

增能動機 4.06 4.04 4.08 0.70

(0.72) (0.69) (0.67) (0.93)

社交動機 3.60 3.66 3.85 1.12

(0.77) (0.75) (0.74) (0.32)

休閒動機 3.84 3.77 3.81 0.13

(0.78) (0.72) (0.84) (0.87)

重要性涉入 3.89 3.92 3.92 0.03

(0.48) (0.76) (0.71) (0.96)

愉悅性涉入 3.78 3.80 3.78 0.00

(0.63) (0.70) (0.98) (0.99)

中心性涉入 3.66 3.57 3.67 0.34

(0.78) (0.74) (0.85) (0.71)

象徵性涉入 3.73 3.67 3.72 0.11

(0.60) (0.78) (0.82) (0.89)

註: 表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 小括弧內為標準差。 F值表格之小括弧內為顯著性。**代表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
絕 「不同的父親職業平均數相等」 的虛無假設。

在 「求知動機」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92, 顯著性為0.39,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

不同的父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求知動機」 上, 不同的父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在

「增能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0.70, 顯著性為0.93,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無法

拒絕不同的父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增能動機」 上, 不同的父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在 「社交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12, 顯著性為0.32,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無

法拒絕不同的父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社交動機」 上, 不同的父親職業並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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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在 「休閒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0.13, 顯著性為0.87, 在5%的顯著水準之

下, 無法拒絕不同的父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休閒動機」 上, 不同的父親職業並無

顯著差異。

在 「重要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03, 顯著性為0.96,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

絕不同的父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重要性涉入」 上, 不同的父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在 「愉悅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00, 顯著性為0.99,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

同的父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愉悅性涉入」 上, 不同的父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在

「中心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34, 顯著性為0.71,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

的父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中心性涉入」 上, 不同的父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在 「象

徵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11, 顯著性為0.89,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父

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象徵性涉入」 上, 不同的父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4.4.6 母親職業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節為分析 「讀經動機」 及 「涉入程度」 是否會因讀經學童其母親的職業不同而有差異, 分別從

「求知動機」、「增能動機」、「社交動機」、「休閒動機」、「重要性涉入」、「愉悅性涉入」、「中心性涉入」、「象

徵性涉入」 這8個構面, 進行母親職業是其他、 工商業、 服務業,3個組之間的平均數比較, 檢定其

平均數是否相等, 其結果顯示於表格4.12。

在 「求知動機」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1.18, 顯著性為0.30,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

不同的母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求知動機」 上, 不同的母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在

「增能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0.02, 顯著性為0.97,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無法

拒絕不同的母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增能動機」 上, 不同的母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在 「社交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0.76, 顯著性為0.46,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無

法拒絕不同的母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社交動機」 上, 不同的母親職業並無顯著差

異。 在 「休閒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0.10, 顯著性為0.90, 在5%的顯著水準之

下, 無法拒絕不同的母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休閒動機」 上, 不同的母親職業並無

顯著差異。

在 「重要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2.05, 顯著性為0.13,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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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母親職業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問卷構面 其他 工商業 服務業 F 值

求知動機 4.01 3.86 3.85 1.18

(0.58) (0.69) (0.83) (0.30)

增能動機 4.07 4.04 4.05 0.02

(0.63) (0.68) (0.83) (0.97)

社交動機 3.71 3.62 3.78 0.76

(0.70) (0.75) (0.83) (0.46)

休閒動機 3.80 3.80 3.75 0.10

(0.69) (0.69) (0.92) (0.90)

重要性涉入 4.00 3.94 3.72 2.05

(0.64) (0.80) (0.96) (0.13)

愉悅性涉入 3.88 3.82 3.55 2.87

(0.63) (0.71) (1.14) (0.05)

中心性涉入 3.59 3.61 3.57 0.04

(0.67) (0.76) (1.01) (0.96)

象徵性涉入 3.70 3.66 3.66 0.06

(0.65) (0.73) (0.95) (0.94)

註: 表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 小括弧內為標準差。 F值表格之小括弧內為顯著性。

絕不同的母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重要性涉入」 上, 不同的母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在 「愉悅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2.87, 顯著性為0.05,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

同的母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愉悅性涉入」 上, 不同的母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在

「中心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04, 顯著性為0.96,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

的母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中心性涉入」 上, 不同的母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在 「象

徵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06, 顯著性為0.94,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母

親職業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象徵性涉入」 上, 不同的母親職業並無顯著差異。

4.4.7 宗教信仰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為了分析 「讀經動機」 及 「涉入程度」是否會因讀經者的宗教信仰不同而有差異,本節將針對 「求

知動機」、「增能動機」、「社交動機」、「休閒動機」、「重要性涉入」、「愉悅性涉入」、「中心性涉入」、「象

徵性涉入」 這8個構面, 進行民間信仰、 佛教、 一貫道,3種宗教信仰之間的平均數比較, 檢定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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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是否相等, 其結果顯示於表格4.13。

