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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國際數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2015 國家報告第七章  

  (P.283-376】  

第四節  參照國際基準點之科學成就表現及趨勢  

一、八年級科學之各等級國際基準點  

（四）優級國際基準點—625 分  

達到優級國際基準點的學生能夠溝通對於在實際情境、抽象和實驗情境下的複雜科學

概念的理解，也能夠展現出對科學探究的理解，像是分辨實驗情境下該控制的變因、比較

和結合不同的來源中的資訊來預測並得到結論，更進一步詮釋來自不同表格、圖表的資訊

以解決問題，並且能提供書面解釋與溝通科學知識。  

範例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是優級基準點的範例試題。這五題是達到優級

基準點的學生才比較有可能答對的題目。  

範例十二為生物題，屬推理的認知領域。要回答本題的話，學生需要具備生物呼吸作

用和化學變化的知識，方能藉此推論指定試管中的物質為何及其來源在哪。本題綜合次主

題 142 動物的構造與功能、次主題 218 化學反應以及次主題 225 燃燒及物質的氧化與還

原等。就國際平均而言，有 20% 的八年級學生在此題獲得滿分，且這一題的答對率在國

際間有不小的差距（範圍從 3% 到 59%）。本題表現最好的是新加坡，有 59% 學生在此題

獲得滿分，排名第二、第三和第四均為亞洲國家，分別是日本 (53%）、香港 (50%）和韓國

(43%），而我國答對率為 28%，排名第八，前述國家在此題答對率均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

對率。亞洲國家表現最差的是泰國，答對率為 7%，次差為馬來西亞，答對率為 15%，均

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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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十二  

 
範例十三為化學題，屬應用的認知領域。本題要求學生根據關於指示劑的文字資訊，

判斷滴入指定的四項溶液中的指示劑會呈什麼顏色，要在此題獲得滿分的話，尚需要應用

關於這四項溶液的酸鹼性的知識。對應的是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民 99）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教材內容次主題 226 酸、鹼、鹽。就國際平均而言，有

30% 的八年級學生在此題獲得滿分；然而，這一題的答對率在國際間有很大的變化（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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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從 5% 到 71%）。本題表現排名第一和第二為我國和新加坡，分別有 71% 和 70% 學生

獲得滿分，前兩名的答對率遠優於第三名愛爾蘭，答對率 48%，而韓國和新加坡分別排名

第四和第五，答對率分別為 44% 和 42%，前述之國家答對率均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

馬來西亞排名第十四，日本的表現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答對率為 32%，排名第十八。

亞洲國家表現最差的是泰國，答對率為 17%，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率。  

範例十三  

 
範例十四為化學題，屬認識的認知領域。本題要求學生辦認出何者屬於物理性質及何

者屬於化學性質。對應的是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民 99）「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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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學習領域之教材內容次主題 121 物質的形態與性質，細目「探討物質性質的改變」

中 4a 探討物質的物理與化學性質以及 4b 探討物質性質改變的現象，將這些改變分成物

理變化或化學變化，並設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以國際平均來看，36% 的八年級學生可

以答對；在所有的國家和基準地區，超過 19% 的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本題表現最好的

是俄羅斯，有 78% 學生答對，其次是哈薩克，答對率 73%，新加坡和日本分別排名第四

和第八，答對率分別為 52% 和 45%，前述的這些國家在此題的答對率均顯著高於國際平

均答對率。其餘亞洲國家表現方面，韓國和香港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答對率分別為 39% 

和 36%。亞洲國家表現最差的是馬來西亞，次差泰國，再次之為我國，答對率依序為 27%、

28% 和 32%，均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率。  

範例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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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十五為物理題，屬應用的認知領域。本題要求學生說明熱傳遞的正確方向為何。

對應的是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民 99）「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

教材內容次主題 214 溫度與熱量，細目「熱會傳播，溫度會變化」中 2a 知道可用很多方

法去比較冷熱的程度，及察覺熱會由高溫處傳到低溫處。就國際平均而言，有 22% 的八

年級學生在此題獲得滿分，且這一題的答對率在國際間有不小的差距（範圍從 4% 到 54%）。

本題表現最好的是新加坡和我國，分別有 54% 學生於此題獲得滿分，韓國排名第四，答

對率 46%，前述的這些國家在此題的答對率均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其餘亞洲國家表

現方面，香港、日本和泰國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答對率分別為 25%、22%和 19%。亞

洲國家表現最差的是馬來西亞，答對率依序為 8%，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率。  

範例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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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十六為地球科學題，屬應用的認知領域。本題要求學生在圖上用箭頭表示出河流

的流向，並說明為什麼河流會這麼流。對應的是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

民 99）「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教材內容次主題 210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就國際平

