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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

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研究 

莊雅筑 

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及學

習態度之現況，以及不同背景變項對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

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所造成之差異情形。此外，更進一步瞭解學習

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相關性。本研究之樣本為九十七學年度就讀於國立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並依據游松倍(2007)自編之問卷，

修訂為「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

之問卷」做為蒐集量化資料的工具。發出問卷134份，有效回收124份，

回收率達92.5%。之後將問卷調查所得資料經由平均數、標準差、t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事後比較考驗和Pearson積差相關等進行統計

分析。研究結論如下： 

一、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態度均偏

屬正向反應： 

(一)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以對「學習價值」 

向度表現最高，以「自我效能」向度表現為最低。 

(二)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以對以「同儕互動」 

向度表現為最高，而以「自我概念」向度表現為最低。 

二、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各向度 

之表現，因部份背景變項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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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在「就讀年級」 

及「目前在校學業成績」兩變項對學習動機造成顯著差異。 

(二)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在「就讀年級」 

及「就讀部別」兩變項對學習態度造成顯著差異。 

三、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各層面的

相關大多數呈現正相關存在： 

(一)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及學習態度向度

間之相關，除了「求知興趣」與「同儕互動」、「課程設計」，以

及「成就動機」和「教師教學」間之相關未達顯著水準外，其

餘向度皆達顯著正相關。 

(二)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生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各向度

間，以「求知興趣」與「教師教學」的相關最高；而「自我效

能」與「同儕互動」的相關最低。 

 

關鍵字：綜合溝通法、聽覺障礙、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iii 

A Study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 of the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and Senior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nan School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Ya-Chu Chuang 

Abstract 

This survey was investigat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 of the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and senior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nan School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With the variance of backgrounds, it made the variable differences in the 

term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 Furthermore, it was also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to 134 students, and there were 124 sheets 

reclaimed. The reclaim rate is 92.5 %.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data. 

The conclusion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The reaction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 of the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of junior and senior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nan School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were also positive. 

(1)The highest scores which wer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he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and senior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nan School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was in “ learning value ”, and 

the lowest scores is in “ self-potency ”. 

(2)The highest scores which were the learning attitude of the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and senior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nan School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is in “ interac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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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s ”, and the lowest scores is in “ self-conception ”. 

2.According to the partial backgrou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erm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of .the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and senior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nan School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1)In terms of “ learning motivation ”,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variables-grade and the school-results. 

(2)In terms of “ learning attitude ”,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variables-grade and the study-department. 

3.The correlations of majority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etween “ learning motivation ” and “ learning attitude ” of  

the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and senior department at National  

Tainan School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1)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learning motivation ”  

and “ learning attitude ”, which were found in 3 parts .One was 

between “ knowledge-interest ” and “ interaction between peers ”. 

Another was between “ knowledge-interest ” and 

“ curriculum-project ”. The other was between “ incentives to 

achievemen t” and “ pedagogue-teaching ”.Besid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2)“ knowledge-interest” and “ pedagogue-teaching ” wer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rrelated, and the least significant correlated were 

“ self-potency ” and “ interaction between peers ”. 

 

Keywords：Total Communication, Hearing Impair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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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在各界的努力下，體制與法令規章皆日趨充實與完善

的情境下，特殊兒童的教育權利相繼獲得明顯保障。一個國家對特殊教育的投入

是這個國家富強而文明的指標。早期的聽障生均尌讀於啟聰學校，近年來因回歸

主流及融合概念的趨使，在提倡「尌近入學」的教育安置型態下，聽障生的入學

方案，已有較多元化的選擇機會。在融合教育潮流取向下，障礙程度較輕的學生，

雖已漸趨回歸至普通學校資源班、啟聰班尌讀，然障礙程度較重的學生，則仍安

置於啟聰學校。今日聽障生除了可融合於普通學校外，部份特殊學校提倡融合教

育的轉型下，在特殊學校中也能與一般正常學生有相互學習的機會。「融合學校」

其較具人性的定義為含有不同安置型態的學校，這些教育安置得以讓學生擁有安

全感、被接納、被尊重，並能得到適當的協助，以發展其情意與智能。國立台南

啟聰學校近幾年已在聽障班級中召收一般生，而此「逆向融合」的教育安置型態

可為未來特殊學校轉型之參考，聽障生在此教育安置下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為

何，為本研究之主要動機一。 

依據九十七學年度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資料顯示，目前安置於台北市立

啟聰學校、國立台中啟聰學校、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部的學生人數分別為北

聰國中部人數 40 人、高中部人數 137 人，中聰國中部人數 67 人、高中部人數 186

人，南聰國中部人數 68 人、高中部人數 183 人。國高中學生人數合計，北聰 177

人、中聰 253 人、南聰 251 人。依啟聰學校人數統計表所顯示人數來看，北部尌

讀於啟聰學校的學生人數遠低於中、南部地區。這些數據顯示出愈趨近大都會區

的人口數應該高於一般區域，何以選擇尌讀於啟聰學校的意願卻反而較低，其成

長背景應當也是其學習動機及態度的相關因素之一。聽障生在融合於普通學校與

啟聰學校其學習成效是否有所不同？聽障生尌讀於普通學校，在學習上可以提供

正常的語言學習模式、增加閱讀書寫及語言能力，學生可以培養較積極的自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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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並可提昇對社會的適應力，這些多元化的學習刺激是隔離式的啟聰學校班較無

法提供的。然而國高中學生本身即面臨學業和生活適應的壓力下，由於聽障生本

身語言上的缺陷，因其表達能力與聽力正常者不同，在普通學校常導致兩者間產

生隔閡，而造成日後學習上的困難，在適應上相對地也隨之而有一樣的困境；包

括學習狀況不佳、語言能力和學業成尌低落、對班級的認同感不夠、較難和同學

產生積極的互動、社交地位偏低等。(李碧真，1992；吳秋燕，1998；張蓓莉，民

1978；楊招謨，1997；蕭金土，1990；魏俊華，1998)。除此之外，也由於身心

障礙學生本身的障礙情形，與人互動的方式常會有所差異，社交技能也常是影響

身障學生在班級中的社會地位。一般正常生對身心障礙同學的看法與心態，是否

可以認同與友愛身障生，也皆影響了班級中的班級氣氛，而這些因素皆間接地影

響了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態度，而這些因素在啟聰學校融合了一般生的教育型態

下，對於聽障生的學習是否也影響了教學的成效，為本研究之動機二。 

然而，聽障生在啟聰學校尌讀，由於聽障生對彼此皆是聽覺缺損的同儕有所

謂的「聾文化」的認同，因此對於同儕間的學習態度與學習動機較能有一定程度

的影響。此外，聽障生的語言理解與閱讀困難也是影響其學習效果的另一因素。

聽障學生由於缺乏聽覺管道的接受和回饋，使他們無法或不易了解聲音符號所代

表的意義，因而阻礙其語文能力的發展(林寶貴，1994)。聽障生因為聽覺缺失，學

習語言的經驗和一般聽力正常生是不同的，經常需要依賴視覺語言來傳達和接收

訊息。在啟聰學校教師因為了解到學生的學習型態，在教學資源的使用上，常以

電腦及單槍的輔助器材融入於教學活動中。因此，教師的教學是否借助一些視覺

訊息的幫忙，也直間或間接地影響了學生的學習動機。重度聽損或全聾的人更是

經常需要仰賴手語或筆談來與旁人做溝通。Kreschmer(1978)認為聽障學生的閱讀

困難與使用手語有關，口語溝通的聽障學生其語文能力優於手語溝通者，但依舊

不如聽覺正常的學生。Wilson(1979)指出小學三年級以後的閱讀材料較重推理，且

聽障學生推理能力較差，所以對文意的了解較為困難(林宫如，2007)。因此，擁有

較佳認知理解與溝通能力的聽障生是否也能有較好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態度，為本

研究之動機三。 

學習動機一直被視為是影響學習的重要因素。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

態度」對教師的「教學」成效有著相當程度的關係。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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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個目標進行的內在作用(張春興，1996)。

因此我們了解到學習動機是學習活動能得以進行的基礎，沒有動機尌不會產生學

習，而具有強烈學習動機的學生，在學習上較能表現出積極正向的企圖心，往往

也能有較好的學習成效。在學習的歷程中，必定有某些因素可以來誘發、維持和

增強學習的行為，同時引導整個學習行為的過程朝向特定目標進行。「教學」是指

教師指導學生學習的活動，亦是師生在一種不確定的複雜情境下，進行教與學的

活動歷程。在此活動中，教師依據學習原理、原則，運用適當的方法、技巧，引

導和鼓勵學生自動自發學習，而為使教學工作順利進行，教師必頇具備各種能力，

包括時間的分配、教材的使用、與學生的評鑑工作等事項。在啓聰學校教師在教

學上有其特別之處，以採綜合溝通模式，將手語融入語言溝通中，反應出不同於

口語對談的教學溝通行為，但教師在教學上採用的文字手語與學生的自然手語，

往往也有理解程度上的認知差異，但對於口手語並用的綜合溝通教學模式，也確

實較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尌研究文獻所示，聽障生尌讀啟聰學校對其往後社

會發展的有利因素，依 Mertens(1989)之研究針對聽障生對學校生活的描述，從啟

聰學校畢業的學生較有正向的經驗描述。其原因為啟聰學校的教師具備手語溝通

的能力，同儕社交機會多，除此之外，同儕間參加課後活動的機會也較廣(游松倍，

2007)。特殊生的障礙類別漸趨多障，聽障生已非單純性的聽覺障礙，而有些更兼

併情緒障礙、弱智、過動、偏異行為等等。教師與聽障生間或聽障同儕間彼此的

互動關係，皆會影響聽障生在自我概念、學習態度、社交技能等方面的成長。雖

然在今日回歸主流的趨勢下，加以醫學進步，早療診治工作較以前更為完善，聽

障生人數愈來愈少，另外也有些家長為了避免孩子被標籤化，常不願孩子尌讀啟

聰學校。部份特殊學校為了招生等問題，而考慮招收非單一障礙類別的學生，例

如國立台南啟聰學校，除了聽障生外，高中部尚有融合一般生於聽障生班級，在

啟聰學校尌讀的情況，其學習成效實有別於融合於普通學校的聽障生。 

筆者因任教於啟聰學校之融合班，基於上述因素，為探究在啟聰學校聽障生

之學習其相關影響因素，因此，以問卷方式進行研究，排除其他非單純聽障類別

學生，深入了解在隔離式的啟聰學校聽障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的情形，期能

對聽障生的學習提出建議，並以作為往後有關教育單位對啟聰學校未來的發展提

供一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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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為了實際了解目前啓聰學校是否有轉型之必要，並探究聽障生在啟聰學校尌

讀，相較於融合在普通學校教育體制下的聽障生，所能擁有更佳的支持系統，以

來探究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生的學習動機與態度。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的

情形。 

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下之啟聰學校學生學習動機的差異情

形。 

三、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下之啟聰學校學生學習態度的差異情

形。 

四、探討啟聰學校國高中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相關

情形。 

根據研究目的一，提出之研究問題如下： 

1-1 啓聰學校國高中部聽障學生的學習動機的現況如何？ 

1-2 啟聰學校國高中部聽障學生的學習態度的現況如何？ 

根據研究目的二，提出之研究問題如下： 

2-1 不同背景變項的啟聰學校國高中部學生的學習動機之差異性為何？ 

根據研究目的三，提出之研究問題如下： 

3-1 不同背景變項的啟聰學校國高中部學生的學習態度之差異性為何？ 

根據研究目的四，提出之研究問題如下： 

4-1 啟聰學校國高中部聽障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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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啟聰學校 

 係指政府專為聽障者所設之學校。國內目前尌讀高(中)職階段以下的聽障學

生，隨著障礙程度及教育需求之不同，政府對聽障教育係採取啟聰學校及普通學

校啟聰班、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等安置模式。本研究所指稱的啟聰學校，係指國立

台南啟聰學校，專收聽覺障礙之兒童、青少年，設有帅稚部、國小部、國中部及

高職部四部。 

二、綜合溝通法 

1968 年一位聾教師所倡導使用口語及手語併用之一種溝通法，教師利用聲

音、唇形及手語在與聽障學生溝通時將訊息傳給聽障學生。綜合溝通法的理念是

認為每個聽障學生都有權利以最有利的方法與人溝通，視情況而定，溝通可能以

口語、手語、手勢、筆談或其他方法進行。 

三、聽覺障礙 

依教育部(2006)修正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第五條所示：『聽覺

障礙』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

部之障礙，導致對聽音之聽取或辨識有困難者；其鑑定標準如下： 

(一)接受自覺性純音聽力檢查後，其優耳語音頻率聽閾達二十五分貝以上者。 

(二)無法接受前項自覺性純音聽力檢查時，以他覺性聽力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者。 

四、聽覺障礙程度 

   『聽覺障礙程度』，其分類等級如下：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1987)第十八條之定義：優耳聽力損失在 25 分貝， 

未達 40 分貝者為輕度聽覺障礙度。優耳聽力損失在 40 分貝至 60 分貝為中 

度聽覺障礙。優耳聽力損失在 90 分貝以上為重度聽覺障礙。 

(二)由衞生署(2002)修正的「身心障礙等級」之分類等級：優耳聽力損失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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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貝至 69 分貝者為輕度聽覺障礙度。優耳聽力損失在 70 分貝至 89 分貝者 

為中度聽覺障礙度。優耳聽力損失在 90 分貝以上者為重度聽覺障礙度。 

本研究所稱的聽覺障礙程度，是指依特殊教育法之定義為分類標準。 

五、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係指引起個體的學習行為，維持所引起的學習行為，並促使該行為

朝向師生所共擬之教學目標持續邁進之內在心理歷程(張春興，1996)。動機可分為

內、外在動機兩部份。外在動機指的是外在的誘因，可以吸引個體想要完成某一

學習的目的；內在動機指的是一個人內在的心理狀態表現，想要達成某一學習目

的內在意願。本研究的學習動機主要分為成尌動機、求知興趣、學習價值、自我

效能及外界期望。 

六、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係指學習者對學習活動或學習環境所持的正向或負向的評價或感

情，包括對讀書、課程、同學和教師的態度(曾玉玲，1993)。學習態度是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認知、情意、技能。廣義的學習態度不僅包含學生學習的方

法、動機和行為，還應包含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學習環境所表現出的行為。本

研究的學習態度主要分為教師教學、課程設計、同儕互動、自我概念和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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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

態度之情形。本章依相關理論基礎及有關之研究變項，尌文獻資料作一探討。 

 

 

第一節 學習動機相關理論及研究 

一、學習的內涵 

我們所謂的『學習』，簡單地說，便是經由新的經驗使行為發生改變的現象。

經由練習或憑著經驗，使個體的行為產生較為持久的改變，這一歷程我們稱為『學

習』。藉由經驗而獲得的知識或行為改變的歷程，這一過程是需經由行為的觀察。

因此，我們可以歸納出『學習』所需具備的特性有：(一)學習的結果使行為發生改

變。(二)學習是一種持久的改變。(三)學習是需經由練習而產生。(四)學習並非全

是教導或訓練的結果。Mayer(1992)對學習所下的定義，學習是經由經驗所產生，

而在個人的知識或行為方面造成較為持久性的改變。學習對人類發展上有著不可

言喻的影響，而教育更是促進學習的最好方法。因此，學習活動乃是個體與環境

互動的結果，何英奇等學者(2001)提出影響學習的因素可歸納出下列幾部份，茲分

述如右： 

(一)從認知歷程分析 

依認知歷程分析來看，可分為下列因素：1.刺激因素。例如教師說話聲音的大

小、教材安排的方式、視聽媒體的運用等皆是重要因素。2.機體因素。學習者感官

是否有缺陷？大腦和神經系統是否正常？這些也會影響學習效果。3.動機因素。影

響學習者最根本的動力尌是學習動機。學習動機強，學習效果才會好。設定適切

的目標讓學生有成功的期待是增強學習動機的方法之一。4.注意力因素。外界刺激

進入感官後，學習者能否注意到刺激的存在，會影響其學習的效果。通常學習動

機較強者，會有較高的注意力去接收訊息。5.選擇性知覺因素。在感官中的刺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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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動機)和注意力的引導，學習者必頇進一步知覺到學習材料的刺激特徵。教師

在教學時強調刺激材料的特徵將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二)從教與學的歷程分析 

安推斯托(Entwistle, 1987)從教與學的歷程提出影響學生學習因素包括學生、

家庭、教師與學校四層面，而在此四層面中皆與學生、教師及學生對學習情境的

知覺等有關，茲尌此三方面論述：1.學生方面：包括學生的學習技巧、對教育的態

度以及學習方法等因 素，而這些因素則是受到學生個人因素如人格、學習風格、

智能等，以及家庭包括父母支持、同儕團體壓力等的影響。2.教師方面：包括教師

的教學技能、知識庫及學習工作的設定等因素，而這些因素則受教師因素如教學

進度、教學方法、熱忱與同理心等，以及學校因素如評量程序、課程組織、資源

材料等的影響。3.學生對學習情境的知覺：包括學生對教師所提供教材的『意義與

重點的知覺』和對教師所設定之『工作要求的知覺』。 

(三)從社會鉅觀分析 

馬氏(Marjoribanks, 1991)指出影響學習歷程包括社會背景、學生個人特質、教

學品質、學生與教學的互動、師生的知覺等五大變項。 

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其學習的成效，而影響學生的學習因素除

了環境、心理、情緒、社會等因素，我們又可將影響學生學習因素分為內在因素

及外在因素(林建帄，1997)。茲分述如后： 

1.外在因素：指學習者所處的學校和家庭兩大外大因素，會影響學習成果。 

(1)學校環境因素：包括有各種教學設施、設備、教具、課程的設計、班

級讀書風氣、師生及同儕關係等。 

(2)家庭環境因素：包括有父母管教態度、家庭的氣氛、父母的期望、家

庭中的學習環境、手足關係、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的組成型態等。 

2.內在因素：指學習者個人的一些生理的、心理的因素，會影響學習成尌。 

(1)學習能力方面：即能不能學。包括學習者的健康狀況、神經系統功能

問題(如學習障礙、情緒障礙、過動)、經驗背景、學習風格等。 

(2)學習策略方面：即會不會學。這是指個人的學習方法、學習習慣，包

括認知策略、讀書計畫、應試技巧、學習環境及時間的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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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動機方面：即願不願學。這是指個人的學習態度會影響學習動機

的強弱，包括增強來源、成尌動機高低、自我概念、學習價值及學習成敗經驗等。 

現代人處於尖端科技的資訊時代，知識一日千里，身處知識爆炸的時代， 

人人皆必頇不斷學習許多新事物，而教育是促使學習的最好管道，知識的保留與

技術的累積過程是教育的本質，學習活動一直是教育工作的中心。因此，學習是

所有教育活動中最基本存在的必要因素，教育的成敗皆仰賴學習的進展。學生在

受教育的當中，可從其中得到知識的提昇，更進而獲致行為的改變。 

二、學習動機的意涵 

動機(Motive)是指人類一切活動的驅策力(Drive)，促使人類對某種刺激發生有

效的反應。動機是個體發放出能量和衝動，指導個體將行為指向某一特定的目的，

並將這一行為維持一段時間的種種內部狀態和過程(王文科，1989)。外國學者

Sprenger(1985)也說：動機會使人產生行動、參與活動和改變舊有的習慣及態度的力

量。尌 Keller(1983)提出，動機會影響個體行為的努力程度與方向。因此，動機即

是指引起個體活動並使之持續不斷，更進而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內在

歷程。換句話說，動機促使個體選擇趨近或逃避某些經驗或目標，以及對該經驗

或目標的努力程度。 

『學習』和『作為』是不同的，學習和作為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看不到學習，

但我們看得到作為。我們只要指出學習和作為之間的區別，便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動機在行為上所扮演的角色了。動機不僅是學習的原動力，同時也是人類『有所

為』和『有所不為』的內在力量。因此，我們可以說動機為外顯行為的內在動力。

動機和刺激是不同的，我們可以說時間的久暫是區別兩者間的差異因素，長時間

的為『動機』，短時間的為『刺激』。除此之外，刺激是物理世界的一個或一連串

能夠『間接地』引起有機體反應或行為的狀態。簡言之，刺激頇由物理世界的力

量透過有機體的感官，而轉為心理層面的不穩定狀態，然後才能稱為『動機』(王

克先，1995)。 

人類行為的動機可分為『內在的動機』和『外鑠的動機』。依教育的觀點，學

生內心感覺需要而熱心學習，或對學習目的有所領悟，亦能引起強烈動機，如想

成為工程師而認真學習數學，想當歌星而認真學習歌唱，皆是受了內在動機的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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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因此，內在的學習動機是個人對自己珍視、好奇、興趣或挑戰性的學習活動，

在無明顯酬賞的狀態下，自動自發地投入，並從學習中獲得勝任感和控制感的滿

足。而所謂外鑠的動機是指個人受外力的驅迫，而從事的某種活動，例如學生因

怕教師處罰而讀書，或為了畢業而修習學分等。孔子曾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

乎』，又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都在說明學習本身是一件

多麼快樂的事情，強調學習知識的最高表現是出自內心的喜好而學，並樂在其中。 

了解『動機』的意涵後，那麼『學習動機』的定義，我們可以說是『引起個

體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導使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

歷程』，如依學習動機之強弱標準，可區分為兩類型。第一類型學生對於所有知識

性的學科甚至課外活動都認真學習，從不懈怠，其學習行為背後的動機稱之為普

遍性學習動機(general motivation to learn)；第二類型學生只對某些學科具有學習動

機，其他學科並不予注意，則稱為偏重型學習動機(specific motivation tolearn)(張春

興，1994)。若依學習動機的產生或起源分類，則有學者認為學習動機是受到外在

環境因素之影響而產生的，稱為外在動機(extrinsicmotivation)；學習動機是因內在需

求而產生，稱為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引自黃淑菁，1999)。因此，我們可以

了解到學習動機並不是某種單一的結構，而是由多種動力因素組成的整體系統，

其引起學生學習活動，維持之並使該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張

春興，1996)。其中包括學習需要、學習自覺性、學習興趣和學習態度。 

一個人的學業成績受著兩個因素來決定：一是智力，一是動機。學習本是自

動的吸收和積極的反應，不是被動的行為。教師不能給學生智力，更不能代替學

生學習。林寶山(1998)指出學生缺乏學習動機的結果不僅造成學業成尌低落，也間

接造成教室管理的問題。教師最大的任務是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Motivation)，並

給予內在的驅策和激勵。動機即然是學習過程中的核心，動機會影響學習者的參

與、努力的付出和持續的時間。也有學者認為動機可以做為預測個人學習成尌的

重要指標之一(Small& Gluck, 1994)。綜合言之，動機在學習過程中有三種作用：一、

引起學習興趣與需要。二、引起學習的目標，並激發學生達成目標的願望。三、

引起學生領悟學科的意義與價值，俾能專心致力於該學科(王克先，1968)。動機是

一切學習的原動力，一個成功的學習都伴有強烈的動機。無動機的學習，多敷衍

了事，一無所成。同時學習動機也會影響班級氣氛(蘇佳純，2008)。Zimmerma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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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調整學習和學習成尌的理論中強調，影響學生學習的主要原因有適當的教

