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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級組成對學生英文學習表現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本研究以一所國中的班

級來瞭解班級脈絡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本研究將資料結構區分為班級與學生

層因素，以「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追蹤調查資料庫」中的一所國中之 19個班級，共
550名學生為對象。接著透過階層線性模式分析學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獲得以下
結論：(1) 班際之間的差異性，在解釋英語學習成就的效應不可忽略；(2) 學生層
的補習時間與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明顯影響；而學生層的英語學習動機對

英語學習成就具有最大的提升效果；(3) 班級層的英語教學方法多元化對英語學習
成就有提升效果，自律學習則否；(4) 英語教學方法多元化與英語學習動機、補習
英文時間、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調節效果。

關鍵詞：文化資本、多層次分析、英語教學、學習成就、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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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ass composed of student impacted on students’ English achievement that is a 
crucial research topic. Our study employed junior higher school students to study the 
context of class impacted on students’ English achievement. This data was taken from 
the result of “Long-term Follow-up Survey Databas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It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both the class level and the student level factors 
on the students’ English achievement. B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collected data that 
550 students of 19 classe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has been applied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various levels of factors on English 
achievement. The results were as below: (1) The differences among class, important 
in predicting students’ English achievement are not negligible factors. (2) Among the 
student level factors, time spent on studying English in supplementary school lessons, 
and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English achievement. Besides, 
in terms of the student level factor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have positive mostly 
effects on English achievement. (3) The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as a class-level 
factor positively influences English achievement, however, self-regulated was not. (4) 
The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together with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time spent 
on studying English in supplementary school lessons,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had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English achievement.

Keywords: cultural capital,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English teach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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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Schreiber, 2002）：一、不限定於
一所學校，由於跨很多學校抽取樣本，較

無法符應校務研究的特性；同時學習成就

以數學及科學表現探討居多，少以英語學

習表現為主題。二、以學生單一層因素探

究居多，少以多層次進行探討。現有研究

學習成就的樣本來源多為資料庫，從多所

學校抽樣，而非單一學校。這些研究成果

可使我們瞭解影響學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因

素，然而不一定可以適用於改善特定學校

學生的英語學習狀況。

換言之，現有研究在結果應用有許

多限制：一、學生學習成就僅單層面因素

來瞭解，無法應用到現實的多層面狀況。

同一所學校、班級學生形成的脈絡環境可

能影響學習表現。若無法將不同層次的因

素納入分析，難以正確理解影響的因素。

二、估計結果誤差大，推論受到限制，無

法正確應用。在不同層次之下，同一所

學校各層中會形成巢套效果，若沒有考量

巢套效應，直接將各學校（班級）樣本估

計，很容易產生估計偏差，應用上會受到

限制。三、未應用跨層級的調節作用因

素，無法瞭解不同層次之因素的調節作用

效果。也就是個體與班級因素可能有調節

作用存在，但現有英語學習成就影響因素

缺乏深入探究，就無法瞭解跨層變項的調

節效果。HLM可以克服上述問題，本研
究依此方法來分析。

現有的研究以 HLM分析學校及學生
層的因素探討較多（張芳全，2010），
然而學生每天在校課堂中與師生互動，形

成一種脈絡環境，產生群聚的班級效應特

性（林俊瑩、陳成宏、黃章健，2014；
Lüdtke, Köllerb, Marsh, & Trautwein, 
2005; Marshall & Weinstein, 1984）。
來自不同家庭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的學生，帶入不同的價值觀、

壹、緒論

個體的生活不外乎與空間及時間有密

切的關係。就空間來說，人與空間是一種

階層巢套（nested）的情形。簡單的說，
個體會在一個空間系統生存或活動，而

此一空間之外又有一個更大的空間系統涵

蓋著這小系統。在這種層層相疊之下，個

體在其中就會受到影響。Bronfenbrenner
（1986）提出了生態系統理論，說明了
個體在系統中，會從小就受到生活環境的

直接與間接的影響，進而發展個人習性。

這種層層相互堆疊的形態，加上物以類聚

的效果，就會成為一種巢套效應。在此

種巢套之中，個體的群聚就會發展出特

有的情境或脈絡文化（Harker & Tymms, 
2004; Hutchison, 2007; Lüdtke, Robitzsch, 
Trautwein, & Kunter, 2009）。同時在不
同層的脈絡環境之下，更會彼此的相互影

響。

上述巢套狀況在社會現象很常見，

學校就有此種情形，因而校務研究可以

運用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來分析學生學習表現
相當合宜。假若一所學校同一年級有很多

班級，例如 15班以上，每班又有 20名以
上的學生，此時班內（班級層）有學生（學

生層）可以透過 HLM來分析。由於學生
巢套在班級之中，因而班級內的學生組成

會產生不同的班級特色，形成班級特定文

化。若對這 15個班之間的學生學習表現
分析，將資料結構區分為班級與學生層，

不僅可以瞭解班級內部學生因素及班際表

現之差異，而且也可以瞭解學生因素與班

級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

現有研究學習成就多數聚焦於幾種

現象，無法提供校務研究參考（蕭佳純，

2011；House, 2000; Hoy, Tarter, & H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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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態度及學習風格及文化資本到課堂，

形成不同的學生學習動機與文化資本及整

體班級的 SES。這種班級環境所形成的脈
絡，也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本研究以基隆

市一所國中（化名為 A國中），該所國
中有 19班 550名學生，學校校長、教師、
家長與學生想要瞭解，哪些因素可以預測

學生英語學習成就。該校針對此一校務研

究的問題深入分析。由於 A國中一個年
級有 19班，每班有近 30名學生，適合以
HLM來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因此本研
究以 HLM分析 A國中的英語學習成就之
影響因素，將分析單位分為學生及班級，

透過班級與學生層的因素來探究。

本研究目的如下：一、瞭解影響 A
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個人層次因素。

二、瞭解影響 A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
班級層次因素。三、瞭解 A國中學生英
語學習成就的個人與班級層次因素對英語

