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50 卷 2 期，頁 1-32（2019 年 12 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Taipei‧Education Vol. 50 No. 2 pp. 1-32 (December, 2019)
DOI:10.6336/JUTEE.201912_50(2).0001

澎湖縣國中生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 
與學習成就之研究
張芳全 1*　洪筱仙 2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授
2 澎湖縣立將澳國民中學國文教師

＊通訊作者：張芳全

通訊地址：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E-mail：fcchang@tea.ntue.edu.tw
投稿日期：2019 年 5 月

接受日期：2019 年 9 月

摘 要

本研究探討澎湖縣國中三年級學生的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的關係。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澎湖縣國中三年級 636位學生。以描述統計與
結構方程模式統計分析發現，澎湖縣國三生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整體情形良好，

學習成就達基礎等級。家庭社經地位可以預測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

此外，國中三年級學生的未來時間觀可以預測自律學習，國三生的自律學習可以

預測學習成就，且自律學習透過未來時間觀預測學習成就。根據結果，針對國中

教師與學校單位提出建議，並提供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詞：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學習成就、國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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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uture perspectiv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enghu County.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from 636 ninth graders and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enghu averagely had good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The average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ninth graders reached the basic 
level. Socioeconomic status could predict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additio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could predict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could predict learning achievement; through 
self-regulated learning,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could predict learning achievement as 
well. Based on the results,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eachers, school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learning achievemen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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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育不再侷限於課堂知識汲

取，而是協助學生發展長期的學習能力

（Zimmerman, 2002）。良好自律學習能 
夠自我覺察、激勵，在課後也能自主學習、

不斷精進，並且善用各種策略調節學習歷

程，以達成學習目標。諸多實證研究支持自

律學習可以有效提升學習成就（DiBenedetto 
& Bembenut ty,  2011 ;  Z immerman  &  
Martinez-Pons, 1986, 1990）。自律學習是
學習成功的重要指標之一（Zimmerman, 
1990a）。2019年政府施行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強調自發與主動理念，

希望「學習者在社會情境中，能自我管

理，並採取適切行動，提升身心素質，裨

益自我精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2014）。因此，本研究探討國
三學生的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關係，以

提供學生及教師參考。

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中，以個人的內

在認知與外在行為最為直接且重要（余民

寧，2006a）。de Volder與 Lens（1982）
指出，當個體內在賦予未來更高的價值，

較能覺知當下的學習對未來目標的重要

性，進而投入學習，也會得到更高的學習 
成就。Zimmerman 與 Mart inez-Pons
（1986）指出，高學習成就者有較多的
自律學習行為，能使用更多策略，使用的

數量甚至能準確預測其學業成績。由此可

知，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有

正向關聯。據Miller與 Brickman（2004）
的未來導向的動機與自律模式，對未來目

標的預期能夠引導自律行為。擁有良好未

來時間觀的學習者，能夠設定遠程的未來

目標，透過學習歷程的修正調整，一步步

完成計畫，以達成未來目標。九年級生即

將完成義務教育，也將面對人生第一次生

涯選擇，對未來的期望是否能激勵其自我

約束、投入學習，提升學習成就，以達成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教育是對未來投資，學生若有未來時

間觀（future time perspective），有助於
提升學習動機，而自律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是學習者主動且持續學習的必
要能力，也有助於提升學習成就（learning 
achievement）。國內對於學生的未來時
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關聯性研

究，多以臺灣本島學生為樣本，少以離島

澎湖縣國中生為研究對象。黃珮婷與陳慧

娟（2016）就以大學生探究未來時間觀探
究，而陳柏霖、段盛華、何慧卿與高旭繁

（2017）的研究就指出，大學生未來時間
觀透過學習動機、教育期望與心理資本而

影響新生學習投入。然而澎湖縣國中生的

學生在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

之關係為何呢？很值得探究。

Bandura（1999）指出，人類的行為
受到對未來的預期信念所影響。近年來

教育領域研究開始關注未來導向的動機信

念，此信念即為未來時間觀。許多研究指

出，未來時間觀能有效提升學習動機（de 
Volder & Lens, 1982; Husman & Lens, 
1999; Lens, Paixão, Herrera, & Grobler, 
2012）。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強調適性
揚才，將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國中課程議題

及輔導制度，引導學生覺察自我性向，並

思考未來升學及職涯發展。兒童福利聯盟

（2014）針對全國國中生進行未來志向
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國中生對未來生涯感

到迷茫。當個體缺乏未來目標，也容易失

去當下努力的動力。研究者於教育現場發

現，學生缺乏目標、動機低落在偏遠地區

更是普遍情形。本研究希望透過瞭解學生

的未來時間觀，協助學生建立自我期許，

提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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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本研究探討議題。

儘管學習成就的城鄉差距日益受重

視，但離島地區研究仍缺乏。澎湖縣有四

分之三的國中位於偏遠地區，屬經濟、文

化、交通弱勢，教育資源較為缺乏（甄曉

蘭，2007）。偏鄉學生受環境不利因素
影響，學習成就較一般地區學生低（陳吉

仲、郭曉怡、李佩倫，2007；許添明，
2012；甄曉蘭、李涵鈺，2009；賴慧敏、
鄭博文、陳清檳，2015）。2017 年教育
會考學生成績報告，澎湖縣在國文、英

語、數學、社會、自然五科待加強學生比

例皆高於全國平均。本研究的作者之一服

務於特殊偏遠地區學校發現，離島交通相

當不便，環境較封閉，學生接受的文化刺

激不足，對未來也少有想像與計畫。缺乏

學習目標可能使內在動機低落，因此無法

自我約束、投入學習。就教育現場觀察，

澎湖縣學生間學習成就落差甚大，背景差

異是重要因素。研究指出，家庭社經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對國中生
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皆具有

預測力（李敦仁、余民寧，2005；邱英豪，
2007；張芳全，2010；趙珮晴、余民寧、
張芳全，2011），然而目前缺乏針對離
島地區的偏鄉學校研究。本研究透過學生

的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及背景變項的研

究，作為改善偏鄉學子的學業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一）瞭解澎湖縣

國三生的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

就的情形；（二）探討澎湖縣國三生的未

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的關係。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分析澎湖縣國中生的未來時間

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關係，因此以

下先說明學生未來時間觀的意涵、理論與

向度；接著說明自律學習的意涵、理論與

向度；最後再說明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

與學習成就之相關研究，以作為研究架構

與研究假設檢定依據。說明如下。

一、 未來時間觀的意涵、理論與
向度

（一）未來時間觀的意涵

未來時間觀是個體在當下對未來的

預期信念（Husman & Lens, 1999; Lens et 
al., 2012）。透過此信念，個體能預見、
計畫並組織未來目標，並引導當下行為以

達成目標（Seijts, 1998）。擁有較佳未來
時間觀的個體，能夠設定明確的未來目

標，並知覺當下行為對未來造成的影響，

進而克制當下欲望的滿足，以追求未來成

果的利益為前提而行動（Bembenutty & 
Karabenick, 2004; Lens et al., 2012; Mello, 
& Worrell, 2015）。

早期部分學者將未來時間觀視為穩

定的人格特質。Gjesme（1983）認為，
個體預期和架構未來的能力，會逐漸發

展成穩定的人格特質。Zimbardo與 Boyd
（1999）認為，時間觀是相對穩定且具有
個體差異性的特質，個體在做決定時會習

慣性的傾向特定的時間觀點。許多研究指

出未來時間觀可改變。Seijts（1998）回
顧諸多研究後，認為未來時間觀是將未來

時間概念化的能力，更傾向為一種認知結

構，而非穩定的人格特質。未來時間觀會

隨著年齡增長而發展，個體發展會改變對

時間的信念、體驗與規劃能力（Fung & 
Isaacowitz, 2016; Green, Fry, & Myerson, 
1994）。簡言之，未來時間觀會受個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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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環境變遷的影響，是可改變的認知結

