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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標：客觀地呈現建中相關人士對「建國中學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及相關議

題的想法，並找出贊成或反對此議題的關鍵因素。評估此議題帶來的後續效

應，並提供有關當局政策制定之參考。 

 

方法：「建國中學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意見調查」的受測者包含學校相關人士：

家長、學生、校友、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學生部分從 2016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9 日，共收回 2574 份有效問卷，並於調查結束後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本次調查有 72.7% 學生反對科學班招收女生，68.1% 學生反對建中招收

女生者，75.4% 學生贊成轉讓建中科學班名額。多變項羅吉斯迴歸分析發現，

與學生贊成或反對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在統計上顯著相關的因素有：校方因應

措施滿意程度、校園風氣適合女生程度、整體利弊、對課業學習的正面影響、

對學校傳統的正面影響、對生活習慣的負面影響、對心理情感的負面影響。與

學生贊成或反對建中開放招收女生在統計上顯著相關的因素有：校方因應措施

滿意程度、校園風氣適合女生程度、整體利弊、對社團活動的正面影響、對生

活習慣的負面影響、對社團活動的負面影響。 

 

結論：大多數學生反對科學班或建中開放招收女生，並贊成將建中科學班女生

名額，以其他方式轉讓給別校招收。若從提升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提升校

園風氣適合女生程度、使整體影響利大於弊、降低對生活習慣造成的負面影響

著手，可加強同學贊成開放科學班或建中招收女生之意願。未來研究可著重於

六大面向正負面影響形成機轉與程度高低。 

 

關鍵詞：建國中學、建中、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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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2016 年九月，105 學年度上學期開學前夕，有消息指出建中科學班將在明年度

開放招收女生。建中創立 118 年來，從未在高中部招收女生，然而近年來社會

風氣轉變，性別平權及校園正常化的呼聲水漲船高，希望建中招收女生的聲音

早已存在。建中身為全台灣僅存的少數純男校高中，若為 118 年的傳統另創新

局，勢必引起一片嘩然，且社會大眾對建中校內設施是否能提供女同學適當的

學習環境也多有存疑。在這個社會觀念逐漸改變的轉捩點，傳出這樣的新聞，

也確實成為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建中到底應該維持純男校的傳統，還是

向社會的新思維靠攏？ 

 

建中攝影憑藉著長期關注校園所建立的敏感度，認為此類議題的討論務必透過

某種媒介，讓各方的意見得以表達，否則容易在討論有立場的議題時針鋒相

對，既不利意見的表達，也不利共識的凝集與解決問題。因而萌發了透過問卷

調查，客觀陳述與本議題相關人士意見的構想。在與班聯會及學校各處室的討

論合作下，我們邀請了具有統計背景與問卷研究經驗的學長姊一同參與，從心

理計量與社會科學研究法的架構出發，推動了「建國中學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

意見調查」計劃，收案對象包括家長、學生、校友….等，是建中近年來收案規

模最大、兼具學術性的單一議題問卷調查計劃。 

 

我們希望透過此計劃，能達到下列幾個目的： 

1. 從學術角度客觀地呈現建中相關人士對本議題的想法。 

2. 找出贊成或反對此議題的關鍵因素。 

3. 評估此議題帶來的後續效應，並提供有關當局作為政策制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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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研究方法 

2.1 問卷設計 

「建國中學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意見調查」為一份自陳性問卷，在針對學生、

校友、家長、學校教師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後，整合意見列出需要測量的問題，

並以匿名方式填答。 

2.2 研究對象 

「建國中學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意見調查」的受測者包含學校相關人士：家

長、學生、校友、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第一階段問卷發放為高一、高二、高

三的學校日，於此期間能接觸到最多的家長，為方便家長填寫後繳回，採用紙

本問卷普查，並依據班級人數發放對應份數的紙本問卷。第二階段針對學生部

分於上課期間發放問卷，亦採用紙本問卷方便同學填寫後繳回，並依據班級人

數發放對應份數的紙本問卷。校友部分考量到建中校友散居全球，故在紙本問

卷設計完成之後轉換成網路問卷，以方便世界各地校友填答，收案期間也較

長，橫跨上述家長與學生的收案期間。本份調查報告只呈現第二階段學生的部

分。 

2.3 分析方法 

本次透過問卷收集得到的變項大致可分為四大類。第一大類為背景變項，包

括：年級、學業成績、婚姻狀況、是否有交往對象等。第二大類為受測者對本

次議題的認知狀態：是否得知本議題、得知議題的時間、得知議題的管道、招

收女生的緣由……等。第三大類是受測者對於議題表達的主觀態度：贊成或反

對招收女生、校方因應措施滿意度、校園風氣是否適合女生、是否贊成將女生

名額轉讓給其他學校。第四大類影響層面包含：受測者認為招收女生可能產生

的正面或負面影響、整體的利弊得失。我們將上述四大類的變項，進行三階段

的統計分析。第一階段為描述性統計，呈現問卷受測者的背景資料與初步的意

見調查。第二階段以「是否贊成科學班招收女生」與「是否贊成建中招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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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作為結果變項，以單變項分析找出統計上俱有顯著關聯性的因子。第三階

