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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瞭解臺灣地區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及其對學習成效

之影響情形。為達成上述目的，本研究第一年採用「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TASA）2009年的資料，包含共同問卷

中有關學習態度題目的填答結果及國小六年級國語、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等科

目的施測結果，進行探究與分析；第二年主要係採用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研究對

象為國民小學教育人員，透過蒐集的資料用以檢視及驗證第一年的研究發現；獲得

的研究結論有：1.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多數趨於中等程度以上；2.國民小學

六年級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包含課前認真預習、課中用心學習及課後主動複習，而

不良的學習態度包含未能做好課前準備及課後複習工作、上課易分心等；3.國民小

學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愈好，學習成效愈高，學校效能亦相對地提升。針對上述結

論，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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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態度的良窳是決定學習成效高低的關鍵要素；理論上，正向、

積極的學習態度有助於提高學習成效；反之，負向、消極的學習態度會阻礙學習進步，

降低學習成效。張春興（1991）指出態度是學習來的，而學習是行為改變的歷程，學習

者經由直接或間接的學習經驗才會對某些人、事、物產生好惡或者正向、負向的態度。

盧雪梅（2000）指出正向的學習態度，能促進學習表現；負向的學習態度，則會阻礙學

習，導致學習低落。而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及高度的學習動機對於學生的學習有很大

的幫助，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Chang, 2010; Norris, 2011）。許淑婷、許純碩與王

盈文（2008）認為學習態度影響學習成效，學生的學習成效最後所呈現出來的則是學生

在於在校期間所接受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的養成，而其中真正的重點在於「態度」，而學

習的成效則是在衡量其學生學習過程中所達成的效果。蔡文豐與王玲玲（2012）指出態

度會引導學習者認知的方向， 對學習目標顯現在情感的建立養成上，在學習的情境中

能以積極的態度行為去行動實行，以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謝欣穎與林菁（2013）認為

態度影響學生學習深遠，是引領學生進入各個學習領域的基本要素。若要提升學生對科

學的態度以及學習態度，需要饒富趣味且有意義的教學引導方能達成。 

學生的學習成效最後所呈現出來的則是學生於在校期間所接受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的養成，而其中真正的重點在於「態度」，而學習的成效則是在衡量其學生學習過程中

所達成的效果（陳清檳、黃文喜、張文宗，2010）。學生學習表現可說是學校效能的主

體，學校效能強調良好的學生學習表現，能展現在認知、情意和技能等方面的學習成果，

包含學習態度、學業表現、行為表現與測驗表現等（李安明、鄭采珮、劉志昀，2011；

劉春榮，1993；Newell & Ryzin, 2007；Reynolds, Creemers, Stringfield, Teddlie & Schaffer, 

2002；Verdis, Kriemadis & Pashiardis，2003）。國內對於學生學習表現的研究，大部分是

分析學生在某一特定科目或領域概念上的學習表現情形，教師的教學成效狀況，或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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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教學方法、教學策略對學生學習表現的影響，並且絕大多數都是以評量、測驗成績、

學習態度、動機或興趣等，作為學生學習表現的內涵。而教育行政領域對學生學習表現

的探討，則是以學校效能、行政績效方面的研究為主，並且將學生學習表現含在學校效

能之中（謝傳崇、王瓊滿，2011）。有效能學校，是一所優質的學校，也是一所成功的

學校，它能幫助學生有效地學習，它不會放棄任何一位學生，更重要的是實踐「帶好每

一位學生」和「把每一位學生上來」的理念（吳清山，2012a）。本研究係以「學習態

度對學生學習與學校效能影響之研究」為題，第一年採用「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

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TASA）2009年的資料，包含共同問卷

中有關學習態度題目的填答結果及國小六年級國語、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等科目的

施測結果，進行探究與分析，第二年採用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用以檢視及驗證第一年

的研究發現。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二： 

（一）瞭解臺灣地區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及其對學習成效之影響情形 

（二）依據研究結論，對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及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參考 

二、重要名詞釋義 

（一）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係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受到個人及學習情境的相互影響，對於學習內容

所抱持正向或負向想法的內在心理狀態。 

（二）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學習成效係指學習者在經過一段學習歷程後，依據認知、情意、技能等層面的

教學目標，編製或運用各種測驗或評量工具所衡量出的學習表現及成果。 

（三）學校效能 

學校效能係指學校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及內部成員需求，有效運用教育資源，並積

極從事經營與管理，使各方面表現，包括：學生學習效果、課程與教學品質、教師專業



3 

 

發展、校長領導、行政管理、學校環境規劃、學校氣氛、學校文化和價值、公共關係、

社區家長支持等，均有良好的成效，因而能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程度（賴協志，2009）。 

貳、文獻探討 

一、學習態度的基本概念 

學習態度是一種潛在的課程，通常是指讀書的技巧、方法，是會影響學生學習的成

果（Towle, 1982）。在有關學習態度理論中，提出教師應從幾個方向來幫助學生，首先

設法讓學生感受到他是被教師以及同學所歡迎和接受的，而後給學生一個舒適的學習環

境，並建立起教室的秩序規範，而使學生能順利融入教學活動中，最後協助學生建立起

對課業積極正向的學習態度，讓學生知其所學課業的價值為何，並幫助學生運用合適的

學習方法，尋找更多的知識資源（Marzano, 1992）。態度反映了個體對人、事、物的感

受，其構成要素有：1.認知要素：為個人對某目標或事件的信念，此一信念來自本身的

思想、知識、觀念或學習；2.情感要素：為態度中較核心的部份，指個人面對事務所觸

發的一種情感上的反應；亦即對事物的喜惡、愛恨等感覺；3.行為要素：針對某特定人

事物而顯露於外的行為意圖（Robbins, 2002）。 

朱敬先（1986）指出良好的學習態度應該具備的條件有：1.明確的學習目的；2.高

度的學習興趣，積極而持久的參與學習，克服困難；3.講求學習方法的選擇與創新；4.

尋求理解與組織，將所學納入已有認知結構中；5.良好的學習保持；6.善用學習資源，

包括一切可利用的自然資源及社會資源。張春興（1991）認為態度的組成可以分成認知、

情感及行為性三部份，分別是指對人、事、物的了解、喜好程度的情緒傾向及對喜好程

度所反應出的外顯行為。蘇滿莉（2003）認為英語學習態度分為三類：1.認知：在英語

學習時，學習者認為自己的角色與能力；2.行為：若學習者對英語的情意成分較為正面，

則行為上較會熱衷於英語學習；反之若持負面態度，對其行為亦有較負面的影響；3.情

感：學習者對英語學習正向或負向的感覺，像是喜歡與不喜歡。黃雁祥（2009）認為語

言學習者的態度與動機是預測其語言學習成果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態度可能比其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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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習階段更重要，正面的態度可能是語言學習的必要條件。成功的語言學習者對課程

會持有喜好的態度，且這些正面態度會激勵出學習成功的機會。蔡文豐與王玲玲（2012）

歸納學習態度的特性，認為態度是從經驗中學習而來的：1.是思考的對象座落於判斷的

向度上，一種情感的反應；2.是對人、學、物認知或好惡的環壞感覺和觀念；3.是若能

改變人們所持有的意見信仰就能影響或改變態度；4.是愉快經驗既形成正向態度，不愉

快經驗既形成負向態度；5.是普遍且持久性的；6.是精於自我改進之道的。 

有關學習態度的意義，秦夢群（1992）指出學習態度是學生在環境的影響下，對所

學事物的內容，持正向或負向的評價，或是贊成與反對的行動傾向。鄭耀嬋與何華國

（2004）指出學習態度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行為、認知、情感，它對於學生

的求學過程以及離開學校後的生活都有極大的影響。它不僅包含學生的學習方法、動

機、行為，還應包含學生在學習過程，對學習環境所表現出的行為。因為學習不只是個

人本身的事，學習還會因人對環境的態度而有所不同。所以，當學生形成學習態度時，

其行為表現不僅在學習上，還會在環境上，且會延伸到未來的工作態度上。陳淑蘭（2011）

認為學習態度係指學生在學習活動中對於某些人、事、物所抱持的想法或看法；是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對學習環境所表現出的內在認知或外顯行為。連寶貴（2012）認為學習態

度係指學生的學習在不同環境的影響下，產生正向或負向的評價 ，導致學習者是否能

在學習過程中進步，更是影響學習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包含了學生的學習方法、學

習動機、外顯行為、心理歷程、價值取向等，所以當學習者的學習態度形成時，他們之

後的行為表現會顯露在各個情境上，更因其持久性，會在未來的各種表現上，展露他們

的學習態度。彭綉婷與何黎明（2013）將學習態度定義為：透過教與學的活動與歷程，

針對一定的方向與目的，進行持久性、習慣性與一致性的內在心理反應，而形成一種對

人、事、物積極或消極的態度傾向。據此瞭解，學習態度係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受到

個人及學習情境的相互影響，對於學習內容所抱持正向或負向想法的內在心理狀態；而

學生學習態度是影響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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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學習成效與學校效能的基本概念 

學生學習成效與學校效能的提升，是親師生共同努力的目標，也是學校教育成果及

價值的展現。茲將學生學習成效與學校效能的基本概念說明如下： 

（一）學生學習成效的基本概念 

隨著教育品質的重視與績效責任的要求下，學校教育的功能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學生學習成就的高低影響著國家社會整體與經濟的發展，學生學習成就不僅代表教育的

