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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幾個月前，我們還是一群快樂的國小生，最大的煩惱與壓力是幾個月才會出

現一次的段考，而以為長大升上國中後會變得更快樂，結果沒想到國中生活和預

想的完全不一樣。上課的時候原本可以一心二用回家背一背，可以輕鬆過關得到

肯定，現在專心上課還不一定聽得懂，認真背也不一定記得住，回家後，原本可

以拿來玩的時間都變成了讀書的時間，對學生而言，中小學的學習世界有著很大

的差異，學習上的落差困惑了我們。而雖然老師對我們說，不能繼續用國小的方

式下去，不然會很慘，但讓我們更困惑，彷彿到國中就是踏過某道結界，讓我們

到了不一樣的學習世界。 

         而狹長的花蓮有市區學校和偏遠學校的不同，不同學校間又會有什麼學習落

差呢？這個共同的困惑，讓我們展開了跨校的小論文研究，由學生角度出發，想

更了解花蓮國一生在國小升上國中後的學習變化。面對學習落差，市區大學校和

偏鄉小校有什麼差異？學生會用什麼心態與方法去調整面對呢？  

二、研究目的 

    我們的研究目的是透過剛升上七年級的學生來了解中小學的學習差異，讓大

家可以從七年級生的學習面向來探討出更好的學習方式，目的如下: 

    (一)了解學生對於六升七年級時課程變化的感受 

    (二)了解決學生升上七年級後讀書方式上的調整 

    (三)了解學生在七年級學習上的心情變化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 

 我們以市區學校花崗國中七年級某班學生及偏遠學校富源國中七年級學生

為研究對象，先以書籍、文章與訪談來蒐集資料，再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自製問

卷進行調查，分析七年級學生對國中課程的感受及影響，探討兩者的學習落差。 

        本研究的各項流程如下所述，並繪製流程如圖一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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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學習落差定義 

            國小升國中後，會面臨課程內容和課程時數的改變，產生學習變化，有的學

生會變得喜歡學習，而有些學生會排斥學習、拒絕學習。有學者用「學習投入」

去定義學生在投入學習活動中，所產生的學習歷程與發展，而在其中影響的因素

有學習意願、參與、專注力及伴隨的情感(陳惠珍，2010)。人天生是從學習中長

大，為何到一定年齡後就開始有很不同的學習投入差異呢?我們國小畢業前，都

還是積極投入學習的，而國中階段，彷彿是個分水嶺。 

    多數研究都是以老師或家長的角度在探討學習後的成績差異，我們想以學生

立場與心理去看待學習落差。因此，此篇論文的學習落差，是指面對學習內容，

產生的學習態度、學習時間與學習方法的差異。   

 

(二)國中小課程學習差異 

          國小課程內容名稱和國中課程內容名稱無太大差異，只是國中的社會分成歷

史、地理與公民 ，自然在七年級以生物為主。而國小課程內容以培養學生基本

學力為主，國中則是課程分化更多，課程加深和加廣。 

    而關於學習時數，閱讀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規定，整理國中小學習時數的差異

如下表：  

 國語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國小時數 5*40 

200 分鐘 

2*40 

80 分鐘 

4*40 

160 分鐘 

3*40 

120 分鐘 

3*40 

120 分鐘 

國中時數 5*45 

225 分鐘 

3*45 

135 分鐘 

4*45 

180 分鐘 

3*45 

135 分鐘 

3*45 

135 分鐘 

                                                   表 1  國中小學習時數差異表 

      課程時數增加最多的是英文科 55 分鐘，其餘科目增加時間大多是因為課堂的

時間由 40 分鐘調整為 45 分鐘所造成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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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一)問卷內容說明. 

