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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學生家庭背景與科學成就表現之關係  

本節關於國小四年級學生之家庭背景相關資料。整體而言，學生家長報告 : 他們在家

裡提供很多學習資源的學生，較學生家長報告：他們在家裡提供一些或很少學習資源的學

生，有較高的學習成就。有 18% 學生家長報告他們提供許多資源，國際平均科學成就為

567 分；有 74% 學生家長報告他們提供一些學習資源，國際平均科學成就為 503 分；有

8%學生家長報告他們提供很少的學習資源，國際平均科學成就為 426 分。很明顯的，父

母關心孩子學習，提供較多學習資源，孩子的成就表現較佳。在 2011 至 2015 間，有八

個國家，他們學生的家庭學習資源增加。  

學生家長報告；父母「經常」花時間在孩子小學入學前讀寫與算數活動，有比較高的

學習成就。有 44% 家長「經常」花時間在孩子小學入學前讀寫與算數活動，學生的學習

成就為 521 分；有 53% 家長「有時」花時間在孩子小學入學前讀寫與算數活動，學生的

學習成就為 499 分；有 3% 家長「從未或幾乎沒有」花時間在孩子小學入學前讀寫與算

數活動，學生的學習成就為 427 分。與 2011 相較，在這一次 2015 的調查，有 14 個國

家，他們學生家長花在孩子小學入學前讀寫與算數活動的時間有增加。  

有關學校教育的早期開始，這一次的小四學生，參加學前教育的時間，和學習成就有

正向關係。約有 55% 的學生，曾參加 3 年以上的學前教育，他們的國際量尺中心點為 515 

分；約有 18% 的學生，曾參加 2 年的學前教育，他們的國際量尺中心點為 503 分；約有

15% 的學生，曾參加 1 年或少於 1 年的學前教育，他們的國際量尺中心點 491 分；只有

12% 的學生，不曾參加任何學前教育，他們的國際量尺中心點為 466 分。  

有關學生小學入學前讀寫與算數活動，根據父母報告，孩子是否能表現小學初始時讀

寫與算數能力，說明了學前教育的早期學習準備，和學習成就有關。有 21% 的父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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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孩子在小學初始時讀寫與算數能力表現很好，國際平均為 535 分；有 53% 的父母

報告 : 他們的孩子在小學初始時讀寫與算數能力表現中等，國際平均為 504 分；有 26%的

父母報告：他們的孩子在小學初始時讀寫與算數能力表現不是很好，國際平均為 476 分。  

 

一、家庭教育資源  

1. 家庭教育資源，主要是父母的報告，包含 : 父母任何一方的最高學歷、最高職位

以及專畢；（5）大學或大學以上。  

2. 父母中一位的職業等級：（1）農漁牧；（2）服務業；（3）經商；（4）專門行業（工

程師、律師、醫師、教師等）。  

3. 家中的兒童書本數量：（1）0-10；（2）11-25；（3）26-50；（4）51-100；（5）超過

100 本。  

（一） 另外兩題由學生自己填寫：  

1. 家中的書本數量：（1）0-10；（2）11-25；（3）26-100；（4）101-200；（5）超過 200 

本。  

2. 家裡的研究資源種類：（1）沒有；（2）網路或自己的書房；（3）兩種都有。  

 

根據以上題目的回答，將學生所擁有的家庭資源程度分成三類：  

（一） 資源豐富（Many Resources）：問卷至少 11.9 分  

包含父母報告：父母最高教育水準大學或大學以上、父母職業為專門行業、家中兒童

書本 25 本以上。學生報告：中書本數量 100 本以上、家裡研究資源兩種都有。  

（二） 有些資源（Some Resources）：問卷在 11.9-7.4 分之間  

包含父母報告：最高教育水準五專畢業、父母職業為服務業或經商、家中兒童書本 11 

本至 100 本。學生報告：家中書本數量 26 本至 100 本、家裡研究資源有網路或自己的

書房。  

（三） 資源很少（Few Resources）：問卷在 7.4 分以下  

包含父母報告：最高教育水準高中畢業以下、父母職業為農漁牧、家中兒童書本 10

本以下、學生報告：家中書本數量 25 本以下、家裡研究資源都沒有。  

 

表 5-43 各國國小四年級學生對科學學習的家庭資源總表。我國國小四年級有 17％學

生家庭屬於「資源豐富」，平均科學成就為 601 分；76％學生家庭屬於「有些資源」，平均

科學成就為 550 分；6％學生家庭屬於「資源很少」，平均科學成就為 506 分。從這三個

指標的對應成就來看，顯示學生家庭資源的豐富度對其學習成效有影響，然而是否達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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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關，則須要做進一步的統計分析。國際平均學生家庭屬資源豐富者有 18％，而我

國有 17％學生，顯示我國學生家庭資源豐富者比國際平均百分比略少一些。  

 

表 5-43、各國國小四年級學生在家庭教育資源與科學平均成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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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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s2015/ 
nternational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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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IMSS 2011。  
-：表示無法取得可比較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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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表示可取得至少 50% 的學生資料，但少於 70%。  
x：表示可取得的學生資料少於 50%。  
 

表 5-44 是 TIMSS 2015 國小四年級學生科學成就前十名國家在家庭教育資源與科學

平均成就表現關係。前十名國家，家庭學習資源最豐富的學生比率，以韓國為最多，多達

50%，十分可觀；其次為芬蘭（34%）及新加坡（27%）。哈薩克最少（7%）；其次為日本

（12%）。  

 
表 5-44、TIMSS 2015 國小四年級學生科學成就前十名國家在家庭教育資源與科學平均成

就表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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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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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無法取得可比較的資料。  
~：表示資料量不足以呈報成就分數。  

 

