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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 2015臺灣國中八年級學生科學 
成就及其相關因素探討(1) 

楊文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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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八年級學生在本次 TIMSS 科學成就調查中，整體表現排名第三。從排名來看，

此表現雖稍遜上一屆 TIMSS 2011 一位，平均量尺分數（569 分）卻不遜於 TIMSS 2011

（564 分），前後屆表現持平。由於 TIMSS 每四年舉辦一次，我國已連續參加了五屆，為

了呈現我國八年級學生表現的趨勢，本章除說明八年級學生在本次調查的表現外，也將說

明 TIMSS 1999 到 TIMSS 2015 學生表現的發展趨勢。本章第一節首先說明本次調查我國

八年級學生科學成就之整體表現，第二節及第三節進一步按科學各分科及各認知領域報導

學生表現，第四節說明我國學生在各個國際基準點的分布；接著，在第五節分析科學成就

之性別差異，第六節說明我國學生對科學的態度及其與科學成就的關係；第七節探討學生

家庭背景與科學成就表現的關係，最後第八節小結。  

 

第一節  整體科學成就表現及趨勢  

在參加 TIMSS 2015 八年級學生科學成就調查的 46 個國家 / 地區（以下提及參加單

位時，為行文簡潔起見，僅稱「國家」）中，我國八年級學生的科學成就整體表現排名第

三，與第二名的日本沒有顯著差異，並且日本和臺灣的表現顯著優於新加坡以外的其他國

家。與上屆相比較，國際排名雖稍遜一位，但平均量尺分數上，我國八年級學生整體科學

表現前後屆幾乎持平。世代追蹤研究則顯示我國五年級到八年級的科學教育整體而言成效

良好，與日本相仿。  

 

一、TIMSS 2015 八年級學生科學成就表現  

本次 TIMSS 科學成就調查中，  有 19 個國家的科學成就高於量尺中心點（5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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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centerpoint），  另有 5 個國家的科學成就高於高級國際基準點（High International 

Benchmark）（550 分），這五個國家分別是：新加坡、日本、臺灣、韓國、斯洛維尼亞（表

7-1）。  

 

表 7-1、各國八年級學生科學成就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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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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andpirls.bc.edu/timss2015/internationalresults/ 

TIMSS 成就量尺是根據所有參與  TIMSS 1995 之國家的聚合成就分布所建立。為提供國家比

較的參照點，量尺中心點  500 分設定為聚合成  
就分布的平均值，分布的標準差設定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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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從表 7-2 得知，新加坡的平均成就最高，而我國八年級學生的科學成就整體表現排

名第三，與第二名的日本沒有顯著差異，並且日本和臺灣的表現顯著優於新加坡以外的其

他國家。  

 

八年級學生科學成就前十名的國家依序是新加坡、日本、臺灣、韓國、斯洛維尼亞、

香港、俄羅斯、英格蘭、哈薩克、和愛爾蘭。毫無意外地，與前兩屆相同，亞洲的五個國

家（新加坡、日本、臺灣、韓國和香港）都在十名之內。其餘五名中有兩個是西歐國家－

英格蘭和愛爾蘭，另三個是中歐的斯洛維尼亞、東歐的俄羅斯和中亞的哈薩克。前一屆排

名第四的芬蘭未參與本次 TIMSS 八年級學生的科學成就調查；前一屆排名第十的美國，

本次排名為第十一。  

 

我國八年級學生參加 TIMSS 2015 的有效樣本大小為 5711 人， 平均年齡為 14.3 歲，

科學整體表現的平均量尺分數為 569 分，顯著高於國際平均（500 分）。高於 550 分（高

級國際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則有 63%，高於 475 分（中級國際基準點）的人數百分佔

88/%，八年級學生科學成就之分布如圖 7-1 所示（偏態為數值  -.53，峰態為數值 .20；以

K-S Lilliefors 常態檢定，p = 0.000），並沒有國人擔憂的 M 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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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各國八年級學生的科學平均成就多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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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平均成就顯著高於對照國家  
i 平均成就顯著高於對照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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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andpirls.bc.edu/timss2015/internationalresults/ 

顯著性檢驗沒有因應多重比較而有調整。可能有  5% 的比較碰巧有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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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人數比例因為採取四捨五入，所以有些會有不一致的情形。 

