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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內容

（一）前言

學習動機方面的學者 Eccles 和 Wigfield (Eccles et at., 1983; Eccles & Wigfield, 2002;

Wigfield & Eccles, 1992, 2002) 提出成功期望價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model of

achievement)，在此期望價值理論中，影響學習動機的因素有二，一是對成功的可能性

之估計，二是對成功或目標所賦予的價值，即課業任務價值。因此學生若是不看重課業

任務價值，有可能影響其學習動機，並進而影響其學業成就。

在實務工作情境中，確實有部分學業低成就學生之困擾，可能源自課業任務價值低

落導致課業學習動機低落，進而造成學習動機低落與學業失敗的惡性循環。要改變這種

缺乏動機的情形，諮商工作者，應思考如何在學校生活中提高他們的課業任務價值。

（二）研究目的

研究者之博士論文（羅幼瓊，2005）發展出一個提高學生課業價值進而提升其學習

動力的改變歷程模式，包含十七個要件，而此模式有待驗證。本研究希望能比較表現終

點行為與未表現終點行為之當事人，如果未表現終點行為之當事人確實缺乏某項要件，

就可以驗證此模式之效度。

其次，本研究期望能夠利用「大學生讀書策略量表」（李咏吟、張德榮、洪寶蓮，

1991），以及「大學生課業價值量表」（羅幼瓊、林清文，2007），在學生進行「以提升

課業價值為導向之學習諮商」之前及完成後，進行前測與後側，表現出終點行為的當事

人，將在此課業價值量表以及大學生讀書策略量表顯示其課業價值已提升或讀書策略已

改善的現象，以證明模式的效果。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 以提升課業價值為導向之學習諮商模式中，比較表現終點行為與未表現終點行為之

當事人在模式要件之表現差異，以驗證此模式之效度。

2. 比較「表現終點行為」與「未表現終點行為之當事人」在「大學生讀書策略量表」

與「課業價值量表」之差異，以驗證此模式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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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關於文獻探討，以下將探討任務分析法的相關研究、本研究者之博士論文研究成

果、任務分析驗證模式效度的相關研究、以及任務分析法驗證模式效果的相關研究。

1. 任務分析法及相關研究

Rice and Greenberg(1984)提出任務分析法，由案主的改變歷程去檢驗、修正原先的

諮商理念，而建構出一個以事件為主的諮商工作模式。

首先，由研究者先提出一個理念模式，說明他們對於改變的假設以及改變如何發

生，這個理念模式可以作為觀察案主實際表現的架構，引導對諮商現象的觀察。接著，

研究者仔細觀察當事人的活動與表現，當事人的表現也許適合、也許不適合這個架構，

根據當事人的改變歷程再來檢驗或修正這個模式（Rice & Greenberg, 1984; Berlin, Mann,

& Grossman, 1991)。所以任務分析可以說是一個反覆的比對理念與實證資料(rational

-empirical data)的研究過程，將原本只是透過思考所想像出來的模式與當事人實際的表

現來回比較，就能得到一個很完整的描述案主在諮商過程中改變的模式(patterns of

change) (Stern, 2001)。他們稱其為任務分析法(Task Analysis)（王行，1995）。

任務分析法一般分為兩個階段，八個步驟；第一階段包含前六個步驟，是「發現」

的階段；第二階段包括最後兩個步驟，為「驗證」的階段（李素芬，2002；Greenberg, 1992,

Greenberg & Newman, 1996），這八個步驟包括：專家治療師將內在想法明確說出，選擇

與描述任務環境，證明任務是顯著的，呈現可能的理念模式，描述當事人實際的表現，

理念與實證的比較及分析以建構模式，驗證模式的效度，求得過程與結果的相關以驗證

效果。

2. 本研究者博士論文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者博士論文（羅幼瓊，2005）之研究成果為透過諮商，協助低課業價值觀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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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低成就的學生，得以因課業價值提升，而停止課業學習動機低落或學業失敗的循環；

