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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某科技大學學生對於會計課程的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學習動

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感等因果關係，分析各構面對於學習成就感的影響程度。

本研究以某科技大學商管科系修習會計課程的一年級學生為研究樣本，採用問卷調

查法，以分層取樣方式蒐集 481 份有效問卷，再運用 PLS 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建構學習成就感影響模式，同時以 cv-communality、cv-redundancy 與 GoF 等分別評

估測量模型、結構模型與整體模式的模式品質；並獲得影響學習成就感估計模式的

解釋力為 64%，模式配適佳。研究結果發現(1)學習動機肩負起教師教學與學習環境

影響學習成就感非常重要的中介角色；(2)學習動機會影響學習成就感，也會透過學

習態度影響學習成就感；(3)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對於提昇學

習成就感均有顯著的全體效果，且教師教學相較於學習環境對於學生會計課程學習

成就感的影響程度大。建議教師應充分提昇教學能力，讓教學方法多樣化，同時學

校也應適時充實與增添軟硬體設施，營造好的學習環境，建立學生主動學習會計課

程的動機與態度，協助學生致力於會計課程的學習，以提昇學生的學習成就感，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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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培養優秀會計從業人員的教育目標。  

關鍵詞：偏最小平方法、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causality among the dimensions of teach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on accounting course, an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each dimension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used to collect 481 valid samples from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re learning accounting courses, and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method 

applied to construct the influence model. The cv-communality, cv-redundancy, GoF 

respectively used to assess the measurement model, the structure model, and the model 

quality. Finally,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estimated model for effecting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is 64%, well model fitness.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takes up a key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ffect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2)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ffec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affects learning achievement through the learning attitude. And (3) the 

overall effects are significant for teach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 learning motivations , 

and learning attitudes can enhance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 and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impact is more tha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eachers should enhance the teaching abilities and the diversity 

of teaching modes. The university should enrich hardware and software facilities for 

creating the wel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 the actively learning motivations 

and attitudes for promoting students’ learning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finally achieves the education goal to foster professional and 

excellent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Keywords: Partial Least Squares,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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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會計是企業財務運作的基本要素，而完善的企業會計系統，需賴具備良好專業

人才的執行與運作，方能徹底發揮會計資訊的功能。因此，培養一位具備專業素養

與能力的優秀會計從業人員相當的重要。  

近年來，企業的全球化與資訊化腳步相當快速，處在競爭開放的國際社會，不

論是社會環境或教育環境均有相當大的轉變，企業界對於會計專業知識與會計從業

人員的期許也在改變；如何充分發揮會計教育的資源，使會計教育的投資與專業人

力之運用相結合，均是會計專業教育需重視的問題。事實上，技職院校會計教育問

題也一直是會計教育界與實務界所關心的課題，因為會計教學的良窳會直接影響到

會計人員所提供的會計資訊品質。  

會計課程是技職教育商管學院必修的專業科目，其目的在於培養兼具商管理論

基礎、實務應用，以及會計專業的能力。但是，由於目前絕大多數的技職大學生來

自於高職，與普通大學生不同的是，高職生已建立會計基礎及會計初階概念，對於

會計專業科目的學習內容與方法並不陌生，也由於如此，技職大學生對於會計課程

學習能力應能勝任，且自我效能也不低；但卻也因為課程些許的重覆而產生輕忽的

學習態度，而導致學習效果不佳，學習成就感不滿意的現象。  

Demeer（2004）指出，在理想的學習環境中，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且對

於學生的學習動機有密切的關係。汪瑞芝與廖玲珠（2008）在探討某私立大學會計

資訊系學生在會計習作課程的學習行為及學習成效時，發現會計課程的學習行為（動

機與態度）的確會影響學習滿意度以及學習績效；吳坤璋、黃台珠與吳裕益（2006），

以及何仕仁、黃台珠與吳裕益（2009）在科學學習歷程管理模式之研究，則強調學

習環境知覺、自我效能、行動控制、學習策略與學習成就表現的關係；以上之研究

顯示，學習動機在學習過程確實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且學習環境與教師教學亦具

有導引與啟迪學生學習之功能。而目前會計課程的教育已經大量且充分整合資訊，

學生學習的自我滿足點確實需有學習環境與教師教學的配合，始能更有效觸發學習

動機，而提高學習成就表現。尤其是，現今的技職體系學生處於會計領域結合資訊

與實務的時間點，會計課程的學習行為已是重要的研究主題，況且這方面的統整性

研究在目前學界是較缺乏的，因此，本研究試圖從學習歷程與知識管理的觀點，探

討教師教學與學習環境對於科技大學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成就感的影

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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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技職院校的會計教育在現有的體制及基礎下，學生對於教師的教學，

以及學校的學習環境，均有其個人的主觀知覺與感受；學生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習環

境的好惡，會因人而異，因而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態度，乃至於影響學

生學習會計課程的學習成就感。本研究目的在於運用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PLS）探討科技大學學生在會計課程的學習過程中，教師教學、學習環境、

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感之間的因果關係，並分析教師教學與學習環境對

於科技大學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效果，依據研究結果提

出教師教學改進方向，並建議合宜的學習環境，以達成培養專業能力的優秀會計從

業人員的教育目標。綜合上述，本研究探討問題為：  

一、探討科技大學會計課程的學習環境及教師教學對於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態

度的影響程度。  

二、探討科技大學學生的會計課程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對於學生學習成就感的影響程度。  

貳、文獻評述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將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及期刊，針對與科技大學

會計課程學習有關的「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與「學習成就感」，作詳細探討。  

一、學習環境  

由於學習是一種使個體行為或行為表現產生改變的心智歷程，因而涉及個人許

多的內在歷程。同時，也因為個人的學習是在環境中進行，因此環境的作用極為重

要。換言之，除了學生個人的智力、性向、人格、動機、認知以及年齡等因素對於

學習有影響之外，家庭的環境，乃至於社會的風氣、價值等都是影響學生學習的因

素（張德榮、李永吟、林本喬、賀孝銘與洪寶蓮，1996）。但是，學習環境除了個

人、家庭因素外、學校的學習環境更為重要，尤其是技職大學生進入自己有興趣的

技職科系求學，本身對於個人個體發展與家庭環境的適應已趨於成熟，因此，學校

的教育環境對於課程學習影響不容小覷。  

Strange and Banning（2001）對於校園環境的研究，具有學習目的的學習環境，

有二，一是符合各種學習目的而有各類組織結構和空間配置的物理環境；二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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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和生活所形成的文化氣氛，和對環境共同知覺與理解的人文環境。因此，學校

