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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參照國際基準點之科學成就表現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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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IMSS 2011，我國

八年級學生達優級和高級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分別是 24% 和 60%） 也都是在國際上排

名第二；達中級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 85%，排名第三；達初級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排名第

四，為 96%。從百分比的變化來看，本次我國八年級學生在達高級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有

顯著提升。  

 

一、八年級科學之各等級國際基準點  

TIMSS 在整體科學成就量尺上訂定了四個「國際基準點」（ international benchmark），

用以代表四個等級的科學成就和能力，分別為：初級基準點 (low benchmark）、中級基準點

(intermediate benchmark ）、 高 級 基 準 點 (high benchmark ） 和 優 級 基 準 點 (advanced 

benchmark）。各等級國際基準點的說明和對應的學生表現內容整理為表 7-13。  

 
表 7-13、TIMSS 2015 八年級科學成就的四個國際基準點和對應的學生的科學能力及表現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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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級國際基準點—400 分  

達到初級基準點的學生能認識一些生物、化學、物理和地球科學的基礎概念，還能解

讀簡單的圖表、完成簡單的表格，並且運用這些知識在實際的情形。  

範例一，該範例要求學生認識基礎化學，指出導熱和導電最佳的材料是哪一項。這題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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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物質的形態與性質。以國際平均來說，這個範例相對容易，而且

有 81% 的學生答對；在所有的國家和基準地區，超過 54% 的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本題

表現最好的是我國，有 95% 學生答對，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其次是新加坡有 94%

學生答對，排名第三、四和五則分別是泰國 (93%)、韓國 (92%)、和香港 (92%)，而日本排

名第十，有 86% 學生答對。  

範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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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為地球科學題，要求學生從自流井盆地的圖片中，指出哪一項使得水從地底往

地面噴出。這題所對應的是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次次主

題 215 運動與力中「壓力與壓力差」細目（4g. 察覺壓力差能產生流體的運動）。以國際

平均來看，這個例子也是相對容易，80% 的學八年級生可以答對；在所  有的國家和基準

地區，超過  48% 的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本題表現最好的是匈牙利，有  95% 學生答對，

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其次是哈薩克有  92% 學生答對。臺灣排名第五，有  91% 能

答對。新加坡、日本和韓國則分別排名為第七、第十七、第十八，答對率分別為  91%、  

85%、84%,均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  

範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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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級國際基準點—475 分  

達到中級基準點的學生能在不同的情境下辨識和應用生物、物理、化學和地球科學的

知識，同時也可以詮釋來自表格、圖表、圖示的訊息並且下結論。此外，他們也可以透過

描述的方式來溝通自己的理解與解讀。在 TIMSS 2015 的國家中，約一半的國家其大部分

學生是屬於這個基準點。  

範例三、範例四、範例五、和範例六是中級基準點的範例試題。這四題是達到中級基

準點的學生才比較可能答對的題目。  

範例三，該題為生物題，屬於應用的認知領域，本題要求學生說明動物在生活的環境

中，其特徵帶來的生存優勢是什麼。回答這一題需要兩個次主題學習到的知識，分別是

「142 動物的構造與功能」與「221 生物對環境刺激的反應與動物行為」。就國際平均而

言，有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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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到 82%）。本題表現最好的是英格蘭和美國，各有 82% 學生獲得滿分，顯

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這一題我國八年級學生有 73% 獲得滿分，排名第十一。亞洲國

家僅日本高於我國，答對率 80%，而新加坡、韓國和香港的答對率均低於我國，分別是

63%、56% 和 55%。  

範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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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四為化學題，屬應用的認知領域。本題要求學生運用文字和圖表的資訊，判斷何

種實驗情況下鐵釘的生鏽情形最嚴重。這題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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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燃燒及物質的氧化與還

原，細目「空氣與氧化」之 3b 經由實驗推究生鏽可能的原因及防鏽的方法。以國際平均

來看，68% 的八年級學生可以答對；在所有的國家和基準地區，超過 44% 的學生可以答

對這一題。本題表現最好的是俄羅斯，有 90% 學生答對，其次是我國，有 88% 學生答

對，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其餘亞洲國家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日本、韓國學生

表現均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僅泰國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  

 

範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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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五，評量的內容領域為物理，認知領域為認識。本題要求學生指出被壓縮的彈簧

具有何種形式的能量，屬於次主題 217 能的形態與轉換，細目「能與能的形態」中 4a 認

識「能」可使物體或物質的狀態產生變化或作功、4b 認識「能」有不同形態，而且能的

形態可以轉換以及 4c 知道對物體施力作功，也是一種能量的轉換。以國際平均來看，68% 

的八年級學生可以答對；在所有的國家和基準地區，超過 35% 的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

本題表現最好的是新加坡和義大利，各有 90% 學生答對。亞洲國家馬來西亞、香港、和

韓國學生答對率分別為 85%、83% 和 83%，均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我國和泰國答

對率分別為 68% 和 66%，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亞洲國家在此題表現最差的是日本，

答對率為 49%，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率。  

範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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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六為地球科題，屬認識的認知領域。本題要求學生指出地球自轉所帶來的結果是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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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晝夜與四季。以國際平均來看，65% 的八年級學生可以答對；

在所有的國家和基準地區，超過 46% 的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本題表現最好的是匈牙利，