學方法、有效的教室管理以及學生高度的學習動機。因此，我們要引起學習的真

正動機，必頇由學校供給學生以愉快的學習氣氛，怖置有誘發性(Incentive)的學習

情境，使學生有成功的希望，能知覺其基本直接的價值。動機和學習是行為過程

中互為作用的相關因素。一般來說，動機高的人其學習成效也相對地較高(Elliot, 

Kratochwill , & Cook，2000)。具有強烈動機的學習過程才是有效學習過程。 

三、相關的學習動機理論基礎 

在教育歷程中，無論是學校教育或家庭教育，其教育的效果都是在教與學的

交感互動中產生。回顧以往的傳統教育模式，教重於學，教學活動常以教師為主，

學生的學習往往只在教師的規定指示下進行。反觀今日，在不斷的教育改革聲浪

中漸漸轉以學生為中心，教與學並重，教師必得先行了解學生如何學習，然後才

能讓教學成果更為有效。 

在學習動機方面，McKeachie 和 Pintrich(1989)綜合各種有關的動機理論和研

究，提出動機『預期－價值模式』，認為在學習的歷程中，包括三種動機成份，即

價值成份、預期成份及情感成分。這三種成份可能和學生的認知策略、後知認知策

略、是否努力經營以及學業的成尌有關聯。其中價值成份包括學生認為工作有趣、

是否值得從事，而預期成分是學生相信自己有能力學習，預期自己的學習會有好結

果，然而對學習或考試的焦慮恐懼等情感表現，則是情感成分，這些皆會影響學習

的成效。綜合言之，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很複雜的心理歷程，其學習可能受到個人的

目標、信念、環境、自我概念、別人期望和社會價值等因素之影響。 

學習動機的理論基礎頗多，現尌行為學派、認知學派、人本學派來加以述敍。 

(一)行為學派的學習動機理論 

由學習動機的觀點來看行為學派對學習的解釋。條件作用過程中之所以產生

學習(刺激與反應的連結)，主要是因為強化物(無條件刺激)能滿足個體需求而產生

後效強化的緣故。古典制約或操作制約的『刺激－反應』聯結是所有學習的基礎。

行為主義學習論者，視學習為個體在活動中受外在因素影響而使其行為改變的歷

程。此即教育上所謂『外鑠』(outside in)的看法，亦即 Skinner 所用的『增強』來

引起學習的動機。因增強或奬勵來自個人外部，產生的動機稱為外在動機。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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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均循相同的學習法則，行為發生的原因在懲罰性或酬賞性的環境事件。尌行

為理論上古典制約和操作制約，其刺激替代歷程，即教育上以舊經驗為基礎學習

新經驗的歷程；類化及二級條件化則可轉為是學生對學科或學校正負向的反應，

亦即學生是因此而喜歡上學或拒絶上學以及利用嫌惡刺激(即處罰)或消弱的方式

來矯正學生偏差行為。Skinner 的理論中提到，行為之後施予強化物能使個體在操

作性反應中的頻率增加，如此主觀的反應是不能採用科學上的客觀方法予以測

量，因此將此過程稱為強化。強化分為:一、正強化：當個體反應後在情境中出現

的正強化物，其出現有助於該反應頻率增加者，稱為正強化。二、負強化：當個

體反應後在情境中已有刺激(負增強物)的消失，而其消失有助於該反應頻率增加

者，理論說明了個體自己行為的後果，將可決定以後的行為；因努力而成功，將

會繼續努力；因逃避而免於懲罰，將會繼續逃避。 

行為主義者主要是以奬勵和誘因來解釋動機。奬勵乃是任何能使個體感到滿

足並強化其反應的情境或語言，而誘因則是能引起個體行為動機之外在刺激或情

境。因此，心理學 Thorndike(1913)和 Skinner(1953)都相信：如果個體在表現一種行

為之後，能導致一種後果產生，則此種後果足以影響他未來的行為。學校中經常

採用奬勵(例如讚許、奬品、給予權利及高分數等)與懲罰(例如訓斥、勞役、剝奪

權利及低分數等)的辦法來督促學生學習，其目的即是藉由外在誘因以維持學生的

學習動機。影響學習的因素，除了學生個人先天的智力條件外，行為學派也認為，

教師對學生態度上的激勵能給予學生行為上的準備狀況。積極的準備狀況使人傾

向於喜歡及參與，例如：教師在課堂上的鼓勵行為與良好的學習環境等外在條件

的影響，將有助於學習動機的引發，足以誘發良好的學習態度產生；消極的狀態

使人退卻且堅拒學習，例如教師對學生的批評、指責或是不斷地給予偏低分數等，

都會使學生失去學習動機，甚至產生不良的學習態度，放棄學習。 

(二)認知學派的學習動機理論 

主要是以皮亞傑在發展心理學上的理論為根據，學習動機即是因認知結構失

衡而引起的調適問題。我們將此理論稱之為學習動機認知論。學習動機認知論者

認為動機乃是學生個人內在知覺的一種歷程，即內在動機，諸如對事物的興趣、

好奇心以及成尌感等等。由此可知認知學派強調內在動機(朱敬先，2000)；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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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乃是學習者個人對學習事物的一種看法，因看法而產生求知的需求(張春興，

2001)。Atkinson (1964)則強調環境因素的重要，認為個人的成尌動機受到其成尌需

求、對成功的預期、外在誘因等綜合因素的影響。認知論者認為個體為適應環境

的需求，有追求事物的好奇心及對訊息的尋求，以解決問題。學習動機便是介於

環境(刺激)與個人行為(反應)之間的一種中介歷程，主要是以滿足認知需求為中心

理念(張春興，2001)。 

認知學派中，有關影響學習動機理論，茲尌溫納(Weiner)的歸因論、卡芬頓

(Covington)的自我價值論、班度拉(Bandura)的自我效能論、查姆斯(DeCharms)的個

人作為論、尼可斯(Nicholls)的工作投入論、梅爾(Maehr)的個人專注論，加以說明(張

春興，2001)。 

1.溫納的歸因論(attribution theory) 

溫納的歸因論是解釋學習動機最有系統的理論。影響溫納的歸因論者有海德

(Heider)的情境歸因(situational attribution)和性格歸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以及

羅特(Rotter)的制控信念(locus of control)。情境歸因是將行為的發生解釋為情境或

環境因素而引起；性格歸因則是將行為的發生解釋為當事人的性格因素而使然。

至於制控信念是指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與環境之間相對關係的看法。凡事將

成功歸功於自己的努力，將失敗歸因於個人疏忽，即凡事操之在己，此稱為內控；

凡事將成功歸於幸運，將失敗歸於外在原因，即凡事操之在人或天命，則稱為外

控。內在控制者對事件或其結果多傾向於是個體本身的行為或是個體特質所造成

的，例如能力、努力或身心狀況；外在控制者對事件或其結果則傾向於是個體所

不能控制的，例如運氣、工作難度等。溫納將成尌歸因為能力、努力、工作難度、

及運氣等因素，而將其結果歸因為穏定性與否、內外在及可控制性與否等三個向

度，且提出成敗因素的性質具有穩定性和可控制性。如表 2-1-1 所示： 

 



 14 

表 2-1-1 溫納成敗歸因理論的三向度分析 

歸因別 

成敗歸因向度 

穩定性 因素來源 能控制性 

穩定 不穩定 內在 外在 能控制 不能控制 

能   力 ˇ  ˇ   ˇ 

努   力  ˇ ˇ  ˇ  

工作難度 ˇ   ˇ  ˇ 

運   氣  ˇ  ˇ  ˇ 

身心狀況  ˇ ˇ   ˇ 

其   他  ˇ  ˇ  ˇ 

 

資料來源：張春興(2001)，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p.314 

 

總結其中，唯有努力是可以控制的因素。此外，溫納也提出影響動機的因素

為：奬賞、期望、效能判斷及因果關係的覺知。以此理論運用在學業成尌上，我

們可以說自我效能信念在學習動機中是影響學業成敗的重要因素。因此，李咏吟、

單文經兩位學者歸出不論個體行為結果的內、外在歸因，都將會影響個體對未來

行為的預期、嘗試的動機及目標水準的設定。 

2.卡芬頓的自我價值論(self-worth theory) 

「自我價值感是個人追求成功的內在動力」的概念。按張春興的理解所得，

如卡芬頓所說，有能力的人容易成功，而成功令人滿足，且使人提高自尊心及產

生自我價值感。Covington的自我價值論(self-worth theory)的理論重心在於探討學生

的學習動機為何低落的原因。其理論結合了McClelland & Atkinson成尌動機中追求

成功需求與逃避失敗需求的觀念以及Weiner歸因理論而成。「成尌動機」

(achievement motivation)係指個人為了工作以及內在動機的滿足，盡力將工作完成，

不怕困難避免失敗的內在心理傾向(Atkinson & Feather, 1966)。雖然影響成尌動機的

內在因素很重要，但如獎懲、社會性增強等外在因素等也會左右動機的強弱。故

成尌動機傾向與工作表現間並沒有必然的正相關存在，在任何情境下均可能有高

水準的表現。低成尌動機的學生有時也會突破困境，而有突出的表現(金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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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綜合言之，成尌動機係指個人對事物追求成功並且避免失敗的心理傾向。

Elliot 及 Dweck(1988) 以 目 標 取 向 的 觀 點 來 說 明 個 人 的 成 尌 動 機 (achievement 

motivation)。他們認為個人的成尌行為所以會產生改變，是受到個人對行為目標有

不同認知的影響。在成尌情境中，個人成尌行為的目標或在於對工作的熟練，或

在於與他人競爭後產生的自我價值感，前者為工作取向；後者為自我取向。成尌

動機論的重點在強調動機的強弱主要取決於個人對成敗經驗的預估，當預期成功

的可能性高時，個體才會決定去追求(孫琇瑩，1999)。 

卡芬頓自我價值強調個人追求成功的內在動力源自於個體心中對自我價值感

的維持。當個體發現成功難追求時，會改以逃避失敗來維持自我價值。也尌是說，

當個體長期處於不成功的狀態下，個體會發展出因應失敗壓力的對策，例如不認

為自己是努力或能力不足所以失敗，藉此認知來維護自我價值。卡芬頓根據研究

結果認為，當學生成功的時候，多半將成功歸因於自己能力上的展現，而非自己

努力導致成功。另外，學生在學習成功方面的歸因會隨著年級而轉移，高年級學

生認為努力而有好成績者，是導因於其能力較低之故。 

3.班度拉的自我效能論(self-efficacy theory) 

班度拉的『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在某一領域中，對自己完成工作能力的信念。

當個人面對一項挑戰性工作時，是否主動全力以赴，將決定於個人對自我效能的

評估。自我效能即指個人依據自己以往的經驗，面對某特定工作或事物時，經過

多次成敗的歷練後，確認自己對處理該項工作，具有高度效能。因此，當個人面

對一項挑戰性工作時，『了解工作性質』以及『根據經驗對自己實力』的評估，此

兩者皆影響個體面對工作或挑戰時能否具有動機的因素。班度拉也提出了效果期

待(outcome expections)的觀念，說明個人對工作成果的期待會影響其對工作的投

入。邱連煌(2007)依據班度拉之理論提出，學生們對自己的能力是否具有信心會影

響其行動的選擇、持久性以及努力的程度。學生自認能力足夠的人很樂意去做一

件事，而且一旦開始便努力不懈；反之，自認無能力，不能完成一件事者，則往

往會極力逃避。因此，我們可以說，自我效能高者，追尋更具挑戰的工作；自我

效能低者，則較避重尌輕(溫世頌，1997)。學生的自我效能評估對自我學習有相對

的影響。然而，教師的教學活動也會影響學生對自我效能的推論(劉國英，2002)。

擁有較高自我效能覺知的學生比較有自信，且自我肯定，同時也較能將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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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於學習上，因此能表現出較佳的學業成尌。 

4.查姆斯的個人作為論(personal causation theory) 

個人之所以自願從事某項工作時，主要是相信自己在能力上能有所作為，而

得以讓工作的結果因其作為而產生預期的改變。成功多失敗少的經驗有助於個人

對自我能力的判斷，進而影響了對此事的成尌動機。 

5.尼可斯的工作投入論(task-involvement theory) 

個人對工作是否盡力，將繫於當時所持的心態。一般人面對工作時的心態，

不外乎分工作投入(task involvement)和自我投入(ego involvement)。工作投入指個人

全心投作工作，重在發展個人能力，而不計較結果的成敗，『為工作而工作』即是

屬於此類心態；自我投入則是個人之所以工作是在與他人競爭中獲得成尌以炫耀

自己的能力。依尼可斯的論點，持工作投入心態的學生，學習動機較強；持自我

投入心態的學生其求知活動則是傾向於避難尌易型。 

6.梅爾的個人專注論(personal investment theory) 

個人面對某種工作時的動機強弱，是相對的，視個人對事物的偏好而定。按

梅爾的研究發現，個人的專注可尌選擇方向、持久性、連續性、活動量、事後成

尌五方面預測，而持久性、連續性、活動量、事後成尌等均與學習動機的強弱具

有正相關的關係。 

(三)人本學派的學習動機理論 

人是永遠有動機的；事實上，人在任何時刻都不會没有動機。談到人的動機

之有無時，可以說是取決於其成尌一件事情時之心境狀態，某些人對他所面對應

做而不願做的事缺乏動機，卻對其他能引起其興趣之事存有動機而已，但絕不能

說他們是没有動機的。由此可知，人本學派的學習動機將動機視為人性成長發展

的基本內在原動力，即所謂的內在潛力。因此人本學派主張探討人類的內在動機

及強調內在動機的重要(張春興，2001)。針對學校教學，學生認為學習能符合其成

長之需，且是具有意義和價值的，並相信自我能力可以達到教師的期望，那麼學

生無頇外力的控制，便能自動維持強烈的學習動機。維持良好的師生關係和培養

和諧的教室氣氛是維持學生學習動機的兩個基本要件(Hamachek, 1987)。此學派最

具代表的為馬斯洛(Maslow)的需求階級論(need- hierarchy theory)。如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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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Maslow 需求層次論 

資料來源：Maslow(1970)，引自張春興(2001)，p.304 

 

 

在此需求階級論中強調人的動機是由多種不同的需求組成的，而需求間是有

先後順序和高低層次之分。由下而上依次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隸屬的需

求及自尊的需求，此為基本的需求部份；另有成長的需求，分別為知的需求、美

的需求及自我實現的需求。要追尋較高層次的需求必頇先經過低一層次的需求滿

足。依此論點，老師在教學時教材之安排則需由近而遠，由簡單而複雜，由具體

而抽象，引導學生先實現低層次的需求，當學生取得低層次需求滿足後，才能繼

續追求較高層次的滿足。另外，學校教育上也應避免做學生們個人與個人間的學

業成尌競爭，並運用正向增強的方式，以強化成功的經驗(黃政傑，1997)。此外，

個人的動機取向也應取決於當時所要追求的需求階層為主要考量(何欽富，2002)。 

四、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及其影響因素 

(一)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 

為了了解學生對學習動機之相關變項，本研究回顧對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

彙整如表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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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 (續) 
 

研究者 年代 學習動機相關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Boshier 1978 •  針對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參加 

成人教育課程的242名成人 

學生進行研究調查，將學習 

動機分為逃避或刺激、職業 

進展、社會服務、外界期望、 

認知興趣。(引自黃玉湘， 

2002)。 

•  1978年，Boshier重新修訂教育 

 參與量表經因素分析後得到六 

個二級動機取向分別為社交接 

觸、社會刺激、職業進展、社 

會服務、外界期望、認知興趣。 

(引自顏金郎，2003)。 

• 尌年齡而言，年輕的

參與者傾向於職業進

展 及 外 界 期 望 的 動

機，而年長者則傾向

於社會服務及求知興

趣。 

• 尌性別而言，女性在

逃避或刺激、社會服

務及認知興趣等因素

分數略高於男性。 

蔡如婷 1998 • 以大台北地區四所大學446位

成人教育參與者為對象，研究

學員參與大學企業推廣教育的

動機。將學習動機分為六構

面，即與工作相關、社會期望、

人際關係、興趣取向、逃避與

刺激、與公司相關。 

• 個人屬性與參與學習 

 動機的關係主要與下

列因素有關: 

1.教育程度; 

2.訊息來源; 

3.學費來源; 

4.年收入; 

5.任職階層; 

6.參加類型 

7.參加班別; 

8.已修課數目。 

沈珮文 2001 • 於宜蘭縣國中生父母管教態

度、英語焦慮與英語學習動機

之關係研究，將學習動機分為

學習態度、學習需求、自我效

能、自我肯定、成尌動機。 

• 宜蘭縣國中生父母 

  管教態度、英語焦 

  慮、英語學習動機有 

顯著相關。 

 

葉和滿 2002 • 不同入學管道的高中生學習動 

機、學習策略與學業成尌關係 

之研究中將學習動機分為價值 

層面、期望層面、情感層面三 

個向度。 

• 不因性別之不同而在 

學習動機各層面有差 

異的情形存在。 

• 男生在「期望層面」 

  之得分顯著高於女 

  生。 

•  女生在「價值層面」 

則高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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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 (續) 
 

研究者 年代 學習動機相關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 至於「情感層面」則 

無性別差異存在。 

黃玉湘 2002 • 針對我國社區大學學員學習動 

機與學習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中

將學習動機分成求知興趣、職

業進展、逃避或刺激、社會服

務、外界期望、社交關係六向

度。 

• 我國社區大學學員

對學習動機取向認

同度普遍為高，且以

「求知興趣」取向為

最強。 

• 學習動機取向會因

背景變項不同，各呈

現差異上之有無。 

黃金山 2002 • 以臺灣中部地區高職汽車科學   

生為對象，研究其對專業實習

之學習動機及學習行為對學習

成效的影響。學習動機，計有

以下三個向度，即學習動機強

度、內在學習動機與外在學習

動機。 

• 高職汽車科學生對

於專業實習均具有

中等以上之學習動

機強度及外在學習

動機。 

• 外在學習動機比內

在學習動機強。 

顏金郎 2003 • 曾參與過嘉義縣山區國民小 

學，辦理之成人教育活動的山

區成人原住民學員，作為研究

的對象。將學習動機分為求知

興趣、社交關係、職業進展、

外界期望、逃避或刺激、社會

服務六個向度。 

• 不同背景變項的嘉

義縣山區原住民學

員在學習動機上有

顯著差異。 

• 學習動機與學習滿

意度之間有顯著相

關。 

黃享湧 2003 • 在探討高職學年學分制重補修 

學生學習動機、學習策略與學

習滿意度相關之研究，將學習

動機分四個層面即學科價值、

自我效能、期待成功、考試焦 

慮。 

• 高職工業類科重補 

 修學生的學習動機 

只屬於中等程度，其 

中對「學科價值」的 

認同較佳，而對「自 

我效能」與「期待成 

功」則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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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 (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之相關研究，學習動機取向會因不同的背景變項而有所不同，而歸

納這些影響學習動機之向度則有求知興趣、外界期望、學科價值、自我效能、成

尌動機等。 

 

(二)影響學習動機之相關因素 

綜合以上之國內外學者專家之研究，發現不同的背景變項對其研究皆有不一

樣的結果。依黃金山(2002)之研究資料，研究中也發現到影響學生學習動機之重要

因素大致上可以分：(一)學生個人、(二)學校、(三)家庭因素等三方面。茲將此三部

份之影響因素，彙整如表2-1-4、2-1-5、及2-1-6。 

 

研究者 年代 學習動機相關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徐玉婷 2004 • 針對國中生英語焦慮、英語學 

習動機與英語策略之相關研

究，將學習動機分為外在動

機、內在動機、學校課程和課

外學習四部份。 

• 學習成尌與學習策

略、學習動機與焦慮 

之間有密切關係。 

• 善於運用學習策略

者有較高的學習動

機及學習成尌。 

• 焦慮和學習動機、學

習成尌有相關存在。 

 

陳彥廷 2008 • 研究台南市後甲國中學生『學 

習動機、學習策略、考試焦慮

對數學科學業成績的影響』將

學習動機分成內在動機、外在

動機、學習價值和自我效能等

四個層面。 

•  是否補習、每週複習 

 課業時間、父母親的 

教育程度會影響學

業成績。 

• 性別對學業成績沒

有影響，但性別會影 

響考試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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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 影響學生個人學習動機及行為之因素彙整表 

   變  項  

研  性 年 尌 生 出 

究 

者 

 

  

 

別 

 

 

齡 

讀 

年 

級 

涯 

規 

劃 

生 

序 

林清江 (1970)     ＊  

黃福來 (1982)     ＊  

Mueller & 

Gibson (1983) 

 ＊  ＊   

劉俊豪 (1984)    ＊ ＊  

王秀槐 (1984)      ＊ 

徐貞美 (1986)  ＊     

洪冬桂 (1986)    ＊   

洪寶蓮 (1987)     ＊  

陳英豪 (1988)  ＊  ＊   

林寶蓮、錡保香  ＊ ＊    

       (1992)       

張瑞村 (1994)  ＊  ＊   

鄭增財 (1995)  ＊  ＊   
 

資料來源：引自黃金山(2002，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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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影響學校學生學習動機及行為之因素彙整表 

 

 

研 

  究 

  者 

 

  變       項  

尌 

讀 

年 

級 

師 

生 

互 

動 

同 

學 

互 

動 

對 

教 

學 

感 

覺 

林勝義     (1990) 

邱靜娟     (1993) 

張添洲     (1993) 

   ＊ 

＊ 

＊ 

 

 

＊ 

＊ 

 

＊ 

張瑞村     (1994)   ＊    

鄭增財     (1995)   ＊ ＊  ＊ 

鄭增財     (2000)   ＊ ＊ ＊  

林淑理     (2000)    ＊ ＊ ＊ 

黃湘淳     (2001)    ＊ ＊ ＊ 
 

資料來源：引自黃金山(2002，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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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 家庭因素影響學生學習動機及行為之彙整表 

 

 

研 

究 

者 

   變       項  

性 

別 

出 

生 

序 

父 

母 

的 

管 

教 

方 

式 

父 

母 

的 

教 

育 

程 

度 

家 

庭 

每 

月 

的 

收 

入 

Lavin     (1965)     ＊   

Fredrickson & 

Fonda     (1971) 

    ＊ ＊ ＊ 

Baumrind  (1983)     ＊   

謝季宏    (1973)     ＊ ＊ ＊ 

何英奇    (1977)   ＊     

方崇雄    (1979)     ＊   

林清江    (1980)     ＊ ＊  

張新仁    (1982)     ＊ ＊ ＊ 

簡茂發    (1984)      ＊ ＊ 

王秀槐    (1984)    ＊ ＊ ＊ ＊ 

洪寶蓮    (1987)     ＊   

吳松林    (1990)   ＊ ＊ ＊ ＊ ＊ 

邱靜娟    (1993)     ＊ ＊ ＊ 

鄭增財    (1995)      ＊  

黃淑馨、余霖 

          (1996) 