段進行二元多變項羅吉斯回歸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以是否贊成科

學班或建中開放招收女生作為依變項，控制第二階段中顯著影響受測者贊成或

反對的因素，進而針對各種可能的正面與負面效應作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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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結果 

3.1 第一階段：樣本分布  

全校學生人數依據教務處 106 年開學資料，高一 1094 人，高二 1102，高三

1148 人。學生部分問卷從 2016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9 日，分別回收高一學生

932 份、高二學生 854 份、高三學生 717 份，共 2574 份問卷進行分析，回收率

分別為 85.19%、77.50%、62.46%。 

 

3.1.1 背景資料 

如表 1 所列，本次受測者中以就讀一年級者有 932 位（37.2%）為最多，其次為

就讀二年級者有 854 位（34.1%），而就讀三年級者有 717 位（28.6%）。其中，

有 595 位（28.4%）學生的學業成績位於中段（表 1），有 1982 位（84.2%）學

生目前沒有交往對象。 

 

3.1.2 認知狀態 

關於本次議題如表 1 所列，有 90.3%的受測者在填答問卷當下已得知建中科學

班可能開放招收女生。39.4%的受測者表示不知道自己的得知議題時間，34.6%

的受測者則是在媒體報導過後才得知本議題。有近七成的學生最一開始得知議

題的管道是透過網路（68.0%）。至於是否清楚教育部國教署要求建中科學班開

放招收女生的原因，有 36.4%的學生選填了「中等程度清楚」。 

 

3.1.3 主觀態度 

見表 1 所列，有 1181 位（72.7%）的學生反對科學班招收女生，1701 位

（68.1%）的學生反對建中招收女生，1855 位（75.4%）學生贊成轉讓建中科學

班女生名額給其他學校，認為建中校園風氣極不適合女生就讀的學生有 986 位

（39.4%），認為不適合者亦有 861 位（34.4%）；相較之下，認為適合者有 95 位

（3.8%），認為極適合者有 135 位（5.4%）。對於校方因應措施的滿意度，則以

中等程度滿意 1097 位（49.2%）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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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影響層面 

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後，被最多學生認為會產生正面影響的範疇依序位於：生

活習慣、心理情感、人際關係，分別有 708 人（28.0%）、692 人（27.3%）、598

人（23.6%）認為會有正面的影響（表 1）。被最多學生認為會產生負面影響的

範疇則依序位於：學校傳統、生活習慣、心理情感，分別有 1594 人（63.0%）、

1197 人（47.3%）、958 人（37.9%）認為會有負面的影響。整體來看，有 1522

位學生（60.5%）認為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對現行校園造成的影響是弊大於利。

倘若建中開放招收女生，有 987 位（39.2%）、879 位（34.9%）、816 位

（32.4%）的學生認為會在人際關係、生活習慣、心理情感三方面對現行校園生

活帶來正面影響。另外也有 1561 位（62.2%）、1156 位（46.0%）、939 位

（37.4%）、929 位（37.0%）學生認為會對學校傳統、生活習慣、心理情感、課

業學習四方面有負面的影響。整體來看，1417 位學生（56.6%）認為建中開放

招收女生對現行校園造成的影響是弊大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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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樣本分布 

變項 個數 (N) 百分比 (%) 

第一部分：背景變項   

就讀年級   

一年級 932 37.2 

二年級 854 34.1 

三年級 717 28.6 

學業成績   

前段 1-20% 499 23.8 

前中段 21-40% 401 19.1 

中段 41-60% 595 28.4 

後段 61-80% 274 13.1 

末段 81%以後 326 15.6 

交往對象   

男朋友 39 1.7 

女朋友 213 9.0 

兩者都有 121 5.1 

都沒有 1982 84.2 

第二部分：認知狀態   

是否得知本議題   

是 2309 90.3 

否 247 9.7 

得知議題時間   

2016/08/19 之前（不含 08/19） 589 26.0 

2016/08/19 之後（含 08/19） 784 34.6 

不知道 894 39.4 

得知議題管道   

網路 1393 68.0 

傳統媒體 226 11.0 

學校老師 78 3.8 

校方 82 4.0 

同學朋友 234 11.4 

其他 37 1.8 

招收女生原因清楚程度   

極不清楚 177 7.8 

不清楚 487 21.5 

中等程度清楚 827 36.4 

清楚 621 27.4 

極清楚 158 7.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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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樣本分布 

（續下頁） 

   

   

   

   

   

   

變項 個數 (N) 百分比 (%) 

