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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師班級經營對學生學習成就影響之研究－以學習投入為中介變數。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桃園

縣360位國小高年級學生為研究調查對象，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

等統計方式對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1)班級經營對學習成就有顯著影響；(2)班級經營對學習投入有顯著影響

；(3)學習投入對學習成就有顯著影響；(4)學習投入確存有中介效果。

關鍵詞 : 班級經營、學習投入、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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