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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中生英語學習焦慮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尤其澎湖縣相較於臺灣本島的資源

有限，英語對學生是相當困難的學科，學生無法實際在生活中使用。本研究透過

問卷調查法瞭解澎湖縣九年級生背景因素、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關聯

性，以澎湖縣 106 學年度 668 名九年級生為樣本，蒐集國中會考英語成績做為英
語學習成就，自編英語學習焦慮問卷進行分析，獲得以下結論：(1) 學生英語學習
焦慮不高，以溝通焦慮與測驗焦慮較高，英語課程焦慮與負面評價焦慮略低；而

學生英語學習成就達基礎標準。(2) 男生英語課程焦慮明顯高於女生，女生溝通焦
慮及英語學習成就明顯高於男生；家庭社經地位愈低與學校所在地愈偏遠，學生

英語學習成就愈差。(3) 校外英語補習時間正向影響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
英語學習時間對英語學習成就有助益，而英語學習焦慮愈高，英語學習成就愈低。

(4) 英語學習焦慮對於學生英語補習時間、學習英語時間與預測學習成就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

關鍵詞：英語學習焦慮、英語學習成就、英語教育、拔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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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an issue which is worthy 
of being discussed. Penghu has limited resources compared to places in the Taiwan 
island. English is thus a difficult subject for students in Penghu, as they do not have 
many opportunities to use the language. The study aims to find out how English anxiety 
predicts English achievement among the 9th graders in Penghu. In this study,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668 9th graders. The grades of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Program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adopted as their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the researcher self-made questionnaire as an instrument in investigation. The study 
yield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anxiety was 
relatively low, and anxiety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and test anxiety were higher, 
while anxiety in English curriculum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anxiety were slightly lower. 
Besides, their English achievement reached the basic standard. (2) The male students had 
higher anxiety than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s;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had higher anxiety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and higher English achievement than the males. The lower the 
family social economic status was and the more remote the school location was, the worse 
th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would be. (3) Time spent on learning English 
in cram schools and time spent on English learning positively predicted English anxiety 
and English achievement. Besides, the higher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was, the 
lower their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would be. (4)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partially mediated between the English tutoring learning time, the duration of English 
learning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respectively.

Keywords: English learning anxiety,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English education, bootstrap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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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及臺灣人文及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搜尋，並無澎湖

縣國中學生英語學習焦慮相關研究，若排

除澎湖縣之搜索發現，相關研究在各縣市

有一定數量。例如洪美玉（2012）對臺南
市國小學童之研究，洪琮琪、于富雲與程

炳林（2005）以南部某小學為研究對象；
周啟葶、程玉秀與宋秋美（2009）以臺北
市高中生為研究對象，李安悌（2009）
則是針對九所臺灣的科技大學所做研究。

上述可知，針對大學、國高中及小學皆有

研究，然而各篇論文只針對該縣市或臺灣

本島進行研究，無法推論至澎湖縣國中學

生。澎湖國中學生英語學習狀況如何？很

值得探究。

澎湖縣學校資源有限，雖然外籍教

師駐島計畫行之有年，偏遠地區國中小每

學年皆會有一週時間由外籍教師到學校授

課，但是觀察外籍教師授課發現，外籍教

師以英語互動的句型學生皆已學過，但學

生都無法回答。事後詢問，學生皆表示自

己害怕與外籍教師對話；當鼓起勇氣時，

腦袋就會一片空白。這結果與 Mohd、
Noraniza、Melor 與 Noriah（2013）的研
究內容相似，在某些教室情境當中，學

生會偏向保守內向，開始喃喃自語或口吃

就是焦慮緊張反應。因此，許多學生擁

有足夠語言知識，但因為焦慮，無法展

現出應有的能力與潛力（Bijan & Narjes, 
2015）。身為澎湖縣國中英語教師，自
然對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產生興

趣，期盼透過相關研究釐清、減弱學生學

習焦慮，以達教學及學習之功效。

國中英語教育常被視為外語學習基

礎，學生被期待立下良好英語根基以利未

來發展，故英語學習成就當然被重視。然

而近年來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分析發現，

英語表現 M型化狀況愈來愈明顯，學生
英語學習成就有明顯極大落差，且低落狀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澎湖地區相較於臺灣本島的資源有

限，學生的英語學習值得關注，現有關於澎

湖縣九年級生的英語學習研究不多，學生

背景因素、英語學習焦慮與學習成就之關

係具有探討價值，因此本研究動機如下。

英語溝通可以很容易與不同文化的

人交流，交流能獲得文化知識，從中取得

益處，並與自身既有文化結合，同時思考

邏輯變得開闊。英語學習是學子們不可或

缺的一環。Çakici（2016）指出，語言學
習是極為複雜且多面向的歷程，其中語

言學習焦慮（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
在第二語言習得更被關注，同時在心理

學與教育研究界，被廣泛討論的情緒概念

（emotional concepts）之一就是焦慮。
研究者之一在澎湖縣二級離島教書之

後，常在課堂中發現國中生對於世界概念

相當薄弱。對學生而言，地圖只是課本出

現的東西，對於國外的風俗民情學生都一

知半解，更遑論將英語實際運用於生活當

中，對學生而言就是天方夜譚。對於他們

來說，海洋生物、天氣變化才是他們會關

注的焦點。因此多數學生在國中入學時表

示，英語對他們是一門相當困難的學科，

也認為自己無法實際在生活中使用。這些

錯誤先入為主，造成學生在學習英文與進

行課堂活動時的焦慮。然追求國際化與世

界接軌已成為政府施政主軸之一，英語學

習與國際觀培養勢在必行。因此，透過英

語學習焦慮之研究，期待瞭解學生英語學

習焦慮現況，更進一步提供降低英語學習

焦慮的策略。

張武昌（2006）指出，大多數國人對
英語學習具有高度焦慮，積極鼓勵孩童學

習英語。然而過度重視學習結果，是否也

造成學習焦慮？本研究於 2018年 1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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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愈來愈明顯（王麗雲，2014）。Yadav
與 Sharma（2013）指出，學習焦慮是影
響學業表現的主要指標之一。Dordinejad
與 Ahmadabad（2014）指出影響學習成
就因素包括學習者的動機、焦慮、態度、

學習策略等，但英語學習焦慮在英語教學

常被忽略。Bijan 與 Narjes（2015）提出
每個人都會在人生中感到焦慮，進而影響

成就。有些人的焦慮可能促使自己更有效

率及更有成效，但有些人則會阻礙學習過

程與表現。本研究將英語學習成就納入變

項之一，探討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

慮對英語學習成就的影響。

與學生英語學習表現有關因素很多，

尤其是學生背景因素與英語學習焦慮。徐

玉婷（2004）的研究發現，男女學生英
語學習焦慮沒有差別；洪美玉（2012）
研究顯示，女學生學習焦慮低於男學生。

Yunus與 Murat（2016）的研究指出，自
認為低社經地位的學生，相較於自認高社

經地位學生，有較高的英語學習焦慮與課

堂口說焦慮。校外補習英語時間與英語學

習成就的關係值得討論。張芳全與張秀穗

（2016）研究指出，校外英語補習時間與
學習表現為正相關。現有研究都以探討學

生校外補習英語對學習表現的影響，本研

究要討論學生不僅是補習英語時間，而且

分析學習英語時間（在九年級之前已學習

多久時間）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表

現的影響。張琬喬（2012）研究顯示，
市鎮區學童焦慮程度低於就讀鄉與偏鄉區

域的學童，同時英語學習時間 2 ~ 4年的
學童學習焦慮明顯大於英語學習時間 5年
以上的學童。上述是不同縣市學生背景變

項在英語學習成就差異，若能瞭解澎湖縣

九年級生背景變項在英語學習成就差異，

可以提供給師生作為學習英語的參考。此

外，澎湖縣九年級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學

習英語時間與課外補習英語時間在英語學

習焦慮有所不同，是否還會透過英語學習

焦慮對英語學習成就產生影響呢？是本研

究關注的。

總之，英語學習焦慮是多數學生的問

題，澎湖縣的國中英語學習焦慮為何呢？

學生背景變項對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

成就的影響為何呢？以及澎湖縣九年級生

背景因素是否會透過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

學習成就產生影響呢？是本研究所要探究

的。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一）瞭解澎湖

縣九年級生的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

就情形。（二）瞭解不同背景變項澎湖縣

九年級生在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

之差異。（三）探究澎湖縣九年級生背景

因素與英語焦慮對英語學習成就之影響。

因此待答問題如下：（一）澎湖縣九年級

生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為何？

（二）不同背景變項（即學生性別、學校

所在地區、家庭社經地位、英語學習時

間、校外補習英語時間）的澎湖縣九年級

生在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是否有

差異？（三）澎湖縣九年級生背景因素與

英語學習焦慮可以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嗎？

（四）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是否

在學生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具有

中介效果呢？

貳、文獻探討

一、英語學習焦慮的意涵

（一）英語學習焦慮的意義

許多研究對於英語學習焦慮有不同看

法。Horwitz、Horwitz 與 Cope（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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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英語焦慮為學生學習第二語言

時，產生的一種不舒服、擔心、緊張的感

受。Gardner與MacIntyre（1993）指出，
學習焦慮是當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尚未精

熟，又處在需要使用英語的情境時，所經

歷的擔憂。Bijan與 Narjes（2015）認為，
學習焦慮是當心智成熟的學生卻沒有成熟

的外語能力時，產生的落差所導致的一種

複雜的現象。周啟葶等人（2009）研究
指出，外語學習焦慮是學習者在學習情境

中，自身感受的緊張與不安的情緒。李安

悌（2009）認為，學習焦慮是學習者面對
外在學習壓力時，產生內在衝突。譚季紅

與劉艷春（2010）則認為，學習焦慮是學
習者學習和運用第二語言時，所產生的緊

張、自我懷疑、害怕等複雜的負面情緒，

與語言學習好壞有密切關係。蕭揚基與張

鳳琴（2012）研究指出，英語學習焦慮是
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面對學習過程

的困境，導致自信心與自尊心傷害，所形

成的擔憂和恐懼的情緒。

總之，英語學習焦慮發生在學習英語

的歷程中，學生產生的一種不安、緊張、

恐懼之負面情緒。本研究認為澎湖縣國中

生的英語學習焦慮是學生在學習英語歷程

中，產生的一種緊張、害怕、不安及擔心

等主觀感受與情緒。

（二）學習焦慮的內涵

Murat 與 Yunus（2015）指出，焦慮
是一種習得的情緒反應。學習者在體驗

過外語情境後，會發展出自己學習新語

言時的態度和感受，如果他們的經歷是

負面的，英語學習焦慮就可能產生。若

這情況繼續下去，英語學習焦慮就會持

續存在，學生的學習表現自然會低落。

他們認為在土耳其，英語學習焦慮是阻

礙英語學習的關鍵因素。Horwitz 等人
（1986）將外語學習焦慮分為溝通理解
焦 慮（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考試焦慮（test anxiety）與負面評價焦慮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在溝通理
解焦慮上，Horwitz等人認為，溝通理解
焦慮是一種與他人溝通時所產生的膽怯特

徵。而口語溝通焦慮（oral communication 
anxiety）、場合焦慮（stage anxiety）、接
收焦慮（receiver anxiety）都是溝通理解
焦慮的表現。Aida（1994）也認為，較能
溝通理解的學習者，也較能參與他人對話

並且主動尋求社會互動。在考試焦慮上，

Bijan與 Narjes（2015）提到考試焦慮受
到語言學習者的能力、學習態度、學習傾

向、學習智商、能力智商、性別及年齡

等的影響。Cizek與 Burg（2006）認為，
考試焦慮源自於害怕失敗的表現焦慮。

Horwitz等人提及常有學生表示，考試時
常會寫錯本來就會的答案，或在考試中突

然忘記答案。這都會造成學生更加努力研

讀，但卻無法改善焦慮，成績低落，就演

變成拒絕學習。也提到有些學生在考試

情境中不知道如何處理歸納學習訊息與內

容。在負面評價焦慮上，Horwitz等人認
為，它是憂慮他人會給予自己負面評價，

此時會刻意避免被評價的情況。Aida也
指出，此類學生會刻意避開需要表達的機

會，同時也幾乎不主動開啟話題，以避免

被評價；更嚴重者，甚至蹺課以避免上述

情況產生。

二、 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的
影響

Horwitz 等 人（1986） 指 出， 外 語
學習焦慮在教室情境特別明顯。張琬喬

（2012）認為，英語學習焦慮來自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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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未精熟的第二語言進行溝通時的固有限

制，會對個體自我認知造成威脅，並影響

外語習得。Young（1991）將學習焦慮成
因分為六項：個人與人際焦慮（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anxieties）、學習者語言
學 習 信 念（learner belief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教學者語言學習信念（instructor 
beliefs about language teaching）、師生互動
（instructor-learner interactions）、課堂情境
（classroom procedure）及語言學習測驗
（language testing），其中個人與人際焦
慮最被廣泛討論，因為低落的自尊心和競

爭是造成此成因之一。若學習者自尊心低

落，自然會在乎同儕觀感，擔憂如何取悅

他人，自然造成焦慮。而競爭所產生的焦

慮往往發生在與他人比較或與理想化的自

我比較，若沒有達到理想的樣貌，他人可

能會瞧不起自己。學習者的語言學習信念

也是語言焦慮的主要來源，學習者信念也

是影響學習語言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初

學者常認為，發音是語言最重要的事，但

事實上初學者很難達到發出如母語人士的

音，其中的落差及挫折就會導致焦慮。教

學者的語言教學信念也會影響學習者的學

習，教學信念是指在課堂中，教師若認為

自身角色為隨時更正學生犯錯，且正常上

課模式是授課，而非以學生為主的小組練

習，在學習過程中，教師更正錯誤的教學

信念會導致學習者學習焦慮，尤其在傳統

授課上，缺乏學生練習，更可能造成學生

使用英語的焦慮。Young提到在課堂中使
用學習的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之
口語報告或即興表演，對學生造成的焦慮

最為強烈，更有多數學生表示若不用在課

堂上使用目標語言（即學習的語言），學

生會較自在。

Gardner與MacIntyre（1993）研究指 

出，語言學習初期，學習者可能感到狀態

焦慮（state anxiety），當幾次學習經驗
都產生焦慮後，學習者就會將焦慮與語言

學習表現連結；若連結成功，語言學習焦

慮就會對學習成就有很大影響。Horwitz
等人（1986）研究指出，感受到外語學習
焦慮的學生表示，需在前一天晚上排演隔

天在課堂中說的話，有些學生則宣稱當

教師用外語說話時，他只聽到嗡嗡聲。由

此可知，焦慮的學生自然對於外語解讀產

生困難。MacIntyre與 Gardner（1994）以
學習歷程角度探討焦慮與語言學習之關係

發現，若學習者在一個階段感到焦慮，則

其他階段會產生焦慮。此外，學習者背誦

單字的歷程較緩慢、翻譯完成度會相對低

落。最後，焦慮會影響輸入、處理、輸

出階段的學習，這三階段焦慮會有累積效

應。然而 Horwitz（2010）研究指出，適
當的學習焦慮反而有助於提升學習成就表

現。

基於上述，學生英語學習焦慮影響他

們的英語學習表現，有鑑於此，本研究欲

探究澎湖縣國中生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

習成就是否有明顯影響。

三、英語學習焦慮向度

英語學習焦慮為學生在學習英語的

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緊張、害怕、不安及

擔心等之主觀感受與情緒。Horwitz等人
（1986）編製的量表包括溝通焦慮、測驗
焦慮與負面評價焦慮被廣為探討。國內外

對英語學習焦慮面向分為溝通焦慮、測驗

焦慮、負面評價焦慮、聽力焦慮、閱讀焦

慮及課程焦慮（Mohd et al., 2013; Yunus 
& Murat, 2016）。本研究認為，狹義的
學習焦慮為在學校情境所產生的焦慮，包

含課堂中聽說讀寫、考試情境所帶來的壓

力，以及師生互動所產生的自我內在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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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廣義的則是在學校以外的學習及面對