第三部分：主觀態度   

科學班招收女生   

贊成 680 27.3 

反對 1811 72.7 

建中招收女生   

贊成 796 31.9 

反對 1701 68.1 

轉讓建中科學班女生名額   

贊成 1855 75.4 

反對 606 24.6 

建中校園風氣適合女生就讀程度   

極不適合 986 39.4 

不適合 861 34.4 

中等程度適合 426 17.0 

適合 95 3.8 

極適合 135 5.4 

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   

極不滿意 255 11.4 

不滿意 509 22.8 

中等程度滿意 1097 49.2 

滿意 295 13.2 

極滿意 74 3.3 

第四部分：影響層面   

科學班招收女生的正面影響   

生活習慣 692 27.3 

課業學習 345 13.6 

學校傳統 258 10.1 

心理情感 598 23.6 

人際關係 708 28.0 

社團活動 499 19.7 

其他 9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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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表 1（續）：樣本分布 

變項 個數 (N) 百分比 (%) 

科學班招收女生的負面影響   

生活習慣 1197 47.3 

課業學習 795 31.4 

學校傳統 1594 63.0 

心理情感 958 37.9 

人際關係 773 30.5 

社團活動 679 26.8 

其他 126 5.0 

科學班招收女生的整體利弊   

利大於弊 400 15.9 

弊大於利 1522 60.5 

沒有影響 593 23.6 

建中招收女生的正面影響   

生活習慣 879 34.9 

課業學習 517 20.5 

學校傳統 358 14.2 

心理情感 816 32.4 

人際關係 987 39.2 

社團活動 715 28.4 

其他 86 3.4 

建中招收女生的負面影響   

生活習慣 1156 46.0 

課業學習 929 37.0 

學校傳統 1561 62.2 

心理情感 939 37.4 

人際關係 807 32.2 

社團活動 712 28.4 

其他 111 4.4 

建中招收女生的整體利弊   

利大於弊 621 24.8 

弊大於利 1417 56.6 

沒有影響 46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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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階段：單變項分析 

3.2.1 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 

經由卡方檢定（表 2-1 左欄），背景變項的年齡（P = 0.002）、年級（P < 

0.001），認知狀態的是否得知本議題（P = 0.009）、得知議題時間（P = 0.013）、

得知議題管道（P < 0.001），主觀態度的建中校園風氣適合女生就讀程度（P < 

0.001）、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P < 0.001），影響層面的整體利弊（P < 

0.001）、與各細項的正反面效應（P < 0.001），上述共 20 個變項與學生贊成或反

對科學班招收女生呈現顯著關聯性。 

 

3.2.2 建中開放招收女生 

經由卡方檢定（表 2-1 右欄），背景變項的年齡（P < 0.001）、年級（P < 

0.001），主觀態度的建中校園風氣適合女生就讀程度（P < 0.001）、校方因應措

施滿意程度（P = 0.044），影響層面的整體利弊（P < 0.001）、與各細項的正反

面效應（P < 0.001），上述共 17 個變項與學生贊成或反對建中招收女生有呈現

顯著關聯性。 

 

3.2.3 單變項交叉分析 

從表 2-2 中可以看出，贊成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的學生，有 59.82%亦贊成建中

開放招收女生。相反地，反對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的學生，則有 78.47%反對建

中開放招收女生。透過卡方檢定，也發現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與建中開放招收

女生兩者之間在統計上顯著相關（P < 0.001）。同時，贊成建中招收女生的學生

當中，有 50.90%亦贊成科學班招收女生。而反對建中招收女生的學生中，亦有

83.96%反對科學班招收女生。透過卡方檢定，也發現建中開放招收女生與科學

班開放招收女生兩者之間在統計上顯著相關（P < 0.001）。至於轉讓建中科學班

女生名額部分，不論反對或贊成科學班招收女生，皆分別有 81.59%、59.11%的

學生贊成將建中科學班的女生名額，以其他方式轉讓給別校招收，並且在卡方

檢定中呈現統計上顯著相關（P < 0.001）。而反對或贊成建中招收女生的學生，

更分別有 77.78%、70.22%贊成轉讓給別校招收，在卡方檢定中也呈現統計上顯

著相關（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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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單變項分析 

變項 
科學班招收女生 建中招收女生 

反對 贊成 P 反對 贊成 P 

第一部分：背景變項       

年齡（平均數） 16.32 16.19 0.002 16.33 16.18 0.000 

年級   0.000   0.000 

一年級 68.04% 31.96%  62.87% 37.13%  

二年級 73.94% 26.06%  67.84% 32.16%  

三年級 77.28% 22.72%  75.00% 25.00%  

學業成績   0.750   0.198 

前段  73.08% 26.92%  71.37% 28.63%  

前中段 74.87% 25.13%  68.02% 31.98%  

中段 71.79% 28.21%  66.95% 33.05%  

後段 73.43% 26.57%  71.16% 28.84%  

末段 70.72% 29.28%  64.24% 35.76%  

交往對象   0.442   0.443 

男朋友 66.67% 33.33%  69.23% 30.77%  

女朋友 76.08% 23.92%  71.98% 28.02%  

兩者都有 74.77% 25.23%  70.18% 29.82%  

都沒有 71.79% 28.21%  66.86% 33.14%  

第二部分：認知狀態       

是否得知本議題   0.009   0.179 

是 73.54% 26.46%  68.44% 31.56%  

否 65.52% 34.48%  64.20% 35.80%  

得知議題時間   0.013   0.546 

2016/08/19 之前（不含 08/19） 76.37% 23.63%  69.23% 30.77%  

2016/08/19 之後（含 08/19） 69.83% 30.17%  66.62% 33.38%  

不知道 74.88% 25.12%  68.60% 31.4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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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單變項分析 