圖 7-1、TIMSS 2015 臺灣八年級學生科學成就分布圖  

 

二、TIMSS 2015 八年級學生科學成就表現趨勢  

從表 7-3 可看到 38 個國家及 5 個基準參照區的八年級學生在 1995 到 2015 年的科

學成就趨勢，在這期間有些國家有大幅度的進步，如立陶宛、香港、俄羅斯、斯洛維尼亞；

少數國家則是大幅度的退步，如瑞典、泰國、挪威、埃及；更有些國家則是持穩定狀態，

如澳大利亞、臺灣、英格蘭、義大利、紐西蘭。  

 

人數比例  3% 10% 24% 36% 27% 

累積比例   96% 86% 63% 27% 

國際基準點   400 初級  475 中級  550 高級  625 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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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各國八年級學生 TIMSS 1995 至 2015 年科學成就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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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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andpirls. bc.edu/timss2015/internationalresults/ 

每個刻度間隔為 10，但部分刻度會依據該國的平均成績而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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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亦為各國八年級學生自 TIMSS 1995、1999、2003、2007、2011 至 2015 科學

成就的趨勢。向上的箭頭表示該欄位年份的比較中其平均量尺分數顯著增加，向下的箭頭

則表示顯著減少，灰色底色無數字表示該國家於該年未參與 TIMSS 調查。在本次國際排

名前十的亞洲五國家，新加坡、香港、日本和韓國四國 20 年期間表現均呈現持續進步當

中，臺灣科學成就表現則算持穩。本次與 1995 年相比，新加坡是進步幅度最大（67 分），

香港、日本和韓國呈現中小幅進步，這三國分別顯著進步了 36 分、16 分和 10 分，而臺

灣 1999 與 2015 科學成就沒有顯著差異。 ( 見表 7-5）  

 

表 7-4、不同評量年度八年級學生科學整體成就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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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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andpirls. bc.edu/timss2015/international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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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的施測對象為九年級學生。  
Ψ  對於信度持保留態度，因為成就低至無法估計的學生比例超過  15%，未達  25%。當表格

中有跨屆資料時，這項註記始自  2011 年，所以  
2011 年以前的資料沒有此項有關保留的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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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其他國家相同，測驗相同世代的學生；但施測時間較晚，為下個學年的學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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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5、臺灣、新加坡、日本、韓國與香港 TIMSS 歷屆八年級科學成就平均數  

 
 

三、跨年級趨勢（從四年級到八年級的跨世代研究）  

表 7-6 呈現的是 2011 年到 2015 年的世代研究。由於 TIMSS 每四年進行一次調查，

2011 年的四年級學生，歷經四年則成為八年級學生，正好是 2015 年八年級科學成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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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之學生。左上角的綠色表格為 2011 年四年級學生與量尺平均相較之科學成就，右下角

的黑色表格為八年級學生與量尺平均相較之科學成就，比較這兩表格中的學生表現則可得

知四年級到八年級的世代表現變化，亦可表示各國 / 地區四年級至八年級間的科學教育成

效。  

表 7-6、各國同一群學生在 TIMSS 2011 和 TIMSS 2015 科學國際量尺中心點差異之相對

成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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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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andpirls. bc.edu/timss2015/internationalresults/ 

立陶宛的趨勢結果不包含以波蘭語或俄語授課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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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表 7-6 八年級學生相對科學成就表現的世代趨勢可知，TIMSS 2011 調查時，我

國四年級學生的平均成就高於平均量尺分數 52 分，到了 TIMSS 2015，同一個世代的學

生，其成就表現為高於平均量尺分數 69 分，同一世代的學生表現為進步。與 TIMSS 2011 

四年級平均成就排名前三國學生的表現相比，韓國學生的成就表現則是從高於平均量尺分

數 87 分變為高於平均量尺分數 56 分，同一世代的學生其表現是下滑的；新加坡學生的

成就表現則是從高於量尺分數 83 分改變為高於平均量尺分數 97 分，同一世代的學生其

進步幅度大；日本學生的成就表現則是從高於平均量尺分數 59 分改變為高於平均量尺分

數 71 分，同一世代的學生的表現也是呈現增長狀態。此一結果顯示我國五年級到八年級

的科學教育整體而言成效良好，與日本相仿。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