水平，更代表國家的競爭力（黃彥超，2009）。學生學習成就一直以來都是關心教育的

相關人員所探討的重大研究議題，它不僅代表一個國家的教育成就水平，更是反映出一

個國家競爭力的實質指標（余民寧，2006）。 

學生學習不只是一種需要動機、熱情和毅力的過程，更是一種結果的展現，這種結

果不是單一的知識，而是多元的情意、技能和品德等表現，所以善用有效學習評量，精

確評估學生學習成就，才能顯現教育和學習的價值，未來社會將不會容忍學生沒有成就

的學習（吳清山，2012b）。學習是經過練習或透過經驗使行為造成持久性的改變或變

化（Schmidt, 1991）。學習是個體經由一連串的練習使其行為上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一

個過程，學習的產生是由練習或經驗的結果；經由學習改變的行為是具有持久性；學習

並非都是「教導」或「訓練」的結果（張春興，1991）。學生是接受教育的主體，教育

之成敗繫於學生學習成效；而在解析學生學習成效之概念時必須：1.兼顧「直接的」和

「間接的」學生學習成效；2.並重「認知的」、「情感的」及「動作技能的」不同向度之

學生學習成效；3.涵蓋「機構的」、「方案的」、「班級的」三個層級之學生學習成效（王

如哲，2010）。 

有關學生學習成效的意義，范欣華（2012）認為學生學習成效又稱為學生學習成果、

學生學習表現，係指學習者在經歷一段學習的過程後，能符合原先的預期成果，具備某

一領域或階段之專業能力。據此瞭解，學生學習成效係指學習者在經過一段學習歷程

後，依據認知、情意、技能等層面的教學目標，編製或運用各種測驗或評量工具所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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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學習表現及成果。汪慧玲與沈佳生（2013）認為學習成效是在整體學習後，以紙筆

測驗來評量學生的學習結果。彭綉婷與何黎明（2013）認為學業成就係指學生在學校裡，

透過一系列學習活動後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可透過課堂表現及考試成績代表之。而影

響學業成就的因素錯綜複雜，大致上可分為學生個人因素、家庭環境因素、學校因素三

方面。陳立真（2008）則認為學習成效乃指教學結束後，學習者在知識、技能及態度上

的改變。林雪萍（2009）認為，學習成效是學習者在學習告一段落之後，利用各種測驗

或評量工具，對其學習結果的總體檢驗，藉此瞭解學習者對於學習內容的學習情形為

何，進而作學習不足的補強或進一步學習的參照點。張芳全（2010）指出廣義的學習成

就是學習者透過學習過程後，經由測驗或評量所得到永久性行為結果；狹義的學習成就

是指學習者在學校的各學科的學習紀錄或學習成績。陳淑蘭（2011）認為學習成效是衡

量學習者在參與學習活動一段時間後所表現出的學習成果；學習成效是指學生的學習表

現自我評鑑結果的情形；它包括學生在學校中學習之活動表現、學習滿意度、學習自我

評估的學習成效。 

（二）學校效能的基本概念 

就學校教育而言，其影響教育成效的因素非常繁雜，而非單一因素所能決定，例如：

學校的願景、辦學哲學與理想、學校所在地、學區特性，可投入之資源、教師、學生、

課程、設備、教學過程、生活輔導、畢業生表現等，在在都影響辦學的效能；此外，教

育資源的稀少性，因此學校運作過程中，必須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使學校系

統運作能有高效率之產出，此一原則成為現代學校行政很重要的一環，學校效能的研究

乃成為現代教育研究的一大課題（葛珍珍、康自立，2007）。基本上，有效能學校應該

包括有效能校長、有效能教師、有效能家長和有效能學生學習四大區塊；有效能學校與

無效能學校之間是有其差異存在，如表 1所示，其中學生在有效能學校中會積極學習，

在無效能學校中則是應付學習（吳清山，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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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效能學校和無效能學校之比較 

項目 有效能學校 無效能學校 

學校氣氛 溫馨和諧 冷漠消極 

校長 專業服務 毫無作為 

教師 關懷熱情 不知上進 

家長 正向參與 漠不關心 

學生 積極學習 應付學習 

期望 高 低 

 

資料來源：吳清山（2012a）。打造有效能學校的策略。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 

29（5），2。 

王如哲（2003）根據美國、英國的有關學校效能研究發現，可歸納為影響學校效能

的因素為一般因素與特殊因素；在一般因素方面，包含學生的入學程度、進步情形、成

果、家庭或學校影響等；在特殊因素方面，包含領導、學生的管理、教師的管理、學生

管理與照顧、學校環境、學校氣氛。張鈿富（2006）認為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有四種：

組織的影響力、師生互動情形、學校領導及學校表現指標。陳巧芬與蔡文榮（2011）指

出學校效能的評量指標有：行政面向的行政溝通與協調、環境規劃與設備；教師面向的

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學生面向的學生行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以及家長面向

的家長與學校參與等七個層面；其中教師教學品質乃是教師能發揮教學能力，參與進

修，以提升自我專業成長，對於專業科目的教學品質把關，並與學生互動良好；學生行

為表現係指學生與師長、同儕之間的言談舉止表現；而學生學習表現係指學生在各學習

領域的成績表現。 

Hoy 與 Miskel（2005）提出學校效能的指標有四：1.適應力：就學校情境而言，適

應力是指教育專業人員感受到外在環境變遷，而積極推動教育改革，以適應社會變革的

能力；2.成就：將學生的認知成就作為評量學校效能的指標；3.工作滿足感：指個人對

其工作的情感反應；4.主要生活興趣：在特定情境中，個人對於某些喜愛活動的偏好態

度。Macbeath 與 Mortimore（2001）認為有效能的學校應具備的有：專業的領導、願景

與目標的分享、充滿學習的環境、學校核心焦點為學習與教學、高度的期待、正向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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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監控的程序、學生權利與責任、有目的式的教學、學習型組織、家庭與學校的合作

夥伴關係等。賴協志（2009）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及內部成員需

求，有效運用教育資源，並積極從事經營與管理，使各方面表現，包括：學生學習效果、

課程與教學品質、教師專業發展、校長領導、行政管理、學校環境規劃、學校氣氛、學

校文化和價值、公共關係、社區家長支持等，均有良好的成效，因而能達成學校教育目

標的程度。而影響學校效能的四個主要變項是：1.背景：包含「教育理念」、「教育政策」、

「社會資源」、「資訊科技」、「組織結構」、「學校文化」、「學校氣氛」、「領導風格」、「學

生特性」、「成員知能」、「經營策略」、「政治系統」等；2.輸入：在人員方面，包含「師

資優良」、「行政支援」、「家長投入」、「社區參與」等，在設施方面，包含「建築堪用」、

「物力充足」、「設備更新」等，在經費方面，包含「預算編列」、「經費撥補」、「家長贊

助」等；3.過程：係指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及社區人士之間的良性互動過程，以

提供學生優質學習環境，進而提高學校的產出與效能；4.產出：在人員方面，包含「提

升學生學習效果」、「展現教師教學專業」、「促進成員信任合作」、「增進親師生的了解」

等，在學校方面，包含「順利推展校務工作」、「展現學校辦學特色」、「營造溫馨和諧氣

氛」、「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等。 

三、學習態度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 

學習態度是與學生個人投入學習有關的直接行為因素，亦是影響學習成就的學生個

人背景因素之一（余民寧，2006）。Zsolnai（2002）指出科學成就應該以多元的觀點來

分析，如：學生對課程的態度、學生本身的學習態度和自我概念等，這些因素都會對學

習成就有直接的影響，且彼此間產生交互作用。House（2006）以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

成就趨勢調查資料庫的國小學生資料進行研究，發現美國或日本有高成就表現的學生和

勤奮學習呈現正向關係。Norris（2011）的研究係以美國的大學生為對象，採用問卷調

查法，結果顯示參與者對於學習外國語言普遍有正向、積極的態度及高度的學習動機 。

Chang（2010）的研究對象係以高雄鳳山國小五年級學生為主，研究方法包括：學生的

問卷調查、訪談學生、教室觀察、教師訪談等，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學生對於國際英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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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學習動機及態度，研究發現：大部分的學生對課程內容是感興趣的，且能享受參

與活動的過程，對於課程能有正向、積極的態度及動機，且能充分參與溝通及討論。研

究結果對於鳳山英語村課程發展是有幫助的，使英語村能提供更完善的課程，讓學生更

有效的學習英語。 

汪瑞芝與廖玲珠（2008）的研究提出愈重視學習態度之培養以及有較積極的學習動

機時，對於學生學習的成效與滿意度愈佳。陳清檳、黃文喜與張文宗（2010）的研究發

現學生學習態度之「學習興趣」、「學習習慣」及「實用性」等三種層面會對學習成效知

覺之「反應」、「轉化」、「行為」及「結果」等四個層產生正面影響，其中以「行為」影

響最大。陳淑蘭（2011）的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生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有正向顯著影

響，其中對學習自我評估的影響最大，亦即學習態度愈積極者，其學習自我評估也愈高。

陳沛瑄（2010）的研究發現苗栗市國小中高年級新住民子女的音樂學習態度與音樂學習

成就有顯著相關。洪基峯（2011）的研究發現國小學國樂團學生之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

之間的相關達顯著水準。湯寶玉（2011）的研究指出臺北市國小學童課間運動實施滿意

度、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間達顯著正相關。范揚彬（2011）的研究發現臺北市國小學童

游泳課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呈正相關，顯示游泳課學習態度愈佳，則游泳課學習成效愈

佳。廖思齊（2011）的研究發現雲林縣國小四到六年級新住民子女的英語學習態度與英

語學習成就間具有正相關存在。彭綉婷與何黎明（2013）的研究發現對自我的態度會顯

著影響學習成就，並且建議想要提升學業成就，可以先從對自我的態度先做改變。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第一年的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第一年主要採用次級資料分析的方法，針對 TASA資料庫進行探析；先整理

資料庫中與學習態度有關的資料，再找出可以代表學習態度的題目，進而探析國民小學

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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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範圍為臺灣地區國民小學；研究對象為國小六年級學生，在國語方面，共計

