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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程度與科學成就之關係：文化資

本、補習時間與學習興趣為中介的分析

摘  要

本研究以台灣國二生參加TIMSS 2003年資料探討影響科學成就之因素。

本研究在可分析樣本4,575份，以家長教育程度為自變項，以文化資本、補

習時間、科學興趣為中介變項，以科學成就為依變項。本研究以結構方程式

模型檢定模式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模式在適配度指標評估之後，模式獲得

支持，其意義如下：1.本研究證實子女雙親的教育程度愈高，家庭文化資本

愈豐富；同時家長教育程度愈高，家庭學習資源較多，子女校外補習時間愈

多，家長教育程度與科學成就有正向關聯，但沒有顯著影響。2.文化資本正

向影響學生學習興趣；文化資本、學生補習時間與學習興趣分別對科學成就

都有正向顯著影響。3.本研究證實影響學生科學成就的中介變項存在，即家

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學習興趣正向顯著影響科學成就之外，也透過

學生的補習時間正向顯著影響科學成就，以及透過文化資本正向顯著影響科

學成就。

關鍵詞：文化資本、補習時間、學習興趣、科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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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from the Tre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urvey of 2003 (TIMSS 

2003)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variables that analyzed the impacted factors on science 
achievement in grade 8 in Taiwan. There were 4,575 samples in this study. It regarded 
the parents’ education degre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cultural capital, students’ gram 
time, students’ interesting in science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s, and students’ science 
achievement as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study u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o test model and use some index to test, and it found that the model was fitted better. 
The meaning of model was as followings: 1. Students’ parents education were high, 
and they had more the cultural capital. Parents’ education degree were high, they had 
more the learning resources and more gram time. However, parents’ education could not 
influence on students’ achievement. 2. The cultural capital wa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on students’ interesting in science, in addition, cultural capital, gram time and learning 
interesting in science we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on science achievement respectively. 
3. The 4 intermediary variables affected science achievement, that meant the parents’ 
education degree could influence on achievement by the cultural capital, besides, it also 
could influence positively on achievement by students’ gram time and cultural capital 
respectively. 

Keywords: the cultural capital, gram time, learning interesting, science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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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自1990年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Achievement, IEA）開始推動國際數學成就與科學調查

（Tre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在1995、

1999、2003、2007年均進行調查，並獲得許多研究及國家重視（Broeck, 

Opdenakker, Hermans & Damme,2003；Koller, 2001；Martin, Mullis, Gonzalez 

& Chrostowski, 2004）。然而，台灣以TIMSS資料探討影響台灣國二生科學

成就的研究不多，本研究以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補習時間、文化資本、學

習興趣與科學成就之關聯進行探討，其動機與目的如下：

首先，探討影響台灣國二生科學成就因素的研究很少。2003年有50餘

國參加TIMSS，台灣於1997年加入，在調查之後，台灣這方面研究以學生數

學成就探討居多（余民寧、趙珮晴、許嘉家，2009；吳琪玉，2004；張芳全，

2006b；羅珮華，2004；Kuiper, Bos & Plomp, 2000），少以國二生科學成就

進行分析。台灣國二生在TIMSS 2003的科學表現居第二名，地球科學、生

活科學、物理領域一樣優異，比美、英、挪威及芬蘭還好，究竟哪些因素影

響台灣國二生科學成就呢？是家長教育程度、學生補習，還是文化資本或學

生學習興趣呢？過去有關影響學生學業成就分析常以研究者設計問卷與編製

學業成就測驗，接續再進行相關資料分析（林淑玲、馬信行，1983；黃文俊，

2004）。這些研究納入樣本沒有太多，不一定能準確說明台灣教育的真實情

形，在推論有其限制。

其次，影響科學成就常以文化資本為中介變項，然而文化資本會影響

學生學習興趣，接續才影響學業成就。影響學業成就以文化資本為中介變項

是常看到的研究設計。然而，文化資本會融入與影響子女的學習興趣，因此

本研究在文化資本視為中介變項之後，文化資本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的分析，

是過去研究所沒有探究的。黃毅志（2002）將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財務資

本視為中介變項來解釋對教育成就影響。蘇船利、黃毅志（2009）則以文化

資本度透過學校社會資本對學業成績的影響發現有助益。就文化資本理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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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化資本具有涵育習性的傾向，文化資本也會無形地讓家庭成員在社會

化過程中習得學習的態度及興趣（Katsillis & Rubinsion, 1990），這就是家

庭生活與文化資本對子女養成的特性與處事方式，讓個體適應外在結構適應

與學習（邱天助，1998）。簡言之，文化資本會融入子女的學習態度及

偏好，甚至影響到子女的學習興趣，因此，文化資本影響子女學習興趣，

這也是本研究分析的重點之一。

本研究以文化資本、學生補習時間與學習興趣為中介變項，其中學

生家長的教育程度為投入變項，科學成就為依變項，本研究運用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檢定上述變項與科學成就之間的關係，與過去

的研究截然不同。過去研究在資料處理，有些是以迴歸分析探究（余民寧、

趙珮晴、許嘉家，2009；House, 1993），本研究以SEM來瞭解影響台灣國二

生科學成就關係，其中文化資本、補習時間與學習興趣為中介變項，是否學

生的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這些中介變項而影響學生的科學成就呢？

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第一，分析台灣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分

別對於文化資本、補習時間及學業成就的影響情形。第二，分析台灣學生的

家庭文化資本對於學習興趣及科學成就的影響情形。第三，分析學生補習時

間與學習興趣對科學成就影響關係。第四，分析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透過文

化資本與學習興趣來影響科學成就情形。第五，分析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透

過學生補習時間來影響科學教育程度情形。第六，分析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

透過文化資本來影響科學成就情形。簡言之，家長教育程度為潛在自變項，

接著以家庭文化資本、補習時間及學生興趣為中介變項，對學生科學成就（

包括地球科學、生命科學、物理、化學及環境科學領域）為潛在依變項，是

否潛在自變項透過中介變項對依變項有明顯的影響。最後，針對結果提供建

議，供未來研究及實務參考。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探討台灣國二生的家長教育程度、補習時間、文化資本、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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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與科學成就之間的關係。研究變項選取包括家長教育程度、補習時間、

文化資本、學習興趣與科學成就，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與文化資本多寡有

關，本研究以文化資本理論作為分析的依據；而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科學成就

有關。茲將相關的理論與研究，說明如下。

一、影響學業成就的相關因素

影響學生的科學成就因素很多，研究結論不一。鄭心怡（2004）以宏

觀角度進行跨國分析發現經濟與教育是重要因素。Furno和Collins（1967）

發現，小班教學有益學業成就。Centra和Potter（1980）認為，學校環境、教

師特質、學校內環境、教學表現及學生特質會影響學生學業成就。他們認為

學生的社會地位（家長經濟所得與職業及教育程度）、種族、性向、先備知

識、教育期望、價值觀及認知風格等學生特質會影響學生成就，其中社會地

位為不可忽視的因素。Hanushek（1986）整合分析150份研究報告顯示，教育

經費與學業成就之間沒有明顯關係，學生學習態度、學生輟學率高低、縮減

班級規模及有更多有專業訓練教師，傾向提高學生學業成就。Fuller（1987）

認為，學校教學品質及經費投入對學業成就有顯著影響。House（1993）研

究發現，學生對於整體學業能力進行自我評價，學生擁有此能力對學生科學

成就有顯著正向影響。Singh和Ozturk（2000）發現，社經地位、先前科學

成就及校內數學課程學習單元愈多與學習時間，學生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

響。

然而，有不少研究是以文化資本的論點來分析，如何影響學業成就，

這些研究認為，雙親教育程度、職業、文化資本、文化環境愈好，學業成

就愈高（巫有鎰，1999；李文益、黃毅志，2004；李敦仁、余民寧，2005；

馬信行，1985；吳琪玉，2004；黃毅志，2000；Bourdieu, 1986；De Graff, 

1986；DiMaggio & Mohr, 1985；Katsillis & Rubinsion, 1990）。

顯然，影響學業成就因素多元，它包括學生的社經地位、雙親教育程

度、文化資本、學生特質、學生自我評價、學校教學、班級規模大小、教育

品質、教育經費等。同時，上述研究忽略學生科學興趣與學生補習時間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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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補習教育（蘇船利、黃毅志，2009）與學習興趣影響學業成就（張芳

