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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本論文旨在探討臺灣四年級學生家庭背景、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對

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本論文以 TIMSS 2011 之資料為研究工具，利用

SPSS 20 進行資料的統計與分析。本論文的研究結果包括：（一）男女學

生的「數學學習成就」無顯著差異；（二）家中小孩人數 1 人或 2 人，

出生序為獨生子女及老大，對於「數學學習成就」具有顯著差異；（三）

家長教育程度在大專、大學及碩士以上學位畢業，其子女「數學學習成

就」顯著較高；（四）「家長參與-學生評量」、「家長參與-家長評量」、「數

學自信」及「數學興趣」呈現顯著正相關；（五）四年級學生以家庭背

景、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為自變量，對數學學習成就的迴歸分析結果顯

示，其中「性別」、「家中小孩人數」、「出生序」、「父親教育程度」、「母

親教育程度」、「家長參與-學生評量」及「數學自信」能顯著影響「數學

學習成就」，其中以「數學自信」為最高影響因子。最後依據本論文結

果與發現對數學教育提出相關的建議，並提供未來欲進行相關研究者的

研究建議方向。 

 

關鍵詞： TIMSS 2011、數學態度、家長參與、數學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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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attitudes on 

mathematics and parent participation on mathematics thesis performance of 

the fourth grade students in Taiwan. With TIMSS 2011 materials as the 

research tool, this thesis conducted statistics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rough 

SPSS 20. Results of this thesis include: (1) Sexuality does not exert much 

influence on mathematics thesis performance. (2) Number of children in a 

family and whether they are the only child carr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athematics thesis performance. (3) Parent’s different education degree 

results i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tudents’ mathematics thesis performances. 

(4) “Parent participation-student evaluation”, “Parent participation-parent 

evaluation”, “Mathematics confidence” and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5) In the prediction of 

mathematics thesis performance ranking among the fourth grade students 

based on family background, attitudes on mathematics and parent 

participation, sexuality, number of children in a family, birth order, parent’s 

education degree, parent participation-student evaluation and mathematics 

confidence exer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tudents’ mathematics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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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s, among which mathematics confidence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In the conclusion part, relevant advice 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future thesis direc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discoveries 

of this thesis. 

Keywords: TIMSS 2011, Mathematics Attitude, Parents Participate,   

Mathematics 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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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以TIMSS 2011臺灣資料四年級學生為例，旨在瞭解家庭背景、

數學態度、家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

研究背景；第二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三節為相關名詞解釋。 

 

1.1  研究背景 

以當今全球創新經濟的趨勢而言，數學和科學能力的教學仍然是絕

對必要的教育。數學解題能力可以建立邏輯推理能力，此能力在許多情

況下也可以被應用到。為了成為具有前瞻性的公民，學生需要理解敘述

統計來了解生活中的新聞和掌握全球的事件潮流。對於學生未來的職業

生涯，數學在大多數職業中有一定程度上重要性，例如：建築業、製造

業和商業；同時，許多高薪職業領域中，例如：工程師、科學家、會計

師、醫生等，他們的數學能力須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之上（Mullis et al., 

2012）。 

現今的世界，數學普遍被使用在許多不同的領域上，包括科學、工

程、經濟學和醫學等，另外，近代科技的發展，常依賴相關數學領域，

或與某些數學相結合，因此世界各國政府非常重視自己國家學校的數學

教育，希望藉由學校數學教育培育出國家優秀的科技人才，進而提昇自

己國家在國際間的競爭力。近來為了評定數學教育的成效，國內外經常

舉辦許多和數學相關的大型數學教育調查研究或競賽，如國際數學與科

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學生能力國際評量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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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簡稱IMO）等，這些都是評定數學成效的競賽。 

學習成就對於學生與教育者而言，是個重要的學習指標。學習成就

不僅可以衡量出受教育的學生學到了哪些知識、技能，了解知識吸收的

狀況；也可作為教學者調整教學方法、教材課程。學生評量的成績可說

是學習成就最主要考量的原因，但學習成就所反映的不只是學生在當下

的學習狀況，更可能會擴大影響到學生進入下一個學習階段的情形。因

此身為教育者的教師與家長想要瞭解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因素有哪些，

對哪些因素著手改善會是最有效的學習。 

隨時代的變遷，全球人類的需求不斷地在改變，因此世界各國紛紛

從最基本的教育開始進行改革，臺灣也是如此。目前國際間的互動發展

模式與經濟連動型態，全球科技瞬息萬變，置身資訊爆炸時代，培育具

有歸納統整、創新及解決問題能力的國際性人才，是國家重要的教育政

策，刻不容緩。近年來許多國家投入大規模教育成就測驗的推動與研究，

世界各國相當重視其教育品質與學生素質在國際間的表現，透過定期測

驗及成果評比，提供各國檢視其教育成果的依據。各國也可以比較自身

與他國的差異情形，分析比較各國的教育政策的優劣，檢討本國學生的

學習成就表現，制定更完善的施政計畫，達成提高教育成效的目標。數

學是科學之母，而基礎科學是科技持續進步的要素，因此國民的數學水

準對國家未來的發展與進步有深遠的影響（Schlossberg, Morris & 

Lieberman, 2001），這是我們必要去面對數學困境並要加以改善的理由。 

本論文選擇數學學習成就為主要探討的主題，但影響個體數學學習

成就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這是每個國家教育機構、學術研究人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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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與家長所重視，並希望藉由改善這些影響因素，進而提升個體的數

學學習成就。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社會階層化是普遍現象，家庭是每個人成長

最早接觸的學習環境，不同的家庭背景對學生在成長學習的過程中，所

能提供的教育學習資源也有不同。有許多針對家庭環境因素的調查研究

顯示，家庭背景對學生學習成就具有明顯的影響力。 

 

1.2.1 研究動機 

臺灣近年來的弱勢家庭問題嚴重惡化，貧富差距擴大、單親家庭激

增，家庭失能的結果，讓許多孩子在沒有受到應有的照顧之下，課業逐

漸落後，課業落後伴隨而來的失落感，在課業上得不到成就感。研究者

本身任職於國民小學，有感於上述現象日趨明顯，遂利用 TIMSS 最新公

佈的 TIMSS 2011 資料庫，針對國小四年級學生不同的家庭背景因素與數

學學習成就是否存在差異？其影響的差異程度為何？值得進一步探究，

此為本論文動機之一。 

近來的調查研究發現，普遍存在國小學生對數學學科感到沒有興趣

或排斥的現象，這可能是造成學生數學能力低落的原因之一（Schlossberg 

et al., 2001）。臺灣學生數學態度低落的問題從民國 93 年國民教育政策與

問題調查報告可以看出，教育問題的嚴重程度排名第 4 即是「學生學習

意願低落」（78.2%）（吳清山，民 94）。另一方面，TIMSS 2011 報告指

出臺灣學生數學學習成就極佳，但發現國小四年級學生對數學科的數學

態度與自信心有低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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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Blau and Duncan（1967）的研究指出，在家長的社經地位等先賦

地位（Ascribed Status）既定之下，個人仍可經由後天的教育環境和自身

努力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數學態度能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動力

（Crump, 1995），當學生的數學態度提高時，學生的學習成效也會隨著提

升（McCombs, 2001）。張芳全（民 98）研究指出學生個人因素的自我教

育期望與學習興趣，對於數學學習成就具有正向的影響。國內、外探討

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的文獻多支持上述兩變項的正向相關（吳明隆、

葛建志，民 95；張芳全，民 95、民 98、民 100；林碧芳，民 100；

Wilkins, 2004；Greene, Miller, Crowson, Duke & Akey, 2004 ; Hattie, 2009）。

因此，在 TIMSS 2011 的資料庫中，學生數學態度對數學學習成就是否有

顯著影響？此為本論文動機之二。 

TIMSS 2011 和 TIMSS 歷屆的問卷內容不一樣，臺灣四年級學生數

學學習成就影響因素之研究，需重新以TIMSS 2011資料為例，再作探究。

社會環境也有些許變化，教育改革浪潮一波接一波，在這變動迅速的時

代，影響學習成就的相關因素是否隨之改變？所以值得用新的資料，重

新探討有關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相關因素。Coleman 在 1988 年的報告中

指出，家庭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家長參與學生的學習，進而影響其學習

成就情形是值得探討。Tocci and Engelhard（1991）研究發現家長的支持

孩童的學習程度愈高對其數學學習成就表現有正向顯著影響。 

在歷屆 TIMSS 問卷中均未有家長參與學生學習的項目，而 TIMSS 

2011 的家長問卷內容多了以下八項：您和您的家人多常和孩子一同從事

以下的活動？（a）和孩子討論他的學校作業。（b）協助孩子做學校作業。

（c）確認孩子有撥出時間做作業。（d）詢問孩子在學校所學的東西。（e）

檢查孩子是否做好作業。（f）協助孩子練習他的閱讀技巧。（g）協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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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數學技巧。（h）和孩子聊他正在閱讀的東西。在研究家庭因素對學

生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家長參與是重要且一定要加入的變項。因此，

有關影響臺灣四年級學生數學學習成就因素之研究，需重新以 TIMSS 

2011 資料為例，深入探究。此為本論文動機之三。 

用大型資料庫的問卷資料做研究較客觀。研究者若是自行設計問卷，

自行抽樣調查，因人力、物力、區域性、樣本數都有限，研究結果恐怕

不夠客觀，也不適合推向母群體。此為本論文動機之四。 

基於以上四大理由，本論文藉由 TIMSS 2011 此全球最具規模的國際

教育成就評量，檢視臺灣國民教育階段學生的數學科表現情形及影響因

素，作為爾後數學學習成就的研究參考。選擇 TIMSS 2011 提供的資料

庫，以臺灣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了解學生家庭背景、數學態度、家

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以提供家長和教師協助提升學生數學學

習成就。 

 

1.2.2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基於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論文旨在欲採用 TIMSS 2011 臺灣

四年級學生的調查資料，從學生家庭背景、學生的數學態度、家長參與

學生的學習來探討影響臺灣四年級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相關因素。本論

文旨在對臺灣四年級學生數學學習成就進行探究，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1.了解不同家庭背景的學生與數學學習成就的差異情形。 

2.分析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之間的相關性。 

3.探討不同家庭背景、數學態度、家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力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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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論文之待答問題有三： 

1.不同家庭背景的學生與數學學習成就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2.學生在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之間的相關性為何？ 

3.家庭背景、數學態度、家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力為何？ 

 

1.3 相關名詞解釋 

為便於分析討論，本節茲將針對本研究中出現的研究變項名詞分別

界定如下： 

1.TIMSS 2011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調查 2011（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2011, TIMSS 2011），是國際教育學習成就

評量委員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 IEA）每四年針對各國四年級與八年級學生所進行的調查，

以提供各國長期追蹤學生數學和科學學習成就和其國家課程、教學、文

化背景、學習環境、家庭背景、以及教師等影響因素的相關資料，並分

析比較各國間的差異，以了解各國在其教育改革或課程改革等改進措施

的成效（林碧珍、蔡文煥，民 92；張秋男，民 94）。2012年12月IEA公

布TIMSS 2011年最新的評量結果，評量學科包含數學與科學兩項測驗的

學習成就；共有63個國家及14個基準參照區參與，超過60萬名學生參與

的紙筆測驗（Mullis et al., 2012）；包含學生問卷、家長問卷、教師問卷與

學校問卷，調查與學習成就有關的學生資料與學校資料。臺灣在民國98

年開始一連串關於測驗事務的處理及會議，包括學校班級的抽樣、試測

的運作、試題的翻譯，並於民國99年3月實施試測，而後於民國100年6月

完成國小四年級的實測（科學教育中心，民 101）；本論文以TIMSS 2011

調查資料中臺灣四年級學生的學生問卷、家長問卷與數學學習成就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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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生不同家庭背景、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

