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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 

學業控制因素與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之研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

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性。研究對象為嘉義市的國小高年級學生，本

研究採自陳問卷調查法，共抽選十二所學校得有效樣本共1,100人。再將所得資料

以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及巢式迴歸模型分析進行處理與分析。本研究結果顯示：

（1）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對班級偏差行為具影響力。（2）國

小高年級學生之低自我控制對班級偏差行為具影響力。（3）國小高年級學生之學

業控制因素對班級偏差行為不具影響力。 

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作為教師、學校單位及有

關教育機關以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班級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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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Classroom Order Management, Low Self-control, Academic 

Control Factors, and Class Deviant Behavior of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Shung-Ling Pa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classroom order management, low self-control, academic control factors, 

and class deviant behavior of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The sample in this study consisted of 1 1̧00 students from 12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iayi City.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of this study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nested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classroom order management had effects on class deviant behavior; (2) Low 

self-control was related to class deviant behavior; (3) Academic control factors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s on class deviant behavior. 

Finally, the detailed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classroom order management, low self-control , 

academic control factors, class devian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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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

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係。在本章中，首先要陳述本研究之背景與研究動

機，其次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最後對於重要名詞在本研究中的定義加以明確

界定。本章共分為三節，依序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及主要名詞的定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家庭是小孩子受教育的第一個場所，當小孩子年齡滿六歲時，依據我國教育

部強迫入學法（教育部Wiki，2015）規定必須就讀國民小學，小孩子必須在學校

裡面接受教育，小孩子在學校不僅可以學習到不同的知識，更可以藉由班規的規

範與師長和同學在日常生活相處達到日後社會環境的適應與學習，所以教育的影

響對於未來國家的發展與進步，將是最重要的一環，因此遵守學校校規與班規在

於學生的學習層面上有其基本上的重要，與廣義上的不可抹滅與輕忽的重要，所

以教育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因此教育一直是大多數人關注的話題，這些

年來，雖然有關大學生上課遲到，帶餐點或飲料食用，上課講話、滑手機等等雖

時有所聞；但是對於學生行為影響上課學習，通常經由老師規勸，大部分皆能即

時制止學生不當行為，所以當蘋果日報看到頭版出現以下這則報導，不禁讓聯想

到校規與班規對於學生的拘束力到底還有多少？  

     2014年7月4日蘋果日報     上課滑手機 女大生不聽勸 潑水辱師 

   台中逢甲大學余姓女大生去年到男性好友就讀的亞洲大學旁聽，不滿助理教授

王晴慧勸阻她滑手機，當著全班面前兩度把手搖杯飲料往王晴慧身上砸，王憤而

提告………。  

以上這則新聞，乃就新聞事件報導的角度來反映出大學生上課不當行為的現

況，以及突顯學生在學校生活學習與社會的衝擊下，對於授課教師的班級秩序管

理不但不理不屑而辱罵，那麼學生出現班級偏差行為是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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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筆者想研究的動機。研究者從事國民小學教職二十餘年，課餘之後，也常常

與要好同事聊天談及班級上課的甘苦談，不外乎課程進度，抑或學生上課的形形

色色。學生上課雖然也有些不守規矩的行為，輕微的像是上課不經舉手愛講話，

不寫或不認真寫作業，上學遲到，打掃不確實，上課時玩弄得小東西或是自顧自

的畫圖，傳紙條；嚴重的話像是打掃時用掃具打架，玩手機、打罵、偷竊等等；

最近又因為三C產品的流行及普及，研究者之學校在校務會議中經表決後規定本校

學生不能帶三C產品來學校。因而目前，究竟國小高年級學生的上課違規行為到底

有哪些？又為什麼違規行為一再發生呢？ 

孔子曾說：「不欺暗室」，一般人在大家面前彬彬有禮、循規蹈矩並不代表品

性很好，並須在沒有人監督的地方所做的事才能看出其真性情及本性。但是個人

在「暗室」做的事因為沒有人看到，旁人就不能立即糾正，也就得過且過的混過

去了！也因個人在獲取短暫利益下而產生偏差行為，卻帶來的害處卻造成個人不

再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完成每件事，付出代價是巨大的、長期的。因此，不要

等到大學生公開怒罵老師，甚至大學生鄭捷在捷運上連續殺人才追究為何有此偏

差行為或犯罪，必須從小教育養成，也因此本研究擬就偏差行為情況尚未發生或

不嚴重的國小學生進行探討，希望能將偏差行為從學生國小階段就防微杜漸、防

範未然。 

由上可知，為杜絕偏差行為的起源發生可能因無人察覺或監督而漸漸變成養

成連續性行為，本研究屏除相關研究大都探討偏差行為其發生的情況可能在無人

監督狀況，而以教師上課情境進行管理監督之班級偏差行為為研究焦點；進一步

地說，學校教室是學生學習的場所，進一步地說教室裡的主角是學生，而偏差行

為的行為人也是學生，執掌規矩的是老師，故首先擬研究教師上課情境進行管理

監督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同樣的，陳貞吟（2014）採取問卷調查法，將知覺

教師效能針對高、屏地區高中生之班級偏差行為進行研究，發現知覺教師效能中，

只有班級秩序管理具有顯著的負向效應，也就是說，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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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高，那麼會表現出班級偏差行為的情況愈少。這也引發研究者想研究的動機，

國小高年級學生會否因為知覺教師的嚴格而降低或避免上課脫序的行為發生？抑

或者是國小高年級學生會因為知覺教師上課管理鬆散而在上課時為所欲為、我行

我素嗎？換言之，也就是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上課違規，和其知覺教師班級秩序

管理的關聯？ 

其次，雖然偶爾有些特殊學生因為情緒控制不好而使師生處於緊張情況，可

是這種學生在事後，也常能心平氣和面對自己不禮貌的地方並且向對方道歉！這

種易衝動，做事不顧後果的學生，雖然事發後，經過師長勸解及同學解釋後，彷

彿知道自己思慮不週或太過衝動，可是一些時日之後，這種易衝動，做事不顧後

果的學生，往往又控制不了自己，又做出了不應該做的違規事件；也就是說，自

我控制程度較低的學生，較易發生偏差行為及肇生問題情境（陳秉玉，2012； 

Ribeaud & Eisner, 2006）。這也引發研究者想研究的動機，也就是探討國小高年級

學生上課違規，和學生低自我控制是否具有關聯性？ 

再者，陳智文（2012）之研究發現嘉義縣公立國小高年級學生的學業成就愈

高，出現偏差行為的情況也愈少。這樣的研究結果意味著傳統學習科目方面（國

語、英文、數學、自然科技、健康）學習態度很好的國小高年級學生，易抱著兢

兢業業，花很多時間在學業上，也較少有偏差行為出現的；也就是說，在學習上

的意願、抱負、投入及參與將影響到偏差行為的發生狀況。對此，張楓明（2011）

也指出，青少年「學業參與」程度愈高，致力在課業上，自我的學業抱負也高，

較會願意遵守學校規範，所以當他要違規從事偏差行為時，他會愈顧慮違規所造

成的可能後遺症，而影響到其美好的未來及造成其「學業抱負」成為南柯一夢，

這也引發研究者想研究的動機，本研究將就在社會控制理論之參與、抱負，來研

究學業層面之參與、抱負與國小高年級學生上課違規是否有關聯？ 

綜合以上，這些年國內研究者對於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研究不在少數（林兆偉，

2014；徐美雯，2013；葛煜仁，2013；卓恒瑾，2012；周俐利，2011；陳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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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曾志全，2008；張楓明，2007；王枝燦，2001），較少有單單只有針對青

少年學習活動的主要場所－校園做研究（陳春香，2012；陳姵岓，2012；張安君，

2008；蘇英玫，2007），進一步來說，更少有只以校園偏差行為中，學生出現在

上課時的偏差行為為主題來研究（陳貞吟，2014），因此根據上面所說的動機，

本研究將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管理秩序、低自我控制、學業參與以

及學業抱負與班級偏差行為的關聯性；希望可以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班級活動

中所表現的偏差行為，是否會受到其知覺教師班級管理秩序、低自我控制、學業

參與以及學業抱負所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

聯性。 

二、 探討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低自我控制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性。 

三、 探討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性。 

四、 探討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

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性，並依此提出建議，作為教師、學校

及相關教育行政機關的參考。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使用之概念意義明確，茲將其定義加以界定如下： 

壹、國小高年級學生  

本研究所謂的國小高年級學生，係指103學年度就讀於嘉義市公立國民小學五、

六年級的學生。 

貳、班級偏差行為 

「偏差行為」之本質上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且定義及範疇會依時間與空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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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變動（葛煜仁，2013）。一般而言，則具有適應不良的含意，如吳武典於1987

年即指出偏差行為可視為適應困難，並且可能會妨礙生活與社會適應。就像在家

中玩橋牌並不是偏差行為，但因在學校，且是在一般上課時的行為，就須加以規

範其偏差性的行為。因此，本研究所謂之「班級偏差行為」，係指學生在上課中，

有違反學校或班級規定且妨礙學校生活之適應的行為。 

參、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陳貞吟(2014)之研究針對「知覺教師教學效能」與班級偏差行為的關聯進行探

討，發現「知覺教師教學效能」的因素中，只有知覺班級秩序管理對班級偏差行

為最具影響效應，是以本研究擬就其研究結果之基礎再加以深入研究與班級偏差

行為的關聯。因此，本研究所指「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係參酌陳貞吟（2014）

研究所指之學生在上課中，知覺教師有沒有落實班級常規管理的實行，即為知覺

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肆、低自我控制 

本研究所指「低自我控制」，係依據一般化犯罪理論觀點，並參考譚子文、

董旭英（2011）之研究界定，即高自我控制是能控制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的要

求，而低自我控制的人則較難以或無法控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行為，例如有人打

我，我就打回去；有人凶我，我就凶回去；也就是說做事往往不考慮後果，只因

應到眼前情況而反應。 

伍、學業控制因素 

學業控制因素指的是學業參與和學業抱負。根據張楓明（2011）指出，學業

參與係指個人花費在學校及家庭課業的時間，也就是說對參與這些學業活動時間

的多寡；而學業抱負係指是個人對未來在學歷、教育方面的理想方向，目前現階

段為了未來的理想，使得個體必須接受社會和學校的價值規範，例如高學業成就

以獲取較有保障或較高地位的學歷。本研究所指學業控制因素即包括學生花費參

與學校及家庭課業的時間，以及對未來在學業、教育方面的理想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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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統整相關理論基礎與相關研究的結果，並且藉以提出本研究之研究

架構。故以下共分為五節加以說明。首先，第一節探討班級偏差行為之定義與內

涵；第二節探討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第三節探討低自

我控制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第四節探討學業控制因素與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

聯；第五節探討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

行為之關聯性。 

第一節 班級偏差行為之定義與內涵 

壹、偏差行為之定義與分類 

一、偏差行為的定義 

偏差行為係指個人的行為與他人不同、偏離常態，屬於出了差錯的行為。但

如果只有行為上與他人不同，並不一定就是偏差行為；就像有人每餐一定要吃到

米飯才算是已經用餐，才能吃飽；也有人夏天不喜歡吹冷氣，一熱就洗澡，一天

洗四、五次澡的；還有成人每天睡覺超過十二小時的……，這些跟常人不同的行

為，我們卻不能說這些現象屬於偏差行為。吳武典（1987）曾對偏差行為下了一

個簡單明瞭的註解：「顯著有異加上有害，即是偏差行為。」；同樣的，王莊民

（2011）也說明顯異於常態而且對個人正常生活，造成適應上不良的行為；通常

和不正常行為、適應欠佳、問題行為及反社會行為等被通稱使用。宋明順（2000）

在教育大辭書內將偏差行為解釋為凡違反社會規範或與社會常軌偏離的行為，也

就是說有別於心理學從「適應與否」來闡述偏差行為，社會學則是以霸權主義的

「社會規範」來闡述偏差行為，認為其為一種「破壞社會規範的行為」，因為人

類為了完成共同生活之目的，不但必須規範各種行為準則，同時又設立社會化的

機構，將社會規範以合理的方式深植人心，也內化到我們的心中，成為牢不可破

的觀念。蘇尊蘭（2013）也有類似的看法，其將偏差行為定義成凡行為違背社會

上認定的社會規範，並侵害到自己或是他人權益。同樣的，黃雅婷（2013）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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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行為定義為個人行為顯著違反社會規範，並且因此而妨礙日常生活或阻礙學習

的行為。還有，楊國樞（1978）也提出相似的看法，其闡述凡是在社會、家庭、

學校中做出違反到法律或規範之行為，均稱為偏差行為。綜合上述所言，人類社

會中，為了適合各式各樣的人共同生活，以霸權主義的將某些便於管理人類社會

的方法以規範或是法律稱之，並以有形的或無形的手法包裝，建立機構教育以內

化到我們的心，對於人們一旦超出常態，違反社會規範，並且造成自己或是他人

的妨礙或損失之行為，即稱為偏差行為。 

其實，偏差行為本身就是相對的概念，就如同陳佳琪（2001）、Jahromi和Gambhir

（2010）皆認為偏差行為因循時間空間不同，而有不同的標準來改變適用範圍，

也就是說會隨著民情、社會情境、時代、社會氛圍、對象與風俗習慣的改變而改

變其適用度，而謝博宇（2009）也認為偏差行為的界定是相對，每一個界定的偏

差行為皆有其獨特性，因為其界定會根據時、地、空間的不同而有不同標準。其

他學者也有類似看法，認為偏差行為的概念是相對的、複雜的，且對不同場合、

不同時空、不同年齡人都有不同定義，而且根據研究的目的及目標，也會有不同

的定義（詹宜華、張楓明、董旭英，2012）。由以上看來，偏差行為被認定為偏

差，是因為在特定場合、特定時空、特定年齡下被認定違反社會規範，例如民國

六、七十年代國中、高中的髮禁，規定女生頭髮最長到耳下一、二公分，扼殺多

少不適合留西瓜皮髮型的青春少女追求美麗的夢，時至今日，國、高中學生留長

髮已經不再是偏差行為；再者，國小美勞老師上課中教學生畫畫，所以學生畫畫

也並非屬於偏差行為，但其若在不是畫畫的上課狀況中出現了，就明顯違反了班

級上課規範，已經屬於班級的偏差行為。 

除此之外，許春金、孟維德（1997）和張楓明（1999）指出，偏差行為（deviant 

behavior）就狹義而言，是指觸犯法令，必須接受法律刑罰制裁的行為；而就廣義

來說，是指違反社會機構要求、期望的行為，均為「偏差行為」，例如抽煙、打

架、逃家、飆車、喝酒、吸毒、出入不良場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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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差行為之分類 