全，2006b）。TIMSS 2003為掌各國學生、教師與學校環境情形，也設計有

關問卷題目來掌握學生科學興趣與補習情形，本研究將此納入分析。

二、文化資本意涵及其理論

Bourdieu（1977, 1984）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是指人們在高社

會階層的精緻文化所能掌握的程度；它包括非物質與物質層面，前者如談

吐、儀態舉止、藝術品味與知識，後者如藝術品、餐飲、服飾與家俱所展

現品味。Bourdieu（1986）也進一步指出，文化資本有三類型，第一種為形

體化（embodied）的文化資本，如行為談吐、儀態舉止；第二種為客觀化（

objectified）的文化資本，如個體擁有的藝術品、服飾，或要以經濟資源取

得，可以累積的物品；第三種是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如文憑、學歷、資格或

證照。Bourdieu（1977）認為，來自於高社會階層的學童不僅有較多經濟資

源，同時也有較豐富的文化資本。

除了上述論點，De Graf（1986）試著擴大Bourdieu的文化資本概念，以

文化資源（cultural resource）為名，其文化資源包括Bourdieu的文化資本、家

庭的讀書風氣，以及子女所擁有的一般性技能習慣及風格。Bourdieu（1977）

主張，習性是一組感知、思維及行動的基模，習性是一種習慣性的傾向，這

組基模從家庭的社會化過程中習得，是家庭生活中所養成的秉性與處事方

式，讓個體適應不同場域中的外在結構。家庭文化透過內化為個人習性的過

程，刻畫於行動者的身體及心理之中，成為實踐時的行動趨力；習性可以展

現為多樣化的言行實踐，不斷地對生存的客觀條件進行調適（邱天助，1998：

114）。簡言之，文化資本提供學術或認知成就的資源，許多研究多分析家

長的閱讀嗜好或素養偏好會影響學習態度及教育成就（De Graf, 1986）就是

最好說明。換言之，家庭文化資本不僅讓子女擁有較多的文化資源，同時也

可能將文化資本轉移或融入子女的學習態度或傾向。

近年來，不少研究運用資本理論（包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財務資

本）來解釋，社經地位（包括父母教育程度、父親職業以及家庭收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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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習成就及表現、教育地位、教育成就取得的關聯性。這些研究大抵證實，

家庭子女的雙親教育程度愈高、父親職業地位越高、賺取所得愈多，家庭文

化資本愈豐富；家庭文化資本多，其子女學業成就或教育成就取得愈好（巫

有鎰，1999；李文益、黃毅志，2004；李敦仁、余民寧，2005；孫清山、

黃毅志，1996；陳怡靖、鄭耀男，2000；黃毅志，1996；黃毅志、陳怡靖，

2005；Dumais, 2002；Katsillis & Rubinsion, 1990; Khattab, 2002; Lareau, 2002; 

Roscigno Ainsworth-Darnell, 1999; van de Werfhorst & Kraaykamp, 2001）。

從上述來看，文化資本廣義的文化資本不僅包括了形體化、客觀化及

制度化的資本，它還包括了文化資源及家庭氣氛。同時家庭文化資本不僅能

讓家庭成員在物質資本較多之外，更可以透過文化資本融入子女的學習態

度，當然不可忽略的是，文化資本與子女的學業成就與教育地位取得有正向

的關聯。

二、學習興趣意涵

學習興趣是個人對於一項任務或學習課業想要及願意要投入的態度與

傾向。學生學習興趣與學業成就有密切關係，學生有興趣學習科學，代表學

生對自然科學的事物有想要學習意念及傾向。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帶動學生

在科學方面的學習意願及動力。Wilkins（2004）指出，學科的自我概念、

信念、興趣或動機是多向度概念，這些概念是個體在學業或非學業反應傾

向。個體對於學科的自我概念、興趣或動機為個人知覺或感受到可以學習好

某一學科的能力、信心、態度與興趣。學生對學習科學能力展現信心，也會

期待參與相關科學的討論或參與實驗。

如果個體對於事、物、人都有願意學習，以及熱衷於投入，則在該領

域或任務的求成功傾向愈強烈。學習興趣高低與個人特質有關，個人特質如

果是積極樂觀者、對某一任務有會有更積極投入，反之，個人特質消極、悲

觀與對於事物傾向不熱衷，則對於該項事物的興趣會為低。學生的興趣影響

學習態度，也影響個人後來的學習信念與努力程度。如果個人能夠瞭解自我

的學習興趣，對未來工作投入程度也比較積極。同時，個人知覺到對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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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的興趣愈明顯，愈能協助個人在未來目標的完成。簡言之，學生學習科

目的興趣愈強，學習抱負愈強烈，對於學科學習也較有自信，代表他們不僅

較喜歡學習，而且對有物學習會更快完成的態度，最後對於學業成就是有助

益的（Wentzel & Wigfield, 1998）。

總之，學習興趣是個體對於一項任務願意投入的傾向與態度。個體的

學習興趣愈強烈，個人對完成事物自信心愈高，對事物在意程度及愈想完成

任務態度愈高。如果學生科學學習的興趣愈高，學生喜歡科學、學生對自然

科學的事物學習很快，會帶動學生學習科學。

三、社經地位、文化資本、補習時間、學習興趣與學業成就的相

關研究

（一）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與家庭文化資本的相關研究

文化資本與社會地位息息相關，社會階層較高者，文化資本也較多，

反之則否。近年來，有不少研究運用資本理論（包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

財務資本）來解釋，社經地位（包括學生父母的教育程度、父親職業以及

家庭收入）對於學習成就及表現、教育地位、教育成就取得的關聯性，這些

研究大抵證實，這些家庭的子女雙親教育程度愈高、父親職業地位越高、賺

取所得愈多，家庭文化資本愈豐富（李文益、黃毅志，2004；李敦仁、余民

寧，2005；黃毅志、陳怡靖，2005；Khattab,2002; Lareau,2002）。吳琪玉（

2004）以台灣國二生參與1999和2003年TIMSS資料分析數學、物理與化學表

現發現，影響學生科學因素為家中藏書。羅珮華（2004）運用TIMSS 1999

資料探討七個國家國中生的特質與學習成就關係，逐步迴歸分析掌握27項學

生特質找出預測科學成就因素發現，家中有電算器、家中有個人專用書桌、

家中有字典對學業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

（二）家長的教育程度與學生補習時間關係的研究

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愈高，家庭社會階層愈高，財務資本多，學生在

家庭的學習資源較為豐沛，這方面資源包括參考書、百科全書、字典、書

報、自己的學習空間，以及家長有更多的經費聘請家教或送孩童上才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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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業成就型的補習班。張芳全（2006a）針對2003年台灣國二學生進行的