學習所產生的焦慮。

本研究的焦慮面向依據 Horwitz等人
（1986）提出的外語學習焦慮量表的向
度，包括溝通焦慮、測驗焦慮及負面評

價焦慮。在離島教學現場中，較明顯的是

學生面對外籍人士溝通的困難，包含接收

與輸出的訊息，也就是聽力與口語表達困

難。因此在溝通焦慮將聽力焦慮考量在

內，使溝通焦慮更完整。在英語焦慮分類

上，有不少狀況還包括許多面向，例如

Mohd等人（2013）還將課程焦慮納入，
給予對英語課程較完整分類，本研究將納

入此面向。本研究的英語學習焦慮包含課

程焦慮、溝通焦慮、測驗焦慮與負面評價

焦慮，針對這些面向的內涵說明如下。

（一）課程焦慮

課程焦慮係指學生在學習英語時，所

感受到的情緒。學生在英語課的想法，包

含上課前、上課中及上課後的情緒感受。

若學生有較高的課程焦慮，可能對英語課

排斥、在課堂中過度緊張，導致學習者一

聽到英語課就會有心理或生理排斥反應。

（二）溝通焦慮

溝通焦慮係指學生在運用英語與他人

溝通時，所感受的負面情緒。與他人溝通

包含聽力及口說。若學生有較高的溝通焦

慮，代表學生較害怕接收或運用英語，當

過度緊張，容易聽不懂別人的話，也在乎

自己運用英語時的表現，特別放大自己的

小錯誤，造成學生盡量避免使用英語。

（三）測驗焦慮

測驗焦慮係指學生在參加標準化測驗

或一般評量時，所產生的負面情緒。若學

生測驗焦慮較高，在平時練習狀況下，學

生能精準的將答案呈現，但面臨考試情境

時，學生可能因過度緊張而將所學忘記、

一段文字卻需要大量時間反覆閱讀，造成

測驗表現不佳。

（四）負面評價焦慮

負面評價焦慮係指學生在使用英語

與他人互動時的負面感受。若學生負面評

價焦慮較高，對他人對自己的看法相當在

意，害怕自己遭受他人的異樣眼光，因此

影響內心的穩定性，進而影響英語學習表

現。而負面評價焦慮較高的學習者，對自

我的評價會較低，更認為自己不可能再繼

續成長。

四、 不同背景變項在英語學習焦
慮的研究

（一）性別與英語學習焦慮

許多研究對於性別在學習焦慮有不

一致的結果。Razak、Yassin 與 Maasum
（2017）研究指出，性別在英語學習焦慮
的差異沒有一致性。國內幾篇研究針對國

中生研究發現，男女在英語學習焦慮無顯

著差異（徐玉婷，2004）。然以下研究有
不同的結果。洪美玉（2012）研究顯示，
國小高年級女生學習焦慮低於男生。張芳

全與詹雨璇（2019）研究新北市國中生
也發現，女生的英語學習焦慮比男生低。

Demirdaş與 Bozdoğan（2013）研究指出，
大學女學生承受比男學生較多英語學習焦

慮。Dordinejad 與 Ahmadabad（2014）
研究顯示，伊朗的女學生較男學生焦慮。

Kubilay（2017）提到性別對焦慮無顯著
差異，但女生的焦慮大於男性。Çakici
（2016）指出，女性比男性的測試焦慮
高，可能是女學生在校園中若表現良好會

備受關注，導致女學生害怕失敗；然而有

可能是男學生面子問題對焦慮問題較有保

留，這種情形就與Yunus與Mura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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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結果，男學生溝通焦慮明顯高於女

學生之發現有些接近。綜合上述，學生的

性別在英語學習焦慮差異沒有定論。在現

有研究中，並沒有深入探討澎湖縣國中生

的情況，因此本研究分析澎湖縣九年級生

之性別在英語學習焦慮的差異。

（二）學校所在地區與英語學習焦慮

學校所在區域影響英語學習焦慮程

度，張琬喬（2012）研究顯示，市鎮區學
童的焦慮程度低於鄉與偏鄉學童。澎湖由

零散小島構成，地域差別大，學生學習表

現也有不同，因此澎湖縣不同學校所在地

區之學生英語學習焦慮差異，是本研究所

要探究的問題之一。

（三）英語學習時間與英語學習焦慮

張琬喬（2012）研究結果指出，英語
學習時間 2 ~ 4年的學童學習焦慮程度明
顯大於英語學習時間 5年以上的學童。徐
玉婷（2004）的研究也發現，不同英語學
習時間的國中生在英語學習焦慮有顯著差

異，學習時間較短之英語焦慮大於學習時

間較長的學生。洪美玉（2012）也有相同
結果。上述看出，現有研究多傾向於英語

學習時間愈長，英語學習焦慮愈低，上述

為以非離島地區學生進行的研究，究竟澎

湖縣國中生是否如此呢？很值得探究。

（四）校外補習時間與英語學習焦慮

張嘉芸（2019）研究澎湖縣馬公國中
一年級 373名學生指出，平均一週補習英
語時間在 0 小時與 1 ~ 3 小時各有 89 及
139名，也就是各占 23.86%與 37.27%，
雖然馬公國中一年級無法完全代表澎湖縣

所有學生，但是馬公國中是澎湖縣最大規

模的國中，依此約略可以瞭解澎湖縣國中

生沒有補習英文者約有四分之一，一週補

習時間 1 ~ 3小時者約有四成。因此，本

研究要分析澎湖縣國三中學生校外補習時

間是否對英語學習焦慮程度造成影響。

（五）家庭社經地位與英語學習焦慮

Yunus 與 Murat（2016）研究指出，
自認為低社經地位的學生，相較於自認高

社經地位學生，有較高的英語學習焦慮與

課堂口說焦慮。Masoud（2011）研究認
為，在社會情境下，社經地位對學習焦慮

造成影響，較陌生語言造成的焦慮還高，

當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與教師的社經地

位相差較少，學生焦慮則較低；若學生的

家庭社經地位較低，則焦慮會升高。然而

Jin（2016）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與
英語學習焦慮並無直接相關，需要再藉由

更多研究確定兩者關係。上述看出，研究

多傾向於家庭社經地位愈低，英語學習焦

慮愈高。澎湖縣居民多以捕魚為業，給人

的印象是這地區的社會階層較臺灣本島還

要低，因此，澎湖縣國中生的家庭社經地

位與英語學習焦慮之關係為何呢？

總之，英語學習焦慮可能受到學生、

環境及社會文化因素影響，本研究針對學

生性別、學校所在區域、英語學習時間、

補習時數及家庭社經地位探究學生英語學

習焦慮的差異性。

五、 與英語學習成就有關因素之
研究

許多因素與學生學習成就有密切關

係。吳青蓉（2004）研究結果顯示，重
視知情意整合的語言學習策略有助於國

中生英語學習，教師宜設法維持學生學習

動機，使其樂於學習。張芳全與張秀穗

（2016）研究指出，學生擁有的文化資
本，可以補習資源與時間和家長與自我期

待影響英語學習成就。張芳全（2009）
研究指出，不論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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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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經費等都會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Dordinejad與 Ahmadabad （2014）指出，
動機、焦慮、態度、學習策略等都會影

響學習成就。Yunus 與 Murat（2016）的
研究指出，除了學生性別、社經地位之

外，出國經驗、第三語言習得情形也會影

響學習表現。Razak等人（2017）研究指
出，教師若用母語授課，會降低學生焦慮

感，也會對學習成就產生影響。Gardner
與 MacIntyre（1993）研究提出，影響學
習成就因素分為三類：認知變項、情感變

項與其他變項，其中認知變項包含智力、

傾向、學習策略、先前語言學習訓練與

經驗；情感變項包含態度動機、語言焦慮

與自信心；其他項則包含年齡、社會文化

經驗等。這研究更指出，情感變項對語言

學習影響相當重要。本研究僅針對性別、

學校所在地區、英語學習時間、校外補習

英語時間與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進行分

析，茲將相關研究說明如下。

（一）性別與英語學習成就

張芳全與張秀穗（2016）研究結果發
現，國中女生的英語成績明顯高於男生。

Yadav與 Sharma（2013）研究結果指出，
男女生學業成就沒有顯著差異。綜合上

述，不同性別在英語學習成就的差異沒有

定論。張嘉芸（2019）研究澎湖縣馬公國
中一年級學生指出，男女生在英語學習成

就沒有明顯差異，不過她的研究是以馬公

國中的段考做為分析，一方面並沒有涵蓋

澎湖縣各所學校國中生，另一方面以一次

段考英語成績，無法瞭解真實的英語學習

能力。本研究以澎湖縣九年級生會考成績

為分析資料，探討九年級生的性別是否對

英語會考成績造成明顯差異。

（二）學校所在地區與英語學習成就

學校所在地區對英語學習成就差異的

研究不多，尤其對澎湖縣為範圍的研究更

少。張芳全與洪筱仙（2019）探討澎湖縣
九年級生未來時間觀、自律學習與學習成

就之關係，以 106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為
學習成就，針對澎湖縣各國中 635位學生
發現，市區國中生的學習成就明顯高於偏

遠與特偏地區。上述看出，學校所在地區

在學習成就有明顯差異，因此本研究將學

校所在區域納入背景變項。雖然張芳全與

洪筱仙的研究結論發現，澎湖縣國中所在

地區的學生學習成就有差異，然而以國語

與數學學習成就探究，並沒有深入瞭解英

語成就差異。本研究將學校所在地區在英

語學習成就的差異進行分析。

（三）英語學習時間與英語學習成就

臺灣家長對於贏在起跑點深信不疑。

張嘉芸（2019）研究澎湖縣馬公國中一年
級學生指出，如果學生從小一及小二開始

學習英文，從國中才開始學習英文，這兩

者都可以明顯預測英文段考成績，但是以

從小一、小二開始學習英文的預測力高於

從國中開始學習。上述看出，愈早學習英

文，學生英語學習表現愈好，但是她以馬

公國中學生為樣本，不是澎湖縣各地區學

生，因此本研究分析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

學習時間是否影響英語學習成就。

（四）校外補習時間與英語學習成就

張芳全（2009）研究指出，學生補習
時間愈多，代表學生練習課業時間愈多，

可以修正與學習的機會較多，較能提高學

習成就。張芳全與張秀穗（2016）研究
結果顯示，國中生英文補習時間愈多，英

語成績愈好。上述看出，現有研究多傾向

學生英語補習時間愈長，英語學習成就較

高。張嘉芸（2019）研究澎湖縣馬公國中



10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一年級生的研究指出，補習時間愈多，英

語段考成績愈好，但是她的研究以段考成

績分析，不是會考成績。本研究以澎湖縣

各校九年級生參加會考成績做為分析，來

瞭解九年級生是否補習英文時間愈多，英

語會考成績愈高。

（五）家庭社經地位與英語學習成就

張芳全（2009）研究指出，補習時間
多寡與學生家庭經濟能力有密切關聯。社

會階層較高的家庭，學生的家長教育程度

較高，擁有較多的經濟與學習資源，所以

較有能力提供經費給子女參加校外補習。

張武昌（2006）研究也指出，經濟富裕家
庭提供孩子較早英語學習環境，導致經濟

弱勢學生在國一英語課堂感到能力落差，

造成學習壓力，學習興趣降低。江淑芳

（2019）以澎湖馬公國中 107學年度九年
級 385位學生為對象，並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定期考成績做為英語學習成
就分析發現，女生英語學習成就明顯高於

男生；家庭社經地位高者，英語學習成就

較佳。上述看出，現有研究傾向於家庭社

經地位愈高，學生英語學習成就愈好。然

而澎湖縣九年級生會考的英文成績是否如

此呢？

（六） 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之研

究

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有關。

Young（1999）指出，若學校教師經常舉
辦大型考試或考試次數增加，會增加學生

的英文考試焦慮。Murat與 Yunus（2015）
指出，焦慮低的學生，學習表現較好，相

對的焦慮高的學生，學習表現較不會如預

期。MacIntyre與 Gardner（1994）更指出，
在所有情意變項中對學習成就最有影響力

的就是焦慮。焦慮造成學習者進行某些學

習活動或任務時，產生認知阻礙，影響學

習 成 就。Sung、Chao 與 Tseng（2016）
以臺灣九年級生分析發現，考試焦慮與

標準化入學成績有 .18的低度正相關；如
果是低成就組的學生，也就是百分等級

在 50以下，考試焦慮與學習成就之相關
係數為 .22；在高成就組學生—百分等

級為 51 ~ 99，考試焦慮與學習成就相關
係數為 -.16，可見學習成就愈高的學生，
愈會有焦慮感。多數研究也指出，英語

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呈現顯著負相

關（Bijan & Narjes, 2015; Çakici, 2016; 
Demirdaş & Bozdoğan, 2013; Dordinejad 
& Ahmadabad, 2014; Mohd et al., 2013; 
Yunus & Murat, 2016）。部分研究則指
出，學習焦慮與學習成就呈現低相關，但

是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相關（Kubilay, 
2017; Yadav & Sharma, 2013）。Murat與
Yunus（2015）研究結果顯示，英語學習
焦慮初期無法預測學業成就，但學習後期

的英語學習焦慮影響學習成就。然而亦有

研究指出，學習焦慮與學業成就無顯著相

關（Eunsook, Elsa, Yun, & Nancy, 2015; 
Razak et al., 2017）。

六、 英語學習焦慮在背景因素與
英語學習成就之中介論證

學生的背景常與學習焦慮有關，同時

又透過學習焦慮影響英語學習成就。高社

經地位家庭的學生，英語學習焦慮較低，

進而對於英語學習更有信心，因而提高了

英語學習成就。然而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子

女學習資源較少，沒有額外校外補習費用

及機會，家長又可能忙於工作，與子女陪

讀和參與學校子女教育的關心更少，子女

在沒有心理及學習支持之下，學習焦慮會

提高。尤其英語科目對多數家長是較難提

供子女學習引導的科目，因而子女英語學

習表現可能會較差。另一方面，家庭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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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較高的子女，家長擁有教育程度及職

