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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相關因素研究： 

SNELS次級資料分析 

梅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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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錦*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幼兒入讀小學之際，課業學習的預備能力始終是家長感到焦慮的課題。本 

研究以台灣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SNELS）進行次級資料分析，針對普通班 937

名五歲特殊幼兒，探討其學業準備能力的相關因素，進一步控制幼兒個人因素，探究

家庭背景變項和學校環境變項對學業準備能力的影響。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及階層迴歸分析進行各項統計考驗，研究結果如下：（1）接受融合教育的

五歲特殊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因障礙類別、家長教育程度和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呈現 

顯著差異，而其學業準備能力亦與幼兒障礙影響程度、家長參與、學前教育經驗、 

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和同儕關係顯著相關；（2）控制幼兒個人背景變項後，學業準備 

能力的有效預測因子包括家長參與、家長教育程度、學前教育經驗、教師教學專業 

能力和同儕關係，其中以同儕關係的預測力最高。 

關鍵詞：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緒 論 

特殊幼兒上小學，是許多家長的壓力。相較於幼兒園傾向在自然情境中引發孩子

對抽象符號、數量、幾何或科學的興趣，進入小學則是啟動正式的學習任務，孩子要

坐在教室裏 40 分鐘，透過聆聽、表述、操作或書寫等方式學習語文、數學等學科領域。

家長希望幼兒能在融合教育中受益，但又擔心普通班的教學進度節奏快，幼兒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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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連帶影響其自我概念和學習動機。因此，課業學習有關的預備能力始終是家長 

面臨幼兒上小學前感到焦慮的課題。 

特殊幼兒進入小學之際，學業相關的預備能力是早期介入成效的重要指標之一。

美國幼兒成果中心（Early Childhood Outcomes Center）指出，早期介入的成效指標 

包括幼兒表現正向社會情緒和適當行為，亦包括知識、學習技巧與運用，例如語言或

溝通能力、識字、數概念、分類、空間關係等有助學習的基礎能力（Early Childhood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2020）。許多研究發現學前的認知能力、數概念、讀寫 

萌發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專注力等對入學後的學業表現有顯著影響且有預測效果

（Davies et al., 2016; Duncan et al., 2007; Leerkes et al., 2011; Trentacosta & Izard, 2007），

甚至持續影響到小學三年級（Davies et al., 2016），對弱勢幼兒和特殊幼兒的影響更為

顯著（Magnuson et al., 2004）。 

美國國會 1994 年通過「目標 2000：美國教育法案」（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揭櫫其教育目標是要使所有幼兒進入小學時已經做好學習準備。2002 年布殊 

總統簽署「沒有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以閱讀和數學評估學校

績效，希望拉拔弱勢學生的學業表現。2015 年歐巴馬總統簽訂「所有學生成功法案」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持續進行年度的閱讀和數學檢測，鼓勵各州提供特殊

學生必要的協助，期待特殊學生的表現能和一般學生相當；此法案更指出，要擴大 

挹注使所有幼童均能平等獲得優質學前教育的機會（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20a, 2020b）。從這些教育法案足以看出美國重視每個學生的學業成就，亦期望幼兒

能在合宜的高品質幼兒教育下，發展出入學前所需的學業預備能力。 

台灣對特殊幼兒入學準備能力的關注雖然不強調認知學習能力（林秀錦、王天苗，

2004；陳宛渝、朱思穎，2013；陳怡慧，2018；陳韻珍、朱思穎，2012；管秋雄、 

陳秀紋，2009），然而讀寫算等課業學習仍然是特殊幼兒進入小學普通班學習必須 

面臨的挑戰，尤其 2008 年教育部發布《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9

年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均強調特殊學生的課程設計

因應融合教育需與普通教育接軌，意味特殊學生的學習將以普通班課程為首要考量，

視需要進行課程調整。進入國小，近九成特殊兒童安置在普通班（教育部，2020），

因此，學前階段如何在幼兒園自然、遊戲、探索的環境中提升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

應受到重視。此外，家庭和幼兒園環境中哪些有利條件或不利因素影響特殊幼兒的 

學業準備能力亦值得關注。 

美國早有一項大型的學前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Pre-Elementary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PEELS）探討特殊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和相關因素（Markowitz et al., 

2006），當中發現障礙類別、家庭收入和種族不同，特殊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出現 

差異情形，有助於後續提供介入支持和學前特殊教育政策規劃。至於台灣特殊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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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準備能力受到哪些因素影響，目前台灣尚未有研究探討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

僅有兩篇研究學前聽障或五歲特殊幼兒語言能力的相關因素（田佳靈、林秀錦，2016；

宣崇慧、林寶貴，2002），若能運用大型資料庫的代表性樣本驗證相關因素和預測 

因子，並與國外研究相互對照，應有其意義和價值。因此，本研究以台灣「特殊教育

長期追蹤資料庫」（Special Needs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SNELS）建置的部分 

成果進行次級分析，研究目的有二： 

1. 探討影響五歲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相關因素； 

2. 控制五歲特殊幼兒個人背景變項後，了解家庭與學校環境對學業準備能力的預測

力。 

文獻探討 

學業準備能力之定義與內涵 

學業準備能力（academic readiness）是兒童進入正式教育學習之前所需具備的 

基礎能力（Duncan et al., 2007），文獻上有些學者使用不同的詞彙，如「學業技能」

（academic skill）、「早期學業技能」（early academic skill）或「學前學業技能」（pre- 

academic skills）（Joe & Davis, 2009; Rabiner et al., 2016; Reid et al., 2014; Roebers et al., 