2.數學態度 

本論文的數學態度包含「數學興趣」與「數學自信」兩個面向，研

究者採用TIMSS 2011 數學興趣、數學自信的所有指標題目作為本論文數

學態度的題目。分述如下： 

（1）數學興趣 

數學興趣是學生對喜好學習數學的程度。本論文的數學興趣是依據

TIMSS 所建立學生在態度上對數學正向影響的指標（PATM），其中指標

的建立是取自學生問卷資料中六個題目而定：對下列關於學習數學的說

法，你有多同意？（a）我喜歡學習數學。（b）我希望我不用學數學。（c）

數學很無趣。（d）我在數學中學到許多有趣的事。（e）我喜歡數學。（f）

學好數學是重要的。研究者亦採用TIMSS 2011 的六個題目作為本論文數

學興趣的題目。 

（2）數學自信 

數學自信指的是學生對於學習的自我效能。本論文的數學自信是依

據TIMSS 所建立學生在態度上對於學習數學自信的指標（SCM），其中

指標的建立是取自學生問卷資料中七個題目而定：對下列關於數學的說

法，你有多同意？（a）我在數學方面通常表現不錯。（b）和班上許多同

學比起來，數學對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c）我的數學就是不好。（d）

與數學有關的事我學得很快。（e）我很會解決數學難題。（f）老師說我的

數學能力很好。（g）和其他任何科目比起來，我覺得數學比較難。研究

者亦採用TIMSS 2011 的七個題目作為本論文數學自信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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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長參與 

家長參與指的是家長關心學生學習狀況及檢查作業所投入的頻率，

也表示家長對學生學習的關心程度。資料分別取自家長問卷、學生問卷： 

（1）家長問卷：您和您的家人多常和孩子一同從事以下的活動？（a）

和孩子討論他的學校作業。（b）協助孩子做學校作業。（c）確認孩子有

撥出時間做作業。（d）詢問孩子在學校所學的東西。（e）檢查孩子是否

做好作業。（f）協助孩子練習他的閱讀技巧。（g）協助孩子練習數學技巧。

（h）和孩子聊他正在閱讀的東西。 

（2）學生問卷：在你家裡，多常發生下列事情？（a）我的家長詢問我

在學校裡正在學的東西。（b）我和家長討論我的學校作業。（c）我的家

長確認我有撥出時間做作業。（d）我的家長檢查我是否做好作業。 

4.數學學習成就 

一般而言，學生在學習數學課程時所獲得的能力指標通常以測驗分

數為主，本論文則以臺灣國小四年級受測學生，在 TIMSS 2011 架構數

學內容領域（Mathematics Content Domains），包含數（Number）、幾何

圖形與測量（Geometric Shapes and Measures）、資料的呈現（Data Display）

等三個分測驗（Mullis et al., 2009），各以其 5 組估計似真值進行平均而

得之。本論文所指之數學學習成就，是根據上述三個分測驗之似真值再

取平均而得之。數學學習成就總分越高，表示其數學學習成就越高；反

之，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越低。另一方面，TIMSS 國際研究中心使用定

錨法來描述學生在 TIMSS 2011 的成就基準點（Benchmark），亦即參照

國際基準點的方式來描述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表現，TIMSS 研究訂出四

個等級的基準點，優級基準點是 625 分（數學學習成就等級 4 分），高

級基準點是 550 分（數學學習成就等級 3 分），中級基準點是 475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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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習成就等級 2 分），初級基準點 400 分（數學學習成就等級 1 分），

為了避免以單次抽考結果作為該生成績標準，TIMSS 2011 設計數學學習

級距消除抽樣測量誤差，因此本論文採用數學學習成就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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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說明與本論文相關的文獻資料，以便於對本論文內容有更完整

的了解與分析。文獻探討共分兩節，第一節為 TIMSS 的背景與內涵；第

二節為家庭背景、家長參與、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理論與實證。 

 

2.1  TIMSS的背景與內涵 

本節主要探討 TIMSS 2011 的內涵，以下先就 TIMSS 做介紹，再針

對 TIMSS 2011 數學學習成就之架構與內涵加以說明。 

 

2.1.1  TIMSS 的背景與發展 

TIMSS 是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的簡稱，此計畫由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

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簡稱 IEA）所舉辦。IEA 在 1964 年實施第一次的國際數學教育成就調查

（First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Study, FIMS），接著 IEA 在 1970-1971 年

進行第一次的國際科學教育成就調查（FISS），這兩項計畫為日後 TIMSS

的前身。之後，在 1980-1982 年和 1983-1984 年分別舉辦第二次的國際數

學和科學教育成就調查（Seco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Study,簡稱

SIMS 和 Seco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Study, SISS）。 

後來因為各國很重視數學與科學學科，IEA 決定每四年一次舉辦數

學和科學聯合測驗，將數學與科學做整合，從中比較各國學生的數學和

科學成就及其影響因素，於是在 1995 年舉辦第三次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

成就調查。在 TIMSS 1995 之後，許多國家為了追蹤並了解 1995 年 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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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學生成長到 13 歲時的狀況，其對數學與科學的學習成就與態度是否

不同，因此在 1999 年舉辦一次 TIMSS 後續調查，稱為 TIMSS-Repeat，

簡寫為 TIMSS-R，或稱為 TIMSS 1999。此後，IEA 開始以四年為期主辦

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的跨國研究，為凸顯趨勢調查的特色，IEA 主辦的

這系列國際調查在 2003年調查時更名為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

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從 1995年參與調查的國家只有 41國，之後參與的國家愈多，

到目前最近的 TIMSS 2011 共有 63 個國家及 14 個基準參照區參加，是目

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國際教育評比資料庫（Mullis, Martin,Foy, Arora, 

2012），其主要目的是瞭解各國學生數學及科學學習成就和其國家課程、

教學、文化背景、學習環境、家庭背景、教師背景等影響因素之相關性，

以提供各國多方參考探究，同時也可以進行分析比較各國間的差異；另

一方面，參加的國家也可以進行縱向的比較，以協助自己國家瞭解其在

教育改革或課程改革的成效，並希冀能夠參酌 TIMSS 的施測結果，來做

為國家教育系統的決策參考指標（林碧珍、蔡文煥，民 92；張秋男，民 

94）。 

我國於民國 81 年申請加入 IEA，成為正式會員，於民國 86 年國科

會委託已具有執行經驗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中心辦理我國參加

TIMSS 1999 之調查工作，這是我國第一次正式參與大規模的國際教育調

查，但是參加對象只有八年級。直到民國 92 年參與 TIMSS 2003，此時

臺灣才同時參加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四年級與八年級的測

驗，這是臺灣國小四年級學生第一次參加 TIMSS國際性數學和科學測驗，

隨後又繼續參與了 TIMSS 2007、TIMSS2011 以及最近的 TIM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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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TIMSS 2011 數學學習成就之架構與內涵 

TIMSS 2011 是國際教育學習成就調查委員會（IEA）自 1995 年以來

進行調查的第五個週期。TIMSS 2011 評量架構建基於 TIMSS 2007 的架

構上，經由多位數學與科學領域上的顧問及超過 60 國的專家團體們合作

開發並加以修訂完成，其中包含數學、科學試題和背景問卷的設計架構。

TIMSS 2011 的數學評量架構包含了兩個向度，一個是內容向度，具體指

出關於數學施測的主題或內容領域；另一個是認知向度，定義受試者解

題所需的認知能力，即為 TIMSS 2011 評量的基本依據。主要是由「內容

領域（Content Domains）」以及「認知領域（Cognitive Domains）」兩個面

向所組成。內容領域以該測驗所要評量的項目，以國小四年級數學科為

例，分為數（Number）、幾何圖形與測量（Geometric Shapes and Measures）、

資料的呈現（Data Display）等三個測驗，各佔 50％、35％、15％的比例；

至於認知領域則依據學生在試題作答時的認知行為表現來劃分，將試題

分為理解（Knowing）、應用（Applying）及推理（Reasoning）」三類，各

佔 39%、41%、20%），而八年級的數學評量內容領域包含數、代數、幾

何、資料與機率，各占比率為 30%、30%、20%、20%；認知領域中包含

認知、應用、推理，各占比率為 35%、40%、25%（Mullis et al., 2009）。 

TIMSS 的評量架構除了以數學、科學能力作為主要調查變項之外，

也設計了包含設計課程、學校、教師以及學生等不同層級的背景問卷，

用以蒐集有關國家課程標準、學校政策與資源、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及

其家庭背景等資訊，希望透過不同層級變項的調查，一方面可以了解影

響各國學生學習成就之變項，另一方面藉由這些背景訊息提高對於各國

平均教育成就估計的精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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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國負責 TIMSS 相關作業的國家研究單位（National Research 

Coordinators; NRCs）填寫課程問卷，受測學生於測驗後需填寫學生問卷，

教師問卷分別由受測班級的數學科、自然科教師填寫，學校問卷則由受

測學校校長填寫，而 TIMSS 2011 則新加入家長問卷；其中課程問卷及教

師問卷皆分為數學科、自然科兩種。本論文採用學生問卷、家長問卷，

選取學生的家庭背景、數學態度、家長參與三個構面，探討此三大構面

與數學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 

TIMSS 2011 的測驗對象以四年級與八年級的學生為主，臺灣在

TIMSS 2011 所舉辦的測驗，兩個年級都有參與，本論文則是以國小四年

級的受測學生為研究對象。TIMSS 2011 的抽樣設計方法是採用「兩階段

分層集群取樣」。第一階段的抽樣單位是學校，由參與的各國自行決定如

何抽取學校接受測驗，而抽出的學校學生人數低於八人或是該校為特殊

學校，則予以排除，最後共抽出了 150 所。第二階段的抽樣單位則是班

級，從前述的 150 所學校，每所學校隨機挑選一班延續前面挑選學校的

條件，排除了特殊教育班級，最後總共有 4284 名學生進行實際受測。 

依照題本的設計，每位受測學生都只作答了所有試題的七分之一，

容易造成每位學生的個別分數估計值會有極大的測量誤差。為了解決這

個問題，TIMSS 透過「多重插補技術」（Multiple Imputation），將每位學

生的作答結果與該試題的難度、鑑別度一併考慮，產生五個似真值

（Plausible Values），做為該生在數學各內容領域的估計分數（Mullis, 

Martin & Foy, 2008），本論文即以五個似真值的平均數做為國小四年級學

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指標。 

臺灣在民國 98 年開始一連串關於測驗事務的處理及會議，包括學校

班級的抽樣、試測的運作、試題的翻譯，並於民國 99 年 3 月實施試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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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民國 100 年 6 月完成國小四年級的實測。臺灣參與 TIMSS 2011 可達

成的目的如下（科學教育中心，民 101）： 

（1）了解我國學生數學及科學教育成就，提供規劃我國中小學的數學及

科學課程之參考。 

（2）了解我國學生數學及科學學習成就與個人、家庭及學校等背景變項

之間的關係。 

（3）了解我國學生國語學習成就對數學及科學學習的影響，並進一步作

國際比較分析。 

（4）與 TIMSS 1999、TIMSS 2003 及 TIMSS 2007 之結果做比較，了解

我國學生在數學及科學教育成就之發展趨勢。 

（5）了解國際上評量學生學習成就的趨勢與新的評量方法，提供我國教

師參考。 

（6）提昇國內研究人員資料分析研究能力。 

 

2.2 家庭背景、家長參與、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理論與實證 

本節主要分為五個部份進行文獻討論，第一部份為家庭背景與數學

成就之相關理論，第二部份為家長參與的意義及相關理論，第三部份為

數學態度的定義及相關理論，第四部份為數學學習成就及相關理論，第

五部份則為家庭背景、家長參與、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相關實證研

究。 

王文中、呂金燮、吳毓瑩、張郁雯與張淑慧（民 93）認為標準化測

驗是最好的學習成就測驗，所謂標準化，即是指測驗的實施情境不能因

人而異，計分方式也要標準化，可以說是最客觀及公正的測驗工具。一

般來說，「數學學習成就」是指學生透過學校教師教授數學課程或自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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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數學課程後，在數學學習成就測驗所得分數，如學校舉辦的數學段考