歷年來學者從社會、心理、法律等不同層面研究偏差行為，也因此對其分類

未必相同，分述如下： 

（一）徐澄清（1969）根據多年處理兒童偏畸行為的臨床經驗，將適應欠佳

行為分為六類：(1)外向性行為問題；(2)內向性行為問題；(3)焦慮方面症候；(4)

不良的習癖，即為不良習慣；(5)學業上的適應問題；(6)精神症方面的行為偏畸。 

（二）吳武典（1987）則將廣義的偏差行為分為六大項，分別為：1.外向性行

為問題：即為一般所說的犯錯行為、違規行為或是反社會行為，例如逃家、逃學、

搗亂、不遵守校規班規、偷竊、恐嚇、打架等；2.內向性行為問題：指情緒困擾或

非社會行為，如消極、畏縮、自虐、自殺行為等；。2.內向性行為問題：即情緒性

困擾，例如不合作、太依賴、畏縮、消極、焦慮反應、自虐、自殺等。3.學業適應

問題：學業方面的適應不良的原因不是智力因素，而是行為上的問題或是情緒的

困擾所造成，例如注意力分散、不專心、上課愛說話、上課玩弄小東西、作弊、

學業低成就、偷懶不做作業等。4.偏畸習癖：又稱為不良習慣，發生原因大多因為

不健全的性格發展，例如咬指甲、口吃、吸吮姆指或是筆、煙酒藥方面成癮等不

良習慣。5焦慮症候群：因過度焦慮所造成的，引發明顯的身體不適，或出現強迫

症的行為；又稱為神經質行為，例如噁心、緊張、嘔吐、強迫性動作、歇斯底里

等。6.精神病症：心理疾病已經嚴重造成行為明顯和現實分離，包括躁鬱症、精神

分裂症等。 

（三）劉焜輝（2007）認為學校教育中所指的偏差行為乃包括：(1)因為情緒

障礙引發的偏差行為；(2)由於智力、生活所造成的偏差行為；(3)由於先前的挫

折造成的偏差行為。 

（四）林俊榮（2005）則將偏差行為分為五類：1.不良習慣型偏差行為：說謊、

飆髒話、偷竊等；2.學習困擾型偏差行為：偷懶不交作業、上課愛說話、上課常分

心、作弊、逃學等；3.藥物濫用型偏差行為：菸、酒、藥物或毒品成癮等；4.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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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偏差行為：常會與人起爭執或是衝突，如頂嘴、爭吵；5.暴力型偏差行為：打架、

毀損物品等。 

（五）吳怡芳、曾育真（2003）以及蔡建生（2014）則將偏差行為分類為二

類：1.分為內向性偏差行為，即「非社會行為」，例如：消極偷懶、煩躁易怒、

不繳交作業等；2.外向性偏差行為，即「反社會行為」，例如：打架傷害、毀損

破壞物品等。 

綜合各學者對於偏差行為的分類，可以知道偏差行為是多元的概念，包含了

有學習偏差、情緒偏差、習慣偏差、人格偏差、價值觀偏差、團體偏差等類型。

本研究擬採廣義看法來界定偏差行為，包括違反家庭、學校、社會等社會機構的

要求、期望的行為，以及將焦點放在教師上課時的班級偏差行為，也就是研究探

討為何有些違反班級常規之偏差行為為何常會在班級情境中一再出現？ 

貳、班級常規 

周新富(2006)認為班級常規為規範學生在班級中行為準則的規定，其傳達教師

期盼班級學生在學習中的行為方式。林進材（2005）也認為，班級常規是教師傳

達希望學生在教室學習的行為表現，因此規範及限制學生的行為準則，以達到順

利發展課堂上的教學活動。因此，班規在教師班級經營中是重要且必要的策略（蘇

昭愷，2013；楊銘福，2012；張民杰，2011；；吳清山，2002；張鐸嚴、林月琴、

劉緬懷，2002；李佳琪，1999；朱文雄，1995），更進一步的，教育部（2012）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參考版）中提出「班級經營」的其中

一個參考指標便是「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並且根據此指標訂定5項

檢核重點來檢定教師在專業發展評鑑的成效。由此可知，班級常規對於教師及學

生而言，有其必要。 

接著，張民杰（2011）也認為建立班規是教師必要策略，並就以下二個層面

來探討： 

一、清楚明白教師的要求，學生可依循明確規則：班規可以透過文字，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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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明白教師在行為、學習上以及態度上的要求，也讓學生預期違規行為導致的惡

果，學習自我負責行為。 

二、與班級的學習目標相聯結：班級常規與學習目標相聯，讓學生可以透過

班級常規，明白教師學習目標的要求，達成學習目標的要求。 

此外，國內外各學者（高博銓，2008；陳志仁，2005；楊美伶，2005；陳惠

萍，2004；盧富美，2002；羅品欣，2003；Manning & Bucher, 2006）對於班級常

規訂定所需要注意原之相關研究很多，參考各家學者觀點整理事如下： 

一、及早訂定：開學一個星期內是班級常規訂定的關鍵時期，「好的開始」

通常能奠定班級常規往後的成功，但是，「壞的開始」將轉變成教師「一發生不

可收拾」的情況。 

二、師生共同討論訂定：根據各家學者研究發現由師生共同討論訂定班級常

規，能使學生產生歸屬感，訓練自律能力，減少違規。 

三、班級常規要簡明具體，敘述宜正向積極，避免使用負面敘述禁止學生不

好的行為。 

四、班級常規訂定需注意到學生個別差異，並且應以文字書面方式告知家長，

公開張貼在教室。 

綜言之，班級常規簡稱為班規；其為班級中經由老師、學生共同討論對班級

未來的學習氣氛願景，化為具體的規範全班學生遵守的規律，以達到班級共同學

習生活時有所遵循的規則，日積月累，進一步讓學生自己培養出適合學習的態度

和習慣，所以班規具有引導與規範學生行為的作用（郭明德，2004）。陳名志（2013）

研究也指出，有經驗的班級導師會期望學生在班級常規的實施下，能有助於良好

的學習，所以會在開學時，與學生討論班級規範，目的不但是維持教室秩序、讓

教學活動進行順暢有效，更可以培養學生負責、服從的良好的品格及適應班級團

體生活的公民素養。總之，教師及學生共同實施遵守班級常規，使班上秩序良好，

才能使教學活動推展順利，使學生進一步在潛移默化之下，培養出良好學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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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班級偏差行為 

綜合以上，偏差行為係指當個人在所處的時間、空間及當地環境下，凡違反

家庭、學校、社會等社會機構的要求、期望的行為；依照此定義，校園偏差行為

也就是個人違反學校規範的行為（陳姵岓，2012；陳春香，2012；張安君，2008；

蘇英玫，2007）；而蘇英玫（2007）認為校園內常見的偏差行為有說謊，毀損公物

或者他人物品，愛發脾氣，不聽師長的話，愛頂嘴，打架，取笑、恐嚇或者威脅

他人，上課遲到、早退，上課分心、注意力不集中，借用他人東西不還或弄丟，

不交、遲交或漏交作業，惡作劇，偷懶不做掃地或負責的事，說髒話等等。進一

步的Smetana和Bitz（1996）將偏差行為分成：1.道德方面（moral items）：偷錢、

打架；2.常規方面（conventional items）：上課遲到早退、跟老師頂嘴；3.情境式常

規方面（contextually conventional items）：不經允許就上廁所、上課傳紙條；4.個

人私領域方面（personal items）：髮型的選擇、早餐錢如何花；5.自律方面（prudential 

items）：在學校喝酒、抽菸或吸毒。 

由以上看來，校園偏差行為有一部分是發生在上課情境中的，這些違反上課

中班級常規的行為，就是班級偏差行為(高逸凡，2006；吳宗立，2002）。例如：在

上課的時候吃餅乾、上課的時候聊天、傳紙條。國內研究者對於青少年偏差行為

的研究為數不少，這些年有關青少年偏差行為大部分是從以下三個面向來研究：

一、從家庭因素或家長管教角度來切入研究的（徐美雯，2013；葛煜仁，2012；

周俐利，2011；陳雯君，2008；曾志全，2008）；二、從同儕因素的影響來研究討

論的（林兆偉，2014；葛煜仁，2013；卓恒瑾，2012；曾志全，2008；張楓明，

2007；王枝燦，2001）；三、研究在校園中常發生的偏差行為（陳春香，2012；陳

姵岓，2012；張安君，2008；蘇英玫，2007）。只有少數幾篇是以學生出現在上課

時的偏差行為為主題來研究的（陳貞吟，2014），本研究擬就上課時的班級偏差行

為研究探討。 

就國小高年級學生而言，班級生活是其活動的主要場地，也因此佔其大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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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以上課中常常出現班級偏差行為對學生的影響是長期且深遠的，學生不良

的學習成效不但干擾性班上的其他學生，甚至影響班級氣氛及造成教師教學的效

能不彰（賴光真，2014；張民杰，2011；林進材，2009；蘇國榮，2007；林碧霞，

1991）。因此，研究者認為就國小高年級學生而言，班級偏差行為因為發生在教師

教學情境內，顯然較不像其他非班級上課情境中的偏差行為來得嚴重或造成危險，

所以班級偏差行為並不像其他非班級偏差行為般引起眾多注意，但是，班級偏差

行為卻是班級中存在的現象，且對國小高年級學生而言，班級生活即代表校園生

活的大部分或幾乎全部，因此，有探究研究班級偏差行為的必要，本研究擬就與

國小高年級學生學習最主要的場所－班級所發生的偏差行為進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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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班級偏差行為關聯性之探討 

壹、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Bandura在1977年首先提及效能（efficacy）的概念，認為效能為個人對自己能

力評估能否成功達到某種行為的信念。進一步的，Bandura在1986年提出自我效能

對個人認知歷程有影響，具有統整一連串行動達成目的的作用，也就是說個人在

面對問題的時候，先估量自我面對情境選擇並表現出可以解決的適當行為，同時

衡量此行為能否獲取優良效果。也就是說，效能(efficacy)是自己衡量有能力進行

自我控制，而效能高低取決於過去的經驗和成功的經驗，而成功經驗能提高自我

效能(self-efficacy)。 

將「效能」的概念運用於「教師效能」，指的是教師衡量評估自我教學所展現

能達成預期的效果的能力，就稱為「教師效能」。因此，教師效能係指教師在教學

情境中，對自己教學能力以及預期學生學習成效之間的評估，換句話說，教師效

能乃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從事有效教學活動，經由對教材的熟悉，利用專業的能力

完成教學計畫及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策略及班級管理等，並預期能影響學生學

習良好的成果之能力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能有較好的學習表現與成果

（張逢洲，2012；黃文三、沈碩彬，2012；蘇祐慧，2011）。 

然而，國內外學者認為應該將教學效能的內涵分成多個層面來探討，郭小萍、

吳勁甫（2011）將其分為五個部分：教學規劃準備、教學策略多元、師生互動良

好、教學教材系統呈現、妥善運用教學評量；謝豐宇（2012）將其分為五個部分：

教學情境、教學策略、教學信念、教學準備、教學評量；而羅寶鳳、張德勝（2012）

將其分為六個部分，分別為：課程設計、教學策略、班級經營、媒體使用、支持

協助、學習評量；再者，張媛甯、岳美秀（2012）則分為：教學計畫、.教學內容、.