變項 
科學班招收女生 建中招收女生 

反對 贊成 P 反對 贊成 P 

得知議題管道   0.000   0.053 

網路 75.57% 24.43%  69.41% 30.59%  

傳統媒體 79.56% 20.44%  73.54% 26.46%  

學校老師 67.11% 32.89%  64.00% 36.00%  

校方 58.75% 41.25%  59.76% 40.24%  

同學朋友 65.20% 34.80%  62.45% 37.55%  

其他 78.13% 21.88%  72.73% 27.27%  

招收女生原因清楚程度   0.220   0.162 

極不清楚 76.88% 23.12%  68.05% 31.95%  

不清楚 70.17% 29.83%  65.12% 34.88%  

中等程度清楚 73.00% 27.00%  69.85% 30.15%  

  清楚 74.59% 25.41%  66.78% 33.22%  

極清楚 77.85% 22.15%  74.67% 25.33%  

第三部分：主觀態度       

建中校園風氣適合女生就讀程度  0.000   0.000 

極不適合 92.44% 7.56%  79.46% 20.54%  

不適合 77.40% 22.60%  76.84% 23.16%  

中等程度適合 37.32% 62.68%  43.13% 56.87%  

適合 29.79% 70.21%  25.81% 74.19%  

極適合 32.03% 67.97%  33.08% 66.92%  

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   0.000   0.044 

極不滿意 90.04% 9.96%  72.06% 27.94%  

不滿意 82.54% 17.46%  69.90% 30.10%  

中等程度滿意 66.82% 33.18%  65.10% 34.90%  

滿意 72.01% 27.99%  70.73% 29.27%  

極滿意 59.46% 40.54%  75.68% 24.32%  

第四部分：影響層面       

整體利弊   0.000   0.000 

利大於弊 50.72% 49.28%  37.66% 62.34%  

弊大於利 96.63% 3.37%  83.54% 16.46%  

沒有影響 12.88% 87.12%  61.25% 38.75%  

生活習慣的正面影響   0.000   0.000 

有正面影響 50.37% 49.63%  55.28% 44.72%  

無正面影響 81.31% 18.69%  75.09% 24.9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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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單變項分析 

變項 
科學班招收女生 建中招收女生 

反對 贊成 P 反對 贊成 P 

課業學習的正面影響   0.000   0.000 

有正面影響 37.50% 62.50%  49.41% 50.59%  

無正面影響 78.43% 21.57%  73.01% 26.99%  

學校傳統的正面影響   0.000   0.000 

有正面影響 37.35% 62.65%  49.57% 50.43%  

無正面影響 76.84% 23.16%  71.23% 28.77%  

心理情感的正面影響   0.000   0.000 

有正面影響 48.20% 51.80%  52.13% 47.87%  

無正面影響 80.48% 19.52%  75.86% 24.14%  

人際關係的正面影響   0.000   0.000 

有正面影響 49.20% 50.80%  54.14% 45.86%  

無正面影響 82.04% 17.96%  77.23% 22.77%  

社團活動的正面影響   0.000   0.000 

有正面影響 44.61% 55.39%  50.50% 49.50%  

無正面影響 79.71% 20.29%  75.17% 24.83%  

生活習慣的負面影響   0.000   0.000 

有負面影響 90.09% 9.91%  89.11% 10.89%  

無負面影響 57.12% 42.88%  49.92% 50.08%  

課業學習的負面影響   0.000   0.000 

有負面影響 87.26% 12.74%  77.23% 22.77%  

無負面影響 66.17% 33.83%  62.58% 37.42%  

學校傳統的負面影響   0.000   0.000 

有負面影響 84.82% 15.18%  74.95% 25.05%  

無負面影響 51.95% 48.05%  56.54% 43.46%  

心理情感的負面影響   0.000   0.000 

有負面影響 90.27% 9.73%  78.25% 21.75%  

無負面影響 62.08% 37.92%  61.91% 38.09%  

人際關係的負面影響   0.000   0.000 

有負面影響 91.51% 8.49%  80.46% 19.54%  

無負面影響 64.50% 35.50%  62.17% 37.83%  

社團活動的負面影響   0.000   0.000 

有負面影響 93.43% 6.57%  78.96% 21.04%  

無負面影響 65.22% 34.78%  63.69%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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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單變項交叉分析 