回收有效問卷 8128份，在英語方面，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7966份，在數學方面，共計回

收有效問卷 7932份，在社會方面，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7967份，在自然方面，共計回收

有效問卷 7949份。  

（二）研究工具與資料處理 

在 2009 年「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共同問卷中，選出的題目為：十九、

您平常時的學習狀況如何？（1）我會常常溫習某些課業問題；（2）我會盡力背誦必須

記住的東西；（3）我會重複作練習；（4）我知道自己還記得某些已經學過的東西；（5） 

我知道目前還不懂的地方有哪些；（6）對於不懂的問題，我會想辦法解決它；（7） 我

會找出必須先學習的重點；（8）我會用新方法來解決舊問題；（9）我會將學到的東西應

用到日常生活上；（10）我會將學到的東西應用到其它學科上；以及二十、您在課堂上

的學習方式如何？（7）上課時，我很努力，因為我想在考試上表現得比其他同學更好；

（9）我在課業上下很大的工夫，因為我想成為班上功課最好的人之一；係為四等分量

表，填答的答案分「很少如此」、「偶爾如此」、「經常如此」、「一直如此」或「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同意」、「完全同意」，依序得分為 1、2、3、4，並以此計算平均數和

標準差；共 12 題，總計 48 分，總分在 33 分以上學習態度為良好，在 17-32 分之間為

中等，16分以下為不良。 

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為：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統計過程運用 SPSS 

13.0 for Windows 軟體進行資料分析。 

（三）實施程序 

本研究於 2012年 1月確立研究主題，於 2月初開始蒐集及整理有關學習態度、學

生學習成效及學校效能的相關文獻，於 4月底針對 TASA 資料庫國小六年級國語、英語、

數學、社會、自然等科目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整理，6 至 10月持續蒐集及整理相關文獻，

於 11月進行相關問題的專家諮詢，於 12月提出期中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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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年的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第二年主要係採用訪談法及焦點團體座談，主要在了解國小六年級學生良好

與不良的學習態度，並且分析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對學生學習成效或學校效能

的影響，進而用以檢視及驗證第一年的研究發現。 

（一）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取在國小辦學績效或教學效能上

有卓越表現，並且對學生學習態度、學習成效或學校效能等領域具備專業知能的國小教

育人員。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為五位國小教育人員（如表 2），包括：二位校長、一位主任、

一位組長及一位教師；焦點團體座談對象共十三位國小教育人員（如表 3），包括：三位

校長、四位主任及六位教師。 

表 2  接受訪談的國小教育人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代碼 受訪者 服務國小 職稱 訪談日期 

A1T3 江○○ 新北市國小 教師 民國 102年 7月 17 日 

A2P 呂○○ 新北市國小 退休校長 民國 102年 10月 18日 

A3S 張○○ 新北市國小 組長 民國 102年 8月 23 日 

A4P 謝○○ 臺北市國小 校長 民國 102年 7月 16 日 

A5M 謝○○ 新北市國小 主任 民國 102年 10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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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參與焦點團體座談的國小教育人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代碼 參與座談者 服務國小 職稱 座談日期 

B1T6 石○○ 桃園縣國小 教師 民國 102年 9月 13日 

B2M 向○○ 臺北市國小 主任 民國 102年 10月 11日 

B3M 朱○○ 新北市國小 主任 民國 102年 10月 11日 

B4W 洪○○ 臺北市國小 退休教師 民國 102年 9月 13日 

B5P 張○○ 新北市國小 校長 民國 102年 9月 13日 

B6W 張○○ 臺中市國小 教師 民國 102年 10月 11日 

B7T1 莊○○ 新北市國小 教師 民國 102年 10月 11日 

B8M 陳○○ 彰化縣國小 主任 民國 102年 9月 13日 

B9P 陳○○ 桃園縣國小 校長 民國 102年 9月 13日 

B10P 廖○○ 苗栗縣國小 校長 民國 102年 9月 13日 

B11W 劉○○ 新北市國小 教師 民國 102年 9月 13日 

B12M 蕭○○ 臺中市國小 主任 民國 102年 9月 13日 

B13W 蘇○ 臺中市國小 教師 民國 102年 9月 13日 

（二）研究工具與資料處理 

    本研究工具包含訪談題綱及焦點團體座談題綱，均依據學生學習態度、學習成效相

關文獻事先編擬而成。訪談及座談題綱的題目主要有：1.在您的學校或班級中，學生有

哪些良好的學習態度？請您舉例說明（以國小六年級學生為例）；2.在您的學校或班級

中，學生有哪些不良的學習態度？請您舉例說明（以國小六年級學生為例）；3.國民小

學學生學習態度對學生學習成效與學校效能有哪些影響？請您舉例說明（以國小六年級

學生為例）。 

在訪談方面，採半結構的訪談方式，每次訪談時間約1-2小時，以蒐集到受訪者對

學生學習態度、學習成效及學校效能的看法。在焦點團體座談方面，共辦理2場，每場

次約2-3小時，在研討過程中，研究者擔任主持人，引導參與人員充分討論與發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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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助理人員記錄和錄音。 

    為了蒐集質性資料，研究過程在取得受訪者及參與座談者同意後錄音，並請老師們

回去後，重點整理個人受訪或座談內容，以 e-mail 方式回傳。此外，在訪談及焦點團體

座談結束後，將錄音檔轉譯成逐字稿，並針對逐字稿內容進行整理及分析。本研究資料

的編碼包括：資料來源型態、資料提供者代號、日期等，如表 4所示。 

表 4   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資料編碼類型 

資料來源型態 資料提供者代號 日期 

訪談（訪） 

 

學校 A1、A2……A5 

校長 P 

主任 M 

組長 S 

導師以年級編號 T1.2.3.4.5.6 

民國  年  月  日 

     102  07  16 

     102  07  17 

     102  08  23 

     102  10  17 

     102  10  18 

焦點團體座談 

（座） 

學校 B1、B2……B13 

校長 P 

主任 M 

科任教師 W 

導師以年級編號 T1.2.3.4.5.6 

 

民國  年  月  日 

102  09  13 

102  10  11 

（三）實施程序 

    本研究分別於民國 102 年 6 月底、8 月中開始以電話徵得受訪對象、座談對象的同

意，聯繫訪談、座談的時間與地點，並在訪談前以 e-mail 或郵寄的方式，將自編的訪談

或焦點團體座談題綱送至研究對象手中，使其有時間預做準備。正式訪談的時間係自民

國 102 年 7 月 16 日至民國 102 年 10 月 18 日止。第一場焦點團體座談於民國 102 年 9

月 13日舉行，第二場焦點團體座談於民國 102年 10 月 11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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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第一年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國語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 

由表 5中可知，就國小六年級學生國語學習成效依變項而言，全部有效的觀察值為

8128 位，總平均數為 248.28，標準差為 45.47，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50，95%的信

賴區間為 247.29到 249.27之間；學習態度不良的有效觀察值為 178位，平均數為 208.07，

標準差為 44.97，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3.37，95%的信賴區間為 201.42到 214.73 之間；

學習態度中等的有效觀察值為 3892位，平均數為 238.75，標準差為 45.10，平均數的估

計標準誤為 0.72，95%的信賴區間為 237.33 到 240.17 之間；學習態度良好的有效觀察

值為 4058位，平均數為 259.19，標準差為 42.72，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67，95%的

信賴區間為 257.88到 260.51 之間。 

表 5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國語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描述統計表 

項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不良 178 208.07 44.97 3.37 201.42 214.73 123.33 332.72 

中等 3892 238.75 45.10 0.72 237.33 240.17 114.77 356.84 

良好 4058 259.19 42.72 0.67 257.88 260.51 112.04 356.84 

總和 8128 248.28 45.47 0.50 247.29 249.27 112.04 356.84 

由表 6中瞭解，就國小六年級學生國語學習成效依變項而言，F值達到顯著水準（F

＝291.42；p＜.001）；應而須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習態度的學生，其學習成效間

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6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國語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124439.30 2 562219.65 291.42 .000 

組內 15675210.33 8125 1929.26   

總和 16799649.63 8127    

由表 7中發現，經由 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良好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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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中等，相差 20.44，亦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不良，相差 51.12，而學習態

度中等的得分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不良，相差 30.67；亦即學習態度良好的國小六年級學

生之國語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中等及不良的學生，學習態度中等的國小六年級學

生之國語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不良的學生。 

表 7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國語學習成效 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I) 表現 (J) 表現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不良 中等 -30.67(*) 3.37 .000 -38.92 -22.43 

良好 -51.12(*) 3.36 .000 -59.35 -42.88 

中等 不良 30.67(*) 3.37 .000 22.43 38.92 

良好 -20.44 (*) 0.99 .000 -22.86 -18.03 

良好 不良 51.12(*) 3.36 .000 42.88 59.35 

中等 20.44(*) 0.99 .000 18.03 22.86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異很顯著 

（二）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英語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 

由表 8中可知，就國小六年級學生英語學習成效依變項而言，全部有效的觀察值為

7966 位，總平均數為 252.19，標準差為 49.11，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55，95%的信

賴區間為 251.11到 253.27之間；學習態度不良的有效觀察值為 183位，平均數為 212.03，

標準差為 49.80，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3.68，95%的信賴區間為 204.77到 219.30 之間；

學習態度中等的有效觀察值為 3923位，平均數為 241.09，標準差為 48.91，平均數的估

計標準誤為 0.78，95%的信賴區間為 239.56 到 242.62 之間；學習態度良好的有效觀察

值為 3860位，平均數為 265.38，標準差為 45.32，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73，95%的

信賴區間為 263.95到 266.81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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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英語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描述統計表 

項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不良 183 212.03 49.80 3.68 204.77 219.30 124.65 331.22 