學習成就的調節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影響學習成就因素的理論

解釋學生個人的英語學習成就表現有

很多學理，其中文化資本理論、社會階層

理論（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y）、學習
動機理論有關，而社會階層理論與文化資

本有關，融合為一段說明。說明如下。

（一）文化資本理論

家庭的文化資本與其子女的學習表

現息息相關。Bourdieu（1977）的文化資
本理論認為，有較多家庭文化資本及學

習資源可以提高子女學習表現。而文化

資本理論與社會階層理論息息相關，同

時有許多研究支持（House, 2000; Masten 
et al., 1999; Teachman, 1987）。家庭社

經地位愈高，可以提供家庭文化資本與

學習資源愈多，子女學習成就表現會比

較好（Milne & Plourde, 2006）。家庭文
化資本與學習資源愈多，其子女學習習

慣、教育取得及成就也會較好（De Graaf, 
1986）。Cheung 與 Andersen（2003）研
究指出，當控制家庭學習資源之後，家

庭 SES對學習表現仍有重要預測力。張
芳全（2009）的研究發現，文化資本不僅
會提升學習成就，也是學生家庭 SES與
學習成就之重要中介變項。上述多以單一

層面分析所獲得的結論，無法完整說明家

庭文化資本對於學習表現的影響。張芳全

（2018）運用 HLM研究指出，學生個體
層的補習英文時間與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

成就有顯著正向的預測力。這說明了，運

用 HLM分析家庭文化資本對學習成就仍
然有正向預測力。上述可以看出，社會階

層理論與文化資本理論有關聯，而文化資

本理論所持的家庭資源對於子女的學習表

現有提升效果是多數研究所支持。

（二）學習動機理論

學生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英語的重要

因素。動機是個體刺激、直接及維持個體

行為的動力。高度學習動機的學生，課業

容易成功。Ryan 與 Deci（2000）指出，
個體態度與朝向要成功的動機聯結，很容

易完成任務。高度學習動機學生在學習課

業表現明顯高於低度學習動機者（Tella, 
2007）。融合性動機（integrativeness）
是第二外語學習動機的重要概念，它被

視為學習第二外語的興趣，是連結其他語

言的重要機制（Gardner, 1988; Gardner, 
Tremblay, & Masgoret, 1997）。

個體成功與否，成就動機扮演關鍵角

色（McClelland, 1985）。若以特定學科的
動機來說，更可以影響該科目的學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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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Tucker 等人（2002）提出了學術性
動機，指出學生投入學習任務的程度，它

的投入是指學生在認知、情緒及行為投入

的程度，同時學習投入對學習表現具有

重要影響。成就動機是個人面對不同需

求所期待極力獲得的酬賞（rewards），
如受其他人賞識及個人對目標的精熟程

度（McClelland, 1985）。 個 體 有 較 高
的成就動機可以協助他們在任務表現

更為優異，或有更獨特表現。個人較高

成就動機，他們會更努力來達成目標，

在高度動機下，個體將會努力完成目標

（McClelland, 1985）。Weiner（1986）
的成就歸因理論強調個人對成功與失敗

原因的解釋，並討論此得失對於情緒

的關聯性。此外，目標導向的動機理論

（goal orientation theory）強調學生投入
學術性任務的重要性（Elliot & McGregor, 
2001），若在課業學習上，學生會先設定
多種或多階層的目標，再透過採取這些目

標，將會影響他們的學習表現。總之，學

習動機對於學習成就有正面影響。

二、 影響國中生學習成就的相關
因素

影響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的相關

因素相當多元，例如許多研究把重心放

在學習者信念、動機與興趣及學習焦

慮（Ma & Xu, 2004）、學生自我效能
（Bandura, 1997），以及有些從班級環境
來 分 析（Barth, Dunlap, Dane, Lochman, 
& Wells, 2004）。Hattie（2009）強調學
習者的自我效能、自我概念、動機、學習

投入與持續性和學習表現之關係。還有一

些研究以學習者對於學科的學習態度來分

析（Chow, 2011）。Kim、Park 與 Cozart
（2014）則研究指出，學生的學習動機及
投入對於學習表現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張

芳全與張秀穗（2016）則把性別、族群、
家庭社經地位及學生特質因素納入分析。

本研究以 HLM分析，將資料結構區分為
班級與學生層，在學生因素著重於學生的

學習動機、家庭文化資本及課後補習，而

班級因素著重於班級學生人數、教授英

語教師的性別、自律學習及教學方法多元

性。家庭文化資本與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

見上一節，其他說明如下。

（一）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

有許多研究發現，學習動機與學習成

就有顯著相關。張芳全與張秀穗（2016）
以分析新移民子女七年級生英語學習成就

發現：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

完全中介影響。可見，學習動機對學習者

在英語學習扮演重要的角色。學生的自我

能力與期望影響了學生對學習任務完成的

動力，如果學生願意學習及有效率的學習

策略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就（Bandura, 
1982; Covington, 1984; Schunk, 1984）。
這種情形在許多學科領域都有相近的研究

結果。Gottfried（1990）的研究發現，學
生的閱讀動機與數學內在動機有中度正向

顯 著 相 關。Simpson、Licht、Wagner 與
Stader（1996）的分析指出，學生的數學
及閱讀成就與學習動機各有 .76及 .58顯
著中度相關。也有很多國外研究支持了學

生特性因素，包括學習信念、學習動機、

學習興趣與學習價值與學習表現有正向

顯著關係（Grootenboer & Hemmings, 2007; 
Zan, Brown, Evans, & Hannula, 2006）。
Shaljan、Freeman與 Klinger（2011）研究加
拿大的 450所學校 15歲的學生發現，學生
的學習動機，尤其是擁有自我效能、自我

概念的動機，以及對於科學願意投入的喜

悅（動力）是實質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重

要因素。Thien、Darmawan與Ong（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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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泰國及馬來西亞中學生學習的表現指

出，學生學習動機及自我效能對學習表現

是重要預測因素。Wang與 Eccles（2013）
縱貫研究發現，學生的學習動機對於學習

者表現是最重要因素。在英文科方面，

Awan、Noureen與Naz（2011）研究指出，
學術自我概念、精熟目標及表現目標的

學習動機對英文學習成就有顯著預測力。

不僅如此，在不同層面的因素也有相近結

果。Güvendir（2015）研究土耳其的中學
生英語學習成就發現，學生的內在動機、

學習自信及家中的學習資源（電腦、課外

讀物）與雙親的教育程度都是正面影響了

學習成就。張芳全（2018）運用 HLM研
究發現，學生個體層的自我教育期望及英

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提升效果。

因此，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愈高，英語學習

成就應該愈高。

（二）補習時間與學習成就

臺灣的國中生為了升學，校外補習不

少。學生補習時間與學習成就有正面關聯

性已有不少研究支持。學生可否校外補習

也是文化資本的一環，如果可以參與校外

補習的時間愈多，代表家庭的文化資本也

愈高。林慧敏與黃毅志（2009）研究臺東
國二生指出，有參與補習教育對於學業成

績有正面影響。張芳全與張秀穗（2016）
以分析新移民子女七年級生英語學習成就

發現：SES 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
影響，男生英語學習成就明顯低於女生；

母親來自中國大陸與來自東南亞國家之

子女英語學成就沒有明顯不同；英語學習

動機與國語學習成就對英語學習成就具

有完全中介影響，國語學習成就預測力為

SES的四倍。國語成績與英語學習動機減
弱 SES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力。然而
文化資本與教育期望對英語學習成就不具