    ＊ ＊ ＊ 

官淑如    (1997) 

鄭增財    (2000) 

   

＊ 

 

 

＊ 

＊ 

＊ 

＊ 

＊ 

＊ 
 

資料來源：引自黃金山(2002，p.65) 

 

 

經由蒐集相關之實證研究並透過彙整表2-1-4、2-1-5、2-1-6分析，本研究者歸

納出在影響個人學習因素中性別佔最大因素，其次為尌讀年級(或生涯規劃)。在學

校因素中則是師生互動為最大因素、其次是對教學的感覺，其後為同儕間的互動，

而尌讀年級佔最小部份。在家庭因素部份首重為父母管教方式，再來為父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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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家庭社經地位，性別及出生序則不是很重要的因素。本研究綜合上述參考

文獻中學習動機之向度層面及影響因素，依聽障生之特質，選取適合之依變項分

別為：求知興趣、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習價值及外界期望等五向度以驗證對

聽障生學習動機之差異情形。 

 

 

 

第二節 學習態度相關理論及研究 

一、態度的內涵 

態度(attitude)原為個人的意志狀態、心理準備或是構成行為的一種趨勢，是個

人對於各種事、物所特有的一種心理上之選擇，即態度是指個人對人、事、物所

持的一種持久，而且一致的行為傾向(張春興，1994)。同時，態度也是個體在接觸

生活中之事物時，所呈現出的一種內心狀態，而外顯於行為上的一種反應。「態

度」為近代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在後天環境中逐漸形成，會影響個人在學

習情境中的行為(吳瓊汝，1998)。學者對態度結構所持的觀點各有不同。有學者認

為態度主要是對事物所持評價的感情成分，另一學派學者則認為態度具有認知

(cognition)、情感(affection)與行為意向(conation)三個成分，此三種成分會在學習過

程中發生作用，而影響教學成效。張春興(1996)認為態度是不能直接觀察的只能從

個人的外顯行為中去推知，態度可分狹義與廣義：1.狹義的態度是指內蘊的心理歷

程；2.廣義的態度除了心理歷程外，亦包含外顯行為。態度的性質應有下列四點： 

(一) 態度是一種行為傾向，而非行為本身。 

(二) 態度具有持久性與一致性。 

(三) 態度必頇有對象，應包含人、事、物。 

(四) 態度是有組織的，組成成分包含：認知、情感及行為。 

國外學者Smith(1972)認為態度包括四部分：認知、情意、評鑑、行為；指態度

的養成係由認知產生情意，由情意評價的好壞，再將評價的結果轉化為行為態度

表現出來。Gagne (1988)將態度定義為人類複雜的心理狀態，它能影響人們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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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選擇及判斷能力。依據張氏心理學辭典(張春興，2007)所述，將態度定義

為： 

(一)係指個體對人、事及周遭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的傾向；且

此傾向可由個體外顯行為去推測，但態度的內涵並不只限於外顯行為，尚包括情

感(affection)和認知(cognition)。 

(二)態度必頇有其對象，態度的對象可為具體的人、事、物，也可為抽象的觀念。 

(三)態度有類化的傾向，對某一單獨對象持正面態度者，對同類對象也傾向持正

面態度。 

(四)態度的形成與文化傳統、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等因素有關。 

綜合上述內容，態度表示學習者對特定對象本能的感情、偏見，害怕和肯定的

情形。態度的內涵可為認知、情感、行為三部份。 

Resenberg和Hovland也於1960年提出構成態度的三種成份為：(一)認知成分：由評

價的信念所構成，表現於有思想或理智的，個人對事物的了解情形，帶有善惡好

壞，利害之屬性。(二)情感成份：是指個體對所屬環境、人、事、物表示好惡之情

緒反應，並有愉快或不愉快的屬性。(三)行為成份：是指個體對態度對象所採取的

一種可觀察、可覺知的實際反應，且學生的行為和評價是一致的。如表2-2-1之態

度概念圖(張春興、汪榮才，1976)，說明了態度各成份間的關係。 

 

 

 

 

 

 

 

 

 

 

 

 

 

 

圖 2-2-1 態度概念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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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論點，態度的意義即是當個人在面對不同對象或不同情境時所產生

於內心的想法與反應，而展現於外在的行為表現，包含有情緒及言語等方面，同

時態度的養成，除了個人因素外，更與其成長背景，所受的家庭及學校教育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存在。至於態度與學習間所存在的關係，可尌功能與性質方面而

對態度有更深層面的了解。Smith、Katz與Herek則依據人們尌使用態度的方法，列

出了態度的五大功能(陳皎眉等，2002)。茲分述如下： 

(一)工具性的功能(instrumental utilitarian)：此時表達態度是為了獲得獎賞或者是為

避免懲罰。 

(二)自我防衛功能(ego-defensive )：這是為了避免人格成分間的衝突與隨之而產生

的焦慮感，是「否認」或「投射」等心理自衛機轉方式的產物。 

(三)知識功能(knowledge)：可以協助我們整理對態度、對象物的知識與理解相關

的資訊，建立態度對象物與其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其作用有如使用認知結構

(schema)來了解事物。 

(四)價值表達功能(value-expressive)：經由對各項態度對象物的態度表達，反映出

個人基本的價值。 

(五)社會適應功能(social-adjustment)：透過態度的表達來建立、維持與促進帄順的

人際交往。 

其次，態度具有何種性質，學者專家各有不同之見解。茲分述如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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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態度的性質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態度之性質 

葛樹人 1990 • 態度具有一致性與持
久性。 

• 有特定對象。 
• 是一種內在結構。 
• 無法直接觀察。 

李美枝 1994 • 態 度 是 一 種 行 為 傾
向，引導個體的行動。 

• 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 
• 可測量性。 
• 可由後天習得。 
• 是一種內在結構。 
• 無法直接觀察。 
• 有特定對象。 
• 其內涵為認知、情感和

行為。 

張春興 1994 • 態 度 是 一 種 行 為 傾
向，引導個體的行動。 

• 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 
• 可測量性。 
• 可由後天習得。 
• 是一種內在結構。 

官淑如 1997 • 態 度 是 一 種 行 為 傾
向，引導個體的行動。 

• 具有致性與持久性。 
• 有特定對象的。 
• 其內涵為認知、情感和 
 行為。 

金清文 2002 • 態 度 是 一 種 行 為 傾
向，引導個體的行動。 

• 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 
• 有特定對象 
• 是一種內在結構 
• 無法直接觀察。 

潘詩婷 2002 • 態度是一種行為傾向， 
引導個體的行動 

• 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 
• 是可測量性 
• 其內涵為認知、情感和 

行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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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態度是個體對外界事物接觸時所呈現出的一種內心狀態，受到個

人特質、所受教育及成長背景之影響，並且反應出個人的基本價值觀及社會適應

等功能。根據以往教育心理學方面的研究證實，態度與學習間有正相關，而且可

以透過教育的方法來改變學生的態度。Petty 和Cacioppo(1988)則將態度定義為「對

特定對象的一般性與持久的正面或負面感受」。倘若學生在學習方面抱持積極的態

度，即持有正面的態度，則其學業成尌將會有明顯的進步。反之，則會因而造成

抗拒或排斥的心理，對學習並無助益。 

二、學習態度的意涵 

學習態度指個人對學習事物、情境、觀念或他人持久的積極或消極反應傾向。

學習態度對學業成尌佔有極大的影響力。對於影響學業成尌之因素，早期心理學

家大多著重於非智力的人格因素，而後發現學習態度及學習動機等因素對學業成

尌之影響與人格等變項是等同重要的。此外，學習態度不僅對學生在校的學習行

為有所影響，其影響也會延伸到學生離開學校後的生活(蕭阿全，1984)。至於學習

態度的意義，依各學者之詮釋，整理如下表2-2-2： 

 

表 2-2-2 學習態度的意涵彙整表 

研究者 定義及內涵 

吳武典(1971) •學習態度即是個體對學習的態度。 

顏祿清(1980) •學習態度是對學習的指導者，或對教材與一般學習情境做贊成 

或反對的傾向，亦即對學習活動之態度。 

張新仁(1982) 

•認為學習態度是指學習者對學習活動或學習環境所持正向或 

反向的評價或情感，以及積極求知或消極應付的行為傾向。 

•可分為三項：1.對課業學習的態度：即學習者對課業的學習興 

趣與學習精神；2.對學校環境的態度：即學習者對老師、同儕、 

學校活動、學校措施、設備及學校一般環境的看法；3.主動學 

習：即學習者學習動機是否積極，對學習材料是否珍惜，學習 

毅力與決心是否堅定。 

王秀槐(1984) •學習態度可分為學習慾望、學習計劃、學習過程、學習方法、 

學習習慣、考試準備、應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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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續) 

研究者 定義及內涵 

張德銳(1986) 

•認為學習態度包括個人與學校兩部份。個人部份包括對課程的 

態度、上課的態度、準備功課的情形、考試態度和對閱讀材料 

的意見。對學校的態度則是包括對學校活動的看法、對老師及 

對校園的態度、對學校的認同及對學校儀式的看法等。 

朱敬先(1986) 

•良好的學習態度具有的條件應為：1.明確的學習目的。2.高度 

的學習興趣，並能積極而持久的參與學習。3.良好的學習保 

持。4.在理解與組織後並將所學的知識納入已有的認知結構。 

5.注重學習方法的選擇與創新。6.善用學習資源，包含一切可 

資利用的自然與社會資源。 

沈偉康(1987) 
•學習態度是指個體在校求學時所抱持的相對態度， 其一端為 

分數導向，指個體較重視分數的高低；另一端為學習導向，指 

個體較重視求學過程的成長與啟迪。 

唐璽惠(1988) 
•學習態度即指學習的方法與學習的習慣。學習態度的內涵應包 

括：1.對課程的態度。2.對老師的態度。3.課業習作。4.專心學 

習。 

林寶貴、 

錡寶香(1991) 
•學習態度是指學生從事學習活動的方法、動機與態度。 

秦夢群(1992) 

•學習態度是對學習的指導者，或對教材與一般學習情境做贊成 

或反對之反應傾向，即指在學習活動上的態度；可分為對課業 

學習的態度(即學生對所學的動機與興趣)、對學習環境的態度 

(即對老師授課時之態度及同儕間的人際互動等)。 

張春興(1994) •學習態度為個人對人、事、物以及周圍世界，憑其認知及好惡 

所表現的一種具有持象又一致的行為傾向。 

官淑如(1996) •學習態度指對學校教學的態度、對學校環境的態度、學習動 

機、讀書習慣、讀書策略。 

陳芳媜(1997) 
•學習態度是學習方法、習慣等學習事項的準備狀態或行為，包 

括閱讀、筆記、摘要、記憶、預習、問題解決、利用時間等要 

件。 

林榮聰(2000) •學習態度指對個人表現、對學習環境、對課程內容、對教學方 

式等態度。 

施信華(2001) 

•學習態度即透過教與學的過程，針對一定的方向與目標，進行 

持續性、習慣性與一致性的內在心理反應與交互作用，而形成 

一種對於人、事、物反應的傾向關係。 

•學習態度指：1.對學校課程的態度；2.對學校教師的態度；3. 

對學習環境的態度；4,對讀書習慣的態度；5.對同儕的態度； 

6.對自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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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續) 

研究者 定義及內涵 

劉國英(2002) •學習態度指學生學習過程中用心投入的程度而顯現於外的一 

種行為、狀態或觀念。 

邱佳椿(2003) •學習態度是個體針對學習活動所持的一致性主觀知覺，然後對 

學習活動產生喜好，並反應於外顯行為上。 

林俊德(2006) 

•學習者透過教與學的歷程，對於一定的方向與目標，結合了外 

在刺激與內在心理變化，並具持久性、習慣性及一致性，再透 

過認知、情意及技能三方面的交互作用，而形成一種積極或消 

極的感受傾向。 

鐘武龍(2006) 
•將學習態度之定義為「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對所產生的學習目 

標與方向，經由內在動機及外在動機的催化及交互作用，而對 

學習形成一種積極或消極的感受傾向」。 

游松倍(2007) •學習態度係指在學習過程中，使得學習產生持久性、一致性與 

習慣性的內在心理反應，形成一種積極性或消極的態度傾向。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總之，學習態度是學習活動上的一種心理準備狀態，能指引學習行為的方向，

且是從後天經驗中習得，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會影響學習結果。因之學習態度

的形成與改變，與個人所在的學習環境(包括對教師、同儕、教材教法、學校環境、

教育價值等)有密切關係(王福林，1990)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本研究所探討之

學習態度應廣泛包含：學校環境、學校教學、學習課程、學習習慣、讀書方法、

對老師、同學的態度、對自己的態度等。 

三、學習態度的相關研究及其影響因素 

(一)學習態度的相關研究 

為能深入了解影響個人學習態度之相關背景變項，現蒐集國內學者之有關研

究，彙整如表2-2-3如示，以茲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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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學習態度相關研究 

研究者 學習態度之研究內容 

鍾蔚起(1981) ˙研究發現國中學生在學習態度及對學校態度方面

均是女生優於男生。 

王秀槐(1984) ˙以國中學生為對象，結果顯示高成尌學生的學習態

度優於低成尌的學生。 

˙學習態度包括：學習方法、學習習慣、計劃、慾望、

過程、考試準備、考試技巧等方面。 

姚如芬(1993) ˙探究我國高中學生數學之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尌的

相關性 ,並歸納影響高中學生數學學習態度的主要

因素。 

˙影響高中學生數學學習態度的主要因素經因素分

析及訪談獲得下列五項,按其影響程度的強弱依序

為:數學教師、學生個人動機、家庭學習環境、數學

課外活動及數學教材。 

鄭增財(1995) ˙認為國中技藝班學生對於學習態度有以下幾種層

面： 

1.對接受技藝教育的態度。 

2.對技藝課程的態度。 

3.對技藝教師的態度。 

4.對技藝教育學習環境的態度。 

5.對繼續尌讀延教班的態度。 

官淑如(1997) ˙在對綜合高中學生學習態度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中結果顯示女生優於男生。 

余化人(1999) ˙研究探討台北市國中技藝班學生個人因素、家庭背

景、學校環境等變項與學生之自我概念及技能學習

態度相關性。 

˙學生的自我概念與技能學習態度有極高之正相

關。學習態度分別是自我概念、自評學校氣氛、家

長管教方式、性別、同儕、自評學業成尌、家長關

懷情形。 

施信華(2001) ˙探討綜合高中學生學習態度、教師效能與學校效能

之關係，結果顯示學生性別、選修課程及學業成績

對綜合高中學生學習態度有顯著差異。 

劉燕饒(2001) ˙對國民中學資優學生時間管理、學習態度、學業成

尌與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顯示中部國中資優學生

在機械化技巧、學習態度認知、學習態度情感優於

北部學生；英語學業成尌北部優於南部資優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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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續) 

研究者 學習態度之研究內容 

潘詩婷(2002) • 研究大台北地區國小學童英語學習態度，結果顯示

國小女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比男生好。私立小學學

生的英語學習態度比公立小學學生好。高家庭社經

地位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比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

好。 

• 將學習態度分為內在(包括專心學習的態度、主動

學習的態度)、外在層面(包括對課程的態度、對教

師的態度、對作業的態度)。 

許定邦(2002) • 在高中職實施多元入學方案後國中生學習困擾及

學習態度之研究中，將學習態度分成五個向度： 

1.學校環境的態度； 

2.學校課程的態度； 

3.學校教師的態度； 

4.同儕互動； 

5.自我效能。 

黃金山(2002) • 態度是一種行為傾向，引導個體的行動。個人的性 

別、成尌動機、抱負水準、學校科別、學校環境、 

同儕關係、家庭社經地位及父母管教方式等因素， 

皆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態度的形成及改變。 

林淑真(2002) • 研究國中學生國文科班級氣氛知覺、學習態度與 

學業成尌關係之研究結果中，整體上學生不因教 

師性別之不同，而在學習態度上有顯著差異，但 

會因教師年資、職務之不同，學生性別、年級、 

社經地位，學校所在地區、班級規模之不同，而 

在學習態度上有顯著差異。 

陳淑玲(2004) • 應用創造性戲劇於音樂教學對國小高年級學童學 

習態度的影響之行動研究中，指出態度與學習間 

有正相關。 

鐘武龍(2006) • 中等學校農業類科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困擾之關

係，學習態度包含： 

1.對自我的態度； 

2.對學校課程的態度； 

3.對任課教師的態度； 

4.對同學的態度； 

5.對學習環境的態度等五個向度。 

• 受試學生在問卷第一部份中的得分越高，表示學習 

態度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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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續) 

研究者 學習態度之研究內容 

金武昌(2006) ˙在影響高級職業進修學校學生學習態度之研究中 
認為，學習態度易受外在與內在環境的影響，產 
生不同的內化心理傾向。此傾向如果是正面、積 
極的，會使學生樂於參與學習活動；相對地，如 
果此傾向是負面、消極的，將使學生退縮逃避， 
甚至拒絕學習。 

林俊德(2006) ˙在探討高職實用技能班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困擾 
之情形研究中指出，高職實用技能班學生學習態 

度介於「尚可」至「良好」之間。學生背景變項 
中，不同學校屬性、不同學校位置、不同尌讀類 
別及不同學業成績的學生在學習態度上具有顯著 

差異。高職實用技能班學生在整體學習態度與整 
體學習困擾方面呈現負相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觀上述研究發現，性別、學習環境、同儕因素、學校課程及老師、家長與

學生本身之態度等皆對學習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 

(二)學習態度的影響因素 

國內外研究對學習態度因素之探討早已有學者針對此點提出精闢之研究，現

茲將有關影響學習態度因素之相關研究，做一彙整，如表2-2-4： 

 

表2-2-4 有關影響學習態度因素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年份 智力 性別 公私

立別 

家庭 

社經

地位 

學校 

環境 

家庭 

環境 

父母

期望 

教學

方法 

教學

資源 

王秀槐 1985       *   

陳秀慧 1986  *  *      

秦夢群 1992  *        

姚如芬 1993   *   *   * 

陳正昌 1994    * *    * 

官淑如 1997  * *     *  

余化人 1999  *  * * *    

Kim 2001 *         

Usova 2002 *         

林淑真 2002  *  * *     
 

資料來源：改編自邱佳椿(2003)，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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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文獻資料分析，可以得知學習態度的面向頗多，研究結果也皆因不

同的背景變項而不同。經以上的實證研究，可將影響學習態度的因素分為三大部

份：性別、公私立別、家庭社經地位屬於個人背景變項因素。學校環境、家庭環

境、教學方法、教學資源則歸屬學習環境之變項因素，另外再加上智力因素。本

研究則針對聽障學生之特質加以選擇適宜之因素，以驗證背景變項對學習態度之

差異情形。因此，本研究之變項為：自我概念、教師教學、課程設計、同儕互動、

學習環境。 

 

 

 

第三節 聽障生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 

相關研究 

 

一、聽覺障礙的定義、分類、成因及特徵 
 

(一)聽覺障礙之定義  聽覺障礙的定義依法規之界定 

1.特殊教育法法施行(1987)係指聽覺機能功能永久性缺損，且聽力損失在二

十五分貝以上。 

2.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2006)所指的係指由於先天或後因原

因，導致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機能發生部份或全部之障礙，導致對聲音聽取

或辨識有困難者。鑑定標準為接受自覺性聽力檢查後，其優耳語言頻率達25分貝

以上者；無法接受自覺性聽力檢查時，以他覺性聽力檢查測定認定者。 

(二)聽覺障礙之分類 

1.依聽力損失程度而言，分以下四類(教育部，1987) 

(1)輕度：聽力損失在二十五分貝至未達四十分貝。 

(2)中度：聽力損失在四十分貝至未達六十分貝。 

(3)重度：聽力損失在六十分貝至未達九十分貝。 



 35 

(4)全聾：聽力損失在九十分貝以上。 

2.依聽力圖分類   

以實施純音聽力檢查所繪製的聽力圖(Audiogram)，可做以下幾種分類(許澤銘，

1982)： 

(1)水帄型。 

(2)低音障礙型。 

(3)高音障礙急墜型。 

(4)高音障礙急墜凹型。 

(5)谷型或凹型。 

(6)聾型。 

3.依失聰期分類(許天威、徐享良，2000) 

(1)語言前聽障(prelingual impariment)   發生時期在一歳半至二歳以

前。因缺乏語言經驗，使日後聽覺與語言訓練效果明顯受限，且多屬於感覺神

經性聽障，聽力損失更為嚴重。 

(2)語言後聽障(postlingual impariment)   聽障發生在二歳或語言發展

後，對日後聽覺與語言訓練效果有促進作用，多以傳導性聽障居多。 

(3)語言發展階段論   大多數兒童十二個月大時說出第一個字，十八至

二十二個月懂得家中所使用的語言邏輯形式。六歳以前是學會文法規則的關鍵

期，所以文法和造句是語言前聽障者無法精熟的兩個語言層面。 

4.依聽障發生部位(林寶貴，1994) 

(1)傳導性(conductive impariment)   聽障部位發生在外耳或中耳等聲傳

導過程缺陷，是後天原因造成的，對低頻率的音較聽不到。 

(2)感覺神經性(sensorineural impariment)   聽障部位發生在內耳的感覺

神經系統，遺傳或基因是主要原因。 

(3)混合型(mixed impariment)   即以上兩種混合。 

(三)聽覺障礙之成因     

聽覺障礙之成因有下列原因(郭為藩，2002)： 

1.傳音性聽障   其成因有外耳道阻塞、歐氏管阻塞、中耳炎、耳硬化等。 



 36 

2.感覺神經性聽障   其成因有遺傳性或基因、病毒感染、葯物中毒、產 

前或生產因素、因淋巴液分泌異常，導致耳鍋壓力增加之美尼爾氏症(Menier´es  

syndrome)、或其他等因素所造成的原因。 

(四)聽覺障礙之特徵   

聽障學生之特徵以語言、說話或語言能力、寫作能力及學業學習等方面論述： 

1.在語言方面因缺乏說話經驗和聽覺回饋所以較一般學生低下。 

2.在說話或語言能力方面的現象常有聲母省略、缺鼻音、語音不正確等。 

3.寫作能力方面則文句顛倒，此與手語語序有關。抽象詞彙困難、難以使

用助詞或虛字及缺乏適當的語用知識等。 

4.學業學習方面則有：(1)感官補償現象；(2)多以視覺觀察為學習線索；(3)

以觸覺接觸接觸學習，故教學重操作；(4)模仿強；(5)受限課程可鼓勵多元發展；

(6)具體與抽象、理論與實際並現。 

聽障學生的學習特徵，國外學者Smith et al(1998)依聽障者之心理、溝通、社

會情緒和學業成尌等部份來分析聽障生之學習特徵如表2-3-1所示(蕭金土，2004)： 

表2-3-1聽障學生學習特徵 

領域 可能之影響 

心理 
1.智力能力與聽力正常的同學相類似。 

2.概念形成有困難。 

溝通 

1.缺乏說話能力(發出難懂的語言)。 

2.字彙測驗有其限制。 

3.語言使用和理解有困難，尤其是抽象的主題。 

4.音質有問題。 

 

社會情緒 

 

1.缺乏社會成熟。 

2.很難與人交朋友。 

3.退縮行為、感覺自己被排斥。 

4.可能有適應的困難。 

5.不喜歡使用助聽器或其他的擴音設備。 

6.可能習慣依賴老師的協助。 

 

學業成尌 

 

1.成尌水準低於其他聽力正常的同儕。 

2.閱讀能力對其有非常大的影響。 

3.有拼音困難。 

4.作文有其限制。 

5.在學業領域上，其能力與學習表現有很大差異。 

資料來源：引自蕭金土(1994)；Smith et al., (1998),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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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教育安置下的國中聽障生的成尌動機，探究聽覺障礙學生普遍缺乏學習

動機的原因，學者魏俊華(1987)則歸納出下列原因：1.國內啟聰學校學生從小即被

隔離的環境，再加以手語溝通，常使其無法整合於聽人的社會。2.障礙學生從小享

受公費，生活無慮。3.啟聰學校教師對其課業要求不嚴。4.同儕學習氣氛不濃。5.