中等 3923 241.09 48.91 0.78 239.56 242.62 128.33 331.22 

良好 3860 265.38 45.32 0.73 263.95 266.81 125.77 331.22 

總和 7966 252.19 49.11 0.55 251.11 253.27 124.65 331.22 

由表 9中瞭解，就國小六年級學生英語學習成效依變項而言，F值達到顯著水準（F

＝325.02；p＜.001）；應而須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習態度的學生，其學習成效間

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9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英語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449964.76 2 724982.38 325.02 .000 

組內 17761895.15 7963 2230.55   

總和 19211859.91 7965    

由表 10中發現，經由 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良好的得分

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中等，相差 24.29，亦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不良，相差 53.34，而學習態

度中等的得分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不良，相差 29.05；亦即學習態度良好的國小六年級學

生之英語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中等及不良的學生，學習態度中等的國小六年級學

生之英語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不良的學生。 

表 10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英語學習成效 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I) 表現 (J) 表現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不良 中等 -29.05 (*) 3.57 .000 -37.80 -20.31 

良好 -53.34 (*) 3.57 .000 -62.09 -44.60 

中等 不良 29.05 (*) 3.57 .000 20.31 3780 

良好 -24.29 (*) 1.07 .000 -26.91 -21.67 

良好 不良 53.34 (*) 3.57 .000 44.60 62.09 

中等 24.29 (*) 1.07 .000 21.67 26.91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異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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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數學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 

由表 11 中可知，就國小六年級學生數學學習成效依變項而言，全部有效的觀察值

為 7932位，總平均數為 256.00，標準差為 45.76，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51，95%的

信賴區間為 254.99 到 257.01 之間；學習態度不良的有效觀察值為 172 位，平均數為

211.89，標準差為 41.56，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3.17，95%的信賴區間為 205.63 到 218.14

之間；學習態度中等的有效觀察值為 3858位，平均數為 243.91，標準差為 44.98，平均

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72，95%的信賴區間為 242.49 到 245.33 之間；學習態度良好的有

效觀察值為 3902位，平均數為 269.90，標準差為 41.93，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67，

95%的信賴區間為 268.58 到 271.21之間。 

表 11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數學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描述統計表 

項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不良 172 211.89 41.56 3.17 205.63 218.14 143.64 332.34 

中等 3858 243.91 44.98 0.72 242.49 245.33 133.80 346.68 

良好 3902 269.90 41.93 0.67 268.58 271.21 136.30 346.68 

總和 7932 256.00 45.76 0.51 254.99 257.01 133.80 346.68 

由表 12中瞭解，就國小六年級學生數學學習成效依變項而言，F值達到顯著水準

（F＝437.92；p＜.001）；應而須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習態度的學生，其學習成效

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12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數學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651928.75 2 825964.38 437.92 .000 

組內 14955008.40 7929 1886.12   

總和 16606937.15 7931    

由表 13中發現，經由 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良好的得分

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中等，相差 25.98，亦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不良，相差 58.01，而學習態

度中等的得分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不良，相差 32.03；亦即學習態度良好的國小六年級學

生之數學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中等及不良的學生，學習態度中等的國小六年級學



19 

 

生之數學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不良的學生。 

表 13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數學學習成效 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I) 表現 (J) 表現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不良 中等 -32.03(*) 3.38 .000 -40.31 -23.74 

良好 -58.01(*) 3.38 .000 -66.29 -49.73 

中等 不良 32.03(*) 3.38 .000 23.74 40.31 

良好 -25.98(*) 0.99 .000 -28.40 -23.57 

良好 不良 58.01(*) 3.38 .000 49.73 66.29 

中等 25.98(*) 0.99 .000 23.57 28.40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異很顯著 

（四）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社會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 

由表 14 中可知，就國小六年級學生社會學習成效依變項而言，全部有效的觀察值

為 7967位，總平均數為 250.50，標準差為 44.91，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50，95%的

信賴區間為 249.51 到 251.48 之間；學習態度不良的有效觀察值為 173 位，平均數為

207.37，標準差為 44.96，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3.42，95%的信賴區間為 200.62到 214.12

之間；學習態度中等的有效觀察值為 4012位，平均數為 241.94，標準差為 43.99，平均

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69，95%的信賴區間為 240.58 到 243.30 之間；學習態度良好的有

效觀察值為 3782位，平均數為 261.54，標準差為 42.66，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69，

95%的信賴區間為 260.18 到 262.90之間。 

表 14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社會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描述統計表 

項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不良 173 207.37 44.96 3.42 200.62 214.12 117.77 315.05 

中等 4012 241.94 43.99 0.69 240.58 243.30 93.72 374.60 

良好 3782 261.54 42.66 0.69 260.18 262.90 101.04 385.68 

總和 7967 250.50 44.91 0.50 249.51 251.48 93.72 385.68 

由表 15中瞭解，就國小六年級學生社會學習成效依變項而言，F值達到顯著水準

（F＝285.97；p＜.001）；應而須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習態度的學生，其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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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15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社會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076632.09 2 538316.05 285.97 .000 

組內 14991656.36 7964 1882.43   

總和 16068288.45 7966    

由表 16中發現，經由 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良好的得分

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中等，相差 19.60，亦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不良，相差 54.17，而學習態

度中等的得分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不良，相差 34.58；亦即學習態度良好的國小六年級學

生之社會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中等及不良的學生，學習態度中等的國小六年級學

生之社會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不良的學生。 

表 16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社會學習成效 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I) 表現 (J) 表現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不良 中等 -34.58(*) 3.37 .000 -42.82 -26.33 

良好 -54.17(*) 3.37 .000 -62.43 -45.91 

中等 不良 34.58(*) 3.37 .000 26.33 42.82 

良好 -19.60(*) 0.98 .000 -22.01 -17.19 

良好 不良 54.17(*) 3.37 .000 45.91 62.43 

中等 19.60(*) 0.98 .000 17.19 22.01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異很顯著 

（五）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自然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 

由表 17 中可知，就國小六年級學生自然學習成效依變項而言，全部有效的觀察值

為 7949位，總平均數為 253.74，標準差為 44.58，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50，95%的

信賴區間為 252.76 到 254.72 之間；學習態度不良的有效觀察值為 200 位，平均數為

212.39，標準差為 41.69，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2.95，95%的信賴區間為 206.58到 218.20

之間；學習態度中等的有效觀察值為 3904位，平均數為 245.04，標準差為 43.31，平均

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69，95%的信賴區間為 243.68 到 246.40 之間；學習態度良好的有

效觀察值為 3845位，平均數為 264.73，標準差為 42.76，平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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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的信賴區間為 263.37 到 266.08之間。 

表 17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自然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描述統計表 

項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數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界 上界 

不良 200 212.39 41.69 2.95 206.58 218.20 125.43 341.21 

中等 3904 245.04 43.31 0.69 243.68 246.40 102.21 378.05 

良好 3845 264.73 42.76 0.69 263.37 266.08 128.11 393.89 

總和 7949 253.74 44.58 0.50 252.76 254.72 102.21 393.89 

由表 18中瞭解，就國小六年級學生自然學習成效依變項而言，F值達到顯著水準

（F＝297.79；p＜.001）；應而須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習態度的學生，其學習成效

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18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自然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101496.46 2 550748.23 297.79 .000 

組內 14695642.00 7946 1849.44     

總和 15797138.46 7948       

由表 19中發現，經由 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良好的得分

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中等，相差 19.69，亦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不良，相差 52.34，而學習態

度中等的得分顯著高於學習態度不良，相差 32.65；亦即學習態度良好的國小六年級學

生之自然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中等及不良的學生，學習態度中等的國小六年級學

生之自然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不良的學生。 

表 19  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與自然學習成效 Scheffe法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I) 表現 (J) 表現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不良 中等 -32.65(*) 3.12 .000 -40.28 -25.02 

良好 -52.34*) 3.12 .000 -59.97 -44.70 

中等 不良 32.65(*) 3.12 .000 25.02 40.28 

良好 -19.69(*) 0.98 .000 -22.08 -17.29 

良好 不良 52.34(*) 3.12 .000 44.70 59.97 

中等 19.69(*) 0.98 .000 17.29 22.08 

*  在 .05 水準上的平均差異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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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年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國小六年級學生良好學習態度之分析 

   有關國小六年級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方面，受訪與參與座談的教育人員分享許多實

務經驗，例如：我之前在帶一個六年級的一個經驗裡面，我覺得說孩子的任何態度是不

是會影響到他一輩子，那在我的班級裡面，我看到我們的孩子，他們會良性競爭，他們

不會因為說功課的那個競爭，而有那種破壞心理的情形發生。再來他也會主動積極的學

習，會安排他的一個學習進度，然後會主動的去分享，然後有孩子，我覺得他的認真態

度會讓我覺得說，他很正向，那看到孩子這樣逐步的成長，我覺得說帶動整個班級的一

個氛圍，再來就是因為這樣的氛圍，讓孩子在這個團體裡面他有安全感，然後他也會主

動關懷同學，讓這個班級是很和樂的。然後再來就是尊重跟自律，孩子們在這樣一個被

尊重之下，他知道說每個人都有多元的智慧，不會說自己功課好，就以為自己是了不起

的。再來就是注重他們的榮譽感，所以我覺得說，針對於說良好的學習態度就是良性競

爭、主動積極、認真負責、重視情誼還有尊重跟自律、重視榮譽等等，是我發現到孩子

的良好的態度，也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學習。那再來就是老師怎麼去營造出這樣子良好的

