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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國三會考結束之後，不給任何一點喘氣的時間，補習班業者們便紛紛來電，

打著有「數學、英文等優良名師」的名義，並藉由提供免費試聽課程便有獎學金

可拿的招牌及介紹同學上課的介紹費，吸引學生來試聽。身邊許多同學也有收到

類似的來電與廣告，這才發現原來補習文化已滲透進大部分學生的生活，令我們

產生想了解補習與學生學習間的關係的想法。 

 

而現今的臺灣社會，學生在求學的階段中大部分都有過補習的經驗，而家長

為了能夠讓孩子贏在起跑點，對孩子帶有很高的期許，希望孩子未來有一番成

就，甚至讓孩子還在幼稚園期間就已將小一課程學完。隨著孩子年紀漸長，需要

補習的科目也越來越多，能自主利用的時間也越來越少了，每天有補不完的習，

寫不完的功課，出現了本末倒置的現象，將精力花費在補習班上頭，而非學校。 

 

二、研究目的 

 

補習文化已在台灣扎根許久，希望藉由這次研究的機會，可以更進一步瞭解

補習原本的意義與用途，並非只是一味的跟隨同學們的腳步盲目的補習。我們想

對於台灣學生對於補習的看法做進一步的調查，補習的目的是什麼？補習真的能

讓成績進步嗎？而選擇補習班的條件又是什麼？  

 

三、研究方法 

 

    藉由成員們共同討論，確認研究方向，透過廣泛閱讀相關書籍、雜誌及網路

資料，像是不補習也能教出金牌兒（徐權鼎，2012）。我們還加入問卷調查的方

式，蒐集了各年齡層的看法和訪問學校的老師、補習班的老師，來加以整理、排

列、剪輯、分析，完成這次的研究。 

 

貳●正文 

 

一、何謂補習班 

 

    依「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所謂補習班是指，「以

補充國民生活知識，傳授實用技藝或輔導升學為目的，對外公開招生、收費、授

課且有固定班址，預收學生人數並達五人以上之短期補習班。」（臺北市短期補

習班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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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我國補習班概況 

 

   「教育部委託統計，今年一月，台灣的補習班家數創下新高。立案共有 18956

家，升學文理補習班則有 10626 家。」（天下雜誌，2013）補習班數量年年增加，

似乎一點都不受到少子化影響，升學補習班數量甚至超過超商數量，可謂另一個

台灣教育「奇蹟」。 

 

三、問卷調查 

 

    為了瞭解國人對於學生補習的看法，我們利用手機軟體製作網路問卷，問 

卷題數 10 題，問卷完成數 211 份，有效問卷數 210 份，問卷開啟次數 403 次。 

 

（一） 受訪者身分 

圖一：受訪者身分比例（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上述分析得知，此次調查對象有超過一半者為高中生，其次為社會

人士，可透過兩者間年代之差異，探討我國學生補習文化的趨勢。 

 

（二）有沒有補習過 

圖二：受訪者補習的比例（圖二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小學生, 2.90%
國中生, 6.20%

高中生/高職/五專

51.40%
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班, 

6.70%

社會人士, 32.90%

身分

小學生 國中生 高中生/高職/五專 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班 社會人士

有, 88.60%

沒有, 11.40%

有沒有補習過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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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們針對各個年齡層的調查顯示，從國小到出社會，大部分的受

訪者皆曾有過補習的經驗，顯示補習對於學生來說是有需要性的。 

 

（三） 從什麼時候開始補習（不含安親班） 

 

圖三：受訪者開始補習階段的比例（不含安親班） 

（圖三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上述分析得知，約有 54%的受訪者是從國小時便開始補習，目的有

些是為了將來私校的入學考，提早做準備。約有 34%的受訪者是從國中開

始補，國中課業比國小難度增高，這之間的落差也增加了學生補習的人數，

也有些則是為了將來的會考，考上前面志願的高中而接受補習。至於從高

中才開始補習的僅有約 6%的受訪者，顯示會選擇補習的通常早在上高中前

便已開始補習了。 

 

（四） 補習的目的（可複選) 

 

圖四：補習的目的之比例（圖四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上述分析得知，約有 38%的受訪者認為補習的目的是能夠使成績進

步，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補習班有重點整理、父母要求及怕跟不上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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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三項比例接近，是選擇補習的其他原因。其他一些人則認為，補

習的目的還有許多，諸如有帥哥美女、自己有興趣、打發時間……等等。 

  