2011），本研究通稱為學業準備能力。綜合各方見解，學業準備能力包括數學、認知、

閱讀、語言、識字、注意力、社會情緒技能、問題解決能力、工作習慣與創造及批判

思考能力等（Carlson et al., 2011; Duncan et al., 2007; Leerkes et al., 2011; Reid et al., 2014; 

Trentacosta & Izard, 2007; Jacobi-Vessels et al., 2016）。多數文獻主要聚焦在數學、閱 

讀、語言和識字方面的學業準備能力，華人普遍關切數學和語文等功能性學科，故 

本研究以數學和語文為核心探討學業準備能力。 

數學方面的學業準備能力包括以數字、算數、加法、數字序列、形狀、顏色、 

符號和幾何形狀等為主要內涵（Carlson et al., 2011; Duncan et al., 2007; Jacobi-Vessels  

et al., 2016; Leerkes et al., 2011; Reid et al., 2014）。Carlson et al.（2011）研究特殊幼兒

數學技能方面的基礎能力，其中包含解決數學問題、計數、數量、加減法運算、 

數概念、符號和幾何形狀。Jacobi-Vessels et al.（2016）指出早期數學技能是後續數學

學習的基礎，他們將早期數學概念分為數字、計數和算術三大核心，具體細項包涵 

數字、數量、數數、點數、數出數量、拿指定數量、加減、數量分解等。盧美貴（2003）

建構五歲幼兒基本能力指標，其中數學領域主軸概念有：（1）數與量，包括數與量 

的概念、數字的分解與合、測量方式的運用、時間的概念、錢幣的概念；（2）圖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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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包括圖形及其組合、空間方位；（3）邏輯推理，包括分類與配對、序列與規則、

事物關係。 

語文方面的學業準備能力包括語意和語法、閱讀、口語表達和理解、識別字母、

念出單詞、命名、字詞組織、聲韻覺識和文意理解等（Carlson et al., 2011; Duncan et al., 

2007; Leerkes et al., 2011; Reid et al., 2014; Trentacosta & Izard, 2007）。美國 PEELS 

調查特殊幼兒語文方面準備能力是以閱讀為基礎的內涵，包括識字、聲韻覺識、文意

理解等（Carlson et al., 2011）。盧美貴（2003）指出教導幼兒字母、發音和認字前，

要先給幼兒看書和閱讀，當基本技巧對幼兒已有意義時，才能進入學習。由此可知，

看書、閱讀、發音、識字和認字皆是閱讀的準備能力。盧美貴所建構的五歲幼兒基本

能力中，將語文領域內涵歸納如下：「聽」包括聆聽並適時地用表情、動作及語言 

做反應，分辨口語敘述的意義；「說」包括能夠描述自己的經驗與情節；「讀」包括

能夠讀念兒歌和文句，辨別常見符號和應用；「寫」包括運筆、仿寫和書寫簡單符號。 

影響學業準備能力的相關因素 

針對一般幼兒學業準備能力探究其影響因素已經累積許多成果（Anderson & 

Phillips, 2017; Ferretti & Bub, 2017; Hamre et al., 2014; Joe & Davis, 2009；Leerkes et al., 

2011; Shahaeian et al., 2018），然而以特殊幼兒為對象探討學業準備能力影響因素的 

研究卻很少。研究者擴大文獻範圍，廣納一般幼兒溝通、語文、數學等相關研究，亦

參考學齡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學業表現影響因素的相關資料，歸納整理出相關因素， 

以下從個人、家庭、學校等類別說明。 

個人背景因素 

過去探討幼兒個人因素對學業準備能力的影響力主要從三方面着手，包括性別、

障礙程度和障礙類別。 

性別是否影響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是許多研究關注的課題，整理過去研究則尚未

有一致結論。探討一般幼兒數量概念或認知表現並未發現性別差異（林佳慧等，2019；

賴孟龍、陳芸鍾，2010；Hindman et al., 2010），不過針對語言表達或讀寫萌發的研究

則發現女生優於男生（林佳慧等，2019；Farrant & Zubrick, 2012）。至於以特殊幼兒

為對象者，美國 PEELS 研究指出，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語文和數學）並不受性別

影響（Markowitz et al., 2006），但台灣探討特殊幼兒語文或讀寫發展能力的研究則 

顯示女童優於男童（田佳靈、林秀錦，2016；宣崇慧、林寶貴，2002）。 

幼兒有身心障礙對其學業準備能力有不利影響（Beecher et al., 2018; Hindman et al., 

2010），障礙程度愈重對學業能力的影響就愈顯著（田佳靈、林秀錦，2016；Blackor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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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7）。障礙類別亦影響其學業表現，PEELS 研究針對特殊幼兒長期追蹤報告 