變項 
科學班招收女生 建中招收女生 

反對 贊成 總和 P 反對 贊成 總和 P 

建中招收女生    0.000     

反對 78.47% 40.18% 68.06%      

贊成 21.53% 59.82% 31.94%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科學班招收女生        0.000 

反對     83.96% 49.10% 72.82%  

贊成     16.04% 50.90% 27.18%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轉讓建中科學班女生名額   0.000    0.000 

反對 18.41% 40.89% 24.46%  22.22% 29.78% 24.64%  

贊成 81.59% 59.11% 75.54%  77.78% 70.22% 75.36%  

總和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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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三階段：二元多變項羅吉斯回歸 

3.3.1 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 

以贊成或反對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為依變項的羅吉斯回歸模型中（表 3 左欄），

在控制背景變項（年級）、認知狀態（是否得知本議題）、主觀態度（校方因應

措施滿意程度、建中校園風氣適合女生就讀程度）、影響層面（整體利弊、各正

負面影響細項共 12 項）的影響後，在校方因應措施滿意度表示不滿意、中等程

度滿意、滿意、極滿意的學生，贊成科學班招收女生的勝算分別為表示極不滿

意學生的 2.110 倍（P = 0.003）、5.306 倍（P < 0.001）、6.340 倍（P < 0.001）、

5.048 倍（P < 0.001）。在建中校園風氣適合女生就讀程度表示中等程度適合、

適合、極適合的學生，贊成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分別為表示極不適合學

生的 4.151 倍（P = 0.002）、3.324 倍（P = 0.015）、3.557 倍（P = 0.050）。在控制

背景變項、認知狀態、主觀態度（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校園風氣適合女生

就讀程度）、影響層面（各正負面影響細項共 12 項）的影響後，認為整體利弊

利大於弊的學生，贊成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是認為沒有影響的 5.928 倍

（P < 0.001）；認為整體利弊弊大於利的學生，贊成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

是認為沒有影響的 0.096 倍（P < 0.001）。在控制背景變變項、認知狀態、主觀

態度、影響層面（整體利弊與其他正負面影響細項）的影響後，認為科學班開

放招收女生對課業學習有正面影響的學生，贊成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是

認為無正面影響的 1.762 倍（P = 0.036）；認為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對學校傳統

有正面影響的家長，贊成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是認為無正面影響的 1.900

倍（P = 0.034）；認為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對生活習慣有負面影響的學生，贊成

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是認為無負面影響的 0.638 倍（P = 0.041）。認為科

學班開放招收女生對心理情感有負面影響的學生，贊成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的

勝算是認為無負面影響的 0.558 倍（P =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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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建中開放招收女生 

以贊成或反對建中開放招收女生為依變項的羅吉斯回歸模型中（表 3 右欄），在

控制背景變項（年級）、影響層面（整體利弊、各正負面影響細項共 12 項）的

影響後，對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表示滿意、極滿意的學生，贊成建中開放招

收女生的勝算分別為表示極不滿意學生的 0.599 倍（P = 0.043）、0.406 倍（P = 

0.019）。對建中校園風氣適合女生就讀程度表示中等程度適合、適合、極適合

的學生，贊成建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分別為表示極不適合學生的 2.140 倍（P 

< 0.001）、2.808 倍（P = 0.001）、2.537 倍（P = 0.003）。在控制背景變項、主觀

態度（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建中校園風氣適合女生就讀程度）、影響層面

（各正負面影響細項共 12 項）的影響後，認為整體利弊利大於弊的學生，贊成

建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是認為沒有影響的 1.777 倍（P = 0.002）；認為整體利

弊弊大於利的學生，贊成建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是認為沒有影響的 0.381 倍

（P < 0.001）。在控制背景變項、主觀態度（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建中校園

風氣適合女生就讀程度）、影響層面（整體利弊）的影響後，認為建中開放招收

女生對社團活動有正面影響的學生，贊成建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是認為無正

面影響的 1.531 倍，且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P = 0.011）；認為建中開放招收女

生對生活習慣有負面影響的學生，贊成建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是認為無負面

影響的 0.132 倍，且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P < 0.001）；認為建中開放招收女生

對社團活動有負面影響的學生，贊成建中開放招收女生的勝算是認為無負面影

響的 1.692 倍，且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P =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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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二元多變項羅吉斯迴歸 

變項 
科學班招收女生 建中招收女生 

OR 95% CI P OR 95% CI P 

第一部分：背景變項       
就讀年級       

一年級   0.741   0.920 

二年級 1.087  0.736-1.607  0.674 0.989 0.753-1.299 0.936 

三年級 1.199  0.754-1.908  0.443 0.941 0.692-1.279 0.697 

第二部分：認知狀態         

是否得知本議題         

否 (ref)         

