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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以個體層次之學習動機與總體層次之教師創意教學為自變數，探討

二者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透過對 78 位教師、1,808 位學生的調查，使用階層

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分析變數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

現如下：一、學生學習動機中的價值、預期、情感以及執行意志對學業成就有顯

著的直接正向影響效果。二、教師創意教學中的心胸開放以及問題解決對於學業

成就有正向的直接影響。三、教師創意教學中的心胸開放必須透過學生動機中的

價值與情感兩個層面去解釋學生的學業成就，而問題解決必須透過學生動機中的

價值、預期與執行意志三個層面去解釋學生的學業成就。四、教師創意教學中的

問題解決在學生學習動機中的預期構面與學業成就間具有正向調節效果，互動討

論在學生學習動機中的情感構面與學業成就間具有正向調節效果；換言之，價值

與執行意志是中介變項，而預期與情感除了是中介變項之外，其與學業成就之間

的關係也會分別被問題解決、互動討論所調節。針對上述結果，本研究提出相關

的討論與建議。

關鍵詞：多層次調節中介效果、教師創意教學、學習動機、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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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學生的學習歷程已經改變，舊式的

教學方式已不足以達成有效教學，為了教導

這一代的學生，教師必須發展更有創意的教

學方式（Simplicio, 2000）。教師必須體認唯

有不斷創新與提升的課程安排和設計，才能

使其內容具有被教授的必要性（Lamas, Maria, 
& Gomes, 2010），由此可見創意教學的重要

性。目前臺灣關於創意教學之研究多以教師

為主體探討其影響因素（林碧芳、邱皓政，

2008；許玫琇、張富鈞、鄭秀貴，2008；黃

惠君、葉玉珠，2008；蕭佳純，2007），卻

鮮少以創意教學的最大關係者——學生為研

究對象，有鑑於此，本研究乃以學生為研究

主體，期能了解教師創意教學對於學生學業

成就的影響。

臺灣自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以來，國小教

師即積極投入教育改革推動工作，尤其是對

於創意教學部分，更是殫精竭慮、推陳出新。

然而，這些教學上的新嘗試，是否真正發揮

了效能？換句話說，是否因為這些教師創意

教學的表現，就能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具

體言之，學生的學業成就是否會因為教師的

創意教學而獲得具體的提升，此為本研究動

機之一。

在影響學業成就的因素中，除了智力因

素外，非智力因素就以學習動機最被廣泛討

論。學習動機是驅動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

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之間的相關是無可否認

的事實（施淑慎、曾瓊慧、蔡雅如，2007；
程 炳 林，2003；Butler, 2007; Friedel, Cortina, 
Turner, & Midgley, 2007），許多學生對學習

缺乏動機，正是當前教育環境的一大問題

（Legault & Green-Demers, 2006）。大部分的

學校雖然倡導尊重個體表現，但實質上卻仍

被迫發展以考試為主的教育，甚至可能會促

成一場毀滅動機的教育旅程（Olsen, 2010），

由此可知，學習動機攸關學生的學業成就。

因此，探究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間的關聯為

本研究動機之二。

許多心理學家認為動機是學習的先決條

件，並指出動機在學生的學習方面具有促進

作用。而在學習上，「動機」是用來說明學

習者發動和維持某種學習行為，以達到一定

目標的一個中介變量，它涉及興趣、需要、

驅力、誘因等現象。由此可知，學習動機乃

是學習歷程中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項。因此，

教師的創意教學有無可能透過學生學習動機

的中介而對學業成就產生間接影響，成為本

研究動機之三。

教師除了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鼓

勵學生自動、自發地學習，創造成功的經驗，

從學習中獲得滿足外，亦應營造開放的學習

環境，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權，培養學生主

動探索與研究的精神（ 鄭可偉、黃萬居，

2001）。可見，研究學業成就必然要考慮到

學習動機及教師的影響，換言之，教師的創

意教學極有可能在學生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

間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了解教師

創意教學在學習動機與學業表現之間的脈絡

調節效果為本研究動機之四。

綜合上述探討可知，學生學習動機會影

響個人學業成就，而在影響過程中，教師是

否施以創意教學又為一重要研究議題，但綜

覽國內外研究卻發現，鮮有文獻綜合討論這

三變項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本研究的前

兩個目的在過去研究中大致上可獲得證實，

但本研究的獨特貢獻之處就在於除了了解創

意教學對學生學業成就的直接影響外，更想

知道在學生不同程度的學習動機下，這樣的

影響效果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尤其同一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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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是巢套在同一教師的創意教學之下，

但很明顯地，學生的學業成就大不相同，表

示在這樣的影響關係中，教師創意教學的脈

絡調節影響不容小覷。因此，本研究導入

階 層 線 性 模 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中的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式（moderated 
mediation），以了解巢套關係的脈絡調節效

果，也就是想了解教師創意教學在學生學習

動機與學業成就間扮演怎樣的角色。早在

Baron 與 Kenny（1986）提出中介與調節效果

的檢測原理與程序時，他們就提到了中介變

項與調節變項的組合效果，亦即調節式中介

效果（moderated mediation）與中介式調節效

果（mediated moderation）。本研究的目的是

在探討多層次模型中的中介效果與中介式調

節效果，將研究重點放在 2-1-1 模式（第一個

數字代表解釋變項為組織層級、第二個數字

代表中介變項為個體層級、第三個數字代表

結果變項為個體層級），亦即多層次調節中

介效果（multi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的檢

驗（秦夢群、吳勁甫，2011；陳俊瑋，2010；
溫福星、邱皓政，2009； Zhang, Zyphur, & 
Preacher, 2009），也稱為 3M 模式，具體研究

目的為：

一、 學生學習動機（個體層次中介變項）是

否對學生學業成就（個體層次結果變項）

具有直接影響效果。

二、 教師創意教學（組織層次解釋變項）是

否對學生學業成就（個體層次結果變項）

具有直接影響效果。

三、 教師創意教學（組織層次解釋變項）是

否透過學生學習動機（個體層次中介變

項）的中介對學生學業成就（個體層次

結果變項）產生影響。

四、 教師創意教學（組織層次解釋變項）

是否對研究目的三的中介效果間扮演

調節效果。

文獻探討與假設推導

一、�學習動機（個體層次中介變項）
對學業成就表現的影響

不同的學習動機會在學業行為的不同

層面具有影響力，有些研究探討學生是否決

定接受挑戰會對其行為產生影響，如自我效

能論，有些研究則是探討學生自身的能力對

結果有多大的影響，如自我歸因論與控制

論，而有些研究則是探討學生透過訂定目標

來改變自己的行為，如目標設定理論。余民

寧（2006） 以《Coleman 報 告 》（Coleman 
Report）為基礎，將影響學業成就的因素歸

納成五大類：學生個人背景因素、學生家庭

背景因素、教師教學背景因素、學校管理背

景因素以及政府教育政策因素，而本研究所

討論的重點即是在學生個人因素的動機及學

校因素中的教師教學。過去研究多是探討單

一層面因素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聯，或是著

重於單一科目的討論上，例如龔心怡、林素

卿與張馨文（2009）以及毛國楠、劉政宏、

彭淑玲、李維光與陳慧娟（2008）的研究，

鮮少有如本研究以多層面的因素來討論對於

學業成就的影響，這也將是本研究不同於過

去研究之處。一般用來代表學業成就者為學

校考試成績以及由學業成就測驗上所獲得的

分數（ Dornbusch, Ritter, Leiderman, Roberts, & 
Fraleigh, 1987）。其中，「學業」可以指國語、

數學、自然、社會等領域，也可以指傳統中

有關於非工具性活動不同之工具性活動，本

研究所指的學業成就乃是指學科領域的成績

表現。

本研究的學習動機是指「在特定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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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習情境中，引起個體開始學習活動、持