結果顯示，特殊幼兒在數學或識字能力方面的學業準備能力因不同障礙類別呈現顯著

差異（Markowitz et al., 2006）；Blackorby et al.（2007）分析美國學齡身心障礙學生 

長期追蹤資料庫指出，智能障礙和多重障礙學生在數學和閱讀上尤其面臨挑戰。 

家庭背景因素 

家庭背景因素中包括家長參與、家長教育程度和家庭社經地位。許多研究顯示，

家長參與和幼兒能力發展之間雖然只是低度相關（白華枝等，2015；Ferretti & Bub,  

2017; Leerkes et al., 2011），但卻呈現顯著影響力（白華枝等，2015；Ferretti & Bub,  

2017; Joe & Davis, 2009; Leerkes et al., 2011; Melhuish et al., 2008）。林佳慧等（2019）

調查台灣 2,164 位幼兒的研究發現，親子共讀對幼兒的讀寫萌發能力和語言理解發展

均有明顯效果。黃馨慧（2020）邀請母親參與家庭介入方案，亦發現家庭營造數學 

經驗對幼兒早期數學能力有正向影響。 

其次，家庭當中若家長受過高等教育，對幼兒的學習發展影響愈顯著。許多研究

顯示家長的教育程度對孩子的能力發展確實有顯著的影響（宣崇慧、林寶貴，2002；

張芳全，2011；陳素燕等，2011；Jacobsen et al., 2017）。宣崇慧、林寶貴（2002）的

研究發現父母教育程度能有效預測聽障兒童的讀寫萌發能力，父母教育程度愈高， 

聽障兒童讀寫萌發情形愈佳。此外，Melhuish et al.（2008）探討十歲兒童的數學能力，

發現母親教育程度是預測十歲兒童數學能力的重要因素。 

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力則有不同見解。Alwin & Thornton（1984）追蹤幼兒至其 

成年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家長可以提供子女較好的經濟條件，物質環境亦較 

豐富，對於子女的認知發展和學校學習均有正向影響。但是林佳慧等（2019）調查 

台灣 2,164 位幼兒，發現家庭社經地位並沒有直接影響幼兒的發展，而是透過親子 

共讀的中介對幼兒產生間接影響。 

學校環境因素 

學校環境因素包括學前教育經驗、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和同儕關係。學前教育有助

於進入國小的學業表現，學前經驗時間愈長，日後學業成績影響愈好（Sammons et al., 

2004），並且減少抽離到資源教室（resource room）上課的時間（Barnett & Hustedt,  

2003）。研究顯示學前教育對入學準備和學校學業成就有正向的影響，特別是對於 

文化處境不利的幼兒（Barnett & Hustedt, 2003; Magnuson et al., 2004; Melhuish et al., 

2008）。Magnuson et al.（2004）的研究發現幼兒以前有就學或參加學前基礎課程對 

他們的閱讀和數學準備技能有正向影響，尤其對於弱勢家庭的兒童影響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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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幼兒進入學校後，教師在班級中是重要的教學引導者，研究顯示幼兒所就讀的

班級環境品質會影響幼兒學業技能的發展，教師給予幼兒學習支持的程度對於幼兒 

的語言發展、識字能力、認知能力、工作記憶和社會互動等領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Anderson & Phillips, 2017; Hamre et al., 2014）。Hamre et al.（2014）的研究指出教師

的教學行為，包括給予幼兒教學回應時的正向或負向氛圍、回應幼兒學習或需求的 

靈敏程度、對於幼兒的想法關心與否、幼兒行為的管理、給予幼兒學習機會的頻率、

教學指引的形式、促進幼兒思考概念發展的方法、回應的品質和語言使用的模式等，

皆影響幼兒學業技能的發展。 

除了教師以外，孩子進入學校後與幼兒頻繁接觸的就是同儕，同儕可以是兒童 

行為的增強者、示範者和指導者，與同儕良好的互動過程對兒童的社交能力、人格 

發展、社會適應、衝動控制、性別角色和認知能力等皆有所幫助（王柏壽，2004）。

陳昇飛（2013）透過教室觀察和晤談發現，教師開放式的對話有助於幼兒數概念的 

發展，至於同儕互動則能夠改變幼兒的數學解題策略。相關研究亦顯示一般幼兒的 

同儕關係跟學業表現有低度至中度的關聯（Ladd et al., 1999; Trentacosta & Izard,  

2007），而青少年受同儕歡迎程度可以預測其學業成就（Gallardo et al., 2016）。對 

特殊幼兒來說，同儕與學業準備能力的關係如何值得探討。 

總結而言，上述這些研究支持眾多因素對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影響，早期 

介入專業人員若能掌握影響學業表現的關鍵因素，將能敏銳識別風險因子，進而改善

並創造有利環境以提升特殊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Reid et al., 20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相關因素，在控制個人背景變項後，探討

家庭與學校環境對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影響。研究架構見圖一。 

本研究利用台灣「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SNELS）進行次級資料分析。該

資料庫是 2007–2012 年由王天苗建置，有系統地收集學前至高中職各教育階段身心 

障礙學生多面向的長期追蹤相關資料（王天苗，2014）。2009 年 SNELS 團隊針對 

全台灣五歲特殊幼兒進行隨機抽樣，樣本數量充足具代表性，且同時涵蓋幼兒特質、

家庭特質和學校特質的豐富資訊。要取得如此完整的資料實屬不易，若能妥善運用，

資料庫歷經 10 餘年仍具研究貢獻（Cain et al., 2019）。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 SNELS 2009 年五歲身心障礙幼兒為樣本，該資料庫以 2009

