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講：李復惠

時間：114年4月

地點：臺中市

健康促進學校成效評價增能
研習(後期) - 資料處理分析

政府層級

標 準

標準一、政府政策與資源投入

學校層級

六大範疇 標  準

一、健康促進學校政策
標準二、制定全校性健康政策

標準三、涵蓋全校成員投入

二、學校物質環境 標準六、建構學校物質環境

三、學校社會環境 標準七、營造學校社會情緒環境

四、健康生活技能教學與行動 標準五、健康融入學校課程

五、社區關係 標準四、學校與社區互為夥伴

六、健康服務 標準八、善用健康服務與資源

臺灣健康促進學校3.0標準 (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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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2-1 制定符合全校取向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說明：學校承諾制訂全校取向之健康促進學校治理。

標準二、制定全校性健康政策

學校層級標準

➢ 運用質性或量性方式，評估學生及教職員工健康行為或身心健康現況、以及全校取向(如：政策、校內

外成員、校內外環境及資源等)之影響因素。

➢ 依據全校取向(如：政策、校內外成員、校內外環境及資源等)之影響因素，制定全校性健康促進政策及

相關策略。

➢ 學校有評價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效(過程評價、結果評價)及檢視策略，作為未來調整政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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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前一學年之健康數據或其他相關資料，運用質性或量性方式，針對學生、教職員工健康進行需求評估。

➢ 分析影響學生、教職員工身心健康行為因素，建議從以下面向切入分析：

• 個人因素
如：學生沒有養成睡前刷牙習慣…

• 學校因素
如：學校校慶提供含糖飲料，影響師生體位或口腔…

• 家庭因素
如：父母親上班，學生都外食或在家使用3C產品…

• 社區因素
如：學校周遭是夜市….

• 社會或文化因素
如：隔代教養，阿公或阿嬤的傳統教養觀念；或是新住民家庭習俗不同…

• 其他

➢ 以影響因素為主架構，說明在各個因素之下，影響視力或口腔或體位或學校的重要必選議題之因素有哪些。

• 進行需求評估。
• 分析影響因素。
• 建議同時針對教職員工、
學生進行分析。

• 1.運用質性或量性方式，評估學生及教職員工健康行為或身心健康現況、以及全校取向(如：
政策、校內外成員、校內外環境及資源等)之影響因素。

標準二、制訂全校性健康政策 

說明：根據學校教職員工生的健康需求，建立健康促進相關政策，並有永續性的傳承規劃，能根據成效

不斷自我評價、檢視策略，持續推行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以上僅供參，不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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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據全校取向(如：政策、校內外成員、校內外環境及資源等)之影響因素，制定全校性

健康促進政策及相關策略。

➢ 先簡述學校優先健康問題及影響因素，再提出全校性健康政策。

      示例說明：

透過校務會議決議「提升學生健康體位適中」列為年度校務政策

重點，「樂眠」、「樂食」、「樂動」及「樂活」行為列入學生

獎勵措施的關鍵指標。

說明學校政策制定
方式、策略

標準二、制訂全校性健康政策 

(以上僅供參，不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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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根據執行策略，進行下列評價結果。

➢ 過程評價：針對執行策略過程的改變進行評價。

如：計畫前後教職員工生參與度是否增加？環境做了那些改變？社區夥伴關係的數目或關係連結緊密度是否

更高？ 師生、同學之間關係是否更為和諧？

➢ 結果評價：針對執行策略後帶來的長期效果進行評價。

如：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行為、正向心理健康(像快樂指數) 或 健康數據是否提升？

➢ 學校根據評價成果，檢視策略作為未來改善之依據。

• 3.學校有評價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效及檢視策略，作為未來調整政策之依據。

標準二、制訂全校性健康政策 

(以上僅供參，不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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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單變項分析統計方法
自 變 項