續活動，能克服障礙及維持學習朝向目標前

進的動力」。Pintrich（1989）統整近來有關

學習動機之研究後，認為學習者的學習歷程

應包含三個主要的動機成分：（一）學生對

於學習工作的重要和價值的信念，即價值成

分（value components）：指學生從事一項學

習工作的理由及其對該工作之重要、效用（ 
utility）或興趣的信念。（二）學生對於自己

完成一項學習工作能力或技巧的信念，即期

望成分（expectancy components）：指學習

者對其完成某件工作的能力的信念、控制的

信念及對該工作成功的期望。（三）學生對

於某項學習工作的情感或情緒反應，即情感

成分（affective components）：指學習者對於

學習工作的情緒反應，包含測試焦慮等。針

對此一理論，劉政宏、黃博聖、蘇嘉鈴、陳

學志與吳有城（2010）更進一步加以修正，

將學習動機區分為價值、預期、情感與執行

意志四個不同成分，並提出雙核心動機模式

（dual core motivation model, DCM）來說明各

種動機成分之間及其和學習行為間的關係。

其中，所謂的執行意志乃是指個體在執行課

業學習行為時，能否迅速啟動想法付諸行動、

堅持到底、求善求好的特質。該理論並認為

在四個動機成分中，僅情感與執行意志兩個

核心成分對學習行為有直接影響力，而價值

與預期成分則主要是經由雙核心成分的中

介，間接對學習行為產生影響。若由 Pintrich
（2003）的動機理論模式來看，個體對於目

標具有價值取向，且對於工作持有高度的成

功期望者，比較會投入於工作之中，即使在

遭遇困難時，也比較會堅持，而不輕言放棄。

而 Kizilgunes、Tekkaya 與 Sungur（2009） 所

建構的學習成效模式也指出，知識信念、學

習動機與學習取向對學習成就都有直接的正

向影響。

研究學業成就與動機的研究者們都希望

能夠提出一個理論架構來說明學習者如何選

擇學習任務、努力學習，以及增進自己的學

習表現及學業成就。例如以價值成分來說，

包含學生對學業的目標與信念，關心學生為

什麼會去研讀課業，認為學生想要完成學業

上的任務是因為想挑戰、有好奇心，或是認

為學習是有價值的，對學習歷程有較多的投

入，學業成就也會較高。也就是說，以本研

究的構面「價值」與「期望」來看，若學生

對於從事一項學習工作的理由及其對該工作

之重要、效用信念較高，或是學生對於完成

一項學習工作能力或技巧的信念較高時，則

學生的學業成就也有可能較好。由上述可知，

學習動機的相關理論皆說明學習動機係指內

在對於想了解某些事物的需求程度，而學習

成效即為檢視學習過程中的成果，二者之間

存在著影響性。洪振方與謝甫宜（2010）、

吳坤璋、黃台珠與吳裕益（2006）、陳荻卿

與張景媛（2007）、Kay（2000）、Schick 與 
Phillipson（2009）、Wang、Peng、Huang、
Hou 與 Wang（2008）、Zimmermann（2004）
的研究皆說明了學習動機確實會正向影響學

習成效。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一：學習動

機對學業成就具有正向影響。

二、�教師創意教學（環境層次解釋因
素）對學業成就表現的影響

「創意教學」與「創造力教學」常相互

混用，其間主要差別在於：創意教學的要點

為教師運用創造性使教學措施與活動變得活

潑、多樣化，其教學目的是要透過創意的教

學方法來達成教學目標，而非以培養學生創

造力或創造思考為目的；而創造力教學則旨

在配合課程的實施，運用創意思考策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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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技能、激發學生的創造

力、助長學生的創造行為為目的（林偉文，

2006）。綜合上述，本研究主張之創意教學

指的是教師有創意，展現生動活潑的教學方

式，其目的不一定在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Cano（2001）認為，有效的教學行為需

結合學科知識、教育學習理論的知識，並運

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然臺灣以創造力教學

或創意教學為題者多僅針對採用的特定創造

思考教學法，如主題統整教學、CoRT 創造思

考教學、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方案等，討論

運用創意教學後對於學生行為如學習態度、

溝通能力、創造力等成效的分析（吳秀娟、

潘裕豐，2007；李秀姿、陳昭儀，2007；葉

玉珠、葉玉環、李梅齡、彭月茵，2006；蔡

玉瑟、曾俊峰、張妤婷，2008），但卻鮮有

研究直接討論教師所採用的創意教學是否可

以直接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教師發揮創意，

運用活潑多元的教學方式，確實能使學生在

生動的教學中享受快樂，甚至對學習進一步

產生信心與探索學習的樂趣，但是否能直接

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則不得而知。若從本

研究的構面來看，教師能透過自我引導學習

活動及挑戰性作業，鼓勵並增進學生自主學

習，也就是創意教學中的「自主學習」構面

程度愈高，則學生的學業成就也可能愈高，

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討論」程度愈高，愈可

能直接解決學生學習上的困惑而直接提升學

業成就。所以，本研究合理推論，創意教學

不但可以讓學生在快樂中學習，藉由教師與

學生的互動討論、問題解決，甚至能夠協助

學生自主學習，使學生獲得充實感與成就感，

進而提升學業成就。據此，本研究推導假設

二：教師創意教學對學生學業成就具有正向

影響。

三、學習動機的多層次中介效果

近來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有的針對影

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因素進行分析，有的傾向

於了解不同的教學方法對於學生學習動機的

影響成效（洪振芳、封中興，2011；溫雅婷、

林佳蓉，2010；謝和鈞、楊鎮豪、廖佩芬，

2010），其共通點都是希望能找到有效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的策略或方法，而過去研究大

多也證實教師的教學方法對於學生的動機確

有顯著影響（吳文龍、黃萬居，2007）。也

就是說，經由上述文獻探討可知，學習動機

對於學業成就具有正向影響，而教師教學又

可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亦即學習動機

極有可能在教師教學與學業成就間扮演著重

要的中介變項，學習動機是影響學業成就的

主要中介歷程（Pintrich & De Groot, 1990）。

Winne 與 Marx（1982）提出師生訊息處理模

式，強調師生之間的訊息處理會影響到教學

的行為，並直接影響到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同時，學生的性向會經由教師行為、學生訊

息處理後，而引發學習動機，最終影響到學

習成效。Pekrun（1992）的認知—動機模式

（cognitive-motivational model）認為，學習動

機是學生學習歷程中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項，

例如學習情緒就可透過動機的中介對學業成

就產生間接影響（Thang, 2004）。本研究依

上述的理論基礎推論，在學習動機是一個重

要的中介變項的前提下，教師創意教學應可

透過學生的學習動機而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而由於這部分目前的國內外實證研究數量並

不多，所以正是本研究的價值之一。須特別

說明的是，劉政宏等人（2010）所提出的雙

核心動機模式認為在四個動機成分中，僅情

感與執行意志兩個核心成分對學習行為有直

接影響力，而價值與預期成分則主要是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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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核心成分的中介，間接對學習行為產生影

響。換言之，該研究已提出學習動機是影響

學習行為的重要中介歷程，但四個成分有不

同的中介效果。然而，該研究僅討論學習動

機與學習行為之間的關聯，並非與學業成就

之間的關聯，更未討論到其他層次的因素，

若是納入其他層次的因素是否還是這樣的中

介歷程不得而知，尤其是在本研究納入教師

層次的創意教學之後。因此，為了避免模式

的複雜化，在初次加入跨層次的因素探討時，

本研究先不納入價值與預期的中介效應，希

冀重新審視教師創意教學透過學習動機的中

介而對學業成就產生的影響，而非直接使用

該模式。

由此可知，教師可以營造班級氣氛、安

排創造性的環境、引發學生需求的動機、延

續需求的滿足、協助學生引起動機（洪美玉，

2012）。對學習而言，動機是學生獲得任何

學習成就的要素，教師欲增益其教學效果，

就必須對學生的學習動機具有深刻的了解（蔡

瓊月、徐綺穗，2011）。因此，如欲增加學

生學習的成效及學習的動機，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教師在課堂內施以創意教學以增加學生