教學策略、教學評量、教學互動、班級經營等六部分；而鍾文峰（2014）將其分

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教學策略、班級經營、學生投入；以及陳貞吟（2014）歸

納為以下四點： 課程設計、教學策略、營造班級氣氛、班級秩序管理。由以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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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教學效能的內涵歸納雖然分別四至六個面向，但是終究脫離不了教師的教

學部分及對於學生的管理掌握。 

由上可知，教師在班級上進行教學活動，教師效能儘管眾學者內涵分類多元，

實際上分成教師的教學部分及對於學生的管理掌握兩部分。而教師教學效能對學

生的管理掌握部分即為本研究有關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本研究有關教師班級秩序

管理乃指陳貞吟（2014）研究中教師效能之班級秩序管理，換言之，教師在班級

上課，學生在課堂上的言語以及動作皆為教師管理班級秩序範圍。 

學生所知覺到的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是否和教師對自己的評估結果一樣？以學

生個人而言，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則為查覺到教師的行為或動作注意到自己是

否遵守班級常規，以便讓教師順利進展其教學目標（陳貞吟，2014）。教師在課堂

講台上課時，或許觀察到後排座位有人傳紙條，或許觀察到後排座位有人看課外

書，或許只想到教室後面拿取茶水，但是對於學生而言，尤其是正在從事班級偏

差行為者，此動作卻使其意識到老師藉著移動位置來巡視學生，意即學生因老師

的動作而察覺老師正在從事秩序管理，故學生所知覺到的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並不

一定和教師對自己秩序管理的評估結果相同。 

綜上所言，學生能夠清楚知道老師對上課秩序的要求，也了解老師能適當運

用獎懲制度達到有效管理上課秩序，更清楚對於上課時學生的不當行為老師也能

有效處理，於是學生在上課時，察覺老師的眼神，察覺老師位置的移動，察覺老

師肢體的動作是否有留意到我們違規的舉動，是否有注意到我們表現出正確的行

為，是否有關注到我們認真專注，皆為本研究之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換言之，

本研究擬就以學生而言，知覺到教師的行為或動作注意到學生是否遵守班級常規，

以便讓教師順利進展其教學目標之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進行探討。 

貳、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班級偏差行為的關聯 

本研究擬更深入探討班級秩序管理的因素，聚焦探討知覺班級秩序管理與班

級偏差行為的關聯。有關班級秩序管理與偏差行為的研究大部分從班級經營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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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探討，且也很少由班級情境的偏差行為進行探討，但是實際上班級秩序管理

也是組成班級經營之因素，就像Froyen(1988)指出，在班級情境中，教師以有效的

技巧以增進學生有效的學習及表現良好，換句話說，在上課情境中，若教師能有

效規範學生的行為，則學生愈少出現偏差行為。再者，王文科（1996）也主張，

教師要有效完成教學目標，並須同時注重布置教學學習環境，控制學生學習狀況

以及維持學生秩序。最後，陳貞吟（2014）研究發現高中生知覺教學效能之班級

秩序管理與班級偏差行為有關，若高中生知覺教學效能之班級秩序管理程度愈高，

愈易抑制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本研究擬再就此再行深入探討，研究國小高年級

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學生在上課情境中出現偏差行為之關聯。 

綜合上述可知，若要班級秩序管理較佳，就必須掌握學生在班上的偏差行為

並多加管理，而學生知覺到班級秩序管理可能比教師自我知覺到的班級秩序管理，

對於班級上課的學生而言，可以更直接的影響學生的學習狀況，且對其是否能遵

守規則，與是否發生班級偏差行為有關鍵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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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低自我控制與班級偏差行為關聯性之探討 

壹、自我控制的內涵及低自我控制的特質 

一、自我控制之內涵 

Gottfredson 與Hirschi 於1990年提出「一般化犯罪理論」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以自我控制概念為主要核心概念的理論，其認為自我控制是個體以理性考

慮長遠後果，避免追求短期利益後自由選擇的決定，是阻礙個體形成犯罪橋樑的

障礙（許春金、孟維德，1997），每個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兒童時期就已經發展成

熟，而且已經形成的自我控制能力終其一生維持穩定的特質，這也正好說明為什

麼人有犯罪或偏差行為傾向高低的個別差異。 

進一步的，Turner and Piquero在2002年就Gottfredson 與Hirsch提出自我控制能

力在每個人的一生維持穩定的特質，針對個體在兒童、青少年與成年前期，研究

發現確實如兩位學者Gottfredson 與Hirsch提出的「一般化犯罪理論」的觀點，其

低自我控制大部分呈現長期穩定的特質。也就是說，自我控制力的塑造在兒童期

社會化的教化下形成，而且在往後的一生呈現穩定的情況。而社會化發生的最主

要場所為家庭、學校及其他社會機構。Gottfredson 與Hirschi試圖將犯罪或偏差行

為從個人自我控制能力高低來加以解釋：個體具有比較高的自我控制力，較為能

夠控制自己去抗拒能帶來立即快樂的行為，所以愈不會犯罪；反之，個體較為缺

少自我控制力，卻只因追求眼前立即快樂，不加思索就馬上行動，反而忽略考慮

到可能造成的深遠後果，所以往往較易淪為犯罪或偏差行為。 

綜上所言，Gottfredson 與Hirschi結合犯罪學兩大門派，古典學派與實證學派

的理論提出「一般化犯罪理論」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以自我控制概念為主

的理論，企圖論述犯罪及一般偏差行為（黃富源、范國勇、張平吾，2012）。其主

張自我控制是個體在追求短暫快樂、自我利益時，運用理性思考長遠後果，避免

追求短期利益後自由選擇的決定，可以避免個體產生犯罪或偏差行為，每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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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能力在兒童時期八至十歲就已經因社會化的教化而發展成熟，而且終其

一生維持穩定的特質，並將犯罪或偏差行為從個體自我控制能力高低來加以解

釋。 

二、低自我控制者的特質 

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乃是個體追求立即眼前短暫的享樂，卻忽視長

遠行為後果的傾向，而犯罪及偏差行為的共同特徵在於個體從事此行為就馬上帶

來立即的快樂或者避免淪陷在痛苦的漩渦中，故Gottfredson與Hirsch認為個體是否

易於從事犯罪及偏差行為的最大特徵就在於「低自我控制」，個體若屬於低自我控

制，就較易出現犯罪行為(Hay, 2001)。因一般化犯罪理論將焦點置於「自我控制」

的因素，故此理論又被稱為「自我控制理論」(self-control theory)。以下將焦點放

在有關低自我控制者的特質介紹，來研究與國小學生班級偏差行為的關聯。 

有關低自我控制的人具有的特質，學者（譚子文、董旭英，2011；蔡德輝、

楊世隆，2013）的看法蠻一致的，都和Gottfredson 與Hirschi於1990提出低自我控

制的人具有之六個特質類似。而有關Gottfredson & Hirschi認為其六個特質如下：

1.較易於衝動；2.較喜歡簡簡單單、不多加思索的工作；3.較為喜愛追求刺激及立

即短暫的快樂；4.不喜歡求知類型的活動，偏好肢體類型的活動；5.無法自動感受

他人的想法，而以自我為中心；6.往往常常會以發脾氣表達自己不滿的情緒（董旭

英、張楓明、李威辰，2003）。Gottfredson 與Hirschi（1990）進一步地說，個體擁

有此六種特徵者其自我控制能力愈低，越易有偏差行為的產生。可是，低自我控

制的人正因具有這些特質而做事草率而且忽略其造成自己長遠的影響（Higgins & 

Boyd, 2008）。 

綜上所言，一般化犯罪理論認為從事犯罪或偏差行為乃是一些呈現易衝、喜

歡簡單工作、偏好肢體活動、自我為中心強、好發脾氣等低自我控制的人，利用

力量或詐欺為手段以達成追求自我利益滿足之行為。而一旦在兒童時期社會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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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自我控制將在一生均維持穩定狀況，家庭的教養和學校的教化扮演兒童社會

化的重要角色。 

貳、低自我控制與班級偏差行為的關聯 

在低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方面，Gottfredson & Hirschi（1990)認為犯罪或偏差

行為的最大特徵即低自我控制，惟低自我控制與犯罪並非存有必然之關係，反而

可能會因情境等其他因素而有所抵銷，而高自我控制者則能有效地降低犯罪或偏

差行為之發生，並延續影響至整個人生事件。但是，就本研究擬探討的上課情境

中發生的偏差行為與低自我控制的關聯，國內外研究並無所獲，故先就有關一般

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與自我控制的關聯進行文獻檢閱。 

根據國內外眾多學者（ Ribeaud & Eisner, 2006;Baron, 2003; Vazsonyi, Pickering, 

Junger, & Hessing, 2001; LaGrange & Silverman, 1999; 譚子文、張楓明，2013）的

研究證實了低自我控制對偏差行為的效應，也就是說低自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

為有關聯；國內有關研究低自我控制的研究並不多，內容也大部分針對與偏差行

為或是犯罪行為的關聯來探討（林素菁，2013；王怡景，2012；陳秉玉，2012；

陳貞羽，2011；陳南翰，2004；宋柏達，2004；曾幼涵，2001）。 

綜上所言，低自我控制者因為個性上較追求享樂、衝動、偏愛體能的肢體活

動，做事往往只想到眼前的刺激、快樂，以致如果一旦和同儕發生衝突或彼此心

生不滿時，因其自我控制能力較低，往往容易一觸即發、不考慮可能引起的後果

就只想追求眼前短暫的快樂，最後往往違反社會規範而發生偏差行為。也就是說

個人的低自我控制將會直接影響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陳秉玉，2012）。據此而論，

在上課情境中，老師對班上秩序的要求，一般的學生都會遵守，為什麼這些學生

會違反規定而會做出班級偏差行為？是不是受到低自我控制影響呢？本研究擬就

上課情境中發生的偏差行為進行探討，探討學生在學校的老師在場上課的時候，

學生的低自我控制與發生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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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關聯性之探討 

壹、社會鍵理論的內涵 

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是犯罪學權威的Hirschi（1969）所提出，其

基本主張人性本是非道德的，都有可能犯罪或是不守規範的本能；但是為什麼個

體卻能夠控制自己不道德的本性而不犯罪或是不違規，此為Hirschi之觀點取向，

即認為人不會去犯罪，乃是因為外在社會控制來牽制人不至於犯罪或是違規。 

進一步的說，舉凡人都有犯罪或是不守規範的本能，但是又因為受到人在社

會中，受到來自外在強又有力的約制，以牽制人不至於犯罪；這種牽制人不犯罪

的約制就是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所謂的「社會鍵（social bond）」；人

在社會化過程中，人與社會發展連結成大小不同強度的社會鍵，就能有效防止犯

罪問題發生，而 Hirschi 的外在強而有力的影響力量，是指有關家庭、學校、同

儕、職業、朋友、信仰、傳統觀點、法律等等，這些引響力即其所謂之「社會鍵

（social bond）」。他認為個人受到外在社會控制的牽制而守規範不犯錯，除非當個

人對社會控制的連結減弱時，否則不會輕易發生犯罪行為；總之，Hirschi社會鍵

理論（social bond theory）也被稱為「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其研

究發現人類之所以能夠抑制自己而不違規犯罪，皆出於建立在每個人心中的道德，

而此道德乃是由於經由外在環境的控制、陶治管教的結果；每個人在此社會化過

程中，個人和社會因此建立不同強度大小的社會鍵，而防止一個人去犯罪 (許春金，

2013)。 

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認為社會鍵的要素有四項:(一)個人對家庭和

社會的依附(attachment)關係，(二)個人為學校社會提供的機會而努力付出的抱負

(commitment)，(三)個人投入家庭、學校與其他社會機構的傳統方面活動的參與

(involvement)，(四)個人對傳統的價值觀和規範法規的信念(belief)。Hirschi 解釋社

會鍵這四項要素與犯罪或做錯事關係時認為，少年附著父母、學校、同儕團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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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愈強；現階段愈努力實現投資對於未來規劃職業的抱負；花時間奉獻於傳統

活動時間愈多；信仰道德規範或法律愈堅定，那麼少年將愈不會犯罪或做錯事。 

貳、社會鍵理論中之學業層面控制因素 

社會鍵理論的四項要素中，依附與家庭社會有關，信念與價值觀有關，參與

和抱負則和學校或社會有關，也因此參與和抱負與學業有關的部分可被稱為「學

業控制因素」。學業參與是指個人花費在學業方面的時間，而學業抱負則是指個人

抱持未來在學業上能成功的信念；前者只是「花時間」，並無個人意願，而後者則

是個人意願。也就是說，個人因為對未來的學業有抱負憧憬，所以為了實現學業

上的抱負憧憬，而樂於花費時間來達成。所以學業參與和學業抱負兩兩相輔相成，

缺一不可；因為如果個人只有學業參與，沒有學業抱負，那麼這個人每天花時間

在學業上，卻沒有未來對學業憧憬的堅持，往往花時間卻不知為何而戰，最後便

中途而廢；同樣的，個人只有學業抱負，沒有學業參與，那麼這個人空有未來對

學業憧憬的堅持，卻沒有花時間在學業上來實現未來的學業憧憬，往往被笑稱做

白日夢，最後也只好改變原有的學業抱負憧憬。故本研究擬就學業參與和學業抱

負一起討論，亦即就其兩者合併的學業控制因素，探討其與班級偏差行為的關聯。 

國內外學者研究指出，學業成就低落的學生較其他學生易發生偏差行為（盧

浩傑，2007；何美瑤，2001；李旻陽，1992）﹔傳統有些研究為了探討學業成就

低落與偏差行為的關聯，將其中的學業成就聚焦在考試成績，或是學習態度；也

有少數研究者將學業方面的因素聚焦在學業控制因素（張楓明、譚子文，2012)，

因為本研究要探討上課情境的偏差行為，研究的對象是學生，主要的研究場地也

是學校的教室，學生在教室最大的活動及是學習，故本研究將聚焦影響學生偏差

行為的學業方面，以學業控制因素來分析研究與偏差行為的關聯。 

參、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的關聯 

Hirsch（1969）認為個人花費時間對學校學業層面的參與，以及花時間投資實

現於對未來的學歷所建立的目標，都可以抑制發生偏差、犯罪行為。還有，張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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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006）的研究也發現，學業層面上的參與，例如準備考試、寫功課、唸書等

學校課業上的活動，可以抑制偏差行為的發生。同樣的，李淑惠（2010）的研究

也有相同的發現，提升學生的學業參與，可降低學生發生偏差行為。此外，王伯

頎、李修安、林思賢（2010）的研究也顯示，學生視學歷為可有可無、得過且過

的混過學習過程的話，也就是較缺乏學業上的抱負，皆為偏差行為的影響因素。 

因此本研究擬從Hirschi的社會鍵理論之參與、抱負觀點，探討學業層面之參

與、抱負與國小學生班級偏差行為的關係，又因為國內外研究針對班級偏差行為

研究不多，故此將有關偏差行為一併討論。 

一、學業參與對班級偏差行為之影響 

參與是什麼？參與通常是指個人花費時間參加學校相關活動、參加家庭活動

參加休閒活動。張楓明、譚子文（2012)指出，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的

參與主張「邪惡生於懶人之手」（idles hands are the devils workshop），解釋當一個

人窮其時間與精力全身投入來參與傳統活動（conventional activities），例如學業、

正當的休閒活動等，讓一個人整天都忙於傳統活動，自然也就沒有時間與心力再

去做一些與學校活動無關的事，自然而然就不會做出偏差行為了！這和俗話說：

「學琴的小孩不會變壞！」有異曲同工的涵義，一個參與音樂正常學習活動的孩

子，滿腦子皆是如何能在音樂上表現更佳的念頭，每天兢兢業業於學琴、花時間

大量練琴表演、花費大多數的時間於琴藝的演奏準備等，其從事偏差行為的時間

就相對的變少，也就不過容易變壞。 

學業參與是什麼？學業參與通常是指學生花費在家庭作業、學校課業、課業

補習及其他學業活動上的時間。一個整天對於參與學業活動、追求學業良好表現、

努力於傳統課業，忙得不可開交的青少年，也就每天被上課、參與學校活動、花

時間準備考試等忙得團團轉，自然其從事偏差行為的機會就相對的減少。 

國內外學者（張楓明，2006；譚子文、范書菁，2010；; Fowler, Banks, Anhalt, 

Der, & Kalis,2008; Meenhan, Hughes, & Cavell, 2003）的研究證實了社會鍵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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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bond theory）的參與要素能抑制偏差行為；不過，也有研究（Payne, 

