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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自我效能、內控信念和性別等個人層次因素與教師自主支

持（學校層次因素）對學習興趣之影響，並探究教師自主支持對國中生學習興

趣之脈絡效果，以及其對個人層次因素的調節效果。研究資料係採用 PISA2012

資料庫所釋出之階層巢套資料，有效樣本為 1,912 名來自臺灣 163 所不同學校

之 15 歲青少年，並採用多層次模型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國中生

在數學學習興趣上存在著性別差異現象。其次，自我效能與內控信念能正向解

釋學生的學習興趣上的變異。惟個人層次變項對學習興趣的影響，不會隨著學

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此外，教師自主支持對於學習興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針對上述發現，本研究提供教育實務輔導上的思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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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學習興趣是影響學生學習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因此向來為教育心理學最

受矚目的核心議題。興趣是 21 世紀關鍵的議題，因為興趣是個體在學習及發展

上，連結認知及情感層面的關鍵橋樑（Renninger, Hidi, & Krapp, 2014），也是影

響個人學業表現上極具預測效果的動機變項，尤其是在認知的運作上有強烈的

促進效果（Hidi & Harackiewicz, 2000）。研究發現，學習興趣與情緒、動機、意

願和努力密切相關（Pekrun, 2005）。同時，在學校教育環境中，興趣對學習有

強烈的預測效果（Conard & Marsh, 2014），Walkington（2013）的研究中指出，

當學生的學習活動係奠基於興趣時，那麼其在數學領域的學習，在提升數學的

應用能力以及嗣後學習時的領悟或理解能力將有穩定的促進效果。此外，學習

興趣是影響動機及學習意願的關鍵因素，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將有助於提高

學習者的專注力、對於學習活動的認知、堅持、情感，也會願意對該學習活動

投注更多的心力，並能在學習歷程中使用學習策略，進而提升學習成效（Hidi, 

2001）。無獨有偶地，Hidi 和 Renninger（2006）亦指出個人興趣對於學習有強

烈的影響，尤其是在提升學習者的專注力、認知、學業動機及對學習目標上均

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綜上所述，當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產生興趣時，將會對所

從事的學習活動產生學習意願、加速與認知的連結、產生提升自我效能的行為，

使其更容易達成學習目標與提升學習成效。由此可知，學習興趣與個體的學習

行為、學習歷程及成就表現有密切的關聯。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學習興趣的重

要性及興趣對個體嗣後學習之影響研究已卓然有成，然而，針對學習興趣的成

因，抑或是影響學習興趣之內外在來源因素研究卻乏善可陳。尤其是，國內對

於前揭興趣議題之探討，仍處於起步階段，有待更多學者持續深究之。此外，

有鑑於學習興趣的重要性及其對學習之全面性影響，是以探討影響學生學習興

趣之內在與外在環境因素，實為一促進與培養學生興趣之關鍵課題，不僅具有

理論建構之重要性，尤具實務應用之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長期忽略學習興趣的深度探討及培養。從臺灣於 2003、

2007、2011、2015 年參與「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可以發現，臺灣學生的數學

學習成就於國際評比上有很好的名次，但在學習興趣與自信上，卻都敬陪末座。

例如 2003 年的調查顯示，臺灣八年級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不如國際的平均程

度，且有每況愈下的趨勢（余民寧、韓珮華，2009）；根據 TIMSS 與 PIRLS 國

際研究中心之國際數學調查報告顯示，2007 年臺灣八年級生的數學表現全球第

一，但是喜歡數學的程度是全球倒數第十，信心指數為倒數第四（Mullis, Martin, 

& Foy, 2008）；2011 年八年級孩子的數學表現位居全球第三，四年級孩子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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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四（Mullis, Martin, Foy, & Arora, 2012）。雖然臺灣學生的成績表現傲人，

但調查數據中也看到臺灣的孩子，呈現年級愈高愈不喜歡數學、對數學也愈沒

自信的趨勢；2015 年臺灣國小四年級和八年級生的國際排名，在全球第三至第

六名間，但學習興趣與自信心卻是倒數第二與倒數第六名（Mullis, Martin, Foy, 

& Hooper, 2016）。不僅如此，調查結果亦顯示越高年級的學生，其興趣越低落。

綜合前揭調查可以發現，臺灣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多半是呈現低靡的狀態。

臺灣學生學習數學的方式，在跨國調查排名中呈現「高成就、低自信、低興趣」

矛盾現象。此外，余民寧和韓珮華（2009）分析 TIMSS 的資料也發現，此類學

習上「高成就伴隨低興趣」現象的學生人數有逐年提高的趨勢，不僅是臺灣，

此現象亦普遍出現在亞太地區的國家（如：日本、南韓、香港、新加坡），而此

一對數學學習抱持較低興趣的現象，無疑是對教學者及學習者的一大警訊。究

其原因，可能係因我們的教育研究與教學現場長期重視學生成就表現與影響成

就之來源因素，卻長期忽視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學習興趣與情意感受。因此，

了解影響學生學習興趣之內在成因及外在環境因素，據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儼然成為教育研究應努力的方向。 

回顧過去有關學習興趣的研究發現，過去研究多聚焦在學習興趣的理論發

展（Hidi & Renninger, 2006; Krapp, 2002a, 2002b; Mitchell, 1993; Schiefele, 1991）、

學習興趣的領域特定或情境依賴性（Chen & Darst, 2002; Häussler & Hoffmann, 

2002; Morrow, 1983; Perkins, Gratny, Singh, Sabella, & Rebello, 2010; Trautwein, 

Lüdtke, Marsh, Köller, & Baumert, 2006; Trumper, 2006; Zhu et al., 2009）、學習興

趣與內外在動機的關聯（Ainley, 2006; Krapp, 2005; Renninger, 2000），近年來則

有許多研究關注在教學實務上，提出教學方式或學習策略與學習興趣的相關研

究（何宗穎、鄭瑞洲、謝佩妤、陳東煌、黃台珠，2012；余民寧、韓珮華，2009；

趙珮晴、余民寧，2012；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 Del Favero, Boscolo, 

