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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格式 

文章題目：做研究別只看 p 值！論效果量的重要性 

摘要：假設檢定中，樣本數變大時，p 值會變得容易顯著。效果量更能反映變項之間的實質

關聯強度。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不論是在教學、研究、或實務應用中，我們常常會使用推論統計方法來看看不同情況

下的群體表現是不是有差異。像是不同性格的人，在小組報告貢獻是否一樣多？不同行業

工作的人，在挑選伴侶時的偏好特徵是否有所差別？這時候會用到的方法，可能是比兩組

人的 t 檢定、比多組人的變異數分析，或者是尋找變項之間關聯性的相關分析等。而這些方

法，都牽涉到使用假設檢定來提供問題的答案。 

 但是，不論是使用哪種統計方法，大多數人在解讀統計檢定結果時，只會盯著「p 值」

（p-value）這個數字看——也就是「偽陽性的機率」，通常以「p 值小於 5%」（p < 0.05）

作為判斷標準。當看到 p 值過了這個門檻，很多人就會說：「這有顯著差異」。為了讓讀

者方便閱讀統計結果，在 p < 0.05 時，有些人甚至會在圖表上加上米字記號（*）來強調。

可是，統計上的「顯著」只代表在虛無假設下偶然發生的機率很低，並不等於結果在實務

上具有「實質重要性」。也就是說，只關注 p 值的做法，其實太草率了！ 

 舉個例子，Bruin 等人（2023）的腦神經研究探討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對於同溫層和不

同立場的內容反應，有沒有行為上或大腦上的差別。其中一項探討變項相關的檢定統計量 t 

= 2.66，p = 0.006，具有顯著關聯性。然而，如果從資料散布圖（見圖一左）來看，就會發

現其實資料點非常分散，用肉眼看不出來差別。但因為樣本數非常大（超過 500 筆），即

使差異很小，檢定統計量仍然會被放大，檢定結果也會變得容易顯著。實際上，這筆資料

的相關係數（r）只有 0.11，屬於弱相關，基本上沒有太大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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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Bruin 等人（2023）研究結果之散布圖（左圖）與作者模擬資料之散布圖（右圖） 

 

 我自己也模擬了資料（見圖一右上），設定兩個變項之間存在比較低的關聯性（r = 0.22），

並將樣本數設定成 1000 筆。當我對兩個變項的關聯性進行假設檢定時，結果是 t = 7.04，p 

< 0.001，看起來非常顯著！然而，我們都知道，這只是因為樣本數夠大，不是真的有很強

的關聯。我們真正想要看到的，應該是像圖一右下所呈現的，肉眼就可以判斷兩變項之間

存在明顯的共變趨勢（r = 0.71）。 

 這些例子說明了一件事：光看 p 值絕對是不夠的！它可能會讓我們誤以為某個結果很

重要，但實際上只是樣本數太多，變得容易顯著而已。所以，我們需要更可靠的指標，那就

是——「效果量」（effect size）。效果量可以告訴我們，一個關係或差異「有多大」，而

不是只問「存不存在」關聯或差異。它不像 p 值那樣會受到樣本數太大的影響，因此更能

反應資料蘊含的實際意義。而從假設檢定所延伸出來的效果量公式，都有包含考量樣本數

的參數，這有助於減弱太多筆資料所帶來的影響。 

 那麼，要怎麼看效果量？如果是相關係數，一般認為 0.1 是小效果，0.3 是中效果，0.5

以上才算大效果（Cohen, 1988）。但這些只是一種參考標準，這些效果量的強度定義，是

基於統計學資深學者們的主觀經驗。要如何決定哪種效果視為不錯的實質意義，學界也並

沒有統一客觀的標準，實際上要看研究背景來作判斷。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效果量如果沒

有達到中等強度（如：r < 0.3），就不值得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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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帶一提，如果你對各種統計檢定的效果量計算與解讀有興趣，可以看看 Jané 等人

（2024）整理的網站（各種效果量的強度標準，見圖二），上面有很多詳細且清楚的教學與

公式唷！ 

圖二 Jané等人（2024）統整的檢定效果量之強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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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 字~1,500 字，將不予審查。  

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得

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