兩 項 類 別 變 項 多項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單組樣本

與母群體比較
二組獨立樣本
互相比較

二組相依樣本
互相比較

k組獨立樣本
互相比較

依

變

項

類
別
變
項

適合度檢定 2 × 2 X2檢定

X2檢定

麥克尼曼
X2檢定

X2檢定 區別分析
羅吉斯迴歸

等
距
變
項

母群
體標
準差
已知

Z檢定 (Z檢定)
配對t檢定 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
相關檢定

簡單線性迴歸母群
體標
準差
未知

單組t檢定 獨立t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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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選擇
自變項(因) 依變項(果) 統計方法

二項類別變項
樣本 檢定值

等距變項
One-Sample T Test

(1)樣本 (2)樣本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前測樣本 後測樣本 Paired-Samples T Test

多項類別變項 等距變項 One-Way ANOVA

等距變項 等距變項 Bivariate Correlations

類別變項 類別變項 Chi-Square Test

二項類別變項 (1)樣本 (2)樣本 二項類別變項 Chi-Square Test

(Yates’ correction for continuity)

二項類別變項
樣本 檢定值

類別變項
Goodness-of-Fit Test

前測樣本 後測樣本 McNemar Ch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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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實務

◼ 推動策略 ◼ 推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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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國小 國中 高中

視力保健 必選 自選 自選

口腔保健 必選 自選 自選

全民健保
(含正確用藥)

必選 自選 自選

健康體位 必選 必選 必選

菸(檳)害防制 自選 必選/(檳)自選 必選/(檳)自選

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

自選 必選 必選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自選 必選 必選

健
康
促
進
學
校
必
選
及
自
選
議
題
之
學
生
健
康
成
效
指
標

必選及自選議題 主要指標 延伸指標

視力保健
裸視篩檢視力不良率

裸視篩檢視力不良惡化率

裸視篩檢視力不良就醫複檢率

戶外活動120達成率                         課後3C小於1達成率                   規律用眼3010達成率 

視力不良高風險學生持續就醫率

遠視儲備足與近視病度數察覺比率

口腔保健

未治療齲齒率

複檢齲齒診治率

四年級學生窩溝封填施作率

潔牙時搭配含氟牙膏(超過1000ppm)比率

睡前潔牙比率                                    國小高年級以上學生每日至少使用一次牙線比率

在校期間不吃零食比率                    在校期間不喝含糖飲料比率

健康體位

體位適中比率

體位肥胖比率

體位過重比率

體位過輕比率

睡眠8小時達成率

每天吃三份蔬菜量及兩份水果量達成率

每天運動1小時達成率                      飲水量達成率

菸害防制 無菸校園率
參與菸害教育率                                校園二手菸暴露率                      吸菸率(紙菸)

非紙菸使用率(如: 電子煙、加熱菸等非紙菸的其他菸品)

吸菸學生參與戒菸教育率

檳榔防制 無檳校園率

參與檳榔危害教育率

校園檳榔暴露率                                嚼檳榔率                                            

嚼檳榔學生參與戒檳榔教育率

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
對全民健保有正確認知比率 

珍惜全民健保行為比率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性知識正確率                                    性態度正向率                              拒絕性行為效能比率

負責任的性行為比率(高中職)

(1)延後第一次性行為發生時間(2)增加性行為過程中防護措施使用次數

正向心理健康 正向心理健康指數（正向情緒、正向參與、正向關係、正向意義、正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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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中小學生健康生活問卷前後測調查(配分)

◼ 1.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一天睡足8小時？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健康體位)

◼ 2.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吃早餐？□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健康體位)

◼ 3.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一天吃三份蔬菜？ (1份蔬菜是指半碗蔬菜)。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健康體位)

◼ 4.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一天吃二份水果？ (水果是指1個拳頭大)。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健康體位)

◼ 5.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一天喝足1500cc白開水？ (6個馬克杯)。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健康體位)

◼ 6.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一天運動30分鐘以上？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健康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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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沒有喝含糖飲料？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健康體位 口腔保健)

◼ 8.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午餐後用含氟牙膏(氟濃度1000ppm)刷牙？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口腔保健)

◼ 9.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睡前刷牙？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口腔保健)

◼ 10.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在學校沒有吃零食？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口腔保健)