Vidotto, & Vicentini, 2007; Frisby, Weber, & Beckner, 2014; Thadani, Breland, & 

Dewar, 2015），亦有不少研究探討學習投入或學習態度與學習興趣之關聯

（Flowerday & Shell, 2015; Mazer, 2013; Renninger & Bachrach, 2015），有關學習

興趣與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亦卓然有成（Harackiewicz, Barron, Tauer, & Elliot, 

2002; Köller, Baumert, & Schnabel, 2001; Schiefele, 1991）。儘管學習興趣的研究

已普遍獲得重視，然而對於影響學習者學習興趣的內在與外在成因，例如教師

自主支持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內控信念（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對數學

學習興趣之影響，迄今仍付之闕如。另有關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對學習興

趣的影響，以及臺灣學生在學習數學時，學習興趣上的性別差異為何，這些議

題均仍有待使用具代表性的大樣本資料予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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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Bandura（1986）提出的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

理論，主張人們的行為乃是基於個人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結果，而其中自我效

能為預測個人行為的關鍵參考指標，尤其對於學習領域方面尤具有預測力。細

言之，當學習者本身對特定領域的主觀評估是有信心可以勝任時，將更喜愛、

竭力於學習任務之中。此外，房昔梅、鍾靜（2005）的研究結果發現，數學的

學習興趣來自於信心及成就感。同樣地，余民寧、趙珮晴與陳嘉成（2010）的

研究中亦指出，興趣主要來自於個人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各項活動，從中所獲

得的滿足感，以及應用於日常生活的成就感，是形成興趣的主要因素。由此可

知，若教學者欲提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習者對於學科領域的自信心，

著實為一可努力的方向。從前揭研究背景與說明可以發現，自我效能對於瞭解

學習者學習興趣的內在成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惟有關數學自我效能對數學學

習興趣之影響，國內迄今仍缺乏採用全面且具代表性樣本之實證研究，值得本

研究進一步深究。 

除了自我效能可以對個人興趣產生影響外，當代教育心理學揮別過往對於

追求成功的概念來自於「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外控信念，強調人們能控制

自己的未來，並且相信結果是與他們所投入的努力程度息息相關（Lefcourt, 

1991; McCarty & Shrum, 2001）。如同 Deci 和 Ryan（1985）自我決定論（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所揭：若越滿足個體自主性的需求，意即學習者本身對學

習內容及結果更能掌握時，其將更樂於學習。由此可知，個體對特定任務的內

控信念程度的高低，應能有效預測其從事該活動的學習興趣。然而，有關內控

信念對於學習者學習興趣的影響，仍無相關的實證依據予以釐清，有待本研究

繼續深究。由上述說明可知，無論是自我效能或是內控信念，唯有源於學習者

本身自我認知及內在動力的啟發與引導，才能促使其有較高的興趣並樂在學習。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自我效能、內控信念均可透過學習輔導與教學活動的設計

予以改變或提升，符合當代教育心理學研究所強調的處方性特質，因此具有教

學實踐與輔導上的意義與價值，諒能成為教師從事學習輔導以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之有效途徑。基於此，探討自我效能、內控信念對學習興趣之影響，實有其

理論建構與實務應用之重要性。 

學生的學習興趣除了會受到個人因素所影響外，不少學者指出興趣具有情

境依賴（context-dependent）的性質，亦即學生所處的學習環境與脈絡因素會引

起情境興趣（Hidi & Renninger, 2006; Knogler, Harackiewicz, Gegenfurtner, & 

Lewalter, 2015; Schraw, Flowerday, & Lehman, 2001），部份研究亦揭示環境因素

能對個人興趣產生正向預測效果（Chen & Darst, 2002; Mitchell, 1997）。Farmer

（1985）的研究指出，對於中學生而言，教師對個體的影響力勝過於父母親的

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教育浪潮下，教師的角色不再是傳統教室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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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者」，而是成為教學的「引導者」、「協助者」及「支持者」，許多當代新

興且獲得普遍重視的教學方法均是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讓學生

展現其學習的自主性。而有關學習環境對個體學習的影響，則以自我決定理論

最具代表性，該理論揭示：當教師的教學風格及其在課室情境中能提供自主支

持時，將會激勵學生有更高的內在動機據以產生行為（Ryan & Deci, 2000）。儘

管教師自主支持對學生學習歷程的影響已獲得部份研究的支持，惟對於學生的

學習興趣是否會有顯著的影響，迄今尚無實證研究予以探討，更遑論探討教師

自主支持的調節效果。因此，本研究將採用 PISA 資料所提供的全國代表性樣

本進行分析，據以釐清教師自主支持此一學校脈絡因素對臺灣青少年學習興趣

之影響。 

一、個人因素對學習興趣之影響 

（一）自我效能與學習興趣 

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在某一特定情境或領域中，對自己是否具備完成特定任

務的能力之主觀評估，亦即個體對自己能力與表現的自我評估（Bandura, 1982, 

1997, 2001a, 2001b; Pintrich & Schunk, 2002）。基於自我效能具有領域特定的性

質，因此，Hackett 和 Betz（1989）又特別將數學科自我效能定義為個人對於能

否成功地完成某一數學任務或問題的信心，是一種特定情境下的自我能力的評

估。總括來說，學生在學習活動歷程中，一方面判斷、衡量自己可能達到的學

業水準或程度，並藉此評估自己的學習效能，調整其後續的學習行為；另一方

面在學習活動結束之後，學生也會根據表現情況來修正本身對於學業效能秉持

的信念（Schunk, 1989）。 

Keller（1983）研究中提到，根據學習動機的教學模式（ARCS model），要

讓學生對其所學的內容產生興趣，首先必須先引起注意（attention），再讓學生

本身主動察覺學習內容與本身的關聯性（relation），據以喚起學生的內在資源，

相信其賦有能力去處理，因而產生學習的信心（ confidence）與滿足感

（satisfaction）。由此可知，個體對所從事學習活動的信心評估，將對其所學學

科的興趣產生影響。前揭假定近來已獲得實證研究支持，例如：余民寧、趙珮

晴和陳嘉成（2010）以 TIMSS2003 所釋出的全國代表性樣本，共計 5,234 名八

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利用結構方程式模型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發現「數學學