成績（曾安如，民 94）。學期成績是最常被使用於評定學生學習成就表

現的工具，又是最易被瞭解的一個指標，清晰的傳達了學生的學習成果

與目前的能力狀況，除了代表整個學期的學習結果，還可以作為教師與

家長、學生之間溝通學習狀況的工具。心理學家張春興（民 95）認為「學

習」是指個體經由經驗或練習獲得知識，使其行為產生比較持久性改變

的過程，「成就」是指個體先天的遺傳基礎，在後天環境下努力學習所呈

現的結果，使個人在某方面所表現的實際能力，所以「學習成就」是透

過學習歷程，獲得較為持久性的行為結果。 

本論文則以TIMSS 2011所釋出的學生成績檔案中三個內容領域為成

就表現，包含數、幾何圖形與測量、資料的呈現中的五個似真值「Plausible 

Value」分別對各領域的似真值取其平均值做為數學學習就的表現。 

一直以來不斷有國內外的學者提出有關學生學習成就會受到許多因

素影響的研究。Walberg曾於1981年提出一個可解釋標準化測驗學習成就

的模式理論，後來在1984年修正為個人因素、教學因素及環境因素三方

面。而後，Wang, Haertel and Walberg（1997）在分析197篇評論性論文，

整合91個研究結果，調查61位教育學者之後，整理出28 個影響學生學習

成就的因素，並歸類為學生特質，教室教學與氣氛，家庭、同儕、社會

的脈絡，課程設計，學校組織，各州或地區的特徵共六大類（楊伯軒，

民 97）。國內學者余民寧（民 95）提出「影響學習成就因素的統整性理

論模型」，認為影響學習成就的五大類因素： 

1.學生個人背景因素：智力、期望、信念、認知風格、自我概念、努力、

學習策略、學習態度、應試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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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家庭背景因素：家長的教育程度、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家長的教育

價值觀、家庭的社會關係網絡等。 

3.教師教學背景因素：教師素質、教學經驗、教學準備、教學設備、教師

在職進修、教學風格、教學信念、班級經營等。 

4.學校管理背景因素：學校規模、辦學理念、課程計畫、校長領導風格、

教學資源、校園安全等。 

5.政府教育政策因素：國民教育在學率、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毛額比率、

師生比等。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社會階層化是普遍現象，家庭是每個人成長

最早接觸的學習環境，不同的家庭背景對學生在成長學習的過程中，所

能提供的教育學習資源也有不同。有相關針對家庭環境因素的調查研究

顯示，家庭背景對學生學習成就具有明顯的影響力。家庭的結構和子女

的發展關係相當密切，不同家庭結構對子女的成長過程中，有不同的影

響。家庭環境除了基本家庭結構的組成之外，尚包含其他方面。陳麗妃

（民 95）綜觀國內有關家庭環境的研究，將家庭環境區為為物質面、精

神面和一般狀況等三方面： 

1.物質面：家庭的教育物質設備、家長在子女教育學習的金錢投資。 

2.精神面：教養與關心方式、環境氣氛或人際關係、親子互動關係、家庭

的休閒與知性文化活動。 

3.一般狀況：家庭結構、家長教育程度、家長職業、子女人數、家中小孩

排行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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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家庭背景與數學成就之相關理論 

上述學者將家庭環境背景中的各項因素區分為不同層面，由於

TIMSS 2011為國際性的調查，各國依照民俗風情的不同，所能提供家庭

環境的背景因素有限，因此本論文僅利用TIMSS 2011所收集的家庭背景

資料，包含家長教育程度，作為家庭環境因素的指標。綜合以上影響數

學學習成就的因素，本論文針對TIMSS 2011臺灣四年級的學生由於中的

資料變項有限，選出學生家庭背景因素、個人因素兩大因素來探討與數

學成就的關係，以下依序將有關研究整理如下： 

1.性別 

Mayer（1982）提出在學生的人口統計特性中，影響學生成就的差異

的家庭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社經地位，種族宗教等等，而最明顯

的向度之一便是性別。一般傳統刻板印象認為男生的數理觀念比女生強，

在學習上的表現也應會呈現強弱的現象。Stickney and Fitzpatrick（1987）

研究發現，性別是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之一，且女生優於男生。Felson and 

Trudeau（1991）的研究指出，不同性別的學生之學習成就有差異存在，

且男生在數學學習成就上顯著高於女生。Leonard Sax（2005）也提出男

女在大腦功能及學習型態上、情緒表達方式上的確有很大的不同，因此

影響男女在幾何與數學理論的學習。蕭羽倩（民 98）研究提及不同性別、

不同學校所在地、學校規模的國小六年級學生，其學習成就表現有顯著

差異，而且女生優於男生。黃文俊（民 93）研究指出，不同性別之國小

學生，其學習成就的高低受性別的影響且女生優於男生。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民 94）以我國國中八年級學生參加TIMSS 2003測驗成績為研

究資料，結果發現性別對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無顯著差異。不過也有學

者發現學習成就與性別之研究無相關。Sriampai（1992）的研究指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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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學習成就無顯著相關。葉麗珠（民 95）的研究亦指出，性別和學習

成就無顯著性相關。黃登暐（民 103）研究指出，除性別與數學學習成

就無顯著差異外，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與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2.出生序 

Hurlock於1974年即注意到出生序影響學習成就的心理學家為Freud，

他以科學的態度，研究出生序對個體的影響。他主張個體在兄弟姊妹之

間的排行，對其以後的生活影響相當大，當然也包含學習成就。黃富順

（民 63）的研究發現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的因素，出生序相較於家庭完

整性與家庭大小的影響力較小。石培欣（民 99）的研究歸納，出生序為

獨生子女、中間子女的國中生，在學習成就上處於不利的地位。陳江水

（民 92）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生的學習成就，會因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的

不同而有顯著差異，但出生序則無顯著差異。江秀如（民 98）的研究就

發現，家中排序為老大或獨生女，在學習成就上有較佳的表現。 

3.家長教育程度（男女生監護人教育程度） 

Cuttance（1980）的研究指出，家長職業、家長教育程度與學習成就

有其相關性，家長教育程度愈高則子女的學習成就愈高。譚光鼎（民 80）

認為家長職業水準、教育程度愈高，學生的學習成就也愈高。周新富（民 

88）的研究發現學生父親或母親的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上，其學習成就

優於家長教育程度是國中、國小的學生。陳怡靖、鄭耀男（民 89）研究

發現，家長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學習成就有正面的影響。林森富（民 90）

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國語和數學成績的背景因素皆是以父親教育與母親

教育程度的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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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中小孩人數 

國外學者Walberg and Marjoribanks（1976）發現，不論家庭地位如何，

家中子女數愈少的家庭，子女的學習成就愈高。Downey（1995）研究指

出，家中手足數目較多的家庭，由於家庭社會資本受到稀釋作用，子女

和家長的互動被家中的兄弟姊妹分散而相對較少，同時也影響學習表現。

林義男（民 82）、石培欣（民 89）和李宛真（民 93）的研究也發現，

家中子女數與子女的學習成就具有密切的關係，尤其以家中子女數為二

人者，其在家庭環境或學習成就上都普遍較好。由此可見，家中子女數

的確會影響子女的學習成就。若家中子女數超過五個，則學習成就明顯

較低（鄭淵全，民 87）。陳怡靖、鄭耀男（民 89）研究發現，家庭中手

足數目越多，會稀釋家庭的資源，對學習成就有負面的影響。黃文俊（民 

93）的研究發現，不同兄弟姊妹數的國小學生在學習成就表現上無差異。

林碧芳（民 100）研究指出，家中兄弟姊妹人數多會造成家庭資源稀釋，

而且會隨著時間的變動，加劇拉大學習成就的差距，成為馬太效應（好

者愈好、壞者愈壞）的擴張。但亦有持反面意見者，認為子女數較多並

非都不利於學習。 

綜合上述，近代的研究發現家庭背景因素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愈趨明

顯，故可得知性別、出生序、家長（男女生監護人）教育程度、家中小

孩人數等家庭背景變項與數學學習成就有關，所以提出研究假設一。 

 

2.2.2 家長參與的意義及相關理論 

Wiseman（1967）指出：「關係教育成就的主要因素在於家庭環境之

內，家庭因素的重要性幾乎是社區與學校兩因素總和的兩倍」。由此可知，

家庭內學習的重要性遠大於學校教育，所以兒童在接受學校教育的過程

中，更應重視家長參與的重要性。在今日大談教育改革之際，應從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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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發，因為家庭是最早的學習場所，教育應從家庭開始，近年來，

國內兒童人口數銳減，人口出生率逐漸地在降低，隨著社會快速變遷，

各種制度也隨之變化。在家庭結構改變衝擊下，很明顯的，家庭型態也

從大家庭轉型為小家庭，在小家庭中，家長成為子女主要的接觸對象，

所以家長對家庭的參與也會更直接影響子女的行為及思想等發展。 

家長參與的觀念起源於十八世紀初，對於家長參與的定義各個學者

都有其解釋與看法。在國外，有許多學者以不同角度切入相關文獻做探

討。美國教育部也在1994年「堅強家庭，堅強學校」（Stong Families, Strong 

School）的報告中顯示，當家長積極參與孩子的學習，孩子的學習成就表

現就越高。國內學者林義男（民 77）研究中提出所謂家長參與意指在子

女的學習活動或教育歷程中家長直接或間接參與過程的情況。林明地（民 

88）、楊惠琴（民 89）研究中指出家長參與係指提供任何能讓家長加入

教育學習過程的不同活動形式，包括家庭內、校內及校外所進行的活動，

涵蓋了家庭、學校與社區層面。柯貴美 （民 93）研究提到「家長教育

參與」即是家長在子女學習活動或教育歷程中多方的關懷與參與，或以

人力、物力的支援與協助。翁秋鈴（民 95）研究提出家長參與的內容包

括在家指導並監督孩子學校作業或是共同討論學習活動、參與學校所舉

辦的活動、親師間的溝通聯繫與密切合作、協助教學及擔任義工、參與

學校事務決策等方面，促使孩子擁有良好的學習環境。 

另外家長在家庭中對子女的課業學習給予指導與支持，許多研究報

告指出，對子女的學習成就有關鍵性的影響，不可否認的，學生的學習

成就一直以來都是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標，更是家長所關心的焦點。已有

不少研究肯定家長參與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社會資本是影響個人行

動能力和生活質量的重要資源。社會資本對於學生的學習產生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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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Coleman（1988）提出社會資本理論，說明家庭社會資本的重要性，

認為家庭社會資本才是促進子女學習成就的關鍵，著重在「關係」層面。

Greenwood and Hickman （1911）的研究認為家長參與學生的學習活動時，

對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有很大的助益，Clevette （1994） 指出家長參與

能與子女互動學習，增進親子關係，另一方面，透過協助子女完成作業

或技能練習，增進學習成就，Ballantine （1999）的研究顯示家長參與能

達到改善學生的學習習慣成效，進而使子女在學校有較佳的學業表現。 

國內有許多有關社會資本與學習關係的研究指出，家庭內社會資本

的多寡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有關家庭外社會資本與學習成就的關係

目前國內的研究甚少，林義男（民 78）發現國小學生家長參與學校與家

庭溝通，明顯與學生的學習成就具有正相關，亦即家長參與的程度愈高，

子女的學習成就也愈高，石培欣（民 89）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投注更多心

血與關心，能使子女在學習成就有較好的表現，陳怡靖與鄭耀男（民 89）

家長對子女教育的投入參與和互動情形，對子女的學習成就有正面的影

響，柯貴美（民 93）當家長對子女的學習表示關心，孩子自然可以感受

到家長的重視，黃文俊（民 93）家長教育期望、家長參與高低不同，與

國語科、數學科學習成就具有顯著差異，且具有顯著正相關，吳素援（民 

93）家長將本身資源，以文化形式投入子女學習歷程，將能有效提升其

子女的數理成就，周新富（民 93）歸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家

長參與會改進子女的學習成就，蔡毓智（民 97）家長不同的教育參與對

子女學業表現有所影響，家長在家庭內的教育參與行為與子女的學業表

現有關。以下本論文針對國內外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活動與學習成就的相

關研究作進行整理，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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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外家長參與之相關研究 

年代 研究學者 理論內容 

1988 Coleman 
家長對子女所投注的關心、鼓勵、協助、教育期望等

和教育有關的親子互動越頻繁，表示家庭內的社會資

本越高，有助於提升子女的教育成就。 

1991 
Greenwood & 

Hickman 
研究發現當家長參與學生的學習活動時，對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就有很大的助益。 