◼ 11.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近距離用眼時，每30分鐘休息10分鐘？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視力保健)

◼ 12.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使用3C產品(如電腦、手機、平板)的累積總時數不超過1小時？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視力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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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一天戶外活動累計時間達到120分鐘？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視力保健)

◼ 14.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上課時間每節下課離開教室到戶外活動？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視力保健)

◼ 15.我覺得應該關懷感染愛滋病的人並鼓勵他們接受治療。

□同意(3) □不一定(2) □不同意(1) (性教育愛滋防治)

◼ 16.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染。□對(0) □錯(1) (性教育愛滋防治)

◼ 17.感染愛滋病毒後，感染者可以維持數年的健康狀態後才發病。

□對(1) □錯(0) (性教育愛滋防治)

◼ 18.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是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受害者。□對(1) □錯(0) (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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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我身體不舒服時先到附近診所看病，必要時才透過醫生轉到大醫院。

□都有做到(3) □有時候沒做到(2) □都沒做到(1) (全民健保)

◼ 20.我遵照醫生或藥袋的指示服用藥物。

□都有做到(3) □有時候沒做到(2) □都沒做到(1) (正確用藥)

◼ 21.我吃藥時看藥袋藥盒的標示。

□都有做到(3) □有時候沒做到(2) □都沒做到(1) (正確用藥)

◼ 22.過去一週中在學校時，有人在我面前吸菸的天數?

□0天(3) □1-4天(2) □5天以上(1) (菸害防制)

◼ 23.過去一個月內我曾經抽過香煙(校內校外都算、不含二手菸)?

□沒有(1) □有(抽一口也算)(0) (菸害防制)

◼ 23-1. 我在學校曾經是否有上過有關「吸菸」危害健康的課程？

□有(1) □沒有(0) (菸害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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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過去一個月內我曾經抽過電子菸(校內校外都算)?

□沒有(1) □有(抽一口也算)(0) (菸害防制)

◼ 24-1. 我在學校曾經是否有上過有關「吸菸」危害健康的課程？

□有(1) □沒有(0) (菸害防制)

◼ 25.過去一個月內我曾經嚼過檳榔(校內校外都算)?

□沒有(1) □有(嚼一口也算)(0) (檳榔防制)

◼ 26.心情不好、生活失去興趣的情形持續二週以上未改善，就要尋求專業醫療協助？

□對(1) □錯(0) (心理健康 正確知識率)

◼ 27.過去一週中有幾天我在學校過得愉快？

□5天以上(3) □1-4天(2) □0天(1) (心理健康 健康生活品質指標)

◼ 28.我覺得遇到情緒上的問題時，尋求學校輔導老師的協助是重要的選擇？

□同意(3) □不一定(2) □不同意(1) (心理健康 正向態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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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態度、行為題目計分方式

◼ 知識
受測者答對計1分、答錯計0分的二分法題目dichotomously or binary scored items。有標
準答案的題型均可

◼ 態度
受測者依照個人對某種態度的敘述句符合本身感覺的強弱情形勾選同意的程度，計分
時由strongly agree「非常同意」、agree「同意」、neutral或undecided「中立意見」、
disagree「不同意」至strongly disagree「非常不同意」依序計為5、4、3、2、1分。若題
目為反向敘述則依序反向計分為1、2、3、4、5分

◼ 行為
受測者依照個人對某種行為的敘述句符合本身的實際情形勾選不同的頻率，計分時
由always「總是如此」、very often或 usually「經常如此」、sometimes或about half the

time「有時如此」、rarely或seldom「很少如此」至never「從未如此」依序計為5、4

、3、2、1分。 若題目為反向敘述則依序反向計分為1、2、3、4、5分
~114李復惠編製~ 16



臺中市健康生活問卷調查計分方式

題號 屬性 意義 選項 計分方式

1-14、27題 行為頻率 健康行為出現天數 5天以上 3分

1-4天 2分

0天 1分

22題 行為頻率 不健康行為出現天數
(有人吸菸)