2008;Welsh, Greene, & Jenkins, 1999）認為學校活動的參與對於校園偏差行為的沒

有影響。 

為什麼參與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會有不同的結果呢？張楓明、譚子文（2012)指

出，做家庭作業、閱讀教科書、準備考試、補習學業等活動，也就是學生從事學

業參與的一項重要指標，學生在學業方面投入越多的時間，即為參與此項社會連

結程度愈大，那麼從事偏差行為的機會就愈低。也就是說，參與的內涵的範圍和

劃分有異所致，學業層面的參與對抑制偏差行為有影響，而傳統活動的參與對抑

制偏差行為沒有影響。所以本研究擬將參與的範圍聚焦於學業相關的層面進行探

究，亦即本研究將不予考慮非學業相關的參與內涵，而將研究聚焦於學業層面之

參與相關因素對於班級偏差行為的影響。 

二、學業抱負對班級偏差行為之影響 

抱負是指個人在抱持驅使著能獲取未來較好的職業、學歷。換句話說，當青

少年想從事偏差行為的時候，抱負適時形成連結的機制，使青少年考慮偏差行為

可能讓其已經投入大量時間、精力追求的教育和事業付諸流水或帶來的不利代價，

國外的學者研究，青少年如果追求成功的方式是採取傳統的方法，則其較不易有

偏差行為產生（Unal & Cukur, 2011; Erickson et al., 2000; Welsh, et al., 1999）。由此

看來，抱負對於偏差行為顯然有影響。再者，Wang（2006）、侯崇文（2000）及許

春金（1993）驗證Hirschi 對於社會鍵的概念，即顯示個人對傳統的就學、就業、

工作、社會名望等抱負對偏差行為具有影響力。然而，蘇尹翎（2000）研究雲嘉

地區青少年，以及張楓明（2003）以雲嘉地區三所國中及三所國小學生的研究皆

發現，抱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並沒有顯著的影響效應。 

針於抱負因素如此不一樣的研究結果，Kingsley（2005）的研究或許正可看出

端倪，在抱負方面關於學業相關之研究結果顯示與偏差行為具有關聯，而抱負因

素與非學業相關的結果卻與偏差行為卻不具關聯；也就是說，抱負的內涵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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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劃分有異所致，故本研究擬將抱負內涵的範疇聚焦於學業相關的層面進行探究，

亦即本研究將不予考慮非學業相關的抱負內涵，而將研究聚焦於學業層面之抱負

相關因素對於班級偏差行為的影響。 

從上述有關於青少年學業抱負與偏差行為之關係的研究可以發現，個人遵守

傳統社會和學業的價值追求成功，並愈努力追求學術成就，懷有遠大學業抱負，

則愈不可從事偏差行為。也就是說個人在做壞事前必須考慮到被發現的代價是否

划得來，是否要面臨失去個人之學業抱負與期許的風險。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可發現，青少年學業層面之參與、抱負與偏差行為可能具

有關聯性，如果青少年專注心力於課業，花費大量時間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將

避免其產生偏差行為；另一方面，學生在學業表現良好，也有助於提高學生對未

來的抱負，並且因此願意遵守學校規範，則當其從事偏差行為時，必先考慮偏差

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患。換言之，偏差行為若一旦出現或是屢見不鮮，可能對有希

望獲得較高學歷，較高學業成就的抱負，帶來不良的後遺症。雖然國內外有關班

級偏差行為的研究很少，有關學業控制因素的研究也很少，但是，常常聽到高中

生教不好，高中老師怪國中老師；國中生教不好，國中老師怪國小老師……。防

微杜漸，若能找出國小高年級學生在學校上課情境為什麼會出現偏差行為的關聯，

則避免學生從國小習慣性上課出現偏差行為；據此，本研究亦嘗試探討學業層面

之參與、抱負與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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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與班

級偏差行為關聯性之探討 

由於相關研究甚少特別針對具特殊情境性之班級偏差行為加以探討，多將其

他相關偏差行為與班級偏差行為混為一談而合併納入共同探討，因此本研究將相

關偏差行為之研究暨文獻均納入文獻探討的脈絡中。且對於教師教學效能之班級

秩序管理的部分，多是從教師的角度去探討，較少從學生的角度來進行研究，但

班級偏差行為的行為人都是學生，從教師的角度去探討可能較無法直接了解學生

為什麼會產生班級偏差行為，因此本研究將從學生的角度來探究其知覺班級秩序

管理、低自我控制以及學業控制對班級偏差行為的影響。 

首先，根據Alvarez-Rivera 與 Fox（2010）以及Veenstra、Lindenberg、Tinga

與Ormel（2010）研究社會鍵「依附」後發現缺乏父母、學校、教師的監督和關心

的低自我控制的之少年，若再遇到恰當的機會時，則易產生犯罪或偏差行為的發

生。又因為本研究擬將地點聚焦在教室，時間及情境聚焦在教師在場管理班級規

矩秩序時之上課情境所發生的偏差行為，學生若在此情況下發生了偏差行為，除

非情形嚴重，否則學生爸媽也未必能察覺，學校也因情況輕微不致介入管教處罰，

也就是說學生在教室現場發生的偏差行為，在教室現場負責監督管教的角色不是

父母而是學校教師，教師的監督管教也就抑制低自我控制的之少年產生班級偏差

行為。綜上所言，以學生個人而言，學生能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的程度較高，

低自我控制程度亦不嚴重時，就能抑制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 

其次，有關低自我控制之實證探究不少，大部分學者都將焦點放在低自我控

制與偏差行為之關係，也有對造成低自我控制人格的家庭及學校因素來加以驗證

與討論。對此，Aker（1997）針對Gottfredson 與Hirschi於1990年的「一般化犯罪

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的理論中心「自我控制」和Hirsch於1969年的社會

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的說明，其認為Gottfredson 與Hirschi 的「自我控制」

也是社會鍵的要素，也就是說社會鍵的要素參與、抱負以及自我控制與少年產生

偏差行為或犯罪有關聯。再者，低自我控制、社會鍵的參與或抱負對偏差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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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已經獲得實徵研究的部分支持（李欣馨，2012；張楓明，1999）。其中，低自

我控制的人若能花較多時間關注且參與學業方面，則可能減少其參與偏差行為的

時間及機會，自然就可能抑制偏差行為的發生。相對的，低自我控制的人若花較

少時間關注參與學業方面，則較有空閒從事學業以外的行為，又加上自我控制程

度低，自然就有可能增加從事偏差行為的情況。綜上所言，以學生個人而言，學

生自我控制程度愈高，學業控制因素程度愈高，就能抑制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 

至於，陳貞吟（2014）之研究則發現高中生知覺班級秩序管理能抑制班級偏

差行為，而賴光真（2014）研究又發現上課中常常出現班級偏差行為易造成學生

不良的學習成效；也就是說，如果學生未知覺到班級秩序管理，因此上課秩序紊

亂，導致學生無法專心學習而致成效不佳，原先抱持的學業抱負產生動搖，沒了

學業抱負，又如何繼續在學業上花時間參與呢？此即意味著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

理、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間可能有關聯性存在。 

綜上所述可知，本研究擬探討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以及學業

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的關聯，而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以及學

業控制皆屬於社會控制因素。其中，「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即屬於來自教師在

教室現場管理班級規矩秩序的直接控制；「低自我控制」則屬於自我的內在控制；

「學業控制」中的「學業參與」「學業抱負」則屬於發展自我意願，以符合自我要

求、免於家人、師長失望。也因此「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

業控制」這些社會控制因素，可以抑制或導致少年產生偏差行為或犯罪，也就是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自我控制程度、學業控制因素足以抑制或導致國小學生

偏差行為的發生。然而，過去有關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相關研究，幾乎聚焦探討個

人、家庭、學校、乃至社會環境等因素彼此之影響和其重要性，卻少有從各個因

素之間外在和內在之間的相互比較、關聯（李欣馨，2012；江旭麗，2005），以

致無法從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外在和內在因素做一個全面性的探討研究模型，更造

成推論受到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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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應該加以說明的是，在相關研究中，對象多為青少年，雖然國中生與

高中生都屬於青少年階段，但國小高年級學生剛進入青春期，受到賀爾蒙的影響，

使得他們在生理上有極大的改變，因此國小高年級學生可能在這樣的轉變中，較

無經驗學習到適切地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行為的技巧，故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國小

高年級學生為主，希望能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產生偏差行為的原因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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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透過文獻探討得知以前有關研究，並無完整針對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與其班級偏差行為關係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依據文

獻探討結果，以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來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

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間有何種關聯性，並試圖

建立一個模型，有系統性地解釋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

控制與學業控制因素對班級偏差行為之影響。故以下共分為五節加以說明本研究

所採取之研究方法與過程。首先，第一節說明研究分析架構；第二節說明研究問

題與假設；第三節說明研究對象；第四節說明變項測量；第五節說明資料處理與

統計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得知國內外學者重視有關青少年偏差行為的議題，而且，近年

來，也許開始有少數學者對學校中的校園偏差行為進行研究，但至今仍罕見以班

級偏差行為為主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依相關文獻結果發展本研究分析架構，

如圖 3-1-1 所示，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與「學業控制因素

（參與、抱負）」為自變項，「班級偏差行為」為依變項，「性別」、「年級」、「學校

區別」為控制變項，採用自陳問卷調查法來蒐集研究資料，進一步將所蒐集的資

料透過統計分析法來進行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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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圖 3-1-1 研究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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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壹、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

控制因素（參與、抱負）與班級偏差行為間之關聯性進行探究，故依據研究目的，

提出五個研究問題，如下： 

一、瞭解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現況為何？ 

二、探討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是否對班級偏差行為

具有影響力？ 

三、探討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低自我控制對班級偏差行為是否具有影響力？ 

四、探討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業控制因素對班級偏差行為是否具有影響力？ 

五、探討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

控制因素與其班級偏差行為間是否具關聯性？ 

貳、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二至問題五，本研究之假設分述如下： 

一、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對班級偏差行為的影響，假設如下： 

1-1 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的程度愈高，其班級偏差行

為愈少。 

二、低自我控制對班級偏差行為的影響，假設如下： 

2-1 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自我控制程度愈低，其班級偏差行為愈多。 

三、學業控制因素對班級偏差行為的影響，假設如下： 

3-1 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業參與愈高，其班級偏差行為愈少。 

3-2 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業抱負愈高，其班級偏差行為愈少。 

四、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對班級偏差行為的影響，

假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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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控制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及學業抱負之效應後，「知覺

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對「班級偏差行為」具預測效果。  

4-2 控制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及學業抱負之效

應後，「低自我控制」對「班級偏差行為」具預測效果。  

4-3 控制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抱負之效應後，學業控制

因素之「學業參與」對「班級偏差行為」具預測效果。  

4-4 控制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參與之效應後，學業控制

因素之「學業抱負」對「班級偏差行為」具預測效果。 

五、納入個人屬性後，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與學業控制因素對班

級偏差行為的影響，假設如下： 

5-1 控制性別、年級、學校區別、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之效應後，「知覺

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對「班級偏差行為」具預測效果。 

5-2 控制性別、年級、學校區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學業控制因素之效

應後，「低自我控制」對「班級偏差行為」具預測效果。 

5-3 控制性別、年級、學校區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之效應

後，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對「班級偏差行為」具預測效果。 

5-4 控制性別、年級、學校區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之效應

後，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對「班級偏差行為」具預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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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知覺教師班級管理秩序、低自我控制、學業

控制因素（參與、抱負）與班級偏差行為間之關聯性，故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

料，並以嘉義市國民小學高年級之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換言之，本研究的研究

母群體乃指103學年度就讀嘉義市國民小學五、六年級之學生。根據嘉義市教育概

況所提供103學年度資料，嘉義市103學年度高年級學生人數為6 1̧35人；其中五年

級學生人數共2 9̧61人（男生1,599人；女生1,362人）、六年級學生人數共3,174人（男

生1,649人；女生1,525人）。首先本研究以嘉義市興嘉國小之高年級學生對象為預

試問卷施測對象，採張楓明、潘炫伶及蔡幸宜(2014)合編之「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

問卷」初稿進行施測，總共回收有效問卷為224人，透過預試問卷瞭解此量表對國

小高年級學生是否適用，以作為正式問卷修訂之依據。此外，本研究顧及樣本的

代表性，將嘉義市劃分為東、西區，各隨機各抽取六所小學，再分別針對五、六

年級以叢聚抽樣（cluster sampling）各取兩個班，最後，本研究扣除問卷遺漏填寫

選項之無效樣本後，得有效樣本共1,100人，如表3-3-1。 

表 1表 3-3-1 

 正式樣本研究對象的來源與數量 

嘉義市 學校 六年級 五年級 有效樣本 百分比％ 

西區 

志航 48 47 95 8.64 

博愛 55 50 105 9.54 

大同 47 46 93 8.46 

興嘉 56 47 103 9.36 

垂楊 46 51 97 8.82 

世賢 44 44 88 8.00 

東區 

民族 47 42 89 8.09 

宣信 36 44 80 7.27 

興安 40 37 77 7.00 

蘭潭 44 44 88 8.00 

嘉北 54 42 96 8.73 

崇文 45 44 89 8.09 

 總和 562 538 1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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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項測量 

本研究主要探討知覺教師班級管理秩序、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

偏差行為的關係，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相關資料，故以張楓明、潘炫伶及蔡幸宜

(2014)編修之「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問卷」自陳問卷量表作為研究工具，施測方