有中介效果。Güvendir（2015）研究土耳
其的中學生指出，若家庭讓學生額外補習

英文及額外把時間分配於閱讀英文有關的

學習，其子女學習表現比沒有補習者表現

好。上述來看，學生課後的補習英文對於

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效應。

綜合上述，與英語學習成就有關因素

包括有家庭、學生個人特質、學校環境、

校外因素（如補習）等。然而班級之間的

差異也是解釋英語學習成就重要因素，但

是在研究上較被忽視。班級差異來自於教

師教學方法與班級學生組成的不同，以及

學生在班級中所形成的脈絡環境不一樣，

也會影響學習表現。

三、班級脈絡對學習成就的影響

（一）班級學生的組成與學習表現有關

學校的班級是學生學習的重要場所，

也是師生互動重要場域。老師的教學在課

堂，學生上下課也都在課堂，師生在課堂

時間比較多。學生來自不同家庭，有不同

價值觀，更有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因而學

生帶入班級的學習方式、自我管理、自主

學習、學習風格、文化資本與學習態度

就不一樣。加上老師的不同教育哲學觀、

價值觀及教學方法，在師生及同儕互動之

下，會形成班級特定的脈絡環境與班級文

化。這也是本研究認為，學校班級學生組

成可以預期會影響英語學習表現。

許多研究發現，班級組成影響學生

學習表現，班級中高能力同學愈多，對於

班上同學會有較高學業成長的表現（張芳

全，2018；Burke & Sass, 2013; Hanushek, 
Kain, Markman, & Rivkin, 2003），代表
了班上學生智商高，對於班上學生學習

成就有正向顯著預測力。換言之，班級

的環境形成的脈絡特性會影響學習者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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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表現（Kreft, de Leeuw & Aiken, 1995; 
Nagengast & Marsh, 2011）。若班級組成
成員有較多的低社會階層學生，較不利於

班級脈絡發展（van de Grift & Houtveen, 
2006）。林俊瑩等人（2014）以 HLM分
析發現：班級中的原住民學生比例愈高，

學生學習成就心理幸福感愈好，然而班級

原住民學生比例愈高，對漢族學生之成就

感沒有顯著影響，卻有利於原住民學生成

就感提升。

（二）班級人數及授課教師性別與學習表

現

班級的組成還有老師及班級學生人

數，這兩個因素也可能與學生學習表現有

關。Akyuz 與 Giray（2010） 以 HLM 分
析比利時、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義

大利、立陶宛、荷蘭、斯絡維尼亞與土耳

其的學生數學表現發現，各國的班級差異

可以解釋學習成就量在 13%至 71%之間，
可見班級組成及差異在解釋學生的學習表

現是重要因素，同時在捷克與土耳其的女

老師教的數學成就高於男老師，而荷蘭及

匈牙利的男老師教的學生數學成就明顯高

於女老師，其他國家則沒有差異性；此外

在比利時、匈牙利、義大利、立陶宛、荷

蘭的班級學生人數愈多，學生的學習表現

愈好，這些國家顯示班級人數對學習表現

有差異，而其他國家則否；同時斯洛伐克、

義大利與土耳其的班級氣氛愈好，學生的

學習表現愈好。Güvendir（2015）也研究
發現，土耳其的中學生班級人數愈高，對

於英語學習表現愈不好，這可能是班級人

數過多，老師無法關注到學生的英語學

習。Dee（2006）指出，教師的性別會塑
造出師生之間的溝通方式，也就是不管男

或女老師說什麼或做什麼，都會以一個特

定性別角色模式來溝通，不過也有一種觀

點是，當學生更投入學習，行為表現更適

切，以及有更好的學習表現，老師就會塑

造其性別角色。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班

級學生人數會影響學生學習表現，同時

教授科目老師的性別也可能與學習表現有

關。本研究納入這兩個因素於模式之中。

（三）班級的自律學習與學習表現

學生的自律學習會影響學習表現，

如果班上自律學習的同學較多，更會有班

級自律學習的效應產生，因而同學之間

更會相互的彼此自我約束產生自律的情

形。Zimmerman（1989）、Ramdass 與
Zimmerman（2011）指出，學生透過自
律學習提升學業成就，自律學習較好的學

生會有較好的學業成就表現。以班級來

說，班上學生的自我控制（self-control）
可以預測個人學習成就表現。就小一學生

來說，如果班級有較高自我控制的同儕，

比起學生在較低控制的班級中，會有較高

的閱讀素養及閱讀技巧（Skibbe, Phillips, 
Day, Brophy-Herb, & Connor, 2012），此
外，老師的教學會因班上有較低自我控制

的學生，教學時間會較長，主因在於低自

我控制的學生干擾教學，使得班級整體

學習表現比較低（Skibbe et al., 2012）。
Brookhart（1997）指出，班級學生學習
動機受到組成成員的影響，也就是學生

在同一個班級會影響彼此的學習信念及

學習動力。此外，當班級氣氛被感受是

鼓勵學生學習投入，學生在班級的滿意

度會愈高，也會有更多的學習投入（Fry 
& Coe, 1980; Trickett & Moos, 1974），
同時學生在班級中會更覺得有責任感

（Ryan, 1982; Ryan & Grolnick, 1986），
以及學生們會更認同班級，也會有更好的

學習表現（Nicholls, Patashnick, & Nole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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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方法與學習表現

教學方法也是預測學生的學習成就

的因素之一。余民寧與韓珮華（2009）
的研究發現，建構式教學對能力知覺與數

學有效性具有直接且正向顯著影響，並透

過能力知覺與數學有效性，間接影響數學

學習興趣與成就；而教師中心式教學透過

能力知覺間接影響數學有效性與數學學習

興趣，並對數學成就有直接正向影響。

換句話說，建構式教學對促進學生能力

知覺、數學有效性與數學學習興趣等心理

特質較具有正向影響力，而教師中心式教

學則對增進數學成就較具影響力。Şahin 
與 Öztürk（2018）以 HLM 分析土耳其
參與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2015（Trend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2015, TIMSS 2015）的資料發現，
解釋學生的科學與數學成就表現各有 36%
及 40%是因為班級之間的差異所造成，
進一步發現，教師的教學經驗、老師在班