表 4.13: 宗教信仰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問卷構面 民間信仰 (1) 佛教 (2) 一貫道 (3) F 值 事後檢定

求知動機 3.82 3.87 4.01 1.90

(0.74) (0.53) (0.58) (0.15)

增能動機 4.02 3.87 4.12 1.90

(0.76) (0.54) (0.71) (0.15)

社交動機 3.66 3.63 3.63 0.60

(0.74) (0.59) (0.82) (0.94)

休閒動機 3.70 3.64 3.89 2.02

(0.78) (0.65) (0.73) (0.13)

重要性涉入 3.74 3.89 4.16 7.20**

(0.85) (0.62) (0.60) (0.00) (1)< (3)

愉悅性涉入 3.62 3.75 4.03 6.31** (1) < (3)

(0.84) (0.64) (0.70) (0.00)

中心性涉入 3.52 3.53 3.74 2.05

(0.80) (0.61) (0.76) (0.13)

象徵性涉入 3.57 3.56 3.89 4.83 (1)<(3)

(0.76) (0.71) (0.68) (0.00) (2)<(3)

註: 表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 小括弧內為標準差。 F值表格之小括弧內為顯著性。**代表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
絕 「不同的宗教信仰平均數相等」 的虛無假設。

在 「求知動機」 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90, 顯著性為0.15,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

宗教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由此可知, 在 「求知動機」 上, 不同宗教並無顯著差異。 在 「增能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90, 顯著性為0.15,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宗教

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增能動機」 上, 不同宗教並無顯著差異。 在 「社交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0.60, 顯著性為0.94,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宗教平均數相等

的假設, 表示在 「社交動機」 上, 不同宗教並無顯著差異。 在 「休閒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2.02, 顯著性為0.13,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宗教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

在 「休閒動機」 上, 不同宗教並無顯著差異。

在 「重要性涉入」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7.20, 顯著性為0.00, 在5%的顯著水準

之下, 拒絕不同宗教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在 「重要性涉入」 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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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顯著高於一般民間信仰。 在 「愉悅性涉入」 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6.31, 顯著性為

0.00,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宗教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在

「愉悅性涉入」 構面上, 一貫道顯著高於一般民間信仰。

在 「中心性涉入」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2.05, 顯著性為0.13, 在5%的顯著水準之

下, 無法拒絕不同宗教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中心性涉入」 上, 不同宗教並無顯著差異。 在

「象徵性涉入」 的構面中,F 統計量為4.83, 顯著性為0.00,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宗教

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一貫道在 「象徵性涉入」 的平均數顯著高於一

般民間信仰和佛教。

4.4.8 開始讀經的年紀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為了分析 「讀經動機」 及 「涉入程度」 是否會因讀經者開始讀經的年紀不同而有差異, 本節將

針對 「求知動機」、「增能動機」、「社交動機」、「休閒動機」、「重要性涉入」、「愉悅性涉入」、「中心性涉

入」、「象徵性涉入」 這8個構面, 進行0歲-小班、 中班-大班、 國小1-2年級,3種年紀之間的平均數

比較, 檢定其平均數是否相等, 其結果顯示於表格4.14。

在 「求知動機」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3.03, 顯著性為0.05,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無法拒

絕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求知動機」 上, 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並無顯

著差異。 在 「增能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5.34, 顯著性為0.00, 在5%的顯著水準

之下, 拒絕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在 「增能動機」

構面上, 開始讀經的年紀在0歲-小班、 中班-大班間的學童顯著高於國小1-2年級的學童。

在 「社交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21, 顯著性為0.30,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無法拒絕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社交動機」 上, 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

並無顯著差異。 在 「休閒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60, 顯著性為0.20, 在5%的顯

著水準之下, 無法拒絕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休閒動機」 上, 不同的

開始讀經年紀並無顯著差異。

在 「重要性涉入」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2.82, 顯著性為0.06,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重要性涉入」 上, 不同的開始讀經年

紀並無顯著差異。 在 「愉悅性涉入」 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4.64, 顯著性為0.01, 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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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不同年紀開始讀經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問卷構面 0歲-小班 (1) 中班-大班 (2) 國小1-2年級
(3)

F 值 事後檢定

求知動機 4.00 3.90 3.71 3.03

(0.69) (0.65) (0.80) (0.05)

增能動機 4.16 4.09 3.79 5.34** (1)>(3)

(0.69) (0.64) (0.83) (0.00) (2)>(3)

社交動機 3.58 3.76 3.62 1.21

(0.76) (0.70) (0.87) (0.30)

休閒動機 3.73 3.86 3.64 1.60

(0.79) (0.64) (0.92) (0.20)

重要性涉入 4.06 3.87 3.76 2.82

(0.76) (0.69) (0.85) (0.06)

愉悅性涉入 4.02 3.74 3.61 4.64**

(0.69) (0.80) (0.92) (0.01) (1) > (3)

