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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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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相互影響效果、個

別潛在成長變化及潛在成長變化間的關係。本研究利用結構方程模式

的長期追蹤交叉延宕模式與潛在成長曲線模式，分析「臺灣教育長期

追蹤資料庫」第一波至第四波公共使用版追蹤樣本學生（n = 1,239）的

資料。本研究主要發現：一、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存在相互影

響效果；二、學生自我效能感初始狀態會顯著正向地影響學習成就成

長速率，學習成就初始狀態也會顯著正向地影響學生自我效能感成長

速率。

關鍵字： 學生自我效能感、學習成就、潛在成長曲線模式、臺灣教育

長期追蹤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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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students’ self efficacy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cross-lagged panel modeling and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public released core panel sample (n = 
1,239) data of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in 2001, 2003, 
2005, and 2007.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Students’ self efficacy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subsequent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s could also positively predict subsequent students’ self efficacy. 
(2) The initial status of students’ self efficacy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the 
growth rate of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the initial status of learning 
achievements could also positively predict the growth rate of students’ self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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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問題的背景

學生的學習成就向來受到家長與一般社會大眾的關心，也是教育

成敗的指標（林俊瑩、黃毅志，2008；陳俊瑋，2009b，2010）。由過

去研究發現，學生自我效能感會正向影響其學習成就（周啟葶、程玉

秀、宋秋美，2009；黃惠卿、林啟超，2005；Alivernini & Lucidi, 2011; 

Coutinho & Neuman, 2008; Weiser & Riggio, 2010），因此，探討學生自

我效能感（self efficacy）與學習成就關係的研究即顯得相當重要。所

謂「自我效能感」係個人對於進行某項行動以達成目標的能力信念，

是個人對於自己能力的主觀判斷（Bandura, 1997, p. 3）。以教師而言，

將自我效能感的理論運用在教師對於自己教學能力的判斷時，就稱為

「教師自我效能感」，係教師對自己教學能力與能影響學生學業成就

的一種評價或信念（陳俊瑋，2009a）。本研究根據教師自我效能感

的理論延伸推論，「學生自我效能感」係學生對自己學習能力的一種

評價或信念，由於學生的學習能力大致會反映在學歷程度上，學習能

力較佳的學生通常學歷程度也較高，所以，學生對自己學習能力的評

價信念，也可再延伸為對自己學歷程度的評價信念，綜上，本研究將

「學生自我效能感」界定為求學過程中，學生根據自己的能力，對於

自己學歷程度的一種主觀評估與判斷。

Bandura（1977, 1982）的「自我效能感」理論認為，自我效能感

較高的個體在面對不確定的困難情境時，會較願意展現持之以恆的態

度與全力以赴的行為，進而有助於提升其成就表現。因此，根據「自

我效能感」理論可推論：學生自我效能感的高低會影響其態度與行

為，進而有助於學習成就的提升，過去國內、外許多研究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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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我效能感會顯著正向地影響學習成就。在國內，周啟葶等人

（2009）針對876位臺北市高中學生，以及黃惠卿與林啟超（2005）

針對574位臺中縣（市）、彰化縣及南投縣國中學生進行分析，研究結

果皆發現，學生自我效能感會顯著正向地影響其學習成就；在國外，

Alivernini與Lucidi（2011）針對義大利426位高中生，Areepattamannil、

Freeman及Klinger（2011）針對加拿大2006年參與「國際學生評量計

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13,985

位15歲學生，Caprara、Vecchione、Alessandri、Gerbino及Barbaranelli

（2011）針對義大利412位中學生，Carroll等人（2009）針對澳洲935

位11歲至18歲學生，Chemers、Hu及Garcia（2001）針對美國256位大

學生，Coutinho與Neuman（2008）針對美國629位大學生，Fast等人

（2010）針對美國1,163位小學生，Ferla、Valcke及Schuyten（2010）

針對比利時512位大學生，Hejazi、Shahraray、Farsinejad及Asgary

（2009）針對伊朗400位高中學生，Kitsantas、Cheema及Ware（2011）

針對美國2003年參與PISA的5,200位15歲學生，Randhawa、Beamer及

Lundberg（1993）針對加拿大225位高中學生，Stevens、Olivarez、Lan

及Tallent-Runnels（2004）針對美國358位中學生，Turner、Chandler及

Heffer（2009）針對美國264位大學生，Weiser與Riggio（2010）針對美

國193位大學生，以及Zimmerman、Bandura及Martinez-Pons（1992）針

對美國102位中學生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皆發現，學生自我效能感會顯

著正向地影響其學習成就。

不過，「自我效能感」理論雖顯示學生自我效能感存在正向影響

學習成就的單向影響效果，但個人對於自我效能感的判斷主要是根據

親身的精熟經驗（enactive mastery experience）、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言語的說服（verbal persuasion）及生理和情緒狀態