TIMSS樣本分析顯示，影響最大的是學生特質包括學生抱負、對數學信心及

對學科重視程度等，同時也發現補習時間對於數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林

慧敏、黃毅志（2009）研究發現，母親教育程度愈高，父親為上層白領、基

層白領，家庭收入愈多，子女參與學科補習項數愈多，也有助於提高學業成

績。然而，台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針對國中基測考生調查顯示，每年網路問

卷調查7千名以上考生補全科的學生基測成績，與全體學生平均相比，無顯

著差異（薛荷玉，2007）。雖然，該次調查補習時間沒有明顯的影響，但是

文化資本、經濟所得與家長教育程度較高的學生，可以在校外及課後補習時

間及機會較多是事實。基於上述，文化資本正向影響學生學習表現。

（三）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與學生科學成就關係的研究

關於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與學生科學成就之關係的研究說明如下：Lee

（1987）認為，教師特質、學校特性、校內情形對教學表現有影響，而學生

行為及學生特質（社經地位、價值、態度、期望、性別與學習風格）對學生

學習成果有顯著正向影響，尤其是社經地位。Broeck, Opdenakker, Hermans

和Damme（2003）研究芬蘭參與TIMSS 1999的數學成績與學生社經地位關

係發現，家長社經地位，雖然與科學成就有顯著相關，但是相關係數不高，

他們進一步指出可能TIMSS在進行各國的社經地位測量時應重新的思考較適

當變項。

Singh和Ozturk（2000）運用美國長期資料庫研究影響中學生科學成就，

其自變項包括社經地位、先前科學成就、校內數學課學習單元數，而以12年

級科學成就為依變項發現，社經地位（家長經濟所得與職業及教育程度）、

先前科學成就及數學課程學習單元愈多，學生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可

見學校學習時數與學業成就有關。Baker, Goesling和Letender（2002）以跨國

分析發現學生社經地位、學校品質及國家經濟發展程度影響學生數學及科學

成就發現，社經地位、學校教育經費及更多教學器材對學生科學及數學都有

顯著影響。Cheung和Andersen（2003）分析指出，家長的教育程度愈高，考

試成績愈好，有專門職業家長（擁有較高的教育水準）相較於非技術家長的

子女有較高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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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家庭文化資本與學生學習興趣關係的研究

Cheung和Andersen（2003）運用英國的國家孩童發展調查（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urvey, NCDS）指出，雖然社會階層是預測學業能力與教

育取得的重要因素，但是家庭文化資本及文化資源也扮演重要角色，家長擁

有較多文化資源，且有更多時間陪讀與鼓勵子女學習，可以提高子女教育成

就。King, Nguyen和Minh（2008）運用越南在2003與2004年的大型資料庫分

析指出，中產階級的越南年輕人特性為：擁有愈多的文化資本、對於電影的

興趣與對教育投入愈高，它導向年輕人對新知及資訊掌握，同時也鼓勵他們

改善與發展個人生涯觀念。  

Gillian和Pong（2005）指出，當家長運用較多的時間來關心及管理孩童，

家長與孩童會養良好的關係，同時家長會將其經驗與學習觀念影響學童，或

將良好的學習態度或興趣與學童分享，而社會階層較高或文化資本較多的家

庭有此傾向較高，易言之，文化資本正向影響學生學習興趣及其在校成績（

Steinberg, 1996; Teachman, Paasch & Carver, 1996）。上述研究說明了，家庭

文化資本塑造家庭的學習氣氛，影響學生學習興趣，甚至生涯觀念。文化資

本是一種存在於家庭中的有形及無形資本，它可以孕育家庭成員的生活習

性、學習態度、學習特質與掌握新知的能力，簡言之，文化資本會融入家庭

成員或子女學習興趣、態度及偏好，形成子女在學業領域的學習興趣。

（五）文化資本與學生科學成就關係的研究

美國的研究顯示，學生學業成就與家庭背景有密切關係，尤其是文化

資本及社會階層（Coleman, Campbell, Hobson, McPartland, Mood, Weinfeld & 

York, 1966; Shavit & Blossfield, 1993），通常學童來自較高所得家庭可以接

受到的學習材料、好的教育經驗（如出國旅行或親子共讀）。家中文化資本

(如字典、電腦、書桌、百科全書）協助學生教育成就取得（Downey, 1995; 

Eitle & Eitle, 2002; Roscigno & Ainsworth-Darnell, 1999）。

Gillian和Pong（2005）運用TIMSS資料分析14個歐洲國家指出，家庭資

源及其他與學業成就有關的變項有密切關係，家中圖書數及與文化資本有關

與家中的財務資本都與學生科學成就及數學成就有正向的顯著關係，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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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移民地位缺乏文化資本與家庭資源，因此這兩個變項都與學業成就有

負向關係。學生來自較高的社會階層也比較低社會階層有較好的學業表現。

家庭文化資本愈多，他們所感受及接受的刺激愈多，這些學生將家中感受及

習得知識轉換於學業成就。因為科學或數學的學習需要有更多的符號及知識

或觀念，學生如擁有文化資本融入的觀念，他們在學業成就表現會比較好。

余民寧、趙珮晴、許嘉家（2009）發現，如果雙親的學歷或家中的教育設備

愈好，對學業成就也有正向助益。

（六）學生補習時間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學生補習時間愈多，代表學生練習課業時間愈多，可以修正與學習機

會較多，它可以增加學業成就是可以預期。張芳全（2006）曾運用TIMSS 

2003年的台灣資料就證實補習時間與成就有正向顯著相關。家庭社會階層

愈高，其學生擁有的文化資本與財務資本也較為豐沛（黃毅志，2002；

Kalmijn & Kraaykamp,1996）。林慧敏、黃毅志（2009）以原漢族群、補習

教育與學業成績關聯發現，校內補習、校外補英文及補學科與及學科補習時

間愈多對學業成績正向顯著影響。學生補習時間多寡與學生家庭經濟能力高

低有密切關聯。社會階層較高的家庭，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比較高、擁有較

多的經濟與學習資源，在學生家長教育程度較高的前提下，經濟賺取機會比

較多，其經濟能力較強，所以較有能力提供經費給子女參加校外補習或請家

教補習較多。學生補習易產生課業練習效果，可以提高學生課業成就。

（七）學習興趣與學生科學成就關係的研究

學習興趣與學業成就密不可分。Bos, Kuiper和Plomp（2001）曾以

TIMSS資料研究荷蘭國二生科學成就表現發現，學生對於科學學習較有興趣、

對科學較有信心及對於科學不會感到恐懼，科學成就表現較好。Wilkins（

2004）以階層分析法分析2003年參與TIMSS的資料發現，學生有較高科學或

數學自我概念，包括學生在科學的興趣與數學興趣，具這樣特質的學生有較

高學業成就；較高學業成就的國家，學生有較高的自我概念。

House（2004）運用TIMSS 1995與1999年資料檢定發現：1.學生科學分

數較高，對於喜歡學習科學程度愈高，在校要記憶科學的學習內容愈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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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科學成績愈低，學生愈認為科學是無聊。3.學生在家中有更多回家作

