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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回歸分析、中介與調節效果檢驗、路徑分析：

SPSS實作技巧

成功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陳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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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SS版本：SPSS 17.0

◆資料名稱：Student Performance Data Set

◆資料來源：https://archive.ics.uci.edu/ml/datasets/Student+Performance

◆資料筆數：395

◆變數數量：33

◆本資料蒐集一校學生的各項資訊以及第一次、第二次期中考和期末考成績

◆ student_math.sav下載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5iW4viK1jwASwxQNigYBGsJwQk6VzGd?usp=sharing



3

複迴歸分析
◆探討多個自變數(x)與依變數(y)之間的關係

◆依變數必須為連續型(數值)

◆複迴歸方程式

𝑦 = 𝛽0 + 𝛽1𝑥1 + 𝛽2𝑥2 +⋯+ 𝛽𝑘𝑥𝑘 + 𝜀

◆其中𝛽0為截距項，𝛽1, … , 𝛽𝑘為迴歸係數，𝜀為殘差項

◆估計式

ො𝑦 = መ𝛽0 + መ𝛽1𝑥1 + መ𝛽2𝑥2 +⋯+ መ𝛽𝑘𝑥𝑘

◆殘差誤差需滿足常態、獨立、同質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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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迴歸分析：SPSS操作

◆研究問題：研究兩次期中考的成績對於期末成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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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迴歸分析：SPSS操作

◆研究問題：研究兩次期中考的成績對於期末成績的影響

模型據預測
及解釋能力

期中跟期末呈
高度正相關

係數為正：期中成績對期末成績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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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迴歸分析：SPSS操作(虛擬變數)

◆研究問題：研究兩次期中考成績以及是否談戀愛對於期末成績的影響

① ②
③

1.

2.

3.

分別輸入
1. 舊值：yes, 新值:1

2. 舊值：no,  新值:0

④

資料型態需確認是「尺度」

名稱：romantic_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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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迴歸分析：SPSS操作(虛擬變數)

◆研究問題：研究兩次期中考成績以及是否談戀愛對於期末成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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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迴歸分析：SPSS操作(虛擬變數)

◆虛擬變數 【SPSS－虛擬編碼】 - 永析統計及論文諮詢顧問

https://www.yongxi-stat.com/spss-d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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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迴歸分析：SPSS操作(虛擬變數)

◆虛擬變數 【SPSS－虛擬編碼】 - 永析統計及論文諮詢顧問

https://www.yongxi-stat.com/spss-d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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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與調節變數檢驗

自變數 因變數

中介變數

調節變數

◆中介效應

➢ 自變數透過中介變數影響因變數

➢ 「透過什麼過程影響」

➢ 部分中介、完全中介

◆調節效應

➢ 調節變數影響自變數和因變數之間的關係

➢ 「在什麼情況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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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變數檢驗
◆研究問題：通勤時間是否影響第二次期中考成績，並假設學習時間為可能的中介變量

◆分析流程

1. 確認通勤時間對於學習時間有影響 (A)

2. 確認學習時間對於第二次期中考成績有影響 (B)

3. 確認通勤時間對於第二次期中考成績有影響 (C)

4. 當同時考慮通勤時間和學習時間(C’)，若通勤時間對於成績的影響變得不顯著或削弱，

則稱學習時間為中介變量

通勤時間 第二次期中成績

學習時間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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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變數檢驗：SPSS操作
◆分析流程

1. 確認通勤時間對於第二次期中考成績有影響 (C)

顯著！



13

中介變數檢驗：SPSS操作
◆分析流程

2. 確認通勤時間對於學習時間有影響 (A)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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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變數檢驗：SPSS操作
◆分析流程

3. 確認學習時間對於第二次期中考成績有影響 (B)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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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變數檢驗：SPSS操作
◆分析流程

4. 當同時考慮通勤時間和學習時間(C’) ，若通勤時間對於成績的影響變得不顯著或削弱，則稱學習時間為中介變量

① ②

削弱

仍顯著→學習時間為部分中介
(若不顯著則為完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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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變數檢驗