有 82% 學生答對，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亞洲國家表現最好的是日本，其次是韓國、

新加坡，答對率依序為 77%、76%、72%，均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而泰國、臺灣、

馬來西亞和香港的表現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答對率依序為 66%、63%、62%、和 62%。  

範例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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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級國際基準點—550 分  

達到高級國際基準點的學生能夠應用並溝通日常生活和抽象情境中的科學概念的理

解，他們也具備一些科學探究技能。同時學生能結合並解讀來自不同圖表和表格中的資訊、

選出相關的資訊來分析和下結論，還能藉由科學知識提供簡短的解釋。  

範例七、八、九、十和十一是高級基準點的範例試題。這五題是達到高級基準點的學

生才比較有可能答對的題目。  

範例七為生物題，屬應用的認知領域。本題要求學生利用圖表資訊，指出圖所呈現的

人體部位是歸屬於哪一項生物體的組成層次。對應到次主題 140 生物體的構造基礎，細

目中 4a 瞭解細胞是生命的基本單位及細胞的構造與功能，以及 4c 瞭解細胞分工合作，

形成組織、器官或系統，而組成多細胞生物個體。以國際平均來看，59% 的八年級學生可

以答對；在所有的國家和基準地區，超過 31% 的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本題表現最好的

是義大利，有 77% 學生答對，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亞洲國家表現最好的是新加坡，

其次是韓國、泰國，答對率依序為 74%、69%、65%，均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而馬

來西亞和香港的表現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答對率依序為 58% 和 56%。亞洲國家表現

最差的是日本，答對率為 31%，次差為我國，答對率為 51%，均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

率。  

範例八為生物題，屬應用的認知領域。要回答本題的話，學生需要具備食物網的知識，

方能解釋老鷹在沒有植物的環境下為什麼不能活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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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生物和環境，

細目「族群、群集和生態系」中 4b 瞭解不同物種之間依存的食性關係 ( 食物鏈、食物網 )，

以及 4e 瞭解食物鏈或食物網的單純化，將可能破壞生態系的穩定。以國際平均來看，35% 

的八年級學生可以答對；在所有的國家和基準地區，超過 12% 的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

本題表現最好的是韓國，有 69% 學生答對，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其餘亞洲國家表

現最好的是新加坡，其次是我國、日本，答對率依序為 52%、48%、42%，均顯著高於國

際平均答對率。而香港的表現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答對率為 37%。亞洲國家表現最差

的是泰國，答對率為 17%，次差為馬來西亞，答對率為 22%，均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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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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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八  

 
範例九為化學題，屬應用的認知領域。要回答本題的話，學生需要具備溶劑、溶質和

溶液濃度的知識，方能解釋哪一個燒杯中的溶液比較稀薄。屬於次主題 224 水與水溶液，

細目「溶液與濃度」中 4b 能瞭解溶液是由溶質與溶劑所組成，以及濃度的意義與日常生

活的應用，並藉由實驗瞭解飽和溶液的意義與配製。以國際平均來看，48% 的八年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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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答對；在所有的國家和基準地區，超過 23% 的學生可以答對這一題。本題表現最

好的是日本，有 79% 學生答對，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其餘亞洲國家表現最好的是

我國，其次是新加坡、香港、和馬來西亞，答對率依序為 73%、66%、65% 和 56%，均顯

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而韓國的表現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答對率為 48%。亞洲國家

表現最差的是泰國，答對率為 33%，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率。  

範例十為物理題，屬推理的認知領域。要回答本題的話，學生需要知道磁鐵和磁鐵磁

力的特性，方能藉此推論哪一個磁鐵的磁力較強。對應的是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範例九  

 



科學教育月刊 第 435 期 中華民國 109 年 12 月 

- 14 - 

（教育部，民 99）「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教材內容次主題 222 電磁作用。以國際

平均來看，47% 的八年級學生可以答對；在所有的國家和基準地區，超過 12% 的學生可  

以答對這一題。本題表現最好的是新加坡，有 85% 學生答對，其次是我國，答對率 75%，

排名第三和第四分別為斯洛維尼亞和香港，答對率分別為 74% 和 71%，而韓國答對率為

56%，排名第十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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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答對率為 50%。亞洲國家表現最差的是

馬來西亞，答對率為 39%，次差為泰國，答對率為 40%，均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率。  

範例十  

 
範例十一為地球科學題，屬認識的認知領域。本題要求學生指出月球引力對地球帶來

的結果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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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地球和太空，細目「地、日、月系統」和「太陽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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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 4a 利用模型描述地、日、月之間的相對運動，並解釋月相變化、日食、月食的

現象，4b 認識潮汐的現象，並瞭解潮汐發生的原因，以及潮汐對生活的影響以及 4c 知道

重力作用影響太陽系中的每一個成員。就國際平均而言，有 44% 的八年級學生答對此題；

然而，這一題的答對率在國際間有很大的變化（範圍從 7% 到 70%）。本題表現最好的是

俄羅斯，有 70% 學生答對，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亞洲國家表現最好的是香港，其

次是新加坡、我國，答對率依序為 54%、51%、51%，均顯著高於國際平均答對率。而泰

國和韓國的表現跟國際平均答對率相當，答對率分別為 48% 和 45%。亞洲國家表現最差

的是馬來西亞，答對率為 33%，次差為日本，答對率為 35%，均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答對

率。  

範例十一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