1994 Clevette 

研究指出家長參與能與子女互動學習，增進親子關

係，另一方面，透過協助子女完成作業或技能練習，

增進學習成就。 

1999 Ballantine 
認為家長參與能達到改善學生的學習習慣成效，進而

使子女在學校有較佳的學業表現。 

民 78 林義男 

研究發現國小學生家長參與學校與家庭溝通、協助陪

伴家庭作業的完成、參與課外讀物的閱讀等，明顯與

學生的學習成就具有正相關，亦即家長參與的程度愈

高，子女的學習成就也愈高。 

民 89 石培欣 

認為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投注更多心血與關心，能使子

女在學習成就有較好的表現，所以，家長參與是很重

要的一環，家長參與子女的學習，對學習有正面的影

響。 

民 89 
陳怡靖、鄭耀

男 

研究發現，家長對子女教育的投入參與和互動情形，

對子女的學習成就有正面的影響。 

民 93 柯貴美 

研究發現當家長對子女的學習表示關心，孩子自然可

以感受到家長的重視，並表現出正向的學習態度與行

為，進而增進學習成效。 

民 93 黃文俊 

小學生家長教育期望、家長參與高低不同，與國語

科、數學科學習成就均有顯著差異，且具有顯著正相

關。 

民 93 吳素援 
研究指出，家長將本身資源，以文化形式投入子女學

習歷程，將能有效提升其子女的數理成就。 

民 93 周新富 
歸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家長參與學習會改

進子女的學習成就。 

民 97 蔡毓智 

探討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生學業表現之間的關連性，研

究發現家長不同的教育參與對子女學業表現影響有

所不同，家長在家庭內的教育參與行為與子女的學業

表現有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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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歸納得知，家長積極參與子女的學習活動，除了可以

增進親子間的互動與情感外，更可幫助子女解決學習上的困難，提升其

學習成就。更重要的是家長在參與子女學習活動過程中，與子女的互動

將使子女知覺到家長更多的關注與重視，激發子女積極的學習態度，與

追求成功表現的自信心。但是，家長究竟應以何種參與方式來協助子女

的各項學習活動，才是積極有效的呢？而家長參與子女學習活動程度的

多寡是否又會影響其學習結果呢？這都是本論文欲探討的問題。 

 

2.2.3 數學態度的定義及相關理論 

「引發學生動機」與「提高學生注意力」會影響學生的成就表現，

即使是家庭背景和智慧不佳的學生，只要能掌握此二要素，仍舊會有好

的學習成就表現，由此可見學生的個人內在因素是不可忽視的。 

1.數學態度的定義 

「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這句話告訴我們態度對一個人做

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否佔了相當大的關鍵因素，而數學態度是一種複雜又

抽象的概念，國內外的學者常有不同的解釋與看法，同時其所涵蓋的範

圍也是相當的廣（林承德，民 92），Reyes（1984）、Sriampai（1992）及

Driver（1993）認為數學態度主要是個人學習數學的信心，在國內學者方

面，李默英也早在民國72年的研究中提出，數學態度是個人學習數學的

信心，魏麗敏（民 77）則認為數學態度是個人對於數學的喜好程度，譚

寧君（民 81）研究指出數學態度是個人對數學的想法、看法及作法，本

論文將上述國內外學者對於數學態度的論述依年代整理如表2.2所示。  

  



 

24 

表2.2 國內外數學態度的定義相關研究 

年代 研究學者 理論內容 

1976 
Fennema & 

Sherman 

認為數學態度就是個人學習數學的信心、家長數學態

度、教師數學態度、數學為男生科目、對數學成功的

態度、數學有用性、數學探究動機等不同因素的綜合

表現。 

1984 Reyes 
認為數學態度主要是個人學習數學的信心、數學自我

概念、數學焦慮、數學有用性等不同因素的綜合表現。 

1992 Sriampai 

認為數學態度是個人學習數學的信心、教師數學態

度、數學有用性、學生對數學成功的態度、數學焦慮

等不同因素的綜合表現。 

1993 Driver 

認為數學態度是個人數學成功的態度、學習數學的自

信、數學有用性、數學為男生科目等不同因素的綜合

表現。 

民 72 李默英 

研究指出數學態度是個人學習數學的信心、對數學成

功的態度、數學為男生科目、數學有用性、數學探究

動機、數學焦慮、家長的數學態度、教師的數學態度

等不同因素的綜合表現。 

民 77 魏麗敏 

研究指出數學態度是個人對於數學的喜好程度、其中

包括：學習數學的信心、數學為男生科目、對數學成

功的態度、數學的有用性、數學探究動機等不同因素

的綜合表現。 

民 81 譚寧君 

研究指出數學態度是個人對數學的想法、看法及作

法，也就是個人對數學學習的樂趣、學習數學的動

機、數學的重要性、免於數學的恐懼等不同因素的綜

合表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國內外相關文獻部份，林承德（民 92）指出影響個人數學態度的

因素很多，而且在實徵研究中仍有部份不同，會造成研究產生不同結果

的主因有區域性、文化背景差異、生活環境等因素。如果學生在數學態

度方面能表現出正面及積極的態度，相信學習數學應能達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所以進行研究數學態度是有其必要性的。吳元良（民 86）研究發

現控制智力因素後，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正相關，吳淑珠（民 

87）研究結果發現學生之數學數學態度和數學學習成就之間有顯著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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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林碧珍與蔡文煥（民 94）則指出數學數學態度越高，其數學學習成

就相對也越高，吳泓泰（民 95）學生數學態度對數學學習成就具有影響

力，吳明隆與葛建志（民 95）則認為信心不足是導致學生數學態度不佳

的主要原因，吳琪玉（民 96）提出自評在數學的表現」是影響學生數學

學習成就因素當中相關係數最高的，余民寧、趙珮晴與許嘉家（民 98）

認為學生自認為該科的表現不錯時，則有助於其學習成就，張芳全（民 

100）以參加TIMSS 2007的國二生進行研究，發現學習興趣對數學學習成

就有明顯的正向影響，林慧雯（民 101）則發現數學學習信心得分高的

學生，數學表現較佳，陳建復（民 102）則以TIMSS 2007以8年級學生進

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數學興趣對數學學習成就表現有影響；在所有變

項中影響數學表現最大的因素為數學興趣，俞佳伶（民 103）以參與

TIMSS 2011 的臺灣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學生數學自信是影

響數學學習成就的重要解釋變數。本論文將各學者提出數學態度的文獻

結果整理，如表2.3所示。研究者將數學態度的相關研究及其研究結果整

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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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國內數學態度相關研究 

年代 研究學者 理論內容 

民 86 吳元良 
研究發現控制智力因素後，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

有顯著正相關。 

民 87 吳淑珠 
研究結果發現學生之數學態度和數學學習成就之間

有顯著相關，亦即數學態度越高，其數學學習成就相

對也越高。 

民 94 林碧珍、蔡文煥 

研究結果發現，數學學習成就表現優異的學生，不一

定會造成數學的學習興趣或建立數學的自信心，另一

方面，研究也發現對數學學習越有自信的學生，其數

學學習成就表現越好。 

民 95 吳泓泰 研究指出學生數學態度對數學學習成就具有影響力。 

民 95 吳明隆、葛建志 

研究顯示學習數學過程時產生信心不足是導致學生

數學態度不佳的主要原因；另外，數學態度與數學學

習成就為顯著的正相關。 

民 96 吳琪玉 
研究指出「自評在數學的表現」是影響學生數學學習

成就因素當中相關係數最高的。 

民 98 
余民寧、趙珮晴

與許嘉家 

研究結果發現：高成就女學生自認為該科的表現不

錯、比他人容易學習和認為是自己擅長的科目時，則

有助於其學習成就。 

民 100 張芳全 

以臺灣國二生參加TIMSS 2007資料探討影響數學學

習成就之因素，結果發現：學習興趣對數學學習成就

有明顯的正向影響。 

民 101 林慧雯 

探討影響國中學生長期數學學習成就變動之因素，研

究結果發現數學學習信心得分高的學生，數學表現較

佳。 

民 102 陳建復 

以TIMSS 2007之資料為研究工具，探討數學態度對八

年級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數學興

趣對數學學習成就表現有影響；在所有變項中影響數

學表現最大的因素為數學興趣。 

民 103 俞佳伶 

以參與TIMSS 2011 的臺灣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探討國中學生數學家庭作業、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

就之關係，結果發現學生數學自信是影響數學學習成

就的重要解釋變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論述，發現數學態度的研究對象，幾乎都是以學生為主，

顯見學生自我態度是比他人的態度來的重要。同時，多數的研究實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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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指出數學態度與學習成就確實達到顯著相關，而且以正相關為多，也

就是態度越正面積極，數學學習成就表現越好，因此本論文採用TIMSS 

2011 的學生問卷資料為蒐集數學態度訊息的工具，針對個人對數學興趣

與數學自信二項作探討。 

 

2.2.4 數學學習成就及相關理論 

Atkinson（1964）的預期價值理論認為，動機決定於個體期望獲得目

標的價值，以及能達到該目標的可能性。Wigfield and Eccles（1992）提

出，價值是指個體對於工作任務的重視程度，它是由成就價值或重要性、

內在價值或興趣、實用價值或有用性及代價等四種成分所組成。成就價

值是指工作上表現良好的重要性，與自我認同有關；內在價值是指喜歡

及享受工作，與內在動機有關；實用價值是指工作本身對個體現在或未

來計畫的實現的助益性，也可以是工作本身對個體短期或長期目標達成

的助益性，譬如上通識課是為了符合畢業的要求，與外在動機有關；代

價是指從事某工作所必須做出的犧牲，譬如從事某工作，對放棄另一個

機會的權衡，或對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境及結果不佳的考量。前三項會

讓個體趨向工作的動機，但代價會讓個體產生避免工作的意向（林志哲，

民 96）。 

國內有許多學者利用TIMSS系統進行數學學習成就的相關分析，陳

建復（民 102）以TIMSS 2007之資料為研究工具，探討數學態度對八年

級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數學態度的變項─認為數學重

要性對數學表現有影響。所謂的數學價值是指，學生自己主觀地判斷數

學與自己有關、重要性及意義的程度。通常學生覺得數學是有用且重要

時，他們學習的意願較高，也容易有較好的學習成就，也會提高他們的

學習興趣。余民寧、趙珮晴與陳嘉成（民 99）以TIMSS 2003國中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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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影響選擇數學職業意圖的因素，發現「數學結果期待」直接影響「數

學學習興趣」，「數學結果期待」的觀察變項為數學對日常生活有幫助和

數學有助於學習其他科目等2 道問卷題目，「選擇數學職業意圖」受「數

學結果期待」的直接影響。劉晉宏（民 100）探討國中學生的數學數學

態度，發現國中學生數學數學態度差異的主要因素為「自我效能」、「主

動學習策略」、「數學學習價值」與「學習環境誘因」四方面。 

 

2.2.5 家庭背景、家長參與、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實證研究 

自臺灣開始以 TIMSS 系統進行數學能力評量以來，國內許多學者亦

利用該資料庫針對家庭背景、家長參與、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進行

研究分析，許惠卿（民 96）利用 TIMSS 2003 的臺灣與美國八年級學生

為樣本，建構家庭資源、家庭背景、學校教學、學生心理特質與數學學

習成就的結構方程模式。研究發現如下：（1）家庭資源、家庭背景、學

校教學、學生心理特質的十三個影響數學學習成就因素皆有顯著差異存

在。（2）臺灣模式的家庭資源與學生心理特質對數學學習成就具有正向

顯著影響關係，學校教學對數學學習成就具有負向顯著關係，其中以學

生心理特質因素影響最大。 

楊伯軒（民 97）利用 TIMSS 2003 的國二學生為樣本，建構「影響

國二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之相關因素模式」。研究發現如下：（1）學生的數

學態度越佳，其數學學習成就越高。（2）教師效能越強，學生的數學學

習成就越高。（3）學生的家中教育資源，會影響學生的數學態度與教師

效能，進而影響數學學習成就。（4）數學態度對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力

最大，家中教育資源次之，教師效能的影響力最小。 

李雯雅（民 98）使用 TIMSS 2007 臺灣八年級學生的資料，探討數

學學習成就之相關因素，並從家庭背景、個人學習及學校教學三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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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一個因素模式。研究結果發現：（1）家庭背景因素中，以｢學生對自