習興趣」會受到「數學結果期待」、「數學自我效能」的直接影響。此外，賴英

娟（2010）以 TIMSS2003 所釋出的全國代表性樣本，共計 5,217 名八年級學生

為研究對象，經結構方程模式分析顯示，數學自我效能對數學興趣具有顯著的

file:///D:/★MCU銘傳大學/3.論文指導/1.指導的學生/105學年度/2.北碩_陳怡炘/怡炘(105)_《課程與教學季刊》學習興趣之多層次分析：個人與環境脈絡因素之影響/20180222一審修正回覆/20180225怡炘修正版/20170901（課程與教學季刊）(0227炘修)學習興趣之多層次分析：個人與環境脈絡因素之影響.docx%23_ENREF_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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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響。其次江春鳳、賴英娟和張楓明（2016）以臺灣南部地區之幼兒教保

系學生共 597 人為研究樣本，經結構方程模式分析顯示，自我效能對興趣具有

直接的影響效果。另外，Lent 等人（2001）以 111 名大學生為研究樣本，以數

學及科學課程為學科領域，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及結果期望能對正向地預測個

體的興趣。再者 Lent、Lopez 和 Bieschke（1991）以 138 位心理學導論的學生

為研究樣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自我效能感能預測學習興趣，且學習自我效

能透過學習興趣進而影響科學相關的職業選擇。 

除此之外，Flores、Navarro、Smith 和 Ploszaj（2006）對 302 位墨西哥裔美

國成年人進行調查，研究發現非正式職業自我效能感可以預測非正式職業興趣，

且非正式職業興趣與非正式的職業選擇結果有正向關聯。基於前揭理論文獻與

實證研究可知，個體對於所從事活動的自我效能可以有效地預測學習興趣。基

於此，本研究假定數學自我效能對於學習興趣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亦即青少

年在學習數學時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時，其會有較正向的學習興趣。 

（二）內控信念與學習興趣 

控制信念是指個體相信他們能透過行為方式，有能力能夠影響結果的程度

（Rotter, 1966），亦即對個人、行為及其所經歷的後果之關係所形成的一種概括

化的期望。Rotter（1966）認為持內在控制信念者，其對成敗事件之歸因係操之

在己，完全由自己的能力、努力或個人特質所決定；另一方面來說，持外在控

制信念者，對於發生於個人的事件，則會歸因為不能受到自己控制的外在力量；

另 Joe（1971）根據 Rotter 所提出的控制信念（locus of control）理論進行驗證

性研究發現，持內控信念的學習者，比外控者有更高的學習興趣，並付諸更多

的努力。此外，Patrick、Skinner 和 Connell（1993）進一步指出控制信念與內在

動機的關聯性，由於興趣是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是否具有內在動機的重要表徵，

因此，當學生認同努力的有效性及自主的投入為其成敗經驗的主因時，亦即對

其所得到結果的原因解釋是「操之在己」時，將有助於學生內在動機的提升。

由於內在動機為個體所學學科具有學習興趣、學習熱忱及愉悅感受，是以可知

內在控制信念將有助於學習興趣的提升。有關控制信念對興趣之影響，在國內

已獲得的實證研究支持，例如梁麗珍與林恆瑜（2008）以 476 位修習統計學課

程的學生，經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發現控制信念能透過自我效能的中介，進而

對學習興趣產生影響。 

綜合前揭文獻探討可以發現，個體對所從事學習活動的控制信念，與其所

學學科之學習興趣具有密切的關聯，惟有關控制信念與學習興趣之實證研究實

屬罕見，仍有待累積更多的實證研究釐清其影響力。而在數學領域的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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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對於數學學習活動的內控信念對學習興趣是否具有影響力，迄今尚無實證

研究予以釐清，是以有待本研究採用具全國代表性樣本的 PISA 資料庫做進一

步的探討。本研究基於文獻探討，推論內控信念能有效解釋學生在學習興趣上

的變異，簡言之，本研究假設持內在控制信念者，則對於數學科會有越高的學

習興趣。 

（三）性別對學習興趣 

有關兩性在學習興趣上的性別差異現象，國內外研究至今無一致性的結論，

例如 d’Ailly（2004）以 130 位加拿大及 153 位臺灣的五、六年級學生為研究樣

本進行跨文化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加拿大的男生有較低的學習興趣及努力，

相反地，加拿大的女生展現較高的學習興趣。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性別差異

在臺灣學生中卻不顯著，換句話說，臺灣學生的學習興趣未因性別而有不同。

其次，Frenzel、Goetz、Pekrun 和 Watt（2010）針對德國州立學校五到九年級學

生進行研究，計有研究樣本 3,193 人（女生佔 51%，男生佔 49%），利用潛在成

長模式分析其縱貫資料，結果顯示男生比起女生有較高的數學興趣，但男生及

女生在往後幾年的數學學習興趣曲線卻同樣地呈現下滑的趨勢。此外，Baran

（2016）以 154 位高中生為研究樣本（女生 78 人、男生 76 人），結果顯示，兩

性在物理領域的學習興趣上，女生所展現的學習興趣和男生沒有顯著差異。再

者，Preckel、Goetz、Pekrun 和 Kleine（2008）以同為六年級的 181 位資優生及

181 位一般生為研究樣本，研究結果指出，無論是在資優生或是一般生群體中，

女生在學業的自我概念、興趣及動機等面向的測量上，得分均較男生為低，也

就是說，男生的學習自我概念、學習興趣及學習動機皆優於女生。該研究更進

一步指出，前揭學業的自我概念、興趣及動機的性別差異現象，在資優生中比

一般生來明顯。在國內的研究部分，王曉晴（2008）以彰化縣 18 所國小，共 923

名國小六年級學童為研究樣本，研究結果發現，在數學課室目標結構下，男生

的數學學習興趣高於女生。 

綜觀以上關於學習興趣的性別差異研究可知，大致而言，男生的學習興趣

是優於女生的，但有關學生在不同國家、不同學科或學習領域時，其所體驗到

的學習興趣是否具有性別差異現象，迄今仍無一致性的結論。此外，前揭文獻

探討所敘及的實證研究，所採取的樣本多為地區性的小樣本，其研究結果的外

在推衍能力與效度似乎都力有未逮，仍有待本研究使用臺灣地區的全國代表性

樣本進一步釐清。基於此，本研究擬採用具有全國代表性樣本之 PISA 資料庫

所提供之優質資料，深究兩性在數學學習興趣上的差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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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自主支持對學習興趣之影響 