級中強調升學考試重要，以及愈有教師教

學經驗者在分配回家作業，對於學生的學

習表現有正面助益。這說明了教師經驗對

班級教學的重要。由於班級學生具有個

別差異，因而教學方法選用，應就教學目

標、課程內容、教師專業、環境資源以及

學生特質來考量。老師如果運用不同教學

方法，透過差異化教學與多元化的教學方

法，對學生學習表現有提高效果。

在不同層次變項的調節效果方面，

Kozaki 與 Ross（2011）以 HLM 檢定日
本學生在班級脈絡對第二外語流暢性的影

響發現，學習動機是調節班級脈絡的重要

因素。張芳全（2018）對國中生的研究發
現，班級文化資本脈絡對英語學習成就有

提升效果之外，班級的英語學習動機於學

生補習英文時間對英語學習成就具調節效

果。白華枝、張麗君與蕭佳純（2015）以

HLM分析顯示，學生層的家庭社經地位、
語文資源、語文活動，以及親子共讀對幼

兒語言能力有顯著影響；在班級層次的語

文教學活動對幼兒語言能力有直接脈絡效

果；教室語文教學活動在家庭社經地位與

幼兒語言能力具有調節效果。上述的研究

說明了，學習者學習動機與班級的環境及

文化資源變項具有調節效果，而影響學習

表現。

四、 跨層級的因素調節效果之相
關研究

許多研究指出，班級脈絡可以影響學

生個人因素進行預測學生的學習表現。張

芳全（2018）以 HLM研究基隆市國中班
級因素對學生英語學習表現，結果顯示班

級中的英語學習動機對於學生補習英文時

間對英語成就具有調節作用。Kozaki與
Ross（2011）在縱貫研究中，透過 HLM
檢定日本學生的班級脈絡對於學習第二外

語流暢性之影響發現，班級的學習動機對

於班級脈絡因素對學習成就是調節因素。

Rjosk、Richter、Hochweber、Lüdtke 與
Stanat（2015）研究 352個德國九年級班
級中語言弱勢學生比率、學生個別語言學

習背景影響學生學習動機發現，若語言弱

勢學生比率愈高，愈有內在動機想要學

習，不過沒有發現班級組成可以預測班級

學習氣氛，不過在跨層級中發現，語言弱

勢學生比率與學習動機產生交互作用，如

果兩者愈好，對於學習表現會愈好。

教師教學方式也是班級組成要素之

一。學生在班級中感受到老師教學方法多

樣性也可能影響學習表現。授課英文的老

師如運用多元教學方式來吸引同學注意

與學習，誘發學生學習動機，而後會想要

投入學習，尤其對於家庭資源較為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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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沒有更多財務資本課後補習的學生，

教師教學方法多樣性會是一項很重要的

學習機會與方式。Marshall 與 Weinstein
（1984）、Lüdtke、Köllerb、Marsh 與
Trautwein（2005）的研究就發現，班級
的脈絡效果，例如班級學生的學習表現組

成，影響學生的學習自我概念及學習表

現，代表了班級學生來自於不同家庭，如

果在課堂時間的與師生互動學習，以及同

儕平時的相互影響，乃至於班級學習氣氛

建立都影響學生學習表現。本研究認為，

班級層的因素，如教師教學方法多元性可

以跨層級與學生學習動機、家庭文化資本

與課後補習呈現調節作用，進而影響學生

的英語學習表現。

總之，班級是學生在學校的重要學習

環境，班級成員的組成及脈絡環境影響學

習表現。過去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研究沒

有將班際因素納入考量，同時過去研究是

以跨校取樣進行分析。本研究不僅將班級

因素納入分析，也將個人因素一起考量，

更重要的是進行跨層次因素的分析，如此

更能瞭解影響學生英文學習表現因素，同

時僅以一所學校為研究範圍，這更符應於

校務研究特性。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的架構如圖 1。圖中的 A國中
學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分為學生層次與班

級層次。學生層次包括補習英文時間、英

語學習動機、文化資本及英語學習成就。

班級層次是將學生感受到的英語教學方

法、自律學習為聚合脈絡變項。學生層次

的直線對英語學習成就，代表了自變項對

依變項的預測。班級層次對學生層次的英

語學習成就之直線，代表檢定班級脈絡變

項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而班級層次中

的授課英語老師的教學方法多樣性與學生

層次的線交叉在探討教學方法與學生層次

因素的交互作用對英語學習成就的調節效

果。

本研究對於 A國中學生在相關變項
之關係，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1： 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正
向顯著影響。

H2： 學生的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正向
顯著影響。

H3： 學生補習英文時間對英語學習成就正
向顯著影響。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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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班級學生人數對英語學習成就有負向
顯著影響。

H5： 授課英文老師的性別對英語學習成就
有明顯影響。

H6： 班級學生自律學習對英語學習成就有
正向顯著影響。

H7： 班級的英語教學方法多元化對英語學
習成就正向顯著影響。

H8： 英語教學方法多元化與英文學習動機
對英語學習成就有顯著調節效果。

H9： 英語教學方法多元化與家庭文化資本
對英語學習成就有顯著調節效果。

H10： 英語教學方法多元化與補習英文時

間對英語學習成就有顯著調節效果。

二、變項測量

本研究各變項之測量說明如表 1。英
語學習成就以 A國中 99學年各班第二學
期英語學期總成績，教師對全班學生在兩

次期中考及一次期末考，加上平時英語表

現評定，包括平時英語表現及期中與期末

的紙筆測驗的英語能力。而自律學習有七

個題目，包括我會自我檢討作業、我會準

時交作業、我會反省我課堂的學習過程、

老師交代我的學習任務，我會準時完成、

我會規劃自己的學習進度、我會安排自己

表 1 
英語學習成就、性別等變項之意涵與測量方式

變項 意涵 計分

學生層次

　英語學習成就 以英語教師對全班學生從考試及平時表現評分。不同班級教
師在班級之間有評分差異，採用標準化 Z 分數轉化，再轉 T
分數，分數愈高，代表英語文成就愈好。

轉為標準化 Z 分數，
再轉 T = 50 + 10Z

　補習英文時間 即學生補習英文情形。本研究以資料庫問卷詢問學生在週一
到週五放學後，補英文（例如文法、會話、作文等）課程，
其選項為：沒有、一週 1次、一週 2次、一週 3次（含）以上。