式由研究者先將施測方式告知學校老師，並且請學校老師擔任施測者，請其在受

訪者對於問卷內容有疑問而詢問時，僅針對問題解釋，並且不引導受訪者作答，

而使研究者能施測出最符合真實狀況的資料。施測者施測前，首先請施測者將問

卷之研究目的、填答方式以及內容簡要說明後，接著進一步請受訪者自行填答問

卷中的問題。本研究以匿名問卷方式作答，以便讓受訪者安心地表達自我的看法

及情況，而提高回答內容的真實狀況。 

本研究問卷內容包含二大部份，第一大部份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第二大部

份為受訪者個人的生活與成長經驗題，而其中又分為四個部份，分別針對受訪者

對知覺教師班級管理秩序、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參與、抱負）以及班級

偏差行為的看法及狀況。本研究各個自變項題項乃根據研究目的以及參考理論概

念而來，包括「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等自

變項，以及依變項─「班級偏差行為」。以下分述各變項之測量內涵及方法： 

壹、依變項：班級偏差行為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本研究之「班級偏差行為」量表用以測量受試者過去一年內，是否曾經從事

或發生上述偏差行為之程度，反映項目採四點量表測量，依序為「從未（0次）」、

「很少（1-5次）」、「偶爾（6-10次）」、「經常（11次以上）」等四個選項，並且分別

由低到高採1、2、3、4分之計分方式，得分數愈高表示其班級偏差行為發生情形

愈頻繁。 

本研究之「班級偏差行為」變項，主要係參酌陳貞吟（2014）之「青少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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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狀況調查問卷」所研究的「班級偏差行為變項」以及蘇英枚（2007）之「校園

偏差行為」研究中高年級學生之「同儕級偏差行為變項」中所採用之題項，進行

修改成為本研究「班級偏差行為」變項之測量工具中的題項，共11個題項，其請

受訪者回想最近一年來，自己是否出現符合下列題項的行為，題項包含：「上課遲

到」、「上課時寫別的作業」、「上課吵吵鬧鬧」、「上課時辱罵或頂撞師長」、「上課

時與同學發生爭吵」、「上課時亂丟垃圾或其他物品」、「上課時玩小東西，例如筆、

擦子」、「上課時搗蛋，例如射紙飛機、射橡皮筋」、「上課時閱讀小說、漫畫等課

外讀物」、「在上課時做別的事」、「考試作弊」等題項。依受訪者選擇適當答案，

做為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之實際狀況與情形。 

二、信度及效度考驗 

本研究係將預試問卷所得之數據進行項目相關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來

選取題項作為正式問卷之編擬。首先，將修正的項目總相關高於 .30 的題項予以

保留；其次，將因素負荷量較低的題項刪除，有利於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故以

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採用直接斜交法將特徵值大於  1 且因素負荷量大

於 .40 的題項予以保留；最後，考慮題項刪除後是否能達到增加內部一致性信度

的題項。經過這三個步驟的分析題項，並依研究目的及變項概念契合度之考量後，

將預試問卷之第 1、4、11 題予以刪除，也就是說刪除「上課遲到」、「上課時辱

罵或頂撞師長」、「考試作弊」等三個題項。應該加以說明的是，之所以刪除此三

個題項，係因為若發生了「上課遲到」的偏差行為，通常較易發生在早自習時段，

而非一般課程進行中之教學情境中；而「上課時辱罵或頂撞師長」對國小高年級

學生而言，算是教室情境中情節嚴重且較罕見的現象；至於「考試作弊」通常是

在一般性評量中較少見。由此可知，與其他欲保留之題項所代表之行為狀況有所

不同，故決定將此三個題項予以刪除，最後保留八個題項為：「上課時寫別的作業」、

「上課吵吵鬧鬧」、「上課時與同學發生爭吵」、「上課時亂丟垃圾或其他物品」、「上

課時玩小東西，例如筆、擦子」、「上課時搗蛋，例如射紙飛機、射橡皮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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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閱讀小說、漫畫等課外讀物」、「在上課時做別的事」。 

再者，將正式問卷的蒐集資料進行分析，首先發現修正的項目總相關其值大

小介於 .52 至 .68 之間，其因素負荷量其值大小介於 .81 至 .84 之間，其次可

解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41.83％，最後測得此八個題項所建構之班級偏差行為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為 .85。如表 3-4-1 所示： 

表 

表 2表 3-4-1 

班級偏差行為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n=1,100） 

題
號 

題項 

修正的
項目總
相關 

因素負
荷量 

內部一致
性信度
（α） 

1 上課時寫別的作業 .56 .83  

2 上課時罵髒話 .61 .82  

3 上課吵吵鬧鬧 .57 .83  

4 上課時亂丟垃圾或其他物品 .61 .83 
.85 

5 上課時玩小東西，例如筆、擦子 .62 .82 

6 上課時搗蛋，例如射紙飛機、射橡皮筋 .53 .84  

7 上課時閱讀小說、漫畫等課外讀物 .52 .83  

8 在上課時做別的事 .68 .81  

貳、自變項－「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本量表用以測量受試者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之程度，反映項目採四點量表

測量，受試者由題目所陳述的內容，根據自身上課時的感覺及狀況依實際感覺及

狀況勾選其符合之範圍選「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等四

個選項，並且分別採1、2、3、4分之計分方式，受試者於此量表所得總分愈大，

表示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的程度愈高。 

本研究之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量表題項，主要係參酌陳貞吟（2014）之「青

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問卷」所研究的「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變項」以及吳婉甄（2011）

之「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問卷」所研究的「班級經營變項」題項進行修改而成

為本研究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變項之測量工具，共七個題項。在題項中請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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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回想自己在上課時的感覺與想法中是否出現符合下列題項的狀況，包含：「我能

夠清楚知道老師對上課秩序的要求」、「老師能有效管理上課秩序」、「老師上課時能適

當運用獎懲制度」、「老師在上課時能有效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上課時，我知道

老師的眼神有留意到我們違規的舉動」、「上課時，老師能用眼神，使學生表現出正確

的行為」、「上課時，老師能藉著移動位置來巡視，讓我們更認真」等題項。依受訪

者選擇上課時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之適當答案，作為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

班級秩序管理之實際狀況與情形。  

二、信度及效度考驗 

本研究係將預試所得數據進行項目相關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來選取正

式問卷的題項。首先，將修正的項目總相關高於 .30 的題項予以保留；其次，為

了將因素負荷量較低的題項刪除，有利於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以主軸因子分析

法萃取因素，採直接斜交法將特徵值大於 1 且因素負荷量大於 .40 的題項予以保

留；最後，考慮題項刪除後是否能達到增加內部一致性信度的題項。經過這三個

步驟的分析題項後，由於無需予以刪除題項，且依研究目的及變項概念契合度之

綜合性考量後，決定將七個題項全部保留，包括：「我能夠清楚知道老師對上課秩

序的要求」、「老師能有效管理上課秩序」、「老師上課時能適當運用獎懲制度」、「老

師在上課時能有效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上課時，我知道老師的眼神有留意到我們

違規的舉動」、「上課時，老師能用眼神，使學生表現出正確的行為」、「上課時，老

師能藉著移動位置來巡視，讓我們更認真」。 

再者，將正式問卷的蒐集資料進行分析，首先發現修正的項目總相關其值大

小介於 .62 至 .71 之間，其因素負荷量其值大小介於 .85 至 .86 之間，其次可

解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50.44％，最後測得此七個題項所建構之知覺教師班級秩序

管理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7。如表 3-4-2 所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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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表 3-4-2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n=1,100） 

題
號 

題項 

修正的
項目總
相關 

因素
負荷
量 

內部一致
性信度
（α） 

1 我能夠清楚知道老師對上課秩序的要求 .62 .86  

2 老師能有效管理上課秩序 .71 .85  

3 老師上課時能適當運用獎懲制度 .69 .85  

4 老師在上課時能有效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 .65 .86 .87 

5 上課時，我知道老師的眼神有留意到我們違規的舉動 .68 .85  

6 上課時，老師能用眼神，使學生表現出正確的行為 .63 .86  

7 上課時，老師能藉著移動位置來巡視，讓我們更認真 .63 .86  

參、自變項－「低自我控制」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本研究之「低自我控制」量表用以測量受試者低自我控制之程度，反映項目

採四點量表測量，由受試者根據題目所陳述的內容，根據受試者對自己的想法，

依實際感覺及狀況勾選依其符合之範圍選「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

常符合」等四個選項，並且分別由低到高以1、2、3、4分之計分方式，所以受試

者於此量表所得總分愈高，表示該學生愈具備及呈現低自我控制特質。 

本研究之「低自我控制」變項題項，在編訂時主要係參酌譚子文、董旭英（2011）

在「台北市及新北市國中生低自我控制、社會支持與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中

所採用的題項，並參考謝博宇（2009）在之「國小學生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中

所採用的題項，國小學生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之研究學生自我控制量表」以及譚

子文、張楓明（2013）之「依附關係、低自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

究」中所採用的題項，進行修改成為本研究低自我控制變項之測量工具中的題項，

共有六題。請受訪者對自己的想法是否出現符合下列題項的狀況，題項包含：「我

很容易發脾氣」、「有人打我，我就打回去」、「和別人意見不同時，我很難心平氣和去

討論」、「有人兇我，我就兇回去」、「我經常被人說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人」、「我容易因

一時生氣而犯下錯誤」等題項。依受訪者選擇之適當答案，作為國小高年級學生之

低自我控制實際狀況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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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度及效度考驗 

本研究係將預試問卷所得之數據進行項目相關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來

選取正式問卷的題項。首先，將修正的項目總相關高於 .30 的題項予以保留；其

次，為了將因素負荷量較低的題項刪除，有利於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於是利用

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採用直接斜交法將特徵值大於  1 且因素負荷量大

於 .40 的題項予以保留；最後，考慮題項刪除後是否能達到增加內部一致性信度

的題項。經過這三個步驟的分析題項後，由於並無符合需要予以刪除的題項，且

依研究目的及變項概念契合度之綜合性考量後，決定將六個題項全部保留，也就

是說，說最後保留之六個題項為：「我很容易發脾氣」、「有人打我，我就打回去」、「和

別人意見不同時，我很難心平氣和去討論」、「有人兇我，我就兇回去」、「我經常被人

說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人」、「我容易因一時生氣而犯下錯誤」。 

再者，將正式問卷的蒐集資料進行分析，首先發現修正的項目總相關其值大

小介於 .49 至 .64 之間，其因素負荷量其值大小介於 .76 至 .80 之間，其次可

解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41.83％，最後測得此六個題項所建構之低自我控制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為 .81。如表 3-4-3 所示： 

 

表 4表 3-4-3 

低自我控制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n=1,100） 

題
號 

題項 修正的
項目總
相關 

因素負
荷量 

內部一致
性信度
（α） 

1  我很容易發脾氣 .59 .78  

2  有人打我，我就打回去 .60 .77  

3  和別人意見不同時，我很難心平氣和去討論 .49 .80 
.81 

4  有人兇我，我就兇回去 .64 .76 

5  我經常被人說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人 .52 .79  

6  我容易因一時生氣而犯下錯誤 .5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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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變項－「學業控制因素」 

本研究之問卷中之學生學業控制因素之題項內涵，係由社會控制理論中粹取

而來，並分為學業參與、學業抱負等兩個部分，分述如下： 

一、學業參與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首先，在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部分，本量表用以測量受試者學業參與之

程度，反映項目採四點量表測量，由受試者根據題目所陳述的內容，根據自身平

常學習的情形依實際感覺及狀況勾選其符合之範圍選「每天平均不到1小時」、「每

天平均1-2小時」、「每天平均3-4小時」、「每天超過4小時」等四個選項，並且分別

由低到高以1、2、3、4分之計分方式，所以受試者於此量表所得總分愈高，表示

個人花在學業參與之時間越多，也就是說個人在學業層面之學業參與越高。 

本研究之「學業參與」量表題項在擬定時，參考張楓明（2011）之「學業層

面之參與、抱負、自我效能及緊張因素與初次作弊行為之縱貫性研究」中所取用

「學業層面之參與變項」的題項，作為本研究學業參與變項之測量工具中的題項。

在題項中請受訪學生針對自己在平常學習的情形是否出現符合下列題項的狀況，

題項包含：「花時間寫功課」、「花時間唸書」、「花時間準備考試」等題項。依受訪者

選擇學業參與之適當答案，作為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業參與的實際狀況與情形。  

（二）信度及效度考驗 

關於此部分之題項測量內容，由於若以某一時段加以切截測量，則每位國小

學生可投注於學業參與上的時間有其範圍限制的，例如每天放學後至就寢之間的

時間總量有限，且參與不同活動之間的時間投入量將相對產生增減變化。因此，

一旦耗費較多時間在寫功課上，則即便該名學生也可能同步提高在唸書、準備考試

上的時間，但唸書、準備考試上所能投入的相對時間量仍將相對減少。基於此，此

部分不盡適宜採用項目相關分析、信度分析及因素分析進行考驗，兼以此部分題

項內容尚稱符合嘉義地區國小學生之學業參與的時間投入類型，故將三個題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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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予以保留，包括「花時間寫功課」、「花時間唸書」、「花時間準備考試」均予以保

留至正式問卷題項中。 

二、學業抱負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最後，在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部分，本量表用以測量受試者學業抱負之