自主支持是指具有權威地位者（如教師）能夠採納、接納、認同他人（如

學生）的想法及感受，運用較少的壓力及要求，提供適切的資訊及選擇的機會，

並給予支持（Deci, Eghrari, Patrick, & Leone, 1994; Vansteenkiste, Lens, & Deci, 

2006）。而當學生在學習情境中，其對於學業成就的期望受到教師所支持時，將

提升學生對於學習活動的內在動機，促進課業興趣（施淑慎，2008；Deci, 

Schwartz, Sheinman, & Ryan, 1981; Yeung & McInerney, 1999）。此外，個體所處

的環境脈絡能夠直接或間接對其認知與行為產生影響，根據自我決定論（Ryan 

& Deci, 2000），學生所知覺的教師風格、課室氛圍，或是教師是否在課室情境

中提供自主支持，會強化學生的內在動機、學習行為，促發學生的學習歷程中

的調適與成長（Diseth & Samdal, 2014; Katz, Kaplan, & Gueta, 2009; Roth & 

Weinstock, 2013; Zhang & Sternberg, 2002）。 

由此可知，學生所置身的課室脈絡環境亦與學生學習興趣息息相關，當學

習者知覺較高的教師自主支持，能夠滿足學習者涉入的自主需求、興趣與偏好，

形成較強烈的預期喜悅與希望（江民瑜，2013）；實證研究也再再地發現課室脈

絡環境中的教師自主支持和學習興趣兩者之間的高相關，例如 Yeung 與

McInerney（1999）針對美國 227 位七、八年級中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個人、老

師、父母、同儕的知覺支持對自尊、課業興趣、和平均成績有正向影響，其中

教師支持的影響力大於個人因素或其他重要他人的影響，足見在中學早期關鍵

階段，教師支持對於提升學生興趣的重要性。再者，Riconscente（2014）在南

加州都市大型中學，針對 326 名拉丁裔 9 到 10 年級學生，進行為期一年的研

究中發現，教師的變項（如老師關注、教師對內容的解釋、教師對興趣的促進）

對學生興趣、自我效能及成就都有獨特貢獻。除此之外，Ahmed、Minnaert、van 

der Werf 和 Kuyper（2010）對來自荷蘭中產階級家庭的 238 位平均 13.2 歲的七

年級學生進行研究，發現教師自主支持正向預測學生興趣及樂趣，並能有效地

抑制學生的數學焦慮感受。綜合前揭研究可知，無論在理論上或是實證研究上，

教師自主支持能增進學生學習興趣，對於學生課堂積極參與活動有莫大的助益。

基於此，本研究假設在課室環境中的教師自主支持能對國中生的學習興趣有正

向預測的效果，亦即當學生置身在較多教師自主支持的學習環境時，則學生會

有較高的學習興趣。值得注意的是，前揭有關教師自主支持或教師教學等環境

因素對學生學習興趣之影響研究，均係採用單一層次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忽略了同屬一環境脈絡下觀察資料間不獨立的問題，將導致錯誤的參數估計結

果。有鑒於此，本研究將採用多層次模型分析，據以評估教師自主支持對於學

生學習興趣之脈絡效果，以獲得良好的統計結論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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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個人所處學習環境因素對其學習興趣的調節效果而言，吳淑娟（2012）

以 51 對母親與其 50 至 60 個月大的學齡前孩童為研究樣本，經階層迴歸分析

結果顯示，母親的教育程度可調節以孩童為中心的行為對孩童閱讀興趣的預測

力。其次，Lee、Chao 與 Chen（2011）以 235 位臺灣的技術學院學生為研究對

象，經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顯示，學習興趣（interest in learning）對學習結果

（ learning outcomes）的影響，會受到教師指導態度（ teachers’ instructional 

attitude）所調節。此外，Jansen、Lüdtke 和 Schroeders（2016）從 PISA 資料庫

所釋出的德國樣本進行研究，以來自 1,322 間學校，2,094 個九年級的班級，共

計 39,192 位學生進行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成就測量

（achievement measure）此一環境因素扮演著學習興趣與成就之間的調節角色。

從前揭研究可以發現，個人所處的學習環境，能有效地調節個人因素與學習興

趣間的關係。由於教師自主支持對個人層次因素（自我效能、內控信念與性別）

與學習興趣間關係的調節效果，迄今尚無實證研究予以探討，實有待本研究予

以釐清與深究。基於前述文獻探討，本研究主張教師自主支持此一環境層次的

調節變項，能有效地增強自我效能與內控信念對學習興趣的正向影響。綜上所

述，本研究假設：當學生處於高度教師自主支持的學習環境時，自我效能與內

控信念對學習興趣的正向關係，會受到教師自主支持的調節而增強。另兩性在

學習興趣上的差異，亦會受到教師自主支持的調節而消弭。 

基於前述研究背景與文獻探討，本研究旨在探討個人層次因素（自我效能、

內控信念、性別）與教師自主支持對學習興趣之影響，並探究教師自主支持對

國中生學習興趣之脈絡效果，以及其對個人層次因素的調節效果。具體來說，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國中生的自我效能、內控信念與性別對學習興趣有何影響？ 