業聲望和資源較多，對於子女教育會更為

重視。這些家長常會鼓勵子女從小儘快學

習他國語言，包括英語、日語、法語或德

語等，讓子女從小學習，耳濡目染，慢慢

地讓子女從接觸英語、喜歡英語，進而有

信心的學會英語，甚至在英語學習困難也

可以儘早發現與排除，減少他們的英語學

習焦慮，改善英語學習問題，掃除英語學

習焦慮，他們在未來學校教育就會有更好

英語學習表現。上述論證說明，學生英語

學習焦慮在學生背景因素與英語學習成就

之間，可能存在著中介的關係。

總之，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

關係，部分研究顯示負相關，但部分研究

則指出，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之

間沒有相關。現有文獻很少研究澎湖縣國

中生英語學習焦慮在背景因素與英語學習

成就的中介情形，究竟是否如此呢？是本

研究所要分析的目的。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它探討不同背景
變項之九年級生在英語學習焦慮的差異情

形，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九年級生在英語

學習成就的差異，分析九年級生英語學習

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的關係，以及英語學

習焦慮在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的

中介效果。

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

H1： 女生的英語學習焦慮比男生高。

H2： 學校所在地區愈接近市區，英語學習
焦慮愈低。

H3： 英語學習時間愈長，英語學習焦慮愈
低。

H4： 校外補習時間愈長，英語學習焦慮愈
低。

H5： 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英語學習焦慮愈
低。

H6： 女生的英語學習成就比男生高。

H7： 學校所在地區愈接近市區，英語學習
成就愈高。

H8： 英語學習時間愈長，英語學習成就愈
高。

H9： 校外補習時間愈長，英語學習成就愈
高。

H10： 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英語學習成就
愈高。

H11： 英語學習焦慮愈高，英語學習成就愈
低。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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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 學生英語學習焦慮在家庭社經地位
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13： 學生英語學習焦慮在英語學習時間
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14： 學生英語學習焦慮在校外補習英語
時間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具有中介

效果。

此外，若依變項為英語學習焦慮，性

別在課程焦慮、溝通焦慮、測驗焦慮與負

面評價焦慮的研究假設分別為 H1a、H1b、

H1c、H1d，其他自變項依此類推。

二、變項測量

（一）背景變項

本研究的背景變項包括：1. 性別。2. 
學校所在地區，據教育部統計處（2016）
的 105學年各級學校名錄，澎湖縣分為市
區（馬公與文光國中）、偏遠地區（中正、

湖西、澎南、志清、鎮海、白沙與西嶼國

中）、特偏地區（吉貝、望安、將澳、鳥

嶼與七美國中）。3. 英語學習時間，讓學
生填寫時間（年數），分為 7年（含）以
下、8 ~ 12 年（含）、12 年以上。4. 校
外補習時間分為每週 0小時、1 ~ 3小時
（不含）、3 ~ 5小時（不含）、5小時（含）
以上。5. 家庭社經地位：依林生傳（2005）
之社經地位評定方式，係以職業等級與教

育程度加權分數加總，運算方法為職業等

級指數乘以 7，加上教育程度等級指數乘
以 4，所得之和為社經地位指數，其中分
數在 11 ~ 29分、30 ~ 40分及 41 ~ 55分
各為低、中與高社會階層。

（二）英語學習焦慮

學習焦慮是學生在學習英語過程中產

生的一種緊張、害怕、不安及擔心等之主

觀感受與情緒。本研究之英語學習焦慮係

九年級生對於溝通焦慮、測驗焦慮及負面

評價焦慮，受試者在「澎湖縣九年級生英

語學習情形問卷」所得分數，作為判斷英

語學習焦慮依據。採用四等，即以「完全

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

常符合」分別以 1 ~ 4計分，得分愈高，
表示英語學習焦慮愈高，反之則愈低。為

瞭解受試者相對分數位置，以平均數及標

準差呈現，每一題參照標準（以四個選項

平均值）為 2.5，也是本研究在檢定單一
樣本時的參考標準。若低於 2.5表示受試
學生英語學習焦慮較低；若高於 2.5，表
示受試學生英語學習焦慮較高。

（三）英語學習成就

英語學習成就是學習者經過學習後，

教師藉由正式或非正式測驗、採用主觀或

客觀評量方式，呈現學習者學習表現方

式。本研究之英語學習成就採用澎湖縣九

年級學生之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成績。

由於是標準化測驗，所以可以進行跨校跨

班的比較。此次會考的單科分數，本研究

轉換參照標準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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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數
愈高，代表英文學習成就愈好。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澎湖縣全部 13所國民中學
為範圍，其中兩所市區學校，六所偏遠學

校，五所特殊偏遠學校。五所特偏學校皆

非位於澎湖本島，而是坐落於本島北方與

南方之小島。13所國中之相對位置見附
錄。以九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根據「澎

湖縣 105 學年度國民中學班級、學生數
統計表」（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16a，
2016b），不包括夜補校等成人教育之學
生，也不包含澎湖特教班學生（非融合教

育之特教學生）。研究母群體為九年級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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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班學生共 769人，需發出 153 ~ 192份
預試問卷。本研究正式施測對象以澎湖

縣九年級生，正式問卷為普查，母群體

為 769人。然而英語學習成就有三所學校
（中正、白沙、鎮海）基於特殊考量，無

法提供會考成績，提供成績者也有 7位未
交，最後有 668位學生。

四、研究工具

（一）英語學習焦慮量表編製依據及內容

本研究自編製問卷參考 Horwitz等人
（1986）所建立之焦慮量表架構，加以
改編，參考 Horwitz等人的課程焦慮、溝
通焦慮與測驗焦慮向度，加入 Mohd 等
人（2013）的英語課程焦慮向度，借鏡
MacIntyre 與 Gardner（1994）、徐玉婷
（2004）、陳琦璘（2008）之問卷內容；
再依據實務經驗及文獻探討修訂。負面

評價焦慮題目係參考 Horwitz等人、陳琦
璘、徐玉婷的問卷編製而成，針對學生對

自我的看法及他人的看法所造成之影響。

（二）英語學習焦慮量表編製過程與信效

度

本研究問卷編製步驟如下：1. 由文獻
探討歸納出澎湖縣九年級學生英語學習焦

慮架構，英語學習焦慮包含課程焦慮、溝

通焦慮、測驗焦慮及負面評價焦慮，據此

擬定問卷大綱。2. 依據問卷大綱編寫問卷
題目，反覆修正完成初稿。為提升問卷內

容效度，邀請四位專家學者審題。就問卷

之向度、題目是否符合該因素、題目通順

度修正。3. 依學校地區採分層抽樣，隨機
抽樣澎湖縣九年級學生為預試對象。依據

預試問卷填答結果，進行因素分析及信度

分析，評估問卷之效度與信度。

本研究問卷的因素分析採主軸因子

法，以最大變異法直交轉軸，特徵值大於

1.0為參考標準來評估構念效度。經分析
後，總解釋變異量為 69.80%，其中課程
焦慮面向刪 7題；溝通焦慮面向刪 13題；
測驗焦慮面向刪 2題；負面評價焦慮面向
刪 5題。因素 1的題目與溝通有關所以命
名為「溝通焦慮」計 7題，特徵值為 4.89，
解釋變異量為 20.39%。因素 2命名為「測
驗焦慮」計 7題，特徵值為 4.82，解釋變
異量為 20.10%。因素 3命名為「課程焦
慮」計 6題，特徵值為 3.83，解釋變異量
為 15.97%。因素 4命名為「負面評價焦
慮」計 4題，特徵值為 3.20，解釋變異量
為 13.35%（見表 1）。

本研究問卷之信度分析採用Cronbach’s 
α係數分析發現，課程焦慮、溝通焦慮、
測驗焦慮與負面評價焦慮的 α係數分別為 
.88、.93、.91、.88，顯示內部一致性高，
具有高信度。 

五、實施程序

本研究發放正式問卷調查先行致電

取得各校主任、教師同意，再郵寄正式問

卷至各校。再致電各校負責人員，說明研

究目的及填寫問卷注意事項。學生填答

完畢後，以回郵信封寄回，三星期內陸

續回收。本調查問卷總計發給澎湖縣國

中學生，扣除無法提供會考成績之學生

共 675份問卷，有效問卷 668份，回收率
100%，可用率 98.96%。在收回問卷後，
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輸入電腦等進行統

計分析。本研究在各校會考成績取得，先

寫申請書向各校申請，獲得同意之後，學

校才將成績交由研究者。研究者亦寫保密

切結書給各校，以保護學生的個資。受試

者基本資料整理如表 2，表中看出學生英
語學習時間以 8 ~ 12年最多；學生沒補
習者占 33.38% 最多，而補 1 ~ 3 小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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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28.59%；照顧者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占

32.78%最多；照顧者職業分類以半專業
與一般性人員人次占 41.17%最多。

六、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逐一檢視過濾，資

料分析採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0版軟
體，使用方法包括描述統計、單一樣本平

均數 t檢定、獨立樣本平均數 t檢定、變

異數分析、積差相關係數與迴歸分析。描

述統計在瞭解各變項平均數與標準差掌握

資料分配狀況。單一樣本平均數 t檢定瞭
解學習焦慮各向度與平均數的差異，以問

卷各題平均數 2.5分做為檢定標準。以獨
立樣本平均數 t檢定與變異數分析在瞭解
男女生在英語學習焦慮差異，其中在變異

數分析，當組別間在平均數有明顯差異，

則運用薛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

表 1 
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構念之因素分析結果

因
素 題目

因
素
1

因
素
2

因
素
3

因
素
4

共
同
性

特 
徵 
值

總解釋變
異量

課
程
焦
慮

4. 上英語課時，我會緊張到忘記我本來就知道的內容。 .27 .43 .60 .22 .67 3.83 15.97
5. 就算我已經做好萬全準備，我在上英語課時還是會

很緊張。 .31 .41 .68 .17 .75
6. 我常常不想上英文課。 .01 .05 .59 .44 .55
7. 英語課進度太快時，我會擔心自己落後。 .39 .35 .58 .10 .62
8. 在英語課堂上，我比其他同學還緊張。 .26 .31 .73 .21 .75
13. 上英語課時，我比上其他科目還緊張。 .30 .17 .79 .11 .75

溝
通
焦
慮

14. 說英語時，我很擔心會犯錯。 .76 .35 .13 .27 .80 4.89 20.39
15. 上英語課時，如果沒有準備而必須開口說英語，我

會感到慌張。 .72 .34 .29 .22 .77
17. 如果要和外國人用英語交談，我會感到緊張。 .75 .20 .24 .16 .68
18. 上課說英語的時候，我很沒有自信。 .74 .17 .35 .28 .78
21. 說英語時，我會擔心我的發音不夠標準。 .64 .30 .13 .37 .65
24. 上課時教師要求用英語對話，會讓我覺得害怕。 .64 .27 .25 .39 .70
26. 當有人用英語與我說話時，我會感到緊張。 .54 .32 .35 .24 .57

測
驗
焦
慮

34. 考英語時，我感到很緊張。 .24 .78 .32 .08 .77 4.82 20.10
35. 我擔心自己的英語考試會不及格。 .33 .75 .21 .06 .71
36. 我準備考試愈久，愈覺得焦慮。 .11 .61 .40 .23 .59
37. 英語考試看不懂文法時，我會很緊張。 .35 .62 .34 .29 .70
38. 考英文翻譯或寫作時，我會擔心自己出錯。 .42 .73 .00 .19 .74
39. 考英聽跟不上速度時，我會緊張。 .32 .70 .23 .20 .68
42. 我知道英語的用法，但考試時寫不出正確答案。 .09 .67 .12 .40 .63

負
面
評
價
焦
慮

43. 我擔心我在課堂上說英語時，會被同學嘲笑。 .36 .18 .30 .72 .77 3.20 13.35
44. 我擔心我英文說錯時，會被同學嘲笑。 .42 .21 .26 .74 .83
46. 當我回答不出英語問題時，我擔心教師對我會有負

面的看法。 .30 .26 .14 .68 .64
49. 英語說得不夠流利時，我會覺得很丟臉。 .35 .34 .18 .6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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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比較。而積差相關係數在估計各變項

之間的相關性。在迴歸分析方面，性別、

學校所在地區為類別變項，所以分別以女

性、特偏學校與高社經地位為參照組（以

0為代表）。迴歸分析前先對其基本假定
診斷，也就是直線性、常態性、誤差獨立

性與變異數同質性，並針對極端值進行檢

測。本研究以外掛於 SPSS 的 Process 軟
體提供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對中
介變項檢定。相關內容可參考 Preacher與
Hayes（2004）、Hayes（2018）的論著。
上述的推論統計犯錯機率均以 .05或 .01
為裁決標準。

在背景變項（社經地位、學習時間

與校外補習時間）透過英語學習焦慮對英

語學習成就的中介效果檢定採用拔靴法。

它在樣本違反常態假設下，仍然對於中介

效果檢定具有強韌性。它是以重複取樣

來獲得中介效果平均數及 95%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CI）為依據。如果
95% CI不包含 0，就代表中介效果存在。
判斷完全中介效果或部分中介效果標準如

下（Lau & Cheung, 2012）：（一）間接
效果值的 95% CI內，若包括 0，未達到
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沒有中介效果；（二）

間接效果值的 95% CI內，若不包括 0，
代表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有中介效

果，且直接效果值的 95% CI內，若包括

表 2 
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

類別 項目 人數 %
性別 男性 321 48.05

女性 347 51.95
英語學習時間 7 年以下 305 45.66

8 ~ 12 年（含） 314 46.31
12 年以上（不含） 49 7.33

校外英語補習時間 0 小時 223 33.38
1 ~ 3 小時（不含） 191 28.59
3 ~ 5 小時（不含） 170 25.45
5 小時以上（含） 84 12.58

照顧者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169 25.30
國中 163 24.40
高中職 219 32.78
大學（專） 97 14.52
碩博士 20 3.00

照顧者職業分類 非／半技術性人員 66 9.80
技術性人員 86 12.87
半專業、一般性人員 275 41.17
專業中級行政人員 188 28.14
高級專業行政人員 53 7.93

學校所在區域 市區 520 77.84
偏遠 108 16.17
特偏 40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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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代表沒有直接效果，屬於完全中介效
果。（三）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值的 95% 
CI內，若都不包括 0，代表達顯著水準，
且總效果值的 95% CI內，不包括 0，代
表部分中介效果。

肆、結果與討論

一、 英語學習焦慮及英語學習成
就之情形與討論

（一）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之情形

表 3得知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各
面向介於 2.24 ~ 2.70，平均分依次為溝通

表 3 
澎湖縣九年級學生英語學習焦慮之情形（N = 668）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課程焦慮 2.24** 0.65
1. 上英語課時，我會緊張到忘記我本來就知道的內容。 2.21 0.83
2. 就算我已經做好萬全準備，我在上英語課時還是會很緊張。 2.24 0.85
3. 我常常不想上英文課。 2.38 0.90
4. 我會擔心自己英文落後。 2.51 0.90
5. 在英語課堂上，我比其他同學還緊張。 2.03 0.80
6. 英語課時，我比上其他科目還緊張。 2.08 0.89