年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中的五歲身心障礙幼兒為母群體進行隨機抽樣，母群體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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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架構 

 

 

 

 

 

 

 

 

 

 

 

 

 

 

 

 

4,217 人，抽樣數為 2,877 人，有效樣本數為 1,411 人（王天苗，2010，2014）。其中

安置在普通班接受融合教育的五歲組特殊幼兒有 999 人，本研究從 999 個樣本中選取

同時填答「普通班教師問卷」和「學前家長問卷」者共 937 人。 

表一整理出研究對象的相關背景資料。從表中可見男女比例為 2.32:1，男生高於

女生，性別比例與母群體的 2.23:1（教育部，2009）接近。 

研究變項 

依變項 

本研究依變項為學業準備能力。研究者參考學業準備能力相關文獻，自「學前 

普通教師問卷」中初步選取符合學業準備能力的題目共 29 題（數學 14 題、語文 15 

題），題型當中多為四點量尺，少數題目為六點量尺和複選題。研究者將六點量尺 

併組調整為四點量尺；複選題勾選愈多表示能力愈好，選項加總後進行加權調整為 

四點量尺。 

研究者參考邱皓政（2006）建議以七項指標作題目篩選。七項指標及標準分別為：

是否有高遺漏值、平均值偏離檢驗（以項目平均數超過全量表平均數的正負 1.5 個 

 

個人背景變項 

（控制變項） 

性別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家庭環境變項 

家長參與 

家長教育程度 

家庭社經地位 

學校環境變項 

學前教育經驗 

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同儕關係 

學業準備能力 

數學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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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研究對象背景描述（N = 937） 

 n %  n % 

障礙類別   性別   

智能障礙 186 19.9 男 655 69.9 

視覺障礙 12 1.3 女 282 30.1 

聽覺障礙 56 6.0 家長教育程度   

語言障礙 80 8.5 國小或以下 44 4.7 

肢體障礙 75 8.0 國（初）中 164 17.5 

身體病弱 53 5.7 高中（職） 344 36.7 

情緒障礙 13 1.4 專科 182 19.4 

多重障礙 68 7.3 大學 117 12.5 

自閉症 107 11.4 研究所 62 6.6 

其他 34 3.6 不知道 24 2.6 

發展遲緩 253 27.0 家庭社經地位   

學習障礙 0 0 第一等級 167 17.8 

障礙影響程度   第二等級 401 42.8 

沒有影響 74 7.9 第三等級 39 4.2 

影響不大 190 20.3 第四等級 104 11.1 

有些影響 450 48.0 第五等級 152 16.2 

影響非常大 223 23.8 遺漏值 74 7.9 

 

 

標準差，即高於 3.61 或低於 2.49）、標準差低於 .75、偏態高於 .7、極端組檢定未達 .05

顯著水準者、相關及因素負荷量整體相較低者。此外，研究者比對國小一年級課本，

剔除與國小教材內容重疊的題項，經篩選後留下 24 題（數學 11 題、語文 13 題）進行

因素分析，結果如表二，其 KMO 值為 .97 達極佳適切性（邱皓政，2006），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p < .001），顯示學業準備能力選取的題目具有相當程度的抽樣

適切性且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邱皓政，2006）。透過因素萃取，共萃取出兩個因素，

總變異解釋量為 67.19%，分別命名為「數學」和「語文」。 

自變項及控制變項 

自變項包括家庭背景變項和學校環境變項，控制變項則是特殊幼兒個人背景變 

項，三類變項選用題目和各題計分及處理方式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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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依變項因素分析摘要 

 因素負荷量 

 因素一 因素二 

1. 這孩子指認基本形狀的能力如何 –0.15 0.94 

2. 這孩子認顏色的能力如何 –0.22 0.96 

3. 這孩子會配對相同的形狀嗎 –0.05 0.86 

4. 這孩子數數的能力如何 0.11 0.68 

5. 這孩子會拿出指定數量的物品嗎 0.11 0.75 

6. 這孩子有以下哪些數量概念 0.12 0.72 

7. 這孩子有以下哪些空間概念 0.22 0.65 

8. 這孩子有以下哪些時間概念 0.42 0.45 

9. 這孩子會按照大小順序排列 0.18 0.63 

10. 這孩子知道兩樣常用物品之間的配對關係 0.24 0.63 

11. 這孩子會把相同屬性的東西歸類在一起 0.21 0.65 

12. 能適當地參與團體討論 0.86 –0.03 

13. 會描述自己的生活經驗 0.90 –0.06 

14. 會看圖說有主題的故事 1.00 –0.12 

15. 會說出自己編的故事 0.99 –0.18 

16. 能仿寫自己的名字 0.43 0.37 

17. 能以符號（含圖畫、文字）做簡要的紀錄 0.78 0.06 

18. 聽得懂故事內容 0.67 0.18 

19. 能組合兩個語音 0.49 0.35 

20. 能拆解兩個語音 0.52 0.34 

21. 能理解生活中常見的圖像符號所代表的意義 0.46 0.38 

22. 能看得懂故事書裏面的圖畫 0.55 0.32 

23. 能指認或唸讀簡單的國字 0.43 0.40 

24. 會讀且理解簡單的故事書 0.73 0.15 

 

資料分析 

本研究運用統計軟體 SPSS 25.0 執行統計分析。先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

積差相關考驗探討三類變項與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關係，再以階層迴歸分析依序

投入控制變項、家庭背景變項和學校環境變項，產生三個迴歸模式，考驗家庭背景 

變項和學校環境變項對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解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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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自變項與計分方式 

變項名稱 計分方式 

性別 分為男、女兩類 

障礙類別 原題選項為 12 類，因學習障礙組 0 人，故為 11 類 

障礙影響程度 孩子的障礙對行為表現的影響? 