（physical and affective states）等四種訊息來源，其中親身的精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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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效能感最主要的訊息來源，它是個人最切身的經驗，成功的經

驗會提升效能信念，有助於日後的行為表現；失敗的經驗則會降低效

能信念，產生日後仍會失敗的預期（Bandura, 1977, 1997）。由於學生

的學習成就是學生在校最常經歷的親身經驗，故根據「自我效能感」

訊息來源的概念可推論：學生學習成就愈高，會提升對於自己所能達

到學歷程度的效能信念，進而使學生自我效能感也會愈高，過去國

內、外也有研究發現，學習成就會顯著正向地影響學生自我效能感。

在國內，余民寧、趙珮晴與陳嘉成（2010）針對臺灣2003年參與「國

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的5,234位八年級學生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

現，學生學習成就會顯著正向地影響其自我效能感；在國外，Caprara

等人（2011）針對義大利412位中學生，Chemers等人（2001）針對

美國256位大學生，Diseth（2011）針對挪威177位大學生，Norwich

（1987）針對英國72位小學生，以及Stevens等人（2004）針對美國358

位中學生進行分析，研究結果亦發現，學生學習成就會顯著正向地影

響其自我效能感。

綜上所述，過去有許多探討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關係的研

究。不過，由於上述研究多數都是利用橫斷面研究設計，針對學生

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間的單向影響效果做檢證，即使Caprara等人

（2011）是以四個時間點的長期追蹤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學生自我效

能感與學習成就存在相互影響效果，不過其分析的資料是由1987年開

始調查，距今已30年，其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目前臺灣的實際狀況？

仍有待後續研究加以釐清。本研究根據Bandura（1977, 1982）「自我效

能感」理論與Bandura（1977, 1997）「自我效能感」訊息來源的概念，

可推論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業成績可能存在相互影響效果。不過，過

去利用橫斷面設計之研究無法探討相互影響效果，相互影響效果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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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長期追蹤資料來進行分析（林俊瑩、黃毅志，2006）。因此，本研

究將利用長期追蹤資料分析的優勢，進一步探討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

習成就的關係。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背景的評述，本研究有感於探討學生自我效能

感與學習成就的關係是教育研究中一項重要的議題，因此，將利用結

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長期追蹤交叉延宕

模式」（cross-lagged panel modeling, CLPM）與「潛在成長曲線模式」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LGCM）探討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

就的關係。本研究以「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具代表性的樣本資料進行分析，能避免推論的限

制；藉由SEM的CLPM能針對Bandura（1977, 1982）「自我效能感」理

論與Bandura（1977, 1997）「自我效能感」訊息來源的概念進行理論模

式的驗證，藉由SEM的LGCM可以有效處理測量誤差，並瞭解學生自

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個別潛在成長變化，以及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

成就潛在成長變化的關係，這都是本研究的價值所在。具體而言，本

研究的研究目的可進一步細分為以下三項：

（一）利用CLPM探討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相互影響效

果。

（二）利用LGCM探討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個別潛在成長變

化。

（三）利用LGCM探討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潛在成長變化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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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一）CLPM的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CLPM包含四個不同時間點，參考過去研究者（陳俊

瑋，2011；陳俊瑋、秦夢群，2016；Brown et al., 2009; Marsh, Gerlach, 

Trautwein, Lüdtke, & Brettschneider, 2007）對於多個時間點長期追蹤資

料的研究模式，以SEM的CLPM進行分析，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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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架構

圖1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架構圖中，箭頭A、B、C、

D及E的標準化係數值代表學習成就的穩定係數，也代表不同時間相同

變項的統計控制；箭頭F、G、H、I及J的標準化係數值代表自我效能

感的穩定係數，也代表不同時間相同變項的統計控制；箭頭K、L及M

的標準化係數值代表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交叉延宕效果係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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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控制不同時間相同變項的影響效果後，自我效能感對學習成就的

影響效果；箭頭N、O及P的標準化係數值同樣代表自我效能感與學習

成就的交叉延宕效果係數，也代表控制不同時間相同變項的影響效果

後，學習成就對自我效能感的影響效果。另外，e1、e2、e3、e4、e5及

e6分別代表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殘差項，本研究參考過去研究者

（李宜玫、孫頌賢，2010；陳俊瑋，2011；陳俊瑋、秦夢群，2016；

程炳林，2006；Bui, 2007）的設定，將01年自我效能感與01年學習成

就以相關描述其關係（雙箭頭Q）。不過，03年、05年及07年自我效能

感與學習成就皆為內衍變項（endogenous variables），因此分別以其殘

差項（e1與e2、e3與e4及e5與e6）設共變關係（雙箭頭R、S及T）。

（二）LGCM的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LGCM主要參考過去研究者（吳齊殷、李文傑，2003；