依選項分別給 1 至 4
分。

　英語學習動機 即學生想要學習英語的學習態度。本研究以我會努力把英文
學好與我對英文喜好程度，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
非常同意，勾選適合自己情形。

依選項分別給 1 至 4
分。

　家庭文化資本 即學生家中的學習資源。本研究以學生家庭中擁有的學習及
物質資源，資料庫問卷詢問學生家中電腦數、網際網路、字
典（含中英文）、電子辭典（含中英文）、英文課外讀物、
個人專用書桌等加總，接著此項目再與家庭藏書量因素分
析。資料庫問卷詢問學生家中有多少本書？ 0 ~ 10 本、11 ~ 
25本、26 ~ 100本、101 ~ 200本、201 ~ 500本、500本以上。

有物質資源 1 分，否
為 0 分。圖書依序為
1 ~ 6 分。

班級層次

　班級學生人數 即一個班級參與正式英語學習的人數。 以人為單位。

　英語老師性別 即授課英語老師性別。 0 代表女老師、1 代
表男老師。

　自律學習 即學生在課業自我要求情形，它以七個題目測量學生自我要
求情形，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勾選適
合自己情形。班級受試者得到分數愈高，班級學生自律學習
愈高。

依選項分別給 1 至 4
分，透過平均數計算
各班自律學習分數。

　教學方法 即英語老師在教學方法的多元性。其測量是學生感受老師在
班上教學方法多元化程度，其選項為沒有、每堂課很少、每
堂課經常、每堂課都如此。

依選項順序分別給 1
至 4 分，透過各班學
生感受情形予以平均
所得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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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念書空間、我會每週反省這週的學習進

度狀況等。以上題目經過因素分析，以特

徵值大於 1.0參考標準，凱薩 –枚爾 –歐
克林（Kaiser-Meyer-Olkin, KMO）取樣
適切量數各為 .78，抽取出一個因素，而
其信度採用 Cronbach’s α係數為 .88。

三、資料來源

本研究方法屬於次級資料分析，研究

資料取自於張芳全（2013）建置的基隆市
「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追蹤調查資料庫」，

共有 14 所國中，包括 A 國中 19 個班級
學生。該資料庫包括的變項有學生的基本

資料（如性別、家庭結構、雙親國籍、雙

親教育程度、雙親職業、家庭文化資本）、

學生在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科學的學

習信念、學生（國文、英文、數學、自然

科）補習時間、與家人到戶外參與活動的

時間、與同學參加的活動（演唱會、參觀

美術館、逛街、看電影等）、主科（英文、

數學與自然科）學習動機、感受老師（國

英數）教學多樣性、各科寫作業時間、老

師在各科給作業次數、學生與家人相處、

與同學相處、與導師相處情形、學習狀

況（包括自律學習）、課後時間的活動情

形、閱讀習慣、閱讀態度、閱讀技巧等面

向，資料庫有各班級學生人數、七個學習

領域的學期末成績。A國中共有 600名學
生，扣除沒有完整填答而缺失的樣本，再

以表 1所列變項篩選出符合的樣本數一共
550名。這些研究樣本不包括特殊教育的
學校，班級中扣除特殊教育學生。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 HLM 分析 A 國中生的英

語學習成就因素，在資料結構區分為班

級及學生層次，透過 HLM 7.0版本軟體
最大概式估計法，以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進行估計。為了減少自

變項之間的多元共線性，本研究在模式中

採取組平均數平減（mean-centered）方式
來估計，各模式的內容說明如下：

（一）隨機係數模型（random coeff-
icient model）又稱為零模式。零模式未
運用任何的預測變項是 HLM 最簡單模
式，或稱基底模式，它是最不適配模式，

它的離異係數最高。本研究以基底模式的

離異係數作為後續進行模式比較運用。它

在瞭解 A國中各班英語學習成就及其他
變項的差異，估計總變異量有多少變異由

各班之間變異所造成，如內在組別相關係

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作
為跨層次效果存在依據。當 ρ > .138是高
度相關、.059 < ρ < .138代表中度相關、
ρ < .059代表低度相關（Cohen, 1988）。
如果 ρ > .059就要考量使得依變項的組間
變異不可以忽略。其模式為：

階層一模式： Yij = β0j + εij　 

εij ~ N (0, σ2)

階層二模式： β0j = γ00 + u0j　 

u0j ~ N (0, τ00)

式中，Yij代表第 j班級第 i位學生英
語學習成就、β0j為階層一中第 j班的平均
英語學習成就、εij 為階層一之隨機效果

（個體層次）；γ00為階層二的截距項、

τ00是班級階層 u0j的變異數（班際之間的

變異量）誤差項。

（二）具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

析模式（one-way analysis of covariance with 
random effects）在分析家庭文化資本、英
語學習動機與課後補習時間，在解釋各班

級學生英語學習成就差異情形。

（三）完整模式或跨層級模式，即

截距與斜率視為結果的模式（full model, 
Cross-level Model, Intercept and Slope as 
Outcome Model）在分析影響國中生英語
學習成就因素之跨層級解釋變項的調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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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模式如下：

階層一模式： Yij = β0j + β1j Xij + εij　 

εij ~ N (0, σ2)

階層二模式： β0j = γ00 + γ01Zj + u0j　 

u0j ~ N (0, τ00) 
Cov(εij, u0j) = 0 
β1j = γ10 + γ11Zj + u1j

式中，Yij代表第 j班級第 i位學生英
語學習成就，β0j為階層一中第 j班級的平
均英語學習成就、β1j為斜率、Xij為解釋

變項、εij為階層一之隨機效果；γ00為第

一層各組迴歸模式截距項的平均，γ01為

第二層模式對第一層模式平均截距解釋變

數的斜率，γ10為第一層迴歸模式斜率的

平均、γ11為第二層模式對第一層模式平

均斜率解釋變數的斜率、Zj為脈絡變項、

u0j與 u1j均為隨機效果。

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零模式檢定

（一）各班英語成就平均表現

針對 A國中各班學生平均英語學習
成就分布情形如圖 2。由圖可看出，最小

值為 67.57 分（I 班），最大值為 91.87
分（O班）。圖中看出線條高低起伏，代
表每一個班級的平均英語學習成就明顯不

同，最好班級與最差班級英文平均成績差

24.3分。

（二）零模式檢定結果

檢定如表 2看出，A國中 19個班級
學生英語學習成就平均數（γ00）為 78.37
分，標準誤為 1.46。在英語學習成就之信
度（reliability）為 .67，表示以各班學生
平均學習成就，作為各班學生平均學習成