己的教育期望｣影響其數學學習成就的程度最大。（2）個人學習因素中，

以｢學生對自己本身的數學能力及學習時的自信程度｣影響其數學學習成

就的程度最大。（3）學校教學因素中，以｢學校學生平均的家庭背景｣、｢

上課班級的規模大小｣與｢學校所在地區的人口數｣三者，對學生數學學習

成就的影響程度最大。（4）整體而言，以家庭背景資源及學生個人學習

特質對於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最大。 

陳敏瑜、游錦雲（民 102）使用 TIMSS 2007 臺灣八年級學生的資料，

探討數學能力信念、實用與內在價值三構面對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研

究發現三構面中以能力信念的影響力最高，男生的數學能力信念、實用

與內在價值的平均數都顯著較女生高，且以在能力信念的差異最大。 

張芳全（民 100）以臺灣國二生參加 TIMSS 2007 資料探討影響數學

學習成就之因素，以家長教育程度為自變項，文化資本、自我抱負、學

習興趣為中介變項，以數學學習成就為依變項。其結論如下：（1）子女

雙親的教育程度愈高，家庭文化資本愈豐富；家長教育程度愈高，家庭

學習資源較多，自我抱負愈高，數學學習成就有正向影響。（2）文化資

本正向影響學生學習興趣，學習興趣正向顯著影響自我抱負；文化資本、

學生自我抱負與學習興趣分別對數學學習成就都有明顯的正向影響。（3）

影響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中介變項存在，即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

本、學習興趣正向顯著影響數學學習成就之外，也透過學生自我抱負正

向顯著影響數學學習成就。 

李君柔、王美娟（民 102）以臺灣八年級學生參加 TIMSS 2007 為樣

本，探討八年級學生的個人特質、家庭環境、教師教學、學校背景等因

素與其數學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如下：（1）學生的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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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好，其數學學習成就愈高。（2）學生的家庭環境愈好，其數學學習成

就愈高。（3）教師的教學效能會影響學生的個人特質，進而影響其數學

學習成就。（4）學生所處的學校背景會影響學生的個人特質，進而影響

其數學學習成就。（5）在這幾項因素中，個人特質對數學學習成就的影

響力最大，家庭環境次之，教師教學與學校背景的影響力最小。本論文

將各學者提出家庭背景、家長參與、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的文獻結

果整理，如表 2.4 所示。 

表2.4 家庭背景、家長參與、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相關研究 

年代 研究學者 理論內容 

民 96 許惠卿 

利用TIMSS 2003的臺灣與美國八年級學生為樣本，建構家庭

資源、家庭背景、學校教學、學生心理特質與數學學習成就

的結構方程模式。研究發現如下：（1）家庭資源、家庭背景、

學校教學、學生心理特質的十三個影響數學學習成就因素皆

有顯著差異存在。（2）臺灣模式的家庭資源與學生心理特質

對數學學習成就具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學校教學對數學學

習成就具有負向顯著關係，其中以學生心理特質因素影響最

大。 

民 97 楊伯軒 

利用TIMSS 2003的國二學生為樣本，建構「影響國二學生數

學學習成就之相關因素模式」。研究發現如下：（1）學生的數

學態度越佳，其數學學習成就越高。（2）教師效能越強，學

生的數學學習成就越高。（3）學生的家中教育資源，會影響

學生的數學態度與教師效能，進而影響數學學習成就。（4）

數學態度對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力最大，家中教育資源次

之，教師效能的影響力最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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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家庭背景、家長參與、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相關研究（續） 

年代 研究學者 理論內容 

民 98 李雯雅 

使用TIMSS 2007臺灣八年級學生的資料，探討數學學習成就

之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1）家庭背景因素中，以｢學生

對自己的教育期望｣影響其數學學習成就的程度最大。（2）個

人學習因素中，以｢學生對自己本身的數學能力及學習時的自

信程度｣影響其數學學習成就的程度最大。（3）學校教學因素

中，以｢學校學生平均的家庭背景｣、｢上課班級的規模大小｣

與｢學校所在地區的人口數｣三者，對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最

大。（4）家庭背景資源及學生個人學習特質對於學生數學學

習成就的影響最大。 

民 100 張芳全 

以國二生參加TIMSS 2007資料探討影響數學學習成就之因

素，以家長教育程度為自變項，文化資本、自我抱負、學習

興趣為中介變項，以數學學習成就為依變項。其結論如下：（1）

子女雙親的教育程度愈高，家庭文化資本愈豐富；家長教育

程度愈高，家庭學習資源較多，自我抱負愈高，數學學習成

就有正向影響。（2）文化資本正向影響學生學習興趣，學習

興趣正向顯著影響自我抱負；文化資本、學生自我抱負與學

習興趣分別對數學學習成就都有明顯的正向影響。（3）影響

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中介變項存在，即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

文化資本、學習興趣正向顯著影響數學學習成就之外，也透

過學生自我抱負正向顯著影響數學學習成就。 

民 102 
陳敏瑜、游

錦雲 

使用TIMSS 2007臺灣八年級學生的資料，探討數學能力信

念、實用與內在價值三構面對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研究發

現三構面中以能力信念的影響力最高，男生的數學能力信

念、實用與內在價值的平均數都顯著較女生高，且以在能力

信念的差異最大。 

民 102 
李君柔、王

美娟 

以TIMSS 2007為樣本，探討八年級學生的個人特質、家庭環

境、教師教學、學校背景等因素與其數學學習成就之間的關

係。研究結果如下：（1）學生的個人特質愈好，其數學學習

成就愈高；（2）家庭環境愈好，其數學學習成就愈高；（3）

教學效能會影響學生的個人特質，進而影響其數學學習成

就；（4）學校背景會影響學生的個人特質，進而影響其數學

學習成就；（5）個人特質對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力最大，家

庭環境次之，教師教學與學校背景的影響力最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知道家庭背景、家長參與、數學態度與數學學習

成就之間確實存在密不可分的關聯性，因此本論文將探討數學態度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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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自信與數學興趣是否與家長參與具相關性，據此，本論文提出研究假

設二，另外，在許多的研究中也發現到，不同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學生的

數學學習態度確實有顯著影響，代表家長可以利用自身對子女的教育參

與來幫助他們的學習，提高其學業成就，因此，本論文提出研究假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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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論文使用 TIMSS 2011 學生數學學習成就測驗與問卷調查結果，探

討不同家庭背景、數學態度、家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表現之影響，在

此針對研究架構與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與變項及資料處理與分析

等，分節加以說明。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第二節為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第三節為研究之操作變項；第四節為資

料處理與分析；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3.1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本論文之理論架構及概念，乃根據第一章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及第二

章之參考文獻所擬出，主要是在探討不同家庭背景變項、數學態度、家

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表現之影響，藉以了解各個變項的內涵與相互關

係。 

 

3.1.1 研究架構 

在研究架構中的家庭背景變項包含學生性別、家中小孩人數、出生

序、父親教育程度及母親教育程度等；數學態度包含數學興趣、數學自

信等二個面向；家長參與則以家長評量與學生評量為主要探討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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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3.1.2 研究假設 

由第一章的研究目的及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結果，並依據研究架構提

出以下的的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1：不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方面是否有顯著

差異。 

 1.1：不同性別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1.2：不同家中小孩人數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1.3：不同出生序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1.4：不同教育程度（父親）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1.5：不同教育程度（母親）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數學態度 

1.數學興趣整體 

2.數學自信整體 

家庭背景變項 

1.性別 

2.家中小孩人數 

3.出生序 

4.父親教育程度 

5.母親教育程度 

數
學
學
習
成
就 

家長參與 

1.家長評量 

2.學生評量 

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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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2：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有顯著關聯性存在 

 2.1：數學態度（興趣）與家長參與（家長評量）有顯著關聯性存在 

 2.2：數學態度（興趣）與家長參與（學生評量）有顯著關聯性存在 

 2.3：數學態度（自信）與家長參與（家長評量）有顯著關聯性存在 

  2.4：數學態度（自信）與家長參與（學生評量）有顯著關聯性存在 

研究假設 3：不同家庭背景、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

有影響力 

 

3.2 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 

參加TIMSS 2011施測調查的共有14個地區和63個國家，對象分別是9

歲群與13歲群的學生，以臺灣的年級制度來看，也就是四年級與八年級

的學生。臺灣兩個年級都有參加，本論文對象為TIMSS 2011臺灣四年級

學生，我國於民國100年5月16日至6月3日舉行四年級學生之實測，樣本

抽取是根據TIMSS 2011的抽樣模式，採用階層群集（採用二階分層群集

抽樣設計）抽樣設計與機率等比例（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to Size, PPS）

系統抽樣方法來抽取受測學校。第一階段以學校作為抽樣單位，由參與

的國家自行決定如何抽取學校樣本，國內TIMSS測驗調查中心提出學校

抽樣架構，以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離島區域五個地理區域分層，

每個區域按人口比例來決定抽出幾所學校，若抽出的學校人數低於八人

或是特殊學校，將之剔除後，經加拿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負責與

各國確定抽樣計畫，抽取受測學校，抽取的樣本學校共150所；第二階段

以班級為抽樣單位，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利用抽樣軟體

WinW3S，從前述的150所學校，每所學校隨機選一班延續前述挑選學校

的條件，排除特殊教育班級，進行學校內班級的抽樣。通常在每一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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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學校抽出一個受測班級，但是有些學校可能因為一個班級學生人數太

少而需要抽出一班以上的學生來受測，扣除規定的排除樣本及缺席樣本，

最後的有效樣本總計4284人，如表3.1所示。 

表3.1 我國參加TIMSS 2011四年級群抽樣分布 

地理位置 估計母群人數 抽樣學校數 抽樣班級數 有效樣本數 

北部 119240 66 71 2009 

中部 71924 40 40 1093 

南部 71864 39 39 1077 

東部 6500 3 3 61 

離島 2246 2 2 44 

全國 271774 150 155 42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 研究之操作變項 

本論文家庭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家中小孩人數、出生序、和父親教

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等，為得到更精細的分析結果，所以採原始資料

進行分析。 

 

3.3.1 家庭背景變項 

1.性別：資料取自學生問卷：「你是女生還是男生？」 

2.家中小孩人數：資料取自學生問卷：「你家裡一共有幾個小孩（包含你

自己）？共有（  ）個小孩。」 

3.出生序：資料取自學生問卷：「你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幾？我排行第

（  ）。」 

4.父親教育程度：資料取自家長問卷：「孩子的父親（或繼父或男監護人）

已完成的最高學歷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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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母親教育程度：資料取自家長問卷：「孩子的母親（或繼母或女監護人）

已完成的最高學歷是什麼？」 

 

3.3.2 家長參與量表與數學態度量表 

在家長參與量表部份，分為學生評量（4 題）及家長評量（8 題）兩

個部份，每題均為 4 個選項，原選項（1）代表發生頻率為每一天或幾乎

每天，得分為 4 分，原選項（2）代表發生頻率為每星期一或兩次，得分

為 3 分，原選項（3）代表發生頻率為每個月一或二次，得分為 2 分，原

選項（4）代表發生頻率為沒有或幾乎沒有，得分為 1 分，分數越高代表

對發生頻率越頻繁，反之則越低。而數學態度量表則分為數學興趣（6 題）

及數學自信（7 題），每題均為 4 個選項，原選項（1）代表認同度為非常

同意，得分為 4 分，原選項（2）代表有點同意，得分為 3 分，原選項（3）

代表有點不同意，得分為 2 分，原選項（4）代表非常不同意，得分為 1

分，分數越高代表對問題的同意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3.4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與分析，乃運用 SPSS fo rWindows 20 統計套裝

軟體，針對蒐集所得資料及本研究目的，選擇適當之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為配合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目的，採用以下統計分析方法分析資料，以

瞭解變項間之關係。 

 

3.4.1 資料來源 

本論文之的資料來源是從 TIMSS 2011 網站所提供的問卷及測驗結

果，同時並參考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所提供的中文版背景

問卷（ http://www.sec.ntnu.edu.tw/timss2011/05.resault.asp），下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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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 2011 國際國小四年級資料庫檔案（T11_G4_SPSSData），再以 IEA 

官方網站提供的 IEA IDB Analyzer 軟體提取臺灣地區資料

（ashtwnm5.sav），並勾選匯出包含學生數學學習成就、學生問卷及家長

問卷之資料進行處理，並做統計分析。 

 