計分：1（沒有影響）至 4（影響非常大），數值愈大代表影響程度愈大 

家長參與 共五題： 

1. 抽空陪這孩子玩或講話 

2. 和這孩子聊學校裏發生的事 

3. 講故事或讀書給這孩子聽 

4. 複習老師或治療師教過的東西 

5. 帶孩子外出活動 

計分：1（經常）至 4（從來沒有），反向計分並加總 

Cronbach α係數為 .75，表示信度良好 

家長教育程度 「低教育程度」為「國小或以下」、「國（初）中」；「中教育程度」為「高中（職）」、

「專科」；「高教育程度」為「大學」、「研究所」 

家庭社經地位 參考黃毅志（2008）的「改良版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將家長 

職業分類為五等級，為強調教育程度的差別將第一等級編為「低社經地位」，第二

等級與第三等級編為「中社經地位」，第四等級與第五等級編為「高社經地位」 

學前教育經驗 數值愈大代表學前教育經驗愈長 

教師教學專業 

能力 

共四題： 

1. 了解特殊幼兒能力特質 

2. 依特殊幼兒的能力特質設計課程 

3. 依特殊幼兒的學習表現調整教學內容 

4. 依特殊幼兒個別情況，運用適當的教學策略 

計分：1（很有能力）至 4（不太有能力），反向計分並加總 

Cronbach α係數為 .91，表示信度良好 

同儕關係 共兩題： 

1. 就您平日觀察，這孩子和其他小朋友相處得還好嗎？ 

2. 和同年齡一般孩子比起來，這孩子的朋友多不多？ 

計分：1（很好）至 4（完全沒互動），反向計分並加總 

分數愈高表示同儕關係情形愈好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接受融合教育的五歲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影響因素，並在 

控制個人背景變項後，探討學業準備能力的預測因子。以下先說明研究結果，再進行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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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因素 

個人背景變項 

個人背景變項包括性別、障礙類別和障礙影響程度。性別方面，男童（M = 3.10,  

SD = 0.76）和女童（M = 3.03, SD = 0.81），在整體和分向度準備能力均無顯著差異 

（整體 F = 1.90, p > 0.5；數學 F = 3.72, p > 0.5；語文 F = 0.82, p > 0.5）。 

障礙類別方面，從表四可知障礙類別不同，特殊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達顯著差異。

再從事後考驗結果得知，智能障礙幼兒與多重障礙幼兒不論在整體或分向度（數學和

語文）準備能力均顯著落後於其他障礙類別幼兒。最後，障礙程度和學業準備能力則

有顯著負相關（整體 r = –.38, p < .001；數學 r = –.35, p < .001；語文 r = –.38, p < .001）。

障礙影響程度愈嚴重者，特殊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愈弱。 

表四：障礙類別對學業準備能力的變異數分析摘要 

 
 整體學業準備能力 數學準備能力 語文準備能力 

n M SD M SD M SD 

1. 智能障礙 186 2.57 0.70 2.83 0.71 2.34 0.77 

2. 視覺障礙 12 3.52 0.69 3.61 0.71 3.45 0.73 

3. 聽覺障礙 56 3.30 0.74 3.53 0.65 3.10 0.87 

4. 語言障礙 80 3.40 0.71 3.52 0.68 3.30 0.79 

5. 肢體障礙 75 3.47 0.60 3.62 0.49 3.35 0.75 

6. 身體病弱 53 3.65 0.40 3.77 0.30 3.54 0.53 

7. 情緒障礙 13 3.52 0.52 3.64 0.51 3.41 0.56 

8. 多重障礙 68 2.56 0.82 2.76 0.81 2.40 0.91 

9. 自閉症 107 3.08 0.78 3.37 0.73 2.83 0.89 

10. 其他顯著障礙 34 2.88 0.92 3.06 0.84 2.72 1.02 

11. 發展遲緩 253 3.20 0.63 3.45 0.56 3.00 0.76 

  F = 24.38*** 

2、3、4、5、6、7、

9、11 > 1、8 

 

6 > 9、10 

F = 23.49*** 

2、3、4、5、6、7、

9、11 > 1、8 

 

6 > 10 

F = 21.83*** 

2、3、4、5、6、7、

9、11 > 1 

 

3、4、5、6、11 > 8 

 

5、6 > 9 

 

6 > 10、1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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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變項 

家庭背景變項包括家長參與、家長教育程度和家庭社經背景。其中，家長參與跟

特殊幼兒在整體和分向度（數學及語文）準備能力均呈現顯著正相關（整體 r = .26,  

p < .001；數學 r = .24, p < .001；語文 r = .26, p < .001）。 

此外，由表五可知，特殊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因家長的教育程度不同而呈現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經過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得知，三組高低排序為「高教育程度」、

