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章 卡方檢定



壹、用途

一、提出者:皮爾遜(Pearson)

二、卡方檢定表示符號:χ2

三、用途:

(一)從樣本觀察的資料次數(實際數值)和理論的資料次數(期

望數值)是否顯著不同。

(二)不同的「類別變項」進行交叉表檢定數值差異，又稱

「列聯表分析」 。

(三)在表中每格都有次數或百分比呈現，又稱「百分比檢

定」 。

2х3列聯表



貳、卡

方檢定

的原理

一、Z分數平方以後將它命名為χ2，公式為:

隨著卡方的自由度增加而呈現低闊峰的情形



貳、卡

方檢定

的原理

二、瞭解卡方其實際觀察次數與期望次數之間的差距，公

式為:

ƒ0=觀察次數， ƒe =期望次數

如果觀察次數和期望次數相接近，卡方值會很小；反之，

則會很大。



貳、卡

方檢定

的原理

(一)運用時機:研究者蒐集到一筆為類別變項的資料，欲掌

握此資料是否與理論分配一致，則用「適合度檢定」。

一、適合度

檢定

(二)範例:去年東部、北部、西部、南部出生人口比率各為

1:4:3:2，今年出生為25萬名，是否適用於去年情形?

χ2



貳、卡

方檢定

的原理

1.研究問題:瞭解四個區域出生人口數比率是否與去年

相同?

一、適合度

檢定

(三)檢定步驟:

2.提出研究假設:

H0:今年四區出生人口數比率與去年沒有明顯差異。

H1:今年四區出生人口數比率與去年有明顯差異。

3.選用統計方法:選用卡方的適合度檢定，df=k-1,df=4-1=3，

查表χ2
3=7.81，而本題χ2=.50

4.宣稱犯錯機率:P<.05。

5.裁決與解釋: 接受虛無假設，今年四區出生人口數比率與去

年沒有明顯差異。



卡方

分配表



貳、卡

方檢定

的原理

(一)運用時機:若兩個類別變項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兩者相

互獨立，代表兩個變項沒有關聯，則用「獨立性檢定」。

二、獨立性

檢定

(二)範例:欲瞭解社會階層與教育程度之間是否相互獨立，

200位樣本資料。



貳、卡

方檢定

的原理

1.研究問題:欲瞭解社會階層與教育程度之間是否相互

獨立?

二、獨立性

檢定

(三)檢定步驟:

2.提出研究假設:

H0:社會階層與教育程度之間沒有相關。

H1:社會階層與教育程度之間有相關。

3.選用統計方法:選用卡方的獨立性檢定，

df=(r-1)x(c-1)，df=(3-1)x(3-1)=4，

查表χ2
4 =9.49， 而本題χ2 =22.56

4.宣稱犯錯機率:P<.05。

5.裁決與解釋: 拒絕虛無假設，社會階層與教育程度之間有相

關，是具有.35的低度相關。

22.56



貳、卡

方檢定

的原理

(一)運用時機:若兩筆資料(類別變項)用來比較前後的反應

情形，則用「改變顯著性檢定」。

三、改變顯

著性檢定

(二)範例:欲瞭解80位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支持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首測與二測相

隔一年。

研究者所關注焦點



貳、卡

方檢定

的原理

1.研究問題:欲瞭解80位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支持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改變顯

著性檢定

(三)檢定步驟:

2.提出研究假設:

H0:B(支持改為不支持)=C (不支持改為支持)。

H1:B(支持改為不支持)≠C (不支持改為支持)。

3.選用統計方法:選用卡方的改變顯著性檢定，

df=(r-1)x(c-1)，df=(2-1)x(2-1)=1 ，

查表χ2
1 =3.84，而本題 χ2 =0.3077

4.宣稱犯錯機率:P<.05。

5.裁決與解釋: 接受虛無假設，支持改為不支持的百分比，相同於

不支持改為支持。

查表:χ 2 
(1) =3.84



貳、卡

方檢定

的原理

(一)運用時機:欲瞭解不同的社會階層，在政策上支持度是

否有不同，則用「百分比同質性檢定」。

四、百分比

同質性檢定

(二)範例:欲瞭解分成低、中、高社會層級的200名家長，

對於參與孩童陪讀比率是否有差異。



貳、卡

方檢定

的原理

1.研究問題:不同社會階層參與學童陪讀是否有差異?

四、百分比

同質性檢定

(三)檢定步驟:

2.提出研究假設:

H0:社會階層參與學童陪讀比率沒有顯著差異。

H1:社會階層參與學童陪讀比率有顯著差異。

3.選用統計方法:選用卡方的百分比同質性檢定，

df=(r-1)x(c-1)，df=(3-1)x(2-1) =2，

查表χ2
2 =5.99， 而本題χ2 =6.55

4.宣稱犯錯機率:P<.05。

5.裁決與解釋: 拒絕虛無假設，社會階層參與學童陪讀比率有

顯著差異。

查表:χ 2 
(2) =5.99



運用卡方檢定，在母群體分配不作任何假定下，要有
下列前提條件:

A

B

C

觀察值要相互獨立。

每個細格不應低於5，若低於5要用「葉慈氏」校正
公式:

分類相互排斥，互不包容。



(二)任教校別在「滿意程度」有顯著差異，即國中受試者

較不滿意，國小受試者較為滿意 。

操作範例

解說

(一)任教校別在「瞭解程度」無顯著差異 。

查表:χ 2 
(3) =7.81

拒絕虛無假設，
有顯著差異。

接受虛無假設，
無顯著差異。



性別*職務 交叉列表

職務

總計國中小教師
國中小主任或

組長 現任校長
退休校

長 卡方值
性別 男性 計數 74 88 22 8 192

59.134
女性 計數 152 54 1 1 208

總計 計數 226 142 23 9 400

(二)男性以擔任主任或組長居多，女性以教師居多。

操作範例

解說

(一)不同性別在任教職務有顯著差異。

查表:χ 2 
(3) =6.63

拒絕虛無假設，
有顯著差異。

在本書的400個樣本中，不同性別與任教職務之獨立性。

**P<.01



操作範例

解說

11-2 25萬名出生人口的地區人數之χ2檢定

請各位同學於Line上下載



操作範例

解說

11-2 25萬名出生人口的地區人數之χ2檢定

2.5、7.5被四捨五
入，所以會多1

查表:χ 2 
(3) =7.81，

接受虛無假設，無

顯著差異。裁決解

釋:今年四區出生人

口數比率與去年沒

有明顯差異。(與課

本結果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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