業，科學成績會愈好。他進一步運用迴歸分析，以科學成就為依變項，以學

生對科學態度及學習狀況為自變項發現：學生喜歡科學、在學校能做好科學

學習、在學校能記住科學的學習內容對於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

House（2000a）分析發現，學科自我概念與學業成就期望可以顯著預

測學生在科學、工程及數學領域成就。House（2004）運用TIMSS 1995與

1999年資料檢定學生自我概信念與科學之間關係發現，學生興趣與科學成就

有正向顯著關係。 Wilkins, Zembylas和Travers（2002）分析16個國家的學生

科學及數學成就，與學生自我概念（包括學生科學興趣、自信及學生數學興

趣與自信）之關係發現，科學興趣及自信與科學成就有顯著正相關，代表學

生科學興趣或自信愈高，科學成就愈高。Ma（2005）長期資料追蹤發現，

低成就學生較早學習代數，其科學成就不僅高於低成就學生，也高於高成就

學生，學生科學興趣及喜歡科目，其學科概念與先備知識愈好，對學業成就

有正向影響。

陳麗妃（2005）運用TIMSS 2003的資料分發現：1.各國學生科學興趣、

自信對科學成就為正相關，科學自信的相關性勝過科學興趣。2.各國學生自

信越高其科學成就越高。余民寧、趙珮晴、許嘉家（2009）探討影響女學生

學業成就和學習興趣的因素顯示，高成就女學生自認為該科的表現不錯、比

他人容易學習和認為是自己擅長的科目時，則有助於其學業成就；如果女學

生對某學科具有自信心，且認為該科對生活應用有助益，則可以增加其學習

興趣。

總之，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科學成就是有密切關係，學生學習興趣愈

高，他們在科學的學業成就表現也會愈好。

三、影響學生的科學成就之中介變項探討

有許多研究將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財務資本視為影響學業成就的中

介變項，來解釋家庭或社會背景因素透過這些中介變項，對教育成就或職業

取得的正向影響（巫有鎰，1999；李文益、黃毅志，2004；黃毅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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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孟穎，2003）。張善楠、黃毅志（1999）以路徑分析發現：家庭社經地

位對學業成績的影響透過教育資源的中介變項，如家庭教育設施、父母教

育期望、父母對子女教育事務投入(如督促子女做功課)的間接影響。由於父

母社經地位愈高，子女居住處所的教育設施較佳--擁有自己的書桌、書櫃與

書房都有助於提高子女學業成績（孫清山、黃毅志，1996；Khattab,2002；

Sewell, Haller & Portes,1969；Teachman,1987）。張芳全（2006a）以社經地

位與文化資本為投入變項，以教育期望為中介變項對學業成就有正向影響。

林慧敏、黃毅志（2009）也以才藝補習及學科補習為中介變項來對學業成績進

行分析發現，學科補習及學科補習時間愈多對於學業成就都有顯著正向影響，

而才藝補習則否。可見文化資本或教育資源為影響學業成就的中介變項。

Katsillis與Rubinsion（1990）對希臘樣本發現，文化資本對教育成就沒

有顯著影響，而是家庭社經地位對學業成績的影響，主要是透過學生之能力

與努力或學習態度，而非透過文化資本（如看歌劇、參觀博物館、美術館、

聽演講等）。可見不僅是文化資本影響學業成就，能力及學習態度對於科學

成就影響也很重要。

羅珮華（2004）發現，學生感受到在學校學的自然科學重要、要學好

自然科學、必需在家努力多學習科學對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關係。陳麗妃（

2005）發現，家庭藏書量多者其科學興趣、自信、科學成就越高，補習多者

科學興趣越高，但不補習者其科學自信、科學成就較高，該研究也發現學生

擁有電算器、電腦者（代表文化資本愈多），其科學自信愈好（中介變項），

其科學成就較高，同樣的，學生擁有專用書桌與字典愈多，其科學興趣與自

信愈高，其科學成就較好。

張芳全（2006b）以台灣在TIMSS 2003年樣本分析影響數學成就因素為

例：家中常使用電腦、課堂中較常寫出方程式與函數學習數學、沒有較多課

堂小組共同討論、複習回家作業頻率高、課外補習較多、數學自信高、科學

表現好是影響男女生共同的正向顯著因素。這可以說明校外補習及學生的自

信或興趣對科學成就具有顯著影響。

上述的羅珮華（2004）、陳麗妃（2005）、Katsillis與Rubinso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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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發現代表，學生學業成就受到家庭文化資本及學習態度使然，並非僅

有文化資本為中介的影響。而張芳全（2006a, 2006b）、林慧敏、黃毅志（

2009）則發現，不僅文化資本與學習興趣，而且學生補習也是重要的影響因

素。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瞭解台灣國二生家長教育程度、補習時間、文化資本、學習興

趣對科學成就影響關係。依據文獻探討歸納出研究架構，如圖1，圖中的各

個變項之間的關係，這是本研究要檢定的影響科學成就的結構方程式模型。

其意義如下：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對於文化資本及補習時間有正向影響；文

化資本對於學習興趣也有正向影響；學習興趣與補習時間對於科學成就潛在

變項也有正向影響，其中本研究以文化資本、補習時間、學習興趣為中介變

項。圖1的符號意義如下：

ξ代表家長的教育程度；η1為學生補習時間、η2為文化資本、η3為學生學

習興趣、η4為科學成就。X1與X2分別為父親與母親教育程度。X3與X4分別代

表補習數學與理化時間。X5與X6代表文化資本及學習資源。X7至X10分別代表

學生學習興趣（包含學生的自然科學不錯、我希望在學校多上一些自然課、我

喜歡學自然科學、與自然科學有關的事，我學得快）。Y1至Y5分別代表地球

科學、生命科學、物理、化學、生物成績。λ1至λ10分別代表對X1至X10對ξ、η1、

η2、η3的估計值。λ11至λ15分別代表對Y1至Y5對η4的估計值。δ1至δ10分別代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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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至X10對ξ、η1、η2、η3的估計殘差。ε1至ε5代表對Y1至Y5對η4的估計殘差。

γ1、γ2、γ3代表家長教育程度（ξ）對於補習時間（η1）、文化資本（η2）及

科學成就（η4）的影響；γ4與γ5代表文化資本（η2）對於學習興趣（η3）與科

學成就（η4）的影響。γ6與γ7代表補習時間（η1）與學習興趣（η3）對科學成

就（η4）的影響。ζ1至ζ4分別代表文化資本、學習興趣、補習時間及科學成

就潛在變項的殘差。H1代表假設一，依此類推。

二、研究假設

針對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1：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正向影響其家庭文化資本。

H2：家長的教育程度傾向正面影響學生補習時間。

H3：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對於學生科學成就有正向影響。

H4：學生家庭的文化資本對於學生學習興趣有正向影響。

H5：學生家庭的文化資本對於學生科學成就有正向影響。　　

H6：學生補習時間愈多傾向於對學業成就有正向影響。

H7：學生學習興趣會明顯正向影響學生科學成就。

H8：家長的教育程會透過中介變項，對於科學成就有顯著正向影響。

H9：文化資本透過學習興趣對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

H10：家長教育程度透過文化資本對於學習興趣有正向顯著影響。

值得說明的是，H8由三條路徑組成，一是學生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

化資本與學習興趣來影響科學成就，二是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學生補

習時間來影響科學教育程度，三是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來影

響科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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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參照圖1影響國二生科學成就的模式進行統計分析，並檢定相關

的假設，在研究方法的類型上為次級資料分析法，運用結構方程模式來分

析研究者所建構的模式，在研究中先建構理論模式，模式中將學生補習時

間、文化資本及學習興趣界定為中介變項。模式的檢定是以LISREL 軟體進

行。本研究模式檢定語法以Jöreskog & Sörbom（1993）的潛在變項第八版：

結構方程模式語法（LISREL 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SIMPLIS 

command language）進行檢定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式及假設，模式適配標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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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教育程度、文化資本、學生補習、科學興趣與科學成就關係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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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Bentler, 1982；Bentler & Bonett,1980；Bollen,1989；Jöreskog & Sörbom, 