（二）教師自主支持對學習興趣有何影響？ 

（三）自我效能、內控信念與性別對於學習興趣的影響，是否會受到教師

自主支持此一環境脈絡因素所調節？ 

 

貳、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採用「PISA 國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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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2012 年的學生問卷 B 式與臺灣調查資料。該

調查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行抽樣，為一具代表性的全國性樣本，因此樣本資

料更能代表母群體。本研究的母群體為臺灣 15 歲的青少年，採用學生問卷 B 式

並刪除遺漏值後，計有學生樣本 1,912 人（女生 959 人、男生 953 人），係來自

163 所不同區域與能力程度的學校，因資料收集範圍包含個人與學校等多層次

結構，因此在分析上可瞭解學校因素與個人因素對學生的學習興趣所造成的影

響與調節效果。 

二、變項測量與構念效度檢驗 

（一）學習興趣 

學習興趣係指個人對於學習任務的偏好，可源自個人自身的喜好；亦或源

自個人與環境的互動，因此產生一種正向的心理狀態（Hidi, 2001），在學習興

趣的操作型定義上，本研究係從 PISA 2012 問卷中挑選「我對數學所學到的東

西感興趣」「我樂於閱讀數學類的讀物」、「我期待上數學課」、及「我練習數學

是因為我樂在其中」四題作為測量指標。原問卷之計分方式係採用 Likert 四點

尺度進行測量：受試者填答「非常同意」者給 1 分、答「同意」者給 2 分、答

「不同意」者給 3 分、答「非常不同意」者給 4 分。為利資料分析與解釋，因

此將上述題目予以反向計分。經反向計分後，得分越高者，代表越同意題幹的

敘述，亦即對於學習數學有越高的學習興趣。 

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可以抽出一個構念，而該因素計可解釋總變異量高達

70.18%，因素負荷量則介於.78～.90 之間。在信度方面，學習興趣之內部一致

性信度為.90。 

（二）數學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對某一特定領域的工作上，對自身能力與表現的自信心

評估（Bandura, 1997; Bandura, 2001b）。基於自我效能具有領域特定的性質，因

此本研究以數學學習為特定領域，將數學自我效能定義為個人對於能成功地完

成某一數學任務或問題的信心，是一種特定情境下的自我能力判斷（Hackett & 

Betz, 1989）。基於前揭定義，本研究的數學自我效能在操作型定義上，是從 PISA 

2012 學生版問卷中挑選「在做下列數學作業時，你有多少信心可以解題？」此

一題組項下「使用火車時刻表來計算從一地到另一地要多久時間」、「計算一台

電視機在打了七折後是多少錢」、「計算鋪滿一塊地板需要有多少平方公尺的瓷

磚」、「理解報紙上的圖表意義」、「解方程式，如 3x+5= 17」、「在比例為 1:10000

的地圖上計算兩地間正確的距離」、「解方程式，如 2(x+3) = (x + 3) (x - 3)」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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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一輛汽車的汽油消耗率」等八項數學任務與問題的解題信心評估，並求

取八個題項的平均數作為數學自我效能的分數。前述題項的計分方式是採

Likert 四點尺度進行測量：受試者填答「非常有信心」者給 1 分、答「有信心」

者給 2 分、答「不太有信心」者給 3 分、答「完全沒信心」者給 4 分。為利進

行資料分析，將前揭八題予以反向計分。受試者得分越高者，代表其數學自我

效能越高。 

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可以抽出一個構念，而該因素計可解釋總變異量達

56.69%，因素負荷量則介於.65～.82 之間。在信度方面，本研究之內部一致性

信度為.91。 

（三）內控信念 

控制信念係指個體相信他們能透過行為方式，有能力能夠影響結果的程度

（Rotter, 1966），而持內在控制信念者，其對成敗事件之歸因係操之在己，完全

由自己的能力、努力或個人特質所決定（Rotter, 1966）。而本研究在控制信念的

操作型定義上，係採取內在控制信念中的可控制向度（即努力歸因），從 PISA 

2012 學生版問卷中挑選「如果投入足夠的努力，我就能成功學好數學」、「我是

否能學好數學完全決定於我自己」、及「若是我願意，我就能學好數學」等三個

題項求其平均數。前述題項的計分方式是採 Likert 四點尺度進行測量：受試者

填答「非常同意」者給 1 分、答「同意」者給 2 分、答「不同意」者給 3 分、

答「非常不同意」者給 4 分。為利於資料的分析與解釋，本研究將所有題目的

分數以予反向計分。經反向計分後，受試者得分越高者，代表其內控信念程度

越高。 

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可以抽出一個符合理論預期的構念，而該因素計可解釋

總變異量高達 67.99%，因素負荷量則介於.83～.83 之間。在信度方面，本研究

之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6。 

（四）教師自主支持 

教師自主支持係指教師能運用最少的要求與最小的壓力，了解學生的需求

與感受，並在教學過程中，設計出符合學生能力和需求的教學活動（Deci & Ryan, 

1985），在教師自主支持的操作型定義上，本研究是從 PISA 2012 學生版問卷中

挑選「老師對每位學生的學習感興趣」、「當學生有需要時，我的老師會給予額

外的幫助」、「我的老師會幫助學生學習」、「我的老師會給學生表達意見的機會」

及「老師不斷教導，直到學生了解為止」等五個題項求其平均數。前述題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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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式是採 Likert 四點尺度進行測量：受試者填答「在所有課堂上」者給 1