通勤時間 第二次期中成績

學習時間A B

C

𝛽 = −0.121 (𝑃 = 0.045) 𝛽 = 0.609(𝑃 = 0.007)

C

𝛽 = −0.826(𝑃 = 0.002)
C’

𝛽 = −0.760(𝑃 = 0.005)

◆研究問題：通勤時間是否影響第二次期中考成績，並假設學習時間為可能的中介變量

學習時間為部分中介變量，代表通勤時間對成績的影響並非完全透過學習時間這個中介變量來發揮

*𝛽為通勤時間之估計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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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肝動脈栓塞術前肝癌病患之睡眠 品質、憂鬱與生活品質間之關係

憂鬱在睡眠障礙影響病患生活品質的過程中為完全中介變量 (𝑷 = 𝟎. 𝟏𝟔𝟕)，亦即當肝癌病患睡

眠障礙產生時，會導致病患出現憂鬱的情緒，而憂鬱進一步使病患之生活品質變差，睡眠障礙

的產生並不直接對生活品質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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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變數檢驗
◆研究問題：性別對學生課程被當次數與第二次期中考成績關係的調節作用

◆分析流程

1. 配適期中成績與被當次數之迴歸模型

2. 配適期中成績與被當次數及性別之迴歸模型

3. 配適期中成績與被當次數、性別及（被當次數×性別）之迴歸模型

* (被當次數×性別) 通常被稱為調節變量或交互作用項

課程被當次數 第二次期中成績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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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變數檢驗：SPSS操作
◆研究問題：性別對學生課程被當次數與第二次期中考成績關係的調節作用

◆操作流程

1. 建立性別變數(sex)的虛擬變數 分別輸入
1. 舊值：M, 新值:1

2. 舊值：F,  新值:0名稱：sex_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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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變數檢驗：SPSS操作
◆研究問題：性別對學生課程被當次數與第二次期中考成績關係的調節作用

◆操作流程

1. 建立性別變數(sex)的虛擬變數 分別輸入
1. 舊值：M, 新值:1

2. 舊值：F,  新值:0名稱：sex_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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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變數檢驗：SPSS操作
◆研究問題：性別對學生課程被當次數與第二次期中考成績關係的調節作用

◆操作流程

2. 建立調節變量(被當次數×性別)
目標變數：failureXs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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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變數檢驗：SPSS操作
◆研究問題：性別對學生課程被當次數與第二次期中考成績關係的調節作用

◆操作流程

3. 建立階層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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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𝑥2= 1)

ො𝑦 = 10.783 − 1.30𝑥1 + 1.135 × 1 − 0.986𝑥1 × 1

= 10.783 + 1.135 − 1.30 + 0.986 𝑥1

= 11.915 − 2.286𝑥1

調節變數檢驗
◆研究問題：性別對學生課程被當次數與第二次期中考成績關係的調節作用

➢ 估計迴歸模型：

ො𝑦 = 10.783 − 1.30𝑥1 + 1.135𝑥2 − 0.986𝑥1𝑥2

➢ 女性(𝑥2= 0)

ො𝑦 = 10.783 − 1.30𝑥1 + 1.135 × 0 − 0.986𝑥1 × 0

= 10.783 − 1.30𝑥1

𝑥1
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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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𝑥2= 1)

ො𝑦 = 10.783 − 1.30𝑥1 + 1.135 × 1 − 0.986𝑥1 × 1

= 10.783 + 1.135 − 1.30 + 0.986 𝑥1

= 11.915 − 2.286𝑥1

調節變數檢驗
◆研究問題：性別對學生課程被當次數與第二次期中考成績關係的調節作用

➢ 估計迴歸模型：

ො𝑦 = 10.783 − 1.30𝑥1 + 1.135𝑥2 − 0.986𝑥1𝑥2

➢ 女性(𝑥2= 0)

ො𝑦 = 10.783 − 1.30𝑥1 + 1.135 × 0 − 0.986𝑥1 × 0

= 10.783 − 1.30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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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分析

AMOS軟體介面 繪製徑路圖 分析結果

基本路徑分析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0tsd2snB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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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聯絡信箱：r28111553@gs.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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