「中教育程度」、「低教育程度」。整體來說家長教育程度愈高，幼兒在整體和分 

向度（數學和語文）準備能力的表現愈好。 

最後，家庭社經地位不同，特殊幼兒準備能力亦有顯著差異（如表六）。經事後

考驗得知，在整體和數學準備能力方面，三組高低排序為「高社經地位」、「中社經

地位」、「低社經地位」；至於語文準備能力方面，「高社經地位」和「中社經地位」

兩組雖無顯著差異，不過生長於中、高社經地位家庭的特殊幼兒，其語文準備能力則

顯著高於生長於「低社經地位」的特殊幼兒。 

表五：家長教育程度對學業準備能力的變異數分析摘要 

 
 學業準備能力 數學準備能力 語文準備能力 

n M SD M SD M SD 

1. 低教育程度 208 2.78 0.75 3.03 0.73 2.57 0.83 

2. 中教育程度 526 3.13 0.77 3.34 0.72 2.96 0.86 

3. 高教育程度 179 3.33 0.72 3.53 0.61 3.15 0.88 

  F = 26.83*** 

3 > 2 > 1 

F = 25.68*** 

3 > 2 > 1 

F = 24.03*** 

3 > 2 > 1 

*** p < .001 

表六：家庭社經地位對學業準備能力的變異數分析摘要 

 
 學業準備能力 數學準備能力 語文準備能力 

n M SD M SD M SD 

1. 低社經地位 167 2.86 0.80 3.10 0.77 2.65 0.89 

2. 中社經地位 440 3.11 0.76 3.32 0.72 2.93 0.85 

3. 高社經地位 256 3.27 0.72 3.49 0.60 3.08 0.88 

  F = 15.08*** 

3 > 2 > 1 

F = 15.80*** 

3 > 2 > 1 

F = 12.71*** 

3、2 > 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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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環境變項 

在學校環境變項方面，學前教育經驗、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和同儕關係三者與特殊

幼兒整體學業準備能力、數學準備能力及語文準備能力的相關見表七。研究結果發現，

特殊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與同儕關係最高達中度正相關，與學前教育經驗、教師教學

專業能力則呈現低度顯著相關。 

表七：學校環境變項和學業準備能力的相關分析摘要（N = 937） 

 學業準備能力 數學準備能力 語文準備能力 

學前教育經驗 .14*** .14*** .14*** 

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17*** .15*** .17*** 

同儕關係 .45*** .39*** .46*** 

*** p < .001 

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預測因子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在控制幼兒個人背景變項後，找出整體學業準備能力、

數學準備能力和語文準備能力的預測因子。研究者先進行共線性診斷，檢測結果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自變項之間並無嚴重的多元共線性問題，再以強迫輸入法建立迴歸

模式，整理如表八。 

首先，整體學業準備能力的迴歸模式檢定 F（20, 739）= 26.57，達統計 .001 顯著

水準，代表迴歸方程模式存在。首先投入個人背景變項整體解釋力為 29%，障礙類別

和障礙影響程度呈現顯著影響。由於參照組為智能障礙，顯示智能障礙較其他障礙 

類別為不利的預測因子。其次加入家庭背景變項後解釋量增加 3.7%，家長參與和家長

教育程度呈現顯著影響力。最後加入學校環境變項後解釋量增加 7.6%，整體解釋力達

40.3%。由表中可知，當控制個人背景變項後，家長參與呈現正向顯著影響；此外， 

相較於高教育程度家長，低家長教育程度組呈現負向影響，不過家庭社經地位並未 

出現影響力。至於學校環境變項中，學前教育經驗、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和同儕關係 

三個變項皆呈現正向顯著影響，其中同儕關係的 β 值最高，顯示其影響力最大。 

其次，數學準備能力的迴歸模式檢定 F（20, 739）= 20.65，達顯著水準，代表 

迴歸方程模式存在。投入個人背景變項整體解釋力為 26.9%，障礙類別和障礙影響 

程度呈現顯著影響，智能障礙較其他障礙類別為不利的預測因子。其次加入家庭背景

變項後解釋量增加 3%，家長參與和家長教育程度呈現顯著影響力。最後加入學校環境

變項後解釋量增加 4.2%，整體解釋力達 34.1%。從表中可知，當控制個人背景變項後，

家長參與亦有正向顯著影響力，低家長教育程度組呈現負向影響；學前教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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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階層迴歸分析摘要 