5天以上 1分

1-4天 2分

0天 3分

19-21題 行為頻率 健康行為做到頻率 都有做到 3分

有時候沒做到 2分

都沒做到 1分

23-1題

24-1題

行為有無 健康行為有無 有 1分

沒有 0分

23、24、25題 行為有無 不健康行為有無
(是否曾菸檳)

有 0分

沒有 1分

15、28題 態度 健康正向想法同意程度
(我關懷愛滋病患、我尋求輔導老師協助)

同意 3分

不一定 2分

不同意 1分

16題 知識 健康認知正確(蚊叮得愛滋) 錯 1分

17、26題 知識 健康認知正確(感染數年發病、心情不好未改善) 對 1分

18題 知識 健康認知正確(兩性都受害) 對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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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動機、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文獻探討、研究目的

◼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過程或介入方法

◼ 研究結果
量性結果：統計分析，以次數分布、百分比及 t-test 為主
質性結果：個人省思、學生作品或心得、家長回饋、相關人員看法、與說明結
果有關者之照片、影片

◼ 討論、結論與建議
簡述研究發現，討論此發現對學校推動該健康議題的幫助，建議學校如何推動
、建議其他學校如何參考推動、未來可做何修正繼續進行研究、研究對學校及
研究者的意義

~114李復惠編製~

健康促進學校行動研究前後測成效評價
（小論文、海報）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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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五年級3 個班 人數 105 人(男:55 女:50 )

執行策略摘要 1. 辦理生活技能融入口腔衛生教學教師研習

2. 學生貝氏刷法教學

3. 親子活動：父母孩子一起學刷牙；父母督促孩子睡前刷牙紀錄表

4. 健康護照：頒訂學生「健康生活公約」。中午刷牙率前三名班級有獎品

5. 美齒寶寶比賽…

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寫出所測之變項與相關數據，重點為主。若有推論統計，則請寫出推論統計t值、卡方值、
備註使用之統計方法…等，若無則無須填)

研究工具:口腔衛生成效評量問卷 前後測時距: 三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或%

後測值
M(SD)或%

t 值
或X2值

P 值 結果簡述 備註

口腔衛生
認知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分數高 配對樣本 t 檢
定

每日平均
潔牙次數

後測次數顯著比前測次數高

父母督促睡
前刷牙比率

父母督促睡前刷牙比率雖有提升，但不顯著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研究工具: 研究日誌、父母訪談、學生學習單

例如：父母認為學校的親子潔牙活動，可以提醒家長晚上會記得監督孩子刷牙

「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114李復惠編製~ 19

研究對象 五年級3 個班 人數 105 人(男:55 女:50 )

執行策略摘要 1. 身心健康跨議題推動：五正心理健康指標融入健康體位議題，學生運用「心跳躍」運動護照，紀錄每日規律運動情形與心情感受

2. 生活技能跨領域教學：結合健體、綜合與藝文領域，實施「健康心生活」主題課程，融入自我覺察、情緒調適、目標設定、自我
監控、問題解決與倡議宣導等生活技能

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研究工具: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生活問卷 前後測時距: 三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或%

後測值
M(SD)或%

t 值
或X2值

P 值 結果簡述 備註

樂食：
均衡飲食

過去七天中，你有幾天會在一天當中吃到3個
拳頭的蔬菜？
後測天數分數高於前測，達到顯著進步。

配對樣本 t 
檢定

樂眠：
優質睡眠

過去七天中，你有幾天睡足8小時? 
後測天數分數高於前測，但未達顯著。

配對樣本 t 
檢定

樂動：
規律運動

過去七天中，你有幾天做到「一天累積60分
鐘」對身體有益的身體活動
後測天數分數高於前測，達到顯著進步。

配對樣本 t 
檢定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研究工具: 運動護照、學生學習單、親師家庭聯絡簿

(1) 有95%的學生參與、投入且完成運動護照紀錄。
(2) 有90%學生紀錄與表達身體活動後的有正向情緒，並感到自信與成就感。
(3) 有85%左右家長有監督學生每日規律運動，並給予正面鼓勵、正向增強。