學習環境可以將其定義為學校中所有影響教學與學習情境的環境條件及其構成要素

的總合，如完善的教學設備、優良的學習空間、教學活動、教材內容等。  

Armatas, Holt, and Rice（2003）研究指出學習環境若提供愈多的電腦媒介設備，

學習者會覺得相關設備對學習有所助益；Oliver and Herrington（2003）認為在科技

媒介學習環境，當使用者對功能與資源越熟悉，學習者越容易獲得支援而越快完成

學習作業，提高個人的學習成就感；陸根書與楊兆芳（2008）在學習環境與學生發

展研究述評提及學習環境與學生認知發展、情感發展和創造力發展之間存在相關性。

以上諸多研究顯示教師、學生、教材與教室等人與環境因素對學生有效學習有直接

的影響，而人與環境因素包括了學校空間的大小與利用、學生學習的硬體設施與利

用，行政人員言行態度、組織安排課程活動、教師的素質、教師教學、師生互動、

同儕關係與教室氣氛等等，均會影響學習的效果。  

二、教師教學  

一般而言，教師為達成教學目標，會積極地以有效的教學行為，確保教學品質

（Cook, 2006），增進學生對專業的信賴感（Nicolson & Webb, 2005），提高學生的

學習成就。McHaney and Impey（1992）提出教師需要能運用課程設計和發展、教學

觀念化策略、教學統整化策略、問題解決的策略、課程教材的呈現方式、課外作業

的指定策略，以及教學活動經驗的評鑑等方法，以達到教師教學的效能。  

Moneys（1992）也認為教師必須具備教學能力、溝通能力、組織能力與管理的

能力，有效地教導教材的知識、有效地師生溝通、良好的教材組織能力、激勵學習

動機的能力、和藹可親的態度，以及教室管理的技巧等六項要素。張俊紳（1997）

以實際觀察教師上課時教學的方法與師生互動等情形，對教師教學進行研究，觀察

項目包括教學內容、認知過程、教學形式，以及教學互動形式等四項。依上述學者

之研究，教師教學涵蓋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材呈現、教學技術、教學策略、教

學評量、教學互動及師生關係。因此，本研究將教師教學統整為教師能做到充分的

教學能力、教學方法與教學態度等三項，分別說明如下：  

教學能力是指教師進行教學時具備教導學生的知識與表達能力。教導的知識包

含一般教學知識、專業知識，以及教學所需的教學資源的課程知識（李永吟、單文

經，1997）。  

教學方法是教師進行教學時為使學習者理解與熟練的教學技巧。教師必須熟悉

各種教學方法，並且適切地選用教學方法，以發揮教學的效果，包含依據教學目標、

學生特性、教學內容、教學環境、教師專長等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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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態度乃是指教師除了必備豐富的專業知能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教育專業精

神與專業道德。例如，教師要抽空幫助學生課餘的學習，能以溫和、熱誠、耐心和

瞭解的態度傾聽學生問題，能時常鼓勵學生努力學習，能關心每位學生且待人如己，

能特別瞭解和同情學生。  

三、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learning motivation）指學習者在引發、維持學習活動與達成課程學

習目標的過程中，個人內在的心理歷程。Forrest（2000）指出學習動機是為了達成

渴望的結果而幹勁十足不斷地努力的心理歷程。由於學習動機在學習過程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也是學習過程中影響學習成敗的因素之一，不論學習動機如何，均會對

學習者的學習行為產生某種程度的影響，學習動機能引導學習者從事促進學習的活

動（謝宜君、紀文章，2003），有些學生學習表現欠佳其原因不在於能力差而是缺

乏學習動機所導致。  

Pintrich（1989）認為學習歷程中的動機因素包含價值（value）、預期（expectancy）

和情感（affective）等三成分；因此，本研究參考 Pintrich（1989）的學習動機理論，

將學習動機分為工作價值、自我效能與正向情感三個部分：  

工作價值涵蓋目標導向與課業任務價值。目標導向是指學習者從事學習工作的

目的與理由，又分為精熟目標導向和表現目標導向，精熟目標導向的學習者學習焦

點在於獲得新知識與技巧，重視自我能力與知識的成長；表現目標導向的學習者較

注重學習的附加報酬（程炳林，2002）。而課業任務價值從學習者對學習任務的價

值評估，包含學習者對學習工作知覺的重要性、效用性與興趣。若學習者認為學習

此課程是重要的、有用的，而又能引起興趣則將能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Bandura（1977）提出自我效能理論，指個人確信自己在特定的環境中，能夠執

行達成某種任務；亦即良好的自我效能對於特定學習工作的信念，傾向相信自己在

未來的考試或事件中能有好的表現，對於結果亦能有正向的預期（Wigfield & Eccles, 

2000）。高自我效能的學習者較願意努力於學習、投入更多的堅持、也願意尋求適

當的協助，並運用認知的學習策略與自我控制策略，適應於學習過程（Linnenbrink & 

Pintrich, 2004）。  

正向情感為情感反應之一，情感反應包含正向情感、負向情感與考試焦慮（程

炳林、林清山，2001）。本研究綜合各學習動機理論與相關研究，從正面的角度衡

量情感反應，以學習者喜歡學習工作、滿意學習內容，並對自己的學習表現感到滿

意的正向情感為主，負向情感與考試焦慮則視為正向情感的低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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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態度  