學習的動機。據此，本研究發展假設三：教

師創意教學可透過學生學習動機的中介而影

響學業成就。

四、�教師創意教學的多層次調節式中
介效果

學習動機會受到內、外在心理因素的影

響，而內、外在心理因素有可能同時存在，

加以學習動機是個人主觀認知和客觀環境交

互作用的結果，有可能是多重的，因此可說

是一種複雜的心理歷程（劉政宏，2012）。

在動機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歷程中，極有可能

與外在環境因素產生交互作用。若根據 Fraser

（1989）對教室環境研究工作的回顧，Lewin
提出之公式 B ＝（P, E）對學者研究教室環境

有著重要的啟發，亦即人的行為由個人（P）
與環境（ E）共同決定，也就是教室環境的影

響變項會造成行為的差異。Hamza 與 William
（1996）從社會互動的觀點提出師生共同營

造之教室氣氛會影響學生學習行為。Furman
（1998）認為學生的特質（例如智力、累積

的知識與技能、動機等）雖然是預測學習的

指標，但是教室氣氛則是增強或減低學生學

業成就的重要變項。蕭佳純（2011）則指出，

教師創意教學對於學生動機與創造力表現間

具有調節效果。上述研究多討論教室氣氛、

教室環境對於創造力表現的影響，較缺乏教

師本身所扮演的調節角色討論，然而，本研

究認為教室氣氛的經營者關鍵就在於教師，

教師對於創意教學的投入極可能成為學生動

機與學業成就間的重要調節變項。

Topping 與 Ferguson（2005）提及，學生

的學習成效與師生間的互動有關，換言之，

學生學習成效的增長與教師教學的互動息息

相關。因此，學校環境中的教師可能直接影

響個體的學業成就，也可能在學生的學習動

機與學業成就間，因為不同的創意教學影響，

進而減弱或增長學生的學業成就。例如學生

的「預期」程度若愈高，則他的學業成就可

能也會愈高，而若該學生能處在一個教師施

以「問題解決」的創意教學班級中，將可強

化其解決問題的知能與行動力，也就是說，

「預期」與「問題解決」產生加乘作用，學

生將會有更高的學業成就。更重要的是，教

師的創意教學可以透過學生動機的中介效果

對學業成就產生間接影響。而這中介效果也

可能會受到教師創意教學的調節。舉例來說，

一個身處在高度「問題解決」的創意教學環

境中的學生，因為教師的高度問題解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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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學生對於學習的價值，覺得學習是有

用的（中介效果），再加上他的教師肯隨時

提供問題解決的諮詢，使學生覺得對學習更

有信心，而展現出更高的學習成就（調節效

果）。而這一連串的影響效應即為調節式中

介效果。由此可知，教師創意教學極有可能

在學習動機與創意表現的中介效果之間扮演

著重要的調節變項。據此，本研究發展假設

四：教師創意教學對於學生學習動機與學業

成就間的關係具有調節效果，且為強化的調

節關係。

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大臺南地區的國小

六年級學童，在問卷的發放上也採納 Bryk 與

Raudenbush（1992）的建議，應符合 50/20 原

則，即至少要有 50 位教師，每班至少要有 20
位學生。所以，本研究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

（2006）之各縣市國民小學組織規程學校規

模分類標準，抽取大規模（學校班級數 25 班

以上）學校，每校兩班六年級學生，並請全

班同學填答問卷。最後問卷回收共有 78 位教

師協助進行調查，平均每班介於 17 ～ 25 位

學生，共有 1,808 名學生。需特別強調的是，

這 78 位教師都是導師，在國小包班制度下，

導師多一手包辦多數科目的教學，但是為了

確認教師創意教學的效益，所以在發放問卷

時，研究者花費相當長的時間，透過各種通

訊管道逐一與 78 位教師進行確認，在本研究

探討的五個科目中，至少是教授三個科目以

上者才給予問卷。經作者與 78 位導師逐一確

認後發現，多數導師多會教授數學、國文、

英文三科目中的一、兩科，再搭配自然或社

會，但是，這樣的授課內容還是難免讓人產

生創意教學影響效果的疑慮，例如，導師教

授數學、英文、自然三科，但是國文與社會

的成績優劣與該位導師何干？本研究想說明

的是，在國小的教學環境中，導師與學生的

互動時間最長，而創意教學方法除了多樣的

教學方法之外，還包含了創意環境與氣氛的

營造，這對學生也可能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

因此，導師創意教學行為應可用來探討對於

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然而，在有限的資源

下，本研究僅能委請國小導師擔任研究對象，

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研究限制，未來如果研

究者能夠釐清學科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更針

對特定領域學科來討論，建立教師任教科目

與學科成就的連結性，將更能凸顯此研究議

題的價值。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如圖一所示，其中學

生學習動機為個體層次中介變項，學生學業

成就為個體層次結果變項，而教師創意教學

則為總體層次解釋變項。

三、研究變項與工具

（一）學生學業成就

為避免不同學校之間不同測驗題目所造

成的測量誤差問題，本研究特別委請三位國

小教師共同命題，此三位教師擔任導師工作

的年資皆超過 10 年，每位教師針對他們自己

所熟稔的授課科目進行命題，平均每位大概

命題三個科目，也就是說，每個科目至少有

兩位教師針對測驗科目進行檢核、修正、增

刪與確認。命題範圍為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

康軒版課程中的期末單元，針對五科目，一

共有五份測驗。以數學為例，包含了計算題

和應用題。而五個科目的信度介於 .78 與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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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架構圖

在效度方面以內容效度進行分析，經兩位課

程與教學領域的學者專家審閱，獲得肯定。

在施測方式上，分成五天來進行測驗，每個

測驗的時間約 40 分鐘。所有學生都是接受這

五份測驗的施測，是由參與研究的 78 位教師

利用課餘時間當成小考讓學生參與測驗，所

以分數是加總了數學、國語、社會、自然及

英文五科目後以作為學業成就的衡量。或許

讀者會有各學科直接加總是否恰當的疑慮？

是否要加權部分學科的重要性？但本研究認

為，國民教育應強調各領域的均衡發展，不

偏重於任一科目，故仍採取加總平均的計算

方式，且五個科目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分別為：

國文，89.9、10.2；英文，87.5、13.6；數學，

85.6、13.2；社會，88.1、12.1；自然，89.8、
11.3。由此可知，五個科目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差距不大，因此直接採用加總平均的方式應

是恰當的。

（二）學生學習動機量表

本研究使用之「學習動機量表」主要使

用劉政宏等人（2010）所發展的「國中小學

習動機量表」，將學習動機區分為價值、預

期、情感與執行意志四個不同成分，由學生

自評。其構面與本研究欲測量之內涵相符，

故保留量表題項共 35 題，分別是「價值」

7 題、「預期」6 題、「情感」10 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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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意志」12 題，其中情感分量表包含有正、

負向情感，但是多數題意為負向情感動機。

由於負向情緒的低分並不等於正向情緒的高

分，而且學習動機中的其他三個成分都是採

用正向題目，可能使得讀者在理解整體研究

結果時容易產生誤解，所以本研究將情感動

機部分修飾為「負面情感」，將正向情緒的

題目如「學習讓我覺得快樂」、「我覺得學

習課業是開心的」，採用負向計分方式，也

就是說，情感量表的分數愈高表示愈負面。

本研究使用 Likert 六點量表，「1」表示「非

常不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分數

愈高代表學生之學習動機愈強烈，而四個構

面的相關係數介於 .52 ～ .79。量表經本研究

的正式樣本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得 SRMR、GFI
值分別為 0.043、.91 均達到理想標準。在增

值適配度方面，適配度指數 NFI、RFI、IFI、
CFI 依序為 .94、.94、.95、.96，皆大於 .90 的

標準，RMSEA=.044，顯示此構念之效度達適

配水準，本量表 Cronbach 度達適 α 值分別

為 .83、.86、.82、.88，總量表為 .92。以上資

料顯示本量表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整體

適配度達到理想標準，亦即此工具具有不錯

的建構效度。因為聚斂效度必須有證據顯示

多種測量方法測到同一特質，而區辨效度必

須有證據顯示同一方法測量類似但不同的概

念時其相關係數不至於太高，採用多特質多

方法矩陣時才可證明具有聚斂與區辨效度，

由於本量表之重點不在於編製量表，所以並

未採用多種測量方法，故僅可說具有不錯的

建構效度。

（三）創意教學量表

本研究採用的「創意教學量表」是由黃

惠君與葉玉珠（2008）共同編製而成，量表

主要目的在測量教師自評在教學中所展現之

創意行為的程度。量表題目共 20 題，包含五

個因素：互動討論 3 題，例如「我常會安排

自我引導的學習活動，以激發學生主動學習

的意願」；心胸開放 3 題，例如「我通常會

接受學生所提出的觀點，並鼓勵他們進一步

驗證觀點」；問題解決 5 題，例如「我常會

運用小組討論、腦力激盪等方式，來引發學

生新奇的想法」；多元教學 3 題，例如「我

常會規劃一些主題，來發展學生的分析及綜

合能力」；以及自主學習 6 題，例如「我常

會利用社會上或教室中的偶發事件來進行機

會教育，以促進學生應變與適應的能力」。

原量表形式為 Likert 四點量表，但為了更詳

實區分出不同的主觀同意程度，故本研究中

使用 Likert 六點量表進行測量，「1」表示

「非常不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

分數愈高表示教師之創意教學程度愈高，

而五個構面的相關係數介於 .66 ～ .81。本

研究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得 SRMR、GFI 值
分別為 0.037、.92 均達到理想標準。在增值