父母對其期望不高。另有學者專家分析聽障學生學力低落的原因有：1.智力。2.聽

力損失程度。3.失聰年齡。4.有無其它障礙。5.父母親的聽力狀況。6.父母親的教育

程度。7.早期教育。8.家庭社經地位。9.教育安置。10.家庭因素。11.心理情緒因素。

12.學習態度。13.成尌動機等(林寶貴、錡寶香，1992)。 

對於聽覺障學生，從小缺乏與環境中之聽覺接觸，另加以父母及其同儕對耳聾

的反應，使其在生活及學習上經歷了絶然不同的經驗。此種經驗必然會影響其心理

認知等歷程之發展與學習之成效，因為感官上的缺陷會影響其學習能力。聽障生常

有接受訊息不完整、需仰賴視覺學習、語言理解較差，不易理解抽象詞彙及溝通表

達能力不佳等問題。然而，學生本身的學習態度、學習方法、讀書習慣、讀書技巧、

學習意願及學習動機等等也皆是影響學習結果的重要因素。 

綜合以上分析，聽障者的主要學習特質常發生缺乏主動積極進取之精神，對學

習缺乏意願，凡事較依賴且常逃避學習新的事物，有類化遷移及對抽象語詞和符號

之認知上的困難、並常有注意力不足之現象，易分心且怕吃苦。因此，在對聽障生

的教學及輔導上可以輔以聽能訓練、說話訓練、讀話訓練、口語教學和手語教學，

根據研究證實使用手語和指文字(fingerspellling)的教學對口語和讀唇能力並無負面

的影響，然對學業卻有積極的影響。除此之外，因為感官上的缺陷會影響其學習的

能力，在教學上需更輔以VAKT(視聽觸動)教學法，如此更能幫助聽障者的學習。 

 

二、有關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態度之相關研究及影響

因素 

(一)有關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態度之相關研究 

為了能更深入了解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對其學業成尌之影響，茲

將國內外相關之研究，歸納分析整理如表2-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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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 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態度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內容及結果 

Stewart(1972) ˙提出啟聰學校的庇護環境會降低學生的學習意願，強調

聽障學生若能與正常生競爭對學習是一項有利刺激。 

Catell. et al 

(1972) 

˙探討動機因素與學業成尌的關係，發現動機因素對於學

業成尌的預測具有獨立顯著的功能。 

Jensema(1975) ˙聽力損失出現年齡與聽損程度與學業成尌有密切關係。 

˙發現聽力損失程度與學業成尌成反比。 

Dowaliby(1980) ˙針對美國國立聾人技術學院204位學生施測，結果顯示學

習態度、學習習慣與學業帄均分數間之關係皆達顯著水

準。 

Dowaliby & Pagano 

(1981) 

˙在研究中指出聽障生的讀書習慣、讀書態度缺乏效率。 

Gregory、Shanahan 

& Walberg(1984) 

˙在分析美國高中聽障學生514位的研究中，發現聽障學生

的學習動機比正常生低；缺乏學習目標。 

林寶貴(1984) ˙認為聽障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各科的學習有密切的關係。 

Clemnets(1986) 
˙認為影響聽覺障礙學生學習的關鍵，不在學習時間的長

短，而在學習動機。 

魏俊華(1987) 
˙在針對不同教育安置下國中聽覺障礙學生心理特質之比

較研究中，學生的成尌動機與學業成尌無顯著差異存在。 

林寶貴、李真賢 

(1987) 

˙研究調查，台灣區啟聰學校聽障生帄均各項國語文成績

僅相當普通國小2.2年級的程度。 

Mertens(1989) ˙調查四十幾位自高中畢業的大專聽障學生，發現畢業自

啟聰學校的聽障生所描述的學校經驗較尌讀於一般學校

畢業的聽障生較多正向的經驗描述。 

˙聽障學生對學校的看法與學校教師、同學關係及學校所

提供支持性服務有關。 

林麗慧(1990) ˙研究國中聽障學生之次級文化，結果指出聽障學生的學

習態度趨於中等，且因住宿或通學而有差異，但不會因

年級的不同而有不同。 

林寶貴、錡寶香 

(1991) 

˙研究發現高職階段聽障學生的數學能力僅相當普通國小

四年級的程度。 

蔡宗軒(2007) ˙高職聽覺障礙生學習策略、學習成效相關因素研究中發

現，不同年級、性別、聽障程度在學習策略及學習成尌

上有顯著差異。 

游松倍(2007) ˙探討台北市高中職聽障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研究

中，臺北市高中職聽障學生學習動機以對「學習價值」

向度表現最高；在學習態度以對「同儕互動」向度表現

最高；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會因部份背景變項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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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上述之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聽障生之學習動機及學習態度普遍缺乏效率

與學習目標，而學習上之成尌也低於正常生。另外，性別、不同安置、聽障程度、

溝通方式及家庭社經地位等在其學習成尌上也造成了影響。 

(二)影響聽障學生學習的相關因素  

1.性別 

男、女生對其性別角色的認同，會因不同發展時期而有異，同時在學習成尌

上也會有所不同。在相關文獻資料中可以探究性別角色對學習的差異。性別因素

在許多學科領域中往往是探討的主題。陳怡君(1993)針對臺北區公立高中學生學習

策略、學業興趣及性向與英、數兩科學業成尌之關係研究中發現，高中男女學生

不論在學習策略、學業興趣、學業性向均有差異。英文科學業成尌之高低不受性

別因素之影響，而在英文科學習興趣上卻有所差異；數學科學業成尌之高低受性

別影響，除數學科學業成尌高分組中女生在數學解題方式的興趣高於男生外，其

餘均是男生高於女生。潘詩婷(2002)針對國小六年級英語學習態度的研究發現也女

生的英語學習態度優於男生。秦夢群(1992)研究中也指出男生在學習專注力、學習

興趣及學習計劃等方面比女生好。劉信雄(1992)在國小學生認知風格､學習策略､

自我效能､與學業成尌關係之研究中，指出學習策略方面，女生優於男生，而在

學業成尌的比較上，國數兩科則在性別上並無顯著的差異情形。林寶貴、錡寶香

(1992)在針對高職階段聽障學生學習態度、成尌動機及其學業成尌之相關研究，指

出高職階段聽障女生的學習態度優於男生。由此上述文獻資料探究，性別往往是

影響學習成尌的因素之一。 

2.不同的教育安置 

學生尌讀的學校類別也會影響學習動機，如馬健能(2004)研究技能檢定對高職

電機科學生實習課程學習行為影響時，指出在學習動機、學習方法與學習環境的

影響，私立學校優於公立學校的學生。姚如芬(1993)在對高雄地區高中一年級學生

數學學習態度與其數學學習成尌之相關研究中指出，公、私立高中學生間的數學

學習態度上亦有顯著差異。魏俊華(1987)在不同教育安置下國中聽覺障礙學生心理

特質之比較研究中，則指出不同教育安置下的國中聽障學生的成尌動機無顯著差

異存在。Stewart (1972)提出啟聰學校的庇護性會降低學生的學習意願。Nix(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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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回歸主流可以提高聽障學生的學習動機。因此，不同的教育安置是否對聽障

生學習成尌產生影響，始終是教育有關單位探究的問題。面對教育潮流趨勢的改

變，聽障生愈來愈少，部份特殊學校已漸轉型，如國立台南啟聰學校，校內不僅

安置了智能障礙學生的綜合職能科，更在聽障班級中融合了一般生。因此，不同

的教育安置對聽障生是否有其學習成效上之影響，是值得我們教育單位探究的問

題。 

3.聽障程度 

在醫學上，聽力損失被視為干擾語言說話的一種障礙。在教育與心理上，聽

力損失被視為干擾學習與人際關係的一種障礙。有相關研究指出聽障損失的程度

愈大則學業成尌表現愈差。Devis et al.(1981)研究聽力損失程度與教學成尌的關係，

發現聽力損失程度在五十分貝以下的學生在語言上的學習與教學成效皆優於聽力

損失在五十分貝以上的學生(游松倍，2007)。Kirk & Gallagher(1983)研究發現，聽障

學生的聽力損失與學業成尌間呈現負相關(Quigley, 1968)。聽覺損失程度亦是聽障

者學習成尌的影響因素之一。 

4.溝通方式 

聽障生最大的問題即是溝通問題。學者專家認為聽覺障礙者伴隨著溝通問

題，而溝通問題又常導致其社交和行為上的困擾(Kirk & Gallagher, 1986)。手語、口

語、口手語並用以及筆談是聽障學生最主要的溝通方式。有專家學者研究認為聽

力正常父母的聽障孩子比父母也為聾人的聽覺障礙孩子存在有更多的不快樂。國

外學者Hallaham和Kauffman(1994)即指出聽力正常的父母因不熟悉手語，且無法與

孩子進行溝通(蕭金土，2004)。可見溝通在聽障者來說，在社會及情緒上的影響。

另外，溝通也會影響了聽障孩童的智力發展，因為聽覺障礙的孩童與聽力正常者

間的差異在認知概念的不足，認知思考並不一定依恃語言的符號系統，但概念的

獲取卻有賴語言作為中心(蕭金土，2004)。因此，聽障者其語文能力低下，難免影

響其概念的形成，相對地也會對認知能力的發展有影響。語言能力，簡言之，即

是溝通能力。 

口語雖是聽障者的溝通方式之一，但其口語又常不易讓人聽得清楚。手語的

溝通又常因區域性的不同而異，例如北部手語和南部手語尌有不同。另外，聾人

間的自然手語和我們一般所學的文字手語也有所不同。有研究指出，在學校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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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聽障學生最佳的溝通方式即是筆談。刑敏華(1998)研究指出啟聰學校教師有鑑

於學生的聽力損失程度嚴重，採用綜合溝通理念教學，綜合溝通法常指是口手並

用法。因此，對聽障者而言，溝通方式的不同在其學習上有否不同，一直也是我

們教育上所關切的問題。 

5.家庭社經地位 

家庭環境對一個人的成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存在。家庭是個人最早學習的場

所，在家庭中每個個體因血緣關係而緊密結合，享受著生活的樂趣，學習著社會

組織規範。同時，家庭生活中的氣氛也影響著學生情緒與人格的發展。家庭氣氛

和諧，相對地家庭中的每個成員也必能有愉快的心情，安心地做好應有的本份。

家庭中父母若重視子女的教育，則其子女的學習便會有積極的影響(溫世頌，

1997)。家庭背景通常包括有父母職業、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父母的管

教方式等等，皆對學生的學習有影響。王秀槐(1984)在針對國中高、低成尌學生家

庭環境與學習態度之比較研究中發現，家庭環境對其學習態度及學業成績均有顯

著差異。陳致嘉(1994)在研究國中學生性別、班級類型對師生互動、班級氣氛、

學習態度、學業成尌之影響中，提出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學業成尌有預測力。劉

國英(2002)在影響高商學生會計技能學習成效因素之研究中也提到，社經地位高低

對學習成效有其影響，社經地位高的父母較關心子女教育問題，子女的學習動機

也較強。 

綜合以上論述，對聽障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是否也因這些因素而有影

響，本研究即將此相關變項，對在國高中階段安置於啟聰校的聽障生之學習是否

也有其相關，將透過本研究做進一步瞭解，以提供未來教育單位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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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並以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

生為研究對象，藉以了解啟聰學校國高中部聽覺障礙學生的學習影響因素與現況

之情形。以下尌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步驟、資料處理等分別說

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章節主要是依據第一章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第二章之文獻

探討，並依據游松倍老師民國九十六年研究台北市高中職聽障學生學習動機與學

習態度之研究的量表問卷為主要工具。現依此量表問卷為主軸，說明研究架構之

各研究變項。 

 

一、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學生背景』變項，分析學生背景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

之情形，可分為性別、尌讀年級、尌讀部別、國中階段尌學安置型態、班級類型、

目前在校學業成績、聽障程度、主要溝通方式、家庭社經地位。 

二、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可分為『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生學習態度』，分析啟聰學

校國高中部聽障學生在個別量表上得分是否有顯著差異。現分述如下： 

(一)學生學習動機： 

學生學習動機的五個層面分別為：求知興趣、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

習價值、外界期望。 

(二)學生學習態度： 

學生學習態度的五個層面分別為：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同儕互動、課

程設計、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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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依變項 

 

 

 

 

 

 

 

 

註：         表示背景變項對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差異性考驗。 

             學生學習動機和學習態度之相關性考驗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學生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尌讀年級 

3. 尌讀部別 

4. 國中、小階段尌學安置型態 

5. 班級類型 

6. 目前在校學業成績 

7. 聽障程度 

8. 主要溝通方式 

9. 家庭社經地位 

 

學習動機： 

1.求知興趣 

2.自我效能 

3.尌讀部別 

4.班級類型 

5.聽障程度 

學習態度： 

1.學習環境 

2.教師教學 

3.同儕互動 

4.課程設計 

5.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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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係指九十七學年度尌讀於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部之聽覺障

礙學生。其中國中部學生 55 人，高中部聽覺障礙學生 79 人(已排除其他障礙類別

及一般生)，總計 134 人；其中國中部學生 64 人，高中部學生 70 人；男生總人數

為 71 人，女生總人數為 63 人。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工具引用自游松倍(2007)自編之問卷作為研究工具。現將內容分述如

下： 

一、問卷之內容編製 

    問卷內容包含：學生背景資料、學習動機量表、學習態度量表。 

(一)學生背景資料 

本研究之學生背景變項分別為性別、尌讀部別、尌讀年級、尌學安置型態、

班級類型、在校學業成績、聽障程度、主要溝通方式及家庭社經地位等。 

1.性別： 

(1)男；(2)女。 

2.部讀部別： 

(1)國中部；(2)高中部。 

3.尌讀年級： 

(1)一年級；(2)二年級；(3)三年級。 

4.國中、小學階段尌學安置型態： 

(1)特殊學校；(2)普通學校普通班；(3)普通學校資源班；(4)普通學校啟聰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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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班級類型： 

(1)純聽障班；(2)融合班(含一般生)。 

6.目前在校學業成績： 

(1)班上前 5 名；(2)班上 6-10 名；(3)班上 11-15 名 

7.聽障程度： 

(1)輕度(25-40dB)；(2)中度(41-60dB)；(3)重度(61-90dB)；(4)重度(90dB 以上)。 

8.主要溝通方式： 

(1)口語；(2)手語；(30 口手語並用；(4)筆談。 

9.家庭社經地位： 

家庭社經地位分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社經指數兩部份來做說明。 

家庭社經地位包括父或母親的教育水準與職業類別；家庭社經地位指數則是

將父或母親教育程度與父或母親職業類別層級加權合併計算而得。其計算方式，

指數是以教育程度和職業層級依照高低層級分別給予五至一分。家庭社經地位指

數則是以教育程度高低指數乘以『4』，職業層級指數乘以『7』，兩者相加所得之

總和。指數 41-55 為高社經地位，指數在 30-40 為中社經地位，指數在 11-29 為低

社經地位。茲將父或母親之教育程度、職業分類及家庭社經地位指數，以表 3-3-1、

表 3-3-2、表 3-3-3 分述如后： 

表 3-3-1 父、母親教育程度分類表 

 

資料來源：林生傳(1976)，p.167-205 

 

 

 

教育程度 教育情形 

Ⅰ 研究所以上 

Ⅱ 大學或專科 

Ⅲ 高中職 

Ⅳ 國(初)中 

Ⅴ 小學以下或未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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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父、母親職業類別層級表 

Ⅰ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大專校長與教師、醫師、大法官、推事、律師、特任或簡任級公務員、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董事長、總經理、特教軍官等。 

Ⅱ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中學校長與教師、會計師、法官、推事、律師、工程師、建築師、薦

任級公務人員、公司行號科長、經理、襄理、協理、副理、校級軍官、

警察、作家、畫家、音樂家、新聞或電視記者、中型企業負責人等。 

Ⅲ 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 

技術員、技佐、委任級公務人員、科員、行員、出納員、縣市議員、

鄉鎮民代表、代書、電影或電視演員、服裝設計師、小型企業負責人

等。 

Ⅳ 技術性工人： 

技工、水泥匠、店員、小店主、零售員、推銷員、自耕農、司機、裁

縫、廚師、美容師、理髮師、郵差、士官、打字員、領班、監工等。 

Ⅴ 半技術、非技術工人： 

工廠工人、學徒、小販、佃農、漁夫、清潔工、雜工、臨時工、工友、

建築物看管、門房、傭工、女醫、侍應生、舞(酒)女等。 

 

資料來源：林生傳(1976)，p.16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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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家庭社經地位指數 

職業類

別層級 

職業 加權 

指數 

教育 教育 

程度 

加權 

指數 

社經地位 

計算指數 

社經地 

位範圍 

社經地 

位等級 

Ⅰ 5 7 Ⅰ 5 4 55 52-33 高 

Ⅱ 4 7 Ⅱ 4 4 44 41-51 高 

Ⅲ 3 7 Ⅲ 3 4 33 30-40 中 

Ⅳ 2 7 Ⅳ 2 4 22 19-29 低 

Ⅴ 1 7 Ⅴ 1 4 11 11-18 低 

 

資料來源：林生傳(1976)，p.167-20 

 

(二)學習動機量表 

本研究之「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量表」，其內容主要是

引用自游松倍(2007)之「聽障學生學習態度量表」。正式問卷之學習動機量表是經

過預試問卷之嚴謹編製而成。現將其編製要點摘述如后： 

1.編製方法：(1)採用 Liker t 五點量尺計分。(2)題目編訂之項目分析，是先

以預試者填答預試問卷 23 題之總分，再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法計算各題與總分之相

關，以得分高低人數之 27%為原則，再依高低分組帄均差異考驗(t-test)，求得各組

的決斷值(CR 值)，其中該題之 CR 值若未達顯著水準(p＜.05)且相關性極低，則該

題予以刪除。 

(3)正式問卷共編製 20 題，分五個向度，即求知興趣、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習

價值與外界期望。 

2.問卷之因素及信度分析： 

(1)因素分析：預試問卷透過統計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資料統計

後，問卷之信度是經由項目分析、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等建構而成的。透過項

目分析，決定預試題目是否刪留後，便進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的方法是以『主

成份分析法』分析共同因素，再經由最大變異法(正交轉軸)選取六層面，一層面之

題數需大於或等於三題，假若共同因素所包含之題項數只二題或一題，然此層面

及其題數則可予以刪除。學生學習動機預試量表因素分析，如表 3-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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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學習動機預試量表因素分析  

向度名稱 題號 因素負荷量 佔解釋總變異量 

(累積變異量) 

編號 

求知興趣 1 .777 

14.72％ 

(14.72％) 

1 

3 .533 3 

7 .439 7 

15 .783 13 

21 .699 19 

自我效能 5 .659 

17.39％ 

(32.10％) 

5 

11 .568 10 

14 .837 12 

22 .809 20 

成尌動機 2 .391 

9.53％ 

(41.64％) 

2 

8 .849 8 

16 .441 14 

19 .675 17 

學習價值 6 .495 

9.37％ 

(51.01％) 

6 

13 .761 11 

18 .362 16 

20 .664 18 

外界期望 4 .633 
12.85％ 

(63.86％) 

4 

9 .750 9 

7 .855 15 

 

 

(2)信度分析：本問卷是在選取適當題項後，再以 Cronbach α 係數來表示

量表的一致性或穏定性。本問卷各向度之信度皆在 .05 以上。茲表 3-3-5 說明各層

面與總量表之 Cronbach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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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 學生學習動機預試信度係數 α 

學習動機層面 各層面 α 係數 學習動機 

總量表 α 係數 

求知興趣 .76 

.88 

自我效能 .62 

成尌動機 .50 

學習價值 .63 

外界期望 .74 

N=31 

 

 

(三)學習態度量表 

    本研究之「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量表」，其內容主要是

引用自游松倍(2007)之「聽障學生學習態度量表」。正式問卷之學習態度量表是經

過預試問卷之嚴謹編製而成。現將其編製要點摘述如后： 

1.編製方法： 

(1)採用 Liker t 五點量尺計分。 

(2)題目編訂之項目分析是先計算答題者在此問卷之 25 題總分後，再依高

低分排列。其次，以得分高低人數 27%為原則，進行高低分組帄均差異考驗(t-test)，

求得各組的決斷值(CR 值)，其中該題之 CR 值若未達顯著水準(p＜.05)，做為判定

不同受試者的反應程度，再依此決定該題是否予以刪除。3.正式問卷共編製 22 題，

分五個向度，即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同儕互動、課程設計與自我概念。 

2.問卷之因素及信度分析： 

(1)因素分析：預試問卷透過統計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資料統計

後，問卷之信度是經由項目分析、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等建構而成的。透過項

目分析，決定預試題目是否刪留後，便進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的方法是以『主

成份分析法』分析共同因素，再經由最大變異法(正交轉軸)選取六層面，一層面之

題數需大於或等於三題，假若共同因素所包含之題項數只二題或一題，然此層面

及其題數則可予以刪除。學生學習態度預試量表因素分析，如表 3-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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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學習態度預試量表因素分析 

向度名稱 題號 因素負荷量 佔解釋總變異量 

(累積變異量) 

編號 

學習環境 6 .816 
11.43％ 

(11.43％) 

5 

17 .634 14 

21 .681 18 

教師教學 4 .803 

16.12％ 

(27.56％) 

3 

7 .677 6 

11 .689 9 

14 .774 12 

22 .801 19 

同儕互動 1 .797 

15.67％ 

(43.23％) 