就的信度還不錯。班級的隨機效果，χ2 = 
53.55，df = 18（p < .001），拒絕 τ00 為

0的虛無假設，它說明 A國中各班學生英
語學習成就之間有明顯不同。

階層二的各班之間平均英語學習成就

變異數 σ2 = 25.62，班內平均英語學習成
就變異數 σ2 = 356.63，其內在組別相關係
數 ρ = 25.62 / (25.62 + 356.63)  = .067，
具中度相關（Cohen, 1988），代表各班
之間的英語學習成就存在差異。A國中各
班之間的英語學習成就有差異，以零模

式比較各班之間的英語學習成就可以解

釋 6.7%。這說明了，A國中的學生英語
學習成就由各班之間差異造成之外，還

圖 2　A國中學生平均英語學習成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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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變項可以解釋班際之間的英語學

習成就不同。表中的離異係數（deviance 
coefficient）反應檢定模式之後的適配度
參考標準。結合上述兩項證據，說明本研

究適合從事 HLM分析。

在零模式檢定之後，A國中的 19個
班學生英語學習成就，階層二班級的隨機

效果達顯著水準，代表各班英語學習成

就之間有明顯差異，它可以解釋英語學習

成就有 6.7%。若僅以單層面分析，沒有
考慮班級與學生層結構，會造成型 I誤差
（type I error）過於膨脹，易發生結果解
釋偏誤（Raudenbush & Bryk, 2002）。

二、 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
析模式

經過分析如表 3 發現，在固定效果
中，三個自變項都達到 .01 統計顯著水
準。各班英語學習動機（γ10）、文化資本

（γ20）、補習英文時間（γ30）對英語學習

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代表這些變項分數

愈高，學生英語學習成就愈好。以英語學

習動機來說，如果增加一單位的英語學習

動機，可以提高 9.59分的英語學習成就，
增加一個家庭文化資本單位，可以提高

4.77分的英語學習成就。簡言之，英語學
習動機預測英語學習成就最大，其次為文

化資本、第三為課後補習英文時間。

表 2 
學生英語學習成就之隨機效果分析結果

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階層二 班間平均英語學習成就 γ00 78.37 1.46 53.55**

隨機效果 變異數 df χ2

階層二 班間的平均英語學習成就 u0j (τ00) 25.62 18 45.86***

階層一 班內的平均英語學習成就 εij (σ
2) 356.63

離異係數（-2LL） 3462.79
**p < .01，***p < .001。

表 3 
學生英語學習成就的隨機效果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β0

階層二 班間平均英語學習成就 γ00 78.35** 1.45 54.16

β1

英語學習動機 γ10 9.59** 0.84 11.43
文化資本 γ20 4.77** 0.93 5.14
補習英文時間 γ30 2.91** 0.75 3.86

隨機效果 變異數 df χ2

階層二 班間的平均英語學習成就 u0j (τ00) 31.57 18 76.78***

階層一 班內的平均英語學習成就 εij (σ
2) 213.04

離異係數（-2LL） 3262.68
**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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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階層二的隨機效果中，τ00 = 31.57，

df = 18，χ2 = 76.78（p < .01），表示納入

學生層 3個變項對英語學習成就的預測，

A國中各班英語學習成就平均值明顯不

同。各班之間平均英語學習成就變異數

τ00 = 31.57，與零模式的 25.62略高一些。

組內平均英語學習成就變異由零模式的

εij (σ2) = 356.63，下降為 213.04，表示階

層一加入 3個解釋變項之後，能解釋學生

英語學習成就變異百分比為 40.26%，其

計算方式為（356.63 − 213.04）/ 356.63 = 

40.26%。離異係數由零模式的 3462.79降

為 3262.68，減少 200.11，顯示此模式適

配度比零模式還好。

三、 完全模式（加入英語教學方
法）

完全模式（跨層級）分析如表 4看出，
A國中英語老師的教學多元化與課後補習
英文時間、文化資本與班級英語學習動機

平均數達到統計顯著水準，都為負向。它

的意義是，當英語老師多元化教學時，英

文補習時間愈少、對學習動機低及文化資

本低者，會有較高的英語學習成就。這代

表英語老師教學多元化的重要性，也就是

在班級中英語老師有較多元化教學，學生

補習英文時間愈少、對英語動機低及文化

資本較少者，英語學習成就仍然比較好。

這顯示出，老師英語教學多元化在班級的

巢套之下，學生補習英文時間少、英語學

表 4 
學生英語學習成就的完全模式

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β0

脈絡變項

班級學生數 γ01 -0.30 0.43 -0.70
英文授課教師性別 γ02 -0.93 1.55 -0.60
自律學習 γ03 5.04 3.74 1.35
教學多元化 γ04 6.22** 1.06 5.83

β1

英語學習動機 γ10 9.12** 0.68 13.30
英語學習動機 * 教學多元化 γ11 -2.28* 0.89 -2.56
文化資本 γ20 4.78** 0.72 6.60
文化資本 * 教學多元化 γ21 -2.82** 0.52 -5.43
補習英文時間 γ30 2.89** 0.61 4.74
補習英文時間 * 教學多元化 γ31 -2.77** 0.67 -4.10

隨機效果 變異數 df χ2

階層二 班間的平均英語學習成就 u0j (τ00)　　 7.27 14 22.63
英語學習動機� 1.77 17 19.87
文化資本� 0.33 17 15.32
補習英文時間� 0.64 17 14.49
階層一 班內的平均英語學習成就 εij (σ

2) 197.62
離異係數（-2LL） 3193.97

*p < .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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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動機低及文化資本較少者，其英語學習

成就仍然比較高。從這變項更顯示出，A
國中的英語老師教學多元化與學生英語學

習動機、家庭文化資本及補習英文時間之

調節作用的重要性。

在階層二的隨機效果中，τ00 = 7.27，
df = 14，χ2 = 22.63（p > .05），表示納入
學生層級 3個變項及加入教學多元化的調
節作用之後，各班英語學習成就平均值沒

有明顯不同。各班之間平均英語學習成就

變異數 τ00 = 7.27，零模式為 25.62，代表
階層一加入 3個解釋變項之後，解釋英語
學習成就變異百分比為 771.62%其計算方
式為（25.62 − 7.27） / 25.62 =771.62%。
組內平均英語學習成就變異由零模式的 εij 
(σ2) = 356.63，下降為 197.62，表示階層
一加入 3個解釋變項及與教學多元化的調
節作用之後，能解釋學生英語學習成就變