  整體學業準備能力 數學準備能力 語文準備能力 

 變項 B β B β B β 

Model 1 

個人背

景變項 

男 a       

女 –0.09 –.05 –0.09 –.06 –0.08 –.04 

智能障礙 a       

視覺障礙 0.58 .09** 0.47 .08** 0.68 .10** 

聽覺障礙 0.32 .10** 0.36 .12*** 0.28 .08* 

語言障礙 0.41 .14*** 0.33 .12*** 0.48 .15*** 

肢體障礙 0.64 .21*** 0.57 .20*** 0.70 .20*** 

身體病弱 0.59 .18*** 0.54 .18*** 0.64 .17*** 

情緒障礙 0.75 .11*** 0.64 .10** 0.86 .11*** 

多重障礙 –0.03 –.01 –0.09 –.03 0.02 .01 

自閉症 0.28 .12** 0.34 .16*** 0.23 .09* 

其他顯著障礙 –0.02 –.01 –0.02 –.01 –0.02 .00 

發展遲緩 0.38 .21*** 0.39 .23*** 0.38 .19*** 

障礙影響程度 –0.18 –.21*** –0.16 –.20*** –0.20 –.20*** 

Model 2 

家庭背

景變項 

家長參與 0.03 .10** 0.02 .09** 0.03 .11** 

高教育程度 a       

低教育程度 –0.22 –.12** –0.23 –.13** –0.21 –.10* 

中教育程度 –0.01 –.01 –0.05 –.03 0.02 .01 

高社經地位 a       

低社經地位 –0.08 –.04 –0.05 –.02 –0.10 –.05 

中社經地位 0.03 .02 0.04 .03 0.02 .01 

Model 3 

學校環

境變項 

學前教育經驗 0.06 .09** 0.05 .08* 0.07 .10** 

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0.03 .10*** 0.02 .08** 0.04 .11*** 

同儕關係 0.16 .29*** 0.12 .24*** 0.19 .30*** 

𝑅2  .403 .341 .400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a 為參照組 

 

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和同儕關係三個變項皆對數學準備能力呈正向顯著影響，其中同儕

關係的 β 值最高，顯示其影響力最大。 

最後，語文準備能力的迴歸模式亦有類似結果，語文準備能力的迴歸模式檢定 

F（20, 739）= 26.27，達顯著水準，代表迴歸方程模式存在。投入個人背景變項整體 

解釋力為 27.1%，障礙類別和障礙影響程度呈現顯著影響，智能障礙較其他障礙類別

為不利的預測因子。其次加入家庭背景變項後解釋量增加 3.7%，家長參與和家長教育

程度呈現顯著影響力。最後加入學校環境變項後解釋量增加 9.2%，整體解釋力達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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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三個迴歸模式均呈現相似結果，控制個人背景變項後，家長參與、 

家長教育程度、學前教育經驗、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和同儕關係是特殊幼兒整體學業 

準備能力、數學準備能力和語文準備能力的預測變項，其中同儕關係的 β 值最高， 

足見其影響力不容小覷。 

綜合討論 

本研究探討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影響因素，並在控制幼兒個人背景變項後，

探究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預測因子。研究結果有一致的發現：在控制幼兒個人 

背景變項後，能預測學業準備能力的有效因子為家長參與、家長教育程度、學前教育

經驗、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和同儕關係。本研究尤其關注環境變項對學業準備能力的 

影響，以下綜合討論研究結果。 

首先，在家庭背景變項方面，本研究發現「家長參與」跟學業準備能力達顯著 

正相關且是重要的預測變項，與過去針對一般幼兒的研究相同（白華枝等，2015； 

黃馨慧，2020；Ferretti & Bub, 2017; Joe & Davis, 2009; Leerkes et al., 2011; Melhuish  

et al., 2008），可知不論是一般幼兒還是特殊幼兒，家長參與對幼兒發展具關鍵角色。

其次，「家長教育程度」對幼兒學業準備能力有正面影響亦與過去研究相符（宣崇慧，

2000；Jacobsen et al., 2017）。家長教育程度高可能較有能力在家指導特殊幼兒，亦 

可以成為孩子學習的榜樣。最後，本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不同，特殊幼兒準備

能力雖有顯著差異，但是同時投入幼兒個人變項、家庭背景變項和學校環境變項後，

家庭社經地位卻不具預測力，此發現與林佳慧等（2019）以一般幼兒為對象的研究 

結果相呼應。研究者推測，相較於社經地位，家長參與和高品質的親子互動應是特殊

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關鍵推動力。 

在學校環境變項方面，本研究發現「學前教育經驗」與學業準備能力有正相關，

而且在投入個人背景變項和家庭背景變項後，學前教育經驗仍為預測因子，此結果與

過去研究相同（Barnett & Hustedt, 2003; Magnuson et al., 2004）。入讀小學前的就學 

時間持續愈長，對日後學業成績愈有顯著影響（Sammons et al., 2004）。其次，「教師

教學專業能力」與學業準備能力雖僅有低度正相關，然而在投入個人背景變項和家庭

背景變項後，教師教學專業能力仍為有效預測因子，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相同（Anderson 

& Phillips, 2017; Hamre et al., 2014），這亦說明了普通班教師若能掌握特殊需求幼兒的

特質和需求，為孩子在課程設計上作適當調整，就能在促進孩子的學業準備能力上 

發揮影響力。最後，本研究發現「同儕關係」與學業準備能力正向相關，這與過去 

研究結果一致（Gallardo et al., 2016; Ladd et al., 1999; Trentacosta & Izard, 2007）。特別

的是，過去研究並未同時考量幼兒家庭背景和與學校環境變項間的相互消長變化，而

本研究控制幼兒個人變項且同時投入家庭背景和學校環境變項時，發現同儕關係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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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最強的預測力，可見同儕的支持是不容小覷的力量。本研究對象是安置在普通班

