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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學童課後補習概況，釐清補習知覺、學業自 我效能、自我調整學習、學業表現間的關係，探究有無補習在

補 習知覺、學業自我效能、自我調整學習及學業表現上是否有差異。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抽取全國國小五、六年級

學童為研 究對象，共計 550 人。研究工具為：「補習知覺量表」、「學業自我 效能量表」、「自我調整學習量表」、「

學業表現量表」、「課業補習 原因量表」與「未補習原因量表」。所得資料以敘述統計、積差相 關、t 檢定及多元迴歸方

式等方法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如下：(一)國小高年級學童補習比率高達 82%。(二) 課業補習的最主要原因是個人知覺補習

有用性。(三)未補習的最 大原因是內在因素中的「覺得補習不一定有用，自己認真比較重 要」。(四)有無課業補習的國小

學童在補習知覺、自我調整學習之 認知調整、行為調整與自評學業成就上皆有顯著差異。(五)正向 補習知覺、學業自我效

能、自我調整學習與自評學業成就皆達顯 著相關。(六)學童有無補習及其學業自我效能、認知調整對其自 評學業成就具有

顯著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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