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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國家人才培育的重要性觀點來看，資優低成就不但是社會的損失，也可

能造成消極的自我概念和自尊心低落，而形成自我孤立（Whitmore,1980）。綜合

許多研究者發現，大多從個人因素、學校環境以及家庭環境三方面探討。低成就

資優生是資優教育體制下產生的，學校老師是第一個發掘者，有必要也有義務為

所謂低成就資優生尋適切的教育措施，如此才不違背教育的真意。 

 

 

壹、前言 

 一般人常誤以為資優兒童沒有所謂「低成就」的困擾。然而，美國早在 1940

年代即開始對低成就資優生展開研究，我國起步較晚，惟基於國家人才培育的重

要性，低成就資優生的議題應該會越來越受到重視。Khatena（1982）認為資優生

低成就的原因乃是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交互作用的結果。Clark（1988）綜

合許多研究發現，這些研究大多從個人因素、學校環境以及家庭環境等三方面來

探討資優生低成就。不論造成資優生低成就的原因何在，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了解

成因以求對症下藥，學校老師這時就扮演一個重要的關鍵角色，因為低成就資優

生是學校教育體制下產生的，學校老師是第一個發掘者，有必要也有義務為這類

學生找尋適切的教育措施，如此才不違背教育的真意。本文擬從學校教育背景探

討影響資優生低成就的因素，以期學校體系落實有助於低成就資優生的相關措施

與策略，並為他們找到突破瓶頸的良方。 

貳、學校影響因素 

  從生態系統觀點來看，學生發展最主要的環境除家庭以外，另一個就是學

校。有學者提出，造成資優生低成就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學校環境與學生自身的需

求或學習風格不符所造成，包括低落的教育品質（poor academic quality）、師生

關係不佳（poor student/teacher relationship）、及同儕關係不良（poor peer 

relationship）等三個影響向度。 也有學者認為學校環境可能導致低成就資優生

的因素包括：不良的學習環境（缺乏彈性的教學環境、鼓勵競爭的學習環境）、

教師負面的期待、枯燥乏味的課程（Davis & Rimm, 1985）。王文科（民 84）認為

造成資優生低成就的原因中，學校因素可分別從學校氣氛不佳、消極期待、無獎

賞的課程、教師行為類型、同儕文化不協調等五個向度加以探討。蔡典謨（民

92）也提出學校有以下特性可能資優生成為低成就影響：課程缺乏挑戰、競爭激

烈、教師期望不當、同儕壓力、教育階段改變。學校環境包括老師、同儕、學校

文化氣氛等，本文分以下三個部分來加以探討影響資優生低成就的原因： 

一、老師方面 



從教師的方面來看，會造成資優生低成就的可能影響因素甚多，包括：（1）

教師對自身的評價方面，可能會產生教師在其專業知識領域塑造威嚴不可侵犯的

形象，維持優越感，不容學生破壞；（2）教師的專業知能方面，也有可能會有教

師在其學科領域不夠專精的情形；（3）教師的教學方式，包括有些老師不合情理

或教法不好、課程繁重、重視比較或枯糙乏味，呆板而窄化的班級活動，無法引

起學生興趣或不重視學生學習風格與興趣；（4）教師對於學生的態度方面，包括

缺乏鼓勵關心學生、使用威脅、嘲笑、處罰、警告、冷漠態度對待學生或老師不

能接受學生個人能力表現的態度，因教師態度不佳，師生互動不良，也導致班級

氣氛不好；（5）教師對學生的期望方面，可能會有教師對學生不切實際的期待或