中心性涉入 3.81 3.56 3.43 3.93**

(0.65) (0.83) (0.90) (0.02) (1)> (3)

象徵性涉入 3.85 3.66 3.53 2.83

(0.70) (0.76) (0.86) (0.06)

註: 表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 小括弧內為標準差。 F值表格之小括弧內為顯著性。**代表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
絕 「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平均數相等」 的虛無假設。

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在

「愉悅性涉入」 構面上, 開始讀經的年紀在0歲-小班的孩童顯著高於國小1-2年級的學童。

在 「中心性涉入」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3.93, 顯著性為0.02, 在5%的顯著水準之

下, 拒絕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發現, 在 「中心性涉入」

構面上, 開始讀經的年紀在0歲-小班的孩童顯著高於國小1-2年級的學童。 在 「象徵性涉入」 的

構面中,F 統計量為2.83, 顯著性為0.06,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平

均數相等的假設, 顯示在 「象徵性涉入」 上, 不同的開始讀經年紀並無顯著差異。

4.4.9 每周讀經的頻率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為了分析 「讀經動機」 及 「涉入程度」 是否會因每周讀經的頻率不同而有差異, 本節將針對 「求

知動機」、「增能動機」、「社交動機」、「休閒動機」、「重要性涉入」、「愉悅性涉入」、「中心性涉入」、「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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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性涉入」 這8個構面, 分別進行讀經未滿1小時、1-2小時、2-3小時、3小時上, 這4個時程之間

的平均數比較, 檢定其平均數是否相等, 其結果顯示於表格4.15。

表 4.15: 每周讀經的頻率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問卷構面 未滿1小時
(1)

1-2小時 (2) 2-3小時 (3) 3小時以上
(4)

F 值 事後檢定

求知動機 3.83 3.81 4.02 3.93 0.95

(0.62) (0.78) (0.79) (0.60) (0.41)

增能動機 3.93 4.02 4.17 4.03 0.84

(0.75) (0.72) (0.67) (0.67) (0.47)

社交動機 3.59 3.72 3.77 3.53 1.24

(0.77) (0.79) (0.75) (0.71) (0.29)

休閒動機 3.71 3.75 3.95 3.68 1.05

(0.72) (0.84) (0.68) (0.73) (0.36)

重要性涉入 3.85 3.92 3.91 3.88 0.93

(0.76) (0.68) (0.91) (0.82) (0.96)

愉悅性涉入 3.59 3.75 3.90 3.86 1.65

(0.88) (0.78) (0.74) (0.81) (0.17)

中心性涉入 3.36 3.55 3.81 3.73 3.55**

(0.89) (0.78) (0.73) (0.69) (0.01)

象徵性涉入 3.42 3.64 3.90 3.83 4.66** (3) > (1)

(0.84) (0.76) (0.69) (0.63) (0.00) (4) > (1)

註: 表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 小括弧內為標準差。 F值表格之小括弧內為顯著性。**代表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
絕 「不同的讀經頻率平均數相等」 的虛無假設。

不同的讀經頻率在 「求知動機」 構面中的 F 統計量為0.95, 顯著性為0.41, 大於5%的顯著

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讀經頻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由此可知, 在 「求知動機」 上, 不同的讀經頻

率並無顯著差異。 在 「增能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0.84, 顯著性為0.47, 大於5%

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讀經頻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增能動機」 上, 不同的讀經

頻率並無顯著差異。 在 「社交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24, 顯著性為0.29, 大於

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讀經頻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社交動機」 上, 不同的讀

經頻率並無顯著差異。 在 「休閒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05, 顯著性為0.36, 大

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讀經頻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休閒動機」 上, 不同的

讀經頻率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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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讀經頻率在 「重要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93, 顯著性為0.96, 在5%的顯著

水準之下, 無法拒絕不同的讀經頻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重要性涉入」 上, 不同的讀經

頻率並無顯著差異。 在 「愉悅性涉入」 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65, 顯著性為0.17, 在5%

的顯著水準之下,無法拒絕不同的讀經頻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表示在 「愉悅性涉入」 上,不同的

讀經頻率並無顯著差異。 在 「中心性涉入」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3.55, 顯著性為0.01,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的讀經頻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但經 Scheffe 法事後檢定, 兩

兩比較分析之結果, 並未發現顯著之差異, 推論其原因為樣本數太小而產生之偏誤。 在 「象徵性

涉入」 的構面中,F 統計量為4.66, 顯著性為0.00,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不同的讀經頻率

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象徵性涉入」 上, 不同的讀經頻率達到顯著差異, 且經 Scheffe 法

事後檢定發現, 顯示在 「象徵性涉入」 上, 讀經頻率在2個小時以上的學童顯著高於未滿1個小

時的學童。

4.4.10 參與讀經的年資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為了分析 「讀經動機」 及 「涉入程度」 是否會因參與讀經的年資不同而有差異, 本節將針對 「求

