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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學生家庭背景與數學成就表現之關係  

一、家庭教育資源  

TIMSS 2015 對於家庭教育資源的調查主要來自於學生問卷中，對於下列三道問題的

回答：  

1. 你家大約有多少本書？（雜誌、報紙和學校的課本不算。）  

（1）0-10 （2）1 1-25 （3）26-100 （4）1 01-200 （5）超過 200 本  

2. 父母中一位的最高教育水準：  

（1）國中以下  （2 ）國中畢  （3）高中畢  （4）五專畢  （5）大學或大學以上  

3. 家裡研究資源：  

（1）沒有  （2）網路或自己的房間  （3）兩種都有  

 
依據學生在這三個家庭背景資源題目的回答得分，將學生所擁有的家庭資源的程度分

為三類：資源豐富（得分 12.4 以上）、有些資源、資源很少（得分低於 8.3），其分類的標

準依據如表 6-21。  

表 6-21、八年級家庭教育資源多寡的分類標準依據表  

 資源豐富  有些資源  資源很少  

家中書本數量  (4) 101-200 
(5) 過 200 本  

(3) 26-100 (1) 0-10 
(2) 11-25 

父母教育水準  (5) 大學或大學以上  (4) 五專畢  (1) 國中以下  
(2) 國中畢  
(3) 高中畢  

家裡資源種類  (3) 兩種都有  (2) 網路或自己的房間 (1)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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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Mullis et al,2016） 顯示參加 TIMSS 2015 國家或地區八年級學生的家庭教

育資源狀況。從表中資料可以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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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國際間的八年級學生只有 13％的學生有豐富的家庭資源支援學生

數學學習；我國有 73% 的八年級學生有一些家庭教育資源支援學生數學學習，也高於國

際間的八年級學生只有 72％的學生一些家庭資源支援學生數學學習。若與領先群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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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國稍微低一些。與 TIMSS 2011 的結果比較都有提升，韓國、日本與香港更達統計的

顯著水準。  

不管是從國際平均的數據，或者是各國個別的數據，我們都可以得出：以 TIMSS 2011 

的八年級各國的成就平均量尺分數來看，都是家庭教育資源越豐富的八年級學生，他們的

數學平均得分就越高。以我國的數據來看，兩個等級之間的差距分別高達 61 分與 79 分，

而以國際平均的數據來看，這兩個等級之間的差距也分別高達 59 分與 50 分。  

 

二、家中語言使用  

表 6-23（Mullis et al,2016）顯示參加 TIMSS 2015 國家或地區八年級學生在家中語言

使用狀況。不管是從國際平均的數據，或者是各國個別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出：「以 TIMSS 

2011 的八年級各國的平均量尺分數來看，在家中使用考試時所使用的語言頻率越高的八

年級學生，他們的數學平均得分就越高」這樣的結論。因為在 TIMSS 2011 只分成「頻繁」

（always or almost always）、「有時候」（sometimes）、「從未」（never）三級，這個結論沒

問題，但在 TIMSS 2015 卻分成「總是」（always）、「幾乎總是」（almost always）、「有時

候」（sometimes）、「從未」（never）四級，臺灣八年級學生搞不清楚「總是」與「幾乎總

是」的區別，造成反而是較低頻率的「幾乎總是使用」比較高頻率的「總是使用」的學生

高 6 分，推翻了原先的結論。而以國際平均的數據來看，較低頻率的「幾乎總是使用」也

是比較高頻率的「總是使用」的學生高 12 分，亦推翻了原先的結論。若單只比較領先群

的五個國家學生家中的「總是」或「幾乎總是」使用考試時所使用語言的人數百分比，我

們發現由高到低是韓國（100％）、日本（99％）、臺灣（91％）、香港（84％）、新加坡（65

％），對應的數學成就平均分數並未按此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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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各國八年級學生在家庭教育資源與數學平均成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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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Results in Mathematics . Retrieved from Boston College, TIMSS & 
PIRL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website: http://timssandpirls.bc.edu/timss2015/ 
international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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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 問卷量尺是根據所有參與  TIMSS 2011 之國家的聚合作答反應分布所建立。為提

