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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都要面對並解讀大量的數字或文字訊息。

然而，若是沒有一套有系統的處理方式來幫助我們有效率並快速的呈現出有用的

資訊，對於龐大而未經整理的資料集，我們並沒有理解的能力。 

  統計學是近百年剛興起的一門學科，它可以藉由一些統計技巧與方法，將龐

大的資料彙整並提供相關訊息給決策者作為決策參考。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可以很輕易的看到許多統計方法的使用。例如: 新聞報導、報章雜誌、成績

分析…等。因此，具備基本的統計知識與統計分析技巧已成為學生學習的重點之

一。所以，本篇文章將從現今職校統計教材抽取部分主題做一更深層的探討，以

提供教師在教學或學生學習上的補充方向。 

貳、正文  

 一、統計學的意義 

  統計學主要應用在面對雜亂無章的數據資料中，經由資料的蒐集、整理與分析，

提煉出資訊和知識，作為合理決策的科學方法。由此可知，統計學的應用其實相當廣

泛。例如：保險科學、生物醫學、商業應用、經濟學、心理學…等，都能發現統計應

用的影子。 

 二、統計學的分類 

  統計學就處理問題的不同大致上可區分為兩大區塊，分別是敘述統計以及推論統

計。以下就這二部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1.敘述統計 

 



  敘述統計主要是經由資料的蒐集、整理分析，並使用適當的統計方法，表現出資

料的特性。在高中（職）所探討的內容包括集中趨勢量數（平均數、中位數、四分位

數、眾數…等）、差異分析與圖表的呈現方法。 

 

 2.推論統計 

  推論統計探討的是利用機率理論，以及尋求最適當的抽樣方式蒐集樣本，並且根

據蒐集到的樣本特性，再經由假設與檢定推論未知母體的方法。由於這已經牽涉到更

高深的數學理論及數學計算，所以這部分在高中（職）領域並不會探討到，通常留到

大學時才會討論。但我們仍可以利用下面的圖一表來更清楚了解統計推論的基本概

念。 

 

 

 

 

 

 

 

 

 

 

 

 

圖一：母體與樣本間的關係（應用統計學 林惠玲 陳正倉著 雙葉書廊 2002 ） 

 

 三、常見的統計量計算 

  在這部分我們將探討在高中（職）校領域中幾個常見的統計量數，並深入探討

其中的意涵。 

 1.平均數 

    平均數應該是大家最早接觸到的第一個統計計算方法。然而，在一般學生的認

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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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想法其實不全然是正確的，因為平均數又可往下細分為 : 算術平均數、 

加權平均數、 幾何平均數、 調和平均數 、截尾平均數…等。依照不同的條件與情

況，所使用的平均數就不一樣。而這樣的情況往往也使得大家誤用統計方法，造成

解讀上的錯誤。在這，我們先將焦點集中在較常見的算術平均數及加權平均數上。 

首先，我們希望藉由下面的例題來說明算術平均數及加權平均數在計算上的統計涵

義和這兩個計算方法之間的差異性。 

例題一：小明此次段考成績如下：國文 85分、數學 90分、英文 70分、社會 75分， 

         試求小明段考成績的平均數。 

這個基本的計算問題對大部分的學生都能輕易拿分，大家的算法不外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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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若我們將題目在加上下列的條件：國文每週6節課、數學每週4節課、英文每

週4節課、社會每週2節課，此時的平均數就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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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例的兩個算法來觀察，相同的成績卻造成不同的平均數，原因是為何呢？其實，

在統計的概念中，可將平均數與期望值的概念畫上等號，我們將期望值簡單定義如

下： 

 

期望值= 預期得到的報酬 × 可能發生的機率 

因此，第一個算法我們可將它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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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兩者之間的差異性了嗎？其實，一般平均數的算法我們往往已經先假設了它

們發生的機率是相等的，而加權平均數則是針對各觀察值的發生機率下去計算，因而

造成兩種平均數結果的不同。然而，或許有學生會有疑問，那麼哪種成績的計算方式

對學生比較有利呢？我認為這就得看學生各科之間成績的表現了，若是每科分數相差

不多或是所占機率較低的學科分數較高，那麼第一種加設各科發生機率相同的算法可

能比較占優勢；換句話說，若該生成績是所占機率較高的學科分數較高，那麼，第二

種加權的算法就會比較占優勢了。 

  最後說明一個平均數的重要概念，經由統計方法呈現的數據都只是一個參考數值，

它不一定會發生。最常見的一個例子： 

例二：投擲一個公正的骰子，試求點數出現的期望值 

 

      因為是公正骰子，故六面出現的機率皆為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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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求得期望值為 3.5，理論上可以解釋為，當我們長期重複實驗下來，骰子平

