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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題為「學生選擇補習班之關鍵因素」，主要在探討學生選擇課業補習班之考量因素，目的在暸解不同家庭背景、

不同地理區域的學生在參加動機、訊息來源、及對評估準則的重視程度之差異性，更進一步提供補教業者做為擬定行銷策

略之參考。

本研究以台中地區參加課業補習班之國三學生為調查對象，並以問卷為主要研究工具。共發出580份問卷，回收552份，剔

除無效問卷52份，共得有效問卷500份，有效問卷率為86.21%。經統計套裝軟體SPSS進行資料分析後，獲致以下結論：

一、參加動機：整體而言，學生參加補習班的動機，前三項依序為：1.積極進取；2.順應長輩；3.同儕因素。

二、訊息來源：整體而言，學生獲得訊息的主要來源，前三項依序為：1.人際管道；2.主動搜尋；3.業者行銷。

三、評估準則：整體而言，學生選擇補習班評估準則的重視程度，前三項依序為：1.教師素質；2.環境安全；3.行政服務。

四、不同家庭背景與不同地理區域的學生，在參加動機、訊息來源、及評估準則上，部份具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 : 補習班、市場區隔、消費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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