供國家比較的參照點，量尺中心點  10 分設定為聚合作答反應分布的平均值，分

布的標準差設定為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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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國未參與  TIMSS 2011。  
~：表示資料量不足以呈報成就分數。  
r：表示可取得至少 70% 的學生資料，但少於 85%。  

 

表 6-23、各國八年級學生在家中語言使用與數學平均成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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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Mullis, I. V. S., Martin, M. O., Foy, P., & Hooper, M. (2016). TIMSS 2015 
International Results in Mathematics . Retrieved from Boston College, TIMSS & PIRL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website: http://timssandpirls.bc.edu/timss2015/ 
international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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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資料量不足以呈報成就分數。  

 

三、每週寫作業的時間  

表 6-24（Mullis et al,2016）顯示參加 TIMSS 2015 國家或地區八年級學生每週寫回家

作業的時間調查的結果。調查主要來自於學生問卷中，對於下列二道問題的回答：  

 

1. 你的老師多常指派數學作業給你？  

（1）每天  （2）一星期 3–4 次  （3）一星期 1–2 次  （4）一星期不到 1 次  

（5）從來沒有  

2. 老師指派給你的數學作業，你通常每次要花多少時間來完成？  

（1）我的老師從來沒有指派數學作業給我      （2）1-15 分鐘   

（3）16 -30 分鐘     （4）31-60 分鐘    （5 ）61-90 分鐘    （6）超過 90 分鐘  

 

每週花在寫數學回家作業的時間，是根據每週老師指派作業的次數，乘上每次所花的

時間而得到的。  

第 1 題選目的計算方式：每天=5，一星期 3–4 次=3.5，一星期 1–2 次=1.5，一星

期不到 1 次=0.5，從來沒有=0。  

第 2 題選目的計算方式：我的老師從來沒有指派數學作業給我=0，1-15 分鐘=8，16-

30 分鐘=23，31-60 分鐘=45，61-90 分鐘=75，超過 90 分鐘=105。  

從表 6-24 可以看到我國八年級的學生的結果與一般人的想法有些不同：對於回家作

業每週花費時間，三個小時以上的學生（佔 15%），他們的數學成就平均是 608 分。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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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是 613 

分。當然每週花費不到 45 分的學生（佔 41%）就差一些了，他們的數學成就平均是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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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國的結果與國際平均的表現一致：花費 45 分到 3 小時的這一群八年級學生（佔

36%）數學成就平均 491 分高於其他兩群的學生。  

香港八年級學生的表現與臺灣的學生類似，最高的一群也是每週花費 45 分鐘以上，

但不到三個小時的學生（佔 45%），他們的數學成就平均是 604 分，次高的一群則是每週

花費時間三個小時以上的學生（佔 21%），他們的數學成就平均是 596 分。每週花費不到

45 分的學生（佔 34%），數學成就平均是 582 分。  

新加坡八年級學生的表現與一般大眾的想法一致：每週花費在回家作業的時間越長，

他們的數學學習成就平均得分越高。每週花費在回家作業的時間是三個小時以上的新加坡

學生（佔 22%），他們的數學成就平均是 633 分是最高的一群；次高的一群是每週花費 45 

分鐘以上，但不到三個小時的學生（佔 55%），數學成就平均是 631 分；每週花費不到 45 

分的學生（佔 23%），數學成就平均是 586 分。  

令人訝異的是日本與韓國的八年級學生最高的一群，卻都是每週花費不到 45 分於作

業。其中日本學生（佔 72%），他們的數學成就平均是 592 分；韓國學生（佔 81%），他

們的數學成就平均是 607 分。次高的一群是每週花費在回家作業的時間是三個小時以上

的學生，這群日本和韓國學生都分別只佔 3%，數學成就平均日本八年級學生是 588 分，

韓國則是 604 分，最低的一群則是每週花費 45 分鐘以上，但不到三個小時的學生，其中

日本學生（佔 25%），他們的數學成就平均是 583 分；韓國學生（佔 16%），他們的數學

成就平均是 600 分。  

 

表 6-24、各國八年級學生在寫數學作業時間與數學成就表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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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Mullis, I. V. S., Martin, M. O., Foy, P., & Hooper, M. (2016). TIM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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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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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資料量不足以呈報成就分數。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