適配度方面，適配度指數 NFI、RFI、IFI、
CFI 依序為 .90、.90、.91、.91，皆大於 .90
的標準，RMSEA=.063，顯示此構念之效度

達適配水準。本量表 Cronbach´s α 值分別

為 .75、.79、.79、.72 及 .83，總量表為 .94，
顯示本量表的信度良好。如同學生學習動機

量表的理由，以上資料顯示本量表的理論模

式與觀察資料的整體適配度達到理想標準，

亦即此工具具有不錯的建構效度。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變項描述統計與 ICC量數

表一列出本研究所有變項的描述統計

量。首先，教師創意教學作為本研究的總體

層次解釋變項（X），由教師自行填寫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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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共有 78 筆教師創意教學的觀察值。所有

教師創意教學中的各構面平均為 4.77、5.04、
4.88、4.66 以及 4.61。至於四個個體層次中介

變項價值（M1）、預期（M2）、負面情感

（M3）以及執行意志（M4）的平均數則分別

為 4.73、4.24、4.23 以及 4.27。而所有變項的

ANOVA 檢定結果也都達到顯著差異。此外，

表一也列出了變項間的相關，計算方式在 X
與 M 部分乃是將 M 依班級加總平均後得到的

班級平均學習動機與該班對應的教師創意教

學（X）所計算的相關。其中四個學習動機構

面將作為中介變項、五個創意教學構面將作

為層次二的自變項，因此它們彼此之間的中、

高度相關是否造成共線性問題值得注意。經

迴歸中的 VIF 值分析發現，學習動機四個構

面的 VIF 值介於 1.01 ～ 6.81；創意教學五個

構面的 VIF 值介於 2.67 ～ 6.08，VIF 值均未

大於 10，所以變項間並未發生嚴重的共線性

問題。而對於學業成就的解釋，係以總平減

（grand centered）分數進入模型，以提高截距

的解釋性（溫福星、邱皓政，2009；Hofmann 
& Gavin, 1998）。

在本研究中，除了學生學習成效（Y）為

結果變項外，M1、M2、M3 與 M4 四個作為

中介變項的學習動機變項也將作為結果變項，

被教師創意教學（X）變項解釋，因此，Y、

M1、M2、M3與M4五者均須進行零模型（隨

機效果 ANOVA 模型）檢驗，以計算組內相關

係數（ICC）來確認是否有必要進行多層次分

析（Bryk & Raudenbush, 1992）。分析後發現，

學業成就（Y）、價值（M1）、預期（M2）、

負面情感（M3）以及執行意志（M4）五個變

項的 ICC 分別是 .12、.09、.13、.21、.09，其

顯著效果χ2 值分別介於 212.72 ～ 429.28，
均達 .05 的顯著水準，表示總體層次的區間

差異（也就是教師之間的創意教學程度上的

差異）在五個變項的變異數中占了相當比

例，適合進行多層次分析。而組間差異 F = 
12.83，也達到顯著水準。再者，本研究的

問卷分別採用教師與學生填答方式，因此較

能避免產生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問題。

二、以截距為結果模型檢驗

多層次中介效果檢驗的第一個程序，是

檢驗學業成就（Y）、價值（M1）、預期

（M2）、負面情感（M3）以及執行意志（M4）
五個模型中的結果變項，各自是否可以被總

體層次解釋變項（X）有效解釋。模型中並沒

有任何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屬於以截距為結

果變項模型（intercept-as-outcome model），

其迴歸方程式如公式（1）（2），而以 M2、
M3 與 M4 為結果變項的迴歸方程式則類推，

分析結果列於表二的 model 1（以學業成就為

結果變項）、model 2a（以價值為結果變項）、

model 2b（以預期為結果變項）、model 2c（以

負面情感為結果變項）、model 2d（以執行意

志為結果變項）。在公式（1）中，重要的是

γc
01 ～γc

05 的估計值是否達到顯著水準，如

果γc
01 ～γc

05 的估計值顯著，則表示教師創

意教學對於學習動機的直接效果存在。而在

公式（2）中，關心的是γa
01 ～γa

05 的估計

值顯著與否，只有達到顯著，我們才可繼續

進行檢測中介效果的存在與否，而限於篇幅，

所以公式（2）中僅以價值為例列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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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就 ij=β
c
0j ＋βc

1j 價值 +βc
2j 預期 +βc

3j 負面情感 +βc
4j 執行意志 +εc

ij

　　　　　βc
0j ＝γc

00+ Uc
0j 

　　　　　βc
1j ＝γc

10+ Uc
1j

　　　　　βc
2j ＝γc

20+ Uc
2j

　　　　　βc
3j ＝γc

30+ Uc
3j

　　　　　βc
4j ＝γc

40+ Uc
4j .......................................................................................................... 公式（3）

由表二可知，五個模型中，心胸開放對

Y、M1、M3 進行解釋的係數γ01 均具有統計

意義，且問題解決對 Y、M1、M2 與 M4 進行

解釋的係數γ01 均具有統計意義。其中，心

胸開放對Y、M1與M3的係數值分別為6.03（t 
= 4.45, p < .001）、0.24（t = 2.52, p = .015）、

0.19（t = 2.81, p = .009）。而問題解決對 Y、

M1、M2 與 M4 的係數值分別為 8.45（t = 2.14, 
p = .038）、0.29（t = 2.96, p = .005）、0.43（t 
= 2.74, p = .008）、0.28（t = 2.30, p = .025）。

這五個以截距為結果變項模型的截距變異數

（即τ00）皆仍然顯著，表示當教師創意教

學（X1 ～ X5）對於各學生的 Y、M1、M2、
M3 與 M4 五個平均數分別進行解釋後，各自

仍然存在教師間的差異，有待進一步由教師

層級解釋變項來加以解釋。此外，值得注意

的是，model 1 中的γc
02 = 6.03 及γc

03 = 8.45，
在多層次中介效果的分析中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角色，此一係數若在模型中考慮了中介變

項後變成不顯著（完全中介作用）或顯著下

降（部分中介作用）（陳俊瑋，2010；溫福星，

邱皓政；2009； Baron & Kenny, 1986; Krull & 
MacKinnon, 2001; Zhang et al., 2009）， 係 數

值改變的程度就是間接效果的強度。此外，

其虛假決定係數 R2 為 2.6%（此為針對零模

型的截距變異項計算而得，亦即 R2 = (203.57-
198.31)/203.57 = 0.0258，以下定義相同），表

示引進層次二因素後發現，教師創意教學對

於學生學業成就的直接影響貢獻力其實是相

當有限的。藉由此步驟的 model 1 可了解，在

不考量其他變項的影響下，教師創意教學構

面中的心胸開放與問題解決對學生學業成就

具有正向影響，因此假設二獲得成立。此研

究結果與吳秀娟與潘裕豐（2007）以及蔡玉

瑟等人（2008）的研究結果頗為一致，也就

是說，教師在施行創意教學的過程中，若心

胸愈開放，或是愈能教授學生問題解決的技

巧，則學生的學業成就就會愈高。

三、隨機係數模型檢驗

多層次中介效果檢驗的第二個程序，是

檢驗作為中介變項的個體層次解釋變項（M）

對於結果變項（Y）的解釋是否具有統計意

義。此時並不納入總體層次解釋變項，僅有

個體層次解釋變項。而模型如公式（3）所示。

學業成就 ij=β
c
0j ＋εc

ij

           βc
0j=γ

c
00+γ

c
01 互動討論 j+γ

c
02 心胸開放 j+γ

c
03 問題解決 j+γ

c
04 多元教學 j

                     +γc
05自主學習 j+Uc

0j  ...................................................................................................公式（1）