陳俊瑋，2011；Kline, 2011）所建議的兩階段方式進行分析，首先，先

針對每一研究樣本在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所重複測量的數據資

料，分析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個別「初始狀態」（initial status）

與「成長速率」（growth rate）的現況，以及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的關

係，如圖2所示。接著，再以LGCM分析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潛

在成長變化的關係，如圖3所示。

圖2為四個時間點的LGCM架構，它包含觀察變項截距（亦即初始

狀態）與觀察變項斜率（亦即成長速率）這兩潛在變項，它們皆以不

同時間點重複觀察變項作為測量指標。值得留意的是，觀察變項截距

與不同時間點重複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都固定設為1，但觀察變項斜

率與不同時間點重複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則參考過去研究者（林俊

瑩，2016b；林俊瑩、謝亞恆、陳成宏，2014；侯雅齡，2013，2014；

張芳全、王瀚，2014；陳俊瑋，2011；蕭佳純，2014）的設定，將觀

察變項斜率與不同時間點重複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設為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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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四個時間點的LGCM架構。觀察變項係指本研究所關注的學生自我效能
感與學習成就這兩變項。

1，其中，a與b皆係開放估計之參數，以瞭解成長速率是逐漸增加或減

少。而觀察變項截距右側的Mi係指觀察變項截距的平均數，代表個別

學生在該觀察變項的平均初始狀態（在本研究等於01年觀察變項的期

望值）；Si
2係指觀察變項截距的變異數，代表個別學生在該觀察變項初

始狀態的變異程度，若達顯著則代表個別學生在該觀察變項初始狀態

存在顯著的個別差異。觀察變項斜率右側的Ms係指觀察變項斜率的平

均數，代表個別學生在該觀察變項的平均成長速率（在本研究也等於

07年觀察變項期望值與01年觀察變項期望值的差）；Ss
2係指觀察變項斜

率的變異數，代表個別學生在該觀察變項成長速率的變異程度，若達

顯著則代表個別學生在該觀察變項成長速率存在顯著的個別差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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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架構

ψ is係指觀察變項截距與觀察變項斜率的共變數，若達顯著則代表個

別學生在該觀察變項的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間存在顯著的關係（李茂

能，2009；Kline, 2011）。

圖3呈現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架構，圖3係結合個別

學生自我效能感LGCM與學習成就LGCM，以路徑連結後，放在同一模

式中加以檢驗。圖3自我效能感截距與學習成就截距，分別與四個時間

點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都固定設為1，自我效能感斜率與學習成就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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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別與四個時間點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設為0，a，b，1與0，c，

d，1，其中a、b、c、d皆係開放估計之參數。此外，本研究以自我效能

感截距與學習成就截距為自變項，自我效能感斜率與學習成就斜率為

依變項，自我效能感截距會直接影響學習成就斜率（箭頭A），若達顯

著則代表自我效能感初始狀態會顯著地影響學習成就成長速率；學習

成就截距會直接影響自我效能感斜率（箭頭B），若達顯著則代表學習

成就初始狀態會顯著地影響自我效能感成長速率。另外，V1至V8分別

代表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不同時間點觀察變項的殘差項，由於自我

效能感截距與學習成就截距皆為外衍變項，因此直接將兩變項設共變

關係（雙箭頭C），若達顯著則代表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初始狀態

存在顯著的關係。不過，自我效能感斜率與學習成就斜率皆為內衍變

項，因此以其殘差項（e1與e2）設共變關係（雙箭頭D），若達顯著則

代表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成長速率存在顯著的關係。

二、研究假設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Bandura（1977, 1982）的「自我效能感」理論與過去

實證研究結果（周啟葶等，2009；黃惠卿、林啟超，2005；Alivernini 

& Lucidi, 2011; Areepattamannil et al., 2011; Caprara et al., 2011; Carroll et 

al., 2009; Chemers et al., 2001; Coutinho & Neuman, 2008; Fast et al., 2010; 

Ferla et al., 2010; Hejazi, Shahraray, Farsinejad, & Asgary, 2009; Kitsantas 

et al., 2011; Randhawa et al., 1993; Stevens et al., 2004; Turner et al., 2009; 

Weiser & Riggio, 2010; Zimmerman et al., 1992），提出研究假設1：

「學生自我效能感會正向影響學習成就」；同時，根據Bandura（1977, 

1997）「自我效能感」訊息來源的概念與過去實證研究結果（余民

寧等，2010；Caprara et al, 2011; Chemers et al., 2001; Diset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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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ich, 1987; Stevens et al., 2004），提出研究假設2：「學習成就會正

