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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找出影響臺灣學生在PISA2009學科素養表現的關鍵因素，並探討學科素養表現上的差異性。首先，由迴歸分析得

知，影響數學素養的最主要因素是閱讀策略中的「監控策略」；而影響科學素養及閱讀素養的最主要因素則為「閱讀態度

」。其次，為更進一步瞭解閱讀態度的內涵，乃依據閱讀態度題項的答題結果，透過集群分析對題項加以分類，並分別以

迴歸分析將分類後的類別構面對個別學科素養之影響程度予以排序。接著，針對受試者的家庭背景變項，以神經網絡萃取

出對閱讀態度較具影響的變項。最後，針對所萃取出的家庭背景變項，佐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

在學科素養表現上的差異性。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一、針對閱讀態度的分類，「專注認同」為影響學科素養表現的最

主要因素。 二、影響閱讀態度的家庭背景變項主要為「性別」、「雙親的最高受教育年數」及「家庭財富」。 三、雙親

的教育程度及家庭財富對學生的閱讀素養成績有交互作用，雙親的教育程度愈高及家庭財富愈佳對閱讀素養成績有正向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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