知動機」、「增能動機」、「社交動機」、「休閒動機」、「重要性涉入」、「愉悅性涉入」、「中心性涉入」、「象

徵性涉入」 這8個構面, 分別進行讀經未滿1年、1-2年、2-3年、3-5年、5年以上,5個年資之間的平

均數比較, 檢定其平均數是否相等, 其結果顯示於表格4.16。

在 「求知動機」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2.36, 顯著性為0.05,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無法拒絕

不同的讀經年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求知動機」 上, 不同的讀經年資並無顯著差異。 在

「增能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38, 顯著性為0.24,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無法

拒絕不同的讀經年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增能動機」 上, 不同的讀經年資並無顯著差異。

在 「社交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39, 顯著性為0.23, 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無

法拒絕不同的讀經年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社交動機」 上, 不同的讀經年資並無顯著差

異。 在 「休閒動機」 的構面中, 此構面的 F 統計量為1.81, 顯著性為0.12, 在5%的顯著水準之

下, 無法拒絕不同的讀經年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休閒動機」 上, 不同的讀經年資並無

顯著差異。

在 「重要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50, 顯著性為0.73,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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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參與讀經的年資對各構面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問卷構面 未滿1年
(1)

1-2年 (2) 2-3年 (3) 3-5年 (4) 5年以上
(5)

F 值

求知動機 3.86 3.72 3.83 4.14 3.86 2.36

(0.54) (0.59) (0.86) (0.57) (0.76) (0.05)

增能動機 3.97 3.94 4.02 4.23 3.95 1.38

(0.62) (0.60) (0.89) (0.54) (0.76) (0.24)

社交動機 3.52 3.63 3.73 3.82 3.54 1.39

(0.64) (0.65) (0.89) (0.70) (0.81) (0.23)

休閒動機 3.63 3.71 3.79 4.00 3.65 1.81

(0.72) (0.60) (0.92) (0.59) (0.85) (0.12)

重要性涉入 3.75 3.86 3.96 3.93 3.91 0.50

(0.72) (0.68) (0.85) (0.76) (0.80) (0.73)

愉悅性涉入 3.68 3.77 3.70 3.88 3.75 0.40

(0.75) (0.68) (1.00) (0.69) (0.86) (0.80)

中心性涉入 3.54 3.51 3.64 3.73 3.53 0.63

(0.70) (0.67) (0.92) (0.65) (0.91) (0.64)

象徵性涉入 3.55 3.72 3.68 3.76 3.63 0.51

(0.67) (0.72) (0.83) (0.62) (0.86) (0.72)

註: 表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 小括弧內為標準差。 F值表格之小括弧內為顯著性。

絕不同的讀經年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重要性涉入」 上, 不同的讀經年資並無顯著差異。

在 「愉悅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40, 顯著性為0.80,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

同的讀經年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愉悅性涉入」 上, 不同的讀經年資並無顯著差異。 在

「中心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63, 顯著性為0.64,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

的讀經年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中心性涉入」 上, 不同的讀經年資並無顯著差異。 在 「象

徵性涉入」 的構面中, F 統計量為0.51, 顯著性為0.72, 大於5%的顯著水準, 無法拒絕不同的讀

經年資平均數相等的假設, 表示在 「象徵性涉入」 上, 不同的讀經年資並無顯著差異。

4.5 相關性分析

本節將利用 Pearson 相關係數, 來探討參與讀經動機與涉入程度之相關性, 如表格4.17所示。

求知動機與 「重要性涉入」 之相關係數為0.51、 與 「愉悅性涉入」 之相關係數為0.55、 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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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參與讀經動機與涉入程度的相關性分析