「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114李復惠編製~ 20



健康促進議題知識、態度、行為
前後測成效評量

成效評量概念

~114李復惠編製~ 22

〔健康促進〕知識

知識題目

〔健康促進〕態度

態度題目

〔健康促進〕介入

自變項

依變項

需求評估後
之介入方案

〔健康促進〕行為

行為題目

前
後
測
評
量



研究目的

◼ 探討健康促進介入方案對國小學童健康促進知識的
成效為何？

◼ 探討健康促進介入方案對國小學童健康促進態度的
成效為何？

◼ 探討健康促進介入方案對國小學童健康促進行為的
成效為何？

23~114李復惠編製~

知識、態度、行為評量工具

◼ 為了暸解健康促進方案的成效，需評量學生在方案
介入前後知識、態度、行為的改變，故設計出問卷
作為評量工具

◼ 問卷的題目不應該隨便出、也不宜使用他人現成的
問卷，是要配合本健康促進方案的教學目標和教學
活動而編製，此即為效度(問卷是否有效評量教學內
容的程度) https://hps.hphe.ntnu.edu.tw/topic/insurance/measure/list

24~114李復惠編製~

https://hps.hphe.ntnu.edu.tw/topic/insurance/measure/list


問卷知識、態度、行為題目
意義 題目舉例

知
識

回答者知不知
道正確的、標
準的答案

1.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染(○ ) (×)

2. 使用電腦應該距離螢幕多遠？ 公分
3.什麼時候刷牙是正確的？(1)起床後刷 (2)睡覺前刷 (3)早晚刷兩次 (4)三餐飯後及睡前刷

態
度

回答者自己的感
覺，喜不喜歡、
覺得重不重要、
在不在意的程度
，無關對錯、不
干別人的想法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我覺得刷牙是件重要的事情

2. 我討厭刷牙（＊反向題）
3. 我認為視力好不好對人的影響不大（＊反向題）
4. 如果我有近視，我會感覺不方便
5. 我喜歡喝市面上的茶飲料（＊反向題）

行
為

回答者實際上
有沒有做？怎
麼做的情形

總是做到   經常做到   有時做到   很少做到   從未做到

1. 我口渴時喝白開水

2. 我打電腦一次不超過30分鐘
3. 我不吃深色蔬菜（＊反向題）
4. 過去一個月內我曾經抽過香煙（＊反向題）

25~114李復惠編製~

介入方案成效評量之實施

◼ E O1 X O3

C O2 O4

◼ O1    =   O2

O3    >   O4

◼ O3    >   O1               O4 =   O2

X：［健康促進］介入方案
O1：實驗組前測
O2：對照組前測
O3：實驗組後測
O4：對照組後測

26~114李復惠編製~



實驗組對照組樣本數

◼ 以統計考驗力決定樣本數

◼ G Power 軟體，網路免費下載3.1.9.7版
https://www.psychologie.hhu.de/arbeitsgruppen/allgemeine-

psychologie-und-arbeitspsychologie/gpower

◼ α

Power (1-β)

effect size

27~114李復惠編製~

建議樣本數

◼ α error probability 型一誤差訂為： 0.05

Power (1-β error probability ) 檢力訂為：0.8

effect size 效果量訂為：medium  0.5

◼ 前後測收集資料完整

行動研究設計 研究假設 實驗組人數 對照組人數

實驗組一組前後測
雙尾檢定 34

單尾檢定 27

實驗對照二組前後測
雙尾檢定 64 64

單尾檢定 51 51
28~114李復惠編製~

https://www.psychologie.hhu.de/arbeitsgruppen/allgemeine-psychologie-und-arbeitspsychologie/g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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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1. 實驗組知識前測和對照組知識前測無顯著差異
2. 實驗組態度前測和對照組態度前測無顯著差異
3. 實驗組行為前測和對照組行為前測無顯著差異 

4. 實驗組知識後測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童知識後測
5. 實驗組態度後測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童態度後測
6. 實驗組行為後測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童行為後測

