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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體身高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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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體身高報表: 

係數
a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1 (常數) 85.573 89.272  .959 .392 

父親身高 .488 .525 .421 .930 .405 

a. 依變數: 小孩身高 

樣本身高報表(自行練習):  

係數
a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1 (常數) -98.515 92.601  -1.064 .399 

父親身高 1.573 .542 .899 2.901 .101 

a. 依變數: 小孩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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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成績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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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考試成績報表: 

檢查是否獨立:Durbin-Watson 

模式摘要
b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標準誤 Durbin-Watson 檢定 

1 .766
a
 .586 . 557 5.96586 1.580 

a. 預測變數:(常數), 第2次數學成績 

b. 依變數: 第3次數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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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準則: 

若D-W<DL 表示資料不獨立 

若D-W>DU 表示資料獨立 

若DL <D-W< DU 則無結論 

 

Durbin-Watson查表值: 

 

解讀: 

利用查表看資料是否具獨立性，因為D-W=1.58>1.36=DU所以判定資料具有獨立性，

表示迴歸模型的獨立性通過。 

檢查是否常態: 

(1)P-P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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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olmogorov-Smirnov統計量或Shapiro-Wilk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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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 

常態檢定 

 Kolmogorov-Smirnov檢定
a
 Shapiro-Wilk 常態性檢定 

統計量 自由度 顯著性 統計量 自由度 顯著性 

Unstandardized Residual .124 16 .200
*
 .980 16 .966 

a. Lilliefors 顯著性校正 

*. 此為真顯著性的下限。 

判斷依據: 

Kolmogorov-Smirnov用來檢定樣本數50個以上的常態性假設； 

Shapiro-Wilk統計量用來檢定樣本數在50個以下的常態性假設。 

 

解讀: 

因為樣本數為16故使用Shapiro-Wilk常態性檢定，顯著性=0.966>0.05， 

H0:常態 v.s. H1:非常態，故不拒絕H0，表示殘差分佈為常態。 

=>迴歸模型的常態性通過。 

散佈圖 

檢查變異數是否具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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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依據: 

若散布圖有明顯沒有在0線上下均勻跳動之趨勢，則違反變異數同質性；若有在0

線上下均勻跳動之趨勢，表示符合變異數同質性。 

 

違反圖: 

 

迴歸模型是否合適: 

Anova
a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1 迴歸 706.157 1 706.157 19.841 .001
b
 

殘差 498.280 14 35.591   

總數 1204.438 15    

a. 依變數: 第3次數學成績 

b. 預測變數:(常數), 第2次數學成績 

Anova表的「顯著性」決定整個迴歸模型是否適合拿來預測與解釋資料。 

若顯著性<0.05，表示模型合適。 

若顯著性>0.05，表示模型不合適。 

 

係數
a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1 (常數) 13.698 8.244  1.662 .119 

第2次數學成績 .454 .102 .766 4.454 .001 

a. 依變數: 第3次數學成績 

結論: 

因為獨立性、常態性、變異數同質性皆通過且Anova表顯示模型適合，故可使用

該模型進行解釋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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