涉入程度 重要性涉入 愉悅性涉入 中心性涉入 象徵性涉入

求知動機 0. 51** 0. 55** 0. 54** 0. 57**

增能動機 0. 55** 0.60** 0.56** 0.58**

社交動機 0. 47** 0.54** 0.55** 0.57**

休閒動機 0. 61** 0.66** 0.59** 0.63**

註:**表示在5%的顯著水準之下, 拒絕兩者不具有相關性的虛無假設。

心性涉入」 相關係數為0.54、 與 「象徵性涉入」 相關係數為0.57, 皆拒絕相關係數為0之假設, 且

呈現顯著正相關。

增能動機與 「重要性涉入」 之相關係數為0.55、 與 「愉悅性涉入」 之相關係數為0.60、 與 「中

心性涉入」 相關係數為0.56、 與 「象徵性涉入」 相關係數為0.58, 皆拒絕相關係數為0之假設, 呈

現顯著正相關。

社交動機與 「重要性涉入」 之相關係數為0.47、 與 「愉悅性涉入」 之相關係數為0.54、 與 「中

心性涉入」 相關係數為0.55、 與 「象徵性涉入」 相關係數為0.57, 皆拒絕相關係數為0之假設, 呈

現顯著正相關。

休閒動機與 「重要性涉入」 之相關係數為0.61、 與 「愉悅性涉入」 之相關係數為0.66、 與 「中

心性涉入」 相關係數為0.59、 與 「象徵性涉入」 相關係數為0.63, 皆拒絕相關係數為0之假設, 且

呈現顯著正相關。

4.6 羅吉斯迴歸分析

本節將利用多項式羅吉斯迴歸分析模型檢測讀經的參與動機與涉入程度是否會影響參與經典會

考之機率? 依變數為參加經典會考與通過經典會考之次數,選取有效樣本數區分為:0次、1次、2-3

次、4-5次、6次以上五種。

4.6.1 參與與通過彰化縣經典會考研究變數之檢測結果

本節將參加彰化縣經典會考0次、1次、2-3次、4-5次者與參加6次以上者進行研究變數檢測, 其參

加彰化經典會考之估計值及顯著性彙整如表格4.18所示。 將通過彰化縣經典會考0次、1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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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4-5次與通過會考6次以上進行研究變數檢測, 其通過彰化經典會考之估計值及顯著性彙整

如表格4.19所示。

表 4.18: 參與彰化縣經典會考研究變數之檢測結果彙整表

檢測結果

研究變數名稱 0次 1次 2-3次 4-5次

求知動機 -0.13 -1.41** -0.22 -1.05**

(0.80) (0.00) (0.65) (0.04)

增能動機 0.23 0.97 0.15 1.33**

(0.69) (0.08) (0.77) (0.02)

社交動機 0.37 0.29 0.33 0.82

(0.49) (0.61) (0.49) (0.13)

休閒動機 0.72 -0.75 0.30 -0.88

(0.91) (0.22) (0.61) (0.16)

重要性涉入 0.22 0.91 0.66 0.17

(0.65) (0.07) (0.14) (0.71)

愉悅性涉入 0.31 0.58 -0.80 -0.33

(0.65) (0.37) (0.18) (0.60)

中心性涉入 0.69 0.43 0.49 0.49

(0.29) (0.49) (0.40) (0.43)

象徵性涉入 -1.08 -1.17 -0.47 -0.58

(0.12) (0.07) (0.45) (0.40)

截距 -1.90 1.38 -0.30 0.63

註: 表格內數字為參數估計值。( ) 內代表顯著性p值。**代表 p < 0.05, 具有顯著性。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所得結論如下:

於讀經動機的變數中, 以求知動機為區別參與彰化經典會考1次與6次以上之顯著影響變數,

由於參數的估計值為負值, 因此求知動機愈高, 愈傾向於持續參與彰化經典會考6次以上。

於讀經動機的變數中, 以求知動機為區別參與彰化經典會考4-5次與6次以上之顯著影響變

數, 由於參數的估計值為負值, 因此求知動機愈高, 愈傾向於參與彰化經典會考6次以上, 表示求

知動機愈高, 參與彰化經典會考的持續度更高。 於讀經動機的變數中, 以增能動機為區別參與彰

化經典會考4-5次與6次以上之顯著影響變數, 由於參數的估計值為正值, 因此增能動機愈高, 則

傾向於參與彰化經典會考4-5次。

在讀經動機的變數中, 以求知動機為區別通過彰化經典會考1次與6次以上之顯著影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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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通過彰化縣經典會考研究變數之檢測結果彙整表

檢測結果

研究變數名稱 0次: 6次以上 1次: 6次以上 2-3次: 6次以上 4-5次: 6次以上

求知動機 -0.13 -1.26** -0.08 -0.93

(0.79) (0.01) (0.86) (0.08)

增能動機 -0.19 0.80 -0.11 1.01

(0.74) (0.16) (0.83) (0.99)

社交動機 0.26 0.01 0.41 0.26

(0.64) (0.98) (0.41) (0.64)

休閒動機 0.03 -0.86 0.08 -0.70

(0.95) (0.17) (0.89) (0.29)

重要性涉入 0.39 1.05** 0.80 0.29

(0.40) (0.03) (0.07) (0.52)

愉悅性涉入 0.69 0.47 -0.43 0.00

(0.28) (0.45) (0.45) (0.99)

中心性涉入 0.00 -0.17 -0.00 -0.27

(0.99) (0.78) (0.99) (0.66)

象徵性涉入 -0.30 -0.07 0.03 0.46

(0.66) (0.92) (0.95) (0.52)

截距 -1.80 1.04 -1.17 0.00

註: 表格內數字為參數估計值。( ) 內代表顯著性p值。**代表 p < 0.05, 具有顯著性。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由於參數的估計值為負值, 因此求知動機愈高, 通過彰化經典會考6次以上也愈高, 表示求知動