7. 實驗組知識後測顯著高於實驗組學童知識前測
8. 實驗組態度後測顯著高於實驗組學童態度前測
9. 實驗組行為後測顯著高於實驗組學童行為前測

10.對照組知識後測和對照組知識前測無顯著差異
11.對照組態度後測和對照組態度前測無顯著差異
12.對照組行為後測和對照組行為前測無顯著差異

29~114李復惠編製~

O1 ＝ O2

O3 ＞ O4

O3 ＞ O1

O4 ＝ O2

健康促進學校成效評價
前後測資料建檔



 確認評價指標、項目

 確認評價工具、方式：一手或二手、問卷或儀器、自填或訪談或觀察或測量

 是否建 Excel 檔：橫列為每一個案，直行是每一變項

 有無前後測、有無記名

 如何譯碼：每一變項的原始資料轉化為數值

 確認計分方式：二元計分、多元計分、反向計分

 確認資料正確

實證性量化資料處理

31~114李復惠編製~

正式施測資料 Excel 檔

編
號

組
別

年
級

性
別

前
知
識
1

前
知
識
2

前
態
度
1

前
態
度
2

前
行
為
1

前
行
為
2

後
知
識
1

後
知
識
2

後
態
度
1

後
態
度
2

後
行
為
1

後
行
為
2

001 1 5 1 1 0 3 4 2 3 1 1 4 4 3 4

002

003 2 5 2 0 0 4 4 2 1 1 0 4 4 3 3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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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檔舉例(二組前後測記名)

33~114李復惠編製~

資料檔舉例(前後測無記名)

34~114李復惠編製~



Excel原始資料檔計分

◼ 知識題

符合標準答案二元計分

◼ 態度行為題

多元計分，反向題反向計分

◼ 取代(先取代0分)

◼ 減法(五分法以6去減)
35~114李復惠編製~

Excel資料合理範圍設定

◼ 資料檔變項格式建立時可採取此步驟

◼ Excel 資料檔選取需要設定範圍的欄位

◼ 資料 → 驗證（資料 → 資料工具 → 資料驗證）

◼ 設定 → 儲存格內允許【整數】→資料 

→ 設定範圍【介於】→設定最小值和最大值

或【小於】→設定最大值或‥

◼ 錯誤提醒→ 選擇樣式【停止或警告】

→標題自行鍵入 → 訊息內容自行鍵入 
36~114李復惠編製~



Excel資料合理範圍檢核

◼ Excel 資料檔選取需要檢核的儲存格範圍

◼ 格式 → 設定格式化條件

（常用 →條件式格式設定 → 醒目提示儲存格規則）

◼ 知識題大於 1，態度或行為題大於 5，或任何變項

超過譯碼簿的合理範圍

◼ 格式化範圍儲存格：顯示為 → (選擇格式) 

或自訂格式 → 字型 → 字型樣式 →色彩

◼ 此步驟可於資料輸入前或輸入後進行
37~114李復惠編製~

記名前後測統計分析



Excel統計功能

舊版

◼ 【工具】【增益集】

◼ 【分析工具箱】確定

◼ 【工具】【資料分析】

新版

◼ 上方右邊往下箭頭 【其他命令】
或【檔案】【其他】【選項】

◼ Excel 選項 【增益集】

◼ 下方管理 【 Excel 增益集】
【執行】

◼ 出現增益集視窗   【分析工具箱】
確定

◼ 【資料】右邊【資料分析】
39~114李復惠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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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4李復惠編製~

進入Excel資料分析

42~114李復惠編製~



研究假設及對應統計方法
1. 實驗組知識前測和對照組知識前測無顯著差異
2. 實驗組態度前測和對照組態度前測無顯著差異
3. 實驗組行為前測和對照組行為前測無顯著差異 

4. 實驗組知識後測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童知識後測
5. 實驗組態度後測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童態度後測
6. 實驗組行為後測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童行為後測

7. 實驗組知識後測顯著高於實驗組學童知識前測
8. 實驗組態度後測顯著高於實驗組學童態度前測
9. 實驗組行為後測顯著高於實驗組學童行為前測

10.對照組知識後測和對照組知識前測無顯著差異
11.對照組態度後測和對照組態度前測無顯著差異
12.對照組行為後測和對照組行為前測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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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樣本 t 檢定(雙尾)