向影響學生自我效能感」。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先利用CLPM的結果來考驗研究假設1與研究假設2。但

CLPM只能檢視個人特性的長期平均狀況，相較於團體的長期平均狀況

是穩定或不穩定，並無法讓我們瞭解或預測個人內在成長變化的個別

差異（吳齊殷、李文傑，2003；Mason, 2001）。因此，本研究再利用

LGCM探討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潛在成長變化，以及學生自我效

能感與學習成就潛在成長變化的關係。所要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1. 學生自我效能感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為何？

2. 學生自我效能感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有何關係？

3. 學習成就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為何？

4. 學習成就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有何關係？ 

5. 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潛在成長變化有何關係？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利用SPSS與AMOS 6.0對TEPS第一波至第四波追蹤樣本資

料進行分析，經listwise刪除遺漏值後，最後納入分析的樣本數共1,239

人。在考驗CLPM及LGCM與實證資料的適配度方面，本研究綜合多位

學者（余民寧，2006；張芳全，2006；程炳林，2006；黃芳銘、楊金

寶、許福生，2005；Bentler, 1982, 1990; Bentler & Bonett, 1980; Hoelter, 

1983; Hu & Bentler, 1999; McDonald & Marsh, 1990）的建議，以絕對適配

指標（GFI > .90、AGFI > .90、RMSEA < .08）、增量適配指標（NFI >  

.90、RFI > .90、IFI > .90、CFI > .90）及精簡適配指標（CN > 200）來

考驗模式的整體適配度。

在探討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相互影響效果方面，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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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中，標準化係數值的顯著水準來

考驗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相互影響效果。在探討學生自我

效能感與學習成就潛在成長變化的關係方面，由於LGCM觀察變項截

距與觀察變項斜率這兩潛在變項的測量加權是依據線性成長模式所做

之設定，不是估計值，在解釋上宜利用未標準化係數值（侯雅齡，

2009），因此，本研究以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中，未標準

化係數值的顯著水準來考驗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潛在成長變化

的關係。

四、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TEPS資料進行分析，TEPS係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國

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現稱國家教育研究院）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現已改制為科技部）共同資助，並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和歐美研究所共同負責規劃執行的全國性長期追蹤調查。本研究對象

僅限於TEPS第一波至第四波公共使用版追蹤樣本的資料，公共使用版

釋出70%的樣本數，2001年的樣本數有13,978人、2003年的追蹤樣本數

有13,247人、2005年的追蹤樣本數有3,022人，2007年的追蹤樣本數有

2,939人。本研究將公共使用版第一波至第四波的四筆學生資料合併成

為一個資料檔，最後納入分析的追蹤樣本數共有2,868人，由於整體樣

本（n = 2,868）在本研究關注的八個變項（包括四波學習成就與四波學

生自我效能感）中的部分變項存在遺漏值，若利用包含遺漏值的樣本

以AMOS進行SEM分析會導致GFI及AGFI等適配指標無法估算。故刪除

本研究關注的八個變項有遺漏值的樣本後，最後納入分析的樣本數總

計為1,239人。由於本研究已剔除有遺漏值的樣本，會對母體推論權數

的加權效果產生影響，使原有的權數隨之改變（張毓仁、柯華葳、邱

皓政、歐宗霖、溫福星，2011），因此，本研究參考巫博瀚與陸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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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的研究，利用未加權的資料進行分析，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正

確性。

五、變項測量

（一）學生自我效能感

學生自我效能感以TEPS四波學生問卷填答的「以你的能力，你認

為自己可唸到什麼教育程度」（w1s554a, w2s403a, w3s426, w4s410）

作測量，1 四波學生自我效能感的測量結果，依序命名為01年自我效

能感、03年自我效能感、05年自我效能感及07年自我效能感。本研究

參考過去多數研究者的設定，將教育程度轉換為教育年數（林俊瑩，

2011，2016a；林俊瑩、李湘凌、楊皓、劉雅萍、鍾宜真，2013；林

俊瑩、邱欣怡、葉芝君，2012；陳俊瑋、黃毅志，2011；黃毅志、林

俊瑩，2010），第一波與第二波的「國中畢業」為9年，「高中／職

畢業」為12年，「專科、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畢業」與「一般大學畢

業」為16年，「研究所畢業」為18年。但由於第三波與第四波資料的

學生已升上高中／職，同時「研究所畢業」該選項進一步細分為「唸

到碩士學位」與「唸到博士學位」，因此第三波與第四波資料的「高

中／職畢業」為12年，「專科、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畢業」與「一般

大學畢業」為16年，「唸到碩士學位」為18年，「唸到博士學位」為

22年，教育年數愈大，代表學生自我效能感愈高。

1 要特別說明的是，在TEPS四波學生問卷中，有另一道要學生填答「你期望
自己唸到什麼教育程度」的測量（w1s553a, w2s402a, w3s425, w4s409），其欲
測量的是「學生教育抱負」，而本研究所選用的測量題目係要學生「根據自己