構。

教育領域學者多從動機觀點探討未來

時間觀。Nuttin（1964）、Nuttin 與 Lens
（2014）與 Lens等人（2012）在定義未
來時間觀是源於目標設定的認知－動機

結構。透過未來時間觀，個體能覺知未

來事件的重要性，在心裡能設定目標、形

成計畫、探索選擇和做出承諾，並反應在

當下的行為和發展課題（Leondari, 2007; 
Phan, 2009; Seginer, 2008），甚至願意犧
牲立即的滿足，致力於未來目標的達成

（Husman & Shell, 2008）。未來時間觀
能驅使個體在當下做出努力以實現預期的

目標。許多研究指出，未來時間觀與學習

動機（Greene & DeBacker, 2004; Paixao, 
Abreu, & Lens, 2012; Tanga & Chang, 
2013）、學習成就（Peetsma & van der 
Veen, 2011）密切相關。因此，擁有較佳
未來時間觀的學習者，會有較強的學習動

機，能夠設定明確的目標，並持續努力，

取得較高的學習成就。

總之，未來時間觀是個體預期未來而

產生的認知－動機結構，隨著個體發展、

社會文化而改變。知覺未來目標的價值，

能促進計畫及組織未來的能力，並引導當

下行為，驅使個體完成目標。透過未來時

間觀，學習者能認知當下學習行為對未來

目標的重要性，願意犧牲當下的逸樂，投

入學習，以為未來預做準備。

（二）未來時間觀的理論

1. 期望價值理論

期望價值理論（expec tancy-va lue 
theory）由 J. S. Eccles提出，認為期望和
價值會直接影響個體成就行為的選擇、

表現、努力和堅持（Wigfield & Eccles, 
2000）。它與個體對未來目標的感知有

關，未來時間觀之認知－動態模式符應期

望價值理論。de Volder 與 Lens（1982）
將未來時間觀分為認知（cognitive）和動
態（dynamic）面向。其中認知面向相當
於期望理論，強調個體預期當下行為對

未來的影響，也就是知覺工具性。擁有

較佳未來時間觀的個體，能夠認知當下行

為對未來的重要性，並願意為了完成未來

目標在當下努力（de Bilde, Vansteenkiste, 
& Lens, 2011）。動態面向相當於價值理
論，是指個體賦予未來目標的價值。未

來目標的誘因會隨著時間延長而減少，

但擁有較佳未來時間觀的個體，仍能維

持對未來目標的高度評價，因此能持續

向既定目標努力（Simons, Vansteenkiste, 
Lens, & Lacante, 2004）。

2. 目標設定理論

目標設定理論（goal-setting theory）
由 E. A. Locke提出，認為人類有意識的
行為具有目的性（轉引自 Tosi, 1991）。
個體從事行動前，在心裡衡量自身能力，

規劃執行步驟，預期可達到的程度，並據

此行動，此即目標設定。Adelabu（2008）
指出，具有未來時間觀的學生較具未來

的期望與目標。目標即能引發動機，激勵

個體努力以完成特定成果。在個體能力範

圍內，設定較為明確、困難的目標，更

能激勵個體行為（Locke, 1996）。Locke
與 Latham（2002）指出，目標透過四個
功能影響個體行為：(1) 具有導向功能，
使個體專注於目標有關的活動，並避免分

心；(2) 具有激勵功能，使個體願意投入
任務以達成更高層次的目標；(3) 具有影
響持久性，個體會堅持行為以達成更為困

難目標；(4) 間接引導個體使用相關知識
或策略以完成任務。透過目標設定觀點，

未來時間觀是當下對於未來目標的預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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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根據過去及現在的經驗，個體能轉

換較廣泛的需求渴望成為精確且具動機

性的未來目標、計畫（Lens et al., 2012; 
Seginer, 2008）。Seijts（1998）指出，未
來時間觀較佳的個體能夠擬定較遠未來的

目標，設置較細緻的近期次目標，並能夠

發展出高層次的行動策略，以達成最終成

就。較遠的未來目標具困難性、近期的次

目標具明確性。基於目標設定理論，未來

時間觀較佳的個體能夠透過目標設定自我

激勵，引發目標導向的行動，專注且持續

向目標邁進，並且使用各種策略，以完成

任務。

（三）未來時間觀的向度

人類對於未來時間的感知為多面向

的認知結構（Daltrey & Langer,  1984; 
Husman & Shell, 2008; Seijts, 1998; Shell 
& Husman, 2001）。時間觀具有抽象且主
觀的特性，現有研究向度有差異。Daltrey
與 Langer（1984）將未來時間區分為延
伸性、一致性、方向性、密度、態度或情

感。Zimbardo與 Boyd（1999）則分為對
未來的考量、努力程度、堅持傾向、獎賞

依賴。Husman與 Shell（2008）則分為速
度、延伸性、價值、連結。Peetsma（2000）
的分類為認知、情感、行為。認知構面是

個體對於未來預期，包含連結性、知覺工

具性、延伸性、速度等，其中連結性與知

覺工具性都關於個體在當下情境對未來知

覺，延伸性與速度都與個體知覺未來時間

長短有關，本研究合併相似向度，選取測

量連結性與延伸性向度。情感構面則是個

體對於未來的正負面感受與評價，包含價

值、正向連結、不確定感受等。本研究選

取測量個體賦予未來的價值。行為構面是

個體為達成未來目標所作的行動，包括對

未來目標的計畫、討論、準備、努力與堅

持等。相較其他向度，目標設定與計畫更

為明確體現個體對未來的期望。

本研究以 Husman 與 Shell（2008）
的未來時間觀分類為主，在向度上分為

速度、延伸性、價值、連結，其中並沒有

將速度納入，主要是因為延伸性與速度有

關，所以併入其中。本研究認為國中生未

來發展需要有目標性，尤其是他們的未來

升學與就業都值得規劃，所以將目標計畫

納入。因此本研究以連結性、延伸性、價

值性、目標計畫向度建構未來時間觀，並

編製問卷。各向度說明如下：1. 連結性，
係指個體預期當下行為對未來產生的影

響。當學習者在做決定時，會將行為產生

的影響與未來目標連結起來，因此會傾向

思考更長程的結果。2. 延伸性，係指個
體能感知未來時間遠近範圍。未來時間觀

較佳的學習者通常能感知較長遠的未來時

間。當目標落在感知範圍內，個體會感覺

距離未來目標較短、也較快到來，因此會

有較強的動機行動以達成目標。3. 價值
性，係指個體賦予未來目標的價值程度，

即未來目標的重要性。未來時間觀較佳的

學習者，不會因為未來時間的遙遠，就影

響賦予目標的價值，因此能保持對未來目

標的高度重視。4. 目標計畫，係指個體
能規劃個人未來，設定目標並擬定執行計

畫。未來時間觀較佳的學習者通常能夠預

想自己的未來，設定明確的目標並擬定清

楚的計畫。

二、自律學習的意涵、理論與向度

（一）自律學習的意涵

1980年代許多研究希望能瞭解學生
如何發展學習能力、動機以調整自我的學

習行為（Zimmerman, 1990b），此即為自
律學習。自律學習論認為學習是主動、建

構的過程。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能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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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學習目標。在目標和情境的影響下，