林寶貴與錡寶香（1991）認為學習態度是指學生從事學習活動的方法、技能、

學習習慣及學習慾望等。當態度的對象涉及學習事物，如學習計劃、讀書情形、準

備考試等有關學習方面所抱持的態度時（Robbins, 2002），則包括對課程的態度、

上課的態度、準備功課的情形、考試態度、對老師的態度等。因此，本研究將學習

態度分為學習慾望、學習方法與學習過程等三大項。  

學習慾望是學生是否能夠自動學習的傾向，例如，擁有學習習慣，對得分高低

的態度，對學習的興趣，能做好時間管理，能隨時發掘問題，擬定讀書策略等等。

當課程學習內容對現階段及未來在升學考試、就業考試、工作上或其他活動之用途

等有用時，則學習慾望越強烈。  

學習方法是指學生對學習課程所展現出積極進取與主動學習的方法，包括上課

的情況及反應、預習與複習課業的習慣，以及寫作業的觀念，對課業習作能夠選擇

要點，使用學習輔助術、組織與繪圖等學習方式。  

學習過程是指學生對學習課程內容產生良好的學習意願，想盡方法解決疑惑，

和同儕及師長引發共同討論的互動佳，學習經驗與同學分享等；舉凡有關學習的過

程所抱持的心理狀態或行為傾向均是學習態度的表現。  

五、學習成就感  

一般而言，「學習成就」是學生在學習某一科目時，對於教學內容的精熟表現。

教師可以從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發現學生對於教學內容的瞭解程度，以作為修正

教學的參考；家長可以從子女的學習成就表現，瞭解子女的學習情形；學生本身更

可以從自己的學習成就表現，發現學習是否需要檢討或改進。  

而學習成就感是指學生自己在學習上內心評估學習成就的感受。學習成就感導

源於學習者個人的特質、需求、期望，與外在學習環境之不同的交互作用，因此，

分析學生的學習成就感不但有助於瞭解學習者對於學習的滿足程度，同時亦能作為

改善教學與學習的依據與參考。本研究的「學習成就感」是指學生在校的會計課程

學業成就，特別是指校內學習及考試之成績覺得滿意，以及學生覺得可以學習很多

會計課程的課業知識，而獲得心理上的滿足。  

六、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感的因果關係  

Demeer（2004）指出學校學習環境與學生學習成果兩者有密切的關係，在理想

的學習環境中，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而研究也顯示學校學習環境不僅僅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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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有所影響，對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也有密切的關係。  

在學習情境中，影響學生學習成就感的因素有二，其一是來自學生本身的各種

學習特性；另一是來自教師和學習環境中的各種變項（楊坤原，1996）。前者包括

性別、智力、態度、社經地位、自我效能、學習目標導向、學習策略、成就動機…

等等；後者則為教師的教學方法、教學能力與教學態度，以及學生學習的硬體設施

與使用，行政人員言行態度、課程活動與教室氣氛等。因此，學校設計符合學生學

習的環境與課程，重視學生學習的動機與教師的教學，滿足學生學習的慾望，才容

易激勵學生達成期許的學習目標。  

如何引發學生認真學習的行為原動力是教師教學活動的首要步驟，教師的教學

必須使學習者在學習歷程中的表現獲得實質上的感受與心理上的滿足（McVetta, 

1981）。同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教學行為也會形成與改變學生的學習態

度（陳玉婷、蔡立元，2009）。因此，本研究針對某科技大學商管科系學生提出以

下假設：  

H1：學習環境會正向影響學習動機。  

H2：學習環境會正向影響學習態度。  

H3：學習環境會正向影響學習成就感。  

H4：教師教學會正向影響學習動機。  

H5：教師教學會正向影響學習態度。  

H6：教師教學會正向影響學習成就感。  

汪瑞芝與廖玲珠（2008）以某私立大學會計資訊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會計

資訊系學生在會計習作課程的學習行為（動機與態度）及學習成效（滿意度與績效）

之間關聯性；結果發現會計課程的學習行為的確會影響學習滿意度以及學習績效。

顯示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在學習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設：  

H7：學習動機會正向影響學習態度。  

H8：學習動機會正向影響學習成就感。  

H9：學習態度會正向影響學習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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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Pintrich（2000）與 Wolters（2003）的實際教學研究發現，認為教師的策

略教學在教學的態度與方法上，須充分與學生有情感的互動，以提升學生的自我效

能，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Andeson, Ball, and Murphy（1975）認為學習態度在

學習歷程之研究中，可以是依變項，也可以是自變項，或是中介變項。何仕仁、黃

台珠與吳裕益（2009）提出學習環境知覺透過自我效能、行動控制、學習策略等對

學習成就有顯著的間接效果；自我效能是一種學習動機，行動控制與學習策略則為

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生學習的動機與學習效率，往往受制於對學習情境好惡程度的

影響，且教師對授課內容精熟與否，班級經營的適當與否，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意

願，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由上述探討，顯示學習環境與教師教學對於學生學習動機會有顯著的影響，而

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感會有影響，因此可以假設學習動機具有中介效

果；而且學習環境、教師教學與學習動機對於學生學習態度會有顯著的影響，而學

習態度對於學習成就感會有影響，因此，亦可假設學習態度具有中介效果。現在提

出假設如下：  

H10：學習動機具有學習環境對於學習成就感影響的顯著中介效果。  

H11：學習動機具有教師教學對於學習成就感影響的顯著中介效果。  

H12：學習態度具有學習環境對於學習成就感影響的顯著中介效果。  

H13：學習態度具有教師教學對於學習成就感影響的顯著中介效果。  

H14：學習態度具有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成就感影響的顯著中介效果。  

七、研究假設與概念性架構  

過去研究大多以會計學習成效為依變項，唯因技職體系的教育目標強調理論與

實務配合，且各科系的教育目標不同，學生對於會計課程的興趣與喜好度不盡相同，

因而學生學習的自我滿足點也不同；若採用分數取向的學習表現衡量技職學生的成

就，雖較為客觀，但是學習歷程之研究涉及各項因素與構念，學生對於學習環境與

教師教學也均以學生的認知來衡量，學生本身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也是以學生學

習過程的知覺感受衡量，若學習成效純以分數定輸贏高低，恐無法真實反映學生的

學習感受，反而勾起學生的挫折感；因此本研究以學習成就感為依變數，雖缺乏客

觀的標準，但在衡量學生的自我成就評估上應有其代表性的意義。  

本研究依據前述文獻探討，假設學習環境會影響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

就感，教師教學也會影響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感；而學習動機會影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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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科技大學生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模式架構圖  