態度，那我自己的作法也是利用小組的學習方式，希望說可以營造出一個學習組織型的

一個班級，然後透過班級願景的建立，那告訴孩子我們班上的願景是要怎麼，朝什麼方

向去走，然後大家都要建立這種良好的態度，互相來影響，互相幫助，這是第一個，我

們設立的願景。第二個就是在課程上面有一個系統的教學方式，任何課程的切割，都希

望那個 SOP 流程方式，讓孩子知道說我每天的進度怎麼走，然後每天的功課我怎麼出，

他們可以去按部就班的去學習。再來就是在團體分組裡面有一些分組工作，比如說我們

會設定一個功課，然後他們要上網去找資料，那找了資料之後他們會分工，有人負責找

資料，有人負責做簡報，有人負責上台報告，那成績比較弱的孩子，能力比較不足的，

他們就讓他去按簡報，透過這樣小組的一個凝聚力，然後讓大家能力能夠向上提升。那

經過這樣的訓練，那家長也給我很多回饋說，孩子不管喔，就是他們高年級，上了國中

之後的學習，他們把這一套的學習方法帶上去，對他們的功課跟態度都有一個很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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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然後我們其他的那個科任老師看到我這樣做，他們也來學習，覺得說，真的是對

於那個功課的提升有很棒的幫助（B1T61020913）。在高年級閱讀寫作的部分，良好的

學習態度的話，在教學上喔，就是因為他們喜歡閱讀課外的書籍，這個很重要。然後再

來第二個就是他們對於不懂的地方他會先主動提問……不懂的地方會主動提問，因為他

不問的話，就換老師要問他。那我們也通常採取分組討論跟合作學習的模式。因為是閱

讀課，他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只有參考答案跟，就是比較好的答案跟非常棒的答案這

樣的層次上的區別，所以在我的課程裡頭，通常小朋友是在一個安全公平，因為發言基

本上都是公平的，沒有說老師特別喜歡誰就專門指定他，不會。然後因為活動的課程設

計比較多元，所以學生其實還滿喜歡上的（B8M1020913）。 

    學習態度的部分有沒有，應該是習慣的累積吧，那這一項習慣的累積部分呢，就是

認知的學習態度。那尤其是那個主動的部分，所以當學生他們主動去參與某一件事情的

時候呢，我想他的學習態度就是很優秀的。那另外學習過程當中呢，可能需要我們教師

啊，或者同儕啊，家庭跟家長的部分，甚至學校的相關制度啊，都協助他，這樣他學習

態度會更好……六年級的小朋友喔，我們學校有一個安排，中午時間會到一年級教室教

小朋友，所以老師透過這種類似像大手牽小手一樣，讓小朋友學習的話，一方面是展現

他的學習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被教的小朋友會模仿學習，我以後會想學大哥哥大姐姐這

樣，去教別人，所以這樣的學習態度我覺得是很好的（B10P1020913）。國小六年級小

朋友良好的學習態度，在自動自發方面，大多數學生已養成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的習慣，

尤其是國語課生字難詞，多數學生已培養課前事先上網搜尋資料以及課後延伸閱讀的習

慣。在同儕典範方面，學生影響學生，教師常肯定與嘉許表現優異的學生之行為，以小

老師、小組長模式進行同儕引導及效法，激發學生的主動學習動機，此方式在班上成效

顯著。在讀經學習方面，班上於每節上課鐘聲響後，由讀經小天使喊口令，大家一起在

講台背誦經典，百孝經、琵琶行、唐詩、宋詞、長恨歌等，一方面背誦經典，一方面調

整學生上下課心情，有靜心、收心之效果（B7T11021011）。 

以國小六年級學生為例，良好的學生學習態度有：1.態度專注：上課時專注聆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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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教導、聽從老師所傳達有關課業的要求、進行活動時能專注進行討論、操作或演練、

學習進行前能主動整理桌面，減少易使自己分心的物品。2.主動積極：學習過程若遭遇

難題會主動尋求解決，主動請教同學或是老師、學習態度積極，有心想要學好、自我要

求高、課程進行前，能主動進行預習、課程進行後，能簡單做統整或複習、學習活動中，

能透過筆記、繪圖、畫重點等方式，掌握學習重點。3.人際互動：和同學能和樂相處、

對師長有禮貌、能透過合作學習，主動協助他人或向他人提出需要協助的需求、討論發

表時，能尊重他人發表內容、討論發表時，能注意發言順序，並遵守討論規則、活動進

行中，主動與同儕表達自己的想法、看法，或主動為團體爭取榮譽。4.配合度參與度高：

遵守課程時間的進行，不遲到早退、能配合各項學習活動的進行，準備相關物品、能遵

守團體規範，尊重課程的進行（A4P1020716）。說到六年級小朋友良好的學習態度，像

是在我進入教室時，學生會將自己的課本及教師用的教具都準備好。小組研討時，會盡

量壓低聲音避免影響他人，偶有出現較大音量時，只要有人提醒立刻表示歉意，並且不

會因此中斷討論。不管自己或跟著老師念課文，學生會用手指指著口唸處的文字

（B3M1021011）。六年級小朋友良好的學習態度有：課前預習課後複習。上課專心，

有自律能力。主動發問﹝有不懂的地方就要想辦法去了解﹞，認真積極參與討論。上課

時與老師互動良好。作業書寫認真。確實訂正作業、考卷。所有事都很認真當一回事。

能夠集中精神，注意在某一項的工作或事情上，並且能夠持之以恆、排除困難的完成。

積極準備每一次考試，希望獲得好成績。能不斷地改善自己、提昇自己，，渴望自己能

有所進步，經常挑戰自己，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和理想。熱愛學習、享受學習，進而

養成時時、處處、事事學習的習慣。能運用一些技巧去學習，以達到節省時間或者是加

強學習的效果。能妥善規劃、利用時間進行學習（B2M1021011）。 

國小六年級小朋友良好的學習態度包括：1.有「濃厚的學習興趣」：父母把愛給一

半藏一半：在愛的羽翼下自在探索，讓孩子明白一切所得，都要透過自己的努力，而不

是依賴父母或他人。俗語說「父母做得越多，孩子學得越少」。由許多小事累積成功經

驗，而激發學習興趣。學習活動是植基在「自身需要的基礎上」，因此激發濃厚學習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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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相對其推動力與續航力才能持久穩定。2.有「良好的學習習慣與自信」：從小養成

規律的生活作息。學習初始就養成預習→認真聽課→按時習寫、複習、閱讀文字等好習

慣。在遊戲或學習活動中能積極負責又能切合實際的自我肯定。3.已鍛鍊出堅強的毅力：

從小就鼓勵孩子從生活小事著手，如整理書桌、房間、做家事、做料理、動手做簡易玩

具、行旅自行打包自己背、自己的書包自己背等。藉由鍛鍊體能、耐寒、耐熱、做家事、

飲食有節等訓練鍛鍊體質與毅力。鼓勵孩子體驗生活中的困境：如爬山、跑步、節省－

家裡再有錢，孩子也要窮養、離開父母的保護，體驗生活的艱辛等。4.具有團隊合作的

能力：父母在幼稚園時期，就努力培養孩子的團隊意識與團隊精神。懂得團隊合作的孩

子，人際互動良好，同儕互相幫忙中獲得認同與歸屬，學習歷程充滿歡樂，較能激發學

習興趣（A2P1021018）。這個良好的學習態度有：課前預習課後複習。上課專心，有自

律能力。主動發問，有不懂的地方就要想辦法去了解，認真積極參與討論。上課時與老

師互動良好。作業書寫認真。確實訂正作業、考卷。所有事都很認真當一回事。能夠集

中精神，注意在某一項的工作或事情上，並且能夠持之以恆、排除困難的完成。積極準

備每一次考試，希望獲得好成績。能不斷地改善自己、提升自己，渴望自己能有所進步，

經常挑戰自己，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和理想。熱愛學習、享受學習，進而養成時時、

處處、事事學習的習慣。能運用一些技巧去學習，以達到節省時間或者是加強學習的效

果。能妥善規劃、利用時間進行學習（B2M1021011）。 

    我帶五、六年級學生很多屆，良好學習態度包含了課前準備、課後複習、上課的學

習態度、學習方法、學習動機、學習習慣、良好的閱讀習慣和學習環境等。以課前準備；

課後複習為例，學生在上課前若能事先做好課前準備，對於教師上課時所要教授的內容

能更清楚明白；課後若能做好複習工作，則對整個課程內容了解有更多裨益。以上課的

學習態度為例，學生在上課時表現出積極、認真、專心聽講、對於不懂的地方能夠勇於

發問的學習態度，這樣的學生通常有較高的學習成就，學生的自信心亦會相對提升。以

學習方法為例，當國小高年級的學生面對社會這門科目的時候，常有記不住，背不起來...