機越強, 通過彰化經典會考的次數越高。 在涉入程度的變數中, 以重要性涉入為區別通過彰化經

典會考1次與6次以上之顯著影響變數, 由於參數的估計值為正值, 表示重要性涉入愈高, 會通

過彰化經典會考1次的機率愈高。

4.6.2 參與及通過全國經典會考研究變數之檢測結果

本節將參加全國經典會考0次、1次、2-3次、4-5次者與參加6次以上者進行研究變數檢測, 其參加

全國經典會考之估計值及顯著性彙整如表格4.20所示。 將通過全國經典會考0次、1次、2-3次、4-

5次與通過會考6次以上進行研究變數檢測, 其通過全國經典會考之估計值及顯著性彙整如表格

4.21所示。

於讀經動機的變數中, 以求知動機為區別參與全國經典會考4-5次與6次以上之顯著影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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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參與全國經典會考研究變數之檢測結果彙整表

檢測結果

研究變數名稱 0次:6次以上 1次:6次以上 2-3次:6次以上 4-5次:6次以上

求知動機 -1.05 -0.64 -0.74 -1.50**

(0.07) (0.26) (0.18) (0.04)

增能動機 0.39 0.06 0.08 0.89

(0.54) (0.91) (0.89) (0.25)

社交動機 0.89 0.49 0.11 2.00**

(0.17) (0.43) (0.85) (0.01)

休閒動機 -0.36 -0.23 0.58 -1.66

(0.64) (0.75) (0.43) (0.69)

重要性涉入 0.48 0.75 0.21 0.12

(0.38) (0.16) (0.67) (0.84)

愉悅性涉入 0.67 -0.10 -0.64 0.34

(0.38) (0.88) (0.38) (0.70)

中心性涉入 0.71 0.56 0.99 1.06

(0.34) (0.44) (0.17) (0.24)

象徵性涉入 -1.12 -0.22 -0.52 -0.07

(0.17) (0.78) (0.52) (0.94)

截距 -0.13 -0.34 1.69 -3.78

註: 表格內數字為參數估計值。( ) 內代表顯著性 p 值。**代表 p < 0.05, 具有顯著性。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數, 由於參數的估計值為負值, 因此求知動機愈高, 愈傾向於參與全國經典會考6次以上, 表示求

知動機愈高, 參與全國經典會考的持續度更高。 於讀經動機的變數中, 以社交動機為區別參與全

國經典會考4-5次與6次以上之顯著影響變數, 由於參數的估計值為正值, 因此社交動機愈高, 則

傾向於參與全國經典會考4-5次。

於讀經動機的變數中, 以休閒動機為區別通過全國經典會考4-5次與6次以上之顯著影響變

數, 由於參數的估計值為負值,因此休閒動機愈高, 其通過全國經典會考6次以上的傾向愈高。於

讀經動機的變數中, 以社交動機為區別通過全國經典會考4-5次與6次以上之顯著影響變數, 由

於參數的估計值為正值, 因此社交動機愈高, 則傾向於通過全國經典會考4-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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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通過全國經典會考研究變數之檢測結果彙整表

檢測結果

研究變數名稱 0次: 6次以上 1次: 6次以上 2-3次: 6次以上 4-5次: 6次以上

求知動機 -0.76 -0.79 -0.95 -1.21

(0.19) (0.22) (0.14) (0.19)

增能動機 1.01 0.03 0.59 1.19

(0.15) (0.96) (0.45) (0.25)

社交動機 0.43 0.54 -0.31 2.83**

(0.52) (0.45) (0.67) (0.01)

休閒動機 -0.99 -0.67 0.23 -3.12**

(0.23) (0.45) (0.79) (0.00)

重要性涉入 0.67 0.14 0.85 0.78

(0.20) (0.80) (0.16) (0.39)

愉悅性涉入 0.10 0.58 -0.81 0.47

(0.89) (0.49) (0.32) (0.68)

中心性涉入 0.34 0.11 1.20 0.70

(0.66) (0.89) (0.16) (0.56)

象徵性涉入 -0.40 0.05 -0.70 -0.33

(0.64) (0.94) (0.46) (0.78)

截距 1.33 1.56 0.88 -5.38

註: 表格內數字為參數估計值。( ) 內代表顯著性p值。**代表 p < 0.05, 具有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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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彰化地區學童參與讀經班的動機、 涉入程度與經典會考之相關研究。

本章依研究目的自編之讀經動機、 涉入程度與經典會考的量表為研究工具, 以彰化地區讀經班

的學童為研究對象, 藉由問卷調查、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 進行資料分析及整

理後, 將研究結果彙整如下, 並提出具體建議, 供讀經班家長及老師、 讀經推廣中心及後續研究

者參考。

5.1 結論

本節根據研究主要目的及問卷資料分析, 提出以下之驗證結果:

5.1.1 不同背景變項與參加讀經班的關聯性

從本研究的資料顯示, 參加讀經班的學童以 「國小1-3年級」 為最多, 其次是 「學齡前」 的孩童,

而開始讀經的年齡, 以 「幼稚園中班-大班」 居多,「國小1-2年級」 其次, 顯示有讀經理念的家長

及老師均是掌握兒童學習力、 記憶力的黃金時期施與讀經教育。 因此以讀經班學童的年齡反推

至開始讀經的年齡, 可預估出讀經的年資大致在3、4年以上, 而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這些學童讀經