是 0.346  0.085-1.408  0.138    

得知議題時間         

2016/08/19 之前（不含

08/19） 
    0.121    

2016/08/19 之後（含

08/19） 
0.767  0.490-1.202  0.248    

不知道 1.244  0.847-1.826  0.265    

得知管道         

網路     0.161    

傳統媒體 0.752  0.436-1.296  0.304    

學校老師 1.548  0.656-3.648  0.318    

校方 0.594  0.254-1.392  0.231    

同學朋友 1.570  0.951-2.591  0.078    

其他 0.558  0.136-2.296  0.419    

第三部分：主觀態度         

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         

極不滿意 (ref)     0.000   0.039 

不滿意 2.110  1.296-3.436  0.003 0.897 0.583-1.380 0.621 

中等程度滿意 5.036  2.956-8.580  0.000 0.877 0.583-1.320 0.530 

滿意 6.340  2.664-15.088  0.000 0.599 0.364-0.985 0.043 

極滿意 5.048  2.188-11.643  0.000 0.406 0.191-0.862 0.019 

校園風氣適合女生程度         

極不適合 (ref)     0.001   0.000 

不適合 1.888  0.733-4.859  0.188 0.808 0.599-1.089 0.162 

中等程度適合 4.151  1.696-10.156  0.002 2.140 1.470-3.116 0.000 

適合 3.324  1.266-8.729  0.015 2.808 1.491-5.286 0.001 

極適合 3.557  1.001-12.637  0.050 2.537 1.377-4.675 0.003 

 
 

第四部分：影響層面         

整體利弊         

沒有影響 (ref)     0.000   0.000 

利大於弊 5.928  3.595-9.776  0.000 1.777 1.246-2.536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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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續）：二元多變項羅吉斯迴歸 

 
 
 
 

變項 
科學班招收女生 建中招收女生 

OR 95% CI P OR 95% CI P 

課業學習的正面影響         

無正面影響 (ref)         

有正面影響 1.762  1.038-2.992  0.036 0.854 0.592-1.233 0.400 

學校傳統的正面影響         

無正面影響 (ref)         

有正面影響 1.900  1.050-3.439  0.034 1.006 0.677-1.494 0.977 

心理情感的正面影響         

無正面影響 (ref)         

有正面影響 1.312  0.855-2.012  0.213 1.222 0.891-1.676 0.214 

人際關係的正面影響         

無正面影響 (ref)         

有正面影響 1.422  0.926-2.183  0.107 1.126 0.814-1.556 0.474 

社團活動的正面影響         

無正面影響 (ref)         

有正面影響 1.189  0.753-1.878  0.458 1.531 1.104-2.123 0.011 

生活習慣的負面影響         

無負面影響 (ref)         

有負面影響 0.638  0.415-0.981  0.041 0.132 0.101-0.171 0.000 

課業學習的負面影響         

無負面影響 (ref)         

有負面影響 1.280  0.779-2.101  0.330 1.153 0.846-1.570 0.368 

學校傳統的負面影響         

無負面影響 (ref)         

有負面影響 0.719  0.490-1.056  0.093 1.137 0.848-1.523 0.391 

心理情感的負面影響         

無負面影響 (ref)         

有負面影響 0.558  0.330-0.943  0.029 1.101 0.786-1.544 0.575 

人際關係的負面影響         

無負面影響 (ref)         

有負面影響 0.751  0.401-1.405  0.370 0.903 0.625-1.306 0.588 

社團活動的負面影響         

無負面影響 (ref)         

有負面影響 0.837  0.410-1.708  0.626 1.692 1.175-2.436 0.005 



 

13 

第四章：討論 

4.1 第一階段：樣本分布 

從表 1 來看，若建中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最多受測者認為會對校園生活產生

正面影響的前三方面為：人際關係 708 人 28.0%）、生活習慣 692 人

27.3%）、心理情感 598 人（23.6%）；最多受測者認為會對校園生活產生負面

影響的前三方面則是學校傳統 1594 人 63.0%）、生活習慣 1197 人 47.3%）、

人際關係 958 人 37.9%）。可以發現認爲會對校園生活產生負面影響的人數明

顯高於認為會對校園生活產生正面影響的人數。當受測同學被問到若建中全面

開放招收女生時，最多人認為有負面影響的前三方面：學校傳統 1561 人

（62.2%）、生活習慣 1156 人（46.0%）、心理情感 939 人（37.4%），人數上也

是高於最多人認為有正面影響的前三方面：人際關係 987 人（39.2%）、生活習

慣 879 人（34.9%）、心理情感 816 人（32.4%）。此一發現不只呼應另外兩個變

項（第四部份影響層面：科學班招收女生的整體利弊、建中招收女生的整體利

弊）所呈現多數受測者認為弊大於利的結果，也可以看出受測同學們對科學班

或建中開放招收女生所產生負面影響之關注及在意程度，遠高於對正面影響之

關注及在意程度。 

 

