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要財富自由嗎？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研究員 曾建銘】 

理財素養對我們的財務和生活品質有著深遠影響。懂得理財知識可以幫助我們做

出聰明的金錢決定，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能。根據學校教育計畫，課程應該包含這

方面的教育。研究顯示，理財素養和數學能力有密切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應該將

理財素養融入數學教學中。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國小學生在數學和理財素養方面

的表現，為老師和學者提供參考。在現代社會中，我們追求精神和物質上的滿足，而

錢財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除了工作的主動收入外，懂得理財還可以獲得被動收入，

這對提高生活滿足度非常有幫助。因此，學習理財素養是一個終身受用的技能，它影

響著我們的金錢決策，進而影響我們未來的財務狀況。 

新的教育方針在 2014 年開始實施，強調了學生需要具備應對現代生活和未來挑

戰所需的知識、能力和態度。這個教育計畫特別強調了理財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將理

財的課程融入到各個學科中。這樣，學生將學到如何計畫理財、儲蓄，並參與理財活

動。這種教育方法的目的是培養學生具備應對現代社會和未來挑戰所需的技能，是他

們成為更好未來的一部分。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自 2012 年起，將理財素養納入國際學生評量計畫 

(PISA) 的測驗項目之一。主要是評估學生在數學和理財方面的能力，並要求學生應用

數學知識解決理財問題。因此我們將使用問卷調查法，基於 PISA 2021 的數學和理財

素養框架，開發相關的測驗題目，希望透過調查全國 5、6 年級與國中 7、8 年級學

生，以了解中小學生有關理財素養應用於數學素養知能的表現。 

參閱 PISA2021 的數學素養與理財素養架構，經過專家會議討論擬訂理財的數學

素養評量架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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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國中小學教師的設計和審查，共計編製了 65 個題組和 200 個子題，並參考

了李源順教授(2021)的研究計畫。這些題目包括了 5 至 8 年級的數學和理財問題，每

年級各有 3 套試卷，總共有 53 個題組和 137 個子題。我們在全國 12 所國小和 10 所

國中進行了方便取樣，每所學校的 5、6 年級和 7、8 年級各有一個班參與測驗，每次

測驗花費一節課的時間。除了理財和數學的題目，我們還額外調查了學生對數學的興

趣、學業表現、數學困擾、金錢使用習慣等方面的問題。 

最終獲得了 1051 份有效樣本，經過分析後發現，整體上，5 年級的學生在理財數

學素養方面表現較優，而 6 年級的表現較不理想。這可能是因為測驗時間在學期末，

6 年級學生在畢業前，受到學習內容熟悉度和遺忘因素的影響。此外，題目設計考慮

了學生的課程內容和日常生活中的理財情境，主要以數學為基礎。因此，這項研究結

果提醒我們，在教學中應該更注重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並且在評估學生的理財數學

素養時，需考慮到學習環境和動機因素的影響。 

另研究也發現學生的理財數學素養與他們對數學的興趣和表現有正相關（0.35 和

0.41），而對數學的困擾則呈負相關（-0.22），此結果符合我們的預期。此外，學生

普遍認為這次的試題與平時學習的數學考題不同，難度也較高。 

儘管我們的素養課程已經實施多年，此次調查結果學生在理財素養方面的表現，

並沒有如同數學能力因年級的增加有很顯著的差異。這可能是因為學生對於問題描述

的閱讀理解不足，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於理財名詞不熟悉，或者是缺乏耐心。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參與素養課程的 5 年級學生的表現優於未實施的 6 年級學生。這或許

意味著素養的培養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我們應該持續追蹤觀察。 

另外，我們也應該考慮是否應該在小學開始的階段，與其他相關領域介紹理財概

念，並將其融入數學素養的學習中。這樣，學生能夠在更早的時候了解理財規劃，或

許能夠在未來早日實現財務自由，享受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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