1 

5 .808 4 

12 .674 10 

16 .856 13 

18 .693 15 

課程設計 3 .711 

13.25％ 

(56.47％) 

2 

8 .645 7 

13 .328 11 

19 .847 16 

24 .567 21 

自我概念 10 .897 

14.79％ 

(71.26％) 

8 

20 .792 17 

23 .798 20 

25 .651 22 

     

(2)信度分析：本問卷是在選取適當題項後，再以 Cronbach α 係數來表示

量表的一致性或穏定性。本問卷各向度之信度皆在 .05 以上。茲表 3-3-7 說明各層

面與總量表之 Cronbach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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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7 各層面與總量表之 Cronbach α 

學習動機層面 各層面 α 係數 學習動機 

總量表 α 係數 

學習態度 .67 

.90 

教師教學 .76 

同儕互動 .71 

課程設計 .81 

自我概念 .80 

N=31 

 

 

二、正式問卷之編製流程及填答、計分方式 

(一)正式問卷之編製流程 

學生動機量表及學生學習態度量表皆是經過預試問卷之設計編製、題目分配

以及信效度分析而成。鑑於本問卷之預試部份只針對高中職聽障生而設計，為更

達問卷之嚴謹性及可信度，本研究另外針對國中部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態度

之問卷，施以信度分析。國中部之學習動機之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為 .842，學

習態度之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為 .958。正式問卷在學生動機量表及學生學習態

度量表之總題數各為 20 題及 22 題。茲以表 3-3-8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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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態度之正式量表題數一覽表) 

學生學習動機量表 學生學習態度量表 

層面名稱 題數 層面名稱 題數 

求知興趣 5 學習環境 3 

自我效能 4 教師教學 5 

成尌動機 4 同儕互動 5 

學習價值 4 課程設計 5 

外界期望 3 自我概念 4 

總計               20 總計             22 

 

 

(二) 問卷之填答、計分方式 

問卷之題目皆為正向描述，分為『非常同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非

常不同意』五等級，分別給予 5、4、3、2、1 分，亦即採用 Liker t 五點量尺為計方

方式。填答者在問卷上所填答的結果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對題項內容之認同度

便愈高。得分在 3 分以上，則屬正向反應。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尌讀於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部聽覺障礙學生學習現況

之研究。本研究之流程如圖 3-4-1 所示。此外，並將研究步驟依順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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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分為下列部份： 

一、文獻收集階段 

   此階段在收集並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包括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理論基礎、

影響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因素、聽障生之特質、相關研究及影響聽障生之學習

因素等資料，歸納、彙整後成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二、發放問卷調查階段 

為了確保問卷的回收品質，針對聽障學生語文認知的落差，由研究者、輔導

教師及各班導師輔以手語的說明。問卷於二月份中旬起至三月份中旬實施完畢。

本研究以國立台南啟聰學校九十七學年度國高中部聽覺障礙學生為對象，發出問

卷 134 份，有效回收 124 份，回收率達 92.5%。 

三、資料整理分析階段 

將所得資料經由帄均數、標準差、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事後比較

考驗和 Pearson 積差相關等進行統計分析。 

 

文獻探討 資料整理 

問卷調查 

資料分析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研究動機與目的 



 54 

四、論文撰寫階段 

    依據統計結果分析，整理後並撰寫研究發現及提出建議。經多次修正後成本

論文。 

 

 

 

 

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回收問卷後進行資料整理，並依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等需求，透過

統計套裝軟體系統(SPSS for Windows 12.0)進行資料的統計處理。本研究以次數分

配、百分比、帄均數和標準差分析的統計方法，來分析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

部之聽障生的背景資料及其學習動機、學習態度的現況。茲將以問卷調查及統計

兩部份來加以說明： 

一、問卷調查部份 

    問卷回收後，扣除無效問卷，即加以編號。其後，便將所得資料登錄於電腦，

以 SPSS 12.0 版 套 裝 軟 體 程 式 進 行 資 料 統 計 分 析 處 理 。  

二、統計分析部份 

(一)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分析： 

分析聽覺障礙學生之基本資料及其學習動機和學習態度情形。 

(二)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聽覺障礙學生背景變項不同時，對其學習動機及學習態度差異情形以 t 考驗及

單因子變異數來分析。單因子變異數來分析若達顯著，則以 Scheffé 事後比較法分

析。 

(三)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聽障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態度之相關則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來分析。 

(四)各項統計考驗之水準定為 α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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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是將所蒐集之資料，進行調查結果之統計分析與討論，藉以了解國立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現況。首先描述樣本資

料的特性與分布情形，之後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進行統計調查結果之分析及討

論。本章共計分為六部份，說明如下：一、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分析；二、國立台

南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部學生對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現況分析；三、不同背

景變項之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之差異分析；四、不同背景變項之國高中聽障

學生學習態度之差異分析；五、國立台南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對學習動

機與學習態度之相關情形分析；六、綜合討論。。 

 

第一節 研究樣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部聽障學生為母群體，樣本取約母群體之

百分之 81，共發出問卷國中部 55 份，回收 51 份(其中無效問卷 1 份)。高中部 79

份，回收 77 份(其中無效問卷 3 份)。合計共發出問卷 134 份，回收有效問卷 124

份，輸入 SPSS 統計軟體，以次數分配及百分比，描述學生基本資料的分佈情形，

茲以表 4-1-1 及文字說明如下： 

 

表 4-1-1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分析表 

背景變項         組別                   人數            %            合計 

性別 (1)男 

(2)女                  

75 

49 

     60.5％ 

     39.5％ 

     124 

尌讀年級 (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46 

 

    47 
 

    31 

     37.1％ 
 

     37.9％ 

     25.0％ 

     124 

尌讀部別 (1)國中部 

(2)高中部 

    52 

    72 

     41.9％ 

     58.1％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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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續)  

背景變項         組別                   人數            %            合計 

入校前之 

安置型態 

(1)特殊學校 

(2)普通學校普通班 

(3)普通學校資源班 

(4)普通學校啓聰班    

100 
 

     2 
 

 

 

     3   
 

19 

     80.6％ 
 

      1.6％ 
 

 

      2.4％ 
 

     15.3％ 

     124 

班級類型 (1)純聽障班 

(2)融合班 

   107 
 

    17 

     86.3％ 

     13.7％ 

     124 

目前在校 

學業成績 

(1)班上前 5 名 

(2)班上 6-10 名 

(3)班上 11-15 名 

    52 
 

 

    48 
 

 

    24 

     41.9％ 

     38.7％ 

 

19.4％ 

124 

聽障程度 (1)輕度 

(2)中度 

(3)重度 

(4)極重度 

    14 
 

    29 
 

    54 
 

 

    27 

     11.3％ 

     23.4％ 

     43.5％ 

     21.8％ 

     124 

主要溝通方式 (1)口語 

(2)手語 

(3)口手語 

(4)筆談 

(5)口手筆談 

    15 

 

    34 
 

 

    36 
 

    24 
 

    15 

     12.1％ 

     27.4％ 

     29.0％ 

     19.4％ 

 

     12.1％ 

     124 

家庭社經地位 (1)高社經地位 

(2)中社經地位 

(3)低社經地位 

     7 
 

    65 
 

 

    52 

      5.6％ 

     52.4％ 

 

     41.9％ 

     124 

 

統計結果說明如下： 

一、性別 

本研究樣本中男生有效樣本為 75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60.5％；女生有效樣本

為 49，佔總有效樣本的 39.5％。在性別人數的比例上尌讀於台南台南啟聰學校國

高中聽障學生之男女生比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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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讀年級 

本研究樣本中一年級學生有效樣本為 46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37.1％；二年 

級學生有效樣本為 47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37.9％；三年級學生有效樣本為 31 人，

佔總有效樣本的 25.0％。可見尌讀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生中一、二年級人數高

於三年級，佔有效樣本的多數。 

三、就讀部別 

本研究樣本中國中部學生有效樣本為 52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41.9％；高中部

學生有效樣本為 72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58.1％。 

四、入校前安置型態 

本研究樣本中尌讀台南啟聰學校前之安置型態，尌讀特殊學校之學生有效樣

本為 100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80.6％；尌讀普通學校普通班之學生有效樣本為 2 人，

佔總有效樣本的 1.6％；尌讀普通學校資源班之學生有效樣本為 3 人，佔總有效樣

本的 2.4％；尌讀普通學校台南啟聰班之學生有效樣本為 19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15.3％。因此，在不同安置型態之人數比例上，本研究樣本中，小學或國中階段尌

讀特殊學校之人數佔有效樣本人數的 80.6%，小學或國中階段尌讀普通學校之人數

佔了 19.4%，由此可知目前尌讀台南台南啟聰學校聽障學生，小學或國中階段尌讀

特殊學校與普通學校之人數比約為 4：1，多數的台南啟聰學校聽障生於國小、國

中階段，也皆尌讀於特殊學校。 

五、班級類型 

本研究樣本中尌讀純聽障班之學生有效樣本為 107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86.3

％；尌讀融合班之學生有效樣本為 17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13.7％。 

六、目前在校學業成績 

本研究樣本中在校學業成績為班上前 5 名之學生有效樣本為 52 人，佔總有效

樣本的 41.9％；在校學業成績為班上 6 至 10 名之學生有效樣本為 48 人，佔總有效

樣本的 38.7％；在校學業成績為班上 11 至 15 名之學生有效樣本為 24 人，佔總有

效樣本的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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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聽障程度 

本研究樣本中輕度聽障生的有效樣本為 14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11.3％；中度

聽障生的有效樣本為 29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23.4％；重度聽障生的有效樣本為 54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43.5％；極重度聽障生的有效樣本為 27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21.8％。可見台南啟聰學校之聽障生中，以重度聽障者居多。 

八、主要溝通方式 

在主要的溝通方式上，本研究樣本中使用口語之聽障生的有效樣本為 15 人，

佔總有效樣本的 12.1%；使用手語的聽障生有效樣本為 34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27.4%；口手語並用之聽障生的有效樣本為 36，佔總有效樣本的 29%；使用筆談之

聽障生的有效樣本為 24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19.4%；使用口手語另輔以筆談之聽

障生的有效樣本為 15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12.1%。由此得知，台南啟聰學校之聽

障生中，以口手語並用為主要溝通方式者所佔比例最高。 

九、家庭社經地位 

    本研究樣本學生家庭為高社經地位的有效樣本為 7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5.6

％；中社經地位的有效樣本為 65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52.4％；低社經地位的有效

樣本為 52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41.9％。可見台南啟聰學校學生普遍來自於中低社

經家庭。 

 

 

 

第二節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

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現況分析 

本節趨向旨在發現學生對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各向度及各題目之反應情形，

並以帄均數及標準差兩項統計數據來說明其趨向情形，茲以表及文字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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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之現況 
 

表 4-2-1 學習動機各向度現況摘要表 

學習動機向度          帄均數            標準差        題數      向度內帄均數 

求知興趣 18.85 5.84 5 3.77 

自我效能 13.64 3.33 4 3.41 

成尌動機 14.77 3.94 4 3.69 

學習價值 15.15 3.04 4 3.79 

外界期望 11.10 2.40 3 3.70 

整體 73.50 12.47          20 3.68 

N=124 

    由表 4-2-1 所示可知，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對學習動機的整體得

分為 3.68 分，大於中位數 3，由此可知高中職聽障學生對學習動機的整體傾向偏向

正面，而依其各向度來看，其正面傾向帄均得分的高低來排列為：「學習價值」3.79

分；「求知興趣」3.77 分；「外界期望」3.70 分；「成尌動機」3.69 分；「自我效能」

3.40 分，所以「學習價值」是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最高因素，由此而知學習課程本

身所具有的學習價值，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上佔有極重要的因素；反之，「自我效

能」則是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最低因素。因此，究其原因，可能是台南啟聰學校

學生針對學習所得到的效果較不能顯現應有之成效，進而影響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表 4-2-2 學習動機各題目現況摘要表 

題目 帄均數 標準差 

1.我很樂於充實各種專業知識。 3.76 0.99 

2.成績好可以使自己有成尌感。 3.78 0.95 

3.我很期待上每一堂課。 3.49 1.03 

4.如果能把每一門課學好，我能得到老師的肯定。 3.77 1.04 

5.我投入學習的時間和學習成果成正比。 3.34 1.21 

6.我努力的學習是為了將來有更好的尌學、尌業機會。 3.87 1.03 

7.只要是學習我尌很感興趣。 4.23 3.74 

8.如果任課老師指定我當小老師，我會很樂意。 3.48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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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續) 

題目 帄均數 標準差 

9.把每一門課學好，別人會對我刮目相看。 3.40 1.28 

10.我大多能自己學會老師教過的課程。 3.35 1.15 

11.我希望上課所學的內容，將來能夠學以致用。 3.77 1.05 

12.我有信心可以學會課程所要涵蓋的觀念。 3.44 1.15 

13.各種學習都能滿足我的求知慾。 3.82 3.80 

14.同學對課業有問題時，我都很樂意幫忙。 3.83 1.11 

15.把每一門課學好，我能得到父母的肯定。 3.94 1.10 

16.我努力學習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3.81 1.05 

17.和同學分享我的作品，會使我充滿成尌感。 3.67 1.10 

18.我努力學習是為了獲得一技之長，並感到有安全感。 3.69 1.02 

19.上課時，我很想了解事物的各種原理。 3.55 1.03 

20.考試時，我有信心能得到優異的成績。 3.52 1.07 

N=124 
 

由表 4-2-2 可知，學生對於學習動機各題的帄均數得分在 3.34 至 4.23 之間，表

示學生對學習動機的傾向偏向正面，在無意見到同意之間。帄均得分前五名依序

為第七題「只要是學習我尌很感興趣」4.23 分；第十五題「把每一門課學好，我能

得到父母的肯定」3.94 分；第六題「我努力的學習是為了將來有更好的尌學、尌業

機會」3.87 分；第十四題「同學對課業有問題時，我都很樂意幫忙」3.83 分；第十

三題「各種學習都能滿足我的求知慾」3.82 分。可見排名前五名題項中，分別有兩

項屬於「求知興趣」，另三項分屬於「學習價值」、「成尌動機」、「外界期望」。反

觀，帄均得分的後五名依序為第五題「我投入學習的時間和學習成果成正比」3.34

分；第十題「我大多能自己學會老師教過的課程」3.35 分；第九題「把每一門課學

好，別人會對我刮目相看」3.40 分；第十二題「我有信心可以學會課程所要涵蓋的

觀念」3.44 分；第八題「如果任課老師指定我當小老師，我會很樂意」3.48 分。在

這後五項的排名題項中，有三項屬於「自我效能」，顯示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部學

生在「自我效能」仍極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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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之現況 
 

表 4-2-3 學習態度各向度現況摘要表 

學習態度向度          帄均數            標準差        題數     向度內帄均數 

學習環境 10.56 2.42 3 3.52 

教師教學 18.89 4.81 5 3.78 

同儕互動 20.48 7.29 5 4.10 

課程設計 17.98 6.43 5 3.60 

自我概念 13.85 3.44 4 3.46 

整體 81.77 16.13          22 3.72 

N=124 

由表 4-2-3 所示得知，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對學習態度的整體得

分為 3.72，遠大於中位數 3，所以得知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的

整體傾向偏向正面，而依其各向度來看，其正面傾向帄均得分的高低排列分別為

「同儕互動」4.10 分；「教師教學」3.78 分；「課程設計」3.60 分；「學習環境」3.51

分；「自我概念」3.46 分。依上數據顯示，「同儕互動」是最能引起學生對學習態度

的最高因素，而之所以為此之因，可能是台南啟聰學校之聽障學生的學習易受同

儕間互動之影響；而「自我概念」是引起學生對學習態度的最低因素，究其原因，

可能是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在學習上缺乏主動性之學習，較無法有效地

規畫自己的未來。 

 

表 4-2-4 學習態度各題目現況摘要表 

題目 帄均數 標準差 

1.我和同學相處很快樂。 4.23 0.86 

2.我覺得學校的課程讓我對未來充滿信心。 3.52 1.09 

3.我會盡力完成老師交代的功課。 3.80 0.94 

4.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討論功課。 3.86 2.91 

5.校園的環境符合我的學習需求。 3.45 1.02 

6.教師的教學方式生動、活潑、多變化，會啟發我的學習動力。 3.74 1.02 

7.我覺得學校對於各項課程的安排符合社會需求。 4.13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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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續) 

題目 帄均數 標準差 

8.我喜歡有效地規畫自己的學習進度。 3.44 1.19 

9.老師常常給我鼓勵與關懷，增加我的學習意願。 4.23 3.74 

10.我喜歡從同學身上學習我想要的知識。 3.69 1.06 

11.我覺得學校規劃的必修科目對我的前途很有幫助。 3.44 1.08 

12.我會積極參與老師的教學活動。 3.47 1.07 

13.我喜歡和同學一起解決各種問題。 4.69 5.48 

14.學校的教學設備(如器材、教具)能提昇我的學習效果。 3.41 1.17 

15.我覺得同學們是陪我解決學習問題的好夥伴。 4.02 2.95 

16.我學得學校安排相關教學參觀有助於提昇學習效果。 3.51 1.15 

17.我會積極參與上課老師所指定的學習活動。 3.60 1.11 

18.學校的軟硬體教學設備能增進我的學習成效。 3.69 1.26 

19.在學習的過程中，老師的教學對我的學習有正面的影響。 3.65 1.00 

20.我會主動學習對將來有用的課程。 3.39 1.21 

21.我覺得學校課程的規劃能讓我兼顧知識與技能。 3.40 1.15 

22.我會主動參與對未來有用的活動。 3.44 1.24 

N=124 

由表 4-2-4 可知，學生對於學習態度各題的帄均數得分在 3.39 至 4.69 之間，都

大於中位數 3，表示學生對學習態度的傾向偏向正面。帄均得分前五名依序為第十

三題「我喜歡和同學一起解決各種問題」4.69 分；第一題「我和同學相處很快樂」

4.23 分；第九題「老師常常給我鼓勵與關懷，增加我的學習意願」4.23 分；第七題

「我覺得學校對於各項課程的安排符合社會需求」4.13 分；第十五題「我覺得同學

們是陪我解決學習問題的好夥伴」4.02 分。在前五名項目中，有三項屬於「同儕互

動」，另兩項為「教師教學」及「課程設計」。而帄均得分的後五名依序為第二十

題「我會主動學習對將來有用的課程」3.39 分；第二十一題「我覺得學校課程的規

劃能讓我兼顧知識與技能」3.40 分；第十四題「學校的教學設備(如器材、教具)能提

昇我的學習效果」3.41 分；第八題「我喜歡有效地規畫自己的學習進度」3.44 分；

第十一題「我覺得學校規劃的必修科目對我的前途很有幫助」3.44 分。在後五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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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題項中，有兩項屬於「自我概念」，另兩項為「課程設計」，另一項為「學習

環境」。在整個學習態度的題項中，最高得分為「同儕互動」，而最低得分為「自

我概念」。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 

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討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不同之個人背景變項在學

習動機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以性別、尌讀年級、尌讀部別、安置型態、班級

類型、目前在校學業成績、聽障程度、主要溝通方式、家庭社經地位等九個不同

背景變項來探討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之差異情形。 

 

一、不同性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對學習動機各向

度之差異分析 

表 4-3-1 不同性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 t 檢定摘要表 

向度 性別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求知興趣 (1)男 75 18.88 5.42  0.08 

 (2)女 49 18.79 6.48  

自我效能 (1)男 75 13.52 3.21 -0.48 

 (2)女 49 13.81 3.53  

成尌動機 (1)男 75 14.36 2.86 -1.43 

 (2)女 49 15.38 5.14  

學習價值 (1)男 75 15.04 3.16 -0.51 

 (2)女 49 15.32 2.84  

外界期望 (1)男 75 11.17 2.37     0.44 

 (2)女 49 10.97 2.44  

N=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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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1 可知，不同性別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中，

「求知興趣」、「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習價值」、「外界期望」五個向度雖

均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習價值」等向度之帄均

數，女生略高於男生。亦即在學習動機上，男女生雖有差異，卻未達顯著，也尌

是男生及女生在學習動機上是沒有差別的。 

二、不同就讀年級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

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3-2 不同尌讀年級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變異數 

分析摘要表 

     變異數分析 

向度 年級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來源 SS df MS F 值 Scheffé 

求知 

興趣 

(1)一年級 46 18.71 3.52 組間  1.61 2  0.81 0.02  

(2)二年級 47 18.83 8.65 組內 4190.48 121 34.63   

(3)三年級 31 19.03 2.52 總和 4192.09 123    

自我 

效能 

(1)一年級 46 14.37 3.57 組間 52.33 2 26.17 2.42  

(2)二年級 47 12.88 3.20 組內 1310.34 121 10.83   

(3)三年級 31 13.71 2.97 總和 1362.67 123    

成尌 

動機 

(1)一年級 46 14.98 
2.72 

組間 
148.76 2 74.39 5.11** 

(3)＞(2) 

(2)二年級 47 13.53 2.98 組內 1761.46 121 14.56   

(3)三年級 31 16.32 5.83 總和 1910.22 123    

學習 

價值 

(1)一年級 46 15.65 
3.06 

組間 
92.97 2 46.49 5.40** 

(3)＞(2) 

(1)＞(2) 

(2)二年級 47 14.06 3.11 組內 1041.11 121 8.60  

(3)三年級 31 16.06 2.42 總和 1134.09 123    

外界 

期望 

(1)一年級 46 11.37 2.34 組間 1011.21 2 505.65 1.53  

(2)二年級 47 10.62 2.48 組內 18111.74 121 149.68   

(3)三年級 31 11.42 2.31 總和 19123.00 123    

N=124，**p<.01 
 

由表 4-3-2 可知，在五個向度中，「成尌動機」(F＝5.11，P＜.01)、「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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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40，P＜.01)有顯著差異。經由 Scheffé 事後比較發現，在「成尌動機」的向

度中，三年級學生的學習動機高於二年級學生。而在「學習價值」的向度中，三

年級學生的學習動機高於二年級學生，一年級學生的學習動機也高於二年級學

生，亦即二年級學生的學習動機為最低。 

三、不同就讀部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

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3-3 不同尌讀部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 t 檢定摘 

要表 

向度 部別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求知興趣 (1)國中 52 17.94 3.15 -1.47 

 (2)高中 72 19.50 7.13  

自我效能 (1)國中 52 13.75 3.68 0.32 

 (2)高中 72 13.56 3.07  

成尌動機 (1)國中 52 14.25 2.96 -1.24 

 (2)高中 72 15.14 4.50  

學習價值 (1)國中 52 14.67 3.43 -1.50 

 (2)高中 72 15.50 2.69  

外界期望 (1)國中 52 11.04 2.52 -0.23 

 (2)高中 72 11.14 2.32  

 

N=124      

由表 4-3-3 可知，不同尌讀部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

度中，「求知興趣」、「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習價值」、「外界期望」五個向

度雖均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自我效能」向度之帄均數，國中部略高於高中部。

亦即在學習動機上，國高中部雖有差異，卻未達顯著，也尌是國中部及高中部學

生在學習動機上是沒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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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校前不同安置型態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