其次，以任務分析方式了解當事人經歷何種歷程與任務，達到課業任務價值之改變；最

後，建構課業任務價值取向的初步課業學習諮商模式。

關於當事人課業價值提升所經歷的歷程與任務，總共發展出十七項詳細而具體之當

事人需表現的要件，包括當事人之起點行為為何，諮商前、中、後的議題與處理方式為

何，以及當事人之終點行為為何。

當事人之起點行為是課業任務價值低落，此可表現在初次晤談時口語陳述；再來是

在填寫報名表時的文字陳述；以及在「課業任務價值檢核表」中勾選低課業價值的題數

超過八題。

諮商前期的議題為無助感、對改變的承諾、歸因的鬆動與促進覺察。諮商中期的議

題與處理首先為協助當事人探索其成功經驗，而產生重新處理課業的動力。利用當事人

對家庭作業之抗拒與遲滯作為討論之媒材，諮商員在諮商中提供指導，當事人可進行各

項學習策略之自我調整，解決學習困難與問題，而提高自我效能。至此，當事人對於課

業任務的代價評估降低，整體的課業任務價值獲得提升。

諮商後期的議題與處理為當事人提到未來生涯願景，而重新評估英文課業的重要性

與效用性，認為這兩者已經逐漸提高；此時，當事人在課業任務價值提高之後，較可知

覺情境樂趣，其興趣價值已提升。

當事人終點行為之辨識為課業任務價值提升，學習動力提高，以及能採取自發而主

動之學習行為。

最後，關於建構一個以提升課業任務價為導向之諮商模式，已獲得初步的架構，模

式分為六個階段，第一階段目標為建立關係與了解問題；第二階段目標為增加覺察，提

升動機；第三階段為工作階段一，經由探索成功經驗，產生重新處理課業之動力；第四

階段為工作階段二，目標為發展自我調整策略，使自我效能提升；第五階段為協助當事

人重新再歸因，修正負向情緒記憶；最後第六階段為結束階段，當事人表現各項終點行

為，可結束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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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務分析驗證模式效度的相關研究

驗證模式的效度(Verification)可說是一個假設驗證的步驟(Greenberg, 1992)。在一系

列任務分析研究的步驟後，當諮商模式經過數次的修正而逐漸建構完成後，比較成功解

決與未成功解決問題的案主之表現，可以發現任務表現中的某幾個成分確實可以區分成

功與不成功的案主表現，就證明這個模式是相當可以描述任務完成的過程，於是可以將

此模式加以推論(Generalizing)、以應用到更多的當事人身上(Greenberg, 1984, p102-104)。

利用一些評量步驟，比較治療成功與不成功的案例，模式中的成分在評量的表現上

是否有所不同，就可以驗證模式(Verification of the model)的效度。

在 Greenberg(1984)的研究中，用三個量表，包括社會行為結構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SASB, Benjamin, 1974)，口語品質量表 Vocal Quality (Rice &

Kerr, 1986)，及體驗量表 Experiencing Scale (Klein, Mathieu, Kiesler, & Gendlin, 1969)都顯

示問題解決和未解決的當事人在某個特定的點，其結果的確有所不同，可以驗證模式的

有效性。

4. 任務分析測量模式效果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所發展出來的模式過程任務，是否可以預測或解釋當事人的改變。即考驗諮

商模式中某幾個步驟與諮商效果(outcome)的相關，以證明模式的過程是有效果的，這叫

做求得過程與結果的相關(Relating outcome to process)。

Greenberg 和 Foerster (1996)研究解決未完成事件的任務分析，以一些測量諮商效果

的量表，將 12 個解決與 8 個未解決的當事人做個比較，發覺他們的確有差異，表示這

個模式真的可以描述解決未完成事件歷程中一些重要的轉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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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1. 研究參與者

招募研究參與者的方式為在開學第三到第五週時，對亞洲大學各學院的學生提供團

體式「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李咏吟、張德榮、洪寶蓮，1991）及「大學生課

業任務價值量表」（羅幼瓊、林清文，2007），篩選出學習動力較低的學生，結果選擇有

意願後續處理，且為非環境阻礙的高學業失敗風險學生為研究對象，大約選取 10 人為

研究參與者。

2. 研究人員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人員包括研究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研究助理。研究主持人負責撰