習態度與學習成就感；學習態度會影響學習成就感。再參考 Anderson, Ryan, and 

Shapiro（1989）對各種教學實務與學校、教師及學生特質對學生成就的影響研究；

汪瑞芝、廖玲珠（2008）所提出的會計習作課程之學習行為與學習成效的研究結果，

以及陳慧蓉、林宜如與邱美虹（2005）對於 SSCI 的科學教育期刊分析，發現學習動

機、學習環境、師生互動、同儕互動和社會經濟因素對學習的影響關係（吳坤璋、

黃台珠與吳裕益，2006）。模式架構則參考吳坤璋、黃台珠與吳裕益（2006）提出

的「學生對科學的態度理論模式」，以及何仕仁、黃台珠與吳裕益（2009）提出的

「科學學習歷程管理模式」。因此，建構影響模式之架構如圖 1。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過程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法，以深度訪談的方式，導入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學

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感的觀念，訪談多位正在學習會計課程的學生，同時

請教會計學教師，深入瞭解上述各構面對於學生學習成就感的影響關係；並依據文

獻歸納分析，參考國內外比較成熟的問卷與相關量表，設計衡量指標變項。再敦請

專家學者評閱問卷，建立問卷內容效度，進一步編修問卷，形成正式問卷。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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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式問卷蒐集樣本資料後，依據模式架構，應用 PLS 方法估計影響模式，並評估

模式的適切性與解釋力，再進行影響學習成就感的效果分析。  

二、衡量指標與測量工具  

正式問卷的測量問項主要是依據學習理論，參酌相關學者之研究，從學習環境、

教師教學、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感等方面設計衡量問項。以下分別從定

義與衡量問項作說明。  

學習環境是指影響學生學習的環境與氣氛。本研究參考 Strange and Banning

（2001）之研究，以及教育部在 2011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實施 99 學年度大一、大三

學生問卷調查的問卷，從科技大學生學習會計課程的角度，衡量學生對於教學設備、

學習空間、教學活動、教材內容等認同度；如「學校會提供會計課程的教學活動，

有利於學習，同意嗎？」。  

教師教學是指教師從事的教學行為。本研究參考林義男（1985）的大學生對於

大學教學滿意程度量表，以及教育部（2011）的 99 學年度大一、大三學生調查問卷。

衡量學生對於會計課程授課教師的教學能力、教學方法、教學態度等認同度；如「老

師具備的會計相關課程教學經驗，有利於我學習，同意嗎？」、「老師對於會計課

程的教學方式，有利於學習，同意嗎？」、「老師對於會計學課程的教學是認真的，

同意嗎？」。  

學習動機是指引起學生學習活動，而能維持學習活動，並使其學習活動趨向教

師設定目標的心理歷程。本研究從科技大學生學習會計課程的角度，參考吳靜吉與

程炳林（1992）修訂的「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及程炳林與林清山（2001）設計的

「自我調整學習量表」，以會計課程為領域，編成包括工作價值、自我效能和正向

情感的動機量表，衡量學生學習會計課程時學習動機的認同度；如「您認為您有能

力學習會計課程的內容，同意嗎？」。  

學習態度是學生對於學習所抱持的一種持續且一致的看法或傾向。本研究參考

汪瑞芝與廖玲珠（2008）之研究，以及賴保禎（1986）所編著的「學習態度測驗」

之架構，並參酌技職大學實際教學情況及學生的學習情形與準備考試的方式等，依

學習慾望、學習方法、學習過程，衡量學生學習會計課程時學習態度的認同度；如

「您會願意與同學一起討論會計課程，同意嗎？」。  

學習成就感是指學生自己在學習上內心評估學習成就的感受。因此，本研究參

考汪瑞芝與廖玲珠（2008）之研究，從會計課程的順利學習、期中考會計課程的滿

意情形、學習很多會計課程的課業知識、學習會計課程是值得的、學習會計課程能



12 商管科技季刊 第十四卷 第一期 民國一○二年 

 

 

獲得心理上滿足等各方面衡量；如「您覺得您可以學習很多會計課程的課業知識，

同意嗎？」。  

本研究量表全部共 37 題（問項內容表述於後），問卷型態採 Likert 的七點尺度

法衡量，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稍微不同意、普通、稍微同意、同意、非常

同意，計分方式從 1 分至 7 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試學生認同程度越高，反之則認同

程度越低。  

三、抽樣與正式施測  

本研究於 2011 年 5 月以班級為單位的分層抽樣方式，針對某科技大學商管科系

修習必修的會計課程一年級學生進行取樣、實地發放與回收，共發放 520 份，回收

503 份，將填寫不完整的問卷剔除，有效問卷為 481 份，有效率達 95.61％。由表 1

顯示，受測學生男女比例約為 3：1；系別方面，行流系與國貿系約佔二成，其餘的

會資系、企管系、財金系與金管系約佔一成五，樣本分佈尚稱均勻。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偏最小平方法（PLS）作為研究模型的資料分析工具。PLS 方法是一

種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的分析技術，它結合主成份

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的特色，探索心理計量的因果關係，測量構念之間關係的強度，

近期已成為研究包含多重構念的因果關係模型之有力工具；本研究以德國漢堡大學

之 Ringle, Wende, and Will（2009）所開發的電腦軟體 SmartPLS 2.0 執行分析運算，

配合 PLS 法估計模型，建構科技大學生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模式，進行影響

性分析，希望能精確的解釋學生對於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的因果關係。  

肆、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將建構科技大學生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模式，探討科技大學學生

在會計課程的學習過程中，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

感之間的因果關係，並分析教師教學與學習環境對於科技大學學生的學習動機、學

習態度、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效果。  

一、敘述統計  

首先檢視某科技大學商管科系修習會計課程的一年級學生樣本對於各衡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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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性別與系別樣本分佈交叉表（n=481） 