異百分比為 44.59%其計算方式為（356.63 
− 197.62）/ 356.63 = 44.59%。離異係數
由零模式的 3462.79 降為 3193.97，減少
268.82，顯示此模式比零模式之適配度還
要好。

四、綜合討論

本研究的貢獻與特色如下：（一）

以 HLM分析單一個學校，也就是 A國中
英語學習成就的預測因素，透過班級層及

學生層的變項，預測英語學習成就因素。

本研究針對單一所學校班級進行英語學習

成就表現，可補足前人研究不足之處，作

為中小學校務研究很好的研究範例，並提

供國內中小學英語教學的應用與校務研究

的另一種思維。（二）學生層中最重要的

因素是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而班級層中

則是英文老師的教學多元化程度，顯然學

生的學習動機是重要因素之外，老師的教

學方法也是不可以忽視。（三）除了學生

特質因素之外，本研究也納入英語老師教

學方法多元化，跨層級檢定結果發現，英

語老師教學多元化與補習英文時間、英語

學習動機及家庭文化資本具有調節效果存

在，更說明運用HLM分析校務研究議題，
不僅有學理上價值，更有實務上的意義。

針對結果討論如下。

（一）班級間的差異在解釋英語學習成就

的效應不可忽略

本研究從零模式、隨機效果的單因

子共變數分析模式及完全模式對 A國中
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探究發現，若從離異

係數做為適配度標準，上述模式依序為

3462.79、3262.68、3193.97，完全模式的
離異係數較低，所以運用此最適配模式，

來解釋 A國中生英語學習成就表現因素
最適切。從零模式來看，A國中的 19個
班級中，班級之間的差異可以解釋英語學

習成就變異量有 6.7%，代表分析 A國中
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班級之間的差異是

實務與研究不可以忽略。可見在學生英

語學習表現解釋方面，A國中及其教師更
應瞭解班際之間的差異，不能僅從學生特

質、學生背景、學校環境或家庭環境來解

釋他們的英語學習成就。

（二）個體層的英語學習動機、文化資本

與補習時間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正向

顯著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各模式中，A
國中的個體層次的英語學習動機對英語

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此與張芳全

（2018）、張芳全與張秀穗（2016）、
Awan等人（2011）、Covington（1984）、
Schunk（1984）、Simpson等人（1996）
的研究結果一樣，接受 H1。本研究結

果也與成就動機理論論點及 Bandura
（1982）的社會學習論之動機論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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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可以看出，A國中的學生英語學習動
機在自變項中的預測力最大，可見 A國
中學生在學習英語應重視學生特質因素，

尤其是學習動機方面。

此外在各模式中，A國中的學生層因
素中，學生課後補習英文時間與家庭文化

資本較多，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提升效果，

這與許多研究的發現一致（House, 2000; 
Masten et al., 1999; Teachman, 1987），
因此接受 H2、H3。這支持社會階層理論

及文化資本理論，也與張芳全與張秀穗

（2016）研究的發現一致。會有這樣的結
果不難理解，擁有較多的家庭文化資本可

以讓學生有更多的學習資源，包括了校外

補習英文的機會，可以提高他們的英語學

習成就。

（三）班級層的教學方法多元化對英語學
習成就有提升效果，班級學生人
數、教師性別與自律學習則否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 A國中的班級
層次中班級學生人數與授課教師的性別並

沒有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有顯著影響，拒絕

H4、H5。班級學生人數沒有明顯影響英語

學習成就的可能原因在於，A國中的每班
學生人數在 27至 30人之間，也就是各班
學生人數差異不大。而英文老師的性別沒

有明顯的影響是在於，A國中 19個班，
僅有 6位英文老師，其中 2位男性，4位
女性，在 19個班分配上，7個班由男老
師授課，12個班由女老師授課，這讓班
級數原本僅有 19個班，並沒有相對多情
形，加上一位男女英文老師會重複授課二

個班級的可能性，使得班級之間的差異無

法明顯看出，因而此變項並沒有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無法看

出男女英文老師對學生英語學習表現的影

響。

然而英語老師教學方法多元化對英

語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而自律學習

沒有顯著影響英語學習成就，拒絕 H6，

接受 H7。在班級中教學方法多樣化對英

語學習成就有顯著預測力，代表英語老師

英語教學更應多元化與活潑化，讓學生可

以從不同方式來學習英語，若學生無法適

應單一方法學習時，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調

整。就某種程度來說，支持了班級脈絡對

於學生學習表現有提升效果，這與 Burke
與 Sass（2013）、Hanushek等人（2003）
的研究結果一致。而 A國中的學生自律
學習無法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明顯影響，

這 與 Kreft 等 人（1995）、Nagengast 與
Marsh（2011）的研究發現不同。換言之，
A國中學生的自律學習無法對英語學習成
就有提升效果，很可能原因是國中生心理

還在成長階段，對於自律與自我要求的學

習，仍無法成熟的自我控制，同時還有可

能是本研究在自律學習的測量題目是針對

一般性的自律學習狀態，例如學生會自我

檢討作業、我會準時交作業、我會反省我

課堂的學習過程、老師交代我的學習任

務，我會準時完成、我會規劃自己的學習

進度、我會安排自己的念書空間、我會每

週反省這週的學習進度狀況等，這些題目

並不是特定的針對英語學科學習，所以會

有上述情形，因而在此脈絡變項對於英語

學習成就沒有明顯影響。

（四）教學方法多元化與學習動機、補習
英文時間、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
就具有調節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A國中的班級層級
中的英語老師教學多元化與英語學習動

機、家庭文化資本與課後補習英文時間

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調節作用效果，接

受 H8、H9、H10。這說明了，A國中的英
語老師教學方法多元化與上述三項個人層

級變項會產生調節效果。班級英文老師教



班級脈絡、文化資本、學習動機、課後補習與英語學習成就之多層次分析 17

學方法多元化，對學生英語學習動機低

者、文化資本較少者與學生補習英文時間

較少者，英語學習成就愈高。這某種程

度代表了，英語老師教學方法多樣化，可

以因為教學方法較活潑與生活化，對較少

參與校外補習的學生、較低家庭文化資本

者及低英語學習動機者有益。這與張芳全

（2018）、Marshall與Weinstein（1984）、
Lüdtke 等人（2005）的研究結果相近。
換句話說，A國中的班級之英語老師教學
方法多元化對上述三個變項具有調節效