3.4.2 統計分析方法 

本論文將所蒐集取得之量化資料進行統整與登錄，量表不記名亦不

採任何可辨識原受試者之編號，而重新加以編碼。將資料建檔核對無誤

後，再以 IBM SPSS Statistics 20 電腦套裝軟體進行處理。考慮分析變項

之測量層次，選用適當的統計研究方法，本論文中顯著水準均以 α = 0.05

為標準，分析的內容如下： 

1.描述性統計分析 

描述性統計分析主要是瞭解研究各類變項數值的分佈情形與各量表

的基本數據。本論文預計以次數、百分率描述各變項（性別、家中小孩

人數、出生序、父親教育程度及母親教育程度）。故本論文探討之學童家

庭背景基本資料，採取了「性別」、「家中小孩人數」、「出生序」、「父親

教育程度」及「母親教育程度」等五項人口學屬性，以下分別描述之： 

（1）性別：分為男生與女生兩類。 

（2）家中小孩人數：分為 1 人、2 人、3 人、4 人、5 人、6 人及 7 人以

上，共七類。 

（3）出生序：分為獨生子女、老大、老么與中間子女，共四類。 

（4）父親教育程度：分為國小肄業或沒上學、國中或國小畢業、高中或

高職畢業、大專畢業、大學畢業、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及不適用，

共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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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母親教育程度：分為國小肄業或沒上學、國中或國小畢業、高中或

高職畢業、大專畢業、大學畢業、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及不適用，

共七類。 

2.推論性統計分析 

（1）獨立樣本 t 檢定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不同性別的學童對於數學學習成就等級之差

異情形。 

（2）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One 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量變異數分析，檢定研究對象背景變項（家中小孩人數、

出生序、父親教育程度及母親教育程度）不同水準時，對於數學學習成

就等級的差異性，並採用最小顯著差異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法進行事後比較（Post Hoc）；以進一步分析水準之間的差異。在

本論文中，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學童對於不同的家庭背景變項是否影

響數學學習成就等級之差異性分析。 

（3）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是指兩個變數之間相關程度，通常以相關係數來表示。其係數範圍

在-1 到+1 之間，其值愈大，表示兩個變項之間的關係愈密切，一般而言，

若相關係數絕對數值大於 0.7，則為高度相關；若相關係數的絕對數值在

0.3～0.7 則為中度相關；若小於 0.3 則為低度相關，若相關係數為 0，則

表示兩個變數沒有直接相關。本論文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來分析某學童在

「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之間的相關情形。 

（4）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探討學童的的不同背景變項、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是否對數學學習

成就等級具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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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論文對象為 TIMSS 2011 臺灣四年級學生，我國於 2011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3 日舉行四年級學生之實測，樣本抽取是根據 TIMSS 2011 的

抽樣模式，採用階層群集（採用二階分層群集抽樣設計）抽樣設計與機

率等比例系統抽樣方法來抽取受測學校。 

 

3.5.1 研究範圍 

在選取受測學校之後，再以兩階段進行選取受測學生，首先在第一

階段以學校作為抽樣單位，由參與的國家自行決定如何抽取學校樣本，

國內 TIMSS 測驗調查中心提出學校抽樣架構，以北部、中部、南部、東

部及離島區域五個地理區域分層，每個區域按人口比例來決定抽出幾所

學校，若抽出的學校人數低於八人或是特殊學校，將之剔除後，經加拿

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負責與各國確定抽樣計畫，抽取受測學校，

抽取的樣本學校共 150 所；第二階段以班級為抽樣單位，由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利用抽樣軟體 WinW3S，從前述的 150 所學校，每

所學校隨機選一班延續前述挑選學校的條件，排除特殊教育班級，進行

學校內班級的抽樣。通常在每一個受測學校抽出一個受測班級，但是有

些學校可能因為一個班級學生人數太少而需要抽出一班以上的學生來

受測，扣除規定的排除樣本及缺席樣本，最後的有效樣本總計 4284 人

（Mullis et al., 2011）。 

 

3.5.2 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論文僅以參與 TIMSS 2011 的臺灣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對未

參與該調查的臺灣國小四年級學生沒有納入研究，所以研究結果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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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推論僅適用於臺灣四年級學生，無法推至其他國家、地區及其他年

級。 

 

3.5.3 研究變項的限制 

本論文採用 TIMSS 2011 的資料庫來分析，資料庫的資料受限於學

生問卷及家長問卷是事先設計好再進行調查的資料。但影響臺灣四年級

學生數學學習變項眾多，本論文變項受限於 TIMSS 2011 問卷題目的設

計，資料庫中並不是都有這些影響的變項，及問卷尺度不等，因此無法

完全掌握影響的各式各樣因素。本論文主要探討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因

素，不宜過度推廣至其他學科或整體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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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共分為五小節，第一節為臺灣四年級學生在不同家庭背景、及

數學學習成就之現況分析；第二節為臺灣四年級學生在數學態度、家長

參與之現況分析；第三節為探討不同家庭背景與數學學習成就之差異分

析，針對兩類別的名目尺度變數，將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作檢測，而針對連

續的順序尺度變數則採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進行

各項資料分析；第四節為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關聯性研究，以皮爾森積

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作為判斷是否有關聯

的標準相關分析，第五節則是建構線性迴歸模型來分析影響學生數學學

習成就表現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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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四年級學生在不同家庭背景及數學學習成就等級之現況分

析 

本節將問卷樣本之不同家庭背景及數學學習成就之分配情形整理

分析如下。 

1.性別 

受試者性別分佈情形，男生（2029 人，佔 52.49%）；女生（2029

人，佔 47.51%），本論文中以完全排除變數法進行描述性統計，因此遺

漏值並不列入計算，如圖 4.1 所示。 

 
圖4.1 學生性別扇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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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中小孩人數 

1 人（595 人，佔 13.97%）；2 人（2212 人，佔 51.92%）；3 人（977

人，佔 22.93%）；4 人（258 人，佔 6.06%）；5 人（102 人，佔 2.39%）；

6 人（47 人，佔 1.10%）；7 人以上（69 人，佔 1.62%），如圖 4.2 所示。 

 
圖 4.2 家中小孩人數扇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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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生序 

獨生子女（498 人，佔 12.39%）；老大（1327 人，佔 33.01%）；老么

（1658 人，佔 41.24%）；中間子女（537 人，佔 13.36%），如圖 4.3 所示。 

 
圖4.3 出生序扇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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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父親教育程度 

國小肄業或沒上學（17 人，佔 0.42%）；國中或國小畢業（711 人，

佔 17.48%）；高中或高職畢業（1631 人，佔 40.09%）；大專畢業（865 人，

佔 21.26%）；大學畢業（487 人，佔 11.97%）；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345

人，佔 8.48%）；不適用（12 人，佔 0.29%），如圖 4.4 所示。 

 
圖4.4 父親教育程度扇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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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母親教育程度 

國小肄業或沒上學（31 人，佔 0.77%）；國中或國小畢業（569 人，

佔 14.20%）；高中或高職畢業（1817 人，佔 45.33%）；大專畢業（940 人，

佔 23.45%）；大學畢業（481 人，佔 12.00%）；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147

人，佔 3.67%）；不適用（23 人，佔 0.57%），如圖 4.5 所示。 

 
圖 4.5 母親教育程度扇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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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數學學習成就等級 

未達初級（28 人，佔 0.65%）；初級基準點（219 人，佔 5.11%）；中

級基準點（786 人，佔 18.35%）；高級基準點（1763 人，佔 41.15%）；優

級基準點（1488 人，佔 34.73%），如圖 4.6 所示。 

 
圖 4.6 數學學習成就等級扇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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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測學童家庭背景次數分配表 

基本資料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女生 2029 47.51 

男生 2242 52.49 

總計 4271  

遺漏值 13  

家中小孩人數 

1 人 595 13.97 

2 人 2212 51.92 

3 人 977 22.93 

4 人 258 6.06 

5 人 102 2.39 

6 人 47 1.10 

7 人以上 69 1.62 

總計 4260  

遺漏值 24  

出生序 

獨生子女 498 12.39 

老大 1327 33.01 

老么 1658 41.24 

中間子女 537 13.36 

總計 4020  

遺漏值 2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0 

表 4.1 受測學童家庭背景次數分配表（續） 

基本資料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父親教育程度 

國小肄業或沒上學 17 0.42 

國中或國小畢業 711 17.48 

高中或高職畢業 1631 40.09 

大專畢業 865 21.26 

大學畢業 487 11.97 

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 345 8.48 

不適用 12 0.29 

總計 4068  

遺漏值 216  

母親教育程度 

國小肄業或沒上學 31 0.77 

國中或國小畢業 569 14.20 

高中或高職畢業 1817 45.33 

大專畢業 940 23.45 

大學畢業 481 12.00 

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 147 3.67 

不適用 23 0.57 

總計 4008  

遺漏值 276  

數學學習成就等級 

未達初級 28 0.65 

初級基準點 219 5.11 

中級基準點 786 18.35 

高級基準點 1763 41.15 

優級基準點 1488 34.73 

總計 4284  

遺漏值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數學態度、家長參與之現況分析 

本節針對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等二個研究變項與其構面進行描述性

統計及分析，採用 Likert 四點尺度量表測量，以各構面之次數分配、百

分比、最大值、最小值、平均數及標準差等統計方法予以說明，以探討

TIMSS 2011 受測學生在各變項之反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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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數學興趣與數學自信之描述性統計 

除家庭背景變項外，本論文最重要的兩組自變項分別為數學態度和

家長參與，前者又包含兩個構面「數學興趣」及「數學自信」，以下將針

對觀察變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作說明，整理如表 4.2 和 4.3。首先，就學

生對數學興趣的部份作概況分析，1~4 分的同意程度，分數愈高，表示學

生對數學愈感興趣。整體而言，學生平均給予 3.01 分，有點同意數學是

有趣的或他們是喜歡數學的，六組題目中，又以「學好數學是重要的」

的被同意程度最高（3.43），標準差最低（0.892），意即學生們普遍認同

數學的重要性。在數學興趣中，以「我喜歡數學」的平均分數最低（2.78），

所以對於 TIMSS 2011 國小四年級的樣本而言，這個統計結果說明，普遍

的認知是「數學是重要的」，但如果以興趣或喜好的觀點來看，則不一定

是喜歡數學的。而在數學自信的部份，整體來說，學生平均給予 2.76 分，

仍是較接近有點同意，顯示國內四年級學生對數學這門學科有點自信。

比較七道題目，以「我在數學方面通常表現不錯」（2.92）的同意程度最

高，而以「老師說我的數學能力很好」（2.52）的同意程度較低，觀察此

一結果可以發現到學生對於數學的自信心充足，但仍感覺達不到老師的

要求或期待。整體而言，國內四年級學生對數學的態度較傾向為有點同

意數學是重要的，但卻不一定喜愛，對於自身在這門學科的表現具有信

心，但是仍感覺達不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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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數學興趣與數學自信之描述統計表 

觀察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次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數學興趣整體 1 4 4080 3.01 0.864 

我喜歡學習數學 1 4 4255 2.83 1.061 

我希望我不用學數學 1 4 4245 2.93 1.126 

數學很無趣 1 4 4185 2.99 1.089 

我在數學中學到許多有趣的事 1 4 4205 3.08 1.030 

我喜歡數學 1 4 4210 2.78 1.128 

學好數學是重要的 1 4 4257 3.43  0.892 

數學自信整體 1 4 4026 2.76 0.784 

我在數學方面通常表現不錯 1 4 4212 2.92 0.967 

和班上許多同學比起來，數學對

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1 4 4204 2.78 1.087 

我的數學就是不好 1 4 4175 2.88 1.086 

學與數學有關的事我學得很快 1 4 4178 2.77 1.028 

我很會解決數學難題 1 4 4177 2.64 1.023 

老師說我的數學能力很好 1 4 4153 2.52 1.038 

和其他任何科目比起來，我覺得

數學比較難 
1 4 4210 2.67 1.1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2 家長評量與學生評量之描述性統計 

