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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結論與建議  

一、結論  

綜合前面各節所述，我們有以下幾點結論：  

 

（一）我國八年級學生的數學整體成就高居第三名，與 TIMSS 2011 的結果比較，名次維

持不變，但得分平均卻是退步 10 分。  

此次我國的平均得分是 599 分，在全部參加評比的三十九個國家中排名第三，表現

仍然極為亮麗，但與第一的新加坡 621 分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與第二韓國

的 606 分相比，兩國之間的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TIMSS 2011 的數學整體成雖

然也是第三名（得分平均 609 分）比較，但前三名的整體成就得分平均的差異卻是未達

到統計顯著水準。而且新加坡、香港、日本整體成就得分平均都是進步，韓國雖然和臺灣

一樣是退步，但卻沒有臺灣退步得多，這些都值得警惕。  

 

（二）數學各內容主題的成就也相當不錯，都是前五名。  

從「數」這個主題來看，臺灣排名第四（平均得分 590 分），在「代數」主題，臺灣

排名第二（平均得分 613 分），至於「幾何」主題，臺灣表現則是第三（平均得分為 607 

分），最後在「數據與機率」這個主題，臺灣排名第五（平均得分 588 分）。與臺灣 TIMSS 

2011 結果比較，除了「數據與機率」主題平均得分進步 4 分之外，在其他三個主題表現

的平均得分都有退步，而且「代數」與「幾何」主題平均得分的減少量更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數」主題退步 8 分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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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各認知領域的表現也相當不錯，也都是前四名。  

在「認識」這個領域，臺灣排名第四（平均得分 598 分），在「應用」領域，臺灣排

名第三（平均得分 602 分），至於「推理」領域，臺灣表現排名也是第三（平均得分均為

602 分）。將此結果與臺灣 TIMSS 2011 的結果比較，在各認知領域的表現的平均得分都

有減少，而且「認識」與「應用」領域平均得分的減少量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推

理」領域平均得分退步 7 分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四）達到各級國際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上，表現相當優異。  

臺灣達到優級表現的人數百分比（44%）是第二高；累積達到高級以上表現的百分比

（72%）則落在新加坡（81%）、韓國（75%）與香港（75%）之後，已落居到第四位；而

累積達到中級以上表現的百分比（88%）則更是掉到第五位，至於累積達到初級以上表現

的百分比（97%）還好維持第五位，當然未達初級表現的百分比（3%）也是第五位。與

TIMSS 2011 結果比較，除了達到優級表現的人數百分比顯著減少，其他各級國際基準點

的人數百分比，最多只有 1% 的變動，都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五）性別並非影響數學成就的主要因素。  

臺灣八年級學生在 TIMSS 2011 中整體的數學成平均得分就來看，女生（599 分）和

男生（599 分）相同。若就各內容主題來看，「代數」（差 7 分）、「幾何」（差 6 分）這兩

個主題上的平均得分女生都較男生高，但均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男生在「數」（差

9 分）這個主題上的平均得分較女生好，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至於「數據與機率」

（差 4 分）的平均得分也是男生較女生高，不過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若就各認知

領域來看，臺灣的八年級女生在「認識」這個認知領域上的平均的分與男生相同；在「推

理」這個認知領域上的平均得分女生較男生高；在「應用」這個認知領域上男生的平均得

分較女生高，但這兩個領域的得分差距則均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六）就數學老師的教學而言，老師教得越吸引學生去學習，學生的數學成就越好。  

在臺灣八年級學生心目中，認為他們的老師教學非常吸引他們去學習的學生佔 23%，

他們的平均得分 606 分；認為他們的老師教學能吸引他們去學習的學生佔 52%，他們的

平均得分 602 分；至於認為他們的老師教學不能吸引他們去學習的學生佔 25%，他們的

平均得分 56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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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灣八年級學生數學學習興趣偏低。  

臺灣八年級學生只有 11％喜歡學習數學，國際排名倒數第五名，這些學生的平均得

分高達 666 分；至於有一些喜歡學習數學的臺灣八年級學生有 33%，平均得分為 633 分；

而不喜歡學習數學的八年級學生則有 56%，平均得分則為 566 分。這個結果的確都反映

出臺灣八年級學生不喜歡數學的學生超過一半，但是只要他們對於數學擁有較正向態度，

這樣的學生有較高的學習成就。這些現象與 TIMSS 2011、2007、2003 的結果比較也是雷

同，而領先群的其他亞洲國家也都有類似隱憂。  

 

