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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馬太效應？

“For to every one who has, more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abundance; but from him who has nothing, 
even what he has shall be taken away.”（「凡有的，還
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
要奪去」，衍生白話為「富者恆富；貧者恆貧」），
這是聖經（馬太福音）裡頭的一個故事，其意指富
者與貧者是由於最初的起跑點不一致，隨著時間的
流逝，導致差距逐漸跨大，此現象被社會學家稱為
「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Merto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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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效應也存在於教育現場

Merton（1968）是最早在教育現場中發現馬
太效應的人，他發現最優秀的科學家是來自
於良好的工作經驗和學習機會，而失敗的科
學家只是輸在起跑點而已。

Walberg & Tsai（1983）也指出，學業成就優
異的學生，只是比別人更早擁有豐富的學習
經驗而已。

4



隱喻…
1.人之初，差異小；人之長，差異大。

2.剛入小學時，彼此間的學習成就差異不大；但隨著
個人所處環境的不同，投入學習的時間、努力、動
機、毅力也都不相同，及長，彼此間的學習成就差
異便逐漸擴大。

3.每位學生隨著年齡的增長，其學習成就都會進步，
這是自然的成長。只是，起步即有好成就的學生，
他的學習成就增長速度，遠超過起步即沒有好成就
學生的增長速度。然後，隨著年齡的增長，此間的
學習成就差異愈形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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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就差異的馬太效應

（引自余民寧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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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

一、不可變因素：
如：家庭因素，如「家庭社經地位」

二、可變因素：
如：家庭因素，如「父母參與」

個人因素，如「自律學習」

教師因素，如「快樂教師效應」

學校因素，如「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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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教育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學校內的
「學習成就」是與「有效投入學習

的時間」成正比的。

但誰比較有此充足且有效投入學習
的時間呢？這問題的答案卻與「家

庭社經地位」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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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就差異是如何擴大的？-1

一、高社經地位家庭孩子的學習情形：
1.就讀私立學校者

（1）週一～週五：8：00～21：00上學

（2）週六及假日：學習額外技能（攀岩、第二外語、小提琴）

（3）寒暑假：寒令營、夏令營、出國遊學、預習下學期功課

2.就讀公立學校者

（1）週一～週五：8：00～17：00上學，放學後去補習

（2）週六及假日：學才藝或補習、玩電動、看電視

（3）寒暑假：寒令營、夏令營、出國遊學、預習下學期功課

總結：一年到頭，學習時間既長又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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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就差異是如何擴大的？-2

二、低社經地位家庭孩子的學習情形：
只能就讀公立學校：

（1）週一～週五：8：00～17：00上學

A.放學後回家、閒晃、看電視、玩電動(或補救教學)
B.放學後打工、幫忙看家、顧店、照顧弟妹

（2）週六及假日：打工、幫忙看家、顧店、照顧弟妹、閒晃、

看電視、玩電動、閒晃

（3）寒暑假：打工、幫忙看家、顧店、照顧弟妹、閒晃、

看電視、玩電動(或補救教學)

總結：一年到頭，學習時間短暫且斷斷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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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

其他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如：

1.個人因素：智力、動機、努力、毅力、…

2.家庭因素：文化資本、社會資本、…

3.班級因素：班級氣氛、同儕壓力、…

4.教師因素：愛心、教育理念、教學方法、…

5.學校因素：圖書藏量、教學設備、…

6.政府因素：教育政策、教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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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9年或12年後…
小學時，彼此差異不大。

但9年或12年後，…
• 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孩子，學習成就愈來愈高，
進步的速度也愈來愈快。

• 低家庭社經地位的孩子，學習成就緩慢進步，
但進步的速度與幅度，遠不及高家庭社經地
位的孩子。

• 兩者的差異，隨著時間的進展，愈來愈大，
宛如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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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始效果：出生日期效應

國民教育法第2條規定：「凡六歲至十五歲之國民，
應受國民教育；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國民，應受
國民補習教育。」

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國小新生入學資訊網公告：
「小朋友在當年度9月1日（含9月1日當天）滿六足
歲，即屬於當年度9月應入小學就讀之學童。今年之
一年級新生為99年9月2日至100年9月1日（含9月1日
當天）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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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入學，影響深遠

如果你／妳（身為父母的人）的孩子是在六、
七、八月出生，到了九月一日時（已滿六足
歲），你／妳就要他／她準時入學嗎？

父母決定何時讓子女入學，會影響孩子的學
習成就起始點，並且影響十分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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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英國的研究發現…

英國的研究指出「小學入學時間與成績表現有關」。夏季出
生的學童面臨「出生日期效應」（birth-date effect）的影響：
亦即，出生於六月、七月、八月的兒童，在統計上顯示其學
習表現低於同儕。該研究並指出，小學畢業時，此差距高達
12％，而在GCSE測驗上，夏季出生的兒童在各學科的成就
表現平均低於同儕；在進入大學時，秋天出生的兒童進入牛
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的比率，比夏季出生的兒童多了30％。