 會資系 行流系 國貿系 企管系 財金系  金管系 小計 百分比 

男生 18 18 17 26 20 16 115 23.91 

女生 48 72 86 45 58 57 366 76.10 

小計 66 90 103 71 78 73 481 100% 

百分比 13.72% 18.71% 21.41% 14.76% 16.22% 15.18% 100%  

的認同程度。本研究採用 SPSS 17.0 版本的統計軟體，計算各衡量變數的平均數與標

準差，結果顯示（如表 2），學生對於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

學習成就感等構面的各個問項，其認同程度均介於 4.04 與 5.71 分之間，亦即，某科

技大學商管科系修習會計課程的一年級學生（樣本）對於各衡量指標的認同程度均

佳。  

二、模式估計  

本研究將運用偏最小平方法（PLS）估計科技大學生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的影響

模式。自 1980 年代以來，結構方程模型（SEM）與路徑模型分析不斷的發展，多位

學者（Chin, 1998；Tenenhaus, Vincenzo, Yves-Marie, & Carlo, 2005；Henseler, Ringle, 

& Sinkovics, 2009）對於 PLS 方法的研究提供更為成熟的理論基礎、估計方法、與估

計結果的評估技術，造就 PLS 方法在學術研究與應用的發表越來越多，PLS 方法的

應用也越趨成熟。  

在多變量的研究領域中，CBSEM 方法（covariance-based SEM）與  PLS 分析法

均為路徑模型分析的重要工具。但是，CBSEM 方法有諸多的限制（Henseler, et al., 

2009），例如，樣本數應大於 200、模式估計必須收斂、觀察值分佈需呈現多變量的

常態分配等等。而 PLS 分析法可以容許樣本量小，觀察值非常態分佈、因素複雜的

模型和參數估計（Bagozzi & Baumgartner, 1994）。兩者的區別在於應用目標不同以

及方法不同，PLS 方法是以變異數為基礎，以預測為導向（Lohmoller, 1989）；而

CBSEM 方法是以共變異數為基礎，以理論驗證為導向（Chin & Newsted, 1999）。  

PLS 分析法的分析程序，基本上有三個主要步驟：估計初步的模式、修改模式、

檢驗與詮釋。但由於 PLS 方法無預設的資料分配，故為了檢驗估計路徑係數的顯著

性，須運用 PLS 方法的拔靴估計方法（bootstrapping method）（Chin, 1998）估計路

徑係數，並檢定係數的顯著性。  



 

表2 各衡量變數的描述性統計 

構
面 

構
面 

衡量指標 Mean SD  構
面 

構
面 

衡量指標 Mean SD 

 

 

 

 

學

習

環

境 

(Q1)完善的教學設備 4.36 1.16  

學

習

動

機 

工
作
價
值 

(Q14)學到實用專業知識 4.94 1.21  

(Q2)優良的學習空間 4.33 1.21   (Q15)對未來工作有幫助 5.01 1.26  

(Q3)教學活動的安排 4.44 1.20   (Q16)教材內容有價值 5.03 1.18  

(Q4)會計課程教材內容 4.38 1.25   自
我
效
能 

(Q17)有能力學習會計學 4.88 1.26  

教

師

教

學 

 

教
學
能
力 

(Q5)會計課程教學經驗 5.04 1.25  (Q18)可以完成會計作業 4.84 1.27  

(Q6)會計課程的教學 4.69 1.34   (Q19)幫同學解會計問題 4.22 1.38  

(Q7)詳細解答會計課程 5.21 1.31  正
向
情
感 

(Q20)願意學習會計課程 4.57 1.32  

教
學
方
法 

(Q8)會計課程教學方式 4.76 1.30   (Q21)參與會計學習活動 4.55 1.32  

(Q9)安排各種教學活動 4.59 1.24   (Q22)接受會計老師教學 5.04 1.38  

(Q10)解決學生課業問題 4.98 1.30  

學

習

態

度 

學
習
慾
望 

(Q23)按時上會計學課程 5.19 1.36  

教
學
態
度 

(Q11)會計學教學認真 5.71 1.22   (Q24)期望學好會計課程 5.40 1.20  

(Q12)鼓勵與關懷同學 5.40 1.30   (Q25)期望學到會計知識 5.43 1.16  

(Q13)輔導成績低落學生 5.14 1.41   (Q26)通過會計課程考試 5.48 1.23  

 學
習
成
就
感 

(Q34)會計課程學習順利 4.63 1.42   
學
習
方
法 

(Q27)專心學習會計課程 4.74 1.26  

(Q35)我對會計成績滿意 4.04 1.71   (Q28)課後復習會計課程 4.46 1.25  

(Q36)學習很多會計知識 4.70 1.30   (Q29)完成會計課程功課 4.58 1.24  

(Q37)學好會計心理滿足 4.56 1.47   (Q30)思考會計作答方式 4.80 1.24  

   

  

 學
習
過
程 

(Q31)與同學討論會計學 4.77 1.30 

(Q32)學習經驗朋友分享 4.55 1.25 

(Q33)想方法解答會計題 4.78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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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檢驗估計模式內各構面的單維度性（unidimensionality），以及測量模

型 的 效 度 （ validity ） ； 再 以 cv-communality H
2 、 cv-redundancy F

2 與 GoF 

（goodness-of-fit）評估影響模式的測量模型品質、結構模型品質與整體適合度，並

檢視解釋能力（R
2）；最後，再依據估計後的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影響模式，分析

科技大學學生在會計課程的學習過程中，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學習動機、學習態

度與學習成就感之間的因果關係。  

(一)測量模型 

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法計算各構面內觀察變數的特徵值，結果發現，各構面

第一特徵值均大於 1，且第二特徵值均小於 1（如表 3），顯示同一構面內觀察指標

主要成分的第一特徵值均表達同一潛在變量的概念（Tenenhaus, Vinzi, Yves-Marie, & 

Lauro, 2005）。又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也均介於.84 與.92 之間，組合信度也均

介於.90 與 .94 之間，顯示符合各潛在變量的單向度，以及內部一致性。  

再針對假設的影響模式，以 Smart PLS 2.0 軟體執行運算，運用 PLS 演算法估計

科技大學生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模式；由估計結果（表 4、表 5）顯示各構面的個別

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6 且顯著（Tabachnick & Fidel, 2000）；且各構面的平均變異萃

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介於 .63 與 .79 之間也均大於 .5（Fornell & 