的能力」填答認為自己可以唸到的教育程度，這與測量「學生教育抱負」最大

的差異在於，它要學生根據自己的能力作為判斷的依據，這是本研究認為該題

係測量「學生自我效能感」而非「學生教育抱負」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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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就

本研究參考陳俊瑋與黃毅志（2011）的研究，以「綜合分析能力

測驗」（w1all3p, w2all3p, w3all3p, w4all3p）作為學生學習成就的測

量，由於本研究使用TEPS第一波至第四波的合併資料進分析，故分別

以TEPS四波資料中，利用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3PL模式估算學生「綜合分析能力測驗」的能力估計值代表學生學習成

就，此能力估計值可與各波各學程比較使用，四波學習成就的測量結

果，依序命名為01年學習成就、03年學習成就、05年學習成就及07年

學習成就。

參、結果與討論

一、四波學習成就與四波學生自我效能感的描述統計量

表1為TEPS四波學習成就與四波學生自我效能感的描述統計量，

由相關係數矩陣可得知，相關係數皆達p < .001的顯著性水準，表示

學習成就與學生自我效能感間有密切的關係存在，可能存在相互影響

關係。此外，四波學習成就的平均數分別是0.49、1.37、2.04及2.08，

自我效能感的平均數分別是15.51年、16.16年、17.47年及17.98年，大

致上，學習成就與自我效能感的平均數皆隨著時間呈穩定成長的趨

勢。表1四波學習成就與四波自我效能感常態性檢定中，所有觀察變

項的偏態絕對值（介於0.32～1.44間）均未大於2，峰度絕對值（介於

0.00～1.97間）均未大於7，可視為常態性資料（Curran, West, & Finch, 

1996），因此，本研究採用最大概似（maximum likelihood, ML）估計

法估計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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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波學習成就與四波自我效能感的描述性統計量（n = 1,239）

1 2 3 4 5 6 7 8
1. 01年學習成就 1.00

2. 03年學習成就 .81 1.00

3. 05年學習成就 .76 .82 1.00

4. 07年學習成就 .70 .78 .81 1.00

5. 01年自我效能感 .42 .43 .38 .37 1.00

6. 03年自我效能感 .48 .54 .49 .47 .44 1.00

7. 05年自我效能感 .42 .46 .46 .45 .37 .49 1.00

8. 07年自我效能感 .43 .48 .47 .44 .37 .48 .63 1.00

平均數 0.49 1.37 2.04 2.08 15.51 16.16 17.47 17.98

標準差 0.88 1.12 1.22 1.41 2.32 1.95 2.56 2.59

偏態 0.48 -0.41 -0.52 -0.38 -1.17 -1.44 0.50 0.32

峰度 0.30 -0.05 0.00 -0.52 0.66 1.97 -0.05 -0.47

註：所有變項間相關係數皆達p < .001的顯著水準。

二、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的適配度考驗與分析

在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的適配度考驗方面，由表2

可知，本研究所提出理論模式的整體適配度結果χ2（8, n = 1,239）= 

27.764，p < .001。但由於χ2容易因樣本數過大而達到顯著（陳正昌、

程炳林、陳新豐、劉子鍵，2011），因此，另外參考其他適配度指標

來做判斷。在其他重要的適配度指標或替代性指標方面，GFI = .994、

AGFI = .975、NFI = .996、RFI = .985、IFI = .997、CFI = .997，這些適

配度指標皆大於 .90；RMSEA = .045，小於 .08；CN = 896，大於200，

上述結果顯示，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整體適配度相當理

想，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可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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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