程度，反映項目採四點量表測量，由受試者根據題目所陳述的內容，根據自身在

學業方面期望與想法依實際感覺及狀況勾選其符合之範圍選「非常不符合」、「不

符合」、「符合」、「非常符合」等四個選項，並且分別由低到高以1、2、3、4分之

計分方式，所以受試者於此量表所得總分愈高，表示其學業抱負越高，也就是說

學業層面之所抱持的學業抱負越高。 

本研究之「學業抱負」變項，主要採用張楓明（2011）之「學業層面之參與、

抱負、自我效能及緊張因素與初次作弊行為之縱貫性研究」中「學業層面之抱負

變項」所取用的題項，作為本研究學業抱負變項之測量工具中的題項，共有4題。

在題項中請受訪者在學業方面期望與想法是否出現符合下列題項的狀況，題項包

含：「我非常重視課業的表現」、「我希望我的成績比別人更好」、「我希望未來進入

好學校唸書」、「我希望能在學校得到好成績」等題項。依受訪者選擇學業抱負之

適當答案，作為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業層面之學業抱負實際狀況與情形。  

（二）信度及效度考驗 

本研究係將預試問卷所得之數據進行項目相關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來

選取正式問卷的題項。首先，將修正的項目總相關高於 .30 的題項予以保留；其

次，為了將因素負荷量較低的題項刪除，有利於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於是利用

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採用直接斜交法將特徵值大於  1 且因素負荷量大

於 .40 的題項予以保留；最後，考慮題項刪除後是否能達到增加內部一致性信度

的題項。經過這三個步驟的分析題項後，由於並無符合需要予以刪除的題項，兼

以依研究目的及變項概念契合度之綜合性考量後，故決定將四個題項全部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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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說最後保留之四個題項為：「我非常重視課業的表現」、「我希望我的成

績比別人更好」、「我希望未來進入好學校唸書」、「我希望能在學校得到好成績」。 

再者，將正式問卷的蒐集資料進行分析，首先發現修正的項目總相關其值大

小介於 .59 至 .75 之間，其因素負荷量其值大小介於 .77 至 .83 之間，其次可

解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57.94％，最後測得此四個題項所建構之學業抱負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為 .84。如表 3-4-4 所示： 

表 

表 5表 3-4-4 

學業抱負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n=1,100） 

題項 修正的項目     

總相關 

因素負荷量 內部一致性 

信度（α） 

1  我非常重視課業的表現 .59 .83  

2  我希望我的成績比別人更好 .69 .79 
.84 

3  我希望未來進入好學校唸書 .67 .80 

4  我希望能在學校得到好成績 .75 .77  

伍、控制變項－「性別」、「年級」、「學校區別」 

本研究對個人屬性變項（包含性別、年級、學校區別）加以控制與檢視，目

的在於檢視本研究納入這些控制變項後，觀察知覺教師、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

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間之關係是否產生變化，藉以建立一個較為完整且系統的分

析程序。首先在「性別」部分將男生取值為1，女生取值為0；其次在「年級」部

分將五年級取值為1，六年級取值為0；最後在「學校區別」部分將本研究對象就

讀嘉義市國小位屬於東區則取值為1，位屬於西區則取值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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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將問卷蒐集而來的相關資料採用描述統計、相關分析以及多元迴歸分

析法，並進一步使用SPSS統計軟體處理資料以進行分析，以下將分述本研究採用

之統計分析技術： 

首先，本研究透過來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來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生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中的學業參與及抱負，以及

班級偏差行為的現況，利用次數分配表用來整理與描述單一類別變項之分佈情形，

由此看出各變項類別資料之集中情形與離散情形、偏態與峰度、或有無極端值的

存在，以便進一步處理資料。  

其次，本研究欲探討各個自變項（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

業控制因素中的學業參與及學業抱負）與依變項（班級偏差行為）之間的相互關

聯程度，而由於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是分析兩變項或多變項間程度大小

與關係方向的統計方法，故本研究計畫係利用皮爾森的積差相關法（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檢視各個自變項（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

制、學業控制因素）與依變項（班級偏差行為）之兩兩相關情形為何。 

接著，由於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乃是由一個統計量來

分析兩個或多個自變項對一個依變項的關係；其以積差相關係數（r）為基礎，並

將所有變項之間要求為等距變項，接著根據統計量（R）的數值0至1，由數值大小

來判斷相關的強弱關係；最後由其平方值（R²）—決定係數（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來反映迴歸模型之解釋力，並進一步可以消減誤差的百分比。故本

研究首先即採用多元迴歸分析，用以分析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變項、低自我控

制變項、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變項及學業抱負變項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

差行為依變項之關係。 

進一步的說，在多元迴歸分析過程中，本研究以巢式迴歸模型（nested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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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技術分析，並將納入個人屬性變項作為控制變項，以進一步檢視知覺教師

班級秩序管理變項、低自我控制變項、學業參與變項、學業抱負變項是否影響國

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故本研究包括五個模型。模型一探討知覺教

師班級秩序管理對班級偏差行為的影響；模型二探討低自我控制對班級偏差行為

的影響；模型三針對學業控制因素中的「學業參與」、「學業抱負」探討其對班級

偏差行為的影響；模型四探討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以及學業控制

因素對班級偏差行為的影響；模型五同時納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

制、學業控制因素、控制變項（性別、年級、學校區別）及班級偏差行為，以瞭

解在控制個人屬性變項後，自變項與依變項間之關聯情形。此分析方法不但具有

測出多個自變項對一個依變項的影響，並同時達到控制各自變項間的相互影響對

依變項的影響，故可以因此減低各個自變項間之假性顯著相關（spurious relation）

情形，分析取得較真實的資料，故使用此分析方式較可能使本研究達成所欲探討

之目標。茲將巢式迴歸模型整理於表3-5-1： 

 

表 6表 3-5-1 

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之巢式迴歸模型變項表 

模型 自變項 

模型一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模型二 低自我控制 

模型三 學業控制因素（學業參與、學業抱負）  

模型四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學業參與、
學業抱負） 

模型五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學業參與、
學業抱負）、控制變項（性別、年級、學校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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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依據自陳問卷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後先將呈現其統計分析結果，接

著再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以下共分為四節來分述並討論。第一節陳述說明各

變項的描述性統計，第二節說明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第三節說明

影響班級偏差行為之因素探討，第四節則為綜合討論研究結果。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之變項可概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第一部分為班級偏差行為量表變項 

共八題，第二部分為「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量表變項共七題、「低自我控制」

量表變項共六題、學業控制因素中的「學業參與」量表變項及「學業抱負」量表

變項分別共三及四題，第三部分為三個控制變項。各變項之統計概況如表4-1-1所

示，茲分述如下：  

壹、依變項之描述統計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班級偏差行為」，係採自陳量表來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在

上課情境中所出現的班級偏差行為，共八題，受試者在此部分得分愈高，代表其

在班級偏差行為的次數愈多；本研究所測得的班級偏差行為之平均數為1.59，標準

差為 .51，顯示整體受試者在上課情境中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情況較少；此外，由

於本研究之依變項「班級偏差行為」的偏態係數原為1.51，峰態係數為3.16，顯示

整體受試者在課堂上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樣本分佈仍略呈正偏態及高狹峰（邱浩

政，2010），而由於偏態與峰度係數的絕對值分別小於3及10，符合迴歸分析的依

變項須為常態分配的原則（Kline, 2005），故本研究依變項符合常態化假定。  

貳、自變項之描述統計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變項」、「低自我控制變項」、學業

控制因素中的「學業參與變項」及「學業抱負變項」，各個自變項之描述統計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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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概況  

在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在此項目中，若受試者得分愈高，代表其愈滿意

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本研究所測得的低自我控制部分得分之平均數為3.36，標準差

為 .52 ，表示整體受試者對於在課堂上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的分數頗高，顯示

學生普遍知覺到教師有進行班級秩序管理之作為。 

二、低自我控制概況  

在低自我控制部分，若受試者在此部分得分愈高，代表其愈低自我控制趨向

愈高，也就是說，在低自我控制方面的程度愈鮮明。本研究所測得的低自我控制

部分得分之平均數為2.23，標準差為 .65，代表整體受試者之低自我控制的分數略

低於中間值，顯示整體學生之低自我控制程度並不至於太嚴重。 

三、學業控制因素概況  

在學業控制因素部分，若受試者在此部分得分愈高，代表其學業層面之控制

因素愈高。而觀察其平均數和標準差方面，首先，學業參與的平均數為2.02，標準

差為 .62，也由此測出整體受試者對於自我之學業參與的分數大約於中間值，顯示

學生之學業參與的時數為每天1-2小時，屬於偏中間；接著，學業抱負的平均數為

3.35，標準差為 .57，也由此測出整體受試者對於自我之學業抱負的分數較高，顯

示學生普遍高度抱持對自我的學業層面的抱負。 

 

表 7表 4-1-1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係數 峰度係數 

依變項 班級偏差行為 1 4 1.59 .51 1.51 3.16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1 4 3.36 .52 - .70 .65 

自變項 低自我控制 1 4 2.23 .65 .25 - .11 

 
學業控制因素 

學業參與 1 4 2.02 .62 .55 .28 

學業抱負 1 4 3.35 .57 -1.1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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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性別、年齡與學校位置分佈情況  

本研究之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級」與「學校區別」等三個變項，首先，

在「性別」部分，本研究樣本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中，男生有566人，佔總數之

51.45％；女生534人，佔總數之48.55％，顯示男女比例接近；其次，在「年級」

部分，五年級學生有538人，六年級學生有562人，分別佔總樣本的48.91％、51.09

％，顯示二個年級的人數比例接近；最後，在「學校區別」部分，嘉義市行政區

別分為東、西區，其中研究對象就讀學校位屬東區有519人，佔總數47.18％；研究

對象就讀學校位屬西區有581人，佔總數52.82％，顯示兩區人數比例接近。其初步

統計分析結果如表4-1-2所示：  

 

表 8表 4-1-2 

 控制變項之次數分配表 

控制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566 51.45 
女 534 48.55 

總計 1,100 100.00 

年級   
五年級 538 48.91 
六年級 562 51.09 

總計 1,100 100.00 

學校區別   
東區 519 47.18 
西區 581 52.82 

總計 1,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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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 

本節說明各變項之間的相關性，自變項包括「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

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依變項則為「班級偏差行為」。由表4-2-1可知，班

級偏差行為與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呈顯著負相關（r＝- .23，p＜ .01），代表國

小高年級學生生對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知覺程度愈高，則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狀況

就會比較少；班級偏差行為與低自我控制呈顯著正相關（r＝ .38，p＜ .01），表示

國小高年級學生低自我控制程度愈鮮明，則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狀況就會比較多；

班級偏差行為與學業參與呈顯著負相關（r＝- .07，p＜ .05），即國小高年級學生

對學業參與愈多，則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狀況就會比較少；班級偏差行為與學業

抱負呈顯著負相關（r＝-  .17， p＜ .01），此意謂國小高年級學生對自我的學業

抱負愈高，則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也愈少。 

而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低自我控制呈顯著負相關（r＝- .21，p＜ .01），

代表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滿意程度愈高，則低自我控制程度

愈不明顯；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呈顯著正相關（r

＝ .13，p＜ .01），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滿意程度愈高，

則對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所花時間愈多；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學業控制

因素之學業抱負呈顯著正相關（r＝ .36，p＜ .01）， 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知覺

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滿意程度愈高，則對自己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愈高。 

在低自我控制與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呈顯著負相關（r＝- .07，p＜ .05），

代表國小高年級學生愈是低自我控制，其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的時間也愈少；

低自我控制與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呈顯著負相關（r＝- .14，p＜ .01），表示

國小高年級學生愈是低自我控制，其學業控制因素中之所抱持的抱負也愈低。 

在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以及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呈顯著正相關（r

＝ .22，p＜ .01），代表國小高年級學生對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的時間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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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所抱持的學業抱負也愈高。 

就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班級偏差行為與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

制、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以及學業抱負之間，均在統計上達到顯著水準，也

就是顯示兩兩變項皆有顯著關聯，亦符合相關理論解釋觀點及研究結果。然而，

也因為相關係數乃就假設其他條件都相同的前提下，來表示變項之間的相關聯的

程度。因此，本研究將再使用巢式回歸分析法來對這些變項做進一步的驗證，以

便檢驗變項之間是否存在假性相關，使研究結果可以更具有真實性。 

 

表 9表 4-2-1 

各變項與班級偏差行為之相關係數矩陣 

 

班級偏差行為 
知覺教師班 

級秩序管理 
低自我控制 

學業控制因素 

學業 

參與 

學業 

抱負 

班級偏差行為 1.00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23** 1.00    

低自我控制 .38** -.21** 1.00   

學業控 

制因素 

學業參與 -.07*  .13** -.07* 1.00  

學業抱負 -.17**  .36** -.14**  .22** 1.00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 n＝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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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班級偏差行為之因素探討 

在第二節中，本研究係採皮爾森的積差相關法來分析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的相關性，並經分析後探討各個變項

之間存在的相關關係，接著，本節採用巢式迴歸分析法，進一步分層探討多個自

變項對依變項間的影響與關係。巢式迴歸分析法，因其具有驗證存在變項之間的

假性相關之優點，故本研究以其檢驗各個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情形，並進一步

分析在加入其他變項後，分層探討多個自變項對一個依變項間的關係與影響，並

同時消弭彼此的假性相關。依此，本研究首先欲比較各模型間單一自變項對依變

項的影響情形，故採未標準化迴歸係數闡述各變項之影響力的變化。茲如以下分

述之：  

壹、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班級偏差行為之巢式迴歸模型  

由表4-3-1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的未標準化迴歸係

數為 - .22（p＜ .01），表示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對班級偏差行為呈顯著的負向

關係，即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之程度增加，即可減少發生班級

偏差行為；也就是說，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程度愈高，即顯示愈少

發生班級偏差行為的頻率。此外，本模式之決定係數為 .05，調整後的決定係數值

為 .05，顯示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對班級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 5％。  

表 

表 10表 4-3-1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班級偏差行為關聯性之巢式迴歸分析摘要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22 .03 - .23 - 7.80** 

常數 2.34 .10  24.07** 

決定係數＝ .05；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05；顯著性考驗值＝60.84**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VIF＜2）；n＝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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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低自我控制與班級偏差行為之巢式迴歸模型  

根據表4-3-2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生之低自我控制與班級偏差行為的未標準化

迴歸係數為 .30（p＜ .01），表示低自我控制與對班級偏差行為呈顯著的正向關係；

換言之，國小高年級學生生的低自我控制程度愈鮮明，則其產生班級偏差行為的

頻率愈多。此外，本模式之決定係數為 .14，調整後的決定係數值為 .14，代表低

自我控制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 14％。  

 