（八）對於數學學習仍然相當缺乏自信心。  

臺灣八年級學生顯示有高數學自信的人數百分比（9%）低於國際平均水準（14%），

排名倒數第六，這類學生的平均得分高達 688 分；有數學自信的人數百分比（30%）低於

國際平均水準（43%），排名倒數第二，這類學生的平均得分高達 647 分；沒有數學自信

的人數百分比（60%）是第三高，高於國際平均水準（43%），這類學生的平均得分是 562 

分。而且與 TIMSS 2011、2007、2003 的結果比較，對自己的數學學習缺乏自信心的學生

人數百分比越來越高，不過我們臺灣學生，對數學越有高度自信心，他們的數學學習成就

平均得分就愈高。  

 

（九）對於數學的評價（重視程度）仍然有偏低的趨勢。  

臺灣八年級學生對數學非常重視的人數百分比只有 10%（排名倒數第一），重視數學

的人數百分比則有 49%，不重視數學的人數百分比則是 41%。在非常重視數學與不重視數

學這兩類，與國際的平均差異甚大（非常重視數學 42%，重視數學 45%，不重視數學 13%），

而且與 TIMSS 2011、2007、2003 的結果比較，對於數學非常重視的學生人數百分比一直

下降，除了新加坡（34%）以外，香港（19%）、韓國（13%）、日本（11%）的八年級學生

對於數學非常重視的人數百分比也都遠低於國際的平均。所以對數學重視的程度較高，也

不保證其數學成就表現就更好。  

 

（十）學生家庭教育資源越多數學學習成就越高。  

我國有 15% 的八年級學生有豐富的家庭教育資源支援學生數學學習，有 73% 的八

年級學生有一些家庭教育資源支援學生數學學習，均高於國際的八年級學生人數百分比。

若與領先全的其他四個國家比較，可以看到有豐富家庭資源的學生人數百分比最高的是韓

國（37％），其次是日本（19%），而香港（12％）和新加坡（12％）的有豐富家庭教育資

源的學生百分比則比我國稍微差一些。此外，TIMSS 2011 調查結果也顯示每一個國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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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生擁有的家庭教育資源越多數學學習成就越高。  

 

（十一）學生家中使用考試時所用的語言時間頻率越高，數學學習成就越高。  

由於分類方法不清楚，在「總是」（always）、「幾乎總是」（almost always）造成困擾，

若按照 TIMSS 2011 將這兩類合併，此結論在每一個參與的國家都成立。臺灣有 91% 八

年級學生在家總是或幾乎總是使用國語進行溝通，他們的數學學習成就得分平均分別是

606 分。有時候使用的人數佔 9%，他們的數學學習成就得分平均分別是 530 分。  

 

（十二）學生對於自我教育的期望越高，數學學習成就越高。  

臺灣八年級學生自我教育的期望分成學士後的學位（佔 27%）、學士（佔 46%）、專科

畢業（佔 5%）、高中畢業（佔 12%）四個等級，對應學生的數學平均得分依序是 674 分、

611 分、573 分、492 分，呼應大眾「對於未來自我教育的期望越高的八年級學生，他們

的數學成就平均得分就越高」的看法。國際上其他國家也是有類似的結果。  

 

（十三）學生寫回家作業的時間，每週 45 分到三小時的學生，數學學習成就越高。  

對於回家作業每週花費時間，臺灣八年級的學生花費三個小時以上佔 15%，數學成就

平均是 608 分。而低於每週花費 45 分鐘以上，但不到三個小時的學生（佔 44%），他們

的數學成就平均是 613 分。當然每週花費不到 45 分的學生（佔 41%），他們的數學成就

平均是 582 分。我國的結果與國際平均的表現一致：每週花費 45 分到 3 小時的這一群

八年級學生（佔 36%）的數學成就平均 491 分高於其他兩群的學生。  

總之，臺灣八年級學生在 TIMSS 2015 的數學整體成就排名第三，表現仍然相當亮麗，

與 TIMSS 2011 的結果相較名次沒有改變，但是平均得分卻是有顯著退步。不過從學生自

信心不足，以及對數學的興趣與重視程度低落來講，顯然我國八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的情

意面向的表現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  

 

二、建議  

根據以上結論，提供以下建議給教育主管機關、數學課程改革的決策者以及關心數學

教育發展的人做為參考。  

我國自 1999 參加 IEA 所主辦的 TIMSS 調查研究以來，雖然八年級的學生總體成就

幾乎都維持在前三名，但「數據與機率」以及「數」這兩個主題仍需加強。從 1999 到 2015 

中間經過數次課程修改，對學生數學學習成就大致上並未造成很多負面的影響，但是在情

意方面的表現卻是逐次趨向更加負面的方向，建議應積極面對檢討其成因。TIMSS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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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與科學成就研究結果提供我國數學教育與科學教育界一面很好的鏡子，讓我們可以看

到各方面的缺失，建議我國應持續參與參與此項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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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