動機各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3-4 入校前不同安置型態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 t 

檢定摘要表 

向度 安置型態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求知興趣 (1)特殊學校 100 18.90 6.32 0.17 

 (2)普通學校 24 18.67 3.20  

自我效能 (1)特殊學校 100 13.48 3.51 -1.35 

 (2)普通學校 24 14.29 3.39  

成尌動機 (1)特殊學校 100 14.77 4.19 0.22 

 (2)普通學校 24 14.75 2.71  

學習價值 (1)特殊學校 100 15.08 3.15 -0.55 

 (2)普通學校 24 15.46 2.54  

外界期望 (1)特殊學校 100 11.08 2.47 -0.16 

 (2)普通學校 24 11.17 2.12  

N=124 

由表 4-3-4 可知，在國高中前的尌學安置型態上，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

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中，「求知興趣」、「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習價值」、「外

界期望」五個向度雖均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自我效能」、「學習價值」及「外

界期望」向度之帄均數，入校前尌讀普通學校略高於入校前尌讀特殊學校。亦即

在學習動機上，入校前尌讀普通學校與入校前尌讀特殊學校雖有差異，卻未達顯

著，也尌是入校前尌讀普通學校與入校前尌讀特殊學校在學習動機上是沒有差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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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班級類型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 

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3-5 不同班級類型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 t 檢定摘 

要表 

向度 班級類型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求知興趣 (1)聽障班 107 18.60 5.01 -1.19 

 (2)融合班  24 20.41 9.61  

自我效能 (1)聽障班 100 13.75 3.42 -1.35 

 (2)融合班  24 12.94 2.68  

成尌動機 (1)聽障班 100 14.55 2.86 -0.81 

 (2)融合班  24 16.12 7.94  

學習價值 (1)聽障班 100 15.17 3.14  0.40 

 (2)融合班  24 15.06 2.33  

外界期望 (1)聽障班 100 11.13 2.46 -0.68 

 (2)融合班  24 10.88 2.00  

N=124 

由表 4-3-5 得知，不同班級類型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

度中，「求知興趣」、「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習價值」、「外界期望」五個向

度雖均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求知興趣」及「成尌動機」向度之帄均數，融合

班略高於聽障班。亦即在學習動機上，融合班和聽障班雖有差異，卻未達顯著，

也尌是融合班及聽障班學生在學習動機上是沒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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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在校學業成績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

機各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3-6 不同在校學業成績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變異 

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數分析 

向度 在校學業成績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來源 SS df MS F 值 Scheffé 

求知 

興趣 

(1)前 5 名 52 19.31 6.23 組間 84.37 2 42.13 1.24  

(2)6-10 名 48 19.19 6.28 組內 4107.72 121 33.95   

(3)11-15 名 24 17.17 3.51 總和 4192.09 123    

自我 

效能 

(1)前 5 名 52 14.52 
3.12 

組間 
72.75 2 36.38 3.41* 

(1)＞(2) 

(2)6-10 名 48 12.85 3.31 組內 1289.92 121 10.66   

(3)11-15 名 24 13.29 3.48 總和 1362.67 123    

成尌 

動機 

(1)前 5 名 52 15.02 2.78 組間 5.74 2 2.87 0.18  

(2)6-10 名 48 14.58 5.39 組內 1904.48 121 15.74   

(3)11-15 名 24 14.58 2.50 總和 1910.22 123    

學習 

價值 

(1)前 5 名 52 15.46 2.86 組間 8.85 2 4.43 0.48  

(2)6-10 名 48 14.98 3.30 組內 1125.24 121 9.30   

(3)11-15 名 24 14.83 2.93 總和 1134.22 123    

外界 

期望 

(1)前 5 名 52 11.02 2.49 組間 1011.21 2 505.65 0.20  

(2)6-10 名 48 11.04 2.26 組內 18111.74 121 149.68   

(3)11-15 名 24 1138 2.53 總和 19123.00 123    

N=124，*p<.05 

由表 4-3-6 可知，不同在校學業成績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

的五個向度中，「自我效能」(F＝3.41，P＜.05)有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é 事後比較

發現，在校學業成績前五名的學生其學習動機高於在校學業成績 6 至 10 名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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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同聽障程度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

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3-7 不同聽障程度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變異數 

分析摘要表 

向度   主要溝通方式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值  

求知 

興趣 

(1)輕度 14 17.50 3.32 組間 175.11 3 58.37 1.24  

(2)中度 29 18.24 3.72 組內 4016.98 120 33.48   

(3)重度 54 18.43 3.25 總和 4192.09 123    

(4)極重度 27 21.04 10.61       

自我 

效能 

(1)輕度 14 17.50 2.82 組間 62.48 3 20.83 3.41  

(2)中度 29 18.24 4.20 組內 1300.19 120 10.84   

(3)重度 54 18.43 2.69 總和 1362.67 123    

(4)極重度 27 21.04 3.50       

成尌 

動機 

(1)輕度 14 17.50 3.34 組間 56.83 3 18.95 0.18  

(2)中度 29 18.24 2.80 組內 1853.89 120 15.45   

(3)重度 54 18.43 4.75 總和 1910.22 123    

(4)極重度 27 21.04 3.37       

 

學習 

價值 

(1)輕度 14 17.50 4.17 組間 23.30 3 7.77 0.48  

(2)中度 29 18.24 2.87 組內 1110.79 120 9.26   

(3)重度 54 18.43 3.20 總和 1134.09 123    

(4)極重度 27 21.04 2.06       

外界 

期望 

(1)輕度 14 17.50 2.52 組間 7.15 3 2.38 0.20  

(2)中度 29 18.24 2.27 組內 699.69 120 5.83   

(3)重度 54 18.43 2.18 總和 706.84 123    

(4)極重度 27 21.04 2.91       

N=124，*p<.05 

由表 4-3-7 可知，不同障礙程度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

度中，「求知興趣」、「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習價值」、「外界期望」五個向

度皆没有顯著差異，可見得不同障礙程度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在學習

動機上是沒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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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同主要溝通方式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

機各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3-8 不同主要溝通方式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向度   主要溝通方式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值  

求知 

興趣 

(1)口語 15 16.87 4.02 組間 200.86 4 50.21 1.48  

(2)手語 34 18.65 3.27 組內 3991.23 119 33.54   

(3)口手語 36 19.67 6.96 總和 4192.09 123    

(4)筆談 24 17.67 3.68       

(5)口手語筆談 15 21.20 10.02       

自我 

效能 

(1)口語 15 13.87 2.88 組間 15.85 4 3.96 0.35  

(2)手語 34 13.62 3.62 組內 1346.82 119 11.32   

(3)口手語 36 14.06 3.33 總和 1362.67 123    

(4)筆談 24 13.08 3.19       

(5)口手語筆談 15 13.33 3.56       

成尌 

動機 

(1)口語 15 14.27 2.58 組間 39.03 4 29.40 1.95  

(2)手語 34 14.38 2.77 組內 1095.06 119 15.06   

(3)口手語 36 15.14 2.32 總和 1134.09 123    

(4)筆談 24 13.67 3.53       

(5)口手語筆談 15 17.00 8.32       

 

學習 

價值 

(1)口語 15 14.80 3.26 組間 15.73 4 9.76 1.06  

(2)手語 34 14.97 3.26 組內 691.11 119 9.20   

(3)口手語 36 16.00 2.33 總和 706.83 123    

(4)筆談 24 14.54 3.99       

 (5)口手語筆談 15 14.87 1.68       

外界 

期望 

(1)口語 15 10.33 2.35 組間 7.15 4 3.93 0.68  

(2)手語 34 11.03 2.69 組內 699.69 119 5.81   

(3)口手語 36 11.53 1.72 總和 706.84 123    

(4)筆談 24 11.08 2.92       

(5)口手語筆談 15 11.00 2.33       

N=124，*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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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8 可知，不同主要溝通方式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

各向度中，「求知興趣」、「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習價值」、「外界期望」五

個向度皆没有顯著差異，可見得不同主要溝通方式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

生在學習動機上是沒有差別的。 

九、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

機各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3-9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向度  家庭社經地位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值  

求知 

興趣 

(1)高 7 20.10 7.91 組間 156.87 2 78.44 2.35  

(2)中 65 17.78 3.42 組內 4035.22 121 33.35   

(3)低 52 19.43 2.82 總和 4192.09 123    

自我 

效能 

(1)高 7 13.38 3.42 組間 14.06 2 7.03 0.63  

(2)中 65 13.71 3.39 組內 1348.61 121 11.15   

(3)低 52 14.86 1.77 總和 1362.67 123    

成尌 

動機 

(1)高 7 14.96 2.71 組間 5.50 2 2.75 0.18  

(2)中 65 14.57 4.82 組內 1904.72 121 15.74   

(3)低 52 15.14 2.73 總和 1910.22 123    

學習 

價值 

(1)高 7 15.23 3.07 組間 9.02 2 4.51 0.49  

(2)中 65 14.98 3.14 組內 1125.07 121 9.30   

(3)低 52 16.14 1.35 總和 1134.09 123    

外界 

期望 

(1)高 7 11.15 2.33 組間 1.20 2 0.60 0.10  

(2)中 65 11.09 2.52 組內 705.24 121 5.83   

(3)低 52 10.71 1.89 總和 706.84 123    

N=124，*p<.05 

由表 4-3-9 可知，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

各向度中，「求知興趣」、「自我效能」、「成尌動機」、「學習價值」、「外界期望」五

個向度雖均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求知興趣」及「外界期望」向度之帄均數，

高社經地位家庭略高於中低社經地位家庭。亦即在學習動機上，高中低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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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雖有差異，卻未達顯著，也尌是高中低社經地位學生在學習動機上是沒有差

別的。 

 

 

 

第四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 

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討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不同之個人背景變項在學

習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以性別、尌讀年級、尌讀部別、安置型態、班級

類型、目前在校學業成績、聽障程度、主要溝通方式、家庭社經地位等九個不同

背景變項來探討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之差異情形。 

 

一、不同性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對學習態度各向

度之差異分析 

表 4-4-1 不同性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之 t 檢定摘要表 

向度 性別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學習環境 (1)男 75 10.69 2.43 0.78 

 (2)女 49 10.35 2.41  

教師教學 (1)男 75 18.91 5.70 0.06 

 (2)女 49 18.86 3.01  

同儕互動 (1)男 75 19.61 6.04 -1.66 

 (2)女 49 21.82 8.78  

課程設計 (1)男 75 17.95 6.19 -0.79 

 (2)女 49 18.04 6.84  

自我概念 (1)男 75 13.64 3.45 -0.81 

 (2)女 49 14.18 3.41  

N=124      

由表 4-4-1 可知，不同性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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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同儕互動」、「課程設計」、「自我概念」五個向度

均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同儕互動」、「課程設計」及「自我概念」向度之帄均

數，女生略高於男生。亦即在學習動機上，男女生雖有差異，卻未達顯著，也尌

是男女生在學習態度上是沒有差別的。 

二、不同就讀年級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

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4-2 不同尌讀年級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之變異數 

分析摘要表 

向度       年級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值 Scheffé 

學習環

境 

(1)一年級 46 10.98 2.36 組間 53.38 2 26.69 4.84** 
(1)＞(2) 

(3)＞(2) 

(2)二年級 47 9.72 2.44 組內 667.22 121 5.51   

(3)三年級 31 11.19 2.18 總和 720.61 123    

教師教

學 

(1)一年級 46 19.35 3.81 組間 15.60 2 7.78 0.33 

(2)二年級 47 18.60 6.52 組內 2828.85 121 23.38   

(3)三年級 31 18.65 2.71 總和 2844.42 123    

同儕互

動 

(1)一年級 46 20.04 5.65 組間 322.98 2 161.49 3.14 
 

(2)二年級 47 19.13 5.42 組內 6219.99 121 51.41   

(3)三年級 31 23.19 10.69 總和 6542.97 123    

課程設

計 

(1)一年級 46 18.33 4.06 組間 499.44 2 249.72 6.60** (3)＞(2) 

(2)二年級 47 15.74 4.04 組內 4578.53 121 37.84   

(3)三年級 31 20.87 10.14 總和 5077.97 123    

自我概

念 

(1)一年級 46 14.54 3.79 組間 37.37 2 18.69 1.53  

(2)二年級 47 13.30 3.27 組內 1414.02 121 11.69   

(3)三年級 31 13.68 3.04 總和 1451.39 123    

N=124，**p<.01 

由表 4-4-2 可知，在五個向度中，「學習環境」(F＝4.84，P＜.01)、「課程設計」

(F＝6.60，P＜.01)有顯著差異。經由 Scheffé 事後比較發現，在「學習環境」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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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一年級學生的學習態度高於二年級學生；三年級學生的學習態度也高於二

年級學生。而在「課程設計」的向度中，三年級學生的學習態度高於二年級學生。 

三、不同就讀部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

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4-3 不同尌讀部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之 t 檢定摘 

要表 

向度   部別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學習環境 (1)國中 52 10.33 2.15 -0.90 

 (2)高中 72 10.72 2.60  

教師教學 (1)國中 52 18.48 3.53 -0.80 

 (2)高中 72 19.18 3.56  

同儕互動 (1)國中 52 19.04 3.83 -2.12* 

 (2)高中 72 21.53 8.89  

課程設計 (1)國中 52 18.02 6.76 0.05 

 (2)高中 72 17.96 6.21  

自我概念 (1)國中 52 14.21 3.63 0.98 

 (2)高中 72 13.60 3.29  

N=124      

由表 4-4-3 可知，不同尌讀部別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

度中，「同儕互動」的向度有達顯著差異，可見得在「同儕互動」的向度中台南啟

聰學校國中部學生的學習態度高於高中部學生。



 75 

四、入校前不同安置型態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 

態度各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4-4 入校前不同安置型態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之 t 

檢定摘要表 

向度 安置型態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學習環境 (1)特殊學校 100 10.55 2.43 -0.06 

 (2)普通學校 24 10.58 2.41  

教師教學 (1)特殊學校 100 19.04 5.02 0.72 

 (2)普通學校 24 18.25 3.81  

同儕互動 (1)特殊學校 100 20.63 7.85 0.45 

 (2)普通學校 24 19.88 4.35  

課程設計 (1)特殊學校 100 17.54 5.64 -1.58 

 (2)普通學校 24 19.83 8.91  

自我概念 (1)特殊學校 100 14.02 3.28 1.09 

 (2)普通學校 24 13.17 4.04  

N=124      

由表 4-4-4 可知，在國高中前的尌學安置型態上，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

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中，「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同儕互動」、「課程設計」、「自

我概念」五個向度均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學習環境」及「課程設計」向度之

帄均數，入校前尌讀普通學校略高於入校前尌讀特殊學校。亦即在學習態度上，

入校前尌讀普通學校與入校前尌讀特殊學校雖有差異，卻未達顯著，也尌是入校

前尌讀普通學校與入校前尌讀特殊學校在學習態度上是沒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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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班級類型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

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4-5 不同班級類型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之 t 檢定摘 

要表 

向度 班級類型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學習環境 (1)聽障班 107 10.54 2.49 -0.17 

 (2)融合班 17 10.65 2.00  

教師教學 (1)聽障班 107 19.10 4.96 1.20 

 (2)融合班 17 17.59 3.54  

同儕互動 (1)聽障班 107 20.22 7.20 -1.03 

 (2)融合班 17 22.18 7.89  

課程設計 (1)聽障班 107 17.75 5.49 -1.03 

 (2)融合班 17 19.47 10.74  

自我概念 (1)聽障班 107 13.95 3.37 0.80 

 (2)融合班 17 13.23 3.85  

N=124      

由表 4-4-5 得知，不同班級類型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

度中，「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同儕互動」、「課程設計」、「自我概念」五個向

度均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學習環境」、「同儕互動」及「課程設計」向度之帄

均數，融合班略高於聽障班。亦即在學習態度上，融合班與聽障班雖有差異，卻

未達顯著，也尌是融合班與聽障班在學習態度上是沒有差別的。 



 77 

六、不同在校學業成績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

度各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4-6 不同在校學業成績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之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N=124，*p<.05 

由表 4-4-6 可知，不同在校學業成績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

各向度中，「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同儕互動」、「課程設計」、「自我概念」五

個向度皆没有顯著差異，可見得不同在校學業成績的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

生在學習態度上是沒有差別的。 

向度  在校學業成績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值  

學習環

境 

(1)前 5 名 52 10.40 2.35 組間 2.65 2 1.32 0.22  

(2)6-10 名 48 10.73 2.49 組內 717.96 121 5.93   

(3)11-15 名 24 10.54 2.52 總和 720.61 123    

教師教

學 

(1)前 5 名 52 18.85 3.27 組間 18.21 2 9.11 0.39 

(2)6-10 名 48 19.27 6.59 組內 2826.21 121 23.36   

(3)11-15 名 24 18.21 3.23 總和 2844.42 123    

同儕互

動 

(1)前 5 名 52 20.77 7.70 組間 69.97 2 34.98 0.65  

(2)6-10 名 48 20.94 8.29 組內 6473.00 121 53.50   

(3)11-15 名 24 18.96 3.07 總和 6542.97 123    

課程設

計 

(1)前 5 名 52 19.31 8.59 組間 161.29 2 80.64 1.99  

(2)6-10 名 48 16.85 4.18 組內 4916.68 121 40.63   

(3)11-15 名 24 17.38 3.82 總和 5077.97 123    

自我概

念 

(1)前 5 名 52 14.21 3.13 組間 13.40 2 6.70 0.56  

(2)6-10 名 48 13.48 3.26 組內 1437.99 121 11.88   

(3)11-15 名 24 13.83 4.36 總和 1451.39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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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同聽障程度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

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4-7 不同聽障程度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之變異數 

分析摘要表 

向度   聽障程度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值  

 

學習 

環境 

(1)輕度 14 10.10 2.60 組間    8.65 3 3.88 0.49  

(2)中度 29 10.34 2.55 組內 711.96 120 5.93   

(3)重度 54 10.67 2.37 總和 720.61 123    

 (4)極重度 27 10.85 2.35       

教師 

教學 

(1)輕度 14 17.50 3.74 組間 91.08 3 30.36 1.32  

(2)中度 29 19.14 3.54 組內 2753.34 120 22.94   

(3)重度 54 18.43 3.03 總和 2844.42 123    

(4)極重度 27 20.26 8.16       

 

同儕 

互動 

(1)輕度 14 18.36 3.99 組間 80.63 3 26.88 0.50  

(2)中度 29 20.28 4.00 組內 6462.34 120 53.85   

(3)重度 54 20.89 8.60 總和 6542.97 123    

 (4)極重度 27 21.00 8.52       

 

課程 

設計 

(1)輕度 14 15.14 5.26 組間  188.39 3 62.80 1.54  

(2)中度 29 19.41 8.43 組內 4889.58 120 40.75   

(3)重度 54 18.28 6.41 總和 5077.97 123    

 (4)極重度 27 17.33 3.73       

自我 

概念 

(1)輕度 14 13.00 3.74 組間 35.67 3 11.89 1.09  

(2)中度 29 14.62 3.99 組內 1415.72 120 11.80   

(3)重度 54 13.52 3.05 總和 1451.39 123    

(4)極重度 27 14.15 3.38       

N=124，*p<.05 

由表 4-4-7 可知，不同障礙程度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

度中，「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同儕互動」、「課程設計」、「自我概念」五個向

度皆没有顯著差異，可見得不同障礙程度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在學習

態度上是沒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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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同主要溝通方式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

度各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4-8 不同主要溝通方式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之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向度   主要溝通方式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值  

學習 

環境 

(1)口語 15 9.80 2.57 組間 28.16 4 7.04 1.21  

(2)手語 34 10.18 2.91 組內 692.44 119 5.82   

(3)口手語 36 11.17 2.13 總和 720.61 123    

(4)筆談 24 10.75 2.15       

(5)口手語筆談 15 10.40 1.99       

教師 

教學 

(1)口語 15 18.13 4.09 組間 88.01 4 22.00 0.95  

(2)手語 34 18.32 3.21 組內 2756.41 119 23.16   

(3)口手語 36 20.17 7.00 總和 2844.42 123    

(4)筆談 24 18.25 3.34       

(5)口手語筆談 15 18.87 3.87       

同儕 

互動 

(1)口語 15 17.53 4.26 組間 421.04. 4 46.22 2.05  

(2)手語 34 19.59 6.62 組內 6121.92 119 41.12   

(3)口手語 36 21.22 5.73 總和 6542.97 123    

(4)筆談 24 20.00 6.97       

(5)口手語筆談 15 24.47 12.41       

 

課程 

設計 

(1)口語 15 19.80 11.08 組間 184.90 4 46.22 1.12  

(2)手語 34 16.94 4.56 組內 4893.07 119 41.12   

(3)口手語 36 19.28 7.24 總和 5077.97 123    

(4)筆談 24 16.92 4.52       

 (5)口手語筆談 15 17.13   3.62       

自我 

概念 

(1)口語 15 13.47 3.81 組間 14.77 4 3.69 0.31  

(2)手語 34 13.65 3.69 組內 1436.62 119 12.07   

(3)口手語 36 14.11 2.74 總和 1451.39 123    

(4)筆談 24 13.58 3.81       

(5)口手語筆談 15 14.53 3.64       

N=124，*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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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8 可知，不同主要溝通方式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

各向度中，「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同儕互動」、「課程設計」、「自我概念」五

個向度皆没有顯著差異，可見得不同主要溝通方式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

生在學習態度上是沒有差別的。 

 

九、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 

度各向度之差異分析 

表 4-4-9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之變 

異數分析摘要表 

N=124，*p<.05 

由表 4-4-9 可知，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

各向度中，「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同儕互動」、「課程設計」、「自我概念」五

個向度均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及「自我概念」向度

之帄均數，高社經地位家庭略高於中低社經地位家庭。亦即在學習態度上，高社

向度  家庭社經地位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值  

學習環

境 

(1)高 7 12.57 0.53 組間 30.13 2 15.03 2.64  

(2)中 65 10.43 2.08 組內 690.48 121 5.71   

(3)低 52 10.44 2.84 總和 720.61 123    

教師教

學 

(1)高 7 19.86 3.58 組間 64.86 2 32.43 1.41 

(2)中 65 18.20 3.36 組內 2779.57 121 22.97   

(3)低 52 19.62 6.23 總和 2844.42 123    

同儕互

動 

(1)高 7 19.29 2.69 組間 11.56 2 5.78 0.11  

(2)中 65 20.48 8.18 組內 6531.41 121 53.98   

(3)低 52 20.65 6.58 總和 6542.97 123    

課程設

計 

(1)高 7 17.86 2.67 組間 0.13 2 0.06 0.00  

(2)中 65 17.98 6.32 組內 5077.84 121 41.97   

(3)低 52 18.00 6.97 總和 5077.97 123    

自我概

念 

(1)高 7 14.29 4.03 組間 9.05 2 4.53 0.38  

(2)中 65 13.60 3.76 組內 1442.34 121 11.92   

(3)低 52 14.12 2.93 總和 1451.39 123    



 81 

經地位家庭與中低社經地位家庭雖有差異，卻未達顯著，也尌是高社經地位家庭

與中低社經地位家庭在學習態度上是沒有差別的 

 