適配指標 適配標準 本研究適配值 是否適配

絕對適配指標

χ2未達顯著，χ2（愈小愈好） 27.764*** 否

RMSEA < .08 .045 是

GFI > .90 .994 是

AGFI > .90 .975 是

增量適配指標

NFI > .90 .996 是

RFI > .90 .985 是

IFI > .90 .997 是

CFI > .90 .997 是

精簡適配指標 CN > 200 896.997 是

***p < .001

除整體適配度考驗外，圖4呈現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

標準化係數估計。由圖4可知，01年自我效能感、03年自我效能感、05

年自我效能感及07年自我效能感間的標準化係數值皆為顯著正值；01

年學習成就、03年學習成就、05年學習成就及07年學習成就間的標準

化係數值也皆為顯著正值，顯示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皆具有跨年的

穩定性。

在自我效能感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方面，圖4顯示控制01年學習成就

對03年學習成就的影響效果後，01年自我效能感仍會顯著正向影響03

年學習成就（標準化係數值為 .11，p < .001）；控制01年與03年學習成

就對05年學習成就的影響效果後，03年自我效能感仍會顯著正向影響

05年學習成就（標準化係數值為 .05，p < .05）；控制03年與05年學習

成就對07年學習成就的影響效果後，05年自我效能感仍會顯著正向影

響07年學習成就（標準化係數值為 .07，p < .001）。在學習成就影響自

我效能感方面，圖4顯示控制01年自我效能感對03年自我效能感的影響

效果後，01年學習成就仍會顯著正向影響03年自我效能感（標準化係

數值為 .36，p < .001）；控制01年與03年自我效能感對05年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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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效果後，03年學習成就仍會顯著正向影響05年自我效能感（標

準化係數值為 .24，p < .001）；控制03年與05年自我效能感對07年自我

效能感的影響效果後，05年學習成就仍會顯著正向影響07年自我效能

感（標準化係數值為 .17，p < .001）。整體而言，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

就存在相互影響效果。

01
03

e1
e3

01
03

e2
e4

.27*** .13***

.76*** .59***

.30***.29***

.11*** .05*

.36*** .24***

.42***

07

e5

07

e6

.00

.47***

.50***

.17***

.07***

.16***.14***

.26*** .33***

05

05

圖4　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標準化係數估計

*p < .05  ***p < .001

三、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個別LGCM的適配度考驗與分析

表3為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個別LGCM摘要，在自我效能

感方面，由表3可發現，學生自我效能感個別LGCM的整體適配度結

果χ2（3, n = 1,239）= 10.05，p < .05。NFI、RFI、IFI及CFI這些適配度

指標皆大於 .90；RMSEA = .044，小於 .08，上述結果顯示，學生自我

效能感個別LGCM整體適配度相當理想，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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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此外，自我效能感截距的平均數為15.55（p < 

.001）；變異數為1.95（p < .001），此顯示個別學生自我效能感初始

狀態為15.55年，但自我效能感初始狀態存在顯著的個別差異；自我效

能感斜率的平均數為2.43（p < .001）；變異數為2.47（p < .001），此

顯示個別學生自我效能感平均成長速率為2.43年，但自我效能感成長速

率也存在顯著的個別差異；而學生自我效能感截距與斜率間的共變數

呈正相關，但未達統計的顯著水準（ψ = .07，p = .70）。在學習成就

方面，由表3可發現，學習成就個別LGCM的整體適配度結果χ2（3, n = 

1,239）= 13.36，p < .01。NFI、RFI、IFI及CFI這些適配度指標皆大於 

.90；RMSEA = .053，小於 .08，上述結果顯示，學習成就個別LGCM

整體適配度相當理想，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可獲得實證資料的支

持。另外，學習成就截距的平均數為0.49（p < .001）；變異數為0.71

（p < .001），此顯示個別學生學習成就初始狀態為0.49，但學習成

就初始狀態存在顯著的個別差異；學習成就斜率的平均數為1.61（p < 

.001）；變異數為0.43（p < .001），此顯示個別學生學習成就的平均成

長速率為1.61，但學習成就成長速率也存在顯著的個別差異；而學習成

就截距與斜率間的共變數呈顯著正相關（ψ = .13，p < .001），此顯示

學習成就初始狀態較高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成長速率較為陡峭，而學

習成就初始狀態較低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成長速率較為平緩。

表 3　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個別LGCM摘要（n = 1,239）

觀察變項截距 觀察變項斜率
ψ χ2 RMSEA

平均數 變異數 平均數 變異數

學生自我效能感 15.55*** 1.95*** 2.43*** 2.47*** .07 10.05* .044

學習成就 0.49*** 0.71*** 1.61*** 0.43*** .13*** 13.36** .053

註：適配度指標或替代性指標，如NFI、RFI、IFI及CFI皆＞.90。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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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的適配度考驗與分析

由表4可發現，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的整體適配度結

果χ2（20, n = 1,239）= 59.512，p < .001。NFI、RFI、IFI及CFI這些適配

度指標皆大於 .90；RMSEA = .040，小於 .08；CN = 782，大於200。上

述結果顯示，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的整體適配度相當理

想，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可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