4.2 第二階段：單變項分析 

4.2.1 第一部分：背景變項（表 2-1） 

背景變項中有兩項和時間相關的變項：年齡和年級。反對科學班招收女生的受

測者平均年齡較贊成者為高（P = 0.002），反對建中招收女生的受測者平均年齡

亦較贊成者為高（P < 0.001）。另一變項年級，也與開放科學班或建中招收女生

的意願在統計上有顯著相關性，且反對的比例都隨著年級增加而增加。可能解

釋之一為同學對環境的適應，高一新生進入建中後隨著年級增長也越適應男校

環境，因而習慣於這樣的舒適圈不願作出改變。另一說法則認為此現象反映出

高年級的心態，越高年級受測者所剩校園生活的時間也越短，即便學校改變招



 

14 

生對象，對於高年級學生來說感受不到改變後的福利，因而更傾向拒絕學校做

出改變。由於本研究以學生作為主體，在探討時間相關變項時，年級比起年齡

更多了一層學生進入校園生活後時間長短的含義，因此在第三階段多變項迴歸

分析時僅納入年級變項，更精確的區別高一到高三每個世代（Cohort）間的差

異，並減少年齡變項與年級變項兩者之間共線性的影響。 

 

4.2.2 第二部分：認知狀態（表 2-1） 

認知狀態四個變項當中，有三項（是否得知本議題、得知議題時間、得知議題

管道）都跟受測者是否贊成科學班招收女生有顯著相關性；反觀是否贊成建中

開放招收女生，與認知狀態四個變項全都未呈現統計上顯著相關。可能原因可

回溯至問卷內容，認知狀態變項的問題皆針對當時媒體所報導科學班可能招收

女生之議題，因此理當對與開放科學班招收女生的意願有關連性。而是否贊成

建中開放招收女生的部分，則為本次調查所延伸、設想之情境，自然與針對新

聞議題設計之問卷內容關聯性較低。 

 

4.2.3 第三部分：主觀態度（表 2-1） 

相較第二部分認知狀態的議題具有時事性，主觀態度兩個變項主要針對在校同

學對現行校園、校方的態度來探討學生是否贊成開放科學班或建中招收女生，

從卡方檢定可以看出此兩變項與學生是否贊成開放科學班或建中招收女生統計

上都有顯著關聯性。在研究設計上，問卷調查難以確認變項間的因果關係，但

從本次調查可以察覺，同學對已發生的開放科學班招收女生議題之主觀態度，

也會與尚未發生的建中開放招收女生議題具相關性，某種程度上仍可以做為未

來的施政參考。 

 

4.2.4 第四部份：影響層面（表 2-1） 

整體利弊部分，在填答弊大於利之受測者中，反對科學班招收女生的佔

96.63%，反對建中招收女生比例為 83.54%。在填答利大於弊之受測者中，反對

建中招收女生的比例 37.66%低於贊成的比例，然而反對科學班招收女生的比例

50.72%仍超過半數，高於贊成科學班招收女生的 49.28%。即便整體影響是利大

於弊，同學們對於僅開放部分班級（例如科學班）招收女生的接受度似乎比建

中開放招收女生為低。至於各影響層面的細項，任何一層面中填答會造成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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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受測者相較認為沒有負面影響者，皆有過半反對科學班或建中招收女

生，且皆呈現統計上顯著相關。而對各系項的正面影響當中，認為開放招收女

生會對生活習慣產生正面影響者相較認為沒有正面影響者，仍有過半數反對科

學班及建中招收女生，且呈現統計上顯著相關。另外，認為對心理情感、人際

關係、社團活動有正面影響者相較認為沒有正面影響者，也都還是有過半反對

建中招收女生，且皆呈現統計上顯著相關。此現象與樣本分布（表一）認為有

負面影響較認為有正面影響人數為多之情況相互呼應，若再從負面影響造成反

對建中招收女生人數比例上升的程度大於正面影響造成人數比例下降的程度來

看，同學們對於負面影響的感受要比正面影響來得明顯，寧可沒有享受到正面

影響，也不能忍受負面影響，在結果上呈現一種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的效

果。此一結果也暗示了在政策推行時，應極力避免事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從而提高學生對事件的贊成意願。 

 

4.2.5 單變項交叉分析（表 2-2） 

而在單變項交叉分析中（表 2-2 左欄），可以看出反對科學班招收女生者，有比

較高的比例反對建中招收女生；贊成科學班招收女生者，有比較高的比例贊成

建中招收女生。若從建中招收女生的角度來看（表 2-2 右欄），卻發現贊成建中

招收女生的同學中，反對與贊成科學班招收女生的比例相當接近（49.10%：

50.90%），這也呼應了在第四部份影響層面整體利弊部分所呈現：同學們對於僅

開放部分班級（例如科學班）招收女生的接受度似乎比建中開放招收女生為低

的結果。最後關於轉讓建中科學班女生名額給其他學校招收的替代方案上，無

論贊成或反對建中及科學班招收女生的同學，皆有將近六成到八成以上的同學

贊成轉讓建中科學班女生名額予他校，可見多數同學認為由其他學校開設科學

班來招收女生，是比由男校科學班招收女生更為合理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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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三階段：二元多變項羅吉斯回歸（表 3） 