設定高的標準，或是教育壓力等都會造成資優生低成就。 

二、同儕方面 

在個人成長的環境中，與環境的接觸越來越密切，尤其當兒童逐漸跨入青少

年階段，正是向外探索模仿的時期，慢慢脫離家庭互動環境轉向學校同儕互動，

也亟需同儕的認同與接納。因而，此時期的同儕團體對青少年的影響力是可以預

見的。然而資優生的興趣與能力明顯異於同儕，不易找到知己（Clemens & 

Mulls,1981）。Janos、Fung 和 Robinson（1985）曾研究國小 271 位高智商學生，

也發現 37%的學生認為自己不同於同儕，自尊分數明顯較不易建立良好的同儕關

係。國內研究也發現父母期望對於學生的教育抱負影響最大，同儕影響次之，同

儕影響隨年級增加而增加，父母影響遞減（吳幼妃，民 71）。資優生很難找到能

力相當且興趣相合的同儕，因此與同儕的互動很少，以致缺少發展社會技巧的機

會，無法建立良好的同儕關係，甚至導致孤立（盧雪梅，民 77）。由上述研究發

現可知，影響資優生低成就之同儕因素包括： 

（1） 同儕壓力：文化中存在著反智性（anti-intellectual）的同儕壓力，

使資優生不敢表達其卓越的才能（Freeman, 1985; Rimm, 1989）。資優生

為了避免同儕團體的排斥，常傾向低估自己的能力，因此在學業的表現

不會特別突出，而成為低成就資優者。 

（2） 同儕關係不良：有研究報告顯示低的同儕接受度，是資優低成就的

原因之一（Coleman, 1960；Tannenbaum, 1962；Zilli, 1971；Butler-Por, 1987）

因此，與同儕建立積極正向的關係有助於資優生在學校的表現（Marrow & 

Wilson, 1961；Zilli, 1971）。 

（3） 同儕接納：在國小階段，聰明是一項資產，在國高中階段，則是推

向「同儕順從」，表現出低成就是為了迎合同儕的接納。同儕關係扮演了

重要角色，在女生低成就資優生而言更是明顯。 

三、學校文化方面 

1. Peterson 和 Colangelo（1996）指出資優低成就學生認為學校都是貧瘠無創造性

的，無論是課業或課業以外的活動。Drikes（1983）指出對資優生來說，學校

環境是個非常有壓力的場所，由於傳統教育偏重聚斂思考，而資優生較傾向

擴散性及創造性思考。資優生有較高的焦慮感，原因來自於家庭、學校與自



我的高度期望（Delisle，1988）。班級氣氛若是過於呆版，缺乏對個別學生的

尊重，很容易造成低成就；而強調競爭的班級，又會造成低成就經驗的累積

（王文科，民 84）。有些學校環境相當不利於資優生的學習發展，例如：學

校重視各種競技而不重視學識的獲得；學校氣氛重視將所有學生調整為適合

同一種模式；僵硬的教室環境鼓勵全部學生以相同的風格、同樣的速度、閱

讀同樣的教材。有些資優生不適應學校的管理制度，以致不喜歡上學，甚至

翹課逃學，長時間下來造成學業低成就；或是學校有限的教育環境，課程無

法配合學生的需求也會造成資優低成就。 

參、學校介入方案 

資優生低成就，學校擔負著一些影響因素，也間接影響學生學習動機和習

慣，並直接影響到其學習成就。關心教育成效的教育人員，可以從學校影響因素

著手進行改善，並透過安排適當的環境及運用一些教育策略來協助克服資優生低

成就得現象。Whitmore（1980）認為學校可提供以下策略，包括：（1）支持性策

略：確認學生的自我價值以及對學生潛能與成功的期盼，提供社會性與情感支

持。例如提供學生與老師討論的機會、加強動機、自我覺知、以及自我效用訓練、

適度調整學習風格、適度調整教學型態、精熟學習策略的應用、減少競爭的環境，

使用合作學習以及小組教學、使用正向的增強與讚美、建立溫暖的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室、設定較高的期望、使用多元文化教育與諮商技巧策略、使用良師引導模