的特殊幼兒，因此推測融合情境有助特殊幼兒社會互動和語言發展（Seery et al.,  

2000），正向的友伴關係令特殊幼兒得以與一般同儕頻繁接觸和互動，透過觀察模仿

提升其學業準備能力。 

最後，幼兒的個人背景變項為控制變項，本研究發現智能障礙組和多重障礙組 

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和分向度（數學和語文）準備能力顯著比其他障礙類別幼兒為弱，

智能障礙組是預測學業準備能力的不利因子。此研究結果並不意外，亦與本地和外國

研究相符（Markowitz et al., 2006），顯示認知能力影響其學業表現。此外，障礙影響

程度是不利的預測因子，亦如預期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田佳靈、林秀錦，2016；

Blackorby et al., 2007），雖然宣崇慧、林寶貴（2002）指出，學前聽障生讀寫發展能力

並不受聽覺障礙程度影響，但該研究稱障礙程度是指聽損程度，與本文所指障礙影響

程度意涵不同。最後，本研究並未發現性別在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上有其差異，此

結果與美國 PEELS 的研究結果相符（Markowitz et al., 2006），亦與其他探討幼兒數量

或認知表現並沒有性別差異的結果一致（林佳慧等，2019；賴孟龍、陳芸鍾，2010；

Hindman et al., 2010）。然而，過去有研究發現特殊幼兒讀寫萌發或語文能力因性別 

而異（田佳靈、林秀錦，2016；宣崇慧、林寶貴，2002），本研究是針對安置普通班

接受融合教育的特殊幼兒進行分析，是否因為研究對象不同所致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普通班五歲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相關因素和預測因子。研究

結果發現相關因素包括障礙類別、障礙影響程度、家長參與、家長教育程度、家庭 

社經地位、學前教育經驗、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和同儕關係。 

在控制幼兒個人背景變項後，家長參與、家長教育程度、學前教育經驗、教師 

教學專業能力和同儕關係皆能預測特殊幼兒的學業準備能力，尤其同儕關係的預測力

最強。 

本研究樣本取自 SNELS 資料庫，自該資料庫母群體隨機抽樣應具代表性，但 2009

年的調查資料在推論上仍需謹慎；此外，特殊幼兒各障礙類別差異大，即使相同障礙

類別仍有其殊異性，故本研究結果不宜過度類推。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 

1. 鼓勵發展同儕關係。本研究發現同儕關係是有效預測學業準備能力的重要因子。

建議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重視特殊幼兒與同儕的友伴關係，令特殊幼兒有機會 

展現優勢，塑造正面形象，營造同儕之間互動、合作和交流的機會，使特殊幼兒

有更多機會與同儕接觸，由同儕提供的鷹架協助特殊幼兒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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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普通班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知能。本研究發現教師教學專業能力與特殊幼兒 

學業準備能力有顯著相關，當控制幼兒個人及家庭因素後，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具

預測效果，顯示普通班教師若能掌握特殊幼兒的能力和特質，依幼兒的表現調整

教學內容，便能令孩子在參與學習上更順利。建議教育行政單位提供幼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教學專業知能，使他們能在融合情境中進行環境規劃和課程教學調整，

以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3. 鼓勵家長參與。本研究發現家長參與對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有正面影響，且為

學業準備能力的重要預測變項。建議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能多與特殊幼兒家長 

溝通，鼓勵家長參與園所親職活動，提供家長親子活動資訊，與家長討論在家 

教導孩子的具體策略，讚美家長的努力以提升家長的教養能力。 

4. 關注低教育程度的家長。教育程度較不足的家長在如何教導孩子、認識參與孩子

學習的重要性或是社會資源信息的取得可能較困難，故建議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面對教育程度較低的家長時，要多提供教導孩子上的協助和家庭資源的支持。 

5. 繼續探究家庭和學校環境如何影響特殊幼兒學業準備能力。本研究以多元迴歸 

分析，雖有診斷多元共線性，但未能考慮自變項之間的關聯，這是本研究的限制。

建議日後可使用結構方程模式探討自變項對學業準備能力的影響，以及家庭和 

學校對學業準備能力的潛在中介或調節效果。此外，本研究發現同儕關係對學業

準備能力不僅影響力顯著，且為影響力最強的因素，然因受限於資料庫有關同儕

關係的題目較少，無法進一步探究，建議未來研究可以繼續關注同儕關係對特殊

幼兒學業準備能力的影響。最後，本研究以全體特殊幼兒探討學業準備能力的 

相關因素，並未細究特定障礙類別，家庭和學校對特定障礙類別幼兒學業準備 

能力的影響仍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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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cademic Readines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n Analysis From SNELS Data 

Siou-Wun MEI & Hsiu-Chin LI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cademic readines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t age 5 in inclusive education settings and furthermore, to explore the predicting 

factors of academic readiness when controlling individual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gender, 

disability categories and impact of disabilities. The data from “Special Needs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SNELS) of 2009 were analyzed and processed through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ing one-way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a)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readiness amo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due to their disability categories,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and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besides, impact of disabilities, parental participation, preschool education experiences,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peer relationship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cademic 

readines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s well; (b) as children’s individual variables were 

controlled, parental participation,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preschool education experiences,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peer relationships are the effective predictors of academic 

readines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especially peer relationships. 

Keywords: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cademic readiness; Special Needs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S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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