       問卷實施以研究者學校進行調查，然因花崗國中班級學生數為 27 人，富源

國中七年級學生數為 18 人，為讓學生數不相差太大，加入另一所偏遠國中七年

級學生數 9 人，讓問卷人數相當。問卷發放共 54 份，扣除無效問卷 2 份，實際

回收為 52 份。 

      問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共 2 題是想了解他們國小及國中的學習方式是否

有改變；第二部分共 15 題，想了解國、英、數、自、社這 5 大學習科目學生的

學習感受與是否調整學習方式去適應，並預期自己的方式是否能達到預期的學習

效果。第三部分共 4 題，想了解他們的學習時間調整狀況，與學習心情的感受，

對自己的學習期許。用兩校問卷結果的比較方式去探討國一生面對學習內容，產

生的學習態度、學習時間與學習方法的差異。   

(二)國文科的學習落差~ 

 
圖 2-1  市區學生對學習內容改變感受 

 
圖 2-2  偏遠學生對學習內容改變感受 

市區學生有 73.1%感覺國文變難，偏遠地區學生 57.7%覺得國文科變難，而有

19.2%的偏遠地區學生覺得國文科變簡單。 

 

 
圖 3-1 市區學生調整學習方式的評估 

 
圖 3-2 偏遠學生調整學習方式的評估 

市區有 84.6%的學生調整國文科的學習方式，偏遠地區的學生有 88.5%的學生調

整國文科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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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市區學生學習方式預期的學習

效果 

 
圖 4-2 偏遠學生學習方式預期的學習

效果 

市區有 80.8%的學生有信心達到預期學習效果，偏遠地區的學生有 73.1%的學

生有信心達到預期學習效果。 

 

(二)英語科~升上國中後，覺得英文科的學習內容是否有改變?  

 

圖 5-1 市區學生對學習內容改變感受 
 

圖 5-2 偏遠學生對學習內容改變感受 

市區學生有 53.8%感覺英文變難，偏遠地區學生 73%覺得英文科變難，而有

15.4%的市區學生覺得英文科變簡單。 

 

 

圖 6-1 市區學生調整學習方式的評估 

 

圖 6-2 偏遠學生調整學習方式的評估 

市區有 46.2.%的學生調整英文科的學習方式，偏遠地區的學生有 65.4%的學生

調整英文科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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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市區學生學習方式預期的學習

效果 

 

圖 7-2 偏遠學生學習方式預期的學習

效果 

市區有 76.9%的學生有信心達到預期學習效果，偏遠地區的學生有 42.4%的學

生有信心達到預期學習效果。 

 

(三)數學科  

圖 8-1 市區學生對學習內容改變感受 

 

 

圖 8-2 偏遠學生對學習內容改變感受 

市區學生有 80.8%感覺數學變難，偏遠地區學生 61.5%得數學變難，而有 19.2%

的偏遠地區學生覺得數學科變簡單。 

 

 

圖 9-1 市區學生調整學習方式的評估 

 

圖 9-2 偏遠學生調整學習方式的評估 

市區有 73%的學生調整數學科的學習方式，偏遠地區的學生有 84.6%的學生調

整數學科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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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市區學生學習方式預期的學習

效果 

 

圖 10-2 偏遠學生學習方式預期的學習

效果 

市區有 53.9%的學生有信心達到預期學習效果，偏遠地區的學生有 73.1%的學

生有信心達到預期學習效果，市區有出現非常不行的選項出現。 

 

(四)自然科~ 

 

圖 11-1 市區學生對學習內容改變感受 
 

圖 11-2 偏遠學生對學習內容改變感

受 

市區學生有 76.9%感覺自然變難，偏遠地區學生 53.8%覺得自然變難，但特別的

是 19.2%的偏遠地區學生覺得自然科變簡單。 

 

 

圖 12-1 市區學生調整學習方式的評估 圖 12-2 偏遠學生調整學習方式的評

估 

市區有 88.5%的學生調整自然的學習方式，偏遠地區的學生有 69.2%的學生調整

自然的學習方式。 



花蓮市區與偏遠地區七年級生對國小升國中學習落差之探討 

7 
 

 
圖 13-1 市區學生學習方式預期的學習

效果 

 
圖 13-2 偏遠學生學習方式預期的學

習效果 

市區有 65.4%的學生有信心達到預期學習效果，偏遠地區的學生有 80.7%的學生

有信心達到預期學習效果，而市區有 7.7%非常不行的選項。 

 

(五)社會科~ 

 
圖 14-1 市區學生對學習內容改變感受 

 
圖 14-2 偏遠學生對學習內容改變感受 

市區學生有 76.9%感覺社會變難，偏遠地區學生 57.7%覺得社會變難，但特別的

是 11.5%的偏遠地區學生覺得國文科變簡單。 

 

 
圖 15-1 市區學生調整學習方式評估 

 