1、成績進步 

 

    透過補習班的教學，除了能夠學習兩遍的內容，也能獲得更多的

補充，增進知識也多做了許多題目，考試時便不會因為沒看過的題型

感到焦慮不安而沒有考出水準。 

 

2、有重點整理 

 

    補習班的重點整理能讓學生們在這方面節省許多時間，不會因為

到考試前整理筆記忙得焦頭爛額，而且補習班的經驗豐富，容易考出

來的重點皆會標示清楚，有些科目還會有口訣，幫助記憶。 

 

3、父母要求及怕跟不上別人 

 

    隨著時代演進，父母愛子心切、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對孩子有

很高的期許，希望他們能在班上維持好成績，將父母學業的不完美之

處補全也是近年來補習年齡層逐漸降低、補習科目越來越多的因素之

一。同儕之間容易比較，考試完常常會互相詢問成績，若是成績不理

想的話則容易產生自卑感。 

 

（五） 補習的科目（可複選) 

英文, 33.00%

數學, 34.90%

物理, 15.80%

化學, 11.00%

其他, 5.30%

補習的科目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其他

 

圖五：補習的科目的比例（圖五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上述分析得知，數學與英文常常是學生們的弱點所在，決定了學生

成績的優劣，也是補習的熱門科目，數學與許多科目都有像是物理、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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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等，倘若對於數學的熟悉度、靈活度不夠的話，影響到其他科目，正

所謂一舉兩得，一敗多失；而英文除了在學科當中占有極大的比例外，在

日常生活中也是重要的一環，舉凡工作、出國遊玩等常常需要利用英文來

溝通，學校與家長都會特別要求孩子的英文程度。而社會科地理、歷史、

公民，學生們普遍認為是有背就有分，不需要再多花時間金錢與精力去補

習了，補習班比起英數物化等科目也少有開班授課。 

 

  近年來，大考的趨勢越來越重視作文這方面，像是第一屆會考的作文

比序是放在首位的，所以補國文、作文的學生日漸增多，希望能創作出一

篇篇文情並茂，詞藻華美的作文。 

 

（六）每週花多少時間補習 

4小時以內, 

41.60%

4-8小時, 29.20%

8-12小時, 21.90%

12小時以上, 

7.30%

每週補習時間

4小時以內 4-8小時 8-12小時 12小時以上

圖六：每週補習時間比例（圖六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上述分析得知，多數學生補習時間為 4 小時及 4 至 8 小時，約等於

補一科至兩科的時間，與圖五分析綜合起來，可推論學生大多會將補習時

間花在英文與數學上面。 

 

（七）每年補習的花費 

圖七：每年補習的花費之比例（圖七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1萬以下, 16.30%

1-5萬, 59.00%

6-10萬, 16.90%

11-15萬, 5.60%
15萬以上, 2.20%

每年補習的花費

1萬以下 1-5萬 6-10萬 11-15萬 15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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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分析得知，學生每年需要的補習費用大多為一至五萬，假設一

名學生從小一補到高三畢業為止，補習費用最高可達 60 萬，平均每月約為

4、5000 元，對於小康家庭來說還是可負荷的。「便宜卻無用，那是浪費；

價格合理卻具功效，貴一點也是值得的！」（陳大為，2010）補習班常祭出

低價優惠，但有時家長會因價格便宜而不慎選到品質低廉的補習班，成效

反而更差。 

 

（八）補習最大的壞處 

沒有自己的時間, 

50.80%
平日補習易導致晚睡, 

23.80%

有補習憂鬱症, 

3.20%

學校功課寫不完, 

1.00%

浪費錢, 12.20%

補習最大的壞處

沒有自己的時間 平日補習易導致晚睡 有補習憂鬱症

學校功課寫不完 浪費錢

圖八：補習最大的壞處之比例（圖八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上述分析得知，約有 47%的受訪者認為補習最大的壞處是沒有自己

的時間，再來是平日補習易導致晚睡。約有 11%的受訪者則認為，補習只

是浪費錢而已。「他們無法去思考什麼是真正重要的，因為下個測驗、下個

老師都在等著你。」（Herbert Hanreich，2013）而其他 14%的受訪者認為，

補習的壞處除了上述項目，還有減少發覺自己潛力的動力，失去自主學習

的動機與能力。 

 

1、沒有自己的時間、平日補習易導致晚睡 

 