等因素，這時學生若能運用有效的學習方法，如：嘗試回憶法（閱讀完書籍後，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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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回憶法瞭解自己的記憶有多少，再翻閱不熟之處）或諧音法（運用音調類似的

「諧音法」幫助記憶），如此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以學習動機為例，它是存在於學生體

內，能驅動他們努力嘗試，有效率地讀書，以獲得優異的成績。讓他們變得更有責任感、

更有自信、更樂觀、也更喜歡上學。以學習習慣為例，良好的學習習慣可以加強學習的

毅力和耐力，增加成功的機會，更能謹慎規劃學習的方式，遇到困難也能盡力克服。以

良好的閱讀習慣為例，閱讀是一切學習的基礎。根據許多專家統計，閱讀比聽講更能吸

收知識，文字不會像聲音一樣消失，透過閱讀，可以增強對文字吸收的靈敏度，只要培

養了閱讀的習慣，就能感受到閱讀的樂趣。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以學習環境為例，

良好的學習環境可以激起學生學習的慾望、提高學習的效率，讓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

達到最好的學習成效，尤其在學習語文方面更為顯著。而且良好的學習環境有助於學生

的群性發展，讓學生能從生活中隨時都能學習（A3S1020823）。我擔任高年級導師帶班

的經驗很多年，好的學習態度像是：老師出題目讓學生分組做繪本或與課程相關的小論

文時，學生會利用假日或休息時間，和組員一起到圖書館或與題目有關的場所去搜尋資

料。會將國語課本生字串連成故事，並表演給全班看，有些組別還會自製教具，充分表

現創意。分組比賽時會互相幫忙，成績強者教成績弱者，整組學會才能得分，激發孩子

團結合作精神（A1T31020717）。 

（二）國小六年級學生不良學習態度之分析 

    有關國小六年級學生不良的學習態度方面，受訪與參與座談的教育人員分享許多實

務經驗，例如：我先來分享一個就是去年，我雖然上的是閱讀寫作課，不過我的閱讀的

東西不會只限於就是書什麼。那我曾經就是用小朋友他們的社會課本，用他們的社會課

本要來做摘要策略，因為社會課本的編排方式，其實他有一段的文字，然後會有圖，圖

下面會有圖說，那你如果要把社會科做重點整理，全部要把它讀完一遍，要把它組織起

來，然後就很明顯，那個小朋友，你跟他說，好，你讀完了第一段之後，請你把重點畫

下來，學習態度不好的小孩是，你說讀，他是坐在那邊他也不吵鬧，可是實際上他就是

發呆。然後我們說把重點畫下來，那有些小朋友就是那一大段是完全都是空白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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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顯。好，接下來就是我們是要教孩子把它做成圖嘛，我在黑板上示範社會科的，

如何做成圖，老師在黑板上一個步驟畫下來之後要小孩子開始畫，學習態度不好的小孩

就是隨便給你畫一畫而已，我示範完第一個部分之後，我就跟他說，好，那就請你們自

己練習做做看。態度不好的小孩子就是坐在那邊等，非常嚴重，就是坐在那邊等，然後

甚至於你走過去之後，你指導他說，那你怎麼都沒有畫重點呢？那這個什麼什麼，畫畫

畫，他會就是非常被動的等著老師告訴他答案，或是等著抄同學的答案，等著看別人的

複製貼上這樣子，這是一個。再來的話，有一些小孩他的態度不好就是，我們課堂上常

會討論，有的小孩他會當老師拋出一個，他覺得這個議題還滿有趣的時候，他會態度是

非常的輕浮，然後會給你扯東扯西（B8M1020913）。六年級的小朋友學習態度不佳的

有：懶散、得過且過、自我設限、過度的驕傲與自尊心、害羞膽怯、思慮與表達多於行

動實踐力，用腦多於動手、好逸惡勞耽於逸樂的享樂主義觀、社會及媒體中似是而非的

價值觀、喪失動力，自我放棄（B6W1021011）。 

    針對一些不良的行為的部分，我大概歸納出三個類型。第一個大概是，一般我們在

形容他就是比較屬於怠惰，比較散漫，其實他在外表，在態度上其實我們看得到，他就

是所謂那種感覺上好像無關緊要，在學習上面好像這個事情好像對我沒有很重要，他就

表現出這樣。他其實可能會參與，但是他不積極，他就是站在旁邊，譬如說你叫他分組

啦，或做什麼事情，他其實會參加，但是他就是那種比較冷眼旁觀的態度，他的學習的

一些效果不是那麼的好喔。那第二個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放棄學習的部分，我舉例說，他

有可能是怕挫折，他怕會輸人傢，所以他乾脆一開始的態度就放棄，那再來就是說，影

響到其他同學的一個學習，趁人家學習的時候，他可能就冷言冷語，因為他自己不想學

習，他就故意去講一些那種刺激人家的話，甚至就是不參與，這是很消極的部分。那再

來另外一個就是逃避不想去面對，他本身他的個性就比較屬於內向的，比較畏縮，他不

會去影響別人，但是他是不想要參與，大概就這三類。（B11W1020913）。六年級的小

朋友在學習時會有哪些不佳的態度：上課不專注，摸東摸西，容易分心。學習時動作拖

拖拉拉，無法跟上進度。討論問題時參與度不高。作業遲交，內容敷衍不確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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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卷訂正不確實。沒有預習複習。有沒有聽懂、學會都覺得無所謂（B2M1021011）。 

    國小六年級學生有哪些不良的學習態度？ 包括：1.從小沒有養成「濃厚的學習興

趣」：父母過度呵護或無法容忍孩子做得不完美，於是代勞太多或沒有給於嘗試機會，

甚至干預不斷，造成孩子挫折，學習興趣缺缺。父母過於權威，經常替孩子做決定，沒

給他選擇權，才藝或活動是植基於「父母的需要」，如此被動式的學習，難於激發學習

動機。孩子的好奇心常被壓抑，孩子又無法和父母平等溝通，於是變成沒主見、沒個性，

更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就等著父母作主與安排。2.尚未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與

自信」：孩子初始學習，父母不容許孩子犯錯，一旦念錯或寫錯，父母就嚴厲的責罵或

處罰，讓孩子很沒有自信。愛子心切，孩子學習全程陪伴且緊迫釘人，看似愛之實是害

之，長期下來就養成孩子被動且依賴的學習態度或個性。父母太忙碌，無暇管教或採放

任，到了高年級還沒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學習表現落後，造成惡性循環。3.尚未鍛鍊

出堅強的毅力：父母（或隔代教養）過分寵溺與呵護，事事代勞，養出溫室花朵。父母

的態度朝三暮四，忘了孩子是看著父母的背影長大的，在典範不足下，難培育孩子「堅

強的毅力」。從小父母未在日常生活中尋找鍛鍊孩子的機會如做家事、爬山、運動等藉

機磨練孩子的毅力或意志。4.沒有團隊合作的能力：父母太有潔癖，從幼兒期就把孩子

抱緊緊，不允許幼兒與同儕玩攀、爬、追、跑等探索遊戲，啟發往後人際互動的先機。

個性孤僻或缺乏溝通技巧等造成人際互動障礙，找不到團體歸屬或合作機制，久了學習

興趣缺缺，學習態度要好就很難了。家庭請了幫傭，在家庭中未有分工合作打掃環境的

經驗，因此沒養成動手做的習慣和能力，家庭頤指氣使的習氣運用在學習歷程與同儕互

動，容易被排擠，造成學習適應困難而影響學習成果（A2P1021018）。那個學習不良態

度到六年級喔，其實都是前面累積過來的，有一個個案，小朋友自己的觀念裡面，他認

為讀書是沒有用的，然後他讀也不會成功，他自己的那個概念上已經是這樣，所以呢，

他大概作業也都不寫，那還有他叫做懶惰，所以在上課當中，他就開始捉弄別人……事

實上家庭的因素佔了滿重要的因素，到最後跟他訪談的時候就發現，他爸爸跟他說，為

什麼要寫作業呢？在小時候就給他灌輸這樣一個觀念，那到最後都跟不上了。那再來一

個就是疏懶，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坐在椅子上就軟趴趴的這樣，那這樣子的一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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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差的小朋友，真的到畢業的時候真的拉不起來，很困難（B9P1020913）。 

    關於小朋友的不良的學習態度啊，就是有的學生會呈現出那種對學習是很消極冷

淡，然後感覺他的精神非常渙散，就是上這樣的課程會沒有什麼，就是不怎麼有起勁的

感覺，然後另外一種學生就是他們會逃避，譬如說老師指派的這個任務，然後，我舉例

來說，我在小朋友的編組上，我往往是採取他們自動去分組，可是有的孩子對於這樣的

狀況，他就是會推托拉，或置之不理，等下次你問他們沒有成組，就會有某幾個學生站

起來。另外，有的小朋友在小組的活動當中他會故意去不配合，或者去破壞，然後班級

的常規，在小組之間遊走，尤其在戲劇排演的時候，他們比較會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玩的

活動，然後會去破壞常規。另外還有像，有的孩子會對老師的態度就比較顯得輕忽，譬

如說故意遲到引起老師的注意，或者可能以打球為藉口，就是說因為他什麼原因而慢進

教室，或者說這個部分本來我就不會，有的時候老師對他的指導他也會用口語去做一個

頂撞，有的孩子乾脆就放棄學習，然後另外還有，有的孩子是會帶著那種負面的情緒來

上課，那譬如說擺臭臉啊，發脾氣啊，很暴躁啊，然後這有時候是，可能因為上一節課

的一個活動所帶過來的這樣的一個情緒，但是他會影響到這一堂課的進行。另外還有，

有些孩子是因為他個人程度真的是落後，所以他在學習上他就覺得反正我就是不會，就

是對學習方面意願非常低落（B13W1020913）。以國小六年級為例，學生不良的學習態

度有：上課易分心、與同學交談、任意發聲，打斷授課。發呆，無法跟上老師的教學進

度及完成作業。自我意識強烈，不願接受不同的意見及想法。少數家庭的文化水準較低，

間接影響同儕的學習。同儕互動欠佳、惡作劇引心儀同學注目（B4W1020913）。 

    前幾屆，我帶過的六年級小朋友，其中有一個孩子，他從五升六之後，剛好交到

不好的朋友，那他們住同社區，然後就是開始跟他玩在一起之後呢，就會常常就會遲到，

開始就是無心向學。就是因為他遲到了，那我就常常要給他morning call，call到他來的

話，我們兩個的關係就不太好，他又要補功課什麼之類的，所以師生的關係在因為他開

始遲到，就是比較有些爭執，那後來在課堂上就發現，因為他就不愛上學，可能晚上玩

很晚，隔天沒精神上課，對於比較難的數學他根本沒興趣，他只喜歡做他有興趣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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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的，那種不需要動大腦，眼睛看了就可以出來的，他有興趣會，那種比較難的，需