圖 15-2 偏遠學生調整學習方式的評估 

市區有 76.9%的學生調整社會的學習方式，偏遠地區的學生有 88.4%的學生調整

社會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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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市區學生學習方式預期的學習

效果 

 
圖 16-2 偏遠學生學習方式預期的學習

效果 

市區有 77%的學生有信心達到預期學習效果，偏遠地區的學生有 69.3%的學生

有信心達到預期學習效果。 

 

(六)讀書時間 

 

圖 17-1 市區學生~國小讀書時間 

 

圖 17-2 市區學生~國中讀書時間 

 
 

圖 18-1 偏遠地區學生~國小讀書時間 

 
 

圖 18-2 偏遠地區學生~國中讀書時間 

市區學生在升上國中後，讀書時間 90 分鐘以上的比率增加 26.9%，而偏遠地

區學生有超過 90 分鐘以上的比率僅增加 3.8%。 

讀書時間在國小階段，90 分鐘以上的偏遠地區學生低於市區學生 7.7%，而到

國中後，超過 90 分鐘以上偏遠地區學生低於市區學生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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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習感受 

 

圖 19-1 市區學生國中學習感受 

 

圖 19-2 偏遠地區學生國中學習感受 

市區學生感覺快樂有趣的比率為 19.2%，壓力變大的比率為 80.8% 

偏遠地區學生感覺快樂有趣的比率為 44%，壓力變大的比率為 56% 

 

叁●研究結論、建議與反思 

   一、綜合上述研究問卷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一)、偏遠地區學生課後學習時間、策略較為不足 

    我們從發下去的問卷中看到市區學生國小升上國中後，讀書時間調整為 90

分鐘以上的比率增加 26.9%，而偏遠地區的學生國小升上國中後，僅有 3.8%的

學生調整讀書時間。市區和偏遠地區的學生在國小 90 分鐘以上的學習時間差異

不大(7.7%)，但升上國中後，90 分鐘以上的學習時間差異到變大了(30.8%)。而

且在學習方式調查上，部分偏遠地區學生採用的學習方式都較單一，以上課專心

聽為最多人採用的學習方式，學習策略較為不足。 

(二)、市區學生壓力大自我期待較高，偏遠地區學生快樂但缺乏目標 

學習心態的問題裡顯示部分偏遠地區學生感受的國中學習是比較快樂有趣

的，且有部分學生覺得有學科的課程變得較簡單，但是在市區學校裡，多數學生

覺得學科變得困難，就算調整了讀書方式跟讀書時間還是無法達到自己的目標分

數，我們發現偏遠地區的教育方法較市區的教育方法讓學生感覺較為輕鬆，卻也

導致了部分偏遠地區學生覺得學科變得比國小還要簡單。而雖然市區課程難度較

高，卻仍有 38%的學生期許自己平均達到 80 分以上；而部分偏遠學校雖然學習

輕鬆有趣，但學生對自己只要達到及格 60 分的比率高達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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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後的建議與反思 

(一)學生必須調整學習落差 

       部分偏遠地區學生覺得學科簡單，學生雖然可以很容易達到自己想要的分數，

但可能會導致出後續在考會考等大型測驗的時候無法考到良好成績，應該要想辦

法做到就算輕鬆有趣的學習，學生的課後學習時間和學習方式不做調整，國中繼

續如此下去可能會導致學習成效不佳而學力下降的問題，讓學生可以對自己的學

習態度跟學習時間做出改變是件重要的事情。如果可以有系統與計劃的進入國中

校園，對國中學習生活會幫助比較多(林香河，2017)。 

(二)學生必須學習讀書方法 

    根據資料顯示，當隨著國中年級增加，國中學生的學習投入反而會是降低的

(張家禎，2015)。而讀書方法並不是只有一種，因此如何讓七年級生知道更多的

學習方法，並找到適合自已的方法，有固定的學習時間，形成正向的學習態度是

需要學習的。如果能讓我們在國小六年級或開始進入國中時就知道更多的學習方

法，或許國中放棄學習的人會比較少。 

三、研究後反思 

      研究學習落差讓我們發現更多可以探討的地方，我們會更進一步在第一次段

考完成後，用問卷的方式施測之前的學生，段考有沒有達到自己想要的分數？期

望能更進一步察覺到自己讀書方法的落差，讓我們更深入的了解花蓮市區跟偏遠

地區的教育現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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