表 4　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

適配指標 適配標準 本研究適配值 是否適配

絕對適配指標
χ2未達顯著，χ2（愈小愈好） 59.512*** 否

RMSEA < .08 .040 是

增量適配指標

NFI > .90 .991
RFI > .90 .987 是

IFI > .90 .994 是

CFI > .90 .994 是

精簡適配指標 CN > 200 782 是

***p < .001

除整體適配度考驗外，圖5呈現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

未標準化係數估計。由圖5可知，自我效能感截距會顯著正向影響學習

成就斜率（未標準化係數值為0.18，p < .001），此顯示自我效能感初

始狀態愈高，其學習成就成長速率愈陡峭。學習成就截距也會顯著正

向影響自我效能感斜率（未標準化係數值為0.21，p < .05），此顯示學

習成就初始狀態愈高，其自我效能感成長速率也愈陡峭。此外，自我

效能感截距與學習成就截距的共變數達統計的顯著水準（未標準化係

數值為0.83，p < .001），此顯示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初始狀態存

在顯著正向關係；而自我效能感斜率與學習成就斜率的共變數也達統

計的顯著水準（未標準化係數值為0.24，p < .001），此顯示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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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與學習成就的成長速率也存在顯著正向關係。

15.55, 1.89

001

0, 3.38v1

1

003

0, 1.82v2

1

005

0, 2.77v3

1

.48, .69

005

0, .21v7

003

0, .22v6

001

0, .08v5

111

2.32

−1.20

1.00
1.00 1.00 .24 .80

1.00 1.00
1.00

.55 .96

.00

.00

007

0, 2.22v4

1

007

0, .49v8

1

1.00
1.00

1.001.00

0, .35

e2
1

0, 2.27

e1
1

.83***

.21*

.18***

.24***

圖5　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未標準化係數估計

*p < .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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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一）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的討論

本研究發現，控制01年學習成就對03年學習成就的影響效果後，

01年自我效能感仍會顯著正向影響03年學習成就；控制01年與03年學

習成就對05年學習成就的影響效果後，03年自我效能感仍會顯著正向

影響05年學習成就；控制03年與05年學習成就對07年學習成就的影響

效果後，05年自我效能感仍會顯著正向影響07年學習成就，研究假設1

得到支持。這與過去實證研究結果（周啟葶等，2009；黃惠卿、林啟

超，2005；Alivernini & Lucidi, 2011; Areepattamannil et al., 2011; Caprara 

et al, 2011; Carroll et al., 2009; Chemers et al., 2001; Coutinho & Neuman, 

2008; Fast et al., 2010; Ferla et al., 2010; Hejazi et al., 2009; Kitsantas et al., 

2011; Randhawa et al., 1993; Stevens et al., 2004; Turner et al., 2009; Weiser 

& Riggio, 2010; Zimmerman et al., 1992）相符，也驗證了Bandura（1977, 

1982）「自我效能感」理論的觀點，亦即學生自我效能感愈高的個體

在面對不確定的困難情境時，會較願意展現持之以恆的態度與全力以

赴的行為，努力追求提高學習成就，進而使學習成就也愈高。

此外，控制01年自我效能感對03年自我效能感的影響效果後，01

年學習成就仍會顯著正向影響03年自我效能感；控制01年與03年自我

效能感對05年自我效能感的影響效果後，03年學習成就仍會顯著正向

影響05年自我效能感；控制03年與05年自我效能感對07年自我效能感

的影響效果後，05年學習成就仍會顯著正向影響07年自我效能感，研

究假設2得到支持。這與過去實證研究結果（余民寧等，2010；Caprara 

et al., 2011; Chemers et al., 2001; Diseth, 2011; Norwich, 1987; Stevens et 

al., 2004）相符，也驗證了Bandura（1977, 1997）「自我效能感」訊息

來源的概念，亦即學習成就愈高，會提升學生對自己所能達到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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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效能信念，進而使學生自我效能感也愈高。

（二）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個別LGCM的討論

首先，本研究發現學生自我效能感個別LGCM的整體適配度相當理

想，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可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此外，學生自

我效能感初始狀態的平均數為15.55年，約略接近「專科、技術學院或

科技大學畢業」或「一般大學畢業」，但個別學生自我效能感初始狀

態存在顯著個別差異；學生自我效能感平均成長速率為2.43年，但個別

學生自我效能感成長速率也存在顯著個別差異。而學生自我效能感初

始狀態與成長速率雖呈正相關，但未達統計的顯著水準，此顯示學生

自我效能感的初始狀態與其之後的成長速率並沒有一定的關係，也代

表學生在求學的歷程中，其自我效能感的變化並未依循著穩定不變的

路徑發展。

其次，本研究發現學習成就個別LGCM的整體適配度相當理想，

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可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此外，學習成就初