1993；Marsh & Hocevar, 1985；McDonald & Marsh, 1990；Mulaik, James, 

Van Altine, Bennett & Stilwell,1989）：絕對適配指標以卡方值（χ2）未達顯

著水準、標準化殘差均方根（SRMR）與殘差均方根（RMSEA）小於.05、

適配度指標（GFI）、調整後的適配度指標（AGFI）在.90以上。相對適配

指標以正規化適配指標（NFI）、NNFI、比較適配指標（CFI）、增值適配

（IFI）、RFI等值在.90以上。簡效適配指標以PNFI、PGFI大於.05以上、CN

大於200、χ2∕df小於2.0為標準。潛在變項組合信度與平均抽取量在.60以上。

四、變項的測量

各觀測變項可參考TIMSS 2003手冊及評量架構（Martin,2004；Mullis, 

Martin, Smith, Garden & Gregory, 2003），各變項的測量如下：

（一）投入變項：雙親教育程度

父與母親教育程度詢問學生的父母親接受教育程度，以沒有上過學、

國小畢業、國中畢業、高中職畢業、五專畢業、二技畢業、大學畢業、碩士

以上畢業分類，為了計分準確性，分別以台灣的學制中，這些教育階段畢業

年數為依據，分別以0、6、9、12、14、14、16、18年接受教育作為計算。

（二）中介變項：文化資本、補習時間及學習興趣

文化資本包括一般性的文化資源及學習資源。前者以國二生家中的圖

書數、有無電算器、電腦、個人專用桌子、字典、百科全書作為替代變項，

後五項是問學生家中有無這些設備或資源，如果回答有者得1分，無者得2分

（研究者先將這些題目加總起來，再將這些題目分數轉為與科學成就相同

計分的方向，即文化資源與科學成就的原始值為相反關係，資料處理前，

計分先轉為相同方向的數值），在圖書數是以家中有0-10、11-25、26-100、

101-200、200本以上，分別以1-5分記分，將這些變項數值加總，得到一個

文化資源變項。學習資源以學生的家中與理化學習有關資源的變項，例如學

生家中有無理化光碟、家中有無理化參考書，以有無為選項，分別以有為1

分，無為2分，將它轉換為有為2分，無為1分，將兩個變數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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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時間以這個學年補習數學、理化或請家教老師教理化情形，數學

及理化補習時間是以每天、一星期1-2次、有些時候、從來沒有過，它是以

1-4勾選。補習時間會增加學生科學成就，變項若沒轉換計分，將與科學成

就有反向關係，將此變項在上述選項的分數轉換為4、3、2、1分。

學習興趣是以我的理化不錯、我在學校喜歡多上自然課、我喜歡自然

科學、我對科學有關的事學的快，這些題目都是以我很同意、有點同意、不

太同意、很不同意，分別以1-4分為計分，它與科學成就呈反向關係，為易

於解釋，將它轉換與科學成就為正向關係。因為這四個題目均與學生的學習

興趣有關。

（三）依變項：科學成就

科學成就包括地球科學、生命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它們視為學

生科學表現的潛在依變項，這些領域的分數愈高，代表科學成就愈好。

上述看出，受試者在變項的反應數值，預期與科學成就有正向關係。

五、資料來源與限制

本研究對象以2003年台灣參加TIMSS國二生，參加人數有5,379名，本

研究納入自變項與依變項共有15項，考量學生問卷填答無法回答將題目空下，

所以可分析樣本有4,575份。在每個科學成就領域分數估計均有五個近似值，

由於每個近似值之間高達.98的高度顯著相關，本研究選擇第一個近似估計

值，可以不考量其他四個估計值。TIMSS 2003年資料取得操作詳見手冊（

NCES, 2004a, 2004b），亦可在http://isc.bc.edu/timss2003i/userguide.html取得，

研究者2009年9月20日上網蒐集過。本研究以TIMSS調查資料作為分析基礎，

其調查變項有限，無法完全掌握影響學生科學成就因素是本研究限制。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資料的描述統計

本研究經積差相關對各變項估算獲得變異數共變數矩陣，如附表1，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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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研究估計模式適合度資料。統計12個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峰度與

態勢發現，這些變項的態勢絕對值沒有大於3.0，峰度絕對值沒有大於10.0（

Kline,1998），如附表2。整體來看，台灣在2003年TIMSS國二生資料具常態

分配，沒有態勢（偏態）及峰度（高低闊峰）的問題，本研究以最大概似估

計法估計。

二、模式檢定結果

（一）整體適配度指標檢定

整理模式指標估計如表1。模式的卡方值（χ2）為2077.54，df=83，達到

顯著水準，顯示模式不適合，但是模式卡方值受樣本數多寡影響，本模式需

要檢視其他適配指標。在絕對適配指標，SRMR＝.048，低於標準值（.05）、

GFI＝.94與AGFI＝.92，在理想數值.90以上、RMSEA為.072，接近標準值（

.05）。相對適配指標中，NNFI=.95、NFI＝.96、CFI=.96、IFI=.96、RFI=.95，

高於.90以上，也非常接近1，表示模式適合。簡效適配指標中，PNFI=.76、

PGFI=.65，其值均大於0.5，CN為259.67，其值大於200，表示模式適合，χ2∕

df=25.03，其值大於2。

表1  模式的適配度指標

適配指標 估計值 是否符合標準

絕對適配指標

χ2
(83)不顯著 2077.54 否

GFI大於.90 .94 是

AGFI大於.90 .92 是

RMR小於.05 .056 接近

SRMR小於.05 .048 是

RMSEA小於.05 .072 接近

相對適配指標

NNFI大於.90 .95 是

NFI大於.90 .9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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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配指標 估計值 是否符合標準

CFI大於.90 .96 是

IFI大於.90 .96 是

RFI大於.90 .95 是

簡效適配指標

PNFI大於.50 .76 是

PGFI大於.50 .65 是

CN大於200 259.67 是

χ2/df小於2.0 25.03 否

（二）各參數估計值

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說明如下：首先，就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項

的觀測變項而言，每一個變項的因素負荷量都達到.01顯著水準，模式中各

觀測變項的因素負荷量在.65至.95之間，模式的殘差項均達到.01顯著水準，

表示各觀測變項因素負荷量還不錯。其次，家長教育程度對於學生補習時

間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γ1=.32，p<.01）、家長教育程度對於文化資本具有顯

著水準（γ2=.62，p<.01）；文化資本對於學生科學興趣也達到顯著影響

（γ4=.32，p<.01）；文化資本顯著影響科學成就（γ5=.40，p<.01）、學生補

習時間顯著影響科學成就（γ6=.10，p<.01）、學生科學興趣影響科學成

就（γ7=.22，p<.01），然而家長教育程度沒有顯著影響科學成就（γ3=.04，

p>.01）。第三，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項的殘差值均達到顯著水準。

上述檢定結果與Bagozzi和Yi（1988）提出的「基本適配」標準相符，

其認定的基本適配包括：1.模式不能有負的誤差變異誤，本研究沒有。2.殘

差變異應達到顯著水準，本研究都達到.01顯著水準，代表沒有模式辨認及

資料輸入錯誤，模式沒有細列誤差；3.估計參數之間相關係數的絕對值不能

太接近1.0，本模式沒有。4因素負荷量不能低於.50或高於.95以上，本研究

沒有。5.模式中不能有很大標準誤，本模式最大者為.19（在父親教育程

度），沒有殘差值過高的現象。

表1  模式的適配度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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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模式的參數估計值