Larcker, 1981）；亦即此模型具有不錯的收斂效度。而且每個構面 AVE 的平方根均

大於該構面與其他構面的相關係數（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2006；Gotz, 

Liehr-Gobbers, & Krafft, 2009），亦即模型具有區別效度。  

(二)結構模型 

檢視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影響模式的估計圖（圖 2）所示，發現影響會計課程學

習成就感的模式解釋能力 R
2 達 .64。以解釋程度而言，解釋能力大小分成 .19、.33、.67

的低中高解釋程度（Chin, 1998），本研究的解釋能力（R
2）介於.33 與.67 之間，顯

示模式具有中度以上的解釋能力。  

若從檢定力分析（Power analysis）檢驗 R
2 值，依據 Marcoulides and Saunders 

（2006）建議，採用檢定力（1–β）檢驗方法，並使用 R 語言（Champely, 2007）

的 PWR 程式，計算檢定力（1–β）結果，顯示至少大於.99，表示避免接受錯誤的

虛無假設（R
2
=0）的機率至少大於.99，遠高於檢定力至少 .80 的要求（Cohen, 1992）。 

再分析各構面對於學習成就感解釋力的直接貢獻程度，由表 6 可知學習態度對

於學習成就感解釋力的直接貢獻程度達 46.58%最高，其餘為學習動機與教師教學對

於學習成就感解釋力的直接貢獻程度，分別為 38.63%、10.80%，而學習環境對於學

習成就感的解釋力直接貢獻程度甚低，只有 4.09%。   



 

表 3 單維度性檢驗表 

構面 第一特徵值 第二特徵值 Cronbach’s α 值 組合信度 

學習環境 2.99  0.67  0.89  0.92  

教學能力 2.42  0.31  0.88  0.93  

教學方法 2.48  0.29  0.90  0.93  

教學態度 2.44  0.37  0.88  0.93  

工作價值 2.52  0.25  0.91  0.94  

自我效能 2.52  0.31  0.91  0.94  

正向情感 2.28  0.57  0.84  0.90  

學習慾望 2.97  0.56  0.88  0.92  

學習方法 3.21  0.33  0.92  0.94  

學習過程 2.48  0.30  0.89  0.93  

學習成就感 2.97  0.53  0.91  0.94  

表4 學習環境構面的SMC值、負荷量與t值表 

構面 構面 SMC值 衡量指標 負荷量 t值  構面 構面 SMC值 衡量指標 負荷量 t值 

 
學習環境

(LEN) 
 

    

學習 

動機 

(LMV) 

工作價值 

(LMV1) 

.85 

(50.19) 

(Q14) .92 110.33  

(Q1) .77 24.50   (Q15) .92 87.95  

(Q2) .83 34.14   (Q16) .92 86.43  

(Q3) .92 108.53   

自我效能 

(LMV2) 

.89 

(69.13) 

(Q17) .93 128.25 

(Q4) .91 98.15  (Q18) .93 110.19 

  (Q19) .89 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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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 

教師 

教學 

(TTE) 

教學能力 

(TTE1) 

.94 

(149.74) 

(Q5) .90 77.44    
正向情感 

(LMV3) 

.91 

(99.67) 

(Q20) .92 128.18 

(Q6) .90 77.57   (Q21) .93 130.36  

(Q7) .89 89.78   (Q22) .76 22.93  

教學方法 

(TTE2) 

.94 

(147.83) 

(Q8) .92 88.90   

學習慾望 

(LAT1) 

.85 

(40.19) 

(Q23) .77 29.48  

(Q9) .90 74.92   (Q24) .93 114.89  

(Q10) .90 79.43   

學習 

態度 

(LAT) 

(Q25) .91 95.78  

教學態度 

(TTE3) 

.90 

(65.82) 

(Q11) .88 58.11   (Q26) .84 42.88  

(Q12) .94 149.38   

學習方法 

(LAT2) 

.94 

(133.3) 

(Q27) .90 83.66  

(Q13) .88 53.33   (Q28) .88 49.76  

 
學習 

成就感 

(LAS) 

 (Q34) .96 197.16   (Q29) .91 98.84  

(Q35) .71 23.58   (Q30) .91 103.98  

(Q36) .90 86.53   
學習過程 

(LAT3) 

.89 

(93.07) 

(Q31) .90 70.36  

(Q37) .96 197.16   (Q32) .92 98.60  

        (Q33) .91 94.18  

表 5 各構面的相關係數值與 AVE 值表 

 學習成就感 學習態度 學習環境 學習動機 教師教學 

學習成就感  .79(.89)     

學習態度 .75 .63(.79)    

學習環境 .51 .51 .74 (.86)   

學習動機 .75 .79 .56 .63(.79)  

教師教學 .61 .61 .67 .69 .70(.84) 

註：對角線為 AVE 值，括號內粗斜體字為 AVE 的平方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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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影響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之估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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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構面對於學習成就感解釋力的貢獻程度  

構面 影響係數(a) 相關係數(b) 貢獻程度(a×b) 對於 R
2 貢獻比例 

學習環境 0.05  0.51  0.03  4.09% 

教師教學 0.11  0.61  0.07  10.80% 

學習動機 0.33  0.75  0.25  38.63% 

學習態度 0.40  0.75  0.30  46.58% 

   0.64  100% 

(三)模式適合度 

關於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的品質評估，本研究藉由交叉驗證（cross-validated）

計 算 從 本 身 的 外 生 潛 在 變 量 直 接 預 測 外 生 觀 察 變 量 或 資 料 點 的 能 力 －

cv-communality Hj
2，以及從結構關係的內生潛在變量間接預測內生觀察變量的能力

－cv-redundancy Fj
2，評估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的品質。若測量模型的每一構面的 Hj

2

均為正，表示測量模型品質佳；若結構模型的每一構面的 Fj
2 均為正，表示結構模型

品質佳（Tenenhaus et al., 2005）。由表 7 可知，cv-communality H j
2 與 cv-redundancy 

Fj
2 均為正，顯示本研究之影響模式其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的品質均佳。  

整體配適度評估方面，則採用 Amato, Vinzi, and Tenenhaus（2004）所提出的整

體配適度 GoF（goodness-of-fit）作為驗證整體模型效度的指標。GoF 是計算「共同

性的加權平均」和「R
2 平均」的幾何平均。其中，「共同性的加權平均」是每一結

構的共同性依結構內所有觀察變數的個數加權後，再計算平均，計算結果如表 7，顯

示整體配適度 GoF=.63，高於 .36（GoFsmall=.10, GoFmedium=.25, GoFlarge=.36）

（Wetzels, Odekerken-Schröder, & van Oppen, 2009），顯示整體配適度佳。  

三、假設驗證與影響效果分析  

經上述對於估計模式的評估，顯示模式適當。現在依序檢驗各構面的影響關係。

由圖 2 與表 8 顯示，以學習環境的影響而言，商管科系學生心理層面的知覺呈現出

學習環境對於學習動機有直接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支持假設 H1；而學習環境對於