溝通焦慮 2.70** 0.70
7. 說英語時，我很擔心會犯錯。 2.82 0.87
8. 上英語課時，如果沒有準備而必須開口說英語，我會感到慌張。 2.71 0.92
9. 如果要和外國人用英語交談，我會感到緊張。 2.88 0.91
10. 上課說英語的時候，我很沒有自信。 2.56 0.90
11. 說英語時，我會擔心我的發音不夠標準。 2.80 0.86
12. 上課時教師要求用英語對話，會讓我覺得害怕。 2.54 0.87
13. 當有人用英語與我說話時，我會感到緊張。 2.59 0.86

測驗焦慮 2.56** 0.70
14. 考英語時我感到很緊張。 2.45 0.89
15. 我擔心自己的英語考試會不及格。 2.56 0.96
16. 我準備考試愈久，愈覺得焦慮。 2.25 0.84
17. 英語考試看不懂文法時我會很緊張。 2.66 0.87
18. 考英文翻譯或寫作時，我會擔心自己出錯。 2.81 0.83
19. 考英聽跟不上速度時，我會緊張。 2.77 0.90
20. 我知道英語的用法，但考試時寫不出正確答案。 2.43 0.86

負面評價焦慮 2.37** 0.75
21. 我擔心我在課堂上說英語時，會被同學嘲笑。 2.28 0.89
22. 我擔心我英文說錯時，會被同學嘲笑。 2.37 0.89
23. 當我回答不出英語問題時，我擔心教師對我會有負面的看法。 2.40 0.87
24. 英語說得不夠流利時，我會覺得很丟臉。 2.44 0.84

整體英語學習焦慮 2.47** 0.60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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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 2.70分、測驗焦慮 2.56分、負面評
價焦慮 2.37分、課程焦慮 2.24分。單一
樣本平均數 t檢定學習焦慮各向度與平均
數的差異發現，均達到 p < .01，代表九
年級學生英語學習焦慮屬於中間偏低。課

程焦慮未達平均 2.5分，其中「我會擔心
自己英文落後」平均分數達 2.5分，顯示
九年級學生對自我英語能力落後有擔憂。

在溝通焦慮部分，在「如果要和外國人用

英語交談，我會感到緊張」與「說英語時，

我很擔心會犯錯」兩題平均分數最高。測

驗焦慮部分，以「考英文翻譯或寫作時，

我會擔心自己出錯」與「考英聽跟不上速

度時，我會緊張」得分最高。最後負面評

價焦慮部分，以「英語說得不夠流利時，

我會覺得很丟臉」與「當我回答不出英語

問題時，我擔心教師對我會有負面的看

法」平均分數最高。

綜合上述，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

焦慮，在溝通與測驗焦慮較高，在英語課

程與負面評價焦慮較低。可能因為溝通與

測驗為語言輸出表現，若要求學生溝通與

測驗達良好表現，對國中學生難度較高，

因此容易在這二項造成焦慮。另外在所有

題目中，溝通焦慮的「如果要和外國人用

英語交談，我會感到緊張」得分最高，顯

示國中學生對於語言使用仍抱持擔憂，如

何克服對母語使用者溝通焦慮，值得關

注。

（二）九年級學生英語學習成就之情形

本研究之英語學習成就採用澎湖縣

九年級生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成績，以

級距分數為參照標準，若平均分數介於

55 ~ 65 分之間，英語學習成就為待加強
程度，若分數介於 65 ~ 80 分為基礎程
度，分數介於 80 ~ 90分為精熟程度。本
研究英語學習成就平均數為 66.99 分，
標準差為 9.92。澎湖縣九年級生在 C、
B、B+、B++ 級， 各 占 31.00%、28.00%、
14.10%、11.50%，如表 4，而 A、A+、A++
各為 9.90%、3.30%及 2.20%，高分等級較
少，故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成就達

基礎程度。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

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18）統計指
出，107 年全國國中生英語會考成績 C、
B、B+、B++級，各占 30.77%、23.84%、
12.34%、12.21%， 而 在 A、A+、A++ 各
為 9.28%、6.23% 及 5.33%，相比較，澎
湖縣 C級學生與全國相當，而在基礎級與
精熟級各有 53.60%及 15.40%，全國人數
比率則各為 48.39% 與 30.12% 相比，少
了一些比率。澎湖縣國中三年級的英語會

表 4 
107年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科會考成績人數與全國人數分配比率（單位：人、%）
標示 本研究轉換標準 澎湖縣人數 澎湖縣人數比率 全國人數比率

C 55 207 31.00 30.77
B 65 187 28.00 23.84
B+ 70 94 14.10 12.34
B++ 75 77 11.50 12.21
A 80 66 9.90 9.28
A+ 85 22 3.30 6.23
A++ 90 15 2.20 5.33
總計 668 100.00 100.00

註：樣本共 675 名，但英語學習成績有 7 名缺考，所以僅有 66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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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成績，雖然多屬於基礎級，但是精熟級

仍不及於全國。可見整體上，澎湖縣的九

年級生的英語會考成績較全國低。

此外，若將 107年澎湖縣九年級生英
語科會考成績人數分配由圖示，如圖 2，
可以看出，它呈現出正偏態，也就是多數

學生的英語成績較偏低分。

（三）不同背景變項在英語學習焦慮的差

異結果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平均數 t檢定瞭解
男女生在英語學習焦慮差異如表 5，變異
數 Levene檢定兩組樣本在變項同質性發
現，F值都達到 p < .01，代表兩組不同質。
因此本研究採不同質 t檢定值，表中看出
英語學習焦慮各面向都達到 p < .01，其
中課程焦慮，男生明顯高於女生，而其他

三項是女生英語學習焦慮比男生還高。

而學校所在地區、社經地位、英語學

習時間、校外補習英語時間對學習焦慮各

面向的變異數分析後如表 6，表中看出學
校所在地在四個面向的 F值都沒有達到
統計顯著水準。而社經地位方面，僅有課

程焦慮的 F值達到 p < .05，事後比較發
現，中社經地位學生課程焦慮明顯高於高

社經地位。英語學習時間僅有溝通焦慮的

F值達到 p < .05，其中學習英語 7年以下
的學習焦慮明顯高於學習英語 12年以上
的。而在校外補習時間方面，四個面向的

F值都達到 p < .01，以課程焦慮的事後比
較來看，每週都沒有補習的課程焦慮都比

每週 1 ~ 3小時、3 ~ 5小時（不含）、5
小時（含）以上的還要高。

二、 背景變項預測英語學習焦慮
與英語學習成就的結果

在進行迴歸分析之前，針對變項之間

的直線性、常態性、誤差獨立性、變異數

A++ A+ A B++ B+ B C

圖 2　107 年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科會考成績人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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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性等基本假定診斷，並檢測極端值。

在直線性方面，澎湖縣國中學生家庭社經

地位、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的相

關如表 7，表中看出，學習焦慮及英語學
習成就呈現負向顯著相關，相關係數 -.22 
~ -.28；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習焦慮在 -.06 
~ .08之間，相關並不高，也沒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英語學習時間、校外補習英

語時間、社經地位與英語學習成就各有 
.26、.49與 .39呈顯著正相關，某種程度
代表這三個變項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為直

線關係。在常態性方面，各變項之偏態係

數小於 3及峰度小於 10，符合常態分配
條件（Kline, 2005）。雖然圖 2看出，英
語學習成就略呈正偏態，但在評估之後仍

有常態性。

而獨立性方面，在 Durbin-Watson係
數估計發現，其數值為 1.34，小於 2.0代
表變項並沒有自我相關情形。在變異數同

質性方面，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

的淨殘差散布如圖 3，圖中因為會考成績
的轉換以每個級距固定，所以圖看起來的

表 5 
國中男女生英語學習焦慮之差異檢定結果（N = 668）

變項 變異數 Levene 檢定之 F 值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男女差異 t 值
課程焦慮 8.68** 男 10.97 3.64 0.64 2.60**

女 10.33 3.15
溝通焦慮 7.15** 男 22.94 6.62 -1.55 -3.34**

女 24.49 5.92
測驗焦慮 20.77** 男 19.88 6.17 -0.68 -2.71**

女 20.56 4.92
負面評價焦慮 9.08** 男 18.46 5.92 -0.48 -2.58**

女 18.94 4.95
**p < .01。

表 6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生在學習焦慮的變異數分析之結果

變項 F 值 事後比較 變項 F 值 事後比較

學校地區 社經地位

　課程焦慮 0.82 　課程焦慮 4.90* 中 > 高
　溝通焦慮 0.08 　溝通焦慮 1.77
　測驗焦慮 0.86 　測驗焦慮 3.20
　負面評價焦慮 0.17 　負面評價焦慮 3.12
學習時間 補習時間

　課程焦慮 2.19 　課程焦慮 12.50** A > B、C、D；B > C
　溝通焦慮 4.13* 7 年以下 > 12 年以上 　溝通焦慮 7.89** A > C、D
　測驗焦慮 1.77 　測驗焦慮 4.19** A > C
　負面評價焦慮 2.92 　負面評價焦慮 8.36** A > C、D
註：補習時間每週 0 小時、1 ~ 3 小時（不含）、3 ~ 5 小時（不含）、5 小時（含）以上分別以 A、B、C、D 標示。
*p < .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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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殘差值呈規則的散落，但大致都沿著

0線上下散布。最後在極端值診斷方面，
經過分析僅有一個樣本的標準化殘差值為

2.90，並沒有超過 3.0以上，因此極端值
不嚴重，不考量刪除樣本。

基於上述對迴歸分析基本假設評估，

本研究運用的資料可以進行迴歸分析，各

項分析如下。

（一）背景變項對英語學習焦慮分析結果

經過迴歸分析如表 8，模式 1 的 F
值達到 p < .01，代表模式的迴歸直線存
在。模式中的性別與補習英語時間達到 p 

表 7 
國中生英語學習時間、補習時間、社經地位、學習焦慮和英語學習成就之相關係數（N = 668）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 學習時間 1.00
2. 補習時間 .14* 1.00
3. 社經地位 .20** .37** 1.00
4. 課程焦慮 -.07 -.20** -.08* 1.00
5. 溝通焦慮 -.08* -.17** -.06 .59** 1.00
6. 測驗焦慮 -.05 -.12** -.06 .62** .71** 1.00
7. 負評焦慮 -.07 -.19** -.06 .58** .75** .72** 1.00
8. 焦慮總分 -.08** -.19** -.07 .76** .90** .89** .89** 1.00
9. 學習成就 .26** .49** .39** -.28** -.24** -.22** -.22** -.27** 1.00
偏態 .50 .47 -.25 .29 -.15 -.10 .14 -.05 .46
峰度 -.65 -.99 -.44 -.09 -.23 -.04 .10 .10 -.52

*p < .05，**p < .01。

圖 3　國中生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之淨殘差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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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各為負向及正向影響，代表女生
英語學習焦慮明顯高於男生，而補習英語

時間愈高，英語學習焦慮愈高，解釋力

為 5.1%。最大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各為 3.98，沒有多
元共線性的問題。

（二）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
習成就分析結果

經過迴歸分析如表 9，模式 2、3 的
F值都達到 p < .01，代表兩個模式的迴
歸直線存在。模式 2 的性別、學校所在
地區、社經地位、英語學習時間、校外

補習英語時間變項達到 p < .01，解釋力
為 36.6%。模式 3的性別、學校所在地區、
社經地位、英語學習時間、校外補習英語

時間、英語學習焦慮都達到 p < .01，其
中性別的係數為負值，代表女生英語學習

成就比男生高，市區學校相較於特偏學校

的學生英語學習成就明顯較高；同時英語

學習時間愈久，以及校外補習英語時間愈

多，英語學習成就愈好。而英語學習焦慮

的係數為負值，代表英語學習焦慮愈高，

英語學習成就愈不好，解釋力為 40.2%。
模式 2、3的最大VIF值各為 3.88與 3.98，
所以沒有多元共線性問題。

（三）背景變項對英語學習焦慮為中介變

項對英語學習成就的檢定

經過拔靴法檢定結果如表 10。表中
看出，以社經地位為投入變項，其他背景

變項一起納入分析，以英語學習焦慮為

中介對英語學習成就的間接效果之 95% 
CI為 -0.011 ~ 0.024，包括 0，未達到 p < 
.05，表示沒有中介效果，而且總效果與
直接效果的 95% CI內都不包含 0，其直
接效果為 .114，表示學生家庭社經地位無
法透過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提

升效果。

若其他背景變項一起納入分析，而

以英語學習時間對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

習成就的間接效果的 95% CI 為 0.001 ~ 
0.031，不包括 0，代表達到 p < .05，也
就是有中介效果，且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內都不包含 0，也就是具有部分

表 8 
國中生背景因素對英語學習焦慮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

參數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模式 1
常數 -.16 .17 -0.95 .344 -0.500 0.175
男性 -.15** .08 -2.03 .043 -0.304 -0.005
市區 .29 .18 -1.62 .107 -0.061 0.632
偏遠 .15 .18 -0.84 .404 -0.207 0.512
社經地位 -.03 .05 -0.66 .507 -0.117 0.058
學習英語時間 -.07 .04 -1.78 .076 -0.147 0.007
補習英語時間 -.20** .04 -4.79 < .001 -0.281 -0.118

F 值 5.85**

最大 VIF 3.98
Adjusted-R2 .05

註：LLCI：lower confidence interval levels（信賴區間下限）；ULCI：upper confidence interval levels（信賴區間上限）。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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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國中生背景因素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成就影響之迴歸分析結果

參數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模式 2
常數 -.42** .14 -2.94 .003 -0.692 -0.137
男性 -.17** .06 -2.72 .007 -0.293 -0.047
市區 .61** .15 4.18 < .001 0.321 0.891
偏遠 .05 .15 0.30 .765 -0.250 0.340
社經地位 .12** .04 3.27 .001 0.048 0.191
學習英語時間 .12** .03 3.58 < .001 0.052 0.179
補習英語時間 .34** .03 10.02 < .001 0.275 0.410
F 值 63.43**

最大 VIF 3.98
Adjusted-R2 .37

模式 3
常數 -.45** .14 -3.25 .001 -0.716 -0.177
男性 -.20** .06 -3.28 .001 -0.320 -0.080
市區 .66** .14 4.69 < .001 0.385 0.939
偏遠 .08 .15 0.51 .609 -0.212 0.362
社經地位 .11** .04 3.20 .001 0.044 0.184
學習英語時間 .10** .03 3.24 .001 0.040 0.163
補習英語時間 .30** .03 8.98 < .001 0.237 0.370
英語學習焦慮 -.20** .03 -6.28 < .001 -0.256 -0.134
F 值 63.18**

最大 VIF 3.88
Adjusted-R2 .40

註：LLCI：lower confidence interval levels（信賴區間下限）；ULCI：upper confidence interval levels（信賴區間上限）。
**p < .01。