因此，英國的許多家長傾向於讓夏天出生或早產的兒童，晚
一年再入學，即是認為其孩子的心智成熟度還不夠按正常歲
數入學。（引自教育部電子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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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加拿大的統計發現…
1.以加拿大曲棍球代表隊為例，無論哪一隊的明星球
員，約40％的球員在1～3月出生，30％在4～6月出生，
20％在7～9月出生，10％在10～12月出生。

2.因為加拿大曲棍球年齡分級的分界是1月1日。凡1.1.
～12.31.出生者皆屬同一年齡組別。

3.所以教練會挑選具有「天賦」的孩子進入球隊訓練。
在此，天賦即是指塊頭大、身體協調度佳、身體成熟
度高。亦即，這些孩子具有先天的「優勢」。

4.成功是「優勢累積」的結果，和家世背景及有無貴
人相助有很大的關係。～引自「異數」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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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國內的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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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甚至可持續16年…

以政大94～103學年度畢業生的成績為例：

僅94、98、100年度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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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準時入學（滿六足歲即入學）
者而言，「出生日期效應」影響孩子
的學習成就，甚至可長達16年。

滿六足歲即入學，可能會付出16年學
習成就低落於同儕的代價，值得嗎？

您真的還要讓孩子準時入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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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的入學年齡

我的建議：國民教育法應該修
訂為年齡足6歲半或以上者，才

是較佳的入學年齡。

如此一來，也許未來的補救教學就不必做得那
麼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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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變因素：補救教學

補救對象：學習低成就學生

補救科目：國、英、數三科

補救師資：現職教師、退職教師、代理代課教
師、實習教師、一般大學生

補救時間：每日放學後、週末假日

補救依據：國、英、數三科「基本學習內容」

補救方法：差異化教學

經費來源：教育部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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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就學生的特徵
（一）學業表現

（1）低成就學生往往測驗與學業成績較差。

（2）在閱讀與數學程度比一般同儕低。

（3）有學業方面的挫折經驗。

（4）作業無法正常繳交，會使用藉口推託或是直接抄襲。

（二）平時表現

（1）低成就學生依賴心較重，需要教師與家長的注意。

（2）容易分心，但對於本身有興趣的科目，具有優異的理解力，
甚至會出現固著的行為。

（3）在社會性的適應較無法融入。

（4）缺乏毅力與恆心。 （5）不喜歡學校與作業。

（6）偏低的出席率。 （7）家庭的支持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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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成效—學生觀點

學生問卷的實徵性研究成果：
1.低成就學生愈早接受補救教學，效果愈好。

2.補救教學學生在「自我歸因、目標管理、學習動機管理」
等因素上，皆偏向正向。

3.學生認為補教教學的個別化教學程度高，且相當滿意整體
教學歷程及成效。故整體而言，補教教學是成功的。

4.補教教學的成敗在於個別化教學程度，它確實有發揮功用，
可彌補一般大班教學的不足。

5. 影響補教教學的學習滿意度和學習成效的主要因素，皆是
個別化教學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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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成效—教師觀點
教師問卷的質性研究成果：
1.認為學生在學習方面的程度差異太大，是當今教學上所面
臨的最大問題。

2.支持教育部的補救教學政策，同意補救教學確實能幫助學
生學習的看法。支持「放學後時段」進行補救教學，而開班
人數建議為3人，且單科補救教學時數以平均每週3堂課為宜。

3.學生樂於參與補救教學課程，且學習認真，在課後也較不
抗拒原課程與更有信心。

4.補救教學可以帶給學生溫暖，教學相處融洽且學習氣氛良
好，學生也能勇於向老師提問。

5.當已盡力實施補救教學但仍成果不彰時，贊成將補教教學
時間改成多元智能學習社團，讓學生探索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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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成效—我的補充觀點
研究者的心得建議：

1.一對一的補救教學（即愈是個別化教學程度）
效果最好，但成本、代價也高。

2.補救的時間要夠長，單科一週至少三堂課進
行補救，可能是必要的時間付出。

3.寒暑假期間，也要持續進行補救。

4.除了學科（即學術性向科目：國英數）以外，
教師同時進行品格教育、性向探索活動、給予
持續鼓勵與勉勵的支持性力量，是絕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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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決之道：適才適所

1.快樂教師效應

2.尋找自己的天命—適性教育的起點

3.心流（忘我）經驗

4.一萬小時的練習效應

5.推展適性教育

26



1.快樂教師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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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快樂教師任教的好處