表 11表表 4-3-2 

低自我控制對班級偏差行為關聯性之巢式迴歸分析摘要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低自我控制 .30 .02 .38 13.47** 

常數 .93 .05  18.30** 

決定係數＝ .14；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14；顯著性考驗值＝181.51**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VIF＜2）；n＝1,100 

 

參、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之巢式迴歸模型  

由表4-3-3可知，首先在學業控制因素的學業參與與班級偏差行為的未標準化

迴歸係數為 - .03（p＞ .05），表示學業控制因素的學業參與與對班級偏差行為未

達顯著水準，顯示兩個變項之間應視為零相關，即研究結果未支持國小高年級學

生對學業控制因素的學業參與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間有關聯性。其次在學業控制因

素的學業抱負與班級偏差行為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 .15（p＜ .01），表示學業

控制因素的學業抱負與對班級偏差行為呈顯著的負向關係，即國小高年級學生對

自我抱持較高的學業抱負，可減少班級偏差行為；也就是說，國小高年級學生之

懷抱學業控制因素的學業抱負愈高，則班級偏差行為發生的頻率愈少。此外，本

模式之決定係數為 .03，調整後的決定係數值為 .03，代表學業控制因素對班級偏

差行為的解釋力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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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表 4-3-3 

學業控制因素對班級偏差行為關聯性之巢式迴歸分析摘要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學業參與 - .03 .03 - .04 -1.15 

學業抱負 - .15 .03 - .16 -5.38** 

常數 2.14 .10  22.44** 

決定係數＝ .03；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03；顯著性考驗值＝17.30**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VIF＜2）；n＝1,100 

肆、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之巢式

迴歸模型  

由表4-3-4可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班級偏差行為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為 - .13（p＜ .01），表示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對班級偏差行為呈顯著的負向

關係，即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程度增加，反而可減少班級偏

差行為。也就是說，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愈高，顯示其班級

偏差行為的發生頻率愈少。低自我控制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27（p＜ .01），表

示低自我控制與對班級偏差行為呈顯著的正向關係，即國小高年級學生之自我控

制程度愈低，將增加其班級偏差行為；也就是說，國小高年級學生低自我控制程

度愈高，顯示其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頻率愈多。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的未標

準化迴歸係數為- .01（p＞ .05），表示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對班級偏差行為未

達顯著水準，表示兩個變項之間應視為零相關，即研究結果未支持國小高年級學

生對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和班級偏差行為之間有關聯性。學業控制因素之學

業抱負為 - .07（p＜ .05）表示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與對班級偏差行為呈顯著

的負向關係，即國小高年級學生抱持的學業抱負愈高，可減少班級偏差行為的發

生；也就是說，國小高年級學生所懷抱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愈高，顯示其班

級偏差行為的發生頻率愈少。此外，本模式之決定係數為 .17；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 .17，代表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

之巢式迴歸模型對班級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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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13表 4-3-4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對班級偏差行為關聯性之巢

式迴歸分析摘要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 .13 .03 - .13 -4.37** 

低自我控制 

學業參與 

學業抱負 

 .27 

- .01 

- .07 

.02 

.02 

.03 

.34 

- .01 

- .07 

11.99** 

- .50 

-2.43* 

常數 1.67 .13  12.76** 

決定係數＝. 17；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17；顯著性考驗值＝56.45**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VIF＜2）；n＝1,100 

伍、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控制變項與班級偏差

行為之巢式迴歸模型 

由表4-3-5可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班級偏差行為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為 - .11（p＜ .01），表示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對班級偏差行為呈顯著的負向

關係，即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增加，可減少班級偏差行為。

換言之，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愈高，則其產生班級偏差行為

的頻率愈少。低自我控制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25（p＜ .01），表示低自我控制

與對班級偏差行為呈顯著的正向關係，即國小高年級學生之自我控制程度低落時，

其班級偏差行為也愈多；換言之，國小高年級學生自我控制程度愈低，則其產生

班級偏差行為的頻率愈多。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 .01

（p＞ .05），表示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與對班級偏差行為未達顯著水準，表示

兩個變項之間應視為零相關，即研究結果未支持學業參與對班級偏差行為之影響

力。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為 - .05（p＞ .05）表示學業抱負與對班級偏差行為

之影響力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兩個變項之間應視為零相關，即研究結果未支持國

小高年級學生之學業抱負與其班級偏差行為間具有關聯性。 

相較前兩個模型中，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均達顯著水準，但在此模型下，

學生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變項在加入控制變項之後，其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

聯性轉變為未達顯著水準，由上可以知，加入控制變項之後，可以使學業控制因

素之學業抱負在前兩個模型中呈現假性相關的現象呈現，也使研究結果更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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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控制變項中的性別變項與班級偏差行為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2（p＜ .01）

表示男生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情況比女生多。控制變項中的年級變項與班級偏差

行為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 .17（p＜ .01）表示年級愈高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情

況愈多。控制變項中的學校區別變項與班級偏差行為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2

（p＞ .05），學校區別對班級偏差行為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嘉義市學校出現班級偏

差行為的情況與東、西區無相關性存在。 

此外，本模式之決定係數為 .21，調整後決定係數值為 .21，代表知覺教師班

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控制變項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 21％。 

表  

表 14表 4-3-5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控制變項對班級偏差行為

關聯性之巢式迴歸分析摘要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 .11 .03 - .12 -3.98** 

低自我控制  .25 .02 .32 11.68** 

學業參與 - .01 .02 - .01 - .52 

學業抱負 - .05 .03 - .05  - 1.81 

性別  .12 .03 .12 4.43** 

年級 - .17 .03 - .17 -6.21** 

學校區別  .02 .03 .02 .84 

常數 1.60 .13  12.20** 

決定係數＝ .21；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21；顯著性考驗值＝42.28**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VIF＜2）；n＝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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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經由迴歸分析結果可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

素之學業參與、學業抱負與班級偏差行為，均存在不同的關聯性。以下將根據上

一節迴歸模型分析的結果，先就各變項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性做一整體探討，

再針對各變項分別與班級偏差行為之研究結果做討論，並將結果整理於表 4-4-1。  

壹、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  

在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的部分，根據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模型一中知覺

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皆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具有負向的相關性，亦即國

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程度愈高，則其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狀況愈

少，因此得知假設 1-1 獲得支持。 

在納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以及學業控制因素的模型四中，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具有負向的相關性，亦即

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程度愈高，則其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狀況

愈少，因此得知假設 4-1獲得支持。 

接著，在將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以及控制變

項都納入之模型五中，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程度愈高，則其出現班級偏差行為

的狀況愈少，因此得知假設 5-1 得支持。由上可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在本

研究各模型中，皆與班級偏差行為間具關聯性。  

依據文獻探討的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Froyen,1988;王文科，1996；陳貞吟，

2014），在上課過程中，教師能有效遏止學生違規行為並且明確規範學生的行為準

則，不但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更能減少學生在上課時出現不良行為。對學生來

說，若能在上課中察覺到教師有效的管控，則學生上課中減少出現偏差行為的狀

況就會變少，故本研究發現與上述之相關論點相同。 

有別於國、高中每節上課時間動輒四十五分鐘，國小每節上課時間只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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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但若要學生在上課時不分心、能夠持續專心難免強人所難，不專心若又加

上不良的班級秩序，則學生容易趁亂而出現班級偏差行為。因此，掌管控制教室

的教師若能有效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上課中隨時掌控學生的上課狀況，隨時注

意並遏止學生上課的偏差行為，上課是否寫別的作業、上課是否吵吵鬧鬧、上課

是否與同學發生爭吵、上課是否亂丟物品、上課是否玩小東西、上課是否搗蛋、

上課是否閱讀課外讀物、在上課是否做別的事，以減少班級偏差行為。 

貳、低自我控制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  

根據模型二的分析結果顯示，低自我控制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具

有正向的相關性，亦即的自我控制程度愈低，則其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狀況愈多，

因此假設 2-1 獲得支持。而在模型四加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以

及學業控制因素的變項後，低自我控制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亦具有正

向的關聯性，因此假設 4-2 獲得支持。最後模型五納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低自我控制以及學業控制因素以及控制變項之後，低自我控制對國小高年級學生

的班級偏差行為仍呈正向的關聯性，因此假設 5-2 獲得支持。由上可知，低自我

控制在本研究模型中，皆與班級偏差行為間具關聯性。  

Gottfredson與Hirschi於1990年提出「一般化犯罪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主張青少年擁有低自我控制個人特質者因為易衝動、沒有耐性、只喜愛簡單卻排

斥複雜的工作，只因為追求眼前短暫的利益，而忽略以後長遠的危害，也因此易

觸法網或規範，而產生偏差行為。故本研究發現與上述之相關論點相同，意即一

般化犯罪理論的「低自我控制」概念與國小高年級學生在上課情境的偏差行為之

關係，在本研究中獲得支持。 

另外，學生若低自我控制代表易發脾氣、容易與人爭吵打架、沒有耐性、容

易因一時生氣而犯下錯誤、只喜愛肢體活動卻不愛思考性活動的課程，也就更容

易在沒興趣或需要動腦的課堂上分心，一旦分心自然容易在上課中搗蛋而出現違

規行為。因此，本研究中低自我控制的國小高年級學生較容易發生班級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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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  

在學業控制因素的部分，分成學業參與以及學業抱負等兩種，茲分述如下： 

根據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模型三中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對國小高年級

學生班級偏差行為間不具關聯性，亦即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業參與程度高低與其出

現班級偏差行為的狀況並無關聯性，因此得知假設 3-1 亦未獲得支持。而學業抱

負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具有正向的相關性，亦即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業

抱負程度愈高，則其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狀況愈少，因此得知假設 3-2 獲得支持。  

在納入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以及學業控制因素的模型四中，

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呈現不具相關性的結果，

亦即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業參與程度高低與其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狀況並無關聯性，

因此得知假設 4-3 亦未獲得支持。而學業抱負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具

有負向的相關性，亦即國小高年級學生學業抱負程度愈高，則其出現班級偏差行

為的狀況愈少，因此得知假設 4-4 獲得支持。  

然而，在將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以及控制變

項都納入之模型五中，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以及學業抱負皆呈現不具相關性

的結果，亦即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以及學業抱負與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

行為並無關聯性，因此得知假設 5-3、5-4皆未獲得支持。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原本在模型三、模型四中，皆呈顯著相關的學業控制因

素之學業抱負，在納入控制變項後，反而轉變成不具相關性的結果，表示學業控

制因素之學業抱負為假性相關，其與班級偏差行為間並無關聯性存在。而在學業

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部分，不管在什麼模型中，都與班級偏差行為皆呈現不具相

關性的結果，表示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其與班級偏差行為間並無關聯性存在。

也就是說，本研究發現學業控制因素與其班級偏差行為間並無關聯性存在。意即，

國小高年級學生不論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學業抱負程度高低，也就是不管

學生投入學業上的時間多寡，對自我抱持是否長遠的學業抱負，均不是影響學生



 
 
 
 
 
 
 
 
 
 
 
 

 

56 

在上課時會不會、敢不敢做出違規行為的關鍵性因素。 

Hirschi於1969年提出的社會鍵理論中主張當青少年之社會鍵參與、抱負愈強，

則愈不容易發生偏差行為；單就學業上而言，若青少年在學業上花較多的時間，

也對學業抱持較長遠的抱負，則能夠減少其出現班級偏差行為。但在本研究中所

發現的結果，卻不獲得這樣的支持。 

首先，在本研究中有關學業參與變項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未獲支

持，原因很有可能是由於年紀尚小的國小高年級學生，生活上的安排上無自主權，

在學業上由父母及師長較多安排活動並陪伴學習，所以國小高年級學生即使在學

業上花費較多時間參與，也非學生個人自然而發的意願選擇，也就無法抑制班級

偏差行為的發生。因此在本研究中，學業參與變項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

為的發生無法有效抑制。 

接著，在本研究中有關學業抱負變項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未獲支

持，原因很有可能是由於國小高年級學生並未面臨的升學壓力，對於學業上高遠

長期又美好的未來抱負還是懵懵懂懂，似是而非，還未抱持明確長遠的概念，也

就也就無法抑制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因此在本研究中，學業抱負變項對國小高

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無法有效抑制。 

最後，在本研究中有關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學業抱負對國小高年級學

生班級偏差行為均未獲支持，因此在本研究中，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學業

抱負變項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無法有效抑制。 

肆、控制變項對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

行為之關聯  

本研究的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級」、「學校區別」三個變項。在性別部 

分，男生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情況比女生多，這與先前相關的偏差行為的研究結 

果相符合（蔡建生，2014；譚子文、張楓明，2013；張楓明，2006；林憶鳳，2012；

Dodge & Malone,2008；Sprott,2004）；而在年級部分，發現年級愈高出現班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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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情況愈多，與先前相關的偏差行為研究結果大致符合（蔡建生，2014；李

昭鋆，2012；陳秀卿，2008；張楓明，2006）。至於學校區別部分，結果顯示東、

西學校的學生與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情況無關，這與先前研究結果認為都市型的

學生較有個人主見，對於老師的要求會權衡狀況而決定是否遵守，而鄉村型的學

生較純樸，對於老師的管教會視為理所當然的規律而奉行遵守並不相符（周愫嫻，

1997；陳貞吟，2014）。可能是因為嘉義市屬於市中心，東西區的環境相差不大，

故與學生出現班級偏差行為的情況呈現無關現象。 

 

表 15表 4-4-1 

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巢式迴歸模型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與顯著情形摘要表 

 依變項 班級偏差行為 

 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自

變
項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 - .22**   - .13** - .11** 

低自我控制  .30**  .27** .25** 

學業參與   - .03 - .01 -.01 

學業抱負   -.15** - .07* - .05 

控
制
變
項 

性別     .12** 

年級     - .17** 

學校區別     .02 

 常數 2.34** .93** 2.14** 1.67** 1.60** 

 決定係數 .05 .14 .03 .17 .21 

 調整後決定係數 .05 .14 .03 .17 .21 

註：*表示 p＜ .05；**表示 p＜ .01；（VIF＜2）；n＝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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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