要思考跟計算的，他全然就放棄，然後習作也不太願意寫，然後更嚴重的是說，他後來

學會說謊，他就不愛來上學，一定要跟媽媽不斷的做聯絡……他到國中後來都還中輟

了，我覺得很難過（B1T61020913）。這個教六年級，我經驗比較多，但不是帶班，因

為我是科任老師，所以遇到的CASE還滿多的，不好的學習態度，我看到的，孩子要變

壞，他首先可能會注意，很注重自己的外表，喜歡照鏡子，這個時候他可能就會分心，

或者有所打扮，這是可以看到的。外顯的行為裡面可能就是遲到，或者他的外務會比較

多，那麼這樣的一個情形就會影響到他這樣的學習態度。顯現在我們的指導課業上就是

對於作業簿，第一個遲交，第二個，以前寫得比較工整，現在寫得比較凌亂，還是有交，

再來甚至有的是不交作業的。那也遇過一個小朋友他是因為不喜歡老師，不喜歡英文老

師，他這個不喜歡他就故意的不讀書，這樣的心態完全這樣的很不好，所以那個不良的

學習態度就是採用一種不合作的態度，那麼延伸的是對老師，另外有一個對父母的不合

作。也就是說他很喜歡參加我們舞蹈隊，或者我很想參加田徑隊，可是父母親就不讓他

參加這一塊，那他就採取，好，你不讓我參加，我書就不要讀，上課就是隨意，就是這

樣，這也是一個不合作的態度。那在老師會感到很難過就是在指導常規方面，就明明看

到他課業好起來，但是他自我放棄，這種懶散，那自我成就感又沒有，不守常規，所以

常常會這樣。那再來我們也發現到了小朋友他這個不好的學習態度，他會隨著這個老師

管教態度的寬鬆或者說對他的要求的多寡來遊走（B12M1020913）。 

（三）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與學校效能影響情形之分析 

    關於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與學校效能的影響情形方面，受訪與參與

座談的教育人員分享許多實務經驗，例如：因為我學校有推動學習共同體跟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所以校長要擔任教學觀察者的機會很多。那我就我所看到的一些那個，這幾年

來喔，我觀察到的幾個班級，以六年級為例，因為有好幾個都是六年級的老師參與我們

這個計畫。那他們採取的是一種分享探討的那個學習模式，所以以學習共同體的一種四

人小組的那個教室座位的安排。那這種安排在我學校裡面是大部分的老師都採用這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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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一種學習模式，所以學生的那種發表跟那個就是討論很多……那個主動舉手發言這

一個學習態度，就我所觀察的，對他的學習成效是有所幫助的……我們六年級老師在上

國語科 101大樓那一課，採用主題式的學習模式，所以很早就出了很多習題，讓孩子回

去分組去預習跟蒐集一些資料，所以我發現能夠主動去蒐集資料以及有效預習的孩子，

在那一個討論的過程當中，他們那一組是立於不敗之地，就是老師出了一個就是說，為

什麼要叫 101大樓？為什麼不要叫做 100或 99？99 已經快要接近完美，100剛好是完美

嘛，為什麼要比 100 多 1，很有意思的題目喔！所以孩子就去蒐集，從建築師那邊，有

的從建築師那邊去討論為什麼建築師要蓋 101……那我發現，這個孩子的學習態度非常

好，所以帶動那一組的成效在那個課堂上的表現很棒，那一組就獲得老師很好的一個獎

勵（B5P1020913）。國小學生學習態度佳，學習效果自然好，成績優異，學校推廣的種

種教學目標易達成。學習態度差，除影響班级常規外，也易對學校的各處室造成重大考

驗。學習態度直接關係到老師授課品質，班上只要有人學習態度不佳，可能因此而無法

教學，影響其他同學授課權益（A1T31020717）。 

    以國小六年級學生為例，學生的學習態度優異，學習成效自然顯著，學習成效顯著

學校效能當然優異，這是互為影響的關係。學生積極主動，學習成效佳，自然而然有較

大的優越感，亦可產出更大的自信心，在團體中的人際關係也會有相對性提升。學習態

度積極也就是懂得對自我負責，從小養成自我負責的態度，也就會懂得自我規劃、自我

安排，對於時間運用將掌握得宜，一即人云「態度=高度」，足以顯見學習態度之重要

性（B7T11021011）。我想好的學習態度他會營造出班級師生良好的教跟學的那個氛圍。

因為這個班上的小朋友如果學習態度好的話，老師就會非常樂於、認真教學，甚至做更

多更多的教學的活動，那孩子的學習也會很好。同時老師也願意多做一些延伸學習的機

會，那就會產生一個績效。我想要舉一個例子，三月底的時候我在學校辦了一個與作家

有約的活動，因為有限制名額，那基本上是有興趣的老師他先主動來報名參加，讓他班

上的學生就有機會來參加這樣子的活動。那我邀請的是有名作家，他的作品數量非常的

多，這個作家孩子大概也熟悉的，所以他們有機會去跟這一個作家面對面，這是一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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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感。接下來，我借很多這位作家的作品，給有參與這個作家有約活動的班級的小朋友

先讀，小朋友會覺得我可以參加這個活動，我是很有成就感，我很有榮譽感的，所以後

續所有的，他的那個學習態度就變得非常的好，後續所有的學習的或是老師教學的這個

過程，甚至到活動結束，老師後續的要孩子去寫，譬如說給作家的一封信，就是參與這

個活動完之後，馬上當天就寫，那個老師跟我分享的就是，他們班原來那個程度很差的

孩子，也是可以很快就寫完信，對。所以我覺得這是孩子他願意自己主動去參與、學習

態度好的話，這個學習成效就會好、學校效能也會高（B8M1020913）。 

    我覺得學生正向的態度對學習成效跟學校的效能都有正向的相關點。比較正向的孩

子他能夠設立他的學習的目標，我有學生她從小就立定他要北一女、台大，然後到主播，

她就很明確朝她的目標前進，跟我討論說要怎麼達到她的目標，對這樣的孩子的話，他

很有學習的動力。你給她一些引導，她很快的就能照著那個步伐去走，所以能夠設立目

標的孩子就能夠達到成功的一個學習。再來就是有系統的學習，因為他會找到有效的方

法。良好的態度外也要找到好的方法，有系統的方法的孩子呢，他能夠去安排他每天的

學習，他只要說，譬如說今天功課是什麼，可是我們今天放學回家我要上安親班、才藝

班，他就會找時間利用下課把他功課先寫好，才不會造成他回家太累，或是寫不完功課

的情形，相對他有時間管理，會比較好，對自己也比較有自信。再來就是比較積極進取

的孩子，他會想要更多更好，會不斷的push自己去自我超越，什麼東西他都想要試試看，

不會叫不動。那再來就是比較認真學習的孩子，他比較不會有失敗或那個失誤的這樣的

情形，在情緒部分，他也容易比較相對穩定，再來就是最後一個持續學習的一個能量。

有些孩子他容易半途而廢，可是比較良好態度的孩子，他可以持續，然後遇到問題他會

尋找解決的辦法，然後不斷的前進（B1T61020913）。國小學生的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

的影響：學習態度會影響學生的基本能力，更會影響其對待任何人、事的態度與做法及

班級學習氛圍，進而影響其日後的成就。而國小學生的學習態度對學校效能的影響：學

生的學習態度和學習成效會影響教師的士氣，因此應存在正向的關聯（B3M1021011）。 

    不良的學習態度會對學生學習成效產生負面影響，也會讓學校效能降低。沒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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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缺乏學習動機的孩子，對於學習歷程的聽、算、讀、寫與各式活動都興趣缺缺，無

法展現負責的態度。不會時間管理，生活作息大亂，經常遲到早退，各科作業也無法如

期完成。沒有學習方法，因為未養成好的學習習慣且缺乏動機，無法專注於學習歷程，

所以由具體到半具體到抽象的知識無法遷移、轉化、提取與應用，隨著課程的難度就炫

入惡性循環裡，學習成就必然低落。專注力不足，學習成就低落，在課堂裡無法受到肯

定，枯坐感覺無聊，就想些自認「有趣」東西玩或操弄，影響課程進行、教師指責、同

儕鄙視等等；人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呀﹗所以衍伸了打架滋事的脫序行為。在六年

級心智不成熟的年紀自認為找到自己的「天空」。所以教師的輔導管教辦法都要視其個

別差異而因材施教。沒有自信，臺灣父母與師長多數太注重成績表現，一旦成績差孩子

就難獲得肯定，長期未得到父母與師長激勵的孩子會顯得沒自信退縮，反之則逞兇鬥

狠，是一體兩面呀﹗人際關係不好，在前揭幾項的「惡性循環裡」，孩子的亮點難以展

現，父母與師長若能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孩子的優勢，給予鍛鍊的機會，重新建立他的自

信心與激發學習動力，必能改善孩子與人有好相處的關係和能力（A2P1021018）。六年

級小朋友的學習， 以上課的學習態度為例，學生在上課時表現出來的是消極、散漫、

經常分心、老打瞌睡、不懂的地方不尋求解答得學習態度，這樣的學生通常在學習成就

方面顯得較低，學生的自信心也顯不足。以課後不複習為例，學生在上完課後，若不將

教師教授的內容加以複習，則容易產生遺忘，時間越久，忘得更多，導致自信心低、學

習成效不佳。以學習方法為例，學生沒有運用適當的學習方法，如學習社會這門科目的

時候，若只是強記、死背的方式，則容易導致事倍功半。以學習動機為例，學生缺乏學

習動機，學習上則容易顯得懈怠、不積極、甚至讓他們沒有責任感、缺乏信心、甚至不

想上學。以學習習慣為例，沒有良好的學習習慣的學生，缺少毅力和耐力，成功的機會

低，遇到困難也常臨陣退縮。以良好的閱讀習慣為例，不喜歡閱讀的學生也不喜歡碰觸

書本，更不用說讀書這件事，甚至對他們而言，“讀書”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呢！以學習