1.具有高主觀幸福感、低憂鬱情緒傾向的教師，
即為所謂的「快樂教師」或「巔峰型教師」。

2.他擁有高正向比值，亦即，所擁有的正向情
緒遠多於負向情緒，其比值至少大於3以上。

3.他會具有教學熱情、自我效能、創意思考、
樂觀思維、高心理資本、正向因應壓力能力、
與靈性健康與幸福感。

4.最重要的，他會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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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尋天命—適性教育的起點

Ken Robinson與Lou Aronica把天命定義為：
「喜歡做的事與擅長做的事能夠相互結合的
境界」！簡單的說，即是指「天生資質與個
人熱情結合之處」！

「當你歸屬於天命，你所擁有的，將與自我
認同、生命意義、身心健康息息相關，指引
你自我啟發、自我定位，並發揮生命應有的
價值」。

～引自「讓天賦自由」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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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天命的呼喚

天命多半發生在你選擇做一項你暨喜歡又擅
長的工作上，它通常需要你投入熱忱（動
機＋努力＋毅力），若再加上獲得表現機
會，你就能夠做出一番偉大的事業，獲得
物質社會所讚許的成功與成就。

選擇天命當成你的工作，並且在工作中盡情
發揮你的長處，就容易從工作中體會心流
（福樂、忘我）的經驗，進而提高你的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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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尋找自己的天命？
兩大成分：「天資」與「熱情」，及兩個先決條件：「態度」
和「機會」。

1.我有：擁有什麼天資？天賦？多元智能？

2.我愛：具有什麼熱情？做什麼事最能體會忘我？

3.我要：你的態度會決定你的高度、成就。

（你如何看待自己與環境的關係 — 觀察事物的角度、做事情
的動機、毅力、以及付出的努力）

4.在哪？機會總是留給已經準備好了的人。（努力充實自己，
走出去積極參加某些活動，以尋求展現自己才華的機會，並
多方探索自己天賦的可能性，都會決定能否有機會展現你的
天命） （～引自「讓天賦自由」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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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流(忘我)經驗是關鍵

當所從事的工作困難度挑戰與自己的資質
能力（才華、天賦）旗鼓相當時，心流（忘我）
經驗就會產生。滿足感的一個最高境界，即稱
作「心流、福樂、忘我」（flow），即是指我
們全心全意投入在做某一件事情時的感覺。

這種人生最佳經驗的感受，相當於馬斯洛
教授（A. H. Maslow）所指稱的「高峰經驗」
（peak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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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經驗 (心流、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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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萬小時的練習效應

無論想從事任何專業技術、知識密集、或工匠
技藝的行業，只要投入1萬小時的用心學習（或練習）
（mindfulness learning or practice），即能成為技藝
精湛的專家（expertise）。

1萬個小時大約是多久的時間呢？即是大約每天
3小時，持續十年的光陰。（十年磨一劍！）

成功是「優勢累積」的結果。

～引自「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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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熟學習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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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策略—精熟學習的方法
1.首先，認真上課、聽講（每一單元的學習）。

2.回家後，把上過的課程內容，自己複習（自習）一次。

3.打開第一本參考書，自習一次，並寫練習題。答錯者，
將該題打勾，並徹底翻閱參考書上的解釋、說明，以
瞭解錯誤的所在，更正並瞭解其真正的意義或概念。

4.再打開第二本參考書，重複步驟3。
5.依此繼續練習，直到第N本參考書的練習題完全正確
為止。至此，本（第一）單元的學習至此達到100％的
「精熟」水準。

6.接著，進行第二單元，並重複上述步驟1到步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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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展適性教育
1.問學生：「你在做什麼事情時，最能夠達到忘我
的境界」？

2.問學生：「什麼是你既喜歡又擅長的事」？

3.鼓勵學生去探索、發展優勢智能（天命、亮點）。

4.與學生討論對「優勢智能」的看法，並培養應有
的態度與見解。

5.給予學生展現該項「優勢智能」的機會，做到
「No child left behind.」(帶好每一位孩子)。
6.鼓勵學生抓住機會，並投入達1萬小時以上的練習，
他自然會成為某領域技藝精湛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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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代結論
1.馬太效應亦存在於教育現場，尤其是造成學習成就差異的
擴大。

2.克服馬太效應的影響，應著重在可變因素的操弄與控制。

3.補救教學是屬可變因素之一。

4.出生日期效應是關鍵的影響因素之一。

5.足六歲半以上的兒童，才適宜入學小學就讀，學校並且推
動適性教育，發展每位學生各有的優勢潛能，可能才是低成
就學生補救教學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法。

6.建議學校聘請快樂的教師來任教，即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成
果（learning outcomes），包括：內外在歸因、情緒幸福感、
自我效能、學習動機、正向因應壓力策略、自我接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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