寫文獻探討、對研究參與者進行前後測、課業學習諮商、提供編碼架構、編碼、分析資

料、撰寫研究報告。共同主持人提供研究方法與方向的諮詢。研究助理有數位，兩位擔

任協同編碼員，一位協助處理研究的行政庶務，例如招募與聯繫研究參與者，招募與聯

繫謄稿員，報帳等。兩位協同編碼員均為彰化師大博士班的學生，均曾擔任過研究主持

人之協同編碼員，對於學習諮商與質的研究相當熟悉。兩位協同編碼員將協助比較達到

終點行為與未達終點行為的參與者，若是未達終點行為的參與者確實缺乏諮商模式的某

些要件，以致無法達成終點行為，這將可證明此諮商模式的效度。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使用「大學生讀書策略量表」（李咏吟、張德榮、洪寶蓮，1991）

及「大學生課業價值量表」（羅幼瓊、林清文，2007），比較達到終點行為與未達到終點

行為的研究參與者，若是達到終點行為的參與者在「課業任務價值量表」與「大學生讀

書策略量表」表現都得分較高，則可以證明此課業學習諮商模式的效果。

3. 資料收集與分析

對研究參與者進行諮商過程中將錄音並謄成逐字稿，分析逐字稿，比較表現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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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與未表現終點行為者，未表現終點行為者確實缺乏某些要件，證明此模式之效度。

在研究參與者進入諮商前與諮商後，給予「大學生課業價值量表」（羅幼瓊、林

清文，2007）與「大學生讀書策略量表」（李咏吟、張德榮、洪寶蓮，1991）之測量，

以小樣本的統計方法，比較表現終點行為與未表現終點行為者、諮商前與諮商後有所差

異，就可驗證諮商模式的效果。

（五）結果與討論

1. 結果

比較表現終點行為與未表現終點行為者，未表現終點行為者確實在某幾項要件特別

困難，難以完成，因此可以證明「以提升課業價為導向之課業學習諮商模式」之效度。

諮商結束後以「大學生讀書策略量表」（李咏吟、張德榮、洪寶蓮，1991）及「課

業任務價值觀量表」（羅幼瓊、林清文，2007）進行後測，表現終點行為者在這兩份量

表的分數都較前測為高，表示此課業學習諮商模式有其效果。

2. 討論與建議

有幾項要件的困難可以從當事人以下的表現而看出，例如深沈的無助感、對學業低

成就的外在歸因、對改變的沒有承諾、以及未覺察課業低成就與其低課業價值的關連。

面對當事人無助感、外在歸因、沒有承諾、未覺察，諮商員一開始不要太急切於改善當

事人的課業困難，應給予當事人的學業困難同理與接納，並可運用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

技巧如「讚美」、「將來訪者變為消費者」，使當事人能夠察覺自己的資源，擺脫無助的

心態而有再次處理課業的動力。

另外，當事人產生初始的動力，通常不會持久，必須在諮商員的持續指導之下，才

能調整其學習策略與學習價值，進而提升其學習動力，因此不能當事人一有初始的動

力，就讓他不用來諮商，必須要請他持續來接受諮商，在自我調整中產生自我效能，逐

漸降低課業的困難度與代價的感覺，而能提昇課業任務價值，進而產生自主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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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已發展出「大學生課業任務價值量表」，已發表於 2007 年中國測驗學會的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11 月 3 日），預計修改後將可投稿於「測驗學刊」(TSSCI 刊物)。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羅幼瓊（2005）所發展出的「以提升課業價值為導向之課業學習

諮商」的諮商模式是否有效度與效果，比較達成終點行為（即課業任務價值提高）與未

達成終點行為者（課業價值仍未提高），發現未達成終點行為者確實未表現某些要件行

為，因此可以證明這個模式的效度。

而達成終點行為者，其在「大學生讀書與策略量表」及「大學生課業任務價值量表」

的後測分數確實有提高，表示此模式有其效果。

此研究還發現如果在某些關鍵時候，使用一些「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技巧，將可

順利的協助當事人表現某些行為，而達到課業價值提升進而提高學習動力的情況。

在研究的執行過程中，確實在招募學生或讓他們持續接受諮商有些困難，這證明目

前有些大學生學習非常困難，無助感相當深沈，以致來接受諮商時表現得相當的無力，

不敢相信這個模式可以幫忙他們。

以上這些研究發現或成果都可以投稿到如「中華輔導學報」或「教育與心理研究」

等 TSSCI 期刊，以便讓更多的老師或輔導人員瞭解大學生的課業困難，及如何協助他們

提高其學習價值與學習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