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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於2014 年正式實施，面臨升學政策之改 變，國中生對教育政策之認知與其學習態度可能產生影響，

因此，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對國中生的學習態 度之影響。首先分析不同背景之國中生對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政 策的認知程度以及其學習態度之差異情形，其次分析國中生的學 業成就背景與家庭社經地位背景對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認知 情形之因果關係及相關性，最後探討國中生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政策的認知程度與其學習態

度之相關性。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 方式進行施測，對象為兩所彰化縣縣立國中一年級及二年級之學 生，共計回收601 分有

效問卷，根據實際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 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歸分析、積差相關及結構方程模 式等統計方法進

行資料分析後，得到以下結論： 1. 年級與性別在十二年國教政策的認知程度無顯著差異。 2. 不同學業成就與家庭社經地

位的學生在十二年國教政策的認知 程度有顯著差異，高學業成就和中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其對政 策的了解程度較高。 3. 

不同學業成就的國中生對十二年國教政策的認知程度有因果關 係與相關性。 4. 國中生對十二年國教政策的認知程度與其

學習態度有正向相關 性。

關鍵詞 :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生、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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