監控、調整和控制自己的認知、動機和行

為，以提升學習成效（Pintrich, 2000）。
自律學習具有認知、行為和情境的多重意

涵。Schunk（1994）指出，為達成學習
目標，自律學習者不只要調整學習行為，

還必須調整成就相關的認知、信念、意象

與情感。Zimmerman（1989）認為自律
學習是學習過程中後設認知、動機及行為

層面的主動參與，具體體現在自律學習策

略的運用、學習表現自我效能的感知和對

達成目標承諾。除了個人歷程，自律學習

也受到環境，如師長鼓勵、同儕競爭等影

響。

Pintrich（2004）歸納過去研究指出，
自律學習四個基本假設：1. 學習者能利用
內外在資訊，主動建構學習意義、目標及

策略。2. 學習者能監控並調整自我的認
知、動機、行為以及學習情境。3. 學習
者根據自我設立學習目標調整當下行為。

4. 自律學習扮演個人、情境與學習成就的
中介者。可見，自律學習的認知、行為、

情境層面相互影響與動態組成。當學習者

較強動機，更能堅持自律學習，以達成學

習成就。Pintrich 與 de Groot（1990）研
究發現，自我效能與內在價值是促進自律

學習的重要因素。Pintrich指出，目標導
向、個人興趣、任務困難感知、任務價值

信念會影響自律學習動機的形成。在影

響自律學習的動機要素中，不管是目標

設定、價值感知或對任務困難及自我能力

的預期皆與未來有關。Shell 與 Husman
（2001）指出，未來時間觀會透過動機
信念，影響自律學習及表現。Bembenutty
與 Karabenick（2004）認為，未來時間觀
是自律學習的特性之一，未來時間觀能使

人知覺當下行為的影響力，因此會促進自

律行為，以達成長期學習目標。Miller與

Brickman（2004）更建立未來導向的動機
與自律模式，認為明確的目標設定是自律

學習的核心。為達成長程未來目標，個體

發展近期次目標並知覺近期任務的價值，

即會促成自律學習。

總之，自律學習是為達成未來目標的

主動建構過程，包含內在的認知歷程與外

在的行為表徵，並與個體所在的情境相互

影響。自律學習者內在能設定學習目標與

計畫、且擁有良好的自我效能，外在能使

用學習策略並控制學習行為，同時也會根

據自身所在的情境調整學習。而整個過程

中，學習者能利用後設認知技巧自我監控

並反省，依此不斷進行歷程的修正，以提

升學習成就。

（二）自律學習的理論

1. Zimmerman的自律學習理論

學者 Zimmerman（1989）定義自律
學習是後設認知、動機及行為的主動參

與，學習者基於自我效能的感知，會使用

自律學習策略，以達成學習目標，同時自

律學習受到個人、環境及行為交互影響。

個人方面，學習者透過知識、後設認知、

目標和情感建構自我效能感。行為方面，

學習者進行自我覺察、自我評估及自我回

饋。環境方面，學習者受到互動經驗及社

會脈絡的影響，例如楷模、學習情境等影

響。個人與行為的互動構成了行為自律，

學習者能自我覺察表現，運用策略，以

改善行為。行為與環境面向構成環境自

律，學習者能監控環境的變化並掌控學

習情境。個人內在方面形成潛在自律，也

就是學習者能覺察並控制特定的情感與

思 想（Zimmerman, 2013）。Zimmerman
（1989）將自律學習策略分為 14項，包
括自我評估、組織與轉化、目標設定與計

畫、找尋資料、記錄與監控、環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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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獎懲、練習與記憶、尋找社會支持

（包括同儕、教師、長輩）、複習紀錄（包

括課本、考卷、筆記）等。高學習成就

者能夠使用更多學習策略（Zimmerman, 
1990b）。因此，學習策略的使用是自律
學習的重要因素。

Zimmerman（2002）結合動機與後
設認知提出自律學習的三循環階段，即預

期、表現與自我反省階段，其中預期階段

包含任務分析與自我動機信念；表現階段

包含自我控制與自我覺察；自我反省階段

包含自我評價與自我反應。透過三階段自

律學習的循環，學習者能持續修正學習歷

程以達成學習目標。Zimmerman（2013）
也指出，積極的學習者在預期及表現階段

有良好表現。相反的，被動學習者通常到

了自我反省階段才開始改變。由此可知，

預期階段的動機與任務準備對於自律學習

的成效有重大影響。

總之，自律學習者能透過策略調節並

控制個人、環境與行為面向的因素，通過

預期、表現、自我反省的階段，不斷循環

修正學習行為，以提升學習成效、達成學

習目標。

2. Pintrich的動機與自律學習理論

有別於過去自律學習論者多側重認知

及後設認知的研究，Pintrich（2000）強
調動機的重要性，認為自律學習者能設定

目標，並在目標與情境的引導下監控、調

節其認知、動機與行動。Pintrich（2004）
結合動機與自律學習理論提出自律學習的

四個功能假設，分別為主動建構假設、控

制假設、目標假設、中介假設。並據此建

構自律學習的概念框架，分為四階段與四

面向。階段一為預期、計畫與活化，階段

二為監測，階段三為控制，階段四為回饋

與反省。四個階段並非全然的線性結構，

監測、控制、回饋與反省階段可能同時進

行並交互影響。Zimmerman 的三角互動
結構以個人、行為、環境面向建構自律學

習。Pintrich（2004）加入動機元素，將
個人部分拆分成認知與動機／情感，因而

形成認知、動機／情感、行為、情境面向。

自律學習的四個階段中，個體透過此四個

面向調節學習。認知調節為學習者計畫、

監控認知的活動及策略，包含認知與後設

認知策略。動機／情感調節為信念的調

節，如目標導向、自我信念、任務價值、

個人興趣等。行為調節為個體對外顯行為

的控制，包含時間與努力程度的調控、尋

求協助等。情境調節是學習者對於任務與

情境的間接控制、調節，包含環境營造與

同儕學習等。

總之，自律學習是學習者為達成學

習目標，在預期、監測、控制、反省的階

段中，透過各種策略調節其認知、動機情

感、行為及情境的主動建構歷程。

（三）自律學習的向度

自律學習是涉及個人、行為及環境

的主動建構歷程（Zimmerman, 1989），
包含內隱的認知動機與外顯的行為策略，

且與情境交互影響。自律學習研究向度

包含認知與行為。內在的認知歷程區分為

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外顯的具體行動則

包含努力堅持、時間管理、尋求協助等。

Zimmerman（1989）提出的三元互動論
加入環境向度，強調學習情境的建構與控

制。Pintrich（2004）提出的概念性架構
再加入動機／情感向度，強調個體自律學

習動機受內在較為主觀的價值、期望與情

感影響。

國內外研究向度多元性，但基本不離

Pintrich（2004）概念性架構，以認知、
動機／情感、行為、環境調節面向建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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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學習。本研究為避免與未來時間觀向度

重複，自律學習向度不包含動機／情感，

僅就認知、行為、環境面向探討。為突顯

認知面向特色，將認知策略、後設認知獨

立為兩個向度；加上行為控制、情境調節

向度以建構自律學習概念。本研究將自律

學習分為認知策略、後設認知、行為控

制、情境調整向度，並編製問卷。各向度

說明如下：1. 認知策略，係指個體所使用
的學習策略，能引導自己專注投入學習、

有效吸收知識，或統整內外訊息。包含

複誦、精緻化、組織化等策略。2. 後設
認知，係指個體對自己學習認知歷程的覺

察、計畫與調控，能於學習前規劃使用的

認知策略、學習過程中覺察、監控自己的

學習狀況並隨時調整策略。3. 行為控制，
係指個體為實現學習目標而對外顯具體行

動的控制，包含努力堅持、時間管理。4. 
情境調整，係指個體對學習情境的選擇、

掌控與調節，使自己處於有利學習的環

境中，包含周遭資源使用、物質環境調整

等。

三、 家庭 SES、未來時間觀、自
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的研究

（一）家庭 SES與未來時間觀的研究
許多研究發現，中高社經家庭的學生

擁有較佳的未來時間觀。邱英豪（2007）
指出，高社經家庭對子女的要求及掌控較

高，有助於國中生重視並建構未來目標。

黃珮婷與陳慧娟（2016）的研究指出，
SES透過社會及文化資本影響大學生未來
目標的設定，然而對未來的價值及距離沒

有顯著預測力。多數研究發現，SES可以
預測個體的未來時間觀發展，但影響面向

不一，本研究要瞭解其重要性，所以納入

分析。由於國內針對國中生未來時間觀研

究少，未針對偏遠及離島地區研究。本研

究納入 SES為背景變項，探討澎湖縣國
中學生未來時間觀整體情形。

（二）家庭 SES與自律學習的研究
許多研究指出，中高家庭 SES 學生

自律學習情形較佳（沈孟樺、林淑玲，

2013；林建平，2010）。趙珮晴等人
（2011）以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總收入為
指標發現，國中生的 SES與自律學習有
顯著正相關。沈孟樺與林淑玲（2013）的
研究指出，SES透過家庭社會資本的投資
影響孩子的自律學習，中高社經家庭父母