環境為例，學生沒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包含家庭、學校等，家庭環境吵雜、沒有適當的

讀書場所（如飯桌當書桌、在電腦螢幕前寫作業...），皆會影響學生學習成效。所謂“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可見學校的學習環境影響學生甚深（A3S1020823）。 

    國小學生學習態度的好壞會影響學習成效的高低。學習態度是一種習慣，會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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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習領域的學習。學習態度會影響學校的學習風氣及老師的授課態度

（A5M1021017）。學生的學習態度跟學校的效能有一些關係。那舉例來說，那個很多

學校都是有，因為現在小學是學區制，但是他有一些是重疊的學區，俗稱為自由學區，

他是可以自由選擇他要哪一個學校，所以這一個，尤其這種自由學區或重疊學區的，對

學生的學習態度影響到最直接的就是招生，會有形象的建立跟那個家長的教育選擇。像

有的學生普遍上會認定這個學校的學生是認真學習的，那個學校的招生就會比較順利，

而且不致於減班……雖然是從小處來看，但是他確實影響到學校的一些經營的效能，所

以學生的學習態度，認真或不認真，會影響到學生學習、學校的形象跟學校的招生

（B5P1020913）。像學生的學習態度會影響學習的成效，而且會反應在學校效能上，那

就以我過去的經驗喔，我以前擔任五六年級的導師，那我記憶中，我們那個班級，其實

以他們的程度來說都不是很好，但是除了我們老師在做有效教學以外，其實我覺得很注

重的是導師時間對孩子的激勵，那這部份的激勵其實會改變他們對於包括人生觀還有他

自我的概念，會慢慢的再提升，我覺得這是對孩子的這種學習態度很大的一個改變，然

後除了課業上以外，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在運動會，其實運動會是一個很好凝聚班級那

種精神的一個時刻，那透過老師對孩子的鼓勵，還有技術性的帶領他們怎麼去做，他們

的觀念就是能夠同心的去完成一個任務，那這種感覺就是說，給孩子一個態度是主動積

極，然後你做任何事是專注投入，可能跟老師的一個人生態度，會用激勵的方式去導引

孩子，我覺得，我帶完那一屆，其實孩子的成長到現在我還記憶深刻，就是說，他們其

實對本來是剛帶的時候，他們就覺得說自己是沒有什麼成就，學習也都落後，可是其實

到最後他會覺得說，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應該好好去發揮，你會看到那種願意為

自己努力的那個方向，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成就（B13W1020913）。 

    綜合上述了解，國小六年級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包含課前認真預習、課中用心學習

及課後主動複習；在課前認真預習方面，六年級小朋友對於各學習領域的課程內容，能

在老師上課前做好溫習，事先清楚明白上課重點與內涵；在課中用心學習方面，包含上

課態度專注、專心聆聽老師的教導、學習動機強、認真與同儕進行討論、操作或演練、

對於不懂的地方能主動發問、積極參與課程內容、能掌握學習重點、和同學能和睦相處、

能遵守班級常規與團體規範等；在課後主動複習方面，六年級小朋友在課後能主動且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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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規劃、利用時間做好課後複習工作，對於課程內容能更了解與精熟。國小六年級學生

不良的學習態度包括：未能做好課前準備及課後複習工作、上課易分心、懶散怠慢、作

業經常缺交、對功課敷衍了事、過度驕傲、學習動機差、對課程內容不感興趣、未能養

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自信心不足、不參與討論、不與同儕合作、人際關係不良、缺乏主

動學習動力、破壞班級常規、選擇自我放棄等。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良好，能做好

課前認真預習、課中用心學習及課後主動複習，則學習成效明顯提升，學校效能也相對

地提高，而國小六年級學生不良的學習態度會對學習成效產生負面影響，也會讓學校效

能降低。此結果與汪瑞芝與廖玲珠（2008）、陳淑蘭（2011）、廖思齊（2011）、彭綉婷

與何黎明（2013）的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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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茲提出下列的結論與建議，以供參考。 

一、結論 

（一）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多數趨於中等程度以上 

依據次級資料分析結果瞭解，在國語學習成效方面，國小六年級學生全部有效的觀察

值為 8128位，其中學習態度良好的人數最多，有 4058 位，其次是學習態度中等，有 3892

位，而學習態度不良的人數最少，有 178位；其中，學習態度良好及中等的人數合計 7950

位，約占全部人數的 97.81％；在英語學習成效方面，國小六年級學生全部有效的觀察值為

7966位，其中學習態度中等的人數最多，有 3923位，其次是學習態度良好，有 3860位，

而學習態度不良的人數最少，有 183位；其中，學習態度中等及良好的人數合計 7783 位，

約占全部人數的 97.70％；在數學學習成效方面，國小六年級學生全部有效的觀察值為 7932

位，其中學習態度良好的人數最多，有 3902 位，其次是學習態度中等，有 3858 位，而學

習態度不良的人數最少，有 172位；其中，學習態度良好及中等的人數合計 7760 位，約占

全部人數的 97.83％；在社會學習成效方面，國小六年級學生全部有效的觀察值為 7967位，

其中學習態度中等的人數最多，有 4012 位，其次是學習態度良好，有 3782 位，而學習態

度不良的人數最少，有 173 位；其中，學習態度中等及良好的人數合計 7794 位，約占全部

人數的 97.83％；在自然學習成效方面，國小六年級學生全部有效的觀察值為 7949 位，其

中學習態度中等的人數最多，有 3904 位，其次是學習態度良好，有 3845 位，而學習態度

不良的人數最少，有 200 位；其中，學習態度中等及良好的人數合計 7749位，約占全部人

數的 97.48％；顯示出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態度多數趨於中等程度以上，仍有努力與進步的空

間。 

（二）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包含課前認真預習、課中用心學習及課後主動 

     複習，而不良的學習態度包含未能做好課前準備及課後複習工作、上課易分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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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結果可知，國小六年級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包含課前認真預

習、課中用心學習及課後主動複習；在課前認真預習方面，六年級小朋友對於各學習領域

的課程內容，能在老師上課前做好溫習，事先清楚明白上課重點與內涵；在課中用心學習

方面，包含上課態度專注、專心聆聽老師的教導、學習動機強、認真與同儕進行討論、操

作或演練、對於不懂的地方能主動發問、積極參與課程內容、能掌握學習重點、和同學能

和睦相處、能遵守班級常規與團體規範等；在課後主動複習方面，六年級小朋友在課後能

主動且妥善規劃、利用時間做好課後複習工作，對於課程內容能更了解與精熟。國小六年

級學生不良的學習態度包括：未能做好課前準備及課後複習工作、上課易分心、懶散怠慢、

作業經常缺交、對功課敷衍了事、過度驕傲、學習動機差、對課程內容不感興趣、未能養

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自信心不足、不參與討論、不與同儕合作、人際關係不良、缺乏主動

學習動力、破壞班級常規、選擇自我放棄等。 

（三）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愈好，學習成效愈高，學校效能亦相對地提升 

依據次級資料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學習態度的國小六年級學生，其學習成效間有顯

著差異存在，學習態度良好的國小六年級學生之國語、英語、數學、社會及自然學習成

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中等及不良的學生，學習態度中等的國小六年級學生之國語、英

語、數學、社會及自然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不良的學生，顯示出國民小學學生

學習態度愈好，學習成效愈高，學校效能亦相對地提升。依據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結果

可知，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良好，能做好課前認真預習、課中用心學習及課後主動

複習，則學習成效明顯提升，學校效能也相對地提高，而國小六年級學生不良的學習態

度會對學習成效產生負面影響，也會讓學校效能降低，二者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 

二、建議 

（一）對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的建議 

依據研究結論，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良好及中等的人數最多，部分學生學

習態度不良，實有改進之必要；良好的學習態度包含課前認真預習、課中用心學習及課



39 

 

後主動複習；不良的學習態度包含未能做好課前準備及課後複習工作、上課易分心、懶

散怠慢、學習動機差、對課程內容不感興趣、未能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自信心不足、

不與同儕合作、缺乏主動學習動力等；另外，學習態度良好的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之學

習成效顯著優於學習態度中等及不良的學生，學習態度中等的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顯著

優於學習態度不良的學生；顯示出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學習態度愈好，學習成效愈高，

學校效能亦相對地提升。因此，如何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動

機，是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師生及家長必須共同努力達成的目標之一。首先，教育主管

機關應撥補經費及資源，積極協助學校建立優質的學習環境，並且提高學校專業師資的

編制與人力，努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其次，學校校長及行政人員應瞭解教師的教學需

求，給予支持及支援，共同合作，以提升教學成效；並且依據校內教師的需求及興趣，

規劃有助於增進專業知識與能力的研習課程，以提高其參與進修的意願；接著，國小教

師應設計有趣的課程及有效的教學活動，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充分開展學生學習

的潛力，家長應多鼓勵孩子、引導孩子正確的學習方法，幫助孩子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

最後，應透過有效的評量系統，客觀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了解其學習情形，並且能針對

學習態度不良及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生，給予輔導及進行補救教學，以增進學生學習成

效，進而提升整體學校效能。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採用次級資料分析、訪談、焦點團體座談等方法，未

來可將 TASA資料庫與其他資料庫進行比較及分析，或使用個案研究、觀察、德懷術等

方法，探究學生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的影響；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僅限於國小六年

級學生，對於國小其他年級或其他教育階段的學生並未納入，未來應可以國小一至五年

級、國中、高中（職）、大專校院的學生為對象進行探討；在研究主題上，本研究主題

包含學習態度、學生學習成效等變項，未來可探討學習態度與其他變項（包含教師教學

態度、師生互動、閱讀習慣、學習習性等）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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