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尾)

配對樣本 t 檢定(單尾)

配對樣本 t 檢定(雙尾)

計算總分
◼ 檢查知識題是否給分、態度行為題是否反向記分

◼ 前後測知識、態度、行為各自加總，工具列選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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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總分

◼ 若要複製貼於其他地方，需在欲貼上處用滑鼠右鍵
【貼上選項】【123值】

45~114李復惠編製~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 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比較

46~114李復惠編製~



47~114李復惠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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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4李復惠編製~

Paired-Samples T Test

◼ 實驗組或對照組自己前後測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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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知織態度行為逐題前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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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態度行為前後測成效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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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實驗組對照組結果比較圖

74~114李復惠編製~



後測實驗組對照組結果比較圖

t = 4.35* * *

t = 3.58* * *

t = 5.56* * *

75~114李復惠編製~

實驗組前後測結果比較圖

t = - 5.83* * *

t = - 3.82* * *

t = - 4.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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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前後測結果比較圖

77~114李復惠編製~

無記名前後測統計分析



規律用眼3010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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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用眼3010達成率

83~114李復惠編製~

規律用眼達成率

~114李復惠編製~ 84

70%

27%

3%

後測規律用眼達成率

5天以上 1-4天 0天

63%

27%

10%

前測規律用眼達成率

5天以上 1-4天 0天



無吸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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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吸菸比率

87~114李復惠編製~

資料統計分析注意事項



常見問題

◼ 原始資料未勘誤

◼ 知識出現 1 和 0 以外數值、態度和行為出現 1-5 或 1-3 以外數值

◼ 漏答未處理

◼ 出現不合理數據

◼ 統計方法選擇

◼ 統計值和 p 值混淆

◼ 有無顯著判讀錯誤

◼ 有顯著之* 標示

◼ 知 識、態度、行為逐題分析的說明
89~114李復惠編製~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常見統計方法

探討目的 統計方法

~114李復惠編製~

配對 t 檢定

McNemar X2 檢定

獨立 t 檢定

單組 t 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相關檢定

X2 檢定

幼兒期初與期末每週看電視時數是否有差異

幼兒期初與期末吃零食習慣是否有改變

幼兒性別不同期初每週看電視時數是否有差異

幼兒期初每週看電視時數是否異於14小時

母親教育程度不同期初每週看電視時數是否有差異

幼兒年齡和期初每週看電視時數是否有關係

母親教育程度不同幼兒期初吃零食習慣是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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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 校別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 檢定值 P值

期初 甲校 15 14.00 7.06
0.56 P>0.05

乙校 17 12.76 5.27

期末 甲校 15 17.80 7.30
1.74 P>0.05

乙校 17 13.88 5.42

二校比較

~114李復惠編製~ 91

幼兒期初期末比較

~114李復惠編製~

變項 前後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統計值 P值

電視時數 期初 32 13.34 6.10
t = -2.63 P<0.05

期末 32 15.72 6.57

變項 期末吃零食習慣 統計值 P值

有 無

期初吃零食習慣 有 15 1
X2 = 4 P<0.05

無 8 8

𝑿𝟐 =
( 𝒓 − 𝒔 − 𝟏 )𝟐

𝒓 + 𝒔

二組相依樣本等距變項比較

二組相依樣本類別變項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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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時數分析
變項 類別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統計值 P值

性別 男 16 15.13 7.36
t =1.70 P>0.05

女 16 11.56 4.02

時數 32 13.34 6.10
t = -0.61 P>0.05

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小 4 17.25 6.08

F =2.80 P>0.05
高中職 9 16.33 7.79

大學 14 11.86 3.92

研究所 5 9.00 4.80

幼兒年齡 2歲 3

r =0.56 t =3.74 P<0.001
3歲 10

4歲 6

5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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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時數分析
變項 類別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統計值 P值