均出現的點數為 3.5，但我們都曉得這是不可能會發生的。 

 2.變異數與標準差 

  另一個在統計上常用的統計量數為變異數，其主要用途在衡量一組資料的離散

程度。簡單來說，當變異數小的時候，代表各數值之間的差異低，平均數代表性高；

變異數大，代表各數值之間的差異高，平均數代表性低。但這部分因應課綱的規劃，

也做了些微的變動，卻也造成許多教師與學生的教學與學習上的困擾，新舊計算方

式列出如下。 

 

                         

 

 

        （舊版本計算公式）                    （新舊版本計算公式） 

 

  造成困擾的首要因素，我們發現第一次課綱的變動並非所有教科書都統一公式，

因而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困擾，不曉得哪個公式才是正確的。第二，兩個公式之間的

差異大部份的教科書都沒詳細交代，特別是為何新版本的公式分母要減一。第三，

教師缺乏專業進修，一開始的變動相信很多若沒特別翻書查閱的數學教師也許連這

兩者的差異在哪也分辨不出來，更別談論他們是如何教導給學生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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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兩個公式在統計學上的定義還是有差異的，舊版本的計算方法是用於當

蒐集的資料為母體資料時，我們直接除以母體觀察值個數即可；當蒐集的資料為樣

本資料時，我們必須除以觀察值個數再減一。事實上，在更深入的推論統計學探討

中，我們常用樣本變異數來估計母體變異數，為了不使估計產生低估現象，因而將

觀察值個數再減一。更進一步的，根據不偏性的原理，我們可以證明這兩者其實是

相等的。 

【證明】 

 

 

 

 

 

 

 

 

 

 

 

 

  至於是否一定要減一，這並沒有特別規定，我們也可以減去其他數字，最後只要

做係數上的調整仍可得到相同的結果。 

 四、幾個有趣的統計問題 

 1.這樣算考的不錯嗎? 

事件：老謝在某次的數學考試拿了 55 分，由於害怕回家後遭受一陣毒打，於是在 

爸媽看成績前老謝特別強調：『這次考試全班平均才 40 分，我可是高於班平均 15 

分喔』。 

一般在比較成績的好壞我們常拿該科分數與班平均做比較，這事件的情況看起來該

生考得應該算是不錯的成績，但只憑單一統計量數就輕易的下結論是很危險的。特

別是處理平均數這類容易受到極端值影響的統計量數，為了更進一步的確定，我們

最好再參考該班的成績變異數或是標準差來判斷此平均數的代表性高低。如此才能

進一步的評斷該生此次的考試表現是否真的優於班上平均表現。 

 2.你願意接受這份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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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老謝應徵工作，公司規模：老闆、經理 2位、組長 3位、員工 5位。老闆 

說：公司平均月薪 6萬元，受訓期間 1萬五千元，很快會加薪。 

  這是在一般報紙求才很常見的甄才手段，打著高平均月薪來吸引人才應甄。但大

部份的情況都是進入公司後才發現，一切與當初的預期是相差甚多的。雖然誠如所說，

平均月薪六萬，但分佈可能如下表所示。 

 

 

   

    這是很明顯平均數受到極端值影響的例子，所以一般對於統計觀念不甚了解者，

往往都會被統計數據所蒙騙。 

 3.賭或不賭  

事件：假設教室裡有大約 50 位同學，今天老謝和同學們打賭。在教室裡，至少有

兩位同學的生日是同一天，若輸的人要給贏的人一百元，你會和老謝打賭嗎?  

 

首先，假設生日只有 365 種可能。考慮一般的情形，若教室裡有 n個人且至少有 

人同一天生日的機率為 P，則  

1-P = 教室裡 n個人的生日都不相同的機率  

 

                   = 

 

所以，當 n=50 時，我們可以求出 P的近似值大約為 97% 。這個結果其實出乎大 

家的預料之中，在一般的直覺當中，這樣發生的機率應該是相當低的，但透過一 

些簡單的數學計算，卻發現可能發生的機率卻高達 97%。而這就是給決策者做決定

的重要參考依據。 

參、結論 

  具備基本的統計學知識已成為未來學習的趨勢，由近期課綱的改革可以發現，統

計學的內容逐漸朝著內容的廣度去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課程內容裡加入了信賴區

間的主題，然而，就一個學統計的過來人來看，我認為這部分可以著重在數據的解釋

 人數 月薪 總計

老闆 1 人 24 萬 24 萬

經理 2 人 10 萬 20 萬

組長 3 人 4 萬 12 萬

職員 5 人 2 萬 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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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切勿將學習重點放在公式的引導和計算題上。因為，這部分的學習歷程必須經

過較扎實的統計理論和機率論的訓練才能理解其主要意涵，並非短時間就能速成。所

以，教師在教學時可搭配報章雜誌的統計數據，以實際的生活例子為主，課本理論為

輔，使學生了解日常生活中處處皆可見到統計應用的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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