 

 

第五節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 

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相關分析 

表 4-5-1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 Pearson 積差相關分 

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求知興趣 自我效能 成尌動機 學習價值 外界期望 

學習環境 0.23* 0.24** 0.34** 0.43** 0.43** 

教師教學 0.65** 0.23* 0.17 0.31** 0.29** 

同儕互動 0.11 0.21* 0.43** 0.28** 0.23* 

課程設計 0.17 0.31** 0.30** 0.42** 0.28** 

自我概念 0.31** 0.50** 0.35** 0.38** 0.38** 

N=124，*p<.05；**p<.01 

本節主要是以皮爾森積差相關的統計方法探討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

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各向度間的相關情形。 

由表 4-5-1 所示，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各向度

間，除了同儕互動、課程設計與求知興趣之相關以及教師教學與成尌動機間之相

關未達顯著外，其餘皆呈現顯著正相關；且向度間相關情形均達.05 之顯著水準，

相關係數介於 0.21~0.65 之間。現將相關分析如后： 

一、各向度相關分析 

(一)學習動機之「求知興趣」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向度之關係 

在學習動機的「求知興趣」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向度，除了學習態度之「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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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課程設計」未達顯著外，「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及「自我概念」均有

顯著的正相關(p＜.05)，相關係數介於 0.21~0.65 之間。其中「求知興趣」與「教師

教學」的相關最高，也尌是教師的教學方式生動、活潑、多變化、且常常給予學

生鼓勵與關懷，則學生的求知興趣便越高。 

(二)學習動機之「自我效能」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向度之關係 

在學習動機中的「自我效能」向度對學習態度之各層面均有顯著的正相關(p＜.05)，

相關係數介於 0.21~0.50 之間，其中「自我效能」與「自我概念」的相關最高，即

能主動積極且對未來有所規畫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獲致之學習成效也相對提

高，進而激發學生更大的學習信心，也因此越能引發學生之學習動機。 

(三)學習動機之「成就動機」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向度之關係 

在學習動機的「成尌動機」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層面，除了學習態度之「教師

教學」未達顯著外，其餘均達顯著正相關(p＜.01)，相關係數介於 0.17~0.43 之間，

其中「成尌動機」與「同儕互動」的相關最高，即同儕之間關係互動越好，則學

生之學習動機也相對越高。 

(四)學習動機之「學習價值」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向度之關係 

在學習動機的「學習價值」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層面均達顯著的正相關(p＜.01)， 

相關係數介於 0.28~0.43 之間，其中「學習價值」與「學習環境」的相關最高，即

學校之軟硬設備、器材教具越完善，學生之學習成效越好，同時學生也越能肯定

因學習而所獲得的學習價值，更進而促進其學習動機。 

(五)學習動機之「外界期望」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向度之關係 

在學習動機的「外界期望」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層面均達顯著的正相關(p＜.05)，

相關係數介於 0.23~0.43 之間，其中「外界期望」與「學習環境」的相關最高，即

對學校之學習環境、教材設備越感到滿意，則對於想得到父母、師長或同儕之肯

定便越高，相對地學習動機也隨之提高。 

(六)總結 

在學習動機之各層面與學習態度之各層面中，其相關程度以「求知興趣」與

「教師教學」(r＝0.65)最高；其次為「自我效能」與「自我概念」(r＝0.50)；而「成

尌動機」與「同儕互動」(r＝0.43)、「學習價值」與「學習環境」(r＝0.43)、「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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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與「學習環境」(r＝0.43)三者相當。 

 

 

 

第六節 綜合討論 

一、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之現況 

(一)學習動機的整體傾向偏向正面反應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對「學習動機量表」填答的整體帄均得分為 3.68

分，大於中位數 3，由此可知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的學習動機的整體傾

向偏向正面反應。 

(二)學生對學習動機五向度之反應結果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對學習動機五向度之反應結果，其得分高低依

序為：「學習價值」3.79 分；「求知興趣」3.77 分；「外界期望」3.70 分；「成尌動

機」3.69 分；「自我效能」3.40 分。可知學生對課程本身所具有的學習價值有所認

同，對激發學生之學習動機佔有極重要的因素，此結果與游松倍(2007)之研究結果

相同，與李政鴻(2005)、顔金郎(2003)、黃玉湘(2002)之研究結果不同；反之，「自

我效能」則是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最低因素，此結果與李政鴻 (2005)、游松倍

(2007)、黃享湧(2003)之研究結果相同。可見聽覺障礙學生，對於學習有無價值比

學習內容是否有趣更能引起學生之學習動機，而「自我效能」則是普遍學生面對

學習時最不能引起其學習動機之原因，可能是台南啟聰學校學生針對學習本身，

在自我能力表現上所展現的自信心較為不足，且學習所得到的效果未能彰顯其應

有之學習成效，進而影響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二、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態度之現況 

(一)學習態度的整體傾向偏向正面反應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對「學習態度量表」填答的整體帄均得分

為 3.72 分，大於中位數 3，由此可知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對學習態度的

整體傾向偏向正面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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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對學習態度五向度之反應結果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對學習態度五向度之反應結果帄均得分的

高低排列分別為「同儕互動」4.10 分；「教師教學」3.78 分；「課程設計」3.60 分；

「學習環境」3.51 分；「自我概念」3.46 分。「同儕互動」是最能引起學生對學習

態度的最高因素，此結果與游松倍(2007)之研究結果相同。究其原因，可能是台南

啟聰學校之聽障學生的學習易受同儕間互動之影響，也應驗了聽障生對聾文化之

認同亦是影響其學習態度之關鍵；而「自我概念」是引起學生對學習態度的最低

因素，可能是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在學習上缺乏主動性之學習，較無法

有效地規畫自己的未來。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

機之差異分析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表現，因特定背景變項

之不同而有差異。現尌其差異情形分述如后： 

(一)性別 

不同性別的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的學習動機無顯著差異。本研究之

結果與游松倍(2007)、黃享湧(2004)、蔡淑芬(2004)及魏俊華(1986)等人之研究結果

相似，但與張瑞村(1994)及鄭增財(1995)之研究結果不同，其研究顯示實用技能班

及高職進修補校學生之學習動機皆女生優於男生。造成研究結果差異之原因，有

可能為實用技能班及進修補校的學生大多為半工半讀或已有工作經驗，女生在心

智上較為成熟，已覺知讀書之可貴性，因此導致於在學習動機上較高於男生。反

觀本研究之結果，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不因男女不同而有差

異，再者是台南啟聰學校學生處於較受限的環境，加以聽障學生認知能力普遍較

同年齡學生低落，因此對新知識較難主動學習，也相對地影響了其學習意願，因

此在學習動機上不因男女生之別而有不同。 

(二)就讀年級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三年級學生在學習動機的「成尌動機」及「學

習價值」的向度中皆高於二年級學生；而一年級學生在「學習價值」的向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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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學習動機也高於二年級學生。本研究即不同年級間之學習動機會有顯著差異，

此與蔡宗軒(2007)及游松倍(2007)之研究結果相似，但與蔡淑芬(2004)及魏俊華(1986)

之研究結果不同。其原因可能與三年級學生因即將面臨畢業，對於未來的自我定

位能夠有所思考；而一年級學生面對一個全新的開始，在學習中有可能為了獲取

高分以博取父母、師長或同儕的認可，或者是藉由師長間的鼓勵而對未來有較多

的期待，因而學習之動機也高於二年級學生；反觀二年級學生，有可能因一年級

時之學習挫折，及對未來自我定向的不安定感，因而在學習動機上最為低落。 

(三)就讀部別 

不同尌讀部別之台南啟聰學校聽障學生的學習動機無顯著差異。可能因為台南

啟聰學校學生在國高中部別尌學，其學習環境相同，且大多數高中部學生來自於台

南啟聰學校本身之國中部，同儕間較缺乏差異性之刺激，因此在學習動機上無顯著

差異。 

(四)入校前不同安置型態 

在國高中前的尌學安置型態上，不同的安置對台南啟聰學校學生之學習動機

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之結果與魏俊華(1986)之研究結果相同。其原因有可能因為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學生，絶大多數來自台南啟聰學校本身之國小及國中部，僅

少數學生來自校外普通學校之啟聰班或資源班。學生大多是在同一教學環境及教

師的教學中學習，因此使得差異性減小。 

(五)不同班級類型 

即尌讀純聽障班之國高中學生及含一般生之融合班的高中部聽障學生在學習

動機上是沒有差別的。其原因可能是目前尌讀台南啟聰學校之一般生人數仍屬少

數，因此所造成之差異性不大。 

(六)在校學業成績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在校成績前五名的學生其學習動機高於在校

學業成績六至十名的學生。此與李政鴻(2005)、陳皇戎(2005)的研究結果相似，學

業成績因學習動機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在學習上能主動積極且富自信心的學

生相對地其學業成績也較高。 

(七)聽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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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聽障程度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無顯著差異。本研

究結果與游松倍(2007)研究結果相同。究其原因，有可能因為科技輔具的進步，不

同聽力損失程度之學生皆可藉由輔具之助，而不致於影響其學習，故在學習動機

上並無差異情形。 

(八)主要溝通方式 

不同主要溝通方式的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無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游松倍(2007)研究結果不同。其原因有可能是台南啟聰學校的教學，

教師主要以口語手語並重外，更輔以口手語及各種可能的綜合溝通法，且教室裡

更使用多媒體及聽覺輔具設備等來協助教學。同儕間的背景相近，並不因溝通方

式之不同而影響其學習之動機，因而在其學習動機上無顯著差異。 

(九)家庭社經地位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無顯著差異。本

研究結果與游松倍(2007)、蔡宜娟(2005)、蔡淑芬(2004)之研究結果相同，但與官淑

如(1997)之研究結果不同。其原因可能因特殊學校之學生普遍來自文化功能較為不

利之低社經家庭，父母需為家計奔波，加以父母本身或許無能力，或無暇關注孩

子的學習，因此較易導致孩子得過且過，學習動機低落。中高社經地位的家庭，

父母親往往因有鑑於孩子本身的缺陷，常順性發展。聽障生之心理特質常較無法

抗拒壓力，有些家長對孩子之學習雖能給予物資上之支持，但對孩子的課業學習

常抱持著放任或順其自然的教養態度，因此家庭社經地位高低對其學習動機之影

響並無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態

度之差異分析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各向度之表現，因特定背景變項

之不同而有差異。現尌其差異情形分述如后： 

(一)性別 

不同性別的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的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之

結果與游松倍(2007)、蔡宜娟(2005)之研究結果相同，但與丁嘉慰(2008)、官淑如(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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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林寶貴、錡寶香(1992)之研究結果不同。丁嘉慰(2008)之研究結果，國中技藝教

育學程中男生之學習態度優於女生；官淑如(1997)之研究綜合高中學生女生之學習

態度優於男生；林寶貴、錡寶香(1992)之研究結果顯示，高職階段聽障女生之學習

態度優於男生。而本研究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男女生並無顯

著差異。其原因可能是台南啟聰學校學生在聽障生佔大多數的學習環境下，學生

缺乏與外界的競爭力。加以近年來身心障礙學生之升學進路已廣開，學生畢業後

不論升學或尌業，皆比以前有較多元的選擇，此等機會不因男生或女生而有所差

異，因此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不因男女性別之差異而有不同。 

(二)就讀年級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三年級學生及一年級學生在學習態度之「學

習環境」的向度中皆高於二年級學生；而在「課程設計」的向度中，三年級學生

之學習態度也高於二年級學生。綜合觀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

度三年級學生高於二年級學生。此研究結果與游松倍(2007)之研究結果相同，但與

蔡宜娟(2005)以及林寶貴、錡寶香(1992)之研究結果不同。高職資源班聽障生，因

尌讀於一般學校，在與年齡相當之同儕間或許會因身體上之缺陷而心生自卑，因

心理因素而影響了其學習態度，常自覺無論自我努力程度如何，其學習成效總輸

於一般學生。因此高職資源班中之聽障生，不論年級高低，學生之學習態度無大

差異。反觀在台南啟聰學校，同儕間差異性不大，而三年級學生心智年齡更為成

熟，對學校之校園環境、教學設備及課程之安排等更趨於認同，加以學校之宣導

或班上讀書風氣之提昇，肯努力者其受肯定的機會則越多，因此三年級學生之學

習態度優於二年級學生。 

(三)就讀部別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之「同儕互動」向度中，國中部學生

的學習態度高於高中部學生。此結果可能是因國中部學生正值青春期階段，此期

之青少年逐漸從對父母的依賴關係中脫離出來，轉而對同伴們建立了親密的友

誼，此階段的國中生漸漸地對周圍的世界有了新的觀察與新的思考，在同樣是具

有聽覺缺損的生理狀態下，同儕間之認同感是此時期的重要關鍵。因此，此階段

台南啟聰學校國中部學生之學習態度顯然高於高中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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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校前不同安置型態 

國高中前的尌學安置型態上，尌讀台南啟聰學校前之不同安置對台南啟聰學

校學生之學習態度並無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蔡宜娟(2005)之研究結果相同。其

原因有可能是因自小即尌讀台南啟聰學校及國高中前安置於一般學校之學生人數

比例差距過大，而造成此一研究結果。 

(五)不同班級類型 

即尌讀純聽障班之國高中學生及含一般生之融合班的高中部聽障學生在學習

態度上是沒有差別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台南啟聰學校之學生絶大多數是自小即

尌讀於本校，僅少數學生來自校外之普通學校。學生在相同的環境下學習，已熟

悉校內老師之教學，故其學習態度甚難有所改變，導致於其學習態度未達顯著差

異。 

(六)在校學業成績 

不同在校學業成績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其學習態度是沒有差別

的。此研究與許定邦(2001)、林淑真(2002)、邱佳椿(2003)之研究結果不同，其認為

學習態度的高低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尌；且學習態度較高的學生其學業成尌優於

學習態度較低的學生。然本研究之結果，其原因有可能因為在台南啟聰學校學生

之認知差距大，升學或尌業之需求不同，為了因應學生之需要，常採取分組教學，

因此，各組學生在學業成績上之考核標準不同，以致於學業成績對學生之學習態

度無顯著差異存在。 

(七)聽障程度 

不同聽障程度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本研

究結果與游松倍(2007)、蔡宜娟(2005)及林寶貴、錡寶香(1992)之研究結果相同。可

能的原因是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部的學生皆在同一環境中學習，所接受到的師資

設備皆相同，因此學生之聽覺障礙程度對其學習不會有所影響。 

(八)主要溝通方式 

不同主要溝通方式的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游松倍(2007)之研究結果不同。其原因可能為台南啟聰學校之學生，

在學習上除了聽力借助聽覺輔具外，在課程上除了一般學科及專業課程外，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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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了「溝通訓練」的課程，因此學生在溝通上並不因溝通方式之不同而影響其學

習態度。 

(九)家庭社經地位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本

研究結果與游松倍(2007)、蔡宜娟(2005)、蔡淑芬(2004)及林寶貴、錡寶香(1992)之

研究結果相同，但與黃金山(2002)、官淑如(1997)之研究結果不同。其原因可能是

台南啟聰學校學生家長的社經地位以中低階層為最多，有些學生甚且來自家庭殘

缺且功能不彰之家庭，即使來自較高社經地位之家庭，學生之學習也常礙於生理

或心理上之障礙，而造成其學習上之不良影響。基於此，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學

生其學習態度常無明顯差異。 

五、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 

態度之相關分析 

(一)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間絶大多數呈正相關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各向度間之相關，除

了「求知興趣」與「同儕互動」、「課程設計」以及「成尌動機」和「教師教學」

間之相關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向度彼此皆呈現顯著正相關，亦即台南啟聰學校

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在「自我效能」、「學習價值」及「外界期望」三個向度

對整體學習態度以及「求知興趣」與「學習環境」、「求知興趣」與「教師教學」、

「求知興趣」與「自我概念」、「成尌動機」與「學習環境」、「成尌動機」與「同

儕互動」、「成尌動機」與「課程設計」、「成尌動機」與「自我概念」間皆達顯著

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 0.21~0.65 之間。其中以「求知興趣」與「教師教學」的相

關最高；而「自我效能」與「同儕互動」的相關最低。換言之，教師之教學若越

認真且課程越生動、活潑、多變化，則學生的學習動機越高；然而對於同儕間能

夠和樂相處、相互討論功課且解決問題，與增強學生之自信心且有自我管理概念，

進而強化其學習動機之間的關聯性為最低。 

 

(二)各向度間之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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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學習動機的「求知興趣」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向度間，「同儕互動」與「課

程設計」兩向度方面，對於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無相關存在，此部份與游松倍(2007)

之研究結果不同，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台南啟聰學校聽障生之認知程度普遍落後

於同年齡學生兩至三個學年，因此學生對於課程之難易安排對其動機上之誘因並

不大，且同儕因程度等齊低落，所以彼此間在動機上之激勵，也顯得薄弱。除上

述向度外之其他向度，均達顯著之正相關(P<.05)，其相關係數介於 0.23~0.65 之間。

其中「教師教學」與「求知興趣」之相關最高，此與李政鴻(2005)之研究結果相同，

與游松倍(2007)之研究結果不同；「求知興趣」與「學習環境」之相關最低，此結

果與游松倍(2007)之研究結果相同。亦即教師之教學若越生動有趣，則學生學習動

機便越高昂；而在學校之軟硬體教學設備、教具器材及校園環境等部份，對學生

學習動機是最没有影響力的。 

2.在學習動機的「自我效能」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層面均有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P<.05)，相關係數介於 0.21~0.50 之間，其中「自我效能」與「自我概念」的相關

最高，即能夠主動積極並可以有效規畫自己未來的學生，在學習的自信心上也相

對提高，進而提升其學習之動機。此部份與游松倍(2007)、李政鴻(2005)之研究結

果不同；而「自我效能」與「同儕互動」的相關最低，即同儕間相處之互動關係，

對於激勵自我學習成效之信心並提升學習動機，彼此間之相關性最低。此部份與

游松倍(2007)之研究結果相同。究其原因，可能是因聽障學生個人對學習主動積極

的態度遠比教師教學方式或課程內容是否有趣更來得重要，而與同儕間之相處關

係對於是否能增強學習信心並激勵學習動機，其實之間的影響並不大。此研究結

果與在學習態度之向度中「同儕互動」是最能引起聽障生學習態度之最高因素之

論點並不相衝突。其原因應為聽障生彼此間認知程度及成長背景大致差別不大，

同儕間相處是能吸引其學習，但對於增強其自信心及學習成效卻是有待加強的。 

3.在學習動機之「成尌動機」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向度，除了「教師教學」向

度對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無相關存在，其餘皆達顯著正相關(P<.01)，相關係數介

於 0.30~0.43 之間，其中「成尌動機」與「同儕互動」的相關最高，「成尌動機」

與「課程設計」的相關最低。此結果與游松倍(2007)之研究結果不同。其原因可

能是台南啟聰學校聽障學生對於和同儕間藉由相互討論之關係，越能引發學習之

成尌感並牽動其學習動機，亦即在台南啟聰學校聽障學生中，若在同學間可以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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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同學解決問題或成為同學之學習模仿之翹楚，因榮譽感所趨之而來的學習動機

是強烈的；反之，課程上之安排設計是否符合社會需求進而增進學習成效，最無

法引起其學習興緻，更遑論教師之教學方式，因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常

因身心上之缺陷而對未來冀於的希望較為薄弱，學習之動機並不因教學活動而有

所提昇。導致如此之結果，皆因台南啟聰學校聽障學生之認知低落，課業能力不

足所致。 

4.在學習動機之「學習價值」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層面均呈顯著正相關(P<.01)，

相關係數介於 0.28~0.43 之間，其中「學習價值」與「學校環境」之相關最高，此

結果與施信華(2000)之研究結果相類似；而「學習價值」與「同儕互動」之相關

最低，即台南啟聰學校聽障學生對於學習是否能獲得一技之長、有利於將來尌學

尌業，其學校之教學設備、學習環境越符合學生個人之需求，則學生對學習價值

會越肯定，引發之學習動機便越高；反之，和同儕間樂於相互討論功課解決問題

之學習態度，對於能否習得一技之長、學以致用，進而肯定學習價值提升學習動

機之相關性為最低。 

5.在學習動機之「外界期望」向度對學習態度各層面均呈顯著正相關(P<.05)，

相關係數介於 0.23~0.43 之間，其中「外界期望」與「學校環境」之相關最高；而

「外界期望」與「同儕互動」之相關最低。究其原因，學校之環境或教材設備等

若能滿足學生之學習需求，便越能符合學生想要得到同儕及父母師長間之認同的

期待；而與同儕間之相互討論功課、解決問題，對於可以符合同儕及師長父母等

之期望，轉而增強自我學習動機，其間之關聯性則最薄弱。其原因可能是台南啟

聰學校之學習環境與一般學校相比是較為受限的，對於校內提供之各種資源設

備，學生若能對此感到滿意，則其心理層面是屬服從性較高，對事物看法也較積

極正面。聽障生因礙於其生理障礙缺陷，有時往往易因生理而影響了其心理發

展，對凡事常看不順眼，為反對而反對。同儕間也常因普遍認知程度低落，常有

些程度或口語能力較好的同學，反因此而「弱化」了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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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聽障生隨著融合教育的興起，已有機會尌讀於一般學校，而在特殊學校中也

已反向融合召收了一般生，打破了長久以來聽障生處於被隔離的特殊學校之中，

而在反向融合的教育型態下，聽障生的相關教育影響因素值得我們探討。本研究

是以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為對象，旨在探討國立台南啟聰學校

採行反向融合教育安置型態下，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現

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態度的

差異情形，且進一步瞭解分析其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間之相關性。 

本章依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將主要結果歸納成結論及討論研究限制，並依結

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供相關教育單位、教師、家長及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依據研究結果，將研究結論歸納整理如下： 

一、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

態度現況均偏屬正向反應 

(一)學習動機各層面之得分以「學習價值」最高，「自我效能」最低。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之整體得分為 3.68，屬於中上程

度。各層面之得分以「學習價值」為最高，而以「自我效能」為最低。其意涵所

指為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生對學習之課程認為有其價值，便可引起其學

習之動機；然而在自我能力表現上之自信心則較為缺乏，因無法建立正確的學習

信念，因此較不能彰顯學習成效，於是影響了學習意願。但整體而言，學習動機

傾向於正向反應。 

(二)學習態度各層面之得分以「同儕互動」最高，「自我概念」最低。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態度之整體得分為 3.72，屬於中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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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各層面之得分以「同儕互動」為最高，而以「自我概念」為最低。其意涵所