就家長對家長參與的部份作概況分析，1~4 分的同意程度，分數愈

高，表示家長參與程度越高。整體而言，家長平均給予 3.28 分，傾向於

有點同意家長的參與程度，八組題目中，又以「確認孩子有撥出時間做

作業」的被同意程度最高（3.70），意即家長們普遍認同自身對於學生是

否有花時間作功課。在學生評量的部份，整體來說，學生平均給予 3.04

分，仍是較接近同意，顯示國內四年級學生對家長的督促偏向同意。比

較四道題目，以「我的家長檢查我是否做好作業」的同意程度最高，而

以「我的家長詢問我在學校裡正在學的東西」的同意程度較低（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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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評量部分，高分群多為檢核作業完成與否，對於少部分實際協助參

與程度較低，所以整體平均來說高於學生評量，對學生評量而言，也具

有同樣趨勢，以檢核作業完成與否為最高分，因此顯示學生與家長對家

長參與的覺知有所落差。 

表4.3 家長評量與學生評量之描述統計表 

觀察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次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家長評量）家長參與整體 1 4 4138 3.28 0.633 

和孩子討論學校作業 1 4 4220 3.43 0.795 

協助孩子做學校作業 1 4 4216 3.24 0.930 

確認孩子有撥出時間做作業 1 4 4212 3.70 0.696 

詢問孩子在學校所學的東西 1 4 4214 3.38 0.779 

檢查孩子是否做好作業 1 4 4215 3.68 0.706 

協助孩子練習閱讀技巧 1 4 4208 2.85 0.939 

協助孩子練習數學技巧 1 4 4219 2.97 0.933 

和孩子聊他正在閱讀的東西 1 4 4223 3.02 0.892 

（學生評量）家長參與整體 1 4 4208 3.04 0.871 

我的家長詢問我在學校裡正在學

的東西 
1 4 4246 2.81 1.153 

我和家長討論我的學校作業 1 4 4232 2.93 1.154 

我的家長確認我有撥出時間做作

業 
1 4 4236 3.11 1.215 

我的家長檢查我是否做好作業 1 4 4248 3.31 1.12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不同家庭背景與數學學習成就之差異分析 

同一班級的學生數學成績往往差異頗大，而在學校學習環境相同的

情形下，許多學者指出家庭背景的不同，可能是造成其差異的主要原因

之一，這些變數包含了學生之性別、出生序、家中小孩人數、父母的教

育程度等等。而儘管有不少學者主張來自不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其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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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就可能有所差異，同樣地，也有學者指出即使家庭背景和智慧表

現較不佳的學生，若學校環境能同時掌握「引發學生動機」與「提高學

生注意力」，仍能帶來好的學習成就表現，本論文為探討學童在不同家

庭背景變項（性別、家中小孩人數、出生序、父親教育程度及母親教育

程度）在數學學習成就之差異分析，其中性別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

析，而家中小孩人數、出生序、父親教育程度及母親教育程度，則採取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統計方法，進行各項資料分析，

其中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若 p 值達到顯著水準後，再以事後比較考驗

（Post Hoc Tests）之最小顯著差異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進行事後比較分析，檢定那幾個組別之間其差異情形達到顯著水準，並

就其組別間做差異性之比較分析，以考驗本論文假設。 

 

4.3.1 不同家庭背景與數學學習成就等級之獨立樣本t檢定 

由表4.4的獨立樣本t檢定結果可發現，男女學生之間的數學成績並不

存在著差異（p>0.5）。 

表4.4 不同學童背景與數學學習成就等級之獨立樣本t檢定 

自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性別     

女 3.05 0.864 
T=0.94 p=0.925 

男 3.04 0.909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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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不同家庭背景與數學學習成就等級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研究假設：不同家庭背景與數學學習成就等級有顯著差異。由表4.5

分析可知在「家中小孩人數」p 值小於0.05，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本論文

假設在「家中小孩人數」獲得支持。進一步以LSD法進行事後比較分析，

由平均數得知，學童家中會因在小孩人數上產生不同結果，普遍來說人

數越少，在數學學習成就等級會越高，但1人與2人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在「出生序」來說，p 值小於0.05，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本論文假設在「出

生序」獲得支持，而且出生排行越前面，對於數學學習成就等級得分越

高，但獨生子女與排行老大之間差異並不顯著，在「父親教育程度」及

「母親教育程度」來說，p 值均小於0.05，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本論文假

設在「父親教育程度」及「母親教育程度」都獲得支持。而且家長教育

程度越高，對於學童數學學習成就等級得分越高，但學歷在大學與研究

所以上這兩者之間差異並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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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不同背景學童在數學學習成就等級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事後比較LSD 

家中小孩人數    

20.395 0.000*** 

1>3>4>7 

2>3>4>7 

1>5，2>5>7 

1>6，2>6>7 

1.1人 595 3.12 0.899 

2.2人 2212 3.12 0.845 

3.3人 977 3.02 0.865 

4.4人 258 2.71 0.992 

5.5人 102 2.67 0.958 

6.6人 47 2.77 0.890 

7.7人以上 69 2.39 1.088 

出生序    

19.150 0.000*** 
1>3>4 

2>3>4 

1.獨生子女 498 3.23 0.836 

2.老大 1327 3.15 0.849 

3.老么 1658 3.05 0.862 

4.中間子女 537 2.87 0.930 

父親教育程度    

75.364 0.000*** 
6>4>3>2>7>1 

5>4>3>2>7>1 

1.國小肄業或沒上學 17 2.12 1.111 

2.國中或國小畢業 711 2.66 0.981 

3.高中或高職畢業 1631 2.95 0.864 

4.大專畢業 865 3.27 0.783 

5.大學畢業 487 3.42 0.683 

6.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 345 3.50 0.674 

7.不適用 12 2.75 0.622 

母親教育程度    

67.521 0.000*** 
6>4>3>2>7 

5>4>3>2>7 

1.國小肄業或沒上學 31 2.74 1.094 

2.國中或國小畢業 569 2.67 0.981 

3.高中或高職畢業 1817 2.96 0.866 

4.大專畢業 940 3.31 0.744 

5.大學畢業 481 3.45 0.705 

6.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 147 3.55 0.643 

7.不適用 23 2.39 0.891 

註：*p＜0.05 ；**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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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關聯性研究 

本節為探討學童的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變項間之關聯性，以皮爾森

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檢測數學態度與家

長參與相關性，以考驗本論文假設二。 

研究假設：學童的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有顯著關聯性存在，由表4.6

可知，「數學自信」與「家長參與－學生評量」間之相關係數0.060，顯著

性0.000小於0.05，達顯著水準，「數學自信」與「家長參與－家長評量」

間之相關係數0.115，顯著性0.000小於0.05，達顯著水準，「數學興趣」與

「家長參與－學生評量」間之相關係數0.049，顯著性0.000小於0.05，達

顯著水準，「數學興趣」與「家長參與－家長評量」間之相關係數0.143，

顯著性0.000小於0.05，達顯著水準，因此本論文假設獲得支持，顯示當

家長所提供參與支持愈高時，學童的數學態度愈好。     

表4.6 學童的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相關分析表 

 

家長參與 

（學生評量） 

家長參與 

（家長評量） 

數學自信 

（平均值） 

數學興趣 

（平均值） 

家長參與 

（學生評量） 
1 0.384

**
 0.060

**
 0.049

**
 

家長參與 

（家長評量） 
 1 0.115

**
 0.143

**
 

數學自信（平均值）   1 0.647
**

 

數學興趣（平均值）    1 

註：*p＜0.05 ；**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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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不同家庭背景、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等級之     

    影響力 

在前幾節中，了解到各個變項對數學學習成就造成影響的因素有哪

些，為了比較出各個因素之影響力大小，並找出最具影響力的因素，本

論文中家庭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家中小孩人數、出生序、父親教育程度

及母親教育程度，均為類別變項，利用SPSS進行迴歸分析時必須先將類

別變項轉為虛擬變項，因此，在以下的多元迴歸分析中，研究者將類別

變項中之性別（以女生為對照組）、家中小孩人數（以七人為對照組）、

出生序（以中間子女為對照組）、父親教育程度（以不適用為對照組）

及母親教育程度（以不適用為對照組）等變項轉化為虛擬變項，並同時

加入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為自變項，數學學習成就等級為依變項，以利

統計分析之進行。 

由表4.7中可以觀察到迴歸方程模型的允差值均大於0.1，且變異數膨

脹係數（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小於10，因此可知此迴歸方

程模型的共線性並不顯著，整體而言，我們透過多元迴歸模型發現：家

庭背景、家長參與度程度及學童對數學態度發現： 

在家庭背景方面，以性別而言，男生對數學學習成就有正面顯著的

影響力（Beta=0.03） ;在家中小孩人數方面，家中小孩人數量在2

（Beta=0.16）、3（Beta=0.14）及4人（Beta=0.06）的情況下;出生序為獨

生子女（Beta=0.13）、老大（Beta=0.09）及老么（Beta=0.06）來說相對

於中間子女而言，對數學學習成就有正面顯著的影響力;父親本身的教育

程度，若為「高中或高職畢業」（Beta=0.08）、「大專畢業」（Beta=0.12）、

「大學畢業」（Beta=0.13）及「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Beta=0.12），則對

學生數學學習成就有正面顯著的影響力;對母親本身教育程度來說，「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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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高職畢業」（Beta=0.13）、「大專畢業」（Beta=0.19）、「大學畢業」

（Beta=0.16）及「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Beta=0.10），則對學生數學學

習成就有正面顯著的影響力。 

在家長參與方面，對於家長評量問卷而言，家長對於愈頻繁參與、

關心孩童的學業、作業及學習狀況，對於孩童的數學成績並無顯著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在學生評量中（Beta=0.08），反而能有效預測國內四年級

學童的數學學習成就表現，然而回到學童本身的興趣來看，則與數學學

習成就呈現不顯著，顯示對於數學學習成就並不一定來自本身的興趣，

但對於學生本身對數學學科的自信心而言，才是最大的影響因子

（Beta=0.33），此一現象在數學興趣及數學自信的描述性統計分析中亦可

發現到；對數學自信低落，認為數學是困難的，對於自己解決數學難題

的能力存疑的學生，其數學學習成就也表現較差。在過去幾年，TIMSS

的調查中即顯示，臺灣學生對數學的正向態度與數學自信心低於國際平

均，事實上，數學表現高成就、低自信是數學學習成就排名領先全球的

亞洲國家的共同現象，相反地，數學成績較差的歐美學生，其自信心和

興趣較強（Mullis et al, 2008）。此點發現對於國內教育學者實有相當大的

啟發，要加強學生數學學習成就，應首重加強學生自信心，而本迴歸模

型的迴歸方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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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習成就等級=1.12（常數）+（0.06*男）+（0.29*家中小孩人

數2人）+（0.29*家中小孩人數3人）+（0.22*家中小孩人數4人）+（0.36*

獨生子女）+（0.17*老大）+（0.11*老么）+（0.14*父親教育程度-高中/

職畢）+（0.27*父親教育程度-大專畢）+（ 0.34*父親教育程度-大學畢）

+（0.37*父親教育程度-碩士或以上）+（0.23*母親教育程度-高中職畢）+

（0.39*母親教育程度-大專畢）+（0.44*母親教育程度-大學畢）+（0.49*

母親教育程度-碩士或以上）+（0.36*數學自信）+（0.08*家長參與-學生

評量） 

表4.7 各因素對學童數學學習成就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n=3968）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資料 