參數 標準化估計值 估計標準誤 t值 參數 標準化估計值 t值 估計標準誤

λx1 .79 .05 49.01** δ1 .38 20.96** .19

λx2 .76 .05 47.38** δ2 .43 24.30** .17

λx3 .81 - - δ3 .34 9.65** .04

λx4 .77 .04 18.72** δ4 .41 12.90** .04

λx5 .80 - - δ5 .36 19.59** .05

λx6 .66 .03 32.82** δ6 .55 33.89** .03

λx7 .76 - - δ7 .43 38.83** .01

λx8 .74 .01 49.46** δ8 .45 39.93** .01

λx9 .88 .01 57.58** δ9 .23 26.09** .01

λx10 .79 .01 52.55** δ10 .38 36.95** .01

λy1 .94 - - ε1 .13 37.86** .00

λy2 .95 .01 134.21** ε2 .09 33.00** .00

λy3 .95 .01 128.58** ε3 .11 35.82** .00

λ1y4 .92 .01 117.84** ε4 .15 39.54** .00

λy5 .86 .01 93.86** ε5 .26 43.90** .00

γ1 .32 .02 15.81** ζ1 .62 19.58** .03

γ2 .62 .02 32.00** ζ2 .90 28.13** .03

γ3 .04 .02 1.63 ζ3 .90 16.38** .05

γ4 .32 .02 16.58** ζ4 .69 38.15** .02

γ5 .40 .03 14.99**

γ6 .10 .02 5.400**

γ7 .22 .02 14.15**

**p<.01

（三）測量變項的組合信度

本模式各測量變項中僅有一個變項低於.50以下，它是科學學習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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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為.44，其餘變項信度都在.50以上，表示各個變項的信度還可以接受，

此外，教育程度、文化資本、補習時間、學習興趣及科學成就的組合信度與

平均抽取量都在.54以上，這表示上述的各個測量變項的信度還不錯，如

表3。以模式解釋度而言，家長教育程度可以預測文化資本為38%；文化資

本預測學生科學興趣為10%；家長教育程度預測學生補習時間為10%；文化

資本、學習興趣、家長教育程度及補習時間可以預測科學成就為31%。

表3  模式各變項的信度

參數 信度 組合信度 平均抽取量 參數 信度 組合信度 平均抽取量

R2（X1） .62 .75 .60 R2（Y1） .87 .98 .85

R2（X2） .57 R2（Y2） .91

R2（X3） .66 .77 .62 R2（Y3） .89

R2（X4） .59 R2（Y4） .85

R2（X5） .64 .70 .54 R2（Y5） .74

R2（X6） .44

R2（X7） .57 .87 .63

R2（X8） .55

R2（X9） .77

R2（X10） .62

（四）誤差與修正指標檢定指標

模式最大修正指標（maximum modification index,MDI）發現自變項之

間殘差項（THETA-Delta for Element）（5,4）關係為54.0，較Jöreskog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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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örbom（1984）認定標準3.84還大，模式最大標準化殘差為23.3比標準值

1.96大，可能影響模式穩定。最後，模式Q圖之標準化殘差（Standardized 

Residual）分布線斜度低於45度，表示模式適合度在中等。綜合上述，為了

讓本研究模式更容易掌握，結果繪製如圖2。

針對上述各主要效果（γ1至γ7）來說，只有家長教育程度對科學成就（

γ3）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之外，其餘六個假設檢定的影響值都達到顯著水準，

即H1至H7，拒絕H3，其餘都獲得支持。

在中介變項的間接效果方面，本研究有三個假設為中介變項檢定。假

設八更有三條路徑組成，依此檢定其整體間接效果。H9為文化資本透過學習

興趣對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H10為家長教育程度透過文化資本對於學

習興趣有正向顯著影響。圖2看出各路徑之直接影響，經計算各路徑的間接

效果如表4。

以H8來說：學生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與學習興趣來影響科學

成就、家長教育程度透過學生補習時間來影響科學教育程度、家長教育程度

透過文化資本來影響科學成就，即家長教育程度愈高、文化資本愈多、學生

學習興趣愈好，其子女科學成就表現愈好，此路徑影響力為.0436（γ2=.62*

γ4=.32*γ4=.22），此係數為正向的；而在「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學生補習時

間來影響科學教育程度」，也是教育程度愈好、補習時間愈多，其科學成就

愈好，此路徑的影響力為.032（γ1=.32*γ6=.10），而「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

文化資本來影響科學成就」，代表教育程度愈好、文化資本愈多，學生科學

成就愈好，此路徑的影響力為.248（γ2=.62*γ5=.40），就整體來說，家長教

育程度對於科學成就的間接效果為.32，在經過t檢定達到.01顯著水準。



家長教育程度與科學成就之關係：文化資本、補習時間與學習興趣為中介的分析

62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五卷第四期） 2009.12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9為文化資本透過學習興趣對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此路徑的影

響力為.07（γ4=.32*γ7=.22），經過檢定達到.01顯著水準。H10是家長教育

程度透過文化資本對學習興趣有正向顯著影響，此路徑的影響力為.248（

γ2=.62*γ5=.40），達到.01的顯著水準。

經由上述分析可以瞭解，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學習興趣與

補習時間的中介變項，對科學成就產生明顯的正向影響，H8至H10獲得支持。

也就是說，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學習興趣來影響科學成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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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教育程度、文化資本、學生補習、科學興趣與科學成就關係路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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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透過學生的補習時間來影響科學成就，同時也會透過文化資本影響科學成

就。

表4 各變項效果值的顯著性考驗及效果量

效果類型 總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總效果 總效果 間接效果

依變∕自變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文化資本 學習興趣 補習時間 文化資本

文化資本 .62**（32.00） -- -- -- -- --

學習興趣 .20**（.1563） .20**（15.63） .32**（16.58） -- -- --

補習時間 .32**（15.81） -- -- -- -- --

科學成就 .36**（21.61） .32**（17.12） .46**（17.71） .22**（14.15） .10**（6.40） .07**（11.91）

註：1.表中括弧中的數值為t值，括弧外的數值為效果量。
2.—代表沒有影響的效果。

3.**p<.01。

三、綜合討論

本研究以文化資本與學習興趣理論為基礎，透過2003年TIMSS資料探討

台灣國二生的家長教育程度、文化資本、補習時間、科學興趣與科學成就之

間關係。研究中界定了文化資本、學生學習興趣、補習時間為影響科學成就

的中介變項，並建立結構方程式模型。本研究透過資料檢定，模式獲得支持，

其中家長教育程度對於文化資本、補習時間及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文

化資本對於科學興趣也有正向影響，學習興趣對於科學成就有正向效果。更

重要的是，本研究所設定的中介變項對於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代表家

長的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會正向的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接著學習興趣

也會正向影響科學成就。同時，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正向影響科學

成就，以及會透過補習時間正向影響科學成就。茲將研究發現討論如下：

就模式檢定適配度來說，模式χ2值不顯著、χ2∕df值小於2、GFI、AGFI、

CFI、NFI大於.9、RMR與RMSEA小於.05、CN大於200、PGFI與PNFI大於.5、

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及平均抽取量在.50以上等應符合檢定門檻標準。黃芳

銘（2004）曾建議在模式適配與否應以「多數決」為評判模式適配情形。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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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寧（2006）認為，多數決不一定能保證結論就符合理論所期望，宜挑選研