學習態度無直接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學習環境對於學習成就感也無直接顯著的正向

影響，不支持假設 H2、H3。若以教師教學的影響而言，學生的心理知覺認為教師教

學對於學生學習動機有直接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支持假設 H4；但教師教學對於學

生學習態度沒有直接顯著的正向影響，不支持假設 H5；而教師教學對於學習成就感

有直接顯著的正向影響，支持假設 H6。若以學習動機的影響而言，學生的心理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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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R
2、communality、GoF、cv-communality 與 cv-redundancy 表 

 R
2
 

communality 

（共同性） 

觀察指標 

個數 

共同性 

×個數 

cv-communality 

Hj
2
 

cv-redundancy 

Fj
2
 

學習環境 - 0.74  4 2.94  0.40  0.40  

教師教學 - 0.70  9 6.30  0.62  0.62  

學習動機 0.50  0.63  9 5.67  0.53  0.30  

學習態度 0.64  0.63  11 6.90  0.55  0.38  

學習成就感 0.64  0.79  4 3.14  0.65  0.49  

平均 0.59   加權平均= 0.67    

表8 路徑係數檢定表 

影響路徑 係數 t 值 顯著性 假設 

學習環境 → 學習動機  0.18  3.69  *** 支持 H1 

學習環境 → 學習態度  0.06  1.24   不支持 H2 

學習環境 → 學習成就感  0.05  1.28   不支持 H3 

教師教學 → 學習動機  0.58  12.42  *** 支持 H4 

教師教學 → 學習態度  0.08  1.56   不支持 H5 

教師教學 → 學習成就感  0.11  2.14  * 支持 H6 

學習動機 → 學習態度  0.71  20.08  *** 支持 H7 

學習動機 → 學習成就感  0.33  5.54  *** 支持 H8 

學習態度 → 學習成就感  0.40  6.85  *** 支持 H9 

註：***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t（df >120），雙尾檢定。 

認為學習動機會直接顯著的正向影響學習態度；且學習動機會直接顯著的正向影響

學習成就感，因此支持假設 H7、假設 H8；又若以學習態度的影響而言，學習態度會

直接顯著的正向影響學習成就感，所以支持假設 H9。  

以下將進一步分析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就感

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全體效果。間接效果是透過中介變數（Mediator）（Baron & 

Kenny, 1986）的影響，而呈現的中介效果。本研究參考 Preacher and Hayes（2008）

的建議，應用 Sobel（1986）的係數乘積檢驗法（product-of-coefficients approach），

計算中介效果，並以 Aroian test 的中介效果檢驗法，檢驗其顯著性，判斷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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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性（MacKinnon, Krull, & Lockwood, 2000；Shrout & Bolger, 2002）；現在依

據各構面對於學習成就感的影響，將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全體效果，分別說明如

下。  

(一)學習環境對於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效果 

由上述圖 2 與表 8 顯示，學習環境對於學習成就感的直接效果為.05，但不顯著

的，而在間接效果方面有三條影響路徑（如表 9）：(1)學習環境透過學習動機對於

學習成就感產生間接顯著的影響效果為.06（ .18 × .33，t 值為 3.04，p 值< .05）。(2)

學習環境透過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就感產生間接影響，其影響效果為  .02，但不顯著

（t 值為 1.21，p 值> .05）。(3)學習環境透過學習動機，影響學習態度，再透過學習

態度對於學習成就感產生間接顯著的影響效果為 .05（t 值為 3.18，p 值< .05）。從三

個路徑可以發現學習動機具有學習環境對於學習成就感的顯著中介功能，支持假設

H10，而學習環境影響學習成就感的全體效果為.18（p 值 < .05），也是顯著的。  

(二)教師教學對於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效果 

由上述圖 2 與表 8 顯示，教師教學對於學習成就感的直接效果為.11 是顯著的，

而在間接效果方面有有三條影響路徑（如表 9）：(1)教師教學透過學習動機對於學

習成就感產生間接顯著的影響效果為.19（ .58 × .33，t 值為 5.07，p 值< .05）。(2)

教師教學透過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就感產生間接影響，其影響效果為 .03，但不顯著

（t 值為 1.51，p 值> .05）。(3)教師教學透過學習動機，影響學習態度，再透過學習

態度對於學習成就感產生間接顯著的影響效果為.16（t 值為 5.73，p 值< .05）。從三

個路徑的中介效果可以發現學習動機具有教師教學對於學習成就感的顯著中介功

能，支持假設 H11。綜合而言，學生認為教師教學對於學習成就感的直接影響效果顯

著，除了透過學習態度的間接效果不顯著外，以學習動機為中介變數的間接影響是

顯著的，而教師教學影響學習成就感的全體效果為 .49，也是顯著的。  

(三)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效果 

由上述圖 2 與表 8 顯示，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成就感的直接效果為.33 是顯著的，

而學習動機透過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就感產生的間接效果為.28（p 值< .05），是顯

著的，亦即學習態度具有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成就感的顯著中介效果，支持假設 H14，

且學習動機對於學習成就感具有顯著的全體效果.61（p 值< .05）。但是，學習態度

在學習環境對於學習學習成就感的中介效果不顯著，亦即不支持假設 H12。同時，學

習態度在教師教學對於學習學習成就感的中介效果也不顯著，亦即不支持假設 H13。

在學習態度方面，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效果為.40，是直接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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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各構面對於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效果表 

構面 影響關係  中介變數 影響效果  t 或 z 值 顯著性 

 

 

學習環境 

 

直接效果   0.05  1.28   

間接效果 1 學習動機 0.06  3.04  *** 

間接效果 2 學習態度 0.02  1.21   

間接效果 3 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0.05  3.18  *** 

全體效果   0.18  3.28  *** 

 

 

教師教學 

 

直接效果   0.11  2.14  * 

間接效果 1 學習動機 0.19  5.07  *** 

間接效果 2 學習態度 0.03  1.51   

間接效果 3 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0.16  5.73  *** 

全體效果   0.49  9.12  *** 

 