分、答「在大部分的課堂上」者給 2 分、答「在一些課堂上」者給 3 分、答「從

來沒有或幾乎不曾」者給 4 分。為利進行資料分析，將所有題目的量尺分數以

予反向計分。經反向計分後，受試者得分越高者，代表其所知覺到的教師自主

支持程度越高。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可以抽出一個構念，而該因素可解釋總變異

量達 56.67%，因素負荷量則介於.62～.84 之間。在信度方面，本研究之內部一

致性信度為.86。 

三、統計分析與處理 

有關各研究變項之分佈情形、相關程度及信、效度檢驗，本研究係使用 SPSS 

18.0 統計套裝軟體對各變項進行描述性統計、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探索性因

素分析及信度分析。 

在模式的分析部分，由於本研究旨在釐清自我效能、內控信念、性別等個

人層次因素與教師自主支持對學習興趣之影響，並探究前揭個人層次變項對學

習興趣的影響，是否會受到教師自主支持所調節。此外，由於本研究的分析資

料係取自巢套設計（nested design）的多層次資料，學生資料係巢套於（nested 

within）學校之中，且屬於同一學校中的個體可能具有共同特質或受到相同學習

環境脈絡所影響，使得觀察資料不具有獨立的特性，將違反一般線性統計分析

方法的觀察資料獨立性假定，且導致較大的型 I 錯誤，造成不精確的參數估計

結果及錯誤的統計推論（Hox, 2010; Luke, 2004; Raudenbush & Bryk, 2002）。有

鑑於此，為解答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並避免研究結果受到違反獨立性的多

層次結構資料的影響，因此在假設模型的考驗部分，本研究使用 HLM6.08 版的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多層次模型分析。第一階層係以個人為分析單位，探討性別、

數學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對學習興趣的影響。第二階層則以學校為單位，將屬

於同一學校內的學生所知覺到的教師自主支持，透過組內聚合（aggregate）程

序產生相同測量內涵的高階解釋變數。 

本研究在進行假設考驗前，先針對無條件平均數模型（Unconditional means 

model）進行分析，亦即針對學習興趣的變異進行拆解，並評估組內變異（within-

group variability）與組間變異（between-group variability）的情形。而當資料顯

示具有組內相關時，為將階層結構資料所帶來的影響納入估計，則須採多層次

模式進行分析（Hox, 2010; Luke, 2004; Raudenbush & Bryk, 2002; Singer & Willett, 

2003）。 

當各校的學習興趣平均數存在著差異，亦即組內相關係數存在時，則於第

二階層模式中納入教師自主支持作為學校層次的脈絡變項（見 1-1 式），1-2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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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γ01係指教師自主支持對學習興趣之影響（即脈絡效果）；u0j則是指教師自主

支持無法預測β0j的殘差。 

在個體層次模型部分，則納入性別、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等個人層次解釋

變項（見 1-2 式），1-3 式之γ10是指考量自我效能與內控信念的影響下，兩性在

數學學習興趣平均數上的差異；1-4 式之γ20則是指在考量性別與內控信念的影

響下，自我效能對學習興趣影響的平均迴歸斜率；1-5 式之γ30則是指在考量性

別與自我效能的影響下，內控信念對學習興趣影響的平均迴歸斜率。 

由 1-3 至 1-5 式可知，性別、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的效果為一常數項加上

隨機效果項（如u1j、u2j及u3j），亦即假設個人層次變項的效果會隨著學校的不

同而有所變化。當隨機效果的非條件變異數（τ11、τ22）未達顯著時，則表示其

所對應的個體層次解釋變項的效果為固定效果，此時該變項不會與第二階層變

項產生交互作用（調節效果）。 

Yij = β0j + β1j(性別) + β2j (數學自我效能
ij

− 數學自我效能
j
) +

β3j (內控信念
ij

− 內控信念
j
) + rij(1-1) 

β0j = γ00 + γ01教師自主支持
j

+ u0j         (1-2) 

β1j = γ10 + u1j                           (1-3) 

β2j = γ20 + u2j                           (1-4) 

β3j = γ30 + u2j                           (1-5)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描述性統計 

表 1 旨在說明本研究各變項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描述性統計分析主要

在描述各研究變項的得分情形，藉由描述各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及峰

度，以瞭解各變項的集中趨勢與分散情形，以及是否符合常態分配。表 1 結果

顯示，本研究的各變項的分佈情形大致上呈現常態分配。另各變項的相關係數

如表 2 所示，各變項間之關連強度與方向性均符合理論預期，且自我效能、控

制價值及教師自主支持等三個解釋變項與數學學習興趣之關連均有中等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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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量，相關係數分別為.43、.41 及.27，其相關程度與效果量足以在嗣後的多

層次分析中作為預測變項之用。 

 

表 1 各層次變項之描述統計 

層次 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個人層次 

數學自我效能 1 4 3.11 .68 -.61 .01 

內控信念 1 4 3.11 .65 -.54 .50 

學習興趣 1 4 2.30 .74 .18 -.29 

學校層次 教師自主支持 1 4 3.10 .67 -.58 -.08 

 

表 2 相關係數矩陣 

 自我效能 內控信念 教師自主支持 學習興趣 

自我效能 1     

內控信念 .35* 1   

教師自主支持 .15* .21* 1  

學習興趣 .43* .41* .27* 1 

*p< .05 

二、多層次模型分析結果 

無條件平均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組內相關係數（ICC）為 5.45%，顯示學

習興趣的變異中，有 5.45%的變異可歸因為受到學校層次脈絡變項所影響。由

於階層結構資料具有組內相關的情形，不僅違反一般線性模式的獨立性假設，

亦會造成型一錯誤的膨脹，是以在完整模型的考驗部分，須採用多層次模型進

行資料分析，方得以獲得參數估計的精確性。 

首先，就個人層次解釋變項的固定效果而論，在考量自我效能與內控信念

的影響下，男生在數學學習時的學習興趣平均數比女生高 0.14（γ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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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SE = 0.03, 𝑡 = 4.52, 𝑝 < .05），達顯著水準，顯示在納入自我效能與內控

信念的影響後，臺灣國中生在數學領域的學習時，男女在學習興趣上存在著性

別差異現象。其次，在考量性別與內控信念的影響下，自我效能每增加一個單

位，將能使學習興趣提高 0.38 個單位（γ20 = .38, SE = 0.03, 𝑡 = 14.32, 𝑝 < .05），

顯示學生的自我效能對其學習興趣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另在考量性別與自我效

能的影響下，內在內控信念每增加一個單位，將能使學習興趣提高 0.30 個單位

（γ30 = .30, SE = 0.02, 𝑡 = 12.95, 𝑝 < .05），顯示學生的內在內控信念對其學習

興趣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整體來說，在納入性別、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等個體