價值 ij=β
a
0j ＋εa

ij

　　　 βa
0j ＝γa

00+γ
a
01 互動討論 j+γ

a
02 心胸開放 j+γ

a
03 問題解決 j+γ

a
04 多元教學 j

　　　　　　　+γa
05 自主學習 j+Ua

0j  ......................................................................................... 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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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二數據可知，model 3 中同時以

M1、M2、M3 與 M4 來解釋 Y 時，價值的係

數為 3.41（t = 2.91, p = .005）、預期的係數為

11.81（t = 7.85, p < .001）、負面情感的係數

為 -7.15（t = -4.71, p < .001）、執行意志的係

數為 3.87（t = 2.14, p = .036），皆達到顯著水

準。而 R2 為 13.23%，表示以價值、預期、負

面情感及執行意志來解釋學業成就時，可削

減的解釋變異達 13.23%。換言之，本研究的

假設一獲得支持，學生的學習動機（價值、

預期以及執行意志）會正向影響學生的學業

成就，而負面情感則是負向影響學生的學業

成就，這與陳荻卿與張景媛（2007）、Schick
與 Phillipson（2009）、Wang 等人（2008）、

Zimmermann（2004）的研究結果相仿。整體

而言，與劉政宏等人（2010）不同的是，該

研究認為在四個動機成分中，僅情感與執行

意志兩個核心成分對學習行為有直接影響力，

但本研究卻認為學習動機的四個成分皆會對

學業成就產生直接影響。這主要是因為在劉

政宏等人的模型中，已經就四個學習動機的

成分之間設定影響徑路關係，但本研究只設

定直接的影響效果，所以研究結果自然有所

不同。然而，就雙核心動機模式的主張來看，

情感與執行意志確實是兩個重要的中介變項，

也對學習成效具有直接關係；只不過，本研

究因為屬於初探性研究，希望先釐清不同層

次變項間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所以模式在

設定時才僅先考慮直接關係。或許在相關研

究愈來愈多時，後續研究可以逐漸探討情感

與執行意志這兩個層面，對於學習成效所扮

演的重要中介效果影響。

除此之外，隨機係數模型認為個體層次

解釋變項對於 Y 的解釋（斜率），在各教

師之間是隨機變動的，因此可以檢驗斜率變

異數（τ11、τ22、τ33 與 τ44）的顯著性，

而 model 3 的 斜 率 變 異 數（12.60、75.28、
60.56 與 87.52）僅預期與情感的斜率變異數

達到顯著（χ2 = 112.11, p = .003;χ2 = 108.24, 
p = .006），表示各教師之間的斜率變異數

僅有預期與情感較為明顯。當然，為了評估

並選擇較佳的模式，本研究以概似比考驗

（likelihood ratio test），使用卡方值差異檢驗

（χ2 difference test）來比較兩個模型的離異

數（deviance）與自由度（degree freedom），

當複雜模型的離異數降低，其改變可以超過

卡方顯著值，則選擇複雜模型；反之，則保

留簡單模型。而在估計法方面，在有固定效

果的模式下，要比較不同的隨機效果設定，

因為是在相同的解釋變項基礎下，要比較的

是隨機效果模式與共變數的有無，故可在巢

套下計算不同模式 REML 所估計的離異數差

來進行卡方顯著性考驗（溫福星、邱皓政，

2011）。因此，本研究進行價值與執行意志

含斜率變異數以及價值與執行意志未含斜率

變異數兩個模式的概似比考驗，結果第一

個含斜率變異數模型的離異數為 18181.68，
第二個未含斜率變異數模型的離異數為

18201.32，兩者的差為 19.64，服從自由度為

9 的 x2 分配，其考驗結果達到顯著（p = .02 < 
.05），表示模式的簡化並不恰當。所以在後

續的分析中，本研究仍納入價值與執行意志

的斜率變異數。此外，截距的變異數（τ00 = 
159.39,χ2 = 225.58, p < .001）仍然存在，表示

各教師班級中的學生學業成就的調整平均數

在控制學生的學習動機後，還可進一步找出

有意義的解釋變項來分析教師間調整平均數

的差異，且學習動機中預期與負面情感的斜

率變動還有被解釋的必要，但後續價值與執

行意志的斜率變動就不再具有解釋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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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層次中介效果模型檢驗

第三個程序則是進一步將高層次解釋

變項與中介變項一起放入方程式中，檢驗 X
（X1、X2、X3、X4、X5）與 M（M1、M2、
M3、M4）變項對 Y 的解釋力，尤其著重於

公式（4a）中γc’
01 ～γc’

05（X → Y）的顯著

性考驗。此時，斜率被設定為固定常數，目

的在於不檢驗跨層級交互作用（調節效果），

所以不會有斜率變異數的估計，為固定斜率

之無調節效果模型，也就是把前一部分的截

距結果模型與隨機效果共變數分析模型整合

在一起檢驗。若再配合γa
01 參數，即可組成

一個帶有中介變項的中介模型（溫福星、邱

皓政，2009；蕭佳純，2015）。

學業成就 ij=β
b
0j ＋βb

1j 價值 +βb
2j 預期 +βb

3j 負面情感 +βb
4j 執行意志 +εb

ij

　　　　　βb
0j ＝γb

00+γc’
01 互動討論 j+γc’

02 心胸開放 j+γc’
03 問題解決 j+γc’

04 多元教學 j

　　　　　　　　+γc’
05 自主學習 j + Ub

0j 
　　　　　βb

1j ＝γb
10

　　　　　βb
2j ＝γb

20

　　　　　βb
3j ＝γb

30

　　　　　βb
4j ＝γb

40  ................................................................................................................ 公式（4a）

在 model 4a 的模型中，同時考量四個中

介變項與總體解釋變項後，γc’
02 下降到 3.94，

γc’
03 下降到 1.41，重點是皆未達到顯著水準

（t = 0.91, p = .364; t = 0.84, p = .402），所以

為完全中介效果。而四個中介變項皆達到顯

著水準（γb
10 = 3.19, t = 2.77, p = .006; γb

20 = 
9.96, t = 6.01, p < .001; γb

30 = -4.52, t = -3.26, p 
= .002; γb

40 = 2.49, t = 2.48, p = .014），表示

X → M1 → Y、X → M2 → Y、X → M3 → Y
以及 X → M4 → Y 的間接效果成立。

由本研究合併 model 2-1 ～ model 2-5 及

model 4 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教師創意教學

中的問題解決構面可透過學生學習動機中的

價值、預期及執行意志產生完全中介的效果；

而創意教學中的心胸開放構面則必須透過學

生學習動機中的價值與負面情感構面的完全

中介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本研究以 Baron
與 Kenny（1986）單層次中介效果的分析方式

為基礎，並參考Krull與MacKinnon（2001）、

Zhang等人（2009）、溫福星與邱皓政（2009）
以及蕭佳純（2015）對於多層次中介效果所

建議的分析方式，進行資料分析，除了驗證

多層次中介效果的適切性，在理論上也有

助於了解教師創意教學、學生學習動機與學

業成就之間的關聯。據此，本研究所發展的

假設三獲得支持，也就是說，教師創意教學

（問題解決）會透過學生的學習動機（價值、

預期及執行意志），教師創意教學（心胸開

放）會透過學生的學習動機（價值與負面情

感）的完全中介，而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此結果與認知—動機模式中所論述的重點頗

為一致，也與過去研究如 Pintrich 與 De Groot
（1990）的研究結果相符。但與過去研究較

為不同之處在於，目前國內外研究少有將學

生的學習動機視為個體層次的中介變項，而

多以個體層次的解釋變項來處理之（蕭佳純，

2007），本研究對於過去研究結果的知識累

積，應具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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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層次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檢驗