究者有利於建構理論模式說詞的指標，輔以基本適配度指標及內在適配度指

標，最後再作成結論。

本研究為大樣本，如果單以卡方值作為結論，無法掌握模適配程度。

本研究還以GFI、AGFI、IFI、CFI、PGFI、NNFI、RMR、RMSEA、CN作

為主要評鑑模式指標。本模式卡方值、卡方值除自由度，不符標準，但是在

GFI、AGFI、IFI、CFI、PGFI、NNFI、RMR、RMSEA（接近標準）、CN

適配指標則符合，因此本研究建構結構方程式模型獲得支持。這初步證實台

灣的國二生的家長教育程度、文化資本、學習興趣、補習時間對科學成就有

正向關係，在此關係中，又以家庭文化資本、學生學習興趣及補習時間為中

介變項會正向顯著影響學生的科學成就表現。

本研究分析影響台灣地區國二生的科學成就因素有幾項特色。第一，

本研究以2003年台灣參加TIMSS國二生為樣本，與先前研究自行調查樣本

不一樣（何美瑤，2001；何瑞珠，1999），這結果以台灣地區參加TIMSS 

2003調查下，可分析樣本為4,575所得到，在資料蒐集嚴謹度與抽樣的程序

當有相當水準，資料代表性及完整性無可置疑。第二，資料處理方法以SEM

檢定，這與先前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余民寧、趙珮晴、許嘉家，2009；

House, 2000a, 2004）或以積差相關來分析（陳麗妃，2005）有明顯的不同。

第三，本研究以文化資本、學生學習興趣與補習時間為中介變項，這與先前

研究也有不同（李文益、黃毅志，2004；李敦仁、余民寧，2005；林慧敏、

黃毅志，2009；黃毅志、陳怡靖，2005；黃毅志，2002）。尤其，過去研究

以文化資本為中介變項，未能考量學生受到家庭文化資本涵養之後，會無形

地影響到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態度，因而影響到學生學業成就。最後，本研

究考量學生補習時間多寡會影響學生科學成就，台灣地區國中生為了升學常

需要接受補習，因而影響科學成就為不爭的事實，本研究將學生補習時間視

中介變項，是過去研究所無。就模式的實質意義討論如下：

首先，就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對文化資本影響來說，本研究證實子女

的雙親的教育程度愈高、賺取所得愈多，其家庭的文化資本愈豐富，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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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與許多研究發現一致（李文益、黃毅志，2004；李敦仁、余民寧，2005；

黃毅志、陳怡靖，2005；Dumais,2002; Khattab,2002; Lareau,2002; Roscigno 

Ainsworth-Darnell,1999; van de Werfhorst & Kraaykamp,2001），也就是H1獲

得支持。同時家長教育程度愈高，財務資本愈多，家庭學習資源較多，家長

有更多經費請家教或讓子女到校外補習時間及機會愈多，H2獲得證實。

本研究發現，家長教育程度沒有顯著（接近顯著邊緣）直接影響科學

成就，但是具有正向關係。這與Baker, Goesling和Letender（2002）、Broeck, 

Opdenakker, Hermans和Damme（2003）、Centra和Potter（1980）、Lee（

1987）、Singh和Ozturk（2000）的研究在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有正向關係

一樣，但是上述研究在兩者有統計的顯著關係，本研究則否，檢討原因是上

述的各研究，社經地位納入的內涵包括了家庭經濟所得、雙親的職業及教育

程度，本研究僅以子女的家長教育程度，可能未能納入其他變項使然，H3未

獲得支持。

其次，本研究發現，文化資本對於學生學習興趣為正向顯著關係，這

與Gillian和Pong（2005）的論點，並與Steinberg（1996）、Teachman, Paasch

和Carver（1996）的研究發現一致，因此接受H4。此外，文化資本對於學業

成就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發現為正向顯著影響，這與許多研究發現一致（巫

有鎰，1999；李文益、黃毅志，2004；黃毅志，2002；謝孟穎，2003），同

時文化資本相較於補習時間及學習興趣仍為最高，因此，H5獲得支持。

第三，本研究發現，學生補習時間對於學業成就有顯著正向影響。這

說明學生家長教育程度高，其學生擁有的文化資本與財務資本較為豐沛（黃

毅志，2002；Kalmijn & Kraaykamp,1996），因而影響到學生科學成就，此

與張芳全（2006a）的研究發現一樣，即本研究支持H6。

第四，本研究發現，學生科學興趣對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其影

響力為.22，這發現支持學習興趣對於學業成有有正向關係的說法（Wilkins, 

2004），也支持余民寧、趙珮晴與許嘉家（2009）認為，對學習科目的抱負

愈強，學科學習較有自信，在態度也較會喜歡的學習，因而在科學的成就

也會較高的論點相近。本研究與陳麗妃（2005）、Bos, Kuiper和Pl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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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House（1993, 2000a, 2000b, 2004）、Ma（2005）、Wilkins（2004）、

Wilkins, Zembylas和Travers（2002）的發現一致，因此支持H7。 

最後，就中介變項來說，本研究發現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

學習興趣與補習時間對科學成就產生明顯的正向影響；同時家長教育程度會

透過文化資本、學習興趣來影響科學成就，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學生的補習

時間來影響科學成就，也會透過文化資本影響科學成就。

就H8的三條路徑來說，研究發現家長教育程度愈高、文化資本愈多、

學生學習興趣愈好，其子女科學成就表現愈好；而在「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

學生補習時間來影響科學教育程度」，也是家長教育程度愈高、補習時間愈

多，學生科學成就愈好，這與林慧敏、黃毅志（2009）的研究發現一致。而

「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來影響科學成就」，代表教育程度愈好、文

化資本愈多，學生科學成就愈好，這與張善楠、黃毅志（1999）的發現一致。

上述說明了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愈高，不僅能讓家庭文化愈豐富，透過文化

資本培養子女的科學學習興趣，因而對科學成就有正向影響，同時家長教育

程度高，也讓子女補習時間增加，對科學成就有顯著影響。

以文化資本透過學習興趣對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家長教育程度

透過文化資本對於學習興趣有正向顯著影響，代表家長教育程度高、文化

資本較多、學生的學習興趣較高，因為學習興趣、態度與學生信心愈高，

對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這表示學生興趣愈高，意味著學生成就動

機愈強，可以提高學業成就，這支持余民寧、趙珮晴與許嘉家（2009）、

Greene, Miller, Crowson, Duke和Akey（2004）。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

本、學習興趣與補習時間的中介變項，對科學成就產生明顯的正向影響，H8

至H10獲得支持。簡言之，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化資本、學習興趣來影響

科學成就，以及會透過學生的補習時間影響科學成就，同時也會透過文化資

本影響科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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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一）就直接效果來說，首先，本研究證實子女雙親的教育程度愈

高，家庭文化資本愈豐富；同時家長教育程度愈高，家庭學習資源較多，

子女校外補習時間愈多。然而，家長教育程度沒有顯著影響科學成就。其

次，文化資本正向影響學生學習興趣。文化資本、學生補習時間與學生興趣

分別對科學成就都有正向顯著影響。

（二）就中介變項影響情形來說，本研究發現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文

化資本、學習興趣與補習時間對科學成就產生明顯正向影響；家長教育程度

會透過文化資本、學習興趣來影響科學成就，家長教育程度會透過學生補習

時間影響科學成就，也會透過文化資本影響科學成就。簡言之，家長教育程

度會透過文化資本、學習興趣來影響科學成就，以及會透過學生補習時間與

文化資本分別地影響學生的科學成就。

二、建議

（一）研究結果建議

本研究發現家長教育程度、文化資本、補習時間、科學興趣與科學學

業成就之關係的結構方程式模型獲得支持，家長教育程度對文化資本、補習

時間、學習興趣、學生科學興趣有正向影響，同時，家長教育程度透過中介

變項對學生科學成就有正向影響。本研究建議如下：

首先，培養學生對科學學習的興趣，因而逐漸影響學生科學成就。本

研究發現，學生學習興趣直接正向地影響到科學成就，同時家長教育程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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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透過文化資本來影響學習興趣，再影響到科學成就。本研究中，學生科學