表 10 
國中生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成就影響之拔靴法效果值檢定

自變項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p 值 LLCI ULCI
家庭社經地位

總效果 .12 .04 3.27 .001 0.048 0.191
直接效果 .11 .04 3.20 .001 0.044 0.184
間接效果 .01 .01 -0.011 0.024

英語學習時間

總效果 .12 .03 3.58 < .001 0.052 0.179
直接效果 .10 .03 3.24 .001 0.040 0.163
間接效果 .01 .01 0.001 0.031

補習英語時間

總效果 .34 .03 10.02 < .001 0.275 0.410
直接效果 .30 .03 8.98 < .001 0.237 0.370
間接效果 .04 .01 0.023 0.064

註：LLCI：lower confidence interval levels（信賴區間下限）；ULCI：upper confidence interval levels（信賴區間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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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果，其效果值為 .014，表示學生英
語學習時間愈長，英語學習焦慮愈低，並

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提升效果。

此外若其他背景變項一起納入分析，

而以校外補習英語時間對英語學習焦慮對

英語學習成就間接效果的 95% CI為 0.023 
~ 0.064，不包括 0，達到 p < .05，表示有
中介效果，且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內都不包含 0，代表有部分中介效果。
其效果為 .039，表示學生校外補習學習時
間愈長，英語學習焦慮愈低，並對英語學

習成就提升效果。

三、綜合討論

如何提高國中學生英語學習成就與降

低學習焦慮呢？是一個教學現場很重視的

問題。本研究建構一個澎湖縣九年級生背

景因素、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的

模式進行探討，尤其針對學生學習英語過

程常會產生的學習焦慮視為中介因素納入

討論。這與很多研究僅以學生家庭背景、

學生特質或學校教學因素直接對學習成

就分析截然不同。現有文獻指出，英語學

習焦慮愈高，對於英語學習成就有不良影

響。然而本研究將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社

經地位、學生學習英語時間與校外補習英

語時間多寡，透過原本可能會讓英語學習

成就下降的英語學習焦慮列為中介變項進

行分析，除了社經地位之外，另外兩個背

景變項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提升效果，這與

現有研究有很大的差異。

本研究以調查研究法蒐集學生的英語

學習焦慮，搭配了英語學習成就以標準化

測驗的國中會考成績具有客觀性與可比較

性，是現有研究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相當

欠缺的。一般認為，學生英語學習焦慮會

比較高，尤其是九年級生面臨升學，英語

學習一定會很焦慮。然而本研究發現，澎

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並沒有很高，

英語學習成就在基礎以上，學生的背景因

素加上英語學習焦慮，反而提高英語學習

成就。

當然本研究結果發現與現有文獻及文

化資本理論論點很多相同，例如學生校外

補習時間愈多、社經地位愈高，英語學習

成就較高，同時在英語補習時間與英語學

習時間愈長，學生在溝通焦慮、測試焦慮

與英語課程焦慮都明顯較低；男生對英語

課程焦慮比女生高，而女生英語學習成就

明顯高於男生，馬公市區的學生英語學習

成就明顯高於偏遠地區。

很重要的是，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

學習焦慮有兩個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成就

之間，透過拔靴法檢定顯示具有部分中介

效果。它代表雖然學生在學習英語會有學

習焦慮，但是學生背景變項透過學習焦慮

為中介變項，對英語學習成就仍有提升效

果。針對結果討論如下。

（一）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情形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澎湖縣九年級生

的英語學習焦慮不高，與 Kao與 Craigie
（2010）的研究結果相符，不過她的研
究以臺灣本島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不是

離島地區的九年級生。雖然樣本的年齡不

同，但也代表澎湖縣九年級生的學習焦慮

若愈高，對於英語學習表現有負面效果。

本研究結果也發現，澎湖縣九年級生的英

語學習焦慮在四等第計分，接近平均數

2.5分，換句話說，學生在英語學習過程
中，某種程度還是有英語學習焦慮。除了

學生應瞭解自己的學習焦慮之外，英語教

師應正視英語學習焦慮問題，適時提供學

生正向回饋，建立正向學習環境與氣氛，

讓英語學習焦慮不會影響英語學習成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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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二）背景變項對英語學習焦慮影響的討

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男生英語課程焦慮

較女生高，這與洪美玉（2012）、張琬
喬（2012）的研究結果相同，接受 H1a。

可能是多數女學生語言發展較男學生表現

好，因此男學生對英語課程較易感受壓

力，對英語課程容易產生焦慮。女生在英

語溝通焦慮比男生高，與 Dordinejad 與
Ahmadabad（2014）的研究結果相同，表
示女學生運用英語溝通時，承受較大焦慮

感。推論原因是女生較在意他人眼光，溝

通時對於語言使用較謹慎，容易導致溝通

焦慮，因此接受 H1b。性別在測驗焦慮與

負面評價焦慮並未達到顯著水準，因此拒

絕 H1c與 H1d。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所在地區對英

語學習焦慮各面向都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

準，代表澎湖縣學生英語學習焦慮不因地

域差異而有差別，拒絕 H2a、H2b、H2c 與

H2d。可能是澎湖縣國中生的升學壓力並

不會比臺灣本島感受的高，僅有一所馬公

高中及一所馬公高職，所以學習焦慮並不

高。還有可能是，學生對於英語學習早已

沒有興趣，或早已成為學生學習困難的科

目，所以到國三畢業前已經感受不到英語

學習焦慮了。

本研究結果發現，英語學習時間愈

長，溝通焦慮愈低，這與洪美玉（2012）、
徐玉婷（2004）的研究結果相同，接受
H3b。可能是澎湖縣國中生如果從小學習

英語，對英語熟悉度會逐漸提高，在語言

使用較自然，導致溝通焦慮情形較低。然

而在英語課程焦慮、測驗焦慮及負面評

價焦慮都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拒絕

H3a、H3c與 H3d。

本研究結果發現，校外補習英語時間

愈多，英語課程焦慮愈低，接受 H4a。可

能原因是學生補習英語時間拉長，接觸英

語時間較久，較熟悉英語，自然對英語課

程不會感到緊張。換言之，澎湖縣九年級

生若沒有校外補習英語，對英語課程承受

較大英語學習焦慮。校外補習英語時間愈

多，溝通焦慮愈低，接受 H4b。可能是在

補習班接受過類似溝通訓練，溝通訓練時

間較久，具有複習效果，降低焦慮感。校

外補習英語時間愈多，測驗焦慮愈低，這

與徐玉婷（2004）研究結果相同，接受
H4c。可能是學生在補習班已接受過練習，

對於測驗題型熟悉度高，較適應測驗形

式，英語測試焦慮較低。校外補習英語時

間愈多，負面評價焦慮愈少，接受 H4d。

推論可能與學生在補習班有學習、運用英

語機會，因此對自我較有自信，不會擔心

自己犯錯，而遭他人評論。

在社經地位方面，僅有中社經地位

學生課程焦慮明顯高於高社經地位，這與

Yunus與Murat（2016）、Masoud（2011）
的研究結果接近，接受 H5a。其他組別沒

有明顯差異，代表高低社經地位家庭的

學生學習焦慮沒有明顯不同，拒絕 H5b、

H5c、H5d，這與 Jin（2016）的研究發現
一致。可能是澎湖縣國中生升學壓力並不

大，整體英語學習焦慮不高，家庭社經地

位在英語學習焦慮的差異影響有限。還

有可能是，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早已經

放棄英語學習，所以也不會感受到學習焦

慮。

（三）背景變項與英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

習成就影響的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女生英語學習成就

明顯高於男生，與張琬喬（2012）的研
究結果一致，可能是女生比起男生更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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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課業表現，接受 H6。學校所在地區愈

市區，英語學習成就愈好，接受 H7。市

區學校學生英語學習成就較特偏學校高，

但偏遠學校英語學習成就高於特偏學校並

沒有明顯差異，表示偏遠地區與特偏地區

的學生相差不遠。可能是國中階段的英語

課程內容加深加廣，容易加重學生學習挫

折感，學習成就差距會拉大。如果學生愈

早學習英語，英語學習時間就會愈多，英

語學習成就愈好，接受 H8。語言學習需

要長時間學習，不可能一蹴可幾，若英語

學習時間愈長，尤其在國三之前就有較多

的學習時間，有良好表現可能性較高。校

外補習英語時間愈多，英語學習成就愈

好，接受 H9，與張芳全（2009）的研究
結果一致。可能是除了在學校進行英語課

程之外，每週在校外補習課程亦針對類似

主題、課程做複習或預習，有了長時間接

觸，自然對英語學習成就有幫助。本研究

結果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英語學習

成就愈好，接受 H10，這與很多現有文獻

一致，例如與張芳全的研究發現一樣。家

庭社經地位較高，可以提供的家庭教育資

源較多，因此能幫助學生學業表現提升，

這支持社會階層理論與文化資本理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如表 5，英語課程焦
慮愈高，英語學習成就愈低，接受 H11a，

與 Mohd等人（2013）的研究發現一致。
雖然 Mohd等人的研究以資優生為樣本，
無法與九年級生來類比，但可以肯定的

是，學習焦慮對於一般生與資優生都可能

在英語學習表現有明顯影響，當學生英

語學習焦慮愈高，英語學習成就愈低。

而溝通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為顯著負相

關，接受 H11b，代表愈不敢與他人運用英

語溝通，英語學習成就愈低。在英語測

驗焦慮與英語學習成為顯著負相關，與

Gursoy 與 Arman（2016）的研究結果一

致，接受 H11c。負面評價焦慮與英語學習

成就亦為顯著負相關，與 Dordinejad 與
Ahmadabad（2014）研究結果相同，接受
H11d。學生整體英語學習焦慮愈高，英語

學習成就愈低，與 Çakici（2016）的研究
發現一致，接受 H11，這說明了英語學習

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表現有關聯，英語學

習焦慮是英語學習成就的關鍵因素。

綜合上述，澎湖縣國中生的英語學

習成就與性別、學校所在地、英語學習時

間、校外英語補習時間及英語學習焦慮有

關。可見，教學者除了注重學習者的課堂

表現外，也要瞭解外在因素，針對不同背

景因材施教，才能有效提升學習者的學習

成就。

（四）英語學習焦慮在背景變項與學習成

就之間中介效果的討論

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在背景

變項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是否具中介效果

呢？Baron與Kenny（1986）為人批評的是，
在判定中介變項的條件沒有統計檢定，所

以其準確性受質疑。近年來拔靴法改善

了中介效果檢定方法，提高中介效果判斷

的準確度。本研究採用拔靴法檢定發現，

學生英語學習焦慮在家庭社經地位與英

語學習成就之間沒有中介效果存在，拒絕

H12，代表學生英語學習成就由家庭社經

地位直接影響。然而學生學習時間與校外

補習時間透過英語學習焦慮為中介變項對

英語學習成就的間接效果的 95% CI，不
包括 0，且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的 95% CI
內都不包含 0，代表有部分中介效果，接
受 H13、H14，其中英語學習時間與校外補

習英語時間的中介效果各為 .014與 .039。
這說明了，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時間

與校外補習英語時間都透過英語學習焦慮

提升英語學習成就。此外，單以英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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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對英語學習成就是負向影響，然而

如果學生英語學習時間與校外補習時間透

過英語學習焦慮，是可以提高英語學習成

就，尤其是學生英語學習時間愈長，英語

學習成就提升的效應量高。整體來說，澎

湖縣國中生的英語學習焦慮在英語學習時

間與校外補習英語時間與英語學習成就之

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而英語學習焦慮在

家庭社經地位與英語學習成就之間則不具

有中介效果。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澎湖縣九年級生整體上沒有很高的

英語學習焦慮，但以溝通焦慮與測

驗焦慮較高，英語課程焦慮與負面

評價焦慮略低；而學生英語學習成

就達基礎標準

本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九年級生英

語學習焦慮低於平均值，也就是學習焦慮

不算高，可見澎湖縣學生對英語不抱持擔

憂及害怕，對於學生英語學習是好現象。

然而在四個英語學習焦慮面向中，學生在

使用語言時，溝通焦慮及測驗焦慮較高。

若將英語學習成就分為精熟、基礎、待加

強等級，澎湖縣九年級學生英語學習成就

達基礎以上之程度，可知澎湖縣九年級生

英語學習成就在基礎之上。

（二）澎湖縣國三男生英語課程焦慮高於

女生，女生溝通焦慮及英語學習成

就高於男生；家庭社經地位愈低與

學校所在地愈偏遠，學生英語學習

成就愈差

本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男性九年

級生英語課程焦慮高於女性；但女生溝通

焦慮高於男性。女性英語學習成就較男性

高。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英語學習成就較

高。就讀位於市區學校的學生，英語學習

成就較特偏學校高，而偏鄉學校學生英語

學習成就與特偏學校沒有明顯差異。顯示

澎湖縣國中生所就讀學校所在位置與英語

學習成就有明顯差異。

（三）澎湖縣九年級生校外英語補習時間

明顯影響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

成就；英語學習時間對英語學習成

就有助益

本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九年級生

校外英語補習時間較多，英語學習焦慮較

低；若校外英語補習時間較少，則學生英

語學習焦慮較高。若學生參加校外補習時

間愈長，其英語學習成就愈高。九年級生

英語學習時間愈長，英語學習成就愈高；

反之，若學生英語學習時間較短，英語學

習成就較低。由此可知，澎湖縣家長提早

讓學生接受英語課程，對國中階段英語學

習成就有正面影響。

（四） 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愈

高，英語學習成就愈低

本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九年級生英

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成就有預測力。當

學生英語學習焦慮較低，英語學習成就較

高；若英語學習焦慮愈高，英語學習成就

較低。可知，澎湖縣九年級生的英語學習

焦慮可以影響英語學習成就。

（五 ) 澎湖縣九年級生的英語學習時間與

校外補習英語時間透過英語學習焦

慮影響學習成就產生部分中介效

果，家庭社經地位則否

本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九年級生的

英語學習時間與校外補習英語時間透過英

語學習焦慮對英語學習成就產生部分中介

效果，而家庭社經地位則僅有直接效果，

也就是會直接影響英語學習成就。上述兩

個背景變項減緩英語學習焦慮，提高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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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習成就。也就是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