始狀態的平均數為0.49，但個別學生學習成就初始狀態存在顯著個別差

異；學習成就平均成長速率為1.61，但個別學生學習成就成長速率也存

在顯著個別差異；而學習成就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呈顯著正相關，此

顯示學習成就初始狀態較高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成長速率較為陡峭，

而學習成就初始狀態較低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成長速率較為平緩，此

反映出了「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的現象，亦即學習成就一開

始表現優勢的學生其進步幅度會較大，而學習成就一開始表現劣勢的

學生，即使也會進步，但幅度卻不大，進而產生所謂「富者愈富，貧

者愈貧」的馬太效應現象。

（三）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的討論

本研究發現，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的整體適配度相

當理想，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可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其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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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學生自我效能感初始狀態與學習成就初始狀態存在顯著正向

關係，這與過去橫斷面研究（余民寧等，2010；周啟葶等，2009；黃

惠卿、林啟超，2005；Areepattamannil et al., 2011; Carroll et al., 2009; 

Coutinho & Neuman, 2008; Fast et al., 2010; Ferla et al., 2010; Hejazi et 

al., 2009; Kitsantas et al., 2011; Randhawa et al., 1993; Stevens et al., 2004; 

Turner et al., 2009; Weiser & Riggio, 2010; Zimmerman et al., 1992）所得

到的研究發現相同，但從長期追蹤資料而言，它只是特定時間點學生

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的關係而已。不過，學生自我效能感初始狀態

會顯著正向影響學習成就成長速率，代表的是較早時間點學生自我效

能感對於日後學習成就改變量的影響效果，這除反映馬太效應「富者

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外，也再次驗證了Bandura（1977, 1982）「自

我效能感」理論的觀點；而學習成就初始狀態也會顯著正向影響學生

自我效能感成長速率，代表的是較早時間點學習成就對於日後學生自

我效能感改變量的影響效果，這仍反映了馬太效應「富者愈富，貧者

愈貧」的現象，也再次驗證了Bandura（1977, 1997）「自我效能感」訊

息來源的概念。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存在相互影響效果

藉由SEM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CLPM，本研究發現，學生自

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存在相互影響效果。就此而言，本研究同時驗證

了Bandura（1977, 1982）「自我效能感」理論與Bandura（1977, 1997）

「自我效能感」訊息來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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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就初始狀態與成長速率呈顯著正相關

藉由SEM學習成就個別LGCM，本研究發現，學習成就初始狀態

與成長速率呈顯著正相關。就此而言，學習成就初始狀態較高的學

生，其學習成就成長速率較為陡峭，而學習成就初始狀態較低的學

生，其學習成就成長速率較為平緩。

（三） 學生自我效能感初始狀態會顯著正向影響學習成就成長速

率；學習成就初始狀態也會顯著正向影響學生自我效能感

成長速率

藉由SEM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LGCM，本研究發現，學生

自我效能感初始狀態會顯著正向影響學習成就成長速率，由此可知，

自我效能感初始狀態較高的學生，其日後學習成就成長速率較陡峭；

此外，學習成就初始狀態也會顯著正向影響學生自我效能感成長速

率，因此，學習成就初始狀態較高的學生，其日後自我效能感成長速

率也較陡峭。

二、建議

（一）促使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能持續相互提升

本研究發現，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存在相互影響效果，由

於自我效能感的來源除親身的精熟經驗外，還包括替代性經驗與言語

的說服。因此，家長與學校教師可在言語方面多加鼓勵，強化學生的

自信，藉以提升其自我效能感；而學校教師也可提供學習成就較佳學

生分享其學習經驗的機會，讓班上其他學生可藉由替代性經驗來提升

自我效能感，如此不僅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也可讓學習成就進一

步形成之後精熟經驗的來源，促使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間藉由

良性的循環，而能持續相互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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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更能測量學生自我效能理論的測量工具

本研究藉由TEPS資料的分析，發現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存

在相互影響效果，且驗證了Bandura（1977, 1982）「自我效能感」理論

的觀點與Bandura（1977, 1997）「自我效能感」訊息來源的概念，但本

研究只以TEPS四波學生問卷中的單一題項，作為學生自我效能感的測

量，此為本研究的限制，建議未來研究可在Bandura「自我效能感」理

論的基礎下，發展更適合測量學生自我效能感的工具，並進行長期追

蹤的資料調查與分析，以進一步驗證Bandura「自我效能感」理論的觀

點與其訊息來源的概念。

（三）釐清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學習成就在不同世代學生的關係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僅限於TEPS第一波至第四波，從2001年7年級，

陸續追蹤至2003年9年級、2005年11年級及2007年12年級的學生。但不

同世代之學生所具特性不一，變項間之關係性是否同一或有所出入，

仍值得後續研究加以探討（秦夢群、吳勁甫，2009）。建議未來研究

可將研究對象擴及不同世代之學生，以進一步瞭解不同世代自我效能

感與學習成就的關係，是否存在複合效化的預測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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