學業控制因素與班級偏差行為關係的情形。先根據文獻探討得知學生若能察覺教

師能有效管理班級秩序，便能有效地抑制班級偏差行為（陳貞吟，2014），再者，

社會鍵理論中主張當青少年之社會鍵參與、抱負與社會連結愈強，則愈不容易發

生偏差行為；就學業上而言，若青少年在學業上花較多的時間參與，也對學業抱

持較長遠的抱負，則能夠減少其出現偏差行為之論點（Hirschi, 1969），接著「一

般化犯罪理論」以低自我控制為影響偏差行為的重要關鍵（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根據以上文獻探討，本研究希望對偏差行為防微杜漸，不但從小防範還須

有人當場規範遏止，故聚焦在國小高年級上課情境中，若教師能更進一步去留心

及提點低自我控制學生的上課學習狀況，讓學生對學習不因艱深有失去興趣，也

讓學生不因班上不良秩序而衝動、分心，更不讓學生因為畏怕發生偏差行為而失

去已經投資的因參與、抱負。讓學生不只是因為受到外在控制（知覺教師班級秩

序管理、學業控制因素）而減少班級偏差行為，而是因為自己能夠自我約束，達

到內在控制（低自我控制）的結果，達到抑制偏差行為的發生。  

又以自編之自陳量表「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並將問卷

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求得研究結果並將之歸納成結論，最後提出研究

建議，盼為教師、學校、相關教育行政機關以及未來研究的參考。  

本章節依據第四章之分析結果歸納整理結論，並提出建議。本章分為兩節， 

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將分別探討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與國小

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性，並檢視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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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與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性探討  

根據迴歸分析結果，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在模型一、四以及五中皆對國小

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具有負向的相關性，因此得知假設 1-1、4-1以及 5-1皆 

獲得支持。故本研究中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發生班級偏差行

為具影響力獲得證實。也就是說，教師若能在上課中有效規範管理學生的行為，

並讓學生察覺教師正在對學生進行秩序管理，使有效地抑制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

此外老師能夠明確規範上課該遵守的規定及行為，使學生察覺到老師有管理上課

秩序的能力，進而因為避免不違反規定而減少不良行為，能有效抑制班級偏差行

為。 

貳、低自我控制與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性探討  

根據迴歸分析結果，低自我控制在模型二、四以及五中皆對國小高年級學生

班級偏差行為具有正向的相關性，因此得知假設 2-1、4-2以及 5-2皆獲得支持。

故本研究中低自我控制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發生班級偏差行為具影響力獲得證實。

也就是說，Gottfredson與Hirschi於1990年提出「一般化犯罪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以低自我控制為主軸概念，認為其特質為青少年擁有以下特質:易於衝動，

較喜歡簡簡單單、不多加思索的工作，甚至因以自我為中心而無法設身處地感受

他人的想法而易與他人起爭執；再者，也因青少年擁有低自我控制特質而較易發

生偏差行為之論點在本研究再次獲得驗證。換言之，低自我控制程度愈鮮明的國

小高年級學生，在上課情境中較易發生班級偏差行為之論點獲得支持。  

叁、學業控制因素與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之關聯性探討  

學業控制因素部分，分成學業參與、學業抱負等兩種，分述如下： 

根據迴歸分析結果，首先學業參與在模型三、四以及五中皆對國小高年級學

生班級偏差行為未具有相關性，因此得知假設 3-1、4-3以及 5-3皆未獲得支持。

故本研究中學業參與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發生班級偏差行為具影響力未獲得證實。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學業抱負原本在在模型三、四中皆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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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行為具有負向的相關性，因此得知假設 3-2、4-4皆獲得支持，但是卻在納入控

制變項的模型五中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班級偏差行為未具有相關性，因此得知假設

5-4未獲得支持；意即學業抱負與班級偏差行為間並無關聯性存在；故本研究中學

業抱負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發生班級偏差行為具影響力未獲得證實。此可能係因控

制變項中的年級因素一加入，而使得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抱負與班級偏差行為的

關聯性產生變化，在相關研究中多指出年級愈高愈易產生偏差行為（張楓明，2006；

李昭鋆，2012；陳秀卿，2008）。本研究對象為嘉義市國小學生，嘉義市國小六年

級學生畢業後選擇就讀私立中學並不多，而公立國中設立的資優班也規定在各國

中入學後方能從各校的新生中經測驗而篩選之，所以嘉義市國小六年級學生面臨

的升國中壓力並不大，反而因為國小高年級的課程較中、低年級在難度上呈現加

深的趨勢，對高年級學生而言，已經不再是能輕鬆應付就能獲得好成績，一次次

的學習成就測驗或許也成為一個個難關的考驗，一個個難關的考驗或許也造成一

個個學業的挫折；六年級學生比五年級學生的學習難度更高，也經歷了較多的學

習成就測驗，或許也讓學生因學習成就測驗成績優劣而再次審視自我原先抱持的

遠大學業抱負是否仍能實現，而造成學業抱負產生動搖，因而影響班級偏差行為

發生頻率的效應亦隨之變化，此結果頗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研究。 

綜上所言，本研究中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學業抱負的部分，對國小高

年級學生發生班級偏差行為具影響力皆未獲得證實。也就是說，Hirschi於1969年

提出的社會鍵理論中主張當青少年之社會鍵參與、抱負愈強，則愈不容易發生偏

差行為；單就學業上而言，若青少年在學業上花較多的時間參與，也對學業抱持

較長遠的抱負，則能夠減少其出現偏差行為之論點，在本研究中未獲驗證。在本

研究中，國小高年級學生由於年紀尚小，對自己未來的學業長遠抱負之概念未臻

成熟，更遑論花時間在學業上的活動既非自我選擇，往往也伴隨著父母師長的規

畫活動中，故其花在活動中的時間有些也可能屬於自我放空、神遊在自我想像空

間裡了！故其在上課情境中，本研究中學業控制因素部分之學業參與愈多、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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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負愈長遠的國小高年級學生，能抑制發生班級偏差行為之論點未獲得支持。 

然而，雖然學業控制因素之學業參與、學業抱負，在迴歸分析模型五中並未

呈現相關性，但就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這些變項與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及低自

我控制，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兩兩變項間有關聯性存在，因此，若教

師能提昇班級管理狀況，使其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則可能可以使學生在學習上花

更多的時間，增加其學業參與的時間；甚者，在班級秩序管理及教室氣氛的維繫

上投注更多心力，輔以使用更多元的方式引導學生未來長遠之學業規劃，將可能

可以幫助學生透過意志、努力等多元的方法以實現自我學業抱負；並且，若學生

已經投資諸多時間參與學習活動，並花心力去試著達成更高遠的抱負，也可能將

隨著其自我控制能力的增進，使其減少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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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教育與輔導實務上的建議  

由本研究得知，若學生若能知覺到教師能有效的班級秩序管理，便可以使學

生在上課時抑制偏差行為的發生，而低自我控制程度愈鮮明的國小高年級學生，

在上課情境中較易發生班級偏差行為。換言之，學生不只是因為受到外在控制（知

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而減少班級偏差行為，而且也會因為自己能夠自我約束，

減少自我控制程度低落（低自我控制）的影響，達到內在控制的結果，抑制偏差

行為的發生。 

因此，本研究建議，教師在國小高年級上課情境中，教師應該讓學生知覺到

老師正在花時間要求班上的上課秩序良好，讓學生知覺到教師的行為或動作注意

到學生是否遵守班級常規，讓學生知覺到教師的眼神正注意學生上課的表現，使

學生察覺到老師有管理上課秩序的能力，進而因為避免不良行為而違反規定，使

有效地抑制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再者，值得一提的是國小的導師包班制，有別

於國、高中的學科專任制，國小的導師幾乎在自我擔任導師的班級「以班為家」，

不但授課皆在同一班級，而且即使此班有科任老師任課時，國小的導師也幾乎在

教室後面批改作業、休息或者準備下堂課的課程準備等，本研究研究結果得知學

生知覺教師能有效的班級秩序管理，可以抑制班級偏差行為的發生，則建議國小

的導師能在班上學生在班級教室上科任課時，也能盡可能地將批改作業、休息或

者備課等在班級教室處理，而使學生在上科任課時也仍受班級導師秩序管理程度

影響，更進一步抑制班級偏差行為。或者，學校及有關教育當局在目前台灣面臨

少子化的情勢下，不應該一味的將多餘的空教室規劃成專科教室，而應該將其規

劃成專科教具室，一則鼓勵科任教師方便拿取需要的教具，再者也變成科任課也

在學生原來班級上課，使學生在上課時有科任老師以及班級導師的外在控制下，

更不容易發生班級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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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若教師能更進一步去留心及提點低自我控制學生的上課學習狀況，讓

學生對學習不因艱深有失去興趣，也讓學生不因班上不良秩序而衝動、分心，透

過指派作業協助其回家練習，訓練其學習的難度，並在上課中多給予其機會回答，

以使其不致或不敢分心，透過上述這些方式，希望可以達到抑制班級偏差行為的

發生。  

貳、未來研究建議 

一、研究對象之建議  

本研究對象僅以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為樣本，難以推論至其它地區國小高

年級學生學生之班級偏差行為是否也是如此，且因嘉義市國小高年級學生在其升

五年級時實施重新學生編班，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擴大範圍，針對台灣其它學校

之國小高年級學生進行探討研究，比較不同地區其差異情形，甚至比較與探討跨

文化其差異情形，或能獲知台灣學生班級偏差行為之狀況。 

二、研究內容之建議  

影響國小高年級學生發生班級偏差行為的因素相當廣泛，然本研究只針對國

小高年級學生在上課情境中，不同年級、性別的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知覺教師班級

秩序管理、低自我控制與班級偏差行為具有關聯性，其次， Hirschi主張社會控制

理論的四種要素互相影響（Akers & Sellers, 2009; Hirschi, 1969）。所以未來研究或

可再納入社會鍵的依附及信念要素，瞭解國小高年級學生與社會連結程度對班級

偏差行為的影響；又因嘉義市國小在學生升三、五年級時實施重新學生編班，可

能產生防範效果，降低了偏差同儕們之間的熟悉感而較難以繼續在班級搗蛋，是

以本研究發現六年級比五年級級偏差行為嚴重，與先前研究結果大致相同（蔡建

生，2014；李昭鋆，2012；陳秀卿，2008；張楓明，2006），亦即其原因或許不只

與年級有關，也可能牽涉偏差同儕的關係，值得更進一步研究，期許或能對班級

偏差行為有更多的理解與掌握。最後，本研究主要針對國小即開始出現的班級偏

差行為，然班級偏差行為的種類或成因未盡相同，本研究尚難以全盤分辨並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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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未來可置入研究議題中，以利於對班級偏差行為有更深入全面的掌握。 

三、研究方法之建議 

最後，本研究採橫斷面的調查方法研究，無法釐清各種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

理、低自我控制、學業控制因素之參與及抱負是否隨著時間影響程度產生變化，

較難以完整的提供更貼近真實的資料以推論研究結果與訊息，尤其本研究無法驗

證學業控制因素能有效抑制偏差，原因即可能與時間因素影響有關，或許因為高

年級學生尚未面對升學壓力，以及對學業控制因素之成熟度不夠而致學業控制因

素無法抑制偏差行為的發生，但是學業控制因素當真因此而無法驗證嗎？抑或在

台灣，一個個以前被視為鐵飯碗的工作，如今有些已經改成民營、有些因招考名

額太少致難擠身投入，有些企業又外移其他國家，再加上台灣廣設大學，使人人

幾乎皆可上大學，都可能導致學歷無用，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縱貫面的調查方法

研究，以釐清學業控制因素之參與及抱負是否隨著個人從小到大成長的時間影響

程度產生變化，抑或面對台灣教改、廣設大學、大學多元化入學以及公家機關招

考名額少之又少等新局面，學業控制因素之參與及抱負已經隨著時代脈動而改變

其價值，認真讀書和學歷至上等已經變成老生常談、不合時宜的論點，也就是說

對個人而言，學業控制因素之參與及抱負根本與時間無關，因為在多元社會的台

灣，學業參與的時間愈多及對未來學業抱持愈高的抱負並不能代表未來人生擁有

好工作，這都需要未來研究者進一步研究。所以就研究結果而言仍有空間可以進

一步研究，這也是本研究限制，最後建議未來研究或可採用固定樣本以長期性追

蹤方法研究，期許能釐清班級偏差行為發生情形及成因，並且釐清學業控制因素

之參與及抱負隨著時間改變與班級偏差行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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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知覺教師班級秩序管理量表 

1. 我能夠清楚知道老師對上課秩序的要求 

2. 老師能有效管理上課秩序 

3. 老師上課時能適當運用獎懲制度 

4. 老師在上課時能有效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 

5. 上課時，我知道老師的眼神有留意到我們違規的舉動 

6. 上課時，老師能用眼神，使學生表現出正確的行為 

7. 上課時，老師能藉著移動位置來巡視，讓我們更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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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低自我控制量表 

1. 我很容易發脾氣 

2. 有人打我，我就打回去 

3. 和別人意見不同時，我很難心平氣和去討論 

4. 有人兇我，我就兇回去 

5. 我經常被人說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人 

6. 我容易因一時生氣而犯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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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學業控制因素量表 

一、學業參與 

1. 花時間寫功課 

2. 花時間唸書 

3. 花時間準備考試 

二、學業抱負 

1. 我非常重視課業的表現 

2. 我希望我的成績比別人更好 

3. 我希望未來進入好學校唸書 

4. 我希望能在學校得到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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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班級偏差行為量表 

1. 上課時寫別的作業 

2. 上課吵吵鬧鬧 

3. 上課時與同學發生爭吵 

4. 上課時亂丟垃圾或其他物品 

5. 上課時玩小東西，例如筆、擦子 

6. 上課時搗蛋，例如射紙飛機、射橡皮筋 

7. 上課時閱讀小說、漫畫等課外讀物 

8. 在上課時做別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