通常會對孩子有更高的期望，並投入更多

的外部資源。陳志恆與林清文（2008）
研究發現，國中生自律學習策略使用整體

情形尚可，較善於調整自我認知及動機，

但由於在校活動自主性低，時間、任務的

調控有待加強。沈孟樺與林淑玲的研究發

現，學生自律學習整體情況尚可，自我動

機信念、自我控制能力較佳，然而考試導

向的環境使學生缺乏任務分析的機會。由

於探討國中生自律學習的研究較少，更沒

有針對偏遠及離島地區研究。本研究納入

家庭 SES為背景變項，探討澎湖縣國中
學生自律學習整體情形。

（三）家庭 SES與學習成就的研究
多數研究指出，SES與學習成就密切

相關，父母親教育程度高、家庭經濟狀況

佳，學生學習成就通常較高（江羿臻、林

正昌，2014；呂仁禮，2011；李敦仁、余
民寧，2005；張芳全，2010，2011；曾
妙音、王雅玲、李瓊雯、張恬瑜，2011；
蕭仲廷、黃毅志，2015）。高社經階層
家庭能給予子女良好的物質環境、學習資

源，塑造良好學習環境（李敦仁、余民寧，

2005；詹秀雯、張芳全，2014）。國內關
於學習成就相關研究卷帙浩繁，但仍缺乏

針對離島國中生的研究。本研究納入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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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背景變項，探討澎湖縣國中學生學習成

就整體情形。

（四）未來時間觀與自律學習的研究

國內多數研究發現未來時間觀與自律

學習有正相關。周淑楓（2007）的研究
發現，大學生未來時間觀透過未來目標及

個人目標導向，間接影響自律學習。黃珮

婷與陳慧娟（2016）的研究發現，大學
生未來時間觀與自律學習之間有顯著正相

關，良好的未來時間觀有助於提升認知、

動機、行為與環境調整策略的使用。林啟

超（2009）針對高職生未來時間觀研究發
現，未來時間觀能促進尋求協助與學習堅

持之行為。林麗芳（2009）針對臺灣中
部高中職生研究發現，學生對未來規劃及

討論愈積極，愈願意自發進行學習調整；

對未來的感受愈匆忙、不確定，愈需要

外在的動力促使調整學習。Zebardast、
Besharat 與 Hghighatgoo（2011）研究發
現，愈自律的學生，在時間管理愈有效

率。因此，未來目標可視為自律學習的動

機，良好的未來時間觀能促進自律學習策

略使用。就教育現場觀察，國內國中生多

半對未來感到迷惘，自主學習意願也普遍

低落。未來時間觀是否與國三學生自律學

習有關，有待本研究進一步探討。

（五）未來時間觀與學習成就的研究

國內研究發現，未來時間觀與學習

成就有正向關聯。邱英豪（2007）的研
究指出，學業成績高的國中生自我要求較

嚴格，認知發展較成熟，因此有較好的未

來時間觀。何嘉欣（2011）研究指出，
未來時間觀能夠提升國中生的學習動機，

也會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表現。張芳全

（2017）的研究發現，自我教育期望能
有效預測學習成就。張芳全（2011）與陳
俊瑋（2011）的研究發現，學生學習抱

負對學習成就有明顯預測力。Gutiérrez-
Braojos（2015）研究指出，未來時間觀
可以預測學生的後設認知策略、自我效能

信念、學生努力程度及學習成就。未來時

間觀較佳的學習者，對未來有較高的期

望、擁有較高的學習抱負，因此較願意

投入學習，取得較高的學業成績。綜合上

述，增進未來時間觀有助於提升學習成

就，離島國三學生是否有相同結果有待分

析。

（六）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的研究

多數研究指出，自律學習者能自我

監控並有效使用學習策略，以提升學習成

就（林建平，2010；林清山、程炳林，
1996；陳瑋婷，2011；程炳林，2001；
趙珮晴、余民寧，2012；魏麗敏、黃德祥，
2001）。張芳全（2017）研究發現，自
律學習能有效預測基隆市七年級學生在國

語、英語、數學、社會、藝文、自然、健

康與體育、綜合領域的學習成就。程炳林

（2001）針對國中生研究指出，自律學習
者有較高的動機，能依據目標調控行為與

認知，因此擁有較好的學習成就。林清山

與程炳林（1996）針對國中生實驗研究顯
示，教導低自律學習者的調整學習策略，

可有效提高閱讀能力，支持自律學習策略

使用有助於提高學習成就。然而詹秀雯與

張芳全（2014）分析國中生發現，學習
技巧對學習成就沒有顯著預測力，可能與

七年級生尚未內化國中階段的學習技巧有

關。綜合上述，許多研究顯示，學生自律

學習與學習成就有正相關，在離島地區九

年級生在兩者關聯為何呢？有待分析。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分為背景變項、未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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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變項、自律學習變項、學習成就變項，

研究架構如圖 1。A、B、C、D、E、F線
代表分析各變項之關係。

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如下：

H1： 國中三年級學生的家庭 SES愈高，未
來時間觀愈佳。

H2： 國中三年級學生的家庭 SES愈高，自
律學習愈佳。

H3： 國中三年級學生的家庭 SES愈高，學
習成就愈高。

H4： 國中三年級學生的未來時間觀愈佳，
自律學習愈佳

H5： 國中三年級學生的未來時間觀愈佳，
學習成就愈高。

H6： 國中三年級學生的自律學習愈佳，學
習成就愈高。

H7： 國中三年級學生的未來時間觀透過自
律學習顯著預測學習成就。

二、變項測量

（一）背景變項

本 研 究 的 家 庭 SES 參 考 林 生 傳
（2005）之分類法，採父母教育程度及
父母職業為指標，經轉換後加權計算，以

較高等級一方為主，將教育程度指數加權

乘以 4，職業地位等級乘以 7，兩者相加
得分為社經地位指數，其中 41至 55分為
高社經地位；30至 40分為中社經地位；
11至 29分為低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度
依照臺灣學制分為小學、國中、高中職、

大學或專科、碩士以上。父母職業分為 1. 
半技術、非技術工人、2. 技術性工人、3. 
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4. 專業人
員、中級行政人員、5. 高級專業人員、高
級行政人員。

（二）未來時間觀

未來時間觀係指個體預期未來而產生

的認知信念，能作為行為的動機。透過未

來時間觀，個體能設定、評估未來目標，

並知覺當下行為的影響性，從而進行計畫

引導行為完成目標。本研究問卷包含連結

性、延伸性、價值性與目標計畫向度，各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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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至六題測量，以非常符合、符合、不

符合、非常不符合，分別以 4、3、2、1
計分，得分愈高代表受試者的未來時間觀

愈佳。平均分數 3.25分以上屬於極佳；
平均分數 2.50至 3.25分屬於良好；平均
分數 1.75至 2.50分屬於尚可；平均分數
低於 1.75分屬於不佳。