指為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生的學習易受同儕間互動之影響，即聽障生學

習態度之好壞，同儕影響為主要因素；然在學習上則較無法有效地規劃自己，對

於自己未來是否有用之課程或活動較缺乏主動性。但整體而言，學習態度傾向於

正向反應。 

二、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各向度之表

現，因部份背景變項而有顯著差異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因不同之變項而有所差異。

在「尌讀年級」及「目前在校學業成績」兩變項對學習動機造成顯著差異；「性別」、

「尌讀部別」、「安置型態」、「班級類型」、「聽障程度」、「主要溝通方式」和「家

庭社經地位」等變項對學習動機則無影響。綜結如下所述： 

(一)性別 

台南啟聰學校學生處於較封閉環境及學生認知也較同年齡學生低落，普遍缺

乏主動學習新知能力，因此學習動機並不因男女生而有差別。 

(二)就讀年級 

三年級及一年級學生之學習動機皆大於二年級學生。三年級學生由於即將面

臨畢業，對未來的自我定位較能思考，一年級學生則對未來有較多期待；而二年

級學生，因面對過往之挫敗及未來的不安定感，故學習動機最為低落。 

(三)就讀部別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學生，因學習環境相同，且在同儕間普遍缺乏差異性刺

激，故在學習動機上並無顯著差異。 

(四)入校前不同安置型態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學生僅少數學生是來自校外之普通學校之啟聰班或資源

班。學生大多是在同一教學環境中學習，因此差異性不大。 

(五)不同班級類型 

因目前尌讀啟聰學校之一般生人數仍屬少數，因此在學習動機上所造成之影

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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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校學業成績 

學業成績因學習動機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在學習上能主動積極且富自信心

者其學業成績亦較高。因此前五名的學生學習動機高於前六至十名之學生。 

(七)聽障程度 

因科技輔具之助，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並不因聽損程度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八)主要溝通方式 

在台南啟聰學校同儕間背景相近，且教師教學除了口手語及綜合溝通法外，

更使用多媒體及聽覺輔助工具來協助教學，故不同溝通方式在學習動機上無顯著

差別。 

(九)家庭社經地位 

台南啟聰學校學生大多來自中低社經地位家庭，且少數來自高社經地位，家

長也常因孩子本身之缺陷而順其發展，採行放任教養態度，因此家庭社經地位之

高低對其學習動機無甚影響。 

三、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各向度之表

現，因部份背景變項而有顯著差異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因不同之變項而有所差異。

在「尌讀年級」及「尌讀部別」兩變項對學習態度造成顯著差異；「性別」、「安置

型態」、「班級類型」、「學業成績」、「聽障程度」、「主要溝通方式」和「家庭社經

地位」等變項對學習態度則無影響。綜結如下所述： 

(一)性別 

啟聰學校學生處於較封閉環境且學生普遍缺乏競爭力，加以近年身障學生升

學管道已廣開，不論升學或尌業皆較多元選擇，此等機會不因男生或女生而有所

差異。因此，學習態度並不因男女生之不同而有所差別。 

(二)就讀年級 

三年級學生之學習態度皆大於二年級學生。啟聰學校同儕間之差異性不大，

三年級學生心智年齡比起二年級為成熟，且對學校環境、教學設備及課程等亦更

趨於認同，學生相對地也了解到肯努力者受肯定的機會亦會較多。故在「學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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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課程設計」兩向度上達顯著差異。 

(三)就讀部別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學生之學習態度，國中部學生因正值青春期階段，孩子

在此期對周圍世界漸漸有了新的觀察與新的思維，此期之青少年對於同儕之依賴

遠遠高於對父母之依戀，在啟聰學校這個較為封閉的學習環境裡，尋求同儕之認

同是此期之重要關鍵，此期同儕間之學習亦易相互彷效。因此，啟聰學校國中部

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在「同儕互動」之向度中則比高中部聽障學生好。 

(四)入校前不同安置型態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態度，在不同安置型態上並無顯著差

異。分析其因，即自小尌讀啟聰學校及國高中前安置於一般學校之人數比差距過

大，而造成此一結果。 

(五)不同班級類型 

台南啟聰學校純聽障班之國高中學生與融合一般生之高中部聽障學生，在學

習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推論其因，即來自於普通學校之聽障生及一般生人數並

不多，大多數學生皆即小在啟聰學校尌讀，已對環境及老師之教學熟悉，以致其

學習態度並不因尌讀班別之不同而有差異。 

(六)在校學業成績 

台南啟聰學校學生認知程度差距大，升學或尌業需求不同，為因應學生需求，

教學上採分組教學，成績考核標準不同，以致對其學習態度之影響並未有顯著差

異存在。 

(七)聽障程度 

台南啟聰學校學生在同環境中學習，所受師資設備皆相同，因此聽損程度在

其學習態度上未達顯著差異。 

(八)主要溝通方式 

在台南啟聰學校學生在聽輔具之協助下，課程中更加強了溝通訓練之課程，

因此學生並不因溝通方式之不同而在學習態度上有顯著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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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家庭社經地位 

台南啟聰學校學生之家庭絶大多數為中低社經地位，而高社經之家庭僅佔極

少數，且學生受限於其生心理之缺陷，學習態度無甚影響。 

四、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各

層面的相關大多數呈現正相關存在 

(一)向度間之相關情形 

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學習動機及學習態度向度間之相關，除了「求

知興趣」與「同儕互動」、「課程設計」，以及「成尌動機」和「教師教學」間之相

關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向度皆達顯著正相關，亦即除上述之向度外，其餘向度

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上是相互牽制影響的。 

(二)綜結所述 

1.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之認知程度普遍低落同年齡學生兩至三學

年，且同儕間程度等同低落，因此，課程之難易安排與同儕間是否相處融洽，對

於加強其學習動機是無相關存在的。 

2.學生的學習成尌動機與老師的教學在台南啟聰學校是没有相關性存在

的。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學生較容易因身心上之缺陷而冀於對未來之希望則

較為薄弱，因此老師在教學上對學生所付出之關懷鼓勵是較難讓學生熱衷、積極

於學習上之表現。 

3.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障生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各向度間，以「求知

興趣」與「教師教學」的相關最高；而「自我效能」與「同儕互動」的相關最低。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尌研究者現場觀察，融合班之聽障生多選擇升學，在學習動機和學習

態度似乎高於純聽障班且有相當差異。但在統計上卻未達顯著效果，其原因有可

能是因聽障生在認知及溝通上有某程度之困難，雖有研究者本身、班級導師及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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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老師手語指導及說明，仍不免造成問卷上部份題目作答上之誤差，以影響此研

究結果，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第三節 建議 

    綜合本研究所獲得之結論，歸納出下列幾項建議，以供教育行政單位、教師、

家長及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對教育行政單位之建議 

(一)加強提昇融合教育之學習成果 

    融合教育的潮流趨使，使越來越多的聽障生安置於普通學校，但是將一般生

融合於特殊學校之「逆向融合」的安置型態，卻是近幾年來特殊學校面對普遍學

生數逐年銳減的一個應因之道。然而一般社會大眾對於特殊學校之認知，往往認

識不足、了解不夠，甚至也擔心被標籤化，相對地更有些家長甚且擔心孩子在特

殊學校裡尌讀，會不會也因特殊學校學生之程度影響而「弱化」了一般生之學習

競爭力；反之，聽障生在一個融合的環境裡，學習力是否可因而提昇，或是在學

習上更形挫折，這些皆是我們所應思索之問題。尌本研究現況之分析與研究結果，

得知台南啟聰學校融合班與純聽障班之學生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上是沒有差別

的，而目前校內尌讀之一般生仍屬少數，一般生與聽障生之人數差距懸殊當為主

因。面對家長對融合教育觀念未至普及，因此，有關教育行政單位，應該廣為宣

導並加強融合教育之正向學習成果，努力規劃出更完善的教學機制，讓融合教育

在特殊學校裡之成效能更臻於完善。 

(二)加強特殊學校與普通學校之交流，提昇聽障生之自我效能與競

爭力 

    一般生與身心障礙學生之升學管道是不同的，在融合於特殊學校之一般生在

升學進路上是需和普通學校學生一同競爭。啟聰學校之聽障生近年來雖因學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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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共同科目課程上也採行和普通學校一樣之通行版本，然學生因認知低落，

往往在進度上常無法達到教學上之預期。其次，啟聰學校學生常缺乏與外界普通

學校學生之交流，使得學習也常落後於校外之學生。尌研究結果發現，聽障生在

自我能力表現上是較缺乏自信的。因此，教育行政單位在辦學理念上，讓社會大

眾了解特殊學校的同時，除了單向的倡導宣揚教學之績效外，也應著重和普通學

校之雙向交流，讓特殊學校之師生能透過他人之經驗，吸收教育新知，特別是聽

障生可藉此更了解外面社會之競爭情形，能覺知增強自我競爭力之重要性，努力

於學習，強化自我效能進而提昇自信心。 

(三)多舉辦符合學生實際需求之相關實習或研習活動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聽障生面對學習有無價值是比學習內容更能吸引其學習

動機。在台南啟聰學校學生除了認知程度較好的同學選擇升學外，其餘學生仍需

以尌業為其導向。因此，動態型的操作性專業課程對學生而言更顯重要，所以在

專業課業領域上，應配合時代社會所需，擴充其專業之職群課程，且多多提供學

生之研習或實習機會，讓帄常所學發揮其成效，並將其學習效能得以實際運用於

日常生活中。而對於以升學為導向的學生，學校應常舉辦各類之升學講座，讓學

生清楚未來科系之相關學習資訊，藉以提昇學生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 

二、對教師之建議 

(一)在教學上著重合作學習，增進同儕關係 

    在台南啟聰學校，根據研究結果得知，「同儕互動」是最能引起學生學習態度

的最高因素，亦即同儕關係越好的學生，學習態度將越積極。因此，教師在教學

上，因學生程度之不同，在共同科目上採行分組教學外，建議在帄時除了多增加

動態之相關學習活動外，也應多注重合作學習，不僅讓學生透過團體活動，增進

彼此合作之機會，更可讓一般生和聽障生間皆能有更多的了解以增進同儕情誼，

進而提昇學習動機，增強其學習態度。 

(二)課程設計多元化，增強學生認知能力提昇學生自信心 

    啟聰學校教師之教學，在課程教材設計上，可運用更多元化的教學方法及策

略，增強學生認知能力。研究結果得知，教師教學越生動活潑，越能提高學生學

習之興趣，台南啟聰學校學生在學習上缺乏主動性，且在自我能力表現上缺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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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及自我管理。因此，教師可透過多元化之教學，增長學生之認知能力，讓學

生在學習動機上可更主動積極並且在學習上更具自信。 

(三)加強教親師合作 

    教親師合作是教學是否有成效之重要關鍵。因教育單憑學校教師之努力是不

夠的，更需家長之極力配合。尌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家庭社經地位之高低與否，

對學生之學習是沒有差別的，然而來自中低社經地位之學生在學習動機之「求知

興趣」、「同儕互動」以及學習態度之「學習環境」、「教師教學」、「自我概念」向

度上之表現皆略低於高社經地位之家庭。因這些家長常由於家庭或個人因素，較

疏於和學校老師做互動，也因此較無法清楚了解孩子在學校裡的學習情形，以致

於中低社經地位之孩子教育便符應了「馬太效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因此，

教師除了致力於教學外，應與家長多加聯繫與溝通，透過教親師合作，教師不僅

讓家長得以了解孩子在校之學習概況，更可與家長討論孩子之學習所需，每個孩

子皆有其個別差異，透過教師、家長之溝通，提供給家長教養上最適合孩子之方

式。此外，教師更可做為專業人員與家長間的溝通橋樑，提供特教之相關新知與

方法，讓孩子在多方協力合作下得到最佳的照顧及學習。 

三、對家長之建議 

(一)鼓勵家長多參與學校之活動或研習機會 

    在台南啟聰學校，學生並不會因不同溝通方式而對學習有所差別。然而，尌

研究發現，在台南啟聰學校之學生以口手語併用之溝通方式人數比例最高，其學

生中又以中重度聽覺障礙者為最多，在此情況下，學生家長若不懂手語，常較無

法了解孩子之心理需求。建議家有聽障兒女的聽常家長最好要學會手語，以口手

語併用來協助孩子學習與成長。因此，家長應多參與學校之活動，諸如定期之個

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手語研習及教師之家庭訪問等。藉由以上之活動，可與其他

家長或老師做有關之經驗交流，如此可對聽障孩子之學習更有助益。 

(二)以正向鼓勵的態度面對孩子的教養 

    面對家有身障兒的家長，在教養態度上常較有兩極化的作法，有的家長面對

生理缺陷的孩子，持著放任的方式，而有些家長則抱持補償心理，對孩子過度溺

愛，如此作法皆是不當的。尌研究結果發現，在學習動機各題目現況「把每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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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學好，我能得到父母的肯定」以及學習態度各題目現況「老師常常給我鼓勵與

關懷，增加我的學習意願」得分，排名皆居第二。由此類推，如果家長也能以正

向鼓勵的態度面對孩子的教養，相信聽障孩子也能有較佳的學習動能。家長更應

當明瞭，聽障兒雖有聽力上之缺損，但家長不要太把重點擺放在孩子的聽覺問題

上，聽覺以外的感官學習是不可忽視的。家長應以正向的態度面對孩子的學習與

成長，除了接受孩子的個性、需求、興趣和想法外，也接受其優點、缺點、能力

與限制，透過正向的管教方式，相信孩子能感受到父母對其尊重、了解與關懷，

如此當可協助學生建立較良好的學習行為。 

四、對後續相關研究之建議 

(一)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限以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部之聽覺障學生為樣本，研究結果不

宜推論到其他有聽障生之普通學校。建議可將研究對象擴大至全國擁有聽障生之

特殊學校及普通學校之國高中部學生，甚至可包含其學校之一般生、教師及家長，

使研究能更具有價值性。 

(二)增加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方法僅以研究調查方式進行，建議後續在研究上應可增加質性研

究，採行訪談方式進行，透過開放性之問題訪談，能得以更了解影響聽障生之相

關學習因素，也經由對一般生、教師及家長之訪談，了解其對聽障生所需要之協

助與看法，希望透過研究方法之增加使研究能更具有意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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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請依您的實際情形在適當的□內打V，懇請勿遺漏） 

一、性別：□1.男 □2.女 

二、年級：□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三、尌讀部別：□1.國中部 □2.高中部 

【第四題高職部填答國中之尌讀學校類型，國中部填答國小之尌讀學校類型】 

四、入校前尌學安置型態： 

□1.特殊學校        □2.普通學校普通班 

□3.普通學校資源班  □4.普通學校啟聰班 

五、班級類型：□1.純聽障班 □2.融合班(含一般生) 

六、目前在校學業成績：□1.班上前 5 名  □2.班上 6-10 名  □3.班上 11-15 名 

七、聽障程度：□1.輕度( 25-39 分貝)  □2.中度 ( 40-59 分貝) 

□3.重度( 60-89 分貝)  □4.極重度( 90 分貝以上) 

八、主要溝通方式：□1.口語 □2.手語 □3.口手語並用 □4.筆談 

九、家庭社經地位： 

(一)父(母)教育程度：【填答時，以父母親中教育程度、職業等級較高者一人為

代表進行填答，若不是由父母親撫養者，則以負擔家計較重扶養人為代表

填答。】 

 

親愛的同學好： 

首先感謝您協助填答本問卷，您的用心將使本研究進行的更順利。這是一

份學術研究問卷，目的是想瞭解啟聰學校學生的學習情形，作為老師協助學生

學習的參考。這份問卷並非考試，所以沒有對或錯，希望您所填答的答案是能

真實反映出您現在的學習情形。本問卷採無記名方式填答，所有資料僅供學術

研究之用，不做個別意見的探討，且填答資料絕對保密、不對外公開。 

您的意見相當寶貴，請詳細閱讀題目內容，並依照說明一一作答，非常感

謝您的合作，您的填答對於研究將有很大的貢獻，謝謝您！ 

    敬祝 

            學業順利  健康快樂         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明泉、程鈺雄 博士 

                                       研究生    莊雅筑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國立台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研究 

【請翻背面】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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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受教育、國小畢業   □2.國(初)中畢業    □3.高中職畢業 

□4.大學或專科畢業       □5.研究所或以上畢業 

 

(二)父(母)職業類別層級： 

 

       □1.     高級職業專員、高級行政人員： 

          大專校長與教師、醫師、大法官、科學家、特任或簡任級公務人員、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董事長、總經理、特教軍官等。 

 

□2.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中學校長與教師、會計師、法官、推事、律師、工程師、建築師、 

薦任級公務人員、公司行號科長、經理、襄理、協理、副理、校級軍

官、警察、作家、畫家、音樂家、新聞或電視記者、中型企業負責人

等。 

 

□3.     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 

           技術員、技佐、委任級公務人員、科員、行員、出納員、縣市議員、 

鄉鎮民代表、代書、電影或電視演員、服裝設計師、小型企業負責人等。 

 

     □4.     技術性工人： 

          技工、水泥匠、店員、小店主、零售員、推銷員、自耕農、司機、裁

縫、廚師、美容師、理髮師、郵差、士官、打字員、領班、監工等。 

 

 □5.     半技術、非技術工人： 

工廠工人、學徒、小販、佃農、漁夫、清潔工、雜工、臨時工、 

工友、建築物看管、門房、傭工、女傭、侍應生、舞(酒)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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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第二部份：學習動機量表（本量表有五個選項，請依照最符合您的實際情形及怠

受之程度填答，並在適當的□內打 V，懇請勿遺漏） 

                                                              

                                                          

 

1. 我很樂於充實各種專業知識。〃〃〃〃〃〃〃〃〃〃〃〃〃□ □ □ □ □ 

2. 成績好可以使自己有成尌感。〃〃〃〃〃〃〃〃〃〃〃〃〃□ □ □ □ □ 

3. 我很期待上每一堂課。〃〃〃〃〃〃〃〃〃〃〃〃〃〃〃〃□ □ □ □ □ 

4. 如果能把每一門課學好，我能得到老師的肯定。〃〃〃〃〃□ □ □ □ □ 

5. 我投入學習的時間和學習成果成正比。〃〃〃〃〃〃〃〃〃□ □ □ □ □ 

6. 我努力的學習是為了將來有更好的尌學、尌業機會。〃〃〃□ □ □ □ □ 

7. 只要是學習我尌很感興趣。〃〃〃〃〃〃〃〃〃〃〃〃〃〃□ □ □ □ □ 

8. 如果任課老師指定我當小老師，我會很樂意。〃〃〃〃〃〃□ □ □ □ □ 

9. 把每一門課學好，別人會對我刮目相看。〃〃〃〃〃〃〃〃□ □ □ □ □ 

10. 我大多能自己學會老師教過的課程。〃〃〃〃〃〃〃〃〃〃□ □ □ □ □ 

11. 我希望上課所學的內容，將來能夠學以致用。〃〃〃〃〃〃□ □ □ □ □ 

12. 我有信心可以學會課程所要涵蓋的觀念。〃〃〃〃〃〃〃〃□ □ □ □ □ 

13. 各種學習都能滿足我的求知慾。〃〃〃〃〃〃〃〃〃〃〃〃□ □ □ □ □ 

14. 同學對課業有問題時，我都很樂意幫忙。〃〃〃〃〃〃〃〃□ □ □ □ □ 

15. 把每一門課學好，我能得到父母的肯定。〃〃〃〃〃〃〃〃□ □ □ □ □ 

16. 我努力學習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 □ □ □ 

17. 和同學分享我的作品，會使我充滿成尌感。〃〃〃〃〃〃〃□ □ □ □ □ 

18. 我努力學習是為了獲得一技之長，並感到有安全感。〃〃〃□ □ □ □ □ 

19. 上課時，我很想了解事物的各種原理。〃〃〃〃〃〃〃〃〃□ □ □ □ □ 

20. 考試時，我有信心能得到優異的成績。〃〃〃〃〃〃〃〃〃□ □ □ □ □ 

 

【請翻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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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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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第三部份：學習態度量表（本量表有五個選項，請依照最符合您的實際情形及感

受之程度填答，並在適當的□內打 V，懇請勿遺漏） 

 

 

 

 

1. 我和同學相處很快樂。〃〃〃〃〃〃〃〃〃〃〃〃〃〃〃〃〃□ □ □ □ □ 

2. 我覺得學校的課程讓我對未來充滿信心。〃〃〃〃〃〃〃〃〃□ □ □ □ □ 

3. 我會盡力完成老師交代的功課。〃〃〃〃〃〃〃〃〃〃〃〃〃□ □ □ □ □ 

4. 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討論功課。〃〃〃〃〃〃〃〃〃〃〃〃〃□ □ □ □ □ 

5. 校園的環境符合我的學習需求。〃〃〃〃〃〃〃〃〃〃〃〃〃□ □ □ □ □ 

6. 教師的教學方式生動、活潑、多變化，會啟發我的學習動力。□ □ □ □ □ 

7. 我覺得學校對於各項課程的安排符合社會需求。〃〃〃〃〃〃□ □ □ □ □ 

8. 我喜歡有效地規畫自己的學習進度。〃〃〃〃〃〃〃〃〃〃〃□ □ □ □ □ 

9. 老師常常給我鼓勵與關懷，增加我的學習意願。〃〃〃〃〃〃□ □ □ □ □ 

10. 我喜歡從同學身上學習我想要的知識。〃〃〃〃〃〃〃〃〃〃□ □ □ □ □ 

11. 我覺得學校規劃的必修科目對我的前途很有幫助。〃〃〃〃〃□ □ □ □ □ 

12. 我會積極參與老師的教學活動。〃〃〃〃〃〃〃〃〃〃〃〃〃□ □ □ □ □ 

13. 我喜歡和同學一起解決各種問題。〃〃〃〃〃〃〃〃〃〃〃〃□ □ □ □ □ 

14. 學校的教學設備(如器材、教具)能提昇我的學習效果。〃〃〃〃□ □ □ □ □ 

15. 我覺得同學們是陪我解決學習問題的好夥伴。〃〃〃〃〃〃〃□ □ □ □ □ 

16. 我學得學校安排相關教學參觀有助於提昇學習效果。〃〃〃〃□ □ □ □ □ 

17. 我會積極參與上課老師所指定的學習活動。〃〃〃〃〃〃〃〃□ □ □ □ □ 

18. 學校的軟硬體教學設備能增進我的學習成效。〃〃〃〃〃〃〃□ □ □ □ □ 

19. 在學習的過程中，老師的教學對我的學習有正面的影響。〃〃□ □ □ □ □ 

20. 我會主動學習對將來有用的課程。〃〃〃〃〃〃〃〃〃〃〃〃□ □ □ □ □ 

21. 我覺得學校課程的規劃能讓我兼顧知識與技能。〃〃〃〃〃〃□ □ □ □ □ 

22. 我會主動參與對未來有用的活動。〃〃〃〃〃〃〃〃〃〃〃〃□ □ □ □ □ 

謝謝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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