的年資在5年以上居多, 與上述的推估相符合。 而每周讀經的頻率以1-2小時居多, 其次是3小時

以上, 顯現大部分的學童大都以零碎的時間一點一滴、 日積月累、 積少成多的讀經。

讀經班的設立與推廣中心的志工、 老師等, 大都是一貫道家族的道親群策群力所經營的, 但

研究顯示, 參加讀經班的家庭信仰以一般民間信仰佔多數, 其次才是一貫道家族。 且參加讀經班

的學童性別比率相等, 顯示參與讀經者, 是不分宗教與性別。

5.1.2 不同背景變項與讀經動機的關聯性

讀經動機的構面在不同背景變項之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及開始讀經的年齡變項有顯著差異, 其

餘則無明顯差異。 不同的父親學歷, 在增能動機、 社交動機、 休閒動機上, 高中職學歷的父親顯

著高於大專學歷的父親。 而不同的母親學歷, 在求知動機、 增能動機上, 高中職學歷的母親顯著

高於國中學歷的母親; 在社交動機、 休閒動機上, 高中職學歷的母親顯著高於大專學歷的母親。

顯示高中職學歷的父親和母親對孩童參加讀經班有較高的期待, 所以動機的平均數都顯著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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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歷的父親和母親。

開始讀經的年齡不同, 在增能動機上,0歲-小班開始讀經者和中班-大班開始讀經的孩童顯著

高於國小1-2年級開始讀經的學童。 顯示越早投入讀經的孩童, 能力的改變與增加越明顯可見。

就不同性別的讀經者, 在讀經動機之求知動機、 增能動機、 社交動機、 休閒動機上, 男生和女

生並無明顯差異, 代表男生和女生在讀經動機上並無差別。 就年齡來看, 不同年齡對於讀經動機

亦無差異; 就職業來看, 不同的父親職業、 不同的母親職業對於讀經動機亦無明顯差異; 就宗教

信仰而論, 不同的宗教信仰對於讀經動機亦無明顯差異; 就讀經頻率而論, 不同的讀經頻率對於

讀經動機亦無明顯差異; 就讀經年資而論, 不同的讀經年資對於讀經動機亦無明顯差異。

總結而論, 不同的性別、 年齡、 父母親的職業、 宗教信仰、 讀經頻率、 讀經年資等變項在讀經

動機上均無差異。

5.1.3 不同背景變項與涉入程度的關聯性

由本研究的資料顯示, 涉入程度的構面在不同背景變項之年齡、 母親學歷、 宗教信仰、 開始讀經

的年齡、 讀經頻率有顯著差異, 其餘則無明顯差異。

就不同年齡的讀經者而言, 在愉悅性涉入的構面上, 學齡前的孩童明顯高於國小4-6年級學

童、 在中心性涉入的構面上, 學齡前的孩童明顯高於國中以上的學童, 顯示學齡前的孩童在讀經

活動中較無壓力, 所以能樂在其中, 且以讀經為學習活動的大部分。 不同的母親學歷, 在重要性

涉入的構面上, 高中職學歷的母親顯著高於大專學歷的母親。 不同的宗教信仰, 在重要性涉入和

愉悅性涉入的構面上, 一貫道家族明顯高於民間信仰者; 在象徵性涉入的構面上, 一貫道家族高

於民間信仰者和佛教團體,顯示一貫道家族對於傳統經典文化的重視和推展真箇是不遺餘力。開

始讀經的年齡, 在愉悅性、 中心性的涉入構面上, 皆是0歲-小班開始讀經的孩童高於國小1-2年

級學童, 顯示越早進入讀經世界, 越能駕輕就熟, 享受讀經的樂趣, 並以讀經為生活的重心。 不同

的讀經頻率, 在象徵性涉入的構面上, 每周讀經2小時以上的學童高於每周讀經未滿1小時的學

童, 顯示讀經頻率愈高的學童, 對讀經的認同感愈強。

就不同性別的讀經者, 在涉入程度之重要性涉入、 愉悅性涉入、 中心性涉入、 象徵性涉入上,

男生和女生並無明顯差異, 代表男生和女生在涉入程度上無差異性。 就父親學歷來看, 不同的父

親學歷在涉入程度的構面上, 並無明顯差異。 就職業來看, 不同的父親職業、 不同的母親職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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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涉入程度亦無明顯差異。 就讀經年資而論, 不同的讀經年資對於涉入程度亦無明顯差異。

總結而論, 不同的性別、 父親學歷、 父母親的職業、 讀經年資等變項在涉入程度上都無差異

性。

5.1.4 經典會考

本研究以有效樣本260人次, 統計出參與經典會考與通過經典會考的對照, 如表5.1。

表 5.1: 參與經典會考與通過經典會考的統計對照表

0次 1次 2-3次 4-5次 6次以上 合計

參與彰化經典會考 44 64 84 45 23 260

(16.9%) (24.6%) (32.3%) (17.3%) (8.8%) (100.0%)