（三）自律學習

自律學習係指個體受動機、情境影

響，使用認知及行為策略調整、監控自己

學習歷程，以達成學習成就的主動建構過

程。本研究問卷包含認知策略、後設認

知、行為控制與情境調整向度，各有四至

六題測量，以非常符合、符合、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分別以 4、3、2、1計分，
得分愈高代表受試者自律學習愈佳。平均

分數 3.25分以上屬於極佳；平均分數 2.50
至 3.25分屬於良好；平均分數 1.75至 2.50
分屬於尚可；平均分數低於 1.75分屬於
不佳。

（四）學習成就

學習成就係指學生學科學習成果表

現，代表學生在校學習後知識或技能的獲

取量與內化程度。本研究學習成就係指澎

湖縣九年級生參加國中教育會考國文、英

語、數學、自然、社會科之平均成績，

不含寫作測驗成績。會考測驗是標準化的

成就測驗，所以可以進行跨校的比較與分

析。但因為成績不是百分制，是以七等第

來說明學生所落在的相對地位，為讓資料

易於分析統計，在單科分數轉換如下：待

加強（C）為 55分、基礎（B）為 65分、
基礎（B+）為 70分、基礎（B++）為 75
分、精熟（A）為 80 分、精熟（A+）為
85分、精熟（A++）為 90分。國中教育
會考成績評量採等第制，經換算平均後，

成績愈高，代表學習成就愈高。

三、研究對象

（一）預試對象

為瞭解調查問卷適用性預試。據「澎

湖縣 105學年度國民中學班級、學生數統
計表」，母群體為澎湖縣的九年級普通班

學生共 769人，排除無法提供會考成績學
生數 94人，有 675人可以納入研究。預
試樣本數與正式樣本數比例為 1:4或 1:5
（張芳全，2019），需發出 135 至 169
份預試問卷。2017年 5月依學校地區採
分層抽樣，抽取 168名九年級生為預試對
象，發出預試問卷 160份，回收 160份，
刪除無效問卷 1份，獲得有效問卷 159份，
有效回收率為 99.4%。

（二）正式施測對象與樣本特性

本研究正式施測以 105 學年度澎湖
縣九年級普通班學生普查，母群體共 769
人，全數發出，但後來排除無法提供會考

成績學校學生 94人，正式問卷有 675份，
回收 644份，回收率為 95.4%。刪除無效
問卷（未填答完整）8份後，獲得有效問
卷 636份，可用率為 98.8%。其中男與女
生都各有 318 名：市區、偏遠地區（澎
湖縣本島偏遠地區國中，例如湖西國中、

鎮海國中等）及特殊偏遠地區（是指澎

湖縣的離島國中，例如七美國中、望安國

中、吉貝國中、鳥嶼國中、將澳國中），

各 有 494（77.7%）、112（17.6%）、30
（4.7%）名；而高、中、低社經地位各
有 99（15.6%）、201（31.6%）、336
（52.8%）名。

四、問卷編製及內容

未 來 時 間 觀 問 卷 係 以 Husman 與
Shell（2008）的未來時間觀分類為主，
相關的內容見文獻探討未來時間觀向度

乙節，而在各向度的題目設計參考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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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2009）、何嘉欣（2011）、黃珮婷
（2011）、林秀玲等人（2015）之問卷編
製。而自律學習問卷係主要參考 Pintrich
（2004）的分類，見文獻探討自律學習
向度乙節，而在題目的設計上則參考周淑

楓（2007）、陳志恆（2009）、黃珮婷
（2011）之問卷來編製。問卷透過因素
分析及信度分析，以評估問卷的效度及信

度。

（一）因素分析

本研究預試問卷進行因素分析，採

主成分分析法，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

軸。以特徵值大於 1.00做為抽取因素標
準。未來時間觀問卷第一次因素分析抽

取六個因素，刪除跑離原建構向度的 5題
後，第二次因素分析抽取四個因素，符合

建構向度，特徵值大於 1.00的因素有四
個，總解釋變異量為 63.96%。其中連結
性 5 題，特徵值為 2.31，解釋變異量為
21.52%。延伸性 3 題，特徵值為 2.02，
解釋變異量為 10.68%。價值性 5題，特
徵值為 3.72，解釋變異量為 19.60%。目
標計畫 6題，特徵值為 4.08，解釋變異量
為 21.52%。自律學習問卷第一次因素分
析抽取四個因素，符合建構向度。刪除跑

離原建構向度之 3題後，第二次因素分析
抽取四個因素，特徵值大於 1.00的因素
有四個，總解釋變異量為 64.33%。其中
認知策略 6 題，特徵值為 3.56，解釋變
異量為 16.96%。後設認知 5題，特徵值
為 3.54，解釋變異量為 16.84%。行為控
制 6 題，特徵值為 3.83，解釋變異量為
18.25%。情境調整 4題，特徵值為 2.58，
解釋變異量為 12.28%。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 Cronbach’s α 估計信度，
係數大於 .70 為佳。未來時間觀問卷經

Cronbach’s α 係數發現，連結性、延伸
性、價值性與目標計畫問卷的 α係數各為 
.72、.72、.89、.88；整體未來時間觀問
卷的 α係數為 .90。自律學習問卷方面，
認知策略、後設認知、行為控制與情境調

整的 α 係數各為 .87、.86、.87、.80；整
體自律學習問卷的 α係數為 .94，具有高
度信度，顯示內部一致性高。

五、實施程序

本研究於 2017年 6月 5日郵寄正式
問卷至各校。為表慎重，致電各校行政人

員或教師，說明研究目的及問卷實施注意

事項，而在研究倫理上，徵求家長及學生

同意參與才進行施測。待填答完畢，由各

校統一彙整，以回郵信封寄回。在寄出後

兩星期間陸續回收。本研究在學習成就方

面，研究者向各校提出申請，經過校方，

徵求家長及學生同意之後，由學校提供刪

除姓名後的學生會考成績；問卷施測僅以

學生座號與學校提供的會考成績，對學生

一一核對，將資料登錄電腦。

六、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採 SPSS for Windows 25.0 與
LISREL 9.30分析，包含描述統計與結構
方程模式。模式如圖 2。圖中符號說明如
下：圓圈中的 ξ1表示背景潛在變項；η1、

η2、η3代表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學習

成就的潛在變項。方框代表觀察變項，其

中 X1至 X2分別代表教育程度、職業地位；

Y1至 Y4分別代表連結性、延伸性、價值

性與目標計畫，Y5至 Y8分別代表認知策

略、後設認知、行為控制、情境調整，

Y9至 Y13分別代表國文、英語、數學、自

然與社會科成績。λ1至 λ15分別代表 X1至

X2與 Y1至 Y13對 ξ1、η1、η2與 η3的估計值。

δ1至 δ2與 ε1至 ε13分別代表對 X1至 X2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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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至 Y13對 ξ1、η1、η2與 η3的估計殘差。

γ1代表背景變項（ξ1）對未來時間觀（η1）

影響、γ2代表背景變項（ξ1）對自律學習

（η2）影響、γ3代表背景變項（ξ1）對學

習成就（η3）影響，γ4 代表未來時間觀

（η1）對自律學習（η2）影響、γ5代表未

來時間觀（η1）對學習成就（η3）影響、

γ6代表自律學習（η2）對學習成就（η3）

影響。ξ1代表未來時間觀潛在變項誤差，

ξ2代表自律學習潛在變項誤差，ξ3代表學

習成就潛在變項誤差。

模式檢定標準（引自余民寧，2006b）
包括 χ2值不達顯著水準（p > .05）；適配 
指 標（goodness-of-fit index, GFI）、 調

整後適配指標（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 AGFI）數值大於 .90；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d residual, RMSR）須低
於 .05，最好低於 .025；近似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低於或等於 .05 表示良好適
配；.05 ~ .08可視為不錯適配；.08 ~ .10
之間視為中度適配；大於 .10以上代表不
良適配。非正規化適配指標（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正 規 化 適 配 指 標
（normed fit index, NFI）、比較適配指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增值適配
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相對適
配指標（relative fit index, RFI）理想數值
應在 .90以上，愈接近 1愈好。簡效正規
化適配指標（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PNFI）、簡效適配度指標（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 PGFI）數值應大於 