學習動機 

直接效果   0.33  5.54  *** 

間接效果  學習態度 0.28  6.47  *** 

 全體效果   0.61  13.40  *** 

學習態度 直接效果   0.40  6.85  *** 

註：***表示 p< .001，**表示 p< .01，*表示 p< 0.05，t（df>120），雙尾檢定。 

伍、結論與意涵 

一、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某科技大學商管科系修習會計課程的一年級學生為研究樣本，採用問

卷調查法，以分層取樣方式蒐集 481 份有效問卷，再運用 PLS 方法建構學習成就感

影響模式，並評估測量模型、結構模型與整體模式的模式品質，結果模式配適佳，

且估計模式具有中度以上的解釋力。研究結果發現：  

(一)學習動機肩負起教師教學與學習環境影響學習成就感非常重要的中介角色。  

(二)學習動機會影響學習成就感，也會透過學習態度影響學習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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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就感的提昇均有顯著的全  

體效果，且教師教學相較於學習環境對於學生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的影響程度

大。  

本研究建議教師應該充分提昇教學能力，讓教學多樣化，同時學校也應適時的

充實與增添軟硬體設施，營造一個好的學習環境，建立學生主動學習會計課程的動

機與學習態度，協助學生致力於學習會計課程，以提昇學生的學習成就感，達成培

養專業能力的優秀會計從業人員的教育目標。  

二、模式應用的教育意涵  

本研究從學生角度以 PLS 方法建構科技學生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的影響模式，

期望藉由研究的結果、教育意涵與潛在價值能提供技職院校建構相關學習環境，教

師教學之參考。  

(一)學校方面 

從本研究的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影響模式發現學生的學習環境知覺對於學習成

就感的直接影響效果不顯著，透過學習態度的間接效果也不顯著，但是，以學習動

機為中介變數的間接影響是顯著的，且學習環境影響學習成就感的全體效果也是顯

著的；研究結果符合 Demeer（2004）所提出的學習環境會影響學習動機的看法，以

及何仕仁、黃台珠與吳裕益（2009）的學習環境影響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再影響

學習成就的看法。顯示，學生所知覺的學習環境氣氛在會計課程的學習仍是佔有一

定地位，學校與會計教師必須用心經營學習環境；研究結果的數據也可以證明學生

的學習環境知覺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再影響會計課程的學習成就感；也會影響

學生的學習動機，影響學習態度，再影響會計課程的學習成就感。因此，學校的教

學資源、圖書館藏、電腦設備與網路規劃等軟硬體設施應儘可能適時的充實與增添，

以觸發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知覺、情感的反應及態度有良好的表現，提昇教學活動

的效率、增加教學教材的深度與廣度，以提高學生學習會計課程的成果。  

(二)教師方面 

對照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影響模式的路徑係數結果，由於學生認為教師教學對

於學習成就感的直接影響效果顯著，教師教學除了透過學習態度的間接效果呈現不

顯著外，以學習動機為中介變數的間接影響是顯著的，且教師教學影響學習成就感

的全體效果也是顯著的；本研究從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影響模式，發現以學生的心

理面認知而言，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學習態度等會顯著影響學生對於會計課程學

習的學習成就感，且會產生「綜效（synergy）」。而「教師教學」此一自變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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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態度的程度（ .49），遠大於另一自變項「學習環境」對於

會計課程學習成就感態度的程度（ .18）；顯示教師教學在學生學習會計課程居於非

常重要的角色。研究結果尚符合 Pintrich（2000）與 Wolters（2003）所提出的教師

策略教學在學態度與方法上，須充分與學生有情感的互動，以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

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教師對於會計課程的教學應力求從教學計劃、教

學內容、教材呈現、教學技術、教學策略、教學評量、教學互動及師生關係等充分

提昇教學能力，讓教學方法多樣化，儘可能參與專業相關技能檢定，參與短期專業

技能研習，以及公民營企業相關研習活動，以提升教學能力，並應以良好的教育專

業精神與專業道德加強教學態度，建立學生主動學習會計課程的動機與興趣；教師

在平時作好課程規劃，在教學過程中隨時檢視與診斷學生的學習情形，營造一個好

的學習環境與學習態度，協助學生致力於學習會計課程。  

(三)學生方面 

從理論模式的分析結構中，學生的學習動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學習動機本

身是自變項，能夠顯著的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感，同時也是中介變項，學習動機具

有教師教學、學習態度與學習成就感的中介作用，同時也具有學習環境、學習態度

與學習成就感的中介作用；研究結果符合吳坤璋、黃台珠與吳裕益（2006）所提出

的學習動機扮演重要角色之論點，亦即教師教學的教學方法、教學態度與教學策略，

以及班級氣氛的經營，均必須隨時有效的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因此，基於學

生的學習動機在理論模式的雙重角色，在教師的教學策略與所經營的學習環境班級

氣氛中，必須設法在會計課程學習過程中，讓學生瞭解會計課程的重要性、實用性、

及其工作價值，培養其學習動機，進而養成好的學習態度，樂於學習，使學生上課

認真學習，主動使用圖書館資源，閱讀相關課外讀物，聽專家演講，充實相關知識，

督促自己達成學習目標。總之，提昇學生學習成就感之首要在於加強引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  

三、研究限制與遭遇之困難  

由於模式可能產生偏差，故設計之前多次向專家學者請益，討論模型設定形式

並進行試測，確保模型設計內容之周延。本研究之調查樣本來自於某科技大學商管

科系修習必修會計課程一年級的學生，調查的科系共有六個，雖然會計課程為商管

科系必修的基礎課程，但各科系的教育目標不同，學生對於會計課程的興趣與喜好

度不盡相同，恐易於弱化本研究模式的影響關係。又由於本研究的問卷為自陳式的

封閉式量表，受試者容易受到社會期許所影響，以致於無法據實填寫自己真正的想

法，會些微影響問卷調查結果之正確性。但本研究仍以嚴謹的態度，以適當的方法

評估所估計的影響模式，結果顯示問卷資料與模式有很好的擬合。未來之研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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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比較公私立科技大學生對於會計課程學習之歷程，另外，兩岸技職體系大學

生對於會計課程學習之比較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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