B 標準錯誤 Beta 允差 VIF 

性別_男 0.06 0.02 0.03* 2.42 0.015 0.95 1.04 

家中小孩人數_1人 0.12 0.12 0.05 0.99 0.318 0.70 1.42 

家中小孩人數_2人 0.29 0.10 0.16** 2.90 0.004 0.63 1.58 

家中小孩人數_3人 0.29 0.10 0.14** 2.93 0.003 0.81 1.23 

家中小孩人數_4人 0.22 0.10 0.06* 2.06 0.039 0.23 4.24 

家中小孩人數_5人 0.10 0.12 0.01 0.83 0.402 0.42 2.37 

家中小孩人數_6人 0.22 0.15 0.02 1.51 0.131 0.61 1.62 

獨生子女 0.36 0.09 0.13*** 3.85 0.000 0.15 6.28 

老大 0.17 0.04 0.09*** 4.13 0.000 0.38 2.64 

老么 0.11 0.04 0.06** 2.74 0.006 0.37 2.63 

父親教育程度_國小肄業 0.39 0.21 0.02 1.81 0.069 0.89 1.11 

父親教育程度_國中或國小 0.00 0.07 0.00 0.03 0.973 0.22 4.48 

父親教育程度_高中或高職 0.14 0.06 0.08* 2.12 0.034 0.14 7.12 

父親教育程度_大專畢業 0.27 0.07 0.12*** 3.77 0.000 0.17 5.66 

父親教育程度_大學畢業 0.34 0.07 0.13*** 4.40 0.000 0.23 4.28 

父親教育程度_碩士或以上 0.37 0.08 0.12*** 4.52 0.000 0.27 3.64 

母親教育程度_國小肄業 0.22 0.15 0.02 1.41 0.157 0.86 1.15 

母親教育程度_國中或國小 0.10 0.06 0.04 1.59 0.110 0.32 3.08 

母親教育程度_高中或高職 0.23 0.05 0.13*** 3.99 0.000 0.18 5.48 

母親教育程度_大專畢業 0.39 0.06 0.19*** 6.17 0.000 0.21 4.71 

母親教育程度_大學畢業 0.44 0.07 0.16*** 6.20 0.000 0.28 3.53 

母親教育程度_碩士或以上 0.49 0.09 0.10*** 5.34 0.000 0.48 2.06 

數學興趣 0.00 0.01 0.00 0.26 0.790 0.56 1.76 

數學自信 0.36 0.02 0.33*** 17.34 0.000 0.55 1.81 

家長參與.家長評量 0.03 0.02 0.02 1.78 0.075 0.81 1.23 

家長參與學生評量 0.08 0.01 0.08*** 5.22 0.000 0.79 1.25 

常數：1.12*** 

R平方值：0 .260 

調整後R平方值：0.254 

註：*p＜0.05 ；**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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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旨在採用TIMSS 2011 臺灣四年級學生的調查資料，從學生背

景、家庭背景、家長參與、學生的數學態度及數學學習成就，以期了解

學生之家長參與、數學態度及數學學習成就的現況、差異、相關性，為

順利達成研究目的，首先進行影響數學學習成就的相關理論及研究之文

獻分析與探討；其次，確定研究方法、提出研究架構、樣本資料處理與

統計分析，然後依研究目的將研究結果進行逐項分析與討論，最後形成

結論，並提出建議，以供主管教育行政機構、家長、學校、教師及未來

研究之參考。 

 

5.1 研究發現 

依據本論文結果的討論與分析，對於臺灣四年級學生數學學習成就

的相關因素研究，理論模式以及相關假設驗證，歸納發現與結論，整理

羅列如下： 

 

5.1.1 家庭背景對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 

本研究經調查統計分析研究結果資料發現如下： 

1.性別 

以性別而言，男女在數學學習成就等級上的平均值差異並不顯著，

因此說明在本論文樣本中，數學學習成就並不因性別而有所差異。 

2.家中小孩人數 

以家中小孩人數來說，數量越少，其數學學習成就等級越顯著高於

多者，但小孩數量在1至2人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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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生序 

出生序則顯示為獨生子女及排行老大的數學學習成就等級顯著較高

於其他序位者，但獨生子女與排行老大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4.父親教育程度 

父親教育程度越高則學童數學學習成就越顯著，但當父親學歷達到

大學及研究所以上時，差異就不顯著。 

5.母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越高則學童數學學習成就越顯著，但當母親學歷達到

大學及研究所以上時，差異就不顯著，此點與父親的情況相類似。 

 

5.1.2 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的相關性 

在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的部份，本論文家長參與觀察變項意義是：

家長詢問孩子學習內容的次數越頻繁，學生數學態度越高；家長確認孩

子作業時間的次數越頻繁，學生數學態度越高；家長與孩子談論學校功

課的次數越頻繁，學生數學態度越高；家長檢查孩子的作業次數越頻繁，

學生數學態度越高。 

 

5.1.3 不同家庭背景、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力 

本論文中透過性別、家中小孩人數、出生序、父親教育程度及母親

教育程度變項轉化為虛擬變項，並同時加入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為自變

項，數學學習成就等級為依變項，進行臺灣地區國小四年級學童數學學

習成就影響力分析，結果發現男生學童對於預測數學學習成就較具顯著

影響力，而家中小孩人數在1至3人內的影響力相對於多數人更為顯著，

若該學童為獨生子女，出生序位為老大或老么則相對於出生序在中位者，

對於數學學習成就更具影響力，另外父母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上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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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時，對於學童的數學學習成就也具有顯著影響力，在家長參與部份的

學生評量項目中，其結果對於預測學童數學學習成就並不顯著，但在家

長評量部份則顯著具影響力，在學童數學態度部份，數學興趣呈現無顯

著影響力，而學童的數學自信則為顯著具有影響力，且效果為最佳，茲

將本論文假設分析結果整理如表5.1所示: 

表 5.1 研究假設分析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分析結果 

研究假設 1：不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方面是否有顯著差

異。 
部份支持 

假設 1.1 不同性別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未獲支持 

假設 1.2 不同家中小孩人數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假設 1.3 不同出生序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假設 1.4 不同教育程度（父親）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假設 1.5 不同教育程度（母親）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2：數學態度與家長參與有顯著關聯性存在 獲得支持 

假設 2.1 
數學態度（興趣）與家長參與（家長評量）有顯著關聯性

存在 
獲得支持 

假設 2.2 
數學態度（興趣）與家長參與（學生評量）有顯著關聯性

存在 
獲得支持 

假設 2.3 
數學態度（自信）與家長參與（家長評量）有顯著關聯性

存在 
獲得支持 

假設 2.4 
數學態度（自信）與家長參與（學生評量）有顯著關聯性

存在 
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 3：不同家庭背景、數學態度及家長參與對數學學習成就有

影響力 
獲得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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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結論 

根據本論文分析結果發現，家長教育程度、家長參與學生學習等因

素都有顯著差異；本論文結論如下： 

1.數學學習成就的性別平均值差異性分析中，雖然女生的平均分數高於男

生，但該差異並不顯著，可是在影響力分析中，男生對於數學學習成

就卻呈現顯著影響力，這表示在本論文樣本中，國小四年級男女學童

在成績上或許並無差異，但是反映在整體趨勢而言，男生對於數學學

習成就的影響力較大。 

2.身為獨生子女、老大及老么，或是家中學童人數在2到3人以內，其數學

學習成就平均值顯著較高，且對於數學學習成就具顯著影響力，因為

每個家庭或單位能提供的資源有限，當人口數變多又為顧及平均分配，

所以造成學習資源不足，進而影響數學學習成就。 

3.在本論文樣本的數學學習成就迴歸分析中，學童數學興趣呈現不顯著，

也就是所謂無影響力，代表數學學習成就高但其興趣卻不高，這個現

象在臺灣的學習環境中並不難理解，主要原因是就算對數學缺乏興趣，

但還是要努力去讀，亞洲的學生在高中以前大多需要接受考試的洗禮，

因此經常可以見到臺灣學生囊括數學、物理奧林匹克競賽的前幾名，

但為何如此高度發展的數學學習成就到了大學、研究所反而退步，且

全球科學排名也落後當初國小、國中及高中數學實力低於臺灣的國家，

因為在臺灣，興趣並不是主流教育考慮的一環，所以在教科書可以學

習，可以用考試度量的國小、國高中時代，數學背多分一詞屢見不鮮，

但到了需要突破及創新的大學甚至研究所時，沒有速解法，也沒有考

古題的時候，面對難以理解的數學，如果沒有興趣就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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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建議 

根據本論文結果發現，家長教育程度、家長參與學生學習等因素，

都對數學學習成就都有正向顯著差異；本論文建議如下： 

1.家長應重視提升家庭學習文化，家長教育程度、家長參與、學生學習態

度，這些因素越好，數學學習成就也會越好，且會提高學生的數學態

度，而數學態度是影響數學學習成就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提升家庭教

育文化對學習成就是非常重要的，從家長再進修、家中購買圖書、訂

閱雜誌、增購學習用之相關工具，至親子共讀、談論學校課業、討論

學習內容、確認學校課業情形、支持與鼓勵、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學

習自信等，都是重要方法。 

2.學校應培養學生的良好數學學習態度，以提高學生數學成就，數學態度

是影響數學學習成就的最重要因素，所以學校應致力於製造培養數學

態度的環境和條件。學校可以設計數學步道，讓校園除了功能、美觀

之外，還有數學情境在其中，讓學生了解數學和生活的關係。鼓勵數

學領域教師共同備課、教學觀摩，激發創意教學。學校可以公布競賽

題讓學生思考、討論、多種方法解題，讓學生投稿解答，頒獎或記嘉

獎鼓勵，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自信心及興趣。針對優秀學生舉辦競試，

激發努力動機。對於弱勢家庭，招募志工陪讀，建立學生學習數學自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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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後續研究建議 

依據本研究之發現，在此提出後續可發展及探討的方向，以供未來

研究者來著手探討。 

1.可採用多層次結構模式（Multi-level SEM）分析，本論文中並未將學校

因素納入探討，其實學校所在城鄉差距、學校規模、學校設備、師資、

學習風氣、校長領導風格等，可能影響數學學習成就，余民寧（民 95）

在探討影響學習成就因素的統整性理論模型圖中，包含了學校管理背

景因素。因學校因素屬於更高一層次，應採用多層次結構模式分析問

題，未來研究可將學校因素一併研究，將更具說服力。 

2.未來研究可以和其他國家樣本以多樣本分析（Multi Sample Analysis）、

複核效度與測量不變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進行分析，本論文以

臺灣四年級學生參加 2011 年 TIMSS 的數學成績為樣本，雖然在家長

參與、學生數學態度及數學學習成就均達到了顯著的正向關係，這不

一定表示所建構的模式就完全正確。未來研究可以挑選亞洲或歐美的

國家做跨國分析，以相同模式及變項檢定模式穩定性，了解到底哪些

因素造成亞洲和歐美數學學習成就的表現差異，或是此模式的正確性

可獲得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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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 

第一部分 家庭背景資料 

1.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1 女生  2 男生 

2. 你家裡一共有幾個小孩（包含你自己）？ 

   共有＿＿＿＿小孩 

3. 你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幾？ 

   我排行第＿＿＿ 

4.家長教育程度 

孩子的父親（或繼父或男監護人）和母親（或繼母或女監護人）已

完成的最高學歷分別是什麼？（a）國小肄業或沒有上過學（b）國

小畢業（c）國中畢業（d）高中或高職畢業（e）五專或二專畢業

（f）二技或四技畢業（g）大學畢業（h）碩士或以上學位畢業（i）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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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數學態度 

 

1 數學興趣 

 

對下列關於學習數學的說法，你有多同意？ 

1 非常    2 有點    3 有點     4 非常 

  同意     同意     不同意     不同意 

（a）我喜歡學習數學 

（b）我希望我不用學數學 

（c）數學很無趣 

（d）我在數學中學到許多有趣的事 

（e）我喜歡數學 

（f）學好數學是重要的 

 

2 數學自信 

 

對下列關於數學的說法，你有多同意？ 

1 非常     2 有點     3 有點       4 非常 

同意      同意     不同意      不同意 

（a）我在數學方面通常表現不錯  

（b）和班上許多同學比起來，數學對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c）我的數學就是不好  

（d）與數學有關的事我學得很快   

（e）我很會解決數學難題   

（f）老師說我的數學能力很好  

（g）和其他任何科目比起來，我覺得數學比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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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家長參與 

 

在你家裡下列事情多常發生？（學生問卷） 

1 每天或    2 一星期     3 一個月      4 沒有或 

 幾乎每天    一或兩次    一或兩次      幾乎沒有 

（a）我的家長詢問我在學校裡正在學的東西 

（b）我和家長討論我的學校作業 

（c）我的家長確認我有撥出時間做作業 

（d）我的家長檢查我是否做好作業 

 

您和您的家人多常和孩子一同從事以下的活動？（家長問卷） 

（a）和孩子討論他的學校作業 

（b）協助孩子做學校作業 

（c）確認孩子有撥出時間做作業 

（d）詢問孩子在學校所學的東西 

（e）檢查孩子是否做好作業 

（f）協助孩子練習閱讀技巧 

（g）協助孩子練習數學技巧 

（h）和孩子聊他正在閱讀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