圖 2　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結構方程模式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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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國中生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研究 15

.50；胡特臨界樣本數（Hoelter’s critical N, 
CN）大於 200 以上；χ2/df 在 3 以下。標
準化殘差值應皆小於 1.96、修正指標皆小
於 3.84；Q圖殘差分布線應在 45度或高
於 45度。

肆、結果與討論

一、 國中三年級學生的未來時間
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

情形

（一）澎湖縣國三生的未來時間觀與自律
學習之情形

由表 1可知整體未來時間觀平均分數

為 3.10，各向度最高的價值性平均分數為
3.26，其次連結性為 3.20，再次之延伸性
為 3.06，最低的目標計畫為 2.92。整體自
律學習平均分數為 2.78。最高為情境調整
為 2.91，其次後設認知為 2.83，再次之認
知策略為 2.79，最低的行為控制為 2.65。

（二） 澎湖縣國三生的學習成就
之情形

由表 2可知，整體學習成績平均分數
為 66.28。各科平均分數在 65.50至 67.40，
最高的國文為 67.40，其次英語為 66.42，
第三的數學為 66.23，最低的自然為
65.50。其中英語及數學分數標準差較大，

表 1 
國三生未來時間觀與自律學習之情形（N = 636）

向度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未來時間

　連結性 3.20 0.43 -0.41 1.98
　延伸性 3.06 0.62 -0.49 0.26
　價值性 3.26 0.53 -0.57 1.00
　目標計畫 2.92 0.56 -0.20 0.24
整體未來時間觀 3.10 0.43
自律學習

　認知策略 2.79 0.56 -0.46 0.95
　後設認知 2.83 0.58 -0.27 0.45
　行為控制 2.65 0.58 -0.33 0.43
　情境調整 2.91 0.61 -0.48 0.90
整體自律學習 2.78 0.51

表 2 
國三生學習成績之情形（N = 636）

科目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國文 67.40 8.48 0.36 -0.05
英語 66.42 9.64 0.39 -0.72
數學 66.23 9.48 0.55 -0.31
社會 65.84 7.65 0.51 0.65
自然 65.50 8.09 0.43 0.05

平均成績 66.28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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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9.64及 9.48，代表了學生在這兩
個科目的個別差異較大。澎湖縣國中生參

加國中教育會考平均及各科成績皆達基礎

等級。

二、 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
習成就的結構方程模式

（一）資料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的家長教育程度偏態為 -0.10，
峰度為 -0.12；職業等級偏態為 -0.32，
峰度為 -0.99，符合偏態係數小於 3.00且
峰度係數小於 10.00的常態分配標準，表
示資料呈現常態分配。表 1 的未來時間
觀各向度偏態介於 -0.57 與 -0.20 之間、
峰度介於 0.24與 1.98之間，符合常態分
配標準，自律學習各向度偏態介於 -0.48
與 -0.27之間、峰度介於 0.43與 0.95之間，
符合常態分配標準。表 2 的學習成就各

向度偏態介於 0.36與 0.55之間、峰度介
於 -0.72與 0.65之間，符合常態分配標準。
上述都是常態分配，故可以使用 LISREL 
9 . 3 0的最大概似估計法（m a x i m u 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參數估計。
本研究的各變項相關係數矩陣如附錄。

（二）整體適配度指標

由表 3可知，模式 χ2 = 275.31，df = 
84，p = .00 （p < .05），表示模式不適
合，但卡方值易受樣本數大或非常態分配

影響，須參考其他適配指標。GFI = .95、
AFGI = .92，達到 .90以上的良好適配度。
RMR = .03、SRMR = .03，均達到低於 
.05的理想數值。而 RMSEA = .06，小於 
.08，表示模式良好，有合理適配。NFI = 
.95、NNFI = .96、CFI = .97、IFI = .97，
RFI = .94，皆大於 .90，顯示模式具有良

表 3 
模式的適配度指標

絕對適配度指標及標準 估計值 是否符合標準

χ2
(84) 不顯著 275.31 否

GFI > .90 0.95 是

AFGI > .90 0.92 是

RMR < .05 0.03 是

SRMR < .05 0.03 是

RMSEA < .08 
（ < .05 為優）

0.06 是

相對適配度指標及標準 估計值 是否符合標準

NFI > .90 0.95 是

NNFI > .90 0.96 是

CFI > .90 0.97 是

IFI > .90 0.97 是

RFI > .90 0.94 是

簡效適配度指標及標準 估計值 是否符合標準

PNFI > .50 0.76 是

PGFI > .50 0.66 是

CN > 200 271.00 是

χ2/df < 3.0 3.2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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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國中生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研究 17

好適配。模式之 PNFI 為 .76、PGFI 為 
.66，符合指標值大於 .50 之標準。本模
式之 CN為 271.00，大於 200，表示能適
當反應樣本資料。模式之 χ2/df = 3.28，未
達應在 3以下的標準。除了卡方值及 χ2/df
之外，皆達標準，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

料適配，具有整體建構效度。

（三）各向度參數估計結果

由表4可知各向度因素負荷量（λ值）、
測量殘差（δ、ε值）皆達到 .01統計顯著
水準；各向度之題目的因素負荷量皆大

於 .05。家庭社經地位對自律學習具顯著
正向影響（γ2 = .14, p < .01）、家庭社

經地位對學習成就具顯著正向影響（γ3 = 
.51, p < .01）。但是家庭社經地位對未來
時間觀影響沒有達到顯著水準（γ1 = .07, 
p > .05）。未來時間觀對自律學習具顯著
正向影響（γ4 = .64, p < .01）、自律學習
對學習成就具顯著正向影響（γ6 = .27, p 

< .01）。但是未來時間觀對學習成就影
響未達顯著水準，且符號與研究假設相反

（γ5 = -.08, p > .05），研究者認為變項之
間可能有壓抑情形，也就是變項之間壓抑

而產生負向壓抑效果，此現象會進行深入

的討論。

在內在結構適配方面，由表 5可知，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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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標準誤 t 值

λ1 0.86 0.05 18.45** δ1 0.26 0.06 4.22**

λ2 0.69 0.04 15.51** δ2 0.53 0.05 11.02**

λ3 0.77 — — ε1 0.41 0.03 13.35**

λ4 0.51 0.04 12.18** ε2 0.74 0.04 16.79**

λ5 0.80 0.04 19.43** ε3 0.35 0.03 12.15**

λ6 0.80 0.04 19.42** ε4 0.36 0.03 12.17**

λ7 0.81 — — ε5 0.35 0.02 14.43**

λ8 0.89 0.04 25.48** ε6 0.21 0.02 11.02**

λ9 0.84 0.04 23.75** ε7 0.30 0.02 13.47**

λ10 0.78 0.04 21.62** ε8 0.39 0.03 15.01**

λ11 0.86 — — ε9 0.26 0.02 13.72**

λ12 0.83 0.03 26.31** ε10 0.32 0.02 14.69**

λ13 0.79 0.03 24.22** ε11 0.38 0.03 15.50**

λ14 0.85 0.03 27.69** ε12 0.27 0.02 13.96**

λ15 0.86 0.03 28.21** ε13 0.26 0.02 13.62**

γ1 0.07 0.05 1.37 ξ1 0.99 0.09 10.73**

γ2 0.14 0.04 3.55** ξ2 0.57 0.05 10.69**

γ3 0.51 0.05 11.31** ξ3 0.64 0.05 11.78**

γ4 0.64 0.05 13.58**

γ5 -0.08 0.06 -1.49

γ6 0.27 0.06 4.92**

註：「—」代表固定參數。
**p < .01。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教育類50-2 01 張芳全.indd   17臺北市立大學學報教育類50-2 01 張芳全.indd   17 2019/12/23   下午 07:07:282019/12/23   下午 07:07:28