興趣是在學習自然科學，認為他的自然科學不錯、希望在校多上一些自然課

以及與學生認為與自然有關的事物都學得快，此時學生科學成就比較好。從

問卷題目來看都屬於學生對於科學興趣，因此，學校、學校老師、家長提高

學生對科學興趣格外重要，尤其是家庭在這方面培養。此外，本研究發現，

文化資本可以正向影響到學習興趣，這代表文化資本不僅有經濟與財務資源

效果，同時還有學習涵育與社會化的效應，也就是家庭文化資本可以無形地

影響學生學習興趣，這是不可以忽視。家長多鼓勵子女科學學習，在文化資

本的學習資源可以多充實與自然科學有關的書籍、百科全書，或是家長多與

子女討論自然事物現象，讓自然科學與生活結合是提昇子女科學成就良方。

簡言之，家長鼓勵子女喜歡科學，在文化資本中增加學生對科學讀物及學習

資源，讓子女喜愛科學，不討厭科學，提高學生個人成就動機，進而影響他

們在科學表現。

其次，正視文化資本及補習時間對於科學成就影響的重要性。本研究

發現，國二生的補習時間與家庭文化資本對科學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同時

文化資本的影響力明顯大於補習時間。就文化資本來說，它正鼓勵家庭宜有

較多的學習資源及能有良好的家庭學習氣氛，學習資源受到家庭經濟的影

響，不必然每個家庭都有充足的費用可以購置學習資源，但是透過家長對於

學童在學習態度及興趣的關心的無形文化資本也可以提高科學成就。另外本

研究發現補習時間愈多，較能提高科學成就，看來似應補習，但並非每個家

庭都能給子女補習，就如本研究發現，家長教育程度愈高，補習時間較多，

代表子女家長教育程度較高者，可以讓學生補習機會較多，不過補習過多將

對學生的學習壓力提高，在此建議是，校外補習應該是以個人的學習需求為

主，不宜過量，否則反而更容易造成學生的學習壓力。

（二）未來研究及方法建議

針對本研究有以下的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未來研究宜嘗試以多樣本分析（multi-sample analysis）、複核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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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測量恆等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進行分析。本研究以台灣國二生

參加2003年TIMSS的科學成績為樣本，雖然在家長教育程度、文化資本、補

習時間、科學興趣與科學學業成就達到顯著正向影響，不表示模式完全正確。

尤其本研究的家長教育程度對於科學成就沒有正向顯著影響，與過去研究略

有不同。同時，設定的模式中，部份假設雖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但是參數

估計值不高，例如γ6、γ7，未來可針對模式做修正。此外，為了讓結構方程

式模型更穩定，研究設計可運用多樣本或複核效度進行驗證，它是以不同樣

本在相同模式下檢定，這方面可以參考李敦仁、余民寧（2005）的研究。就

以TIMSS 2003年的資料來說，它將各國科學成就分數分為五組，此時可將

五組資料以相同模式及變項檢定模式穩定性，或者以不同的性別與城鄉的樣

本進行檢定，如果模式與先前一致，此模式才可獲得接受。

其次，未來研究可以朝向跨國分析。未來參與TIMSS的國家數愈來愈多，

它可運用不同國家資料對模式進行驗證，以瞭解模式在影響力及各觀測變項

的恆等性。亞洲國家科學成就高於歐美國家，未來研究可以運用日本、南

韓、新加坡或香港與台灣的學生進行模式檢驗，以瞭解亞洲國家之間差異性。

或者以亞洲國家與歐美國家進行測試，以瞭解不同文化因素下，其影響科學

成就模式是否能被支持。測量恆等性分析可參考余民寧（2006）、黃芳銘（

2004）、邱皓政（2004）。

第三，各年度模式追蹤會讓本研究建構模式更穩定。本研究認為可以

從不同年度追蹤，TIMSS已有1995年、1999年及2003年資料，但是台灣在

1995年沒有參與，未來研究可將台灣於1999年、2007年調查的資料再檢視，

以作為模式穩定性檢定。研究者在完成本研究之後，2007年的TIMSS資料已

釋出，未來可以以此資料進行驗證。易言之，本研究設定的結構方程式模型

應持續追縱驗證，在不斷地對模型探索，才能讓建構的理論模式更契合實際。

總之，本研究以結構方程式模型檢定台灣參加TIMSS2003的國二生

4,575位學生，其家長教育程度、文化資本、補習時間、學習興趣與科學

學業成就之關係的結構方程式模型獲得支持。本研究期待未來能有更多以

TIMSS資料與類似的資料處理方法來探討或驗證模式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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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各變項之變異數共變數矩陣  n=4,575
變項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Y1 Y2 Y3 Y4 Y5

X1 10.45 

X2 6.15 9.94 

X3 2.16 2.03 2.90 

X4 1.22 1.15 1.16 1.63 

X5 0.32 0.32 0.24 0.22 0.68 

X6 0.25 0.24 0.23 0.25 0.39 0.86 

X7 0.38 0.36 0.29 0.28 0.49 0.61 0.87 

X8 0.39 0.36 0.27 0.24 0.47 0.42 0.53 0.72 

X9 0.60 0.59 0.35 0.29 0.18 0.13 0.16 0.17 1.03 

X10 0.61 0.51 0.37 0.28 0.08 0.07 0.08 0.09 0.69 1.18 

Y1 0.76 0.71 0.61 0.39 0.30 0.20 0.27 0.27 0.20 0.20 0.96 

Y2 0.88 0.79 0.68 0.42 0.25 0.18 0.24 0.22 0.19 0.20 0.85 0.94 

Y3 0.85 0.77 0.62 0.39 0.26 0.18 0.25 0.23 0.22 0.23 0.85 0.85 0.96 

Y4 0.83 0.70 0.67 0.43 0.31 0.21 0.29 0.28 0.23 0.21 0.82 0.85 0.86 0.97 

Y5 0.79 0.69 0.59 0.38 0.20 0.14 0.19 0.18 0.20 0.22 0.79 0.78 0.77 0.72 0.94 

註：各變項的名稱如研究設計與實施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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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各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態勢與峰度

變項∕估計值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態勢 峰度

X1 4819 11.37 3.24 -0.32 0.48

X2 4916 10.82 3.17 -0.54 0.79

X3 5369 2.20 1.09 0.11 -1.49

X4 5370 1.78 1.01 0.73 -1.09

X5 5336 12.31 1.73 -0.21 -0.57

X6 5356 6.32 1.30 -0.26 -1.06

X7 5365 2.48 0.83 0.04 -0.54

X8 5360 2.44 0.93 0.12 -0.85

X9 5321 2.51 0.93 0.00 -0.87

X10 5363 2.33 0.85 0.30 -0.47

Y1 5379 0.00 1.00 -0.41 0.37

Y2 5379 0.00 1.00 -0.46 0.30

Y3 5379 0.00 1.00 -0.38 0.10

Y4 5379 0.00 1.00 -0.28 -0.17

Y5 5379 0.00 1.00 -0.48 0.47

註：表中各變項的樣本數與附表1的變異數共變數矩陣略有不一，該矩陣樣本數以15個變項
都有資料估算，僅有4,575名，本表以單一變項估算，並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