4.3.1 第一部分：背景變項 

在贊成科學班或建中招收女生的回歸分析中，原先在單變項分析中呈現統計上

顯著相關之年級，在控制其他變項後並未呈現統計上顯著相關，可視為年級變

項的解釋力已分散到其他變項之中。 

 

4.3.2 第二部份：認知狀態 

僅有贊成科學班招收女生的迴歸分析納入認知狀態的變項，但是否得知本議

題、得知議題時間、得知管道三個變項在控制其他變項後並未呈現統計上顯著

相關。 

 

4.3.3 第三部份：主觀態度 

在主觀態度的變項中，對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越滿意者，其贊成科學班招收

女生之勝算比也越高，呈現一個上升的趨勢，可見校方對於新聞事件之應變方

式能對同學贊成與否產生顯著影響。而在贊成建中招收女生部分勝算比卻與對

校方因應措施之滿意程度呈現相反走勢，推測原因為校方當時並未明確表態招

收女生的處理措施，正好符合多數同學反對招收女生的意願，因而取得了較高

的滿意度。至於校園風氣適合女生程度變項，與參考組極不適合相較，不適

合、中等程度適合、適合、極適合都使得同學贊成科學班或建中的勝算比有所

提升；因此改善校園風氣適合女生程度，也有助於提升同學贊成科學班或建中

開放招收女生的意願。 

 

4.3.4 第四部分：影響層面 

整體利弊仍是決定同學贊成科學班或建中開放招收女生非常重要的因素。但若

從六大面向來看，僅生活習慣的負面影響會同時降低學生贊成科學班及建中招

收女生的勝算比。綜合在樣本分布與單變項分析之結果，可見若要取得同學對

科學班及建中招收女生之支持，應由解決招收女生後產生之負面影響著手，且

以解決對生活習慣造成之負面影響為首要課題。另外值得討論的現象是，認為

對社團活動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者（表 3 右欄），其贊成建中招收女生之勝算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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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高於認為對社團活動無正面影響或無負面影響者。推測同學認為若建中招

收女生於社團活動所產生之影響是正負面並存，因本研究無法量測出影響程

度，多數社團活動本來就已有女生參與，同學可能依據現有經驗認為正面影響

之效益大於負面影響之損害，所以儘管建中開放招收女生對社團活動正負面影

響皆有，仍傾向贊成建中開放招收女生。 

 

4.4 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在研究限制方面，橫斷式研究並無法確定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不過因為各變

項在發生時間上有先後順序，因此其中的關連性仍為重要的參考指標。此外，

本次學生部分意見調查，因本調查由建中攝影 CKPC 獨力發起，經費自籌，亦

僅由歷屆學長與建中攝影 CKPC 少數高二幹部於工作之餘或課餘的時間進行問

卷發放、統計與分析的工作，造成在資源極度有限的情況下，資料處裡時間仍

曠日廢時，日後若有更多資源、人手的投入，想必於時效性上能有所改善。 

儘管如此，本次調查結論仍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釐清許多以前未受注意的面

向。也希望能讓未來有興趣的研究者，奠基於本次調查，針做出有深度的探討

與貢獻。後續研究可以針對六大面向影響所形成的機制、影響的程度高低、保

留正面影響而避免負面影響的預防措施或整體規劃……等作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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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總觀本次調查內容，有 72.7%的學生反對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68.1%的學生反

對建中開放招收女生，75.4%的學生贊成轉讓建中科學班女生名額給其他學校招

收。 

 

可能影響同學贊成或反對科學班開放招收女生的因素為：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

度、校園風氣適合女生程度、整體影響（利大於弊、弊大於利）、對課業學習的

正面影響、對學校傳統的正面影響、對生活習慣的負面影響、對心理情感的負

面影響。可能影響同學贊成或反對建中開放招收女生的因素為：校方因應措施

滿意程度、校園風氣適合女生程度、整體影響（利大於弊、弊大於利）、對社團

活動的正面影響、對生活習慣的負面影響、對社團活動的負面影響。 

 

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校園風氣適合女生程度、對整體利弊造成的影響、對

生活習慣造成的負面影響四個變項對建中及科學班招收女生而言皆與同學贊成

或反對科學班及建中招收女生成顯著相關。 

 

綜合本調查結果，現階段不宜片面開放科學班招收女生，並建議將科學班女生

名額轉讓予他校招收。若從提升校方因應措施滿意程度、提升校園風氣適合女

生程度、使整體影響利大於弊、降低對生活習慣造成的負面影響著手，可提升

同學贊成開放科學班或建中招收女生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