學習時間與校外補習英語時間愈多，減緩

了英語學習焦慮，進而提高了英語學習成

就。

二、建議

（一）對澎湖縣九年級生

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不高，

學生應正視自我的溝通焦慮與測驗焦慮。

學習語言的最終目的是有效的溝通，在溝

通及語言使用部分，學生應多加練習，透

過練習增進自我信心，以降低英語學習焦

慮。當然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成就雖

達基礎標準，但只略高於基礎標準，建

議學生在閒暇之餘多接觸英語書籍，藉由

閱讀自我感興趣的學習主題，順勢學習英

語，來幫助提升英語學習成就。

（二）對澎湖縣國中與英語教師

本研究結果指出，九年級生英語學

習焦慮對英語學習成就有預測力，因此現

場教師在教學情境下，應營造友善學習環

境，鼓勵學生多在課堂中使用英語，藉由

練習降低溝通焦慮，且教師更正學生英

語使用錯誤時，應考量語言使用目的，不

是單一方式的針對文法錯誤進行修正，相

對的，應該以日常語言使用為目標。學生

背景因素影響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

就。教師教學應考量學生個人因素，不宜

以單一標準套用在每位學生，影響學生對

英語的接受度，增加學生英語學習焦慮，

進而影響英語學習成就。簡言之，教師應

採用差異化教學，在教材難易度，依照學

生特性給予不同任務。英語教師推動合作

學習，在語言學習中加入人際互動策略，

降低學生交際時或英語對話時的害怕緊張

感，有效凝聚班級學習氣氛，降低學習落

後學生學習焦慮。教師在課程與學生互動

應採鼓勵與支持態度，提供學生正向回

饋，使學生學習焦慮降到最低。教師塑造

無壓力學習環境，讓學生勇於表達意見與

回答問題；避免使用負面言語評價學生課

堂表現。建議學校及英語教師對家庭社經

地位較低的學生，應多給與英語學習鼓勵

與肯定，瞭解他們的學習需求，學校若能

對這些學生進行課後補救英語教學，或者

英語教師在進行英語授課時，宜運用活潑

化及生活化的活動，引導他們學習，提高

他們的英語學習動力。

（三）對澎湖縣家長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社經地位對

學生英語課程焦慮為負向的顯著關係。家

庭社經地位對溝通焦慮、測驗焦慮及負面

評價焦慮沒有明顯影響，然而家庭社經地

位對英語學習成就有明顯的影響。尤其結

論指出，澎湖縣家長提早讓學生接受英語

課程，對國中階段英語學習成就有正面助

益。這表示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英語學習

焦慮及英語學習成就相當重要，家庭社經

地位會伴隨豐富教育資源，使學生在學習

過程遇到困難，也能運用資源來克服，提

升英語學習成就。然而本研究不是鼓勵家

長提早給學生補習英語，尤其弱勢家庭沒

有更多費用讓子女補習，因此從上述來

看，低社會家庭的家長應多元找尋教育資

源，包括給子女英語圖書、陪伴、陪讀或

學校提供課後學習機會與資源等來幫助子

女學習英語，以提高其英語學習成就。

（四）未來研究

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納入學生

在校學期成績當作英語學習成就資料，可

以比較會考成績與學校成績的差異。研究

中發現，研究工具有反向題，九年級生

易亂填，建議未來研究減少反向題。本研

究以探討澎湖縣九年級生英語學習焦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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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成就，背景變項僅探討性別、

學校所在地區、英語學習時間、校外補

習時間、家庭社經地位，而預測九年級生

英語學習焦慮與英語學習成就的變項可能

不止於此，未來不僅可以納入英語學習

有關變項，而且還要以縱貫研究，更能完

整掌握澎湖縣國中生英語學習表現。同

時 Horwitz等人（1986）提出之外語學習
焦慮量表所探討的對象與環境皆為網路世

代之前的課堂學習面向，如今網路世代學

生的語言學習焦慮與 30年前的學習焦慮
有明顯差別，焦慮來源不限於課堂學習，

而是更多元的學習環境與資源，包括網路

及媒體等，未來研究學習焦慮宜把網路及

相關的學習環境所造成的焦慮一併納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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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設計一套符合遠距課輔的自編教材，同時探究此教材對學生英語

的口語焦慮、英語口語能力、學習態度的影響。受試者為 15位臺南偏遠國中學生
以及 15位來自該區的大學生，雙方於「數位學伴線上課後輔導服務」進行配對。
本研究於 2017年第一學期執行，大學伴持續了為期 11週、每次 90分鐘的教學。
研究者編製了四個和國中當地相關聯題材的單元，並依據研究者所規劃的教學綱

要，和 15位大學伴共同發展兩個不同主題的單元。研究開始及結束後，均對小學
伴進行自編英語口說成就測驗，並實施英語口語焦慮和英語態度之前後測。在全

部課程結束後，亦對小學伴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與文件分析。本研究採用受試者前

後測相依樣本 t檢定，結果發現遠距課輔教學並未降低小學伴之英語口語焦慮，但
有助於提升英語口語能力及學習態度。本研究另根據訪談結果提出在國中教學與

教材發展上的建議。

關鍵詞：網路課業輔導、遠距課輔教學、口語焦慮、口語能力、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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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suitable materials for synchronous distance 
teaching an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n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anxiety, speaking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attitude. The participants were 15 students from a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nan and 15 college tutors from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hat area.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college students paired-up in the Online Tutoring 
for After-School Learning Project. The students and college tutors met for 90 minutes 
every week, over 11 weeks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2017. 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four 
lessons based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geographic region and the junior high school. 
Two additional lessons were developed by the 15 college tutors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established by the researcher. The effects of e-tutoring on English speaking 
anxiety and learning attitude were measured by pre- and post-tests. In addition, students’ 
speaking performance was measured by a self-developed speaking test before and after 
the program, respectivel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es were also 
used as qualitative data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articipants’ perceptions about 
the distance learning program. This study adopted paired sample t-tests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students’ speaking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attitudes had positive improvement, while the students’ speaking anxiety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fore and after they took part in the project.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vides pedagogical suggestions to middle schools for 
developing suitable course materials.

Keywords: e-tutoring, synchronous distance teaching, speaking anxiety, speaking performance, 
learn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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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情況下，學生更是無法習得或改善

自己的口語技能，進而產生英語口語學習

的焦慮（Horwitz, Horwitz, & Cope, 1986; 
MacIntyre & Gardner, 1991）。是故，英
語口語焦慮是教學者需要注意的面向，也

是本研究欲探討的重點。

另外，英語的學習要有成效，必須瞭

解英語的學習因素。其中，內在因素包括

學習者的動機、態度以及習慣等都會主導

學生對英語的學習效果。由於不同的教材

內容將會影響學生學習意願和其學習成效

（莊謙本、黃議正、沈家伃，2011），
因此教學者對於教材的設計須依據學生的

能力、程度和學習經驗等條件來編製，以

更能符合學生的需求。但因為班上是統一

課本統一進度，學生常對現行的教材興趣

缺缺。所以，教學者能配合學生的興趣自

編教材，至為重要。有鑑於此，本研究以

國中七、八年級的學生為對象，設計課輔

的上課教材。其內容不僅結合校本特色以

及在地的人文風情，單元內容更是以生活

化、生動化以及實用化為導向。此教材提

供學習者一個具有挑戰性且與學習者切身

相關的學習情境，讓學生置身其中以建立

其自信心，學生可能因成就感的滿足而對

學習產生真正的興趣。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科技

媒體的興起，促使現今科技融入教學的普

及化。資訊科技輔以教學和學習的進行，

不但提供教學者豐富、便捷的資源，更為

學生創造許多學習的機會，成為傳遞訊息

和解決學習的有效工具。資訊科技也可幫

助學生聚焦專注力並改善他們學習的品質

（Graf, 1995），偏鄉、地處偏遠地帶或
教育資源的匱乏也可因網際網路的媒介，

獲得更多學習資源（李月碧、何榮桂，

2011；Macintyre & Macdonald, 2011）。
故教育部自 2006年開始推動「偏鄉地區

壹、緒論

現今不論是在教育、經濟、文化、商

業等方面，英語是人們共同溝通的語言，

也是傳達語言訊息中最頻繁使用的媒介之

一。到 2017年英語作為母語及官方語言
的人口超過 10億，僅次於華語（Simons 
& Fennig, 2017），英語也是世界上最廣
泛被使用的國際通用語言之一（Graddol, 
2006）。因為英語的重要性，讓許多國家
將英語列為國內教育的重要科目，學生需

學習英語以因應未來的需要。

在臺灣，教育部自 94學年度起開始，
將國小英語教學全國同步向下延伸至三年

級實施。雖然學生普遍能學習英文的基本

知識，但是臺灣的英語教學過於強調文

法、時態、句型或結構的正確性，疏於加

強學生於英語口語的訓練。再者，國中教

育會考題型包含聽力與閱讀兩個部分，在

升學主義掛帥的情況下，老師在英語教學

的過程中，大多以閱讀和聽力方面為主軸

進行教材設計與教學。從臺灣整體的考試

體制而言，並沒有英語口說測驗。縱使

學生在考試方面獲得高分，實際遇到口說

情境時，其應用英語的能力卻難以學以致

用。這也造就了本國學生從國小到大學都

在學習英語，多數學生卻不敢開口說英語

的怪現象（陳超明，2010）。

研究者先前在國中教學的經驗也發

現，在課堂上學生往往因害怕發音、語調

或文法的不準確以及擔憂在團體面前受到

他人或老師的評價，產生緊張、不安的負

面情緒，進而導致學生不敢用英語表達

自己的想法或意見。低成就學生更會因為

聽不懂或怕被同儕嘲笑、老師評論，而有

所畏懼、膽怯於眾人面前開口說英語。

一旦學生缺乏長期的口頭練習，加上出

了學校或教室就很少有機會能夠使用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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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網路課業輔導計畫」（教育部，無

日期），藉由遠距教學的方式，使用電腦、

網路和視訊設備，由大專院校的學生對偏

遠地區之國民中小學的學生進行學科的課

業教學與輔導。教育部（無日期）希望透

過此計畫的推行，能夠提升偏遠地區學生

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並促進均等的學

習機會以及當地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

教育部並期許大專院校的學生（大學伴）

對社會投入更多的關懷，為服務學習注入

更多的心力和貢獻。

處於文化不利或偏遠地區的學生因

為外在環境的不便利，無法像城市中的學

生獲得豐富且多元的學習機會。因此，遠

距教學的方式對於學生的學習可能是有助

益的。教學者得以利用平臺上的文字、

圖像、影像或聲音等，呈現多元的教學

方式以幫助學生獲得個別化教學，提供

學生自主的學習機會（曾信達、蘇淑英，

2013）。不同於以往課堂上沉悶的學習
氣氛，一對一的即時同步教學打破以往傳

統教學的模式，創造出活絡的上課氛圍。

其特色就是無緊迫盯人的學習進度以及無

同儕和教師所施予的壓力。陳怡文與林麗

娟（2014）、Kao（2010）以及 Cheng、
Liu、Ko與 Lin（2007）發現數位學伴對
學生學習態度、氣氛與師生關係都有正向

的改善。不過，在英語遠距教學的平臺

上，教師除了能依照學生的程度調整其學

習內容外，更重要的是能依據學生所需，

彌補在課堂上不足的英語口語練習。若是

能藉由大學伴和小學伴的交流討論，可給

予小學伴適當的學習刺激以減低其學習焦

慮，進而循序漸進的習得口說的技能以提

升成就表現（Young, 1991）。由於過往
針對口語能力的研究較為不足，故本研究

希望藉由較為嚴謹的教學實驗與評量工具

來探究文化不利地區學生之口語能力及學

習態度之情形。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

目的有二：

一、 設計適合偏鄉國中使用之遠距課輔教
材。

二、 瞭解使用自編教材的遠距課輔對小學
伴英語口語焦慮、英語口語能力及學

習態度的影響。

本研究之對立假設如下：

H1： 英語口語焦慮之後測平均分數顯著小
於前測分數。

H2： 英語口語能力學習成效之後測平均分
數顯著大於前測分數。

H3： 英語學習態度之後測平均分數顯著大
於前測分數。

貳、文獻探討

一、英語口語焦慮

在英語的學習過程中，相較於屬於

知覺性技能的聽力和閱讀，產出性技能的

寫作和口說常使學習者感到困難，也易引

發英語學習焦慮（MacIntyre & Gardner, 
1991）。我國學生長期以來以考試為導
向的英語學習，在課堂上較為疏於練習口

說；再加上在臺灣學生很少能接觸到真

切英語的生活情境，或和外國人互動的機

會。因此，學生更容易在心理上或生理上

感到緊張、不安、恐懼等。國內外不少

研究針對改善英語溝通焦慮提出各種建

議方案，Foss（1982）在溝通焦慮的研究
中，與 22所大專院校合作並提供許多降
低學生溝通焦慮的課程、方法和技巧等資

源。研究發現自信心的加強訓練、社會技

巧和溝通技巧的訓練，都可有效降低溝

通焦慮。Hamzaoğlu 與 Koçoğlu（2016）
以 30位九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



遠距課輔教學對提升國中生英語口語學習之成效 39

學生使用 podcasts 在其英語口語焦慮和
口語能力的影響，為期 12週。研究發現
使用 podcasts 實驗組的學生英語口語能
力不僅提升，口語焦慮更降低許多。在臺

灣，呂佳玲（2017）以 35名國中九年級
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以網路影音平

臺 VoiceThread實施合作學習策略於國中
英語口說學習之影響，為期 11週。研究
發現學生藉由 VoiceThread平臺進行英語
口說練習不僅增加其學習的信心程度、降

低焦慮，更提升其英語口說能力。黃平佩

（2017）以國中八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
象，進行八堂課的實驗教學，研究發現線

上口說訓練課程確實能協助學生減少英語

口說的焦慮感，但同儕之間口說練習的方

式對於降低學生口說焦慮感的效果則不明

顯。歸納上述研究，遠距教學有別於一般

實體課室的教學環境，具有互動性、即時

性和符合個人需求的特性，能提供學生便

利、真實、豐富的學習情境。進而建立學

習者的自信心並增強其勇於開口說英語的

機會。

二、英語口語能力

對於非英語系國家的學生而言，口

語表達能力成效不彰是由於聽與說的練

習不足（Cheon, 2003; Tsou, 2005）。然
而，近年來，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迅速

發展提供學習者多種學習的機會和資源，

Higgins（1995）指出電腦科技應用於語
言技能的學習愈來愈蓬勃發展。Satar與
Özdener（2008）研究發現運用兩個電腦
輔助語言學習的即時溝通工具，即訊息對

談（text chat）和語音對談（voice chat）
能提高學生的口語能力。Chiu、Liou 與
Yeh（2007）研究發現學生使用英文口說
系統能增加其英語口語練習的機會，也能

改善學生的口語能力。黃平佩（2017）研

究發現線上英語口說訓練課程確實有助於

提升學生整體的口說成效，但對於口說正

確性的效果則不明顯。基於上述文獻得知

過去臺灣的研究較多採用非即時性的溝通

工具並針對高中職學生或大學生，鮮少探

究同步遠距課輔教學對中學生口語能力的

影響。因此，本研究擬設計與國中生相關

的生活經驗教材，並融入遠距課輔教學，

以提升其英語口語能力。

三、學習態度

Gardner與 Lambert（1972）認為外語
的態度即是對外語學習的喜愛或反對，學

習者認同於某一特定語言的文化或社會。

學習者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對教材、環

境、教師和同儕等所抱持的態度，都會影

響其學習的表現。正向的語言態度使學習

者在學習英語時有正向的目標（Rahimi & 
Yadollahi, 2011）。Zeinivand、Azizifar
與 Gowhary（2015）研究發現學生的學習
態度是引發學習者學習英語的重要因素，

且學習態度會影響英語的口說表現。劉旨

峰（2014）以北二區各大學和偏鄉學校之
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計畫為研究對象，