式、家庭成員的參與。（2）本質性策略：協助學生發展內在動機，提高對課業的

重視以及自我效能。例如提供結構性與一致的回饋、給予學生選擇的機會，並以

興趣為主、多樣的教學方式以符合學生學習風格、提供主動且經驗性的學習（像

是角色扮演、模仿、個案研究、投射、實習）、使用讀書治療法以及傳記法、使

用良師引導模式、採取多元文化教育－提供洞察與自我了解。（3）治療性策略：

改善學生課業的表現。例如使用課業諮商（如小老師制、學習技巧、考試技巧）、

教導時間管理與組織、使用個別與小組教學、使用學習契約與學習檔案。 

因此，學校可從了解低成就資優生的特質、落實低成就資優生的鑑定與安

置、調整低成就資優生的課程與教學、加強低成就資優生諮商輔導以及有效應用

資優教育方案及計畫等幾個方面著手來改善。 

一、 了解低成就資優生的特質 

     老師必須了解低成就資優的本質，也必須很有教學技巧，並且與低成就資

優生有正向的情感互動，鼓勵支持學生學習。學校可以藉由了解資優生學習特

質，設計符合其學習風格的教學方式、免除班級競爭、課程自由彈性調配等。教

育最主要的議題在於提供符合學生學習風格的課程以及協助低成就者調整學習

型態以改善其問題解決技巧，如此在課業上就會有好的功能表現。成就表現可以

視為學習型態與學習環境教互作用下的結果，學校也應該調整以適應學生特殊的

需求。並且應該協助他們找出學習努力與成果之間的關係，以及認知與改善其特

殊的學習技巧或學習風格問題（Rimm, 1986）。  

根據研究指出，低成就資優生的學習風格，包括喜歡在有聲音的環境下學



習，喜歡朦朧光線，並且偏好視覺、觸覺、動覺學習，比較不喜歡透過講授性試

或聽覺來學習（Rayneri, Gerber & Wiley, 2003）。因此，教師若能了解學生之學習

風格，適當的調整教學型態，使學生學習風格與老師教學方式能夠媒合，則學生

的學習成效將會有正向的改善。 

二、落實低成就資優生的鑑定與安置 

低成就資優生是指那些資質優異，學業成就卻低於其智力應有的水準的學

生，建議老師應該使用多元評量工具以評估學生的能力，而不能僅靠單一的智力

測驗或成就測驗就表示學生成就與能力之間的差距。若是依據標準化測驗工具所

得分數，可以用統計分析方式來鑑定低成就資優生，其方法有四種（吳裕益，民

72）：(1)以智力（或性向）與學業成就相對的百分等級為依據；(2)將智力（或性

向）與學業成就轉換成標準分數，然後比較兩種分數之差距；(3)以教育商數除

以智力商數來求其成就商數；(4)以迴歸預測法鑑定低成就資優生，也就是以智

力或性向為自變項，以學業成就為依變項，來預測每個學生的學業成就，然後以

實際成就與預測成就兩種分數間之差異程度，作為鑑定高、低成就的依據。 

為了客觀及精確地鑑定出低成就資優生，以下有幾點注意事項（蔡典謨，民

92）： 

1.低成就的認定應根據客觀資料證明：包括測驗結果、學業成績、比賽獎勵、

課內外作品等有系統的蒐集量化資料，也需要觀察與晤談學生的行為特質並評估

其能力等質性資料。 

2.低成就有其範圍，認定學生低成就，必須明確指出在哪些方面表現與其相

對的能力尚有落差，尤應避免學生因某方面表現不佳，就逕以概括性的方式認定

他就是低成就學生。 

3.成就表現與能力間的落差有高有低，落差持續的時間也有長有短，落差究

竟要多高，持續時間要多久，才算是低成就，目前並無定論，但教育上應把握時

機，只要學生一出現落差，應馬上介入輔導。 

4.避免馬上對學生施以標記，站在教育的立場，對低成就的鑑定應該採發掘

以及教育從寬、標記從嚴的方式進行，隨時掌握學生的發展。要記住，鑑定低成

就資優生，不是要去給他一個標記，目的是要去協助學生克服低成就、反敗為勝，

因為課業只是學生成就的一部份，學生還是有其他可取之處。 

三、調整低成就資優生的課程與教學 

資優生的課程設計方向，主要有二：一為加速，另一為充實。除此之外， 

老師也應該提供學生良好的探索經驗，給予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創造思考等能

力訓練。資優生教材的選擇也必須具有「挑戰性」，並且依據每位學生的個別差

異，提供適當的課程內容。老師可以在教學時多提供學生思考、研究能力的訓練，

並採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如討論、參觀、訪視、演示等)，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及效果。另外，有研究顯示，老師的教學型態若能因應學生的學習風格，則學生