多層次調節中介模型的最後一個步驟，

是探討跨層級交互作用是否存在，亦即納入

調節效果的檢測，成為一個同時帶有中介效

果與調節效果的 3M 模型。在多層次調節中介

效果的模型檢驗中，必須先檢驗多層次中介

效果的存在，一旦多層次中介效果存在之後，

再進一步檢測這個中介效果是否為高層解釋

變項所影響（Mathieu & Taylor, 2007）。更

明確地說，前一個步驟 model 4a 所關心的是

X → M → Y 中介效果的檢驗與 γc
01 ～ γc

05

變化情形的檢視，而此步驟則關心 γd
01 ～

γd
04（X×M → Y）的調節作用（蕭佳純，

2011），而檢測模式如公式（4b）所示。

學業成就 ij=β
d
0j ＋βd

1j 價值 +βd
2j 預期 +βd

3j 負面情感 +βd
4j 執行意志 +εd

ij

βd
0j ＝γd

00+γ
d
01 互動討論 j+γ

d
02 心胸開放 j+γ

d
03 問題解決 j+γ

d
04 多元教學 j

　　　+γd
05 自主學習 j + Ud

0j 
βd

1j ＝γd
10+ Ud

1j

βd
2j ＝γd

20+γ
d
21 互動討論 j+γ

d
22 心胸開放 j+γ

d
23 問題解決 j+γ

d
24 多元教學 j

　　　+γd
25 自主學習 j + Ud

2j

βd
2j ＝γd

30+γ
d
31 互動討論 j+γ

d
32 心胸開放 j+γ

d
33 問題解決 j+γ

d
34 多元教學 j

　　　+γd
35 自主學習 j + Ud

3j

βd
4j ＝γd

40+ Ud
4j................................................................................................................................ 公式（5）

學業成就 ij=β
b
0j ＋βb

1j 價值 +βb
2j 預期 +βb

3j 負面情感 +βb
4j 執行意志 +εb

ij

　　 βb
0j ＝γb

00+γc’
01 互動討論 j+γc’

02 心胸開放 j+γc’
03 問題解決 j+γc’

04 多元教學 j

　　　　　 +γc’
05 自主學習 j + Ub

0j

　　 βb
1j ＝γb

10+ Ub
1j

　　 βb
2j ＝γb

20+ Ub
2j

　　 βb
3j ＝γb

30+ Ub
3j..

　　 βb
4j ＝γb

40+ Ub
4j.................................................................................................................... 公式（4b）

在 公 式（4b） 中， 如 果 γb
10、γb

20、

γb
30、γb

40 的估計值達統計顯著水準，且

γc’
01 ～ γc’

05 的估計值不顯著（或顯著，但

其絕對值小於γc
01 估計值的絕對值），並且

隨機效果τ11、τ22、τ33 與τ44 的估計值亦

顯著，則存在βb
1j、βb

2j、βb
3j、βb

4j 的異質

性，所以可進一步引進個體層次的解釋變項

在方程式中，考慮多層次調節式中介效果。

由表二中的 model 4b 中得知，γc’
01 ～ γc’

05

的估計值皆不顯著，而 γb
10、γb

20、γb
30、

γb
40 的估計值均達到顯著水準（γb

10 = 3.30, t 
= 2.51, p = .014; γb

20 = 11.67, t = 7.23, p < .001; 
γb

30 = -6.84, t = -4.30, p < .001; γb
40 = 3.82, t = 

2.05, p = .043），且隨機效果中的 τ22 以及

τ33 估計值亦顯著（τ22 = 78.80, X2 = 111.50, 
p = .003;τ33 = 59.15, X2 = 107.46, p = .007），

表示可檢驗跨層級的交互作用γd
21、γd

31 是

否顯著，以獲得調節式中介作用，檢驗此 3M
的方程式如公式（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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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中的 model 5 中可知，在同時考量

M2、M3 與 X 對 Y 的影響下，X3 × M2 的

γd
23 = 7.54（t = 2.01, p = .039），具有顯著的

調節效果，且為正向調節；X1 × M3 的γd
31 

= 5.76（t = 2.34, p = .021），也具有顯著的調

節效果，且為負向調節。除此之外，斜率的

隨機效果π22 與π33 依然顯著（χ2 = 81.53, p 
= .005;χ2 = 58.82, p = .007），顯示總體層次解

釋變項（教師創意教學）解釋斜率的變動之

後，各學生學習動機中的預期與價值構面對

於學業成就的影響仍存在著差異，而此時的

解釋變異量為 11.6%。分析至此，本研究的假

設四獲得部分支持，也就是說，教師創意教

學構面中的問題解決在學生學習動機中的預

期構面與學業成就間具有正向調節效果，教

師創意教學構面中的互動討論在學生學習動

機中的負面情感構面與學業成就間具有負向

調節效果。此結果對照國內外研究鮮有討論

教師創意教學在學習動機與學業成就之間的

跨層次調節效果，相信可為目前國內尚缺乏

以多層次角度來討論教師創意教學表現與學

生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領域注入一股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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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由前述的四個步驟與五種模型，可以

獲得總體層次解釋變項與中介變項對於 Y 的

影響的各項數據，利用這些數據與標準誤，

應可進行多層次中介與調節效果的整理與報

告。這些係數的關係可由圖二表示。須說明

的是，為了閱讀的順暢度，圖示僅列出達到

顯著的部分。針對研究目的，研究結論可以

下述四點說明之。


互動討論 X1

價值M1

預期M2

負面情感 M3

執行意志 M4

心胸開放 X2 問題解決 X3

學業成就 Y

30.310 
br

67.1120 
br

84.630 br

82.340 
br

19.002 
ar

24.002 
ar

76.531 
dr

03.602 
cr

94.3'
02 
cr

41.1'
03 
cr

45.803 
cr54.723 

dr

28.003 
ar

43.003 
ar

29.003 
ar

圖二　多層次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估計結果

（一）�學生的學習動機對學業成就具有直接

影響

在不考慮教師層次的影響因素下，從隨

機係數模型的檢驗發現，以價值、預期、情

感及執行意志來解釋學業成就的直接效果皆

達顯著，其中影響效果皆為正向。對照雙核

心理論，這是與該理論相當不同之處，在雙

核心理論中，四成分是有徑路關係的，情感

及執行意志是重要的中介變項，也對學習成

效具有直接的影響，但是價值與預期必須透

過情感與執行意志的中介才會對學習成效產

生影響。反觀本研究結果，在模型設定上，

因為將學習動機視為教師創意教學與學業成

就的中介變項，為了模式的探索與簡化，才

未再把學習動機的四個構面以雙核心模式的

徑路關係來設定，因此模式在設定時僅先考

慮直接關係，與雙核心模式在模型的設定上

原本就不同。或許在相關研究愈來愈多時，

後續研究可以逐漸探討情感與執行意志這兩

個層面對於學習成效所扮演的重要中介效果

影響，更可以奠基在本研究基礎之上，再重

新界定模式來檢證教師創意教學、雙核心學

習動機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聯性。

（二）�教師創意教學對學生學業成就具有正

向直接影響效果

在不考量其他層次變項的情況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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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中的心胸開放以及問題解決兩個構