    為了補習，回到家時也已經不早了，若是要複習明日的考試只

能持續奮戰到深夜，壓縮睡眠時間，與平日補習易導致晚睡、學校

功課寫不完有相關。所以常常只能利用假日的時間，一口氣將未來

或還未完成的作業寫完，以及複習完畢，這樣的方式不但無法消化

課程內容，還會讓孩子身心俱疲。 

 

2、只是浪費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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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等下課、下課等放學，還不是跟在學校沒啥兩樣。」（文

字慾，2006） 家長逼迫補習，孩子卻沒有意願認真上課，只是去補

習班吹吹冷氣、和同學聊天、補眠等。 

 

（九）贊不贊成「年級越高，需補習的科目越多」 

贊同, 33.30%

不贊同, 66.70%

年級越高，需補習的科目越多

贊同 不贊同

圖九：贊不贊成「年級越高，需補習的科目越多」的比例 

（圖九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上述分析得知，約有 67%的受訪者認為不一定年級越高，補習的科

目就要越多，而是依據自己需要加強的科目來補習，高中科目比起國中、

國小多了許多，但多數人並不會補習那麼多科，除了時間分配的考量外，

一些能靠自己學習的科目不需要再花錢去補習了；約有 33%的受訪者則贊

同這項說法，年級越高，教學內容越有深度，若沒有補習班老師的講解很

容易聽不懂，而且能夠透過補習班，瞭解目前考試的方向。 

 

（十）支不支持補習 

支持, 48.80%

不支持, 51.20%

支不支持補習

支持 不支持

圖十：支不支持補習的比例（圖十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四、爭議重點 

 

（一）正規教育和輔助教育之間的平衡點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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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學生的影響 

 

    學生能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輔導，為考試做好準備，且補習能提

供多元化教育，能幫助部份專注力較不佳的學生理解並對學校課程不

排斥，而有效的補習能增強學生與他人競爭的信心。 

 

    但如果學生只是不斷吸收大量知識，沒有獨立思考與分析的機

會，在未來可能會無法自己解決問題。學生在學校學習的興趣下降，

厭倦了學校老師的教學，認為補習班的教學品質更高，此現象將會產

生惡性循環。反過來可能會令教師備課及上課態度變得散漫。 

 

2、對社會的影響 

 

    補習班和學校如果能產生互補的效果，補習班和學校的教育品質

也能有所提高，補習是家庭對教育的投資，這是好事而非問題。然而，

補習使教師面對更嚴重的學生學習能力差異，因為並不是所有學生都

參加補習班，而導致學生能力兩極化，擴大學生之間的成績差距，使

教師難於選材授課。經濟相對優勢的家庭，大多有較高的能力負擔高

額的補習費用，以確保日後能考上國立明星學校；反之經濟相對弱勢

的家庭，子女沒有多餘的錢能去補習。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極

端，使社會貧富差距擴大。 

 

參●結論 

 

    從以上調查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到雖然有 51.2％的受訪者（圖十）並不

支持補習，但依然有高達 88.6％的受訪者（圖二）曾經有過補習的經驗，表示補

習班仍有其存在的必要，由此可看出想法與實際行動之矛盾。學生們雖然對於補

習的支持度不是如此的高，卻受到台灣的體制、教學風氣以及家長的影響，為了

升學及優秀的成績而多數選擇補習，然而，補習班老師的授課時數遠少於學校，

因此補習班老師在上課時，必須濃縮教學內容，把握有限時間，將重點精華教授

給學生、幫助學生釐清觀念，但這種填鴨式教育，讓學生在短時間內獲取大量的

知識，卻不見得能夠吸收，本末倒置，這並非補習原始的意義。即使有些人是為

了加深印象而補習，但補習班的教學方式、教學進度皆與學校老師有所不同，不

見得適合每個人，不應只聽取同學的建議或廣告而盲從。「沒有『能不能』，只有

『要不要』，孩子自己想要時，力量才是最大的。」（徐權鼎，2012）即使沒有補 

習，但憑藉著認真努力，成績也能不錯，但還是得看學生個人的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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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習風氣已在我國盛行已久，隨著年齡增長，需要具備的能力及知識也越來

越廣泛，大家藉由補習學習到更多的學校老師未教的補充，但補越多的習，就一

定等於成績越好嗎？答案可想而知，過度依賴補習，總認為能夠聽到兩次的內容

而使學習態度不積極，成效反而不如預期，因此學生在心態上的調整上是很重要

的，如何正確看待補習，充分使用補習班所提供的資源，是身為學子的我們值得

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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