的學習成效將會大大獲得改善（Brown,1978）。了解學生學習風格，不僅有助於

教學設計且可作為個別化教學設計的參考。 



1.首先，分析個別學生在學習風格上的偏好或特性，並以側面圖圖示之，使任課

教師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風格； 

2.其次，針對學生學習風格的偏好或特性，配合學科知識與教學特性作適當的解

釋，以作為教學設計的基礎； 

3.最後，採取適當的教學設計及環境規劃，以符應學生學習方式的需求，強化教

學成效；例如隨課程彈性變化教室的佈置、設計校園自然步道等。 

老師可以改變對學生不當的期望、並重視學生的興趣與特長、鼓勵學生作獨

立研究、給予學生正向的肯定鼓勵等進行課程教學活動。有些方式可以減低自我

應驗預言以及認知偏見所造成的期望的負面影響。一是提升老師正確的信念，因

為正確的信念就不會有自我應驗預言以及認知偏見的產生。首先，就是要對資優

這個概念有正確的界定，然後再加強老師對於資優低成就特質的了解，這樣會有

助於提高界定的正確性。再者，老師要有實際的期望，若是老師知道資優生的特

質之ㄧ就是對於重複性枯燥的事務不感興趣，就更能正確的解釋學生的冷漠情

形，因此就需要調整課程以符合資優學生學習風格。 

四、加強低成就資優生諮商與輔導 

由於低成就資優生常會有自我概念不佳及自信心不足的情況，因此應用「現

實治療法」進行諮商輔導是一項不錯的嘗試。現實治療法是協助當事人面對現

實，以合理的方式做合理的選擇，已能解決個人困難，使當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

責，且導向成功的認同（Barr,1974；Appel,1977）。這種治療法的主要目標是一方

面減少當事人不負責任和自我毀滅的行為，另一方面協助當事人發展一個積極正

面的自我形象。而現實治療法在教育上的目的是：(1)培養學生社交技巧，促進良

好的人際關係。與師生互動中，滿足自身需求，獲得成功認同。(2)教師以身作

則，以愛心、信任和負責任的行為，做為學生認同的表率。(3)勿以考試成敗論

英雄。教師忽視學生對愛與價值的需求將造成一連串的挫敗。試觀現代青少年的

偏差行為，學校教育應負起部分責任；如果能回歸正常化的教育歷程，五育並重，

適應個別差異，將有助於增強學生的成功經驗。(4)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相

信個人命運操之在我，唯有積極樂觀，勇於負責的人始能成大功立大業。(5)重

視學生自我改變的意願，要求其承諾並付諸行動；不接受藉口，也不加懲罰，直

至學生達成建設性的改變；或重新訂定計劃，再接再厲直達成功。 

Mandel 和 Marcus（1984）則提議使用「結構性面質」諮商技巧，來挑戰低

成就者直接面對技能不足及態度上的短處並適當的作修正。針對低成就資優生的

學校諮商計畫，應該包括治療性以及發展性諮商計畫。治療性諮商計畫是著重於

問題解決與危機介入，幫助低成就資優生解決問題或減少困難。治療性諮商採以

下兩種方式進行： 

1. 個別諮商：個別諮商的焦點是要了解低成就資優生以及協助他了解自己

的能力優缺點，使其自己成為生命中的決定者與計畫者。給予支持傾聽，

使其知覺到有隸屬、被接受、受尊敬的感覺。 

2. 團體輔導：團體輔導的焦點是要讓低成就資優生分享看法並學習人際技



巧。同儕互動運用團體互動力量建立正向自我觀念；強調合作與鼓勵自

己與自己競爭；協助其對競爭發展出一種正確的看法；老師提供符合期

能力的工作，使其有自己是成功者的感覺。 

    至於發展性諮商計畫主要是在學校中營造益於低成就資優生教育成長的環

境，滿足其情感及認知需求。 

五、有效應用資優教育方案計畫 

對於那些對課業感到無聊的學生，老師應該協助他們往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解 

決任務邁進，並適度給予壓力及獎賞。Whitmore(1985)認為擬定低成就資優生的

方案計畫內容三項原則：(1)了解資優－有關資優問題本質的了解;(2)發展結構性

處遇計畫－處理因能力與表現差距所造成的挫折;(3)發展更健康、更真實的自我

概念和自我抱負水準。因此，該方案計畫的有五大成分為：(1)老師必須接受學

生是資優的事實，學生自己也不想要低成就；(2)課程必須具有挑戰性並能運用

增強策略；(3)教學必須多多營造探索性及創造性活動；(4)小組教學也必須有其

他資優生在內一起進行；(5)為低成就資優生提供特別的服務，像是團體諮商或

父母諮商。如此，應用以下常見的資優教育方案模式對低成就資優生也同樣會有

所助益： 

1. 濃縮課程：針對學生已經會的正規課程內容予以精簡學習時間，將剩下 

   的課程時間以充實活動或是獨立研究活動取代，以消除學生因為課程枯   

   燥乏味所造成的討厭學習等負面影響。 

2.  加速方式：針對那些因課程缺乏挑戰性，覺得無聊而喪失成就動機的資 

   優生而言，採用課程加速方式來提升學習動機與成就。 

3.  充實方式：針對學生學習特質，給予加廣加深的探索。 

4.  獨立研究：針對學生專長以及感興趣的領域，提供學生進一步研究的機  

    會，來提升挑戰學習動機與成就感的目的。 

5.  良師引導方式：針對學生的特殊學習需求，給予學生一個認同的楷模，    

   即是良師，引導學生學習以及發揮潛能。 

肆、結語 

 資優低成就不但是社會的損失，也可能造成消極的自我概念、自尊心低落，

形成自我孤立（Whitmore, 1980）。教育人員最感挫折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學生

能力不錯卻表現平平。從相關研究與文獻探討可知，影響資優生低成就的學校因

素可歸納為：課程缺乏挑戰性，資優生學習興趣低落；競爭激烈，強調外在動機，

忽略內在動力；教師期望不適當，師生關係消極；同儕壓力，表現普通較受認同；

教育階段改變，學生不適應（蔡典謨，民 92）。我們都不希望資優生的潛能被浪

費掉，但是專業人員欠缺的是決心介入學生的學習方案，以幫助他們更有效的發

揮潛能（Gallagher, 1991）。因此，若是能針對上述學校影響因素，分別探討資優

低成就真正的成因並對症下藥，採取適當的介入方案，並從根本的問題，逐一解

決，若能落實全校性介入方案，將能增進資優生學習低成就的困境。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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