層次解釋變項後，個體層次（第一階層）的殘差變異數估計值為 0.38，相較於

無條件平均數模型的 0.51，可得個人層次變異數削減比例為 25.49%，顯示當個

人層次模型納入性別、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等解釋變項後，可有效解釋學習興

趣的變化。 

就教師自主支持的脈絡效果來說，教師自主支持對學習興趣具有正向的預

測效果（γ01 = 0.34  SE = 0.08, 𝑡 = 4.28, 𝑝 < .05），換言之，當學生置身於一個

高度教師自主支持的學習環境時，將有助於學生學習興趣的提升，可知教師自

主支持為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之保護因子。 

就隨機效果而論，值得注意的是，個人層次解釋變項的隨機效果，經多層

次模型分析顯示，性別、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之斜率變異數的估計值均未達顯

著水準（u1j = 0.01,   𝑝 = .47；u2j = 0.01, 𝑝 = .43；u3j = 0.00, 𝑝 = .46），接

受虛無假設（H0: τ11 = 0, τ22 = 0, τ33 = 0），顯示性別、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對

學習興趣的影響為一固定常數，顯示前揭三個個人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習興趣的

影響，不會隨著學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亦即在不同學校中，性別、自我效能

及內控信念對學習興趣的預測效果（即斜率）是一致的。基於此，可知性別、

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等個人層次解釋變項並不會與學校層次變項產生跨層次交

互作用，換言之，個人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習興趣之影響，並不會受到教師自主

支持所調節，故已無須於相對應的第二階層（學校層次）模型中納入學校層次

脈絡變項。 

三、討論 

（一）個人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習興趣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臺灣的國中生在面臨數學領域的學習上，其自我效能對學

習興趣有正向顯著的影響，亦即當國中生對自己具備完成該數學任務的控制能

力越高時，則會對數學的學習產生更濃厚的學習興趣。此一研究結果與過去採



專論 

 

86 

 

用單一層次統計分析技術探討自我效能與學習興趣之相關研究，有一致的發現

（余民寧等，2010；Lent et al., 2001; Navarro, Flores, & Worthington, 2007）。例

如：余民寧、趙珮晴和許嘉家（2009）指出，學生若對某學科具有自信心，則

可增加其學習興趣。此研究結果除了與過去的實證研究結果相印證，也為國中

生的自我效能與學習興趣的關聯性提供有利的實證依據。 

其次，本研究發現內在控制信念對數學學習興趣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效果，

易言之，當學生將學習結果歸因於本身的內在的可控制因素，亦即對結果的預

期有更多操之在己的信念時，其對數學學科的興趣也會較佳，此一結果與過去

有關內在動機、內在控制信念與學習興趣的研究頗為一致（梁麗珍、林恆瑜，

2008；Patrick et al., 1993）。然而在國內過去研究中，迄今尚無實證研究關注內

在控制信念對數學興趣之影響，是以本研究為此一領域提供嶄新的實證依據與

理論基礎。 

此外，在考量了自我效能與內控信念的影響後，臺灣國中生在數學學習興

趣上仍存在性別差異現象。整體來說，男生對於數學的學習興趣平均大於女生

對數學的興趣，可知學習興趣不僅有領域的獨特性還有兩性的差異性，此一發

現也與先前探討兩性學習興趣相關研究結果相符（Frenzel et al., 2010; Preckel et 

al., 2008）。然而，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環境、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因素造成

此一現象，抑或是傳統的性別化科目選擇與期待，造成了女性在數學興趣的低

落，仍有待後續學者持續深究，方能改變此一現象，為提升女性數學興趣、學

習投入及成就表現而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因本研究採用多層次模型分析，是故可以釐清性別、自我

效能及內控信念等個人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習興趣的影響，是否隨著環境脈絡的

不同而有所差異。由於模型中性別、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對學習興趣之斜率變

異數不會隨著學校的不同而產生變化，顯示性別、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對學習

興趣的影響為一固定常數，亦即不會隨著學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預測效果（迴

歸斜率）。此為過去研究從未觸及與探討之處，透過本研究的發現，使得個人、

動機變項及環境因素對學習興趣所涉及的影響機制，能提供不同的洞見與實證

依據。 

（二）教師自主支持對學生學習興趣之脈絡效果 

就教師自主支持此一學校層次變項的脈絡效果而論，本研究經多層次模型

分析發現，教師的自主支持對於學生數學學習興趣具有顯著的正向脈絡效果。

細言之，當學生知覺到教師有更多的關懷、關心及協助的正向學習課室氛圍中

時，將有助於學生培養更濃厚的學習興趣，學生在學習數學時，將會因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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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而對數學產生更大的興趣。此一結果也與 Yeung 和 McInerney（1999）

的研究結果相印證。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探討教師自主支持對學習興趣的影響，

皆採用單一層次統計技術（如相關、迴歸、結構方程模式），不僅未能正確地分

析屬於環境脈絡變項的資料，將會造成估計標準誤的低估，以及偏誤的參數估

計結果。另對於釐清學生所處的學習環境對學習興趣之脈絡效果，亦力有未逮。

本研究採多層次模型分析，發現了教師自主支持對學習興趣的脈絡效果，可以

發現學生的學習興趣無法自外於學習脈絡之外，而是與教師的自主支持有密不

可分的關係，對於教學輔導實務與教育心理學理論之建構，均有其價值與貢獻。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自我效能與內控信念皆能有效預測學習興趣 

本研究發現學生個人的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能正向且顯著地影響學生的學

習興趣，意即當學習者對於本身的自我效能是持正向肯定的態度時，其學習興

趣的表現也較高；同樣地，當學習者本身持有較多的內在控制信念，也將提升

其學習興趣。 

（二）臺灣國中生的數學學習興趣存有性別差異現象 

本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國中生在數學學習興趣的得分上，男生的數學學習興

趣得分是高於女生的表現。由此可知，在數學領域的學習上，男女的學習興趣

是存有性別的差異現象，且男性的數學學習興趣是高於女性的。 

（三）教師自主支持對於學習興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校層次的教師自主支持變項對於學習興趣有正向地預測