性別 男 16 18.88 7.13
t =3.06 P<0.01

女 16 12.56 4.15

時數 32 15.72 6.57
t =1.48 P>0.05

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小 4 21.50 4.73

F =3.86 P<0.05
高中職 9 18.67 7.48

大學 14 14.07 4.86

研究所 5 10.40 5.59

幼兒年齡 2歲 3

r =0.52 t =3.34 P<0.01
3歲 10

4歲 6

5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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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教育程度影響

~114李復惠編製~

變項 類型 期末吃零食習慣 統計值 P值

有 無

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小 4 ( 100%) 0 (        0%)

X2 =9.51 P<0.05
高中職 8 (88.89%) 1 (11.11%)

大學 10 (71.43%) 4 (28.57%)

研究所 1 (20.00%) 4 (80.00%)

變項 類型 期初吃零食習慣 統計值 P值

有 無

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小 3 (75.00%) 1 (25.00%)

X2 =7 P>0.05
高中職 6 (66.67%) 3 (33.33%)

大學 7 (50.00%) 7 (50.00%)

研究所 0 (        0%) 5 (   100%)

X2 =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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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敘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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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值 Excel操作

人數 fx 【選取類別】 統計【選取函數】 COUNTIF

百分比 = 人數 / 總和

平均值 fx 【選取類別】 統計【選取函數】 AVERAGE

標準差 fx 【選取類別】 統計【選取函數】 STDEV.S

最小值 fx 【選取類別】 統計【選取函數】 MIN

最大值 fx 【選取類別】 統計【選取函數】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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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推論統計

~114李復惠編製~

統計方法 Excel操作

配對 t
檢定

【資料分析】分析工具【t檢定：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
確定

獨立 t
檢定

※先對資料檔進行依照自變項的排序動作

【資料分析】分析工具【t檢定：兩個母體平均數差的檢定，
假設變異數相等】確定

單組 t
檢定

※先將欲比較的數據貼在樣本資料旁一欄

【資料分析】 分析工具【t檢定：兩個母體平均數差的檢定，
假設變異數不相等】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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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推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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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方法 Excel操作

單因子
變異數
分析

※先對資料檔進行依照自變項的排序動作，將各類別的數據並排貼於空白處

【資料分析】分析工具【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確定

相關檢
定

相關係數：【資料分析】分析工具【相關係數】確定

相關檢定：【資料分析】分析工具【迴歸】確定

X2檢定 ※資料檔按自變項依變項排序後，計算出觀察值及預期值

fx  統計  CHISQ.TEST  框選觀察值及預期值範圍   p值
fx  統計  CHISQ.INV.RT  點選前述 p值並填自由度   X2值
fx  統計  CHISQ.DIST.RT 點選 X2值並填自由度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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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統計檢定思考流程

◼ 先提出虛無假設H0 ，做出無差異或無關係的假設

◼ 再根據研究假設提出對立假設H1

◼ 依照自變項與依變項的種類，以及自變項為幾組、獨立或相依情形，選
擇統計方法

◼ 將原始資料數據帶入各種統計方法應使用之公式，計算出統計值（使用 

Excel 或 SPSS 統計軟體）

◼ 考慮單尾或雙尾檢定、自由度及所訂的α值，查表找出臨界值做為比較
標準值

◼ 檢定結果之統計值＞臨界值，表示差異或關係明顯，故無差異或無關係
的可能性小，即P＜α，推翻H0 、接受H1

◼ 統計檢定結果顯著
~114李復惠編製~ 99

檢定結果之顯著性

◼ P代表H0成立的可能性，α為機率標準，由機率標準來判定

◼ 研究者期望推論統計結果為機率小推翻H0 ，有顯著差異或關係，
故將顯著的結果標示

◼ α值由研究者自訂，常用0.05、0.01、0.001三種

◼ α值越小，查表對應出的臨界值（比較標準值）越大

◼ 臨界值越大越不容易推翻H0 ，故α越小越嚴格，因此α值常訂為0.05

◼ P＜ .05 以 ＊            表示
P＜ .01 以 ＊ ＊       表示
P＜ .001   以 ＊ ＊ ＊  表示

~114李復惠編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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