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係數

第九章



基本原理

P143



用途

了解兩組或兩組以上變項之間的關聯程度，此時就需要使用相關係數來

估算

變項之間是等比或等距尺度

A B
交集部分為所要進行估算的部分

P.143



皮爾遜積差相關

又稱績差相關，所得數值以 r 表示

 r 介於 -1~1 之間

 r = 1.0 稱為 「完全相關」 -1.0稱為 「完全負相關」

例如 :

rxy=  .6 表示X變項與Y變項是正相關

rxy= -.3 表示X變項與Y變項是負相關

rxy=   0 表示X變項與Y變項是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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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 負相關



零相關 完全正相關 完全負相關



計算步驟

如僅計算積差相關係數，並沒有要對樣本計算出來的相關係數進行推論，此時僅

代入積差相關的公式計算，求得積差相關係數即可

Step1: 寫出對立假設 H1 與虛無假設 H0      → H0 :   μ=0 

H1 :   μ≠ 0   

→ 用原始資料計算

P.148-149



計算步驟

→ 積差相關也可以將兩個變項的原始分數化為Z分數

P.149

→ 積差相關也可以運用共變數計算公式

→ 共變數計算公式



計算步驟 P.150

→ 課本使用第三個公式計算

Step3: 裁決結果  α=.05，研究者將r(8)=.84，以自由度8 查表B(410頁) 得知 r(8)0.5

在雙尾的查表值=.632

 計算值大於查表值，落入拒絕區，故拒絕虛無假設，接受對立假設

 表示高中成績與大學聯考成績的正向關係存在，但仍有5%犯錯率





相關係數的判定
P.150~151

相關係數大小判定標準

| r |在.80至.100 很高相關

| r |在.60至.79 高相關

| r |在.40至.59 中等相關

| r |在.20至.39 低相關

| r |在.01至.19 很低相關

變項之間具有高相關未必就是有意義要視樣本的

大小而定

常運用簡單迴歸分析的預測力大小的判斷以及對

於測驗量表或問卷的重測信度檢定



其他相關係數

達標
未達
標

總和

跳遠 a=9 b=7
a+b=

16

跳高 c=13 d=12
c+d=

34

總和
a+c=

22

b+d=

28
N=50

四分相關:人為二分類別變項

範例:50名學生跳高與跳遠成績(達標與未達標)如表所示，試求跳高與跳遠

成績的相關情況。

等級相關:等級變項

範例:某工廠對工人的業務進行了一次考試，欲研究考試成績與每月產量之間是否有聯繫，若隨機

抽選了一個樣本，其考試成績和產量數字如下表：



相關係數的錯誤觀念

一.相關係數的意義與樣本大小有關EX:雀斑與智商的關係

二.認為相關係數大小與r值成正比EX:當N=3，r=.90時可能只是碰巧>可運用自

由度來驗證兩個變數的相關

三.相關僅是一種關聯性，並沒有因果關係存在EX:學生的智商與數學成就

四.把相關係數的值認定為大於1.0或小於-1.0

五.相關係數並非比率變數及等距變數



操作與解說

P154



操作
SPSS 雙變數相關分析



spss

操作



spss

操作



SPSS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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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6

變項 功能 評價 指標

功能 1 -.068

評價 -.68 1

指標 .455 .018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