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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溫故知新? 
~ 2007 年國一學生參與補習以及家教於成績上的分布情形 ~ 

 
 
 
 
 
 
 
 
 
 
 
 
 
 

註：以上補習科目是以補習班及家教的科目做加總 

上課結束後的時間，學生是如何度過呢？在台灣，目前社會以考試為目標導向，多數的

學生可能會因同儕壓力、父母期望或是自己認為有需求等等原因，安排家教或者補習班接受

課後的輔導。但是補習是否與成績有直接的相關，補越多科目就代表越能有好的表現？ 

在 CABLE 計畫中，以班級名次和補習科目相連結可發現，學生大部分是補 1-2 科，而到

十名之後，補 1-2 科及 3-4 科的學生比率開始下降，反之，沒有補習的人則明顯的升高。 

研究 1 發現，性別會影響到不同課後課程的選擇，父母教育程度、收入也與課程參與率

以及花費有關，但學生在課程出席率以及提供課程者的素質則是真正影響學生接受課程後所

獲得的成效。研究 2 認為有成年人監督且有結構性的課後課程，可以使孩童放學後的時間更

有規劃，才藝以及興趣的相關課程，對於孩童人格穩定性、同儕之間的互動與課業是相當有

益處的。建議父母除了重視一般課程學習之外，也應提供學生其他的才藝興趣培養課程，並

且須注意課程內容以及提供者素質，使學生的學習更加的健全、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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