18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個別信度指標有 2個向度低於 .50，表示
教育程度、延伸性隱含較多的測量誤差。

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皆大於 .60，表示未
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皆具有良

好的內部一致性。在平均抽取量皆達 .50
以上之標準，表示潛在變項均能抽取滿意

的變異量。上述之檢定值顯示此模式大致

符合內在品質適配標準。

（四）誤差與修正指標檢定結果

本模式最大標準化殘差為 2.37，大
於 1.96，表示模式中殘差存在。最大修正
指標為 31.99，高於 3.84標準，可能影響
模式穩定。本模式 Q圖殘差大致沿 45度
對角線分布，符合分布標準。模式在整體

適配度各項檢定指標、內在結構適配度檢

定、誤差與修正指標檢定，大多符合規範

標準，顯示模式與資料結構契合度良好，

各項估計檢定值如圖 3所示。

（五）變項之間的效果

本模式各項效果如表 6。家庭 SES對
未來時間觀總效果為 .07，未達統計顯著
水準，表示家庭 SES對未來時間觀沒有
顯著預測力。家庭 SES對自律學習總效
果為 .18、對學習成就總效果為 .56，皆
達到 .01統計顯著水準，表示家庭 SES對

自律學習、學習成就皆有正向顯著影響。

未來時間觀對自律學習的總效果為 .64（p 
< .01）、未來時間觀對學習成就總效果
為 .09（p < .05），代表未來時間觀對自
律學習、學習成就皆有正向顯著影響。未

來時間觀對學習成就間接效果為 .17（p < 
.01），代表未來時間觀透過自律學習對
於學習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然而未來時

間觀對學習成就之直接影響未達顯著且係

數為負值，與研究假設 H5不符，此現象
將進行討論。自律學習對學習成就總效果

為 .27（p < .01），代表自律學習對學習
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綜上，家庭 SES
對自律學習、家庭 SES對學習成就、未
來時間觀對自律學習、未來時間觀對學習

成就、自律學習對學習成就、未來時間觀

透過自律學習對學習成就皆有正向顯著影

響。除了 H5，接受 H1至 H7。

（六）壓抑變項之說明

如圖 3 與表 5 所示，未來時間觀對
學習成就的直接影響符號呈現負號，與研

究假設相反，但在潛在變項間的相關與總

效果卻呈現與研究假設一致。研究者認為

可能是負向壓抑變項所造成。因此將未來

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單獨建立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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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75 .50 R2(Y5) .65 .90 .69

R2(X2) .53 R2(Y6) .79

R2(Y1) .59 .82 .53 R2(Y7) .70

R2(Y2) .26 R2(Y8) .61

R2(Y3) .65 R2(Y9) .74 .92 .69

R2(Y4) .65 R2(Y10) .69

R2(Y11) .62

R2(Y12) .73

R2(Y1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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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如圖 4分析，其關係如表 7。表中可
知，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的關係在未來時

間觀加入後，相關為 .31提高為 .40；而
未來時間觀與學習成就的關係在自律學習

加入後，由相關係數的 .13轉變為 -.13，
路徑係數符號與研究假設相反。據余民寧

（1994，1995）的論點，本研究可判斷未
來時間觀為壓抑變項。

三、綜合討論

本研究有以下貢獻：（一）本研究以

國中會考成績視為學生學習成就，分析澎

湖縣國三生的未來時間觀與自律學習的關

係，國中會考成績為標準化測驗，可以進

行跨校的分析與比較，這與現有很多以學

校自編測驗研究所獲得的學習成就不同。

圖 3　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結構方程模式結果

表 6 
各變項效果的效果量及顯著性考驗

變項

家庭 SES ξ1 未來時間觀 η1 自律學習 η2

直接 
效果

間接 
效果

總效果
直接 
效果

間接 
效果

總效果
直接 
效果

間接 
效果

總效果

未來時間觀 η1 .07 — .07 — — — — — —

自律學習 η2 .14** .04 .18** .64** — .64** — — —

學習成就 η3 .51** .04** .56** -.08 .17** .09* .27** — .27**

註：「—」代表沒有影響效果。
*p < .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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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目前臺灣所關心的偏鄉教育研究，很

少探討偏鄉地區國中生的未來時間觀與自

律學習對於學習成就的預測，本研究完整

的論證及分析可補足國內研究的不足；

（二）國內共同探討未來時間觀、自律學

習與學習成就的理論付之闕如，本研究加

上家庭 SES共同探討離島地區的學生，
並建構模式，蒐集資料分析之後發現，該

模式獲得支持，補足現有研究所欠缺部

分。（三）現有研究未來時間觀、自律學

習與學習成就，多數發現變項之間為正向

關係，但是本研究以三者共同分析時，出

現沒有預期的結果，未來時間觀出現負向

壓抑效果，本研究有進一步討論。針對研

究結果討論如下。

（一） 澎湖縣國中三年級生未來時間觀與
自律學習及學習成就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澎湖縣國三生未

來時間觀情形屬良好，其中在價值性、連

結性較佳，在延伸性、目標計畫略低，

顯示澎湖縣國三生重視自己的未來目標，

並能連結當下行為對未來的影響。但是

學生能夠設想的未來距離較短，且設定目

標並進行計畫執行力較低。同時澎湖縣國

三生的自律學習良好，尤其在情境調整、

後設認知較佳，在認知策略、行為控制略

低，顯示澎湖縣國三生能夠選擇適合學習

環境，並且能夠監控自己的學習歷程。但

較無法善用認知策略改善學習，且行動力

較不足導致無法堅持學習。探究其原因，

可能與考試導向的教學環境有關，導致學

生較少使用多元的學習策略。由於外在環

境誘惑多，離島地區國三學生，環境較

都會區應相對單純，國三學生較無法堅持

學習。此外，澎湖縣國中三年級學生在

國文、英語成績較高，社會、自然成績略

圖 4　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模型

註：Chi-Square = 242.82，df = 62，p-value = 0.00，RMSEA = 0.07；省略測量指標。
*p < .05.，**p < .01。

表 7 
潛在變項間的相關與路徑係數

潛在變項 未來時間觀 η1 自律學習 η2 學習成就 η3

未來時間觀 η1 — .65** -.13*

自律學習 η2 .65** — .40**

學習成就 η3 .13** .31** —

註：對角線以下為相關係數，對角線以上為路徑係數；「—」代表沒有影響的效果。
*p < .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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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顯示澎湖縣國中生語文能力較佳，但

是在自然及社會科的理解有加強空間。而

英語、數學學習成就落差較大，學生有差

異化學習的需求。

（二）澎湖縣國三生家庭 SES、未來時間
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模式的

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澎湖縣國三生未來

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結構方程模

式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具有整體

建構效度。雖然模式中，少數信度觀察變

項隱含測量誤差，但潛在變項皆具良好內

部一致性。在模式中沒有過大標準化殘差

與修正指標影響模式穩定。Q圖殘差大致
沿 45度對角線分布，顯示模式可被接受。
顯然，本研究建構的澎湖縣國三生的未來

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模式獲得

支持。

（三）本研究在模式各路徑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1. 家庭 SES可以
顯著預測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2. 國三學
生的未來時間觀對自律學習有正向助益，