效果。換言之，學生在學習情境中感受到較多的教師自主支持，將有助提升學

生者對於該學科的學習興趣。此外，本研究結果也說明了學習興趣具有情境依

賴的特性，亦即不同的學習環境的形塑會使學生有不同的學習興趣。 

（四）個人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習興趣之影響，並不會受到教師自主支

持所調節 

本研究結果說明個人層次變項對於學習興趣的影響，不會受到教師自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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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調節作用，意即性別、自我效能及內控信念等個人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習興

趣的影響是一固定效果，不會隨著學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二、建議 

（一）教育與輔導實務上的建議 

1.協助學生建立數學學習的正向自我效能信念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可知一切的學習成功皆

奠基於興趣多寡。而本研究採用具代表性的全國樣本發現，自我效能能有效地

預測學生的學習興趣，是以協助學生建立正向積極的自我效能信念，實為提升

學生數學學習興趣的首要之務。在課室教學與學習輔導實務上，教學者宜在數

學教學過程中，適時地提供鷹架，運用啟發技巧，設計更友善的學習情境，增

加學生的成功經驗，建立學生面對學習數學與解決數學問題時的自信，藉由學

生數學自我效能的提升，或能產生良好化學反應，使學生對於數學產生濃厚學

習興趣。 

2.培養學生數學學習的內在控制信念 

本研究發現，內在控制信念對於數學學習興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

在學習輔導實務上，教育工作者可以透過歸因再訓練（attributional retraining），

重新訓練學生對於學習活動的控制信念與歸因方式，戮力將學生的控制信念歸

因為內在控制，特別是將能否學好數學科做內在可控制的歸因，例如努力與學

習投入等因素，藉由建立積極且自我負責的控制信念（例如只要我努力或準備

的充分一些，我就能學好數學）。如此，便可使學生認識自己、相信自己，即便

在數學學習上遇到問題，也不容易歸咎於運氣不好、題目太難、老師刻意刁難

等自我無法克服的障礙。使學生養成樂觀的解釋風格，以及自律與對學習抱持

著負責的態度，進而提升數學學習的興趣。 

3.關注女性在數學學習興趣的低落情形及其影響 

由本研究發現，兩性於數學學習的興趣確有差異，男性普遍高於女性。由

於數學學習之興趣能對個體在數學學習時的學習投入、學習行為、學習成效及

就業選擇方向產生影響，故教學工作者須特別留意兩性在數學學習興趣上的差

異。基於本研究的發現，教師自主支持能正向影響學習興趣，因此在教學過程

中，教學者若提供學習興趣較低落之女性在學習上的自主支持，透過積極地消

弭此一失衡現象，追求更具效益的良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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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正向積極的教師自主支持環境 

本研究發現，教師自主支持能對學生的學習興趣產生正向的影響（脈絡效

果）。因此，若教學者從事教育過程中，若能運用各種方法，給予學生適時且適

當的支持與激勵，以及正向積極的關懷，將能協助學生提高數學學習時的學習

興趣。當學生能在一個自主支持且溫暖的學習環境中如沐春風，對於學習將不

再視之為畏途，據以協助學生擁有更多的學習興趣。 

（二）未來研究的建議 

1.納入其他關於家庭脈絡的變項 

本研究關注性別、自我效能及控制信念等個人層次變項及學校環境脈絡中

的教師自主支持對興趣之影響，然而綜觀相關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父母所持的

興趣或是家庭因素亦會對學生學習歷程或是學習成效產生影響，而學生本身與

父母信念、家庭生活息息相關，其本身學習興趣是否受到父母重要他人所調節，

值得進一步釐清，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可將父母對於數學學習的態度、教養方

式及父母支持等因素納入模式探討。 

2.持續關注學生所處的學習環境、班風及學習風氣之影響 

本研究在學習環境脈絡層次的模型中，雖有針對教師自主支持進行研究，

然而在班級的課室學習中，個人的學習會與同儕及所處的班級文化因素產生交

互影響。有關個人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習興趣之影響，是否會受到同儕團體效能、

班級的讀書風氣及同儕成就水平所影響，仍有待商榷，且前揭班級與環境脈絡

變項是否對學習興趣產生脈絡效果，亦值得進一步探究。鑑於目前極少研究探

討學生所處的學習環境脈絡因素對學習興趣的影響，另有關自我效能對學習興

趣之影響是否受到團體效能調節，進一步影響學習興趣，均有其理論建構與實

務輔導上的價值與意義。 

3.持續探討學習興趣的性別差異現象的成因 

本研究雖對於學習興趣的性別差異現象提供實證研究基礎，然而綜觀相關

研究，為何數學領域中存在此一性別差異現象的說法眾說紛紜，究竟是生理因

素、心理因素、抑或是學校、家庭、文化脈絡的影響，仍需要進一步的釐清。

建議未來的橫斷性研究除可納入更多元、全面的因素外，亦可輔以深入焦點團

體訪談或個案研究分析，或採用固定樣本追蹤研究，透過縱貫性資料追蹤探討，

耙梳出兩性在數學學習的歷程中，影響其學習興趣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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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elf Efficacy,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Gender, and Teachers’ 

Autonomy Support on Academic Interest: 
Multilevel Analysis of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and School-level Factors 

 

Yi-Hsin Chen *  Po-Han Wu **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self-efficacy,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gender) and school-level factors (teachers’ autonomy support) 

on academic interest. This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school-level effect of teachers’ 

autonomy support on academic interest and its effects on moderating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This study drew the hierarchically nested data from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2012 study which was obtained from 1,912 fifteen-year-

old students who come from 163 different schools.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multilevel model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boys’ average academic interes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irls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and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academic interest. Teachers’ 

autonomy support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s academic interest. Academic 

interest possesses context-dependent characteristics resulted in different academic 

interest of the students.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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