面可以解釋學生的學業成就，且為正向的直

接影響；換言之，並非所有的創意教學構面

都會對學生的學業成就產生影響，事實上，

只有心胸開放以及問題解決兩個構面是有影

響的。

（三）�教師創意教學透過學生學習動機的中

介效果對學生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首先，就心胸開放此一構面而言，

教師創意教學中的心胸開放必須透過學生

學習動機中的價值與負面情感兩層面來

解 釋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就（X2 → M1 → Y，

X2 → M3 → Y），完全中介效果成立（效果

值為 2.09）。再者，就問題解決此一構面而

言，教師創意教學中的問題解決必須透過學

生動機中的價值、預期與執行意志三個層面

來解釋學生的學業成就（X3 → M1 → Y，

X3 → M2 → Y，X3 → M4 → Y），完全中介

效果成立（效果值為 7.04）。總結來說，多

層次中介效果的隨機斜率模型分析結果顯示，

教師創意教學中的心胸開放程度愈高，學生

學習動機中的價值就會愈高，負面情感會愈

低，學生的學業成就也會越高；教師創意教

學中傳授問題解決的技巧者愈高，則學生的

學習動機中的價值、預期與執行意志就會愈

高，學生的學業成就也會愈高。所以，以價

值、預期、負面情感與執行意志為中介變項

的中介效果成立。另一方面，因為教師創意

教學（心胸開放與問題解決兩構面）對學生

學業成就的直接效果（X → Y）由顯著變成

不顯著，完全符合 Baron 與 Kenny（1986）的

中介效果檢驗四項原則，因此可得出教師創

意教學→學習動機→學業成就（X→M→Y）

為多層次 2-1-1 完全中介效果的結論。也因

此，「教師創意教學對學業成就具有直接效

果」這一個原本就顯著的總效果，並不適合

作為結論之一，因為教師創意教學表現中的

問題解決與心胸開放對創意教學表現的作用

必須透過價值、預期、負面情感與執行意志

而達成。而這樣的研究發現，對於教師的教

學實務是一項重大挑戰，因為這表示教師的

創意教學若無法引發學習動機，而只是促進

認知作用，那麼對於學業成就就不會產生影

響；換句話說，教師的教學不能僅是處理學

生的認知面，而務必要處理學生的動機面；

也就是說，教師的教學務必要透過學生的學

習動機才會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四）�教師創意教學在學生學習動機對學業

成就的影響間扮演調節效果

在多層次的調節中介效果部分，本研

究的隨機效果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在顯著的

間接效果之外，又增加了兩個調節效果的結

論，分別為教師創意教學構面中的問題解

決在學生學習動機中的預期構面與學業成就

間具有正向調節效果，以及教師創意教學構

面中的互動討論在學生學習動機中的負面情

感構面與學業成就間具有負向調節效果。

首先，問題解決對於預期對學業成就的影

響具有正向調節作用（X2 × M3 → Y; γd
23 

= 7.54），亦即「在教師施以問題解決的創

意教學時，預期動機對於學業成就的正向影

響將更為明顯」；也就是說，預期動機對學

業成就具有直接的正向影響效果，而在教師

施以問題解決的創意教學的教學環境中，對

於學業成就的助益效果將更為明顯。由此可

知，對於一個預期動機強的學生而言，他們

的學業成就原本就會較好，但教師若能再佐

以問題解決的創意教學技巧，對於學生的

學業成就將更有加乘的效果。再者，互動

討論對於負面情感動機對學業成就的影響

具有負向調節作用（X3 × M1 → Y; γd
31 = 

5.76），亦即「在教師施以互動討論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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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負面情感動機對於學業成就的負向

影響將可獲得減弱」；也就是說，負面情感

動機對學業成就具有直接的負向影響效果，

而在教師施以互動討論的創意教學環境中，

對於學業成就的負向影響將可減弱。由此可

知，對於一個負面情感動機強的學生而言，

他們的學業成就原本就會較差，但教師若能

佐以互動討論的創意教學技巧，對於學生學

業成就的負向影響將更弱化；也就是說，當

面對負面情感動機強的學生，他們的學業成

就會較差，但是如果教師能多與他們互動討

論，則他們學業成績差的情形將可以獲得

改善。整體來說，教師創意教學對於學業

成就的影響，同時存在有 X2 → M1 → Y、

X 2 → M 3 → Y、X 3 → M 1 → Y、

X3 → M2 → Y、X3 → M4 → Y 的間接效果，

以及 X2 × M3 → Y、X3 × M1 → Y 的調節

效果。其中，預期與執行意志是中介變項，

而價值與負面情感除了是中介變項之外，也

是被調節的變項。

二、理論貢獻與反思

本研究除了遵循多層次分析的步驟之

外，更增加了中介效果的檢驗及必要的分析

步驟。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看，在研究學業

成就的領域中，雖也有不少研究同時考量不

同層面的變項，但同時考量不同層次的變項

就較為少見。尤其本研究利用同時蒐集群體

層次與個體層次的策略，透過較為精確的處

理方式，窺探不同層次的效果，並且同時考

量了不同層次的中介效果與調節效果，所以

將有助於研究學業成就的學者進一步了解不

同層次變項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就理論

面的貢獻而言，本研究以動機理論為依據，

並以互動論的角度出發，認為學生學業成就

會受到學生個人因素及教師因素的影響，且

學生因素與教師因素所產生的交互作用亦會

影響學業成就。經由本研究的進行，我們重

新審視教師創意教學與學生學業成就之間的

關係。綜合來說，儘管研究者普遍認為教師

的教學是影響學業成就的重要因素，但這樣

的影響歷程在本研究考慮學生動機此一變數

之後發現，教師創意教學對學業成就的影響

歷程確實有不同的結構。首先，本研究亦支

持學生的學習動機會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的

論點，但是，情感成分對於學業成就卻是負

向的影響；也就是說，若學生對於學習存在

愈多的負面情緒反應，例如憂鬱、焦慮等，

其學業成就就會愈差。

再者，與過去研究極為不同之處在於，

本研究發現若是不考慮其他因素，教師創意

教學中只有心胸開放以及問題解決兩個構面

可以正向解釋學生的學業成就；但是若納入

學習動機的中介效果之後，教師的創意教學

並不會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而是必須透過

學習動機的中介效果而產生影響。其中，問

題解決構面需透過學生的學習動機（價值、

預期及執行意志），心胸開放構面需透過學

生的學習動機（價值與負面情感）的完全中

介而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例如，透過提問

與比喻等方式提升學生問題解決知能及想像

力的問題解決此一構面來說，當學生解決問

題的知能與想像力提升後，在其執行課業學

習行為時，也就較能迅速啟動想法付諸行動；

也就是說，學習動機中的執行意志成分可獲

得提升。然而，這個研究結果是不符預期的，

本研究原先認為教師的創意教學可對學業成

就產生正向影響，但在考量了動機之後卻發

現，教師的創意教學必須透過學習動機的完

全中介才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不過，此一

看似意外的研究結果卻也合理，因為教師的

創意教學，例如心胸開放、問題解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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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覺得對學習是有信心的、面對困難是

有能力解決的，甚至覺得學習是有價值的，

這些都是學習動機的內涵。此一重大研究發

現提醒了我們，當教師在施行創意教學時，

不應將重點放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上，而

應將重點放在如何透過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來進一步強化學業成就，而且創意教學中以

問題解決、心胸開放對學業成就才有影響。

最後，本研究發現教師的創意教學在不

同的學習動機內涵與學業成就間扮演著不同

的調節效果。其中，教師創意教學構面中的

問題解決在學生學習動機中的預期構面與學

業成就間具有正向調節效果，教師創意教學

構面中的互動討論在學生學習動機中的負面

情感構面與學業成就間具有負向調節效果；

換言之，若學生的預期成分愈高，也就是學

生對其完成某件工作的能力的信念、控制的

信念及對該工作成功的期望愈高時，若教師

能在教學方法上多教導一些問題解決的技巧，

或是多為學生解答疑難雜症，可再進一步強

化學生的學業成就。反之，若學生對於學習

多抱持著負面的情緒，亦即負面情感成分較

高時，則學生的學業成就就會較低；但是，

若教師再進一步對學生輔以互動討論的創意

教學，多與學生互動，多關心學生的情緒反

應，則應可弱化負面情感成分與學業成就之

間的負向關係。還要注意的是，創意教學中

的多元教學與自主學習對學業成就無任何影

響，這是最令人意外的，這表示若以學業成

就的成效來看，教師用較豐富、多樣化的教

學方式，或是引導學生主動學習，對於學業

成就是沒有效用的。這要說是教師的創意教

學無效嗎？還是要說臺灣學生的學習過於被

動，無法接受自主、多元的學習方式呢？這

其中的答案相當令人玩味，也值得更多研究

的投入一起探討。無論如何，本研究發現，

教師創意教學此一變項的多層次調節式中介

效果與學習動機此一變項的多層次中介效果

獲得支持，這或許可說是對過去理論及研究

的最大貢獻之處，值得後續研究者注意。

三、建議

本研究針對教師創意教學以及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及學業成就的實務推動，提出以下