通過彰化經典會考 53 66 83 38 20 260

(20.4%) (25.4%) (31.9%) (14.6%) (7.7%) (100.0%)

參與全國經典會考 81 80 66 21 12 260

(31.2%) (30.8%) (25.4%) (8.1%) (4.6%) (100.0%)

通過全國經典會考 167 38 35 10 10 260

(64.2%) (14.6%) (13.5%) (3.8%) (3.8%) (100.0%)

註: 表格內數字為人次。( ) 內代表百分比。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由表列數據可知, 參加彰化經典會考的人次比例較參加全國經典會考的人次比例高。 而通過

彰化經典會考的人次比例與參加彰化經典會考的人次比例相差不多, 但通過全國經典會考的人

次比例與參加全國經典會考的人次比例卻相差懸殊。顯現通過彰化經典會考較為容易,通過全國

經典會考則較為困難。

5.2 建議

本研究提出學童參加讀經班的動機、 涉入程度與參加經典會考的現況, 讓讀經的推動者實際了

解學童對讀經的感受與需求, 期能充分掌握讀經的方向與重心, 提供學童更確切的幫助, 使讀經

的學童獲得最大的學習效益。 因此, 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 歸納出以下的建議:

一、 就讀經的時機而言

讀經班的學童大部分是幼兒園至國小低年級的孩童, 顯見他們從啟蒙教育就開始讀經, 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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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持續到高年級, 甚至國中的學童卻僅剩19.6%。 所以, 讀經教育的推廣除了要從小開始, 更要

加深加廣的來推展。 就廣度而言, 要讓師長及家長了解孩童階段是記憶力最強的時期, 若能充分

的體認讀經的功效, 對讀經教育有認同感, 定能引領他們帶著學生、 小孩加入讀經班的行列, 使

更多的幼兒能從小就接受經典文化的薰陶。 而孩童一旦進入經典世界後, 讀經的推展方向就是

要循循善誘, 讓讀經成為學童的習慣、 興趣、 生活的一部份, 進而產生愉悅感, 養成讀經的續航

力, 不要因為升上國高中, 課業繁重而中斷讀經, 因為讀經所涵養的知識及能力跟學習課業是可

以並行不悖的, 這就是深度上推展讀經所要努力的重點。

二、 就讀經的動機而言

本研究結果發現, 學童參與讀經的動機以增能動機為最強, 其中為了增強記憶力和專注力、

為了增強閱讀寫作能力、 為了增進自信心、 為了能開發學習潛能分數前四高, 平均數在4.00以

上。 因此, 推動讀經者即要朝此方向加強, 以滿足學童的需求。 讀經的學童若能因讀經提升了記

憶力、 專注力、 閱讀寫作能力, 學業表現足以得心應手, 成績定能大大的提高, 自然增強了成就

感, 就會持續的讀經, 且吸引更多的同好加入讀經行列。

三、 就讀經的涉入程度而言

本研究的涉入量表統計結果顯示, 學齡前的孩童在愉悅性的涉入與中心性的涉入顯著高於6-

9年級學童, 表示越早投入讀經的學童越能享受讀經的樂趣, 並視讀經為生活的中心。 所以有志

讓孩童接受讀經教育的老師和家長, 應該讓孩童越早開始效果越好, 即使是還不會說話的幼兒,

仍可藉由聽覺開始讀經。 因此, 推廣單位應該把無法參加讀經班的嬰幼兒納入招生服務的對象,

多設計製作生動活潑的有聲書, 讓嬰幼兒在遊戲中、 日常生活中透過聽覺直接學習經典文化, 潛

移默化中, 定能養成經典文化的傳承者。

四、 就經典會考方面

有讀經的學童除了獲得實際的知識與內涵外, 大多會想要參加認證考試以取得狀元、 金牌的

獎勵,因此以鼓勵的方式來舉辦經典會考,定能吸引更多的讀經者來參加。所以會考的報名方式、

報名費用、 考試方式要更平易近人, 考試範圍、 考試科目、 評分標準要更親民, 定能提高參與的

意願, 達到推展讀經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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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人力、 時間、 經費等因素, 僅就彰化地區讀經班的學童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與研究

統計, 無法做廣泛深入的研究, 因此提出以下的建議供後續的研究者參考。

在抽樣方面, 本研究只針對有參與讀經的學童為對象, 採立意取樣的方式, 可能有所偏頗, 建

議後續研究者把研究對象擴及沒有讀經的學童為對照組, 使研究能更廣泛的了解所有學童對讀

經的感覺和看法。 也可針對城市與鄉鎮的讀經教育、 或學校讀經班與民間讀經班的讀經功效做

差異性的研究。

本研究調查時間從104年9月22日的全國經典總會考開始至10月底, 為期一個多月, 無法做

深入的研究,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延長調查時間, 也可採質性的研究做深度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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