均而言，有 31% 的八年級學生在此題獲得滿分；然而，這一題的答對率在國際間有很大

的變化（範圍從 4% 到 71%）。本題表現排名第一為我國，有 71% 學生獲得滿分，日本、

香港、新加坡和韓國分別排名第二、第四、第十一和第十二，答對率分別為 58%、56%、

45% 和 43%，前述之國家答對率均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其餘亞洲國家表現最差和

次差者為馬來西亞和泰國，答對率分別為 15% 和 18%，均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率。  

範例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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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TIMSS 2015 八年級學生科學成就達各等級國際基準點人數百分比  

表 7-14 是八年級學生科學成就在各國際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圖表結果以達到優級

國際基準點人數百分比向下逐級顯示，優級國際基準點人數百分比以線段上的黑點表示，

高級、中級和初級國際基準點分別以白點、綠點、灰綠點表示，由於達到優級基準點的學

生也代表達到其他基準點，因此圖表和表格右方的百分比是以累積分配情形表示。  

表 7-14、各國八年級學生科學成就達各等級國際基準點人數百分比  

 
資料來源 :Martin, M. O., Mullis, I. V. S., Foy, P., & Hooper, M. (2016） . TIMSS 2015 International 

Results in Science. Retrieved from Boston College, TIMSS & PIRL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website: http://timssand pirls.bc.edu/timss2015/internationalresults/ 

欲瞭解目標母群範圍的註記  1、2 及 3，詳見國際報告附錄  C.2。  
欲瞭解抽樣原則與參與樣本的註記  �, �, and ¶，詳見國際報告附錄  C.8。  
（）括號內為標準誤，因為採取四捨五入，所以有些會有不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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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 /地區中，八年級學生科學成就達到優級國際基準點的高人數百分比國家為新加

坡有 42% 的學生，其次為臺灣（27%）、日本（24%）、韓國（19%）。排名第五為斯洛維

尼亞，有 17% 的學生達到優級國際基準點。  

從表 7-14 也可看出各國八年級學生科學成就分布，例如加拿大和挪威  (九年級）分

別只有 7% 和 6% 的學生達到優級國際基準點，幾乎所有學生（96%、91%）達到初級國

際基準點。  

我國達於優級基準點的八年級學生人數百分比（27%）在所有參加國 / 地區中排名第

二；達高級基準點的學生人數百分比（63%）也是排名第二；達中級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

（86%）排名第三；達初級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96%）排名第五。  

達到優級國際基準點人數百分比前五名的國家是新加坡、我國、日本、韓國、斯洛維

尼亞，這五個國家也就是整體科學平均得分前五名的國家。從表 7-14 可知，我國跟新加

坡的差異主要在達到優級國際基準點的學生人數百分比，新加坡有 42% 的學生達到優級，

高於我國 15 個百分點。而在前五名國家中，科學成就落後學生，即未達初級國際基準點

人數百分比以我國最高，佔 4%，而日本落後學生人數百分比最低，佔 2%。  

 

 

二、八年級學生科學成就達各等級國際基準點人數百分比之趨勢變化  

表 7-15 是八年級學生在各國際基準點的變化，包括 1995、1999、2003、2007、2011 

和 2015 之間的變化，向上的箭頭表示達到該基準點的學生百分比在 2015 有顯著增加，

向下的箭頭則表示顯著減少。  

在本次國際排名前十中的亞洲五國家，新加坡達到優級國際基準點人數百分比自

1999 年開始逐次提升，1995 至 2015 這期間達優級人數百分比從 29% 上升至 42%。日

本於 20 年間雖有小幅升降，達到優級國際基準點人數百分比仍呈現上升趨勢，本次與

1995 年相比，達優級人數百分比提升 6 個百分點。韓國在 1995 至 2015 這期間達優級

人數百分比維持不變，約在 17~20%，統計上未達顯著差異。香港有漸次提升的趨勢，2015 

與 1995 年相比，達優級人數百分比提升 5 個百分點。我國的趨勢變化跟韓國類似，達優

級人數百分比維持不變，大約在 24~27%（見表 7-15）。  

在四個等級的國際基準點之人數百分比變化趨勢方面，2015 跟 1999 相比，我國八

年級學生達各級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均沒有顯著差異。若僅與 2011 相比較，四個等級

中，僅達高級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有顯著差異，2015 比顯著比 2011 高了 3 個百分點，其

餘達優級、中級和初級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在兩屆調查間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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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5、不同評量年度各國八年級學生科學成就達各等級之人數百分比  

 
資料來源 :Martin, M. O., Mullis, I. V. S., Foy, P., & Hooper, M. (2016） . TIMSS 2015 International 

Results in Science . Retrieved from Boston College, TIMSS & PIRL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website: http://timssand pirls.bc.edu/timss2015/internationalresults/ 

空格表示該國並未參與當年的調查。  
科威特的趨勢結果不包含私立學校。  
立陶宛的趨勢結果不包含以波蘭語或俄語授課的學生。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