建議：

（一）�教師及家長可直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以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在個人層次的學生學習動機方面，不論

是學生的價值、預期或是執行意志成分，都

對學業成就具有正向影響，但是情感成分卻

為負向影響，所以在學生的學習上，教師與

家長都應共同努力於增加學生對其完成某件

工作的能力的信念，強化學生從事一項學習

工作的理由及其對學習之重要、效用，並能

進一步迅速地啟動想法，付諸行動，堅持到

底。若從迴歸係數來看，四個動機成分中，

又以預期成分的影響力最大；換句話說，學

習動機中，學生對於完成某件學習工作的動

機大多為是否具有興趣以及是否能夠完成的

能力信念。以內涵來看，現代學生希望這知

識的學習是有用處的，所以對教師與家長而

言，讓學生對於學習產生信心以及價值感是

最重要的。因此，家長與教師可協助學生累

積成功經驗，增進學習信心，學校教師也可

以在教學中多運用實例或與生活結合，讓學

生理解到所學習的知識對於未來生活、甚至

是工作的助益，以逐次提高學生的能力自信，

並且引導學生相信自己的能力「可透過學習

而成長改變」，如此將可逐漸提升一些在學

業上自我價值較敏感的學生的學業表現。

另外，課業學習的本質必然有其困難、

辛苦的一面，不太容易全然引發學生的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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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然而，具有較高執行意志的學生在面

臨這樣的情況時，較可能會出現正面的積極

學習行為，所以，或許培養學生的執行意志

是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有效直接方法。因此，

教師如果能在教學的過程中，適時地鼓勵、

讚美學生，讓學生能夠有更多的成功經驗，

並且隨時關心學生的情緒反應與學習壓力，

甚至為學生找到發洩壓力的管道，例如一起

運動、聽音樂等，幫助學生產生較正面的學

習情緒、較積極的學習動機，學生自然就會

有較好的學業表現。總言之，本研究認為，

要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最好能兼顧

考量價值、預期、情感與執行意志不同的學

習動機成分，同步加以提升，讓學生在學習

的過程中，一方面認為學習相當重要、有用，

並建立起對課業的成功期待，另一方面則引

發學生對課業學習的正面情感，並培養出執

行意志，才能收到最好效果。

（二）�教師的創意教學可直接對學業成就產

生影響，也可以透過學習動機的中介

對學業成就產生影響

在教師的創意教學部分，若不考量學生

的學習動機，教師創意教學中的心胸開放與

問題解決是對學生學業成就具有正面影響的；

也就是說，若教師能夠在教學過程中多保持

開放的態度，多將教學內容與生活做結合，

並可透過比喻、提問等教學方式提升學生的

問題解決知能，則可能會直接提升學生的學

業成就。本研究更發現，創意教學中的問題

解決構面尤其是重要，所以對於已在職的教

師，相關機關可以多辦理創意教學相關知能

的研習，讓在職教師在研習的場合中有機會

進修最新的教學理論、技術與方法，並且在

會中向資深前輩討教各種問題解決的技巧，

才能於教學中發揮創意。

但若在考量了學生的動機因素之後，本

研究結果也發現教師創意教學可激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其中，心胸開放必須透過學習動

機中的價值與負面情感兩層面來解釋學生的

學業成就，問題解決必須透過學生動機中的

價值、預期與執行意志三個層面來解釋學生

的學業成就；也就是說，教師應將創意教學

中的心胸開放與問題解決兩構面的執行重點

置於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上，而不是放在直

接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上。例如，當教師心

胸開放，願意接納學生不同的意見、傾聽學

生的需求，則可能降低學生對於考試的焦慮、

討厭學習的負面情感，而減緩負面情感對於

學業成就的負向影響。整體來說，教師創意

教學有助於學生學習動機的提高，因此，教

師在創意教學中應多給予學生學習動機的指

導，協助其熟練各種有效學習策略的技巧，

使創意教學除了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外，更

能進一步培養出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達成

「培養學生終身學習能力」的教育目標。

（三）�教師創意教學的施行需考慮學生所持

的不同學習動機

本研究發現，問題解決在預期構面與學

業成就間具有正向調節效果，教師互動討論

在負面情感構面與學業成就間具有負向調節

效果，這極為不同的調節效用，值得教師在

施行創意教學時多加注意。我們可以觀察到，

預期動機較強烈的學生或許因為對於自我的

需求、興趣以及學習方法等較有主見，對於

完成學習工作也具有較強的信心與能力信念，

針對此類學生，教師除需提供正確方向與專

業指點外，也應該多引導啟發學生的問題解

決技巧，鼓勵支持學生的想法，且不急著給

予解決方法或自己的意見，以促進學生思考

能力，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換言之，針對

預期動機強的學生，教師需要在學習發展的

過程中，提供回饋與支持，例如使學生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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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從事的工作或討論、給予思考時間、提

供成功經驗、給予提示、監控討論過程及營

造具有建設性的學習環境。對於預期動機強

的學生來說，問題解決的創意力教學行為是

更重要的，也才能達到正向的調節效果。反

之，若是負面情感動機較豐富的學生，教師

施以互動討論的創意教學行為，則可能會減

緩因為負面情緒而對學業成就所造成的負向

影響；換言之，教師的互動討論創意教學更

有利於情感動機較強的學生，所以針對高負

面情感動機的學生，教師可以給予較頻繁的

互動討論創意教學策略來幫助提升他們的學

業成就，例如肯定個人能力的獎勵、認同與

慰問，時常對於學生噓寒問暖，關心學生的

學習壓力，建立與學生彼此之間的溝通管道

等。綜合上述也可得到另一重要建議發現，

即教師在施以創意教學之前，需花相當時間

與心力來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傾向，方能對

症下藥，以收實際成效。

（四）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採用 HLM 來分析相關研究假設，

但就本研究目的與假設來看，若要處理潛在

變項，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不失為一個好方

法，後續研究者可以利用此一統計分析方法

重新加以檢證本研究架構。另外，有關於雙

核心模式，後續研究者也可以將情感與執行

意志以中介變項處理，除更符合雙核心模式

之外，也可再重新與本研究結果相對照。再

者，在學習動機的「情感動機」的衡量上，

建議未來研究在測量學習動機時，四個成分

都採用正向題目為主，再穿插少量負向題目，

以避免反應習慣降低效度，也可避免像本研

究必須將情感動機修飾為「負面情感動機」，

可能造成讀者在閱讀上的困難與研究結果解

釋上的疑慮。最後，因為在學業成就的影響

因素討論上，有關於性別的影響並無定論，

所以本研究並未將學生性別、甚至是教師性

別以控制變項來處理，也未蒐集此一變項。

倘若未來研究者對於其他控制變項有興趣，

例如性別、年級、社經地位等，可於後續研

究中多蒐集相關變項以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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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Contemporary domestic research on creative teaching mainly focuses on 
teachers when discuss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is aspect of education, but seldom 
studies the major party involved in creative teaching, namely students. By taking 
student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at elucidating the 
effect of creative teaching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is study approached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teachers’ creative learning at the overall level,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both levels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Method: Aiming at a total of 78 teachers and 
1,808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survey,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was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variables. Results: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Value, expectancy, affection, and executive volition in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had significantly and directly positive effect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2. Open-mindedness and problem solving in teachers’ creative teaching exhibited 
positive and direct effects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3. Open-mindedness in 
creative teaching explaine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ly through value and 
affection in student motivation. Problem solving further explaine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rough value, expectancy, and executive volition in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4. Problem solving in creative teaching revealed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ctancy in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Moreover, interactive discussion appears to have had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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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on in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other words, value and executive volition are mediators. 
Expectancy and affection, in addition to being mediators, were also moderated by 
problem solving and interactive discuss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addition to clarifying the direct effect of teachers’ creative teaching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also presents a unique contribution in elucidating 
the change in these effects in situations in which students exhibit different degree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Conclusions/Implic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preceding research 
results, the following relevant discus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outlined in this study: 1. 
Teachers and parents can directly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so as to affect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2. Teachers’ creative teaching can directly influence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indirectly affect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earning motivation. 3.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teachers practicing creative teaching.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relevant research are proposed.

Keywords:  academic achieve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multi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 
crea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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