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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近年來，數學已從「一門研究數、量、形的學問」轉變成為「一門胚騰的科學」；數學家從數字中、空間中、電腦裡甚至是從想像中尋找胚騰。國內教育也順應著世界的潮流，在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首度加入了昔日所沒有的胚騰課題。然而國內對於學生胚騰推理能力的研究報告卻寥寥無幾，尚屬待研究的階段。


本研究採相關研究法，目的在探討國中生的胚騰推理能力與其數學能力的相關程度，並了解各年級學生在不同類型胚騰的答對率是否有差異。本研究探討的胚騰類型有：序數增長型、遞迴增長型、屬性、平移、旋轉、對稱六大類。


本研究採取線上測驗的方式，在研究者的任教學校桃園縣立平鎮國中施測。共施測了15個班級，有效資料人數共516人。學生的作答資料會在受測之後立即傳回資料庫作為研究資料，再由研究者進行資料分析處理的工作，並利用SPSS統計軟體對收集的有效資料做統計量的分析且加以檢定考驗。


本研究的主要結果有下列幾點：


1、整體而言，本研究設計的胚騰推理在各年級的施測結果呈現出三年級的察覺率普遍高於一、二年級。也就是說，三年級的胚騰推理能力大致上明顯優於一、二年級。


2、研究者採成對樣本t檢定法考驗三個年級在胚騰推理題庫50題的平均答對率差異，結果顯示三年級表現顯著優於一、二年級，但一年級的表現竟顯著優於二年級。研究者從二年級的平均作答時間比一、三年級約少了20秒考慮，猜測有此意料之外的結果應該是作答態度草率的影響。但這並不影響二年級本身胚騰推理能力與數學能力的相關性。


3、從統計數據得知各班的胚騰推理測驗分數與學期數學成績在統計考驗上皆達到顯著相關。其中二個班級達高度相關，十二個班級達中度相關。這樣的研究結果已印證了國中階段學生的胚騰推理能力與數學能力應該有顯著的相關。教師甚至可將胚騰推理測驗成績做為判斷學生數學天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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