這與 Pintrich 的動機與自律學習理論、
Zimmerman的自律學習理論觀點一致，
亦與周淑楓（2007）、黃珮婷與陳慧娟
（2016）的研究結果一致；3. 自律學習
顯著預測學習成就，亦與林清山與程炳林

（1996）、趙珮晴與余民寧（2012）等
研究結果一致，代表偏鄉地區的家庭 SES
對於學生的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也是相當

重要的。然而家庭 SES對未來時間觀總
效果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代表家庭 SES
對未來時間觀預測力不大。探究其原因，

未來時間觀是具彈性的認知結構（Seijts, 
1998），在個體成長過程可經由其他途徑
改變。Andriessen、Phalet與 Lens（2006）
即指出，透過學校教育，個體可以克服社

經地位的弱勢，以達到有價值的未來目

標。

（四）在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對學習成

就之關係產生壓抑情形的討論

本研究在探討國三生的未來時間觀、

自律學習對學習成就的結構方程模式中，

未來時間觀出現與研究假設相反，並支持

變項相互壓抑情形。當控制自律學習，未

來時間觀反而低度負向影響學習成就。

林麗芳（2009）將未來時間觀分為「積
極的未來時間觀」與「匆忙的未來時間

觀」。其中「積極的未來時間觀」會影響

自發學習調整，近似本研究的自律學習。

本研究結果亦顯示，未來時間觀較佳的學

生通常擁有較高的自律學習能力（相關係

數為 .65）。如果控制自律學習，未來時
間觀的積極部分會受到壓抑。此時剩下

「匆忙的未來時間觀」會造成不安、慌忙

等負面影響，因此未來時間觀反而與學習

成就呈現低度負向關係。簡言之，以本研

究來說，在高學習成就中，有些學生自律

學習高，有些則否，也就是自律學習有高

有低，這兩個變項表面上看起來沒有相關

或相關較低。然而在未來學習觀納入分析

之後，自律學習對於學習成就有顯著預測

力，代表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的關係被未

來時間觀所壓抑。若以本研究來說，即

使澎湖縣的國三學生能在認知上設定未來

目標、察覺當下行為的影響性，但仍需要

在實際的學習認知及行為上自我調節、控

制，才能有效提升學習成就，這就是本研

究的未來時間觀與自律學習在學習成就之

間的奧妙關係。

（五）未來時間觀透過自律學習明顯預測

學習成就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未來時間觀透過

自律學習對學習成就的預測力，比未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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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觀對學習成就的預測力高，表示自律學

習在未來時間觀與學習成就間具有預測

力。據 Appleton、Christenson 與 Furlong
（2008）的學習投入自我歷程模型，學習
者對成效的預期需要經過自我調整與行為

投入，才能有效預測學習成就。Peetsma
與 van der Veen（2011）更指出，未來時
間觀能直接預測學習投入，並透過學習投

入間接預測學習成就，與本研究結果一

致。總之，對未來目標的重視與追求能夠

激勵學生自主學習，並透過積極的課業投

入，進一步提升學習成就。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三生未來時間觀良好，以價值性

與連結性較佳，延伸性與目標計畫

略低

本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國三生未來

時間觀整體情形良好，其中價值性最高，

連結性次之，延伸性再次之，目標計畫略

較低，但都高於理論平均值。

（二）國三生自律學習良好，以情境調

整、後設認知較佳，認知策略、行

為控制略低

本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國三生的自

律學習整體情形良好，其中國三生較常進

行情境調整、後設認知，而認知策略、行

為控制使用較少。

（三）國三生的學習成就達基礎等級，語

文領域表現較佳、自然與社會領域

尚待加強

本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國三生參

加國中教育會考各科平均成績皆達基礎，

表示能具備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其中國

文、英語分數較高，社會、自然分數略低，

而英語與數學學習成就落差較大。

（四）國三生的未來時間觀可以預測自律

學習，國三生自律學習可以預測學

習成就

本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國三生的未

來時間觀可以預測自律學習，自律學習可

以預測學習成就。未來時間觀愈高，自律

學習能力愈高；自律學習能力愈高，學習

成就愈高。這更說明了學生自律學習的重

要，也支持了未來時間觀的理論與自律學

習理論的論點。

（五）國三生未來時間觀能透過自律學習

正向影響學習成就

本研究結果顯示，所建構的澎湖縣國

三生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的

模式存在，代表國三生的未來時間觀能透

過自律學習預測學習成就，自律學習對未

來時間觀與學習成就具有明顯預測力。也

就是說學生的未來時間對於學習表現相當

的重要。

二、建議

（一）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未來時間觀，

以增進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

據結論指出，良好未來時間觀有助

於國三學生的自律學習，進而提升學習成

就。離島地區因交通不便，文化刺激較

少，學生對於生涯規劃想像受到侷限。教

師應在輔導課程中，教導學生思考未來的

重要性，並引導學生進行時間規劃，逐步

協助學生設定近程、中程、遠程目標，並

規劃實踐時程與方式。學校單位可辦理生

涯講座、職涯試探，甚至到臺灣本島參訪

各種職業的工作場域，透過實際參與或楷

模建立，刺激學生對未來的想像，瞭解生

涯的可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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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訓練學生自律學習能力，以提升學

習成就

據結論指出，自律學習能力愈佳的國

三學生，學習成就愈高，且未來時間觀透

過自律學習影響學習成就。澎湖縣國三學

生自主學習動機方面，教師應教授學生學

習所需的策略與技能，如整理重點、繪製

心智圖。培養學生後設認知能力，在學習

時遇到困難，能分析可能原因並找出解決

辦法。訓練學生規劃每日的學習計畫，並

專注完成進度。同時應協助學生選擇合適

的學習情境，遠離外在誘惑，並與同學共

同學習，建立良好的學習氛圍。

（三）未來研究建議

未來研究可以將對象擴及澎湖縣國

中其他年級學生，廣泛瞭解澎湖縣未來時

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關聯性。本

研究學習成就採教育會考成績，為標準化

測驗，未來可將對象擴及其他縣市之國中

生分析，瞭解不同縣市國中生的未來時間

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進而增加研究

推論性，並可比較地區間研究結果差異。

本研究礙於時間與人力限制，僅一次會考

成績，也僅進行橫向研究。未來時間觀與

自律學習受個體認知發展影響，未來研究

可以長期追蹤，進行國中三年縱貫研究，

以瞭解國中生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

習成就之成長變化。本研究僅就未來時間

觀與自律學習部分變項進行探討，因未來

時間觀與自律學習在教育領域屬於較為新

穎的理論，過往研究向度區分參差，本

研究無法納入所有重要變項，建議未來

研究考慮其他相關變項，使研究更臻完

善。在壓抑變項認定上，余民寧（1994，
1995）、Pandey與 Elliott（2010）指出，
在模式分析中，若加入壓抑變項會使模式

的解釋力提升、依變項與壓抑變項之相關

性較低、依變項與壓抑變項之係數的正負

號會改變（也就是壓抑變項納入分析模式

之前後的符號會變化）。本研究從附表可

以看出，未來時間觀與學習成就的相關係

數，比起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的相關係數

還低，同時在自律學習加入後，原本為正

相關變為負向的係數，見圖 4，這說明未
來時間觀為壓抑變項。易言之，本研究沒

有預期澎湖縣的國中生之未來時間觀、自

律學習與學習成就之間會有壓抑效果，但

在本研究卻有此發現。現有研究少有探討

這方面議題，若對於壓抑變項有興趣者，

可以參考 Pandey與 Elliott（2010）作品。
同時未來研究可針對本研究納入的未來時

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就等變項，在臺

灣本島的樣本探究，以瞭解臺灣本島學生

是否也有產生壓抑變項效果，透過多方驗

證分析，可以獲得更深入的現象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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