果。A國中英語老師若教學方法愈多元，
愈能引起低動機學生、文化資本較少者有

更多學習興趣，因而英語學習成就較高。

此外，若從單獨從個人的英語學習動機、

補習英文時間、文化資本對英語學習成就

有顯著影響之外，更看出 A國中的班級
中，英語老師教學方法多元化，對於英語

學習成就有顯著影響，尤其對英語學習動

機低、家庭文化資本較少及補習英文時間

較少的學生具調節作用，簡言之，可以透

過英語老師的教學多樣性來提升學生的英

語學習成就。這更可以看出在影響英語學

習成就因素的解釋上，不可以單層面單因

素來解釋，更代表 A國中英語老師教學
方法多元化的重要性。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班際之間的差異在解釋學生英語學

習成就是不可忽略重要因素

本研究結果發現，A國中的班級之間
差異可以解釋學生的英語學習成就，因此

學校在未來應重視班級的學習差異，英文

老師需要更多差異化教學。

（二）學生層的補習時間與文化資本對英

語學習成就有明顯影響，英語學習

動機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最大的提

升效益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學生的英語學習

動機、家庭文化資本與補習英文時間對於

英語學習成就都有提升效果，尤其是英語

學習動機的效果更大，這更可以說明，英

文學習表現好壞的重要關鍵因素在於學習

者本身的學習動機。

（三）班級層的英語教學多元化對英語學

習成就有提升助益，班級學生人

數、授課老師性別與自律學習則否

本研究結果發現，A國中的英語老師
在班級中使用多元化教學方法對於學生的

英語學習表現有明顯提升效果，而班級學

生人數、授課老師的性別及班級中學生的

自律學習則沒有明顯影響學生的英文學習

表現。

（四）英語教學多元化與英語學習動機、

補習英文時間、文化資本對英語學

習成就具有調節效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A國中的英語老師
在班級情境中的教學多元化可以協助英文

學習動機較低、家庭文資本較少及校外補

習英文時間較少者，提升他們的英語學習

表現。

二、 建議—對國中英語教學的

實務啟示

基於結論，有以下建議。

（一）老師應注意班級脈絡對英語學習成

就的影響

本研究結論指出，A國中的 19個班
級中的班際之間的差異可以解釋英語學習

成就有 6.7%，代表班級間的英語學習及
班級的學生組成是不可以忽略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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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學校、老師及家長應注意班級差異對

學習表現影響的重要性，未來學校在研究

英語學習成就或其他類科的學習也是不可

以忽略班級差異的因素。同時未來對於

其他學校若班級數較多，一樣可以運用

HLM來分析，以瞭解學校班級在解釋英
語學習成就的差異情形。

（二）老師應適性化教育，滿足不同學生
英語學習需求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家庭文化資本

愈多，英語學習成就愈好，同時學生補習

英文時間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提升效果。

因此英語教師對於家庭較少家庭文化資本

的學生之教學，需要用差異化的適性引

導，就如本研究結論，教師教學方法多元

化可以幫助學生英語學習，所以英文老師

運用多元化教學方法，讓家庭文化資本較

少及沒有資源補習英文的學生有更好的英

語學習表現。

（三）老師應鼓勵學生投入學習，並運用
多元化教學來提高英語學習動機

在結論指出，A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
對英語學習成就具有重要的提升效果，這

代表 A國中的老師及家長引導學生及其
子女較高學習動力，幫助他們有更好的英

語學習表現。現階段國中的教學現場很多

以升學為導向的英語教學，學生僅為了升

學學習英語，在學習之後容易忘記，影響

了學生學習英語成就。因此 A國中英文
老師宜善用活潑化的英語教學方法，英語

教學內容與生活結合，提高學生英語學習

動機，提升英語學習表現。

（四）教師應注意班級層的教學方法多元
化對英語學習表現的影響

本研究結論指出，A國中的班級脈絡
之教學方法多元化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提升

效果，這代表 A國中的英文老師教學方

法多元化，在英語教學中更容易對學生的

英語學習表現有幫助。建議 A國中的英
語老師在上課運用活潑的教學法，例如聽

詩歌、簡單英語話劇、運用簡單生活英語

對話、讓課文內容融入生活情境、師生對

話、同學對話等方式，形成班級在英語教

學的脈絡風氣，換句話說，注意英語教學

方法多樣性，可以提升 A國中學生的英
語學習表現。

（五）教師應多元鼓勵學生，引發英語學
習動機，對低文化資本者給與教學
方法多元化，增加學習動機與興
趣，以提升英語學習表現

結論指出，A國中的英語老師教學方
法多元化與學生在英語學習動機、家庭文

化資本與校外的補習英文時間對英語學

習成就具調節效果，尤其學生英語學習動

機愈低、較少補習英文與文化資本較低的

家庭，英文老師更要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

法，讓學生可以從多種方式來學習，有助

於英語學習表現。這代表教師教學方法多

元化對學生個別差異的重要性。雖然上述

三項因素在個體層面正向影響英語學習成

就，但從調節效果來看，學生英語學習動

機愈低、較少補習英文時間、文化資本較

低，愈要運用多元化教學方法。這有相當

正面價值，A國中英語教師教學方法的多
元化，可以誘發學生學習英語，提高他們

的英語學習成就。

此外，上述段落為針對 A國中的學
生及學校所提出的建議，然而本研究使用

之 HLM為推論統計方法，加上教育研究
理論透過研究結果預測，以擴展影響力和

學術貢獻。雖然本研究僅分析單一學校，

視為個案，不過臺灣類似規模的學校也可

能存在。因此此建議除了可應用於 A國
中的學校師生，也可以類推到其他性質類

似的學校，尤其是規模較大、班級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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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師生數較多的學校。

（六）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納入A國中的班級脈絡變項，
僅有英語教師教學方法多元化及班級學生

的自律學習，自律學習沒有明顯效果。

其實班級的脈絡還包括學習氣氛、班級成

員組成等，未來研究建議納入同學互動及

班級氣氛，以更全面掌握英語學習成就的

不同因素。本研究以 A國中 19班 550名
學生分析，未來此模組也可運用在不同學

校的分析，以作為學校未來改善英語學習

成效參考。除此之外，也可考慮以縱貫分

析的角度切入研究，透過長期追蹤 A國
中學生英語學習成就因素，再以不同層次

分析，如此更能掌握影響英語學習成就

因素。最後，本研究的英語學習成就以 A
國中的英語老師對學生期末表現的評比，

此類評量可能會有些主觀因素，未來中小

學校務研究，若有英文標準化測驗，或者

可以透過不同面向的英語學習成就，例如

聽、說、讀、寫等學習成就納入分析，更

能瞭解預測英語學習成就及其不同面向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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