探討遠距教育科技運用於課業輔導的學習

成效。研究發現小學伴在參加線上英語課

輔之後，因為有大學伴的教導和陪伴，不

僅增加小學伴對英語的興趣，同時也提升

小學伴英語的學習態度。黃瓊葦（2015）
以 10位大學伴和 10位偏鄉的小學伴為研
究對象，進行一學期每週二次的英語線上

課業輔導。其研究結果發現小學伴很滿意

一對一線上的課業輔導，而且小學伴的學

習態度變為較積極，在英語考試方面也有

良好的表現。

綜上所述，遠距教學平臺對於提升

學生的學習態度是有助益的，然而，遠距

教學平臺的自編教材鮮少被探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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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擬針對個案國中地方特色進行遠距

課輔教材的編製。由於六種不同的主題、

內容和在地的人文與學生的生活背景和經

驗息息相關，當學生對教材內容產生興趣

時，應會影響其學習態度和學習成效。故

本研究欲探究遠距課輔教學是否能提升學

生的學習態度並降低口說焦慮。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人員

（一）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的角色是參與者和

協助者，雖然沒有擔任教學的工作，但是

每一次都會在現場進行教學觀察、撰寫課

堂紀錄並提供大學伴在教學上或其他方面

的協助。研究者會視當天上課的情形和大

學伴的教學日誌，於課後和大學伴討論關

於上課所遇到的問題。每一次上課前，研

究者會和大學伴討論小學伴前一次上課的

學習單，並根據小學伴學習狀況、進步與

否，調整其教學內容或難易度。研究者同

時也是擔任訪談者、文件資料蒐集與資料

分析的角色。

（二）協同研究者：大學伴

本研究共有 15位大學伴，他們是南
部某所國立大學外文系一年級的學生，該

系當年度一年級學生共 55人，全部參與
外文系與國際扶輪社 3470地區合作的遠
距課輔服務學習計畫。因各中小學接受服

務時段不同，由大學伴根據其課餘時間自

由登記，再由授課教師協調分配並配對。

因此參加本實驗的大學伴並無特別篩選。

為符合教學需求，研究者在教學課程開始

的前五週，透過親自面談向每一位大學伴

說明研究之目的和內容，並用問卷的方式

來瞭解這些大學伴的基本背景、經歷與

教學經驗。另一方面，研究者向大學伴逐

一說明教材的編製方式、內容與教學方法

等，讓他們瞭解教學的目的以及原則。每

一名大學伴隨機分配一名國中生進行遠距

課輔教學。

（三）教學助教

本計畫配有一位教學助教，此助教先

前有參與一學期英語課輔，對於課輔內容

的教學、教材的設計以及教學平臺的使用

等都相當有經驗。她與研究者共同針對學

生考試進行評分。

（四）小學伴

小學伴為南部某國中七年級（11名）
及八年級（4名）的學生，共計 5位男生
和 10位女生。該校地處山區，是該鄉唯
一的國民中學。全校學生總人數僅 54人，
每年級一班。本研究執行時，該校七年級

全班共 17人，其中 2人有學習障礙，不
適以遠距方式進行學習，4人因參加該校
運動校隊，使用同一時段之課後輔導時間

進行訓練，無法參與，其餘 11位學生由
學校規劃全部參加本次教學計畫；當年度

八年級全班共 18人，因該校電腦設備有
限，無法容納全部八年級學生，因此採

自由報名方式，其中 4人選擇參加本次計
畫，其餘學生在同一時段參加其他社團活

動。該校來自單親家庭和低收入戶學生的

比例高加上地理位置偏遠，導致此文化不

利地區之中學缺乏教育資源、機會及文化

刺激。學校鼓勵學生參與遠距課輔之目的

就是希望藉由此學習模式，使小學伴與大

學伴進行英語的學習和交流以培養學生對

英語的興趣、動機和增進學習成效。

遠距課輔的執行場域包含大學裡的外

語中心電腦教室以及個案國中校內的電腦

教室。每次上課時間為 90分鐘，為期 11
週。遠距教學的軟硬體設備包含電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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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網路、鍵盤、耳機、麥克風、視訊

攝影機、Adobe Connect的遠距平臺。其
中 Adobe Connect平臺有螢幕共享、文件
共用、影片連結、繪圖功能、聊天室溝通

功能以及呈現教學PowerPoint的功能等。
為達成教學的成效，教學者和學習者須學

習適應工具的用法，亦須懂得適時的尋求

現場人員的幫助來解決遠距的問題。

二、研究工具

（一）自編英語口說成就測驗

1. 測驗編製

本測驗內容是參考教育部頒布國中

小基本 1,200字以及根據個案國中的七年
級上學期英語康軒版的教科書所編寫的

試題。測驗的部分題型則是仿照財團法

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所出版之初級英語能

力檢定（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GEPT）的口說測驗試題編製而成。初級
口說能力目標為能用英語簡單的自我介紹

以及對熟悉的話題能用簡易的英語對答。

測驗題型包含以下四個部分：測驗一開始

為「招呼語」，為引導小學伴進入口說

情境，讓受試者能用簡易英語自我介紹。

第一部分是「單字和句子」，共 16題。
第二部分為「看圖回答問題」，此大題

共 7題，分別由小學伴根據這七張圖片的
內容，回答問題。第三部分為「看圖說故

事」，此大題有四張圖片，第一張圖片為

大學伴提供學生內容的示範與引導。小學

伴再針對其他三張圖片的人物、內容、表

情、舉動或情境，用英語表達其看法或觀

點。第四部分為「回答問題」，共 4題，
小學伴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或平常習慣，

用英語回答問題。英語口說成就測驗題型

設計與所對應之測驗目標如表 1所示。

2. 評量標準與計分方式

本研究參考 GEPT初級口說部分題型
評分的標準，每一大題的級分為 0 ~ 5分。
招呼語不列入分數計算。第一部分題型

「單字和句子」的評分項目為發音、語調

以及流暢度。第一部分單字和句子的總分

各為 40分，共 80分。第二部分題型「看
圖回答問題」和第四部分題型「回答問

題」的評分項目為字彙、文法和句子結構

正確性、適切性與流暢度與否。第二部分

題型「看圖回答問題」的總分為 35分，
第四部分「回答問題」總分為 20分。第
三部分題型「看圖說故事」的評分項目與

第二、四部分類似，主要評量學生是否能

用完整語句表達圖片的人、事、物或情

境，以及是否有文法、句子結構上的錯

誤，是否有不當停頓而造成表達不流利與

理解上的困難。第三部分的總分共 15分。
各部分的評分標準如表 2所示。

3. 英語口說成就測驗之審核和評分

本研究將口說測驗編擬完成後，請兩

位大學裡的指導教授進行檢核和審題。研

究者另分別找尋四位就讀於臺北市和新北

表 1 
英語口說成就測驗題型設計與所對應之測驗目標

題型 測驗目標

單字和句子 評量學生發音、語調之準確性和流暢度的能力。

看圖回答問題 以問題引導學生使用不同字彙、時態、句型表達完整語句和正確的文法結構。

看圖說故事 以圖片引導學生使用不同字彙、時態、片語、句型表達完整語句和正確的文法結構。

回答問題 評量學生是否能用英語表達自身經驗和生活習慣相關的問題，以及評量學生的溝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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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郊區學校的學生進行試題的預試，以確

保試題的難易度和適切度。最後研究者與

教學助教共同評量學生前、後測英語口說

成就測驗的表現。

（二）英語學習狀況問卷

本問卷包含兩個分量表，分別是「英

語口語焦慮量表」、「英語學習態度量

表」。前者改編自徐玉婷（2004）的「英
語焦慮量表」，而後者則係參考李佳容

（1999）的「英語學習態度量表」進行改

編。每個量表各有 7題，每題作答為李克

特式四點量表，從「完全符合」（4分）

到「完全不符合」（1分）。各量表得分

越高，表示其英語口語焦慮的程度愈高，

或學習態度愈正向。

三、教材設計與內容

（一）教材設計理念

本研究的教材原型取材自 2016年個

案國中學生和該大學「全球化與人文關

表 2 
英語口說成就測驗各部分題型的評量標準

題型 級分 說明

第一部分題型「單字和句子」 5 發音、語調完全正確，表達流暢。

4 發音、語調大致正確，表達尚稱流暢。

3 發音、語調時有錯誤，時有停頓，但仍可理解。

2 發音、語調常有錯誤，影響聽者的理解。說話速度慢，時常
停頓。

1 發音、語調錯誤甚多，不當停頓甚多，聽者難以理解。

0 未答或等同未答。

第二部分題型「看圖回答問題」
和第四部分題型「回答問題」

5 能使用完整語句表達內容且符合題目要求，文法及句子結構
正確無誤。

4 表達內容大致符合題目要求，文法及句子結構大致正確，且
表達大致流暢。

3 表達內容多不可解，文法及句子結構常有錯誤，且表達尚未
能流暢應用。

2 用單字或片段語句表達內容，且發音正確，但文法錯誤多，
不當停頓甚多，尚可理解。

1 用單字表達且幾乎無句型、文法。

0 未回答或表達內容完全不符合題目要求。

第三部分題型「看圖說故事」 5 表達內容詳盡並符合圖片、情境之敘述，能用完整句子正確
表達且文法及句子結構正確無誤。

4 能用句子表達，內容大致符合圖片敘述，文法和句子結構大
致正確，表達尚未能流暢應用。

3 能用句子表達，內容尚符合圖片，但敘述過於簡短或句子不
易理解，文法及句子結構常有錯誤。

2 用片語或不完整句子表達圖片，內容難以理解，文法及句子
結構錯誤多，不當停頓甚多。

1 僅用單字表達圖片敘述且無句型語法可言，且難以理解其敘
述內容。

0 未回答或表達內容完全不符合圖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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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偏鄉服務學習課程的國際生所共創

的 e-book（如圖 1）。該書的目標原是國
際生希望能協助偏鄉社區，將當地的農產

美食和在地文化介紹給國際訪客，來體驗

由個案國中所發展的綠色騎跡以及生態旅

遊。書中包含有介紹該鄉鎮的地理環境、

歷史、宗教、建築、節慶、景點、美食、

交通方式等。該校的首頁有雙語電子書的

連結資訊。因為撰書時國中生負責蒐集中

文資料，國際生將中文轉寫成英文，讀者

群則設定為一般英語使用者，因此該校希

望藉此次遠距教學的機會，引導該校學生

學習該書的英文內容，協助學生用簡單的

英文向國際友人介紹自己的家鄉。

原書的內容很多，使用的英文單字較

困難，並不適合直接作為國中生學習的教

材，然而因為內容是有關在地的特色，且

八年級學生就是當時參與蒐集中文資料的

成員，因此學生對內容並不陌生，然需要

重新編排選擇能配合學生的單字程度的主

題。因此研究者和兩位指導教授、15位
大學伴的討論後，決定將這些內容融入這

11週教學的課程內；每一個單元的內容
再適當地加入文字、圖片、歌曲、影音等

以進一步提升小學伴的學習興趣。透過此

教材的設計，研究者主要希望能培養小學

伴學習英語的興趣，提升學習態度；並期

望小學伴能以英語進行溝通並培養其英語

口說能力，進而增加小學伴的自信心和練

習的機會以降低對英語的口語焦慮。

（二）教材內容

教材內容分別有運動、射箭、登山、

攀岩、自行車以及美食共六種主題。每一

週的單元內容如表 3所示。

運動、射箭、登山、攀岩、自行車以

及美食，這六種單元的內容包含以下六部

分的學習重點，單元之學習重點和學習表

現如表 4。學習表現是參考教育部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英語文）課程綱

要之內容。

圖 1　個案國中旅遊指南單元之內容範例

資料來源：臺南市立左鎮國民中學與國立成功大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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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討使用自編課輔教材在

遠距課輔教學對學生英語口語焦慮、英語

口語能力與學習態度的成效，使用 SPSS 

19版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的統計

與分析，每個檢定的顯著水準設為 .05。

本研究以量化分析為主，輔以質性文字資

料。茲說明如下。

（一）量化分析

本研究的量化資料為英語口語成就

測驗前、後測分數，以及英語學習狀況問

卷包含「英語口語焦慮量表」與「英語學

習態度量表」二個量表前、後測分數。小

學伴於第一次正式上課時先進行英語成就

測驗試題及英語學習狀況問卷的前測，11
週課程結束後再接受同一份英語成就測驗

試題和學習狀況問卷的後測。本研究採用

相依樣本 t檢定比較小學伴前、後測成績
以說明小學伴成績的變化情形，作為實施

遠距課輔實施成效之參考。

（二）訪談分析

進行完遠距課輔教學之後，研究者針

對 15位小學伴進行半結構性訪談，主要

表 3 
每週單元內容

日期 內容

10/24 Self-introduction / Pre-test / Sport Expert
10/31 I’m a Master Archery
11/7 I’m a Master Archery 
11/14 Let’s Go Mountain Climbing 
11/21 Meet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in Zuozhen
11/28 Let’s Go Mountain Climbing / Rock Climbing 
12/5 Rock Climbing
12/19 Bicycle Adventures
12/26 Bicycle Adventures

1/2 Zuozhen Cuisine
1/9 Post-test / Zuozhen Cuisine
1/9 Post-test / Zuozhen Cuisine

表 4 
單元之學習重點和學習表現

單元內容
學習表現 
能力指標 說明

（一）招呼用語之練習 2-IV-4 能用簡單的招呼語向老師、同學打招呼。

（二）引起動機之影片 5-IV-4 能聽懂該階段的基本用語，並使用於簡易的日常溝通。

（三）引起動機之問題 5-IV-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的語句，並做適當的簡短回應。

（四）口語對話練習問題 8-IV-5 能以條列式的陳述，表達訊息內容。

（五）圖片引導字彙學習 3-IV-3 能正確讀出字彙。

（六）句型練習 2-IV-16 能以條列式的陳述，表達訊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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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的進行方式係採開放性問題，就每週

所授課的主題單元以及上課的教材內容對

個人的幫助效益與否進行瞭解。此外，小

學伴每週的學習單亦作為後續文件分析之

用以瞭解他們上課的情形和學習的狀況。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 小學伴在英語口語焦慮之前、
後測

經由 11週遠距課輔教學後，小學伴
在英語口語焦慮量表上前、後測得分之描

述性統計如表 5示。從表 5可以看出小學
伴的英語口語焦慮之前測分數並不高。由

相依樣本 t檢定得知，t(14) = -1.16，p = 
.260，95%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 [-5.31, 1.57]，d = -0.62，使用遠距
課輔自編教材在遠距課輔教學後，小學

伴的英語口語焦慮並無顯著差異。故研究

H1未獲得支持。從表 6可知，學生在後
測的分數普遍比前測降低，唯因統計檢定

力不足，惜難以獲得統計上的顯著。

二、 小學伴在英語口語能力學習
成效之前、後測

小學伴英語口說成就測驗分析如表

7所示。小學伴從最初的平均 69.26分，
在經由遠距課輔教學後，英語口語能力

表 5 
英語口語焦慮量表前、後測之描述性統計量（N = 15）

英語口語焦慮前後測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量表前測 8.00 26.00 16.73 6.35
量表後測 9.00 26.00 14.86 4.50

表 6 
小學伴英語口語焦慮量表逐題之前、後測分數

學生編號
Item 2 

前測／後測
Item 5 

前測／後測
Item 8 

前測／後測
Item 11 

前測／後測
Item 14 

前測／後測
Item 17 

前測／後測
Item 20 

前測／後測

S1 4 / 4 4 / 2 4 / 4 3 / 2 4 / 3 4 / 1 3 / 3
S2 4 / 4 4 / 4 4 / 2 3 / 2 4 / 2 4 / 2 3 / 2
S3 2 / 3 1 / 2 1 / 1 1 / 1 1 / 2 1 / 1 1 / 1
S4 3 / 3 2 / 3 1 / 1 1 / 1 1 / 1 1 / 1 2 / 1
S5 4 / 4 2 / 4 1 / 3 3 / 4 2 / 3 2 / 4 2 / 4
S6 3 / 2 3 / 3 3 / 1 3 / 1 3 / 2 1 / 1 2 / 1
S7 4 / 3 3 / 2 3 / 1 2 / 1 1 / 1 1 / 1 1 / 1
S8 4 / 4 4 / 1 4 / 1 3 / 1 4 / 4 4 / 4 1 / 1
S9 2 / 3 2 / 3 2 / 4 2 / 2 1 / 2 2 / 2 2 / 2
S10 4 / 3 2/ 2 3 / 3 4 / 1 4 / 2 2 / 2 4 / 3
S11 1 / 2 1 / 1 1 / 1 1 / 1 2 / 2 1 / 1 1 / 1
S12 4 / 3 4 / 3 3 / 2 3 / 1 3 / 2 4 / 1 3 / 1
S13 2 / 3 2 / 3 2 / 2 2 / 2 2 / 3 1 / 2 1 / 2
S14 3 / 4 2 / 3 3 / 3 1 / 1 2 / 2 1 / 2 1 / 1
S15 4 / 3 3 /1 1 / 1 1 / 1 2 / 3 2 / 2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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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顯著的進步，平均為 91.56分。由
相依樣本 t 檢定得知，t(14) = 6.83，p < 
.001，95% CI = [15.30, 29.25]，d = 3.65。
是故本研究研究 H2獲得支持。

三、 小學伴在英語學習態度之前、
後測

表 8為小學伴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前、
後測之描述性統計，小學伴在經由遠距課

輔教學後，英語學習態度有明顯提升。由

相依樣本 t 檢定得知，t(14) = 3.58，p = 
.003，95% CI = [0.67, 2.66]，d = 1.91。
故本研究研究 H3獲得支持。

四、訪談結果分析

（一）小學伴英語口語焦慮的情形

從訪談結果得知，有些小學伴表示平

常在學校上英語課時，對於用英語回答老

師的問題時不會感到緊張或不安。因此在

遠距上課時，使用英語回答大學伴的問題

也不會有任何恐懼或焦慮的感覺。例如，

小學伴遇到不會的地方，可以詢問大學

伴：

大姊姊會教我不會的地方。

（S011901）
不會的地方可以問大學伴。

（S011903）
只有大姊姊聽得到我說什麼，所

以會直接跟她說，講錯也沒差。

（S011910）

此外，如果有念不對的地方，大學伴會教

導然後練習之後再學起來，「不會緊張，

因為念錯就念錯，請大姊姊教導再學起

來，之後不要再念錯就好」（S011906）。

歸納小學伴不會焦慮的原因有二，

第一，小學伴可以直接詢問大學伴英文問

題，不用擔心會被其他人聽見自己英文的

發音或錯誤之處。第二，當小學伴口語表

達有錯誤時，大學伴能立即教導小學伴正

確的表達方式，讓小學伴可以直接從錯誤

中不斷的練習、嘗試然後再練習以習得正

確的表達方式。因此，小學伴可以自然的

用英語回答問題，並不會有擔心或焦慮的

情況產生。

然而，仍有些小學伴在遠距上課時，

使用英語回答大學伴的問題會有焦慮和緊

張的感覺。例如，出現不會念的單字、句

型或是文法有講錯時，小學伴就會緊張，

「擔心自己單字念錯、文法錯誤或講話卡

卡的」（S011902）；「遇到不會講的單
字或句型時，就會緊張」（S011909）。
另外，有時候是害怕念錯或不知道如何用

表 8 
小學伴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前、後測之描述性統計（N = 15）

英語學習態度量表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 16.00 25.00 21.86 2.58
後測 20.00 26.00 23.53 1.84

表 7 
英語口說成就測驗前、後測之描述性統計量（N = 15）

口說成就測驗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 4.50 138.50 69.26 39.84
後測 47.00 142.50 91.56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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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回答時就會緊張不安，「不知道怎麼

說也會擔心念錯」（S011905）；「不知
道怎麼用英文回答問題」（S011912）。

從訪談的結果歸納小學伴英語口語焦

慮的原因是因為擔心自己在念英文單字、

句型或句子時會有不準確的發音或錯誤

以及擔憂在文法方面會不正確的使用；另

一個原因則是害怕自己聽不懂大學伴的問

題，不曉得該如何用英語回答自己的答案

和想法。

（二）小學伴英語口語能力的情形

小學伴均表示遠距課輔使自己口語

能力進步且對自己學習英語也有幫助。例

如，上課教材能幫助小學伴增加其字彙

量、瞭解片語或句型的運用以及擴增課外

知識：

可以學到許多有關英文的知識，例

如句子、片語或者是對話的使用，

也覺得自己的單字量變多，比較懂

句型。（S011903）
上課教材對我的英語能力有幫

助， 也 覺 得 口 說 能 力 有 進 步。

（S011905）

大學伴會教導小學伴學習的方法或加強小

學伴學習的困難處：

有些單字或句型不會，會問大姊姊，

覺得自己在單字和口說方面有進

步。（S011906）
因為大學伴會糾正我的文法、發音

和增加單字量，覺得自己的口說和

寫作能力有進步。（S011908）

大學伴一對一陪伴、鼓勵小學伴一起說英

語，使得小學伴有更多的機會開口練習英

語：

口說方面有進步，比較敢講，學校

的英文課比較沒有機會練習到口

說。（S011901）
能比平常上課多使用英語跟大姊姊

對話。（S011914）

根據訪談的結果歸納小學伴口語能

力進步的原因有四點，第一，由於遠距課

輔自編教材生活化、生動化以及實用化的

內容促使小學伴不但瞭解單字的發音，更

能擴充自己的單字量、補強文法概念以

及增加豐富的課外知識。第二，遠距上課

愉悅、活絡的氣氛，讓小學伴置身在無壓

力、輕鬆快樂的學習情境，有了安全、舒

適的感覺，小學伴才會毫無顧忌、盡情地

開口練習英語。第三，面對小學伴學習的

困難處，大學伴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補強

小學伴不足的觀念並和小學伴一起解決學

習上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問題。第四，由於

有大學伴陪伴著小學伴一起討論、練習口

說和對話，促使小學伴比平常在學校上課

得到較多的機會敢於去開口說英語，因而

提升其表達和口語能力。

（三）小學伴英語學習態度的情形

小學伴覺得上課教材的內容有趣且對

他們是有幫助的，所以表現出的態度是願

意學習上課的內容：

我覺得上這個課程很有趣，讓我

學到很多不一樣的課外知識，之

前都沒有老師會教這些東西。

（S011904）

小學伴喜歡遠距教學輕鬆、愉快的氣氛以

及無壓力的學習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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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沒有上課壓力。（S011901）
喜歡和大姊姊互動，因為大姊姊

上課有時候很搞笑，這樣上課就

會很開心、放鬆、不會有壓力。

（S011909）

小學伴上課時能感受到大學伴認真教學、

付出的態度和精神，進而影響到小學伴學

習的態度：

喜歡和大學伴上課和上完課的討

論，像大學伴上完課後都會問我還

有哪些不會或聽不懂。（S011902）
喜歡大姊姊詳細的教導，她會教我

發音和文法，補充很多，還會問我

哪裡不會。（S011904）

大學伴的支持、陪伴、鼓勵和回饋會增強

小學伴學習英文的態度：

喜歡跟大姊姊聊天，大姊姊會告訴

我她的故事和上課的情形，像是她

之前英文不好，靠自己努力慢慢學

好英文，所以，大姊姊會鼓勵我好

好學英文，我也會好好跟大姊姊學

英文。（S011906）
大姊姊都會很有耐心的教導我閱讀

的方法，例如，劃線、分段念，

當我在閱讀文章時，看到不會念的

單字就會覺得很有挑戰性，看到不

會念的單字，就會想要去做嘗試。

（S011914）

根據訪談的結果歸納小學伴經由遠距

課輔自編教材的學習後，多持著正向的英

語學習態度。其原因有以下四點，第一，

小學伴認為遠距課輔自編教材對他們來說

是有趣、實用且有助益的，因此，小學伴

的學習意願高。第二，活絡、愉悅、快樂

以及無壓力的學習情境影響小學伴的學習

態度漸入佳境。第三，由於大學伴認真、

耐心教學的態度影響小學伴的學習態度趨

向良好、正向且積極。第四，大學伴正面

的支持、回饋與鼓勵，使小學伴在學習上

獲得成就感和自信心，小學伴英文的學習

態度漸而改善。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顯示，小學伴經由自編教材的

遠距課輔後，英語口說成就測驗之前、後

測分數明顯進步。從訪談的資料發現，遠

距課輔自編教材的上課影片、問題引導，

可易於讓大、小學伴相互討論、分享。此

外，由於有大學伴一對一的教導，對於各

別小學伴的學習困難，都能及時解決。

因此，小學伴的口語能力學習成效是顯著

的。但從訪談資料可看出，有些小學伴還

存在有口語焦慮，擔心自己的發音、語調

不準確、句子或文法不正確以及害怕自己

聽不懂英文問題。適度的焦慮可讓小學伴

更為認真，在本研究中沒有發現極度焦慮

的個案。另外，從質性的資料發現，自編

教材對小學伴而言是有趣、實用且有幫助

的，加上小學伴均喜歡遠距課輔快樂、輕

鬆以及無壓力的上課氣氛，大學伴也會提

供適當的回饋，因此小學伴的學習態度也

因此而有顯著提升。

由於遠距課輔教學並無教學進度和壓

力，因此，大學伴能夠依照小學伴的學習

能力、知識背景與學習風格、興趣來彈性

調整其上課進度和學習內容的難易度，使

小學伴獲得適性化的學習與滿足其學習需

求，進而提升其學習成效。此研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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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適性化教學能透過遠距課輔

教學的特性、教材內容的實用性以及大學

伴的專業指導達到最大化的功用，因此建

議未來使用遠距課輔教學的相關機構能善

用其特色和功能以幫助不同程度、背景、

能力的小學伴在英語方面的學習。

不過，本研究也發現，在面對不同類

型學習者的突發狀況時，大學伴由於欠缺

教學經驗，可能會感到挫折。因此，建議

往後在實行遠距課輔教學之前，能對大學

伴執行課前的教育訓練，將學生行為的幾

個樣態先呈現出來，讓大學伴有所心理準

備，進而能發揮最大的效益。另外，本研

究在 11週遠距課輔教學期間曾遇到軟硬
體設備出現問題，例如大、小學伴的耳機

聽不到彼此的聲音、視訊攝影機螢幕畫面

模糊不清、網路頻寬不穩造兩方無法順利

連線等。建議未來在實行遠距課輔教學之

前，對大、小學伴說明軟硬體設施可能會

遇到的情形，並提供斷線時的替代方案，

以避免學習中斷。

二、建議

（一）對教育相關領域人員之建議

1. 上課教材的設計與運用

根據本研究結果，以有趣、生活化、

實用化及與學生經驗知識相關的自編教材

教學能提升學生的英語口語能力之學習成

效和學習態度。因此，建議教學者未來在

設計上課教材時，可以善用線上豐富的教

學資源如圖片、影片、歌曲等來結合學校

的特色、學生的生活經驗以及與學生切身

相關或連結的人、事、物，例如瞭解學生

喜歡時下流行的事物、拍攝不同時間、不

同年級的學生從事各項活動的影片等。當

學生看到影片中熟悉的人、事、物時容易

引發其共鳴並全神貫注投入學習中。

2. 大學伴給予學習者學習英語的協助

從半結構式訪談的資料得知，小學伴

口語焦慮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以下將針對

這兩個原因提供一些建議。其一，對於小

學伴擔心自己在念英文單字、句型或句子

時會有不準確的發音或錯誤，以及擔憂在

文法方面會不正確的使用時，建議教學者

在教學的過程中，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教導

學生發音的方法和語調、建立正確的文法

觀念並陪同學生反覆地練習以達到精熟的

程度。再者，對於小學伴害怕聽不懂大學

伴的問題、不曉得該如何用英語回答自己

的答案和想法時，建議教學者調整說話的

速度或再次重述語句，抑或是從簡易的句

型讓學生熟悉，再慢慢教導進階的句型。

假使學生完全不知道怎麼回答問題時，教

學者也可以教導學生練習使用英語請老師

將問題重述或給予提示。

3. 學習情境的創造

本研究結果發現小學伴在活潑愉悅

以及快樂輕鬆的學習環境中，因大學伴的

陪伴、支持、鼓勵與正向的回饋，使得小

學伴在學習的過程獲得較多的成就感和自

信心。所以當教學者賦予學習者安全、舒

適、溫馨的學習環境和學習氛圍時，學習

者便願意主動開口講話，進而降低其學習

的焦慮和緊張感。因此，建議教學者創造

一個溫暖輕鬆的學習氣氛和情境，並給予

正向的回饋以及情感上的支持，方能協助

學習者降低其英語口語焦慮，提升其對英

語的學習興趣、學習態度和英語能力的習

得。

（二）關於未來研究之建議

1. 研究對象的擴增

因個案國中處於文化不利之地區，

雖然學校盡量鼓勵全年級學生參加，在擁

有足夠規格之設備不多的情況下，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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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數量不多，因此研究樣本數相當有

限，這是本研究之限制。因此，本研究結

果難以推論到其他不同資源的國中。建議

未來研究可採用更大量的樣本進行研究，

並兼採對照組，使之獲得更客觀且具推衍

性的研究結果。

2. 將大學伴納入研究

大學伴個人的教學態度或教學理念

等可能影響小學伴的學習成效。再者，由

於大學伴是大一的新生，少有教學經驗，

他們教學方法的採用也有可能會是一個變

數，其服務熱忱也不盡相同，因此如能將

大學伴的個人因素納入研究分析，將能協

助我們對影響此類型教學成效的原因有更

完整的暸解。 

服務課程的本質是將接受服務者的

需求盡量納入課程設計中，且以不干擾在

地場域的客觀限制為主，因此本研究在設

計及執行時受到較一般課室教學更多的侷

限，也無法兼具同步與非同步的設計。本

研究的發現能提供執行類似課程的團隊參

考，協助連結大學教育資源和偏鄉社區需

求，並提供弭平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及提

升偏鄉學童文化刺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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