二、語言的使用  

關於本節語言使用之問卷是由學生填寫，主要是在詢問學生在家所使用的，與在學校

所使用的語言（即該國國語）的頻率和科學成就的關係。TIMSS 2015 將它分為四個等級：

幾乎總是（Almost Always）使用、總是（Always）使用、有時候使用（Sometimes）、從未

使用（Never）。從表 5-46 TIMSS 2015 各國國小四年級學生在家使用語言使用情形總表

（資料來源：Martin et al, 2016，  EX4.3）中可發現，在家裡「幾乎總是使用」國語之國

小四年級學生，其平均科學成就皆優於「有時候使用」及「從未使用」國語之學生。我國

有 17% 比率，屬於「幾乎總是使用」略高於國際平均；「總是使用」的有 43%，只有 1%

國小四年級學生在家「從未使用」國語，小於國際平均 4%。  

表 5-46 TIMSS 2015 國小四年級學生科學成就前十名國家家中語言使用與科學平均

成就表現關係。由表 5-46 可知，前十名國家學生在家使用語言頻率及其量尺中心點關係。

在家裡「幾乎總是使用」和「總是使用」國語學生，其量尺中心點較高。前十名國家，在

家裡「幾乎總是使用」和「總是使用」國語學生人數百分比，依序為：新加坡（48%）、韓

國（92%）、日本（98%）、俄羅斯（89%）、香港（71%）、臺灣（60%）、芬蘭（89%）、哈

薩克（87%）、波蘭（97%）、美國（79%）。其中，以新加坡最低，其次為臺灣。韓國、日

本、波蘭，都有 90% 以上。  

表 5-45、各國國小四年級學生家中語言使用與科學平均成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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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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ernational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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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表示可取得至少 70% 的學生資料，但少於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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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TIMSS 2015 國小四年級學生科學成就前十名國家家中語言使用與科學平均成

就表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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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子女之數學與科學態度  

關於本節父母對子女之數學與科學態度問卷是由學生家長填寫，這是根據父母對學科

感受的八個敘述的回應。學生父母有「高度正向態度」者，至少要有 9.3 分。平均來說，

這相當於他們的父母，對於這八題敘述中，有四題選擇「非常同意」而另四題，選擇「有

點同意」。學生父母屬於「較少正向態度」者，分數在 5.9 分以下。平均來說，這相當於

他們的父母，對於這八題敘述中，有四題選擇「有點不同意」，而另四題，選擇「有點同

意」。這兩項以外的，就屬於「正向態度」。表 5-47 是各國國小四年級學生父母對數學與

科學「正向態度」的調查結果。幾乎所有國家學生父母，對小孩數學與科學學習都持「正

向態度」與「高度正向態度」。臺灣有 49% 學生家長持「高度正向態度」，有 48% 學生家

長持「正向態度」；而國際平均分別為 66% 和 32%。換句話說，臺灣學生的父母對數學與

科學學習，持「高度正向態度」的比率，較國際平均低 17%；而持「正向態度」的較國際

平均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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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7、各國國小四年級學生父母對數學與科學的正向態度與平均成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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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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ernationalresults/ 

TIMSS 問卷量尺是根據所有參與  TIM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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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無法取得可比較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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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表示可取得至少 50% 的學生資料，但少於 70%。  
x：表示可取得的學生資料少於 50%。  

 

表 5-48 科學成就前十名國家國小四年級學生父母對子女學習數學與科學的正向態度

資料，前十名國家中，哈薩克有 91%，新加坡有 79%，波蘭有 71% 的父母，對子女學習

數學及科學持  「高度正向態度」。而日本 14% 和韓國 34%，顯得較少。但是，資料顯示，

父母對子女學習數學與科學的正向態度越高，子女的科學學習成就越高。  

 
表 5-48、 IMSS 201 5 國小四年級學生科學成就前十名國家之父母對數學與科學的正向態

度與平均成就表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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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無法取得可比較的資料。  
~：表示資料量不足以呈報成就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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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學學前教育  

本節調查學生之小學學前教育情形，是由學生的家長填寫，主要詢問家長該學生在上

小學之前，是否受過 3 年以上或 3 年以下之學前教育（如幼稚園課程），以及參與小學入

學前讀寫與算數活動的情形。選項包含：（1）受過學前教育 3 年以上，並且經常從事學齡

前讀寫與算數活動；（2）受過學前教育 3 年以上，並且有時候或從未從事學齡前讀寫與

算數活動；（3）受過學前教育少於 3 年，並且經常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4）受過

學前教育少於 3 年，並且有時候或從未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調查結果如表 5-49。  

TIMSS 2015 國小四年級學生調查結果發現：47 個國家中，有效資料有 41 國。其中，

參與學前教育 3 年以上之學生，較學前教育少於 3 年之學生，學習成就較高的國家有 15

國。而，參與學前教育少於 3 年，但經常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之學生，甚至較學前

教育 3 年以上，但有時候或從未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之學生的學習成就高的國家

有 25 國，臺灣也是這 25 國之一。另外，只有西班牙，在這兩項，學生學習成就相當。  

這個資料告訴我們：整體看來，學生參與學前教育 3 年以上，學習成就較佳，但是仔

細分析，應該是學前教育是否經常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才是後來學習成就高低的

關鍵，無怪乎，家長在有新生兒後，就會希望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表 5-49、各國國小四年級學生小學入學前讀寫與算數活動與科學平均成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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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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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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無法取得可比較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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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表示可取得至少 50% 的學生資料，但少於 70%。  
x：表示可取得的學生資料少於 50%。  

 

表 5-50 是科學成就前十名國家國小四年級學生小學學前教育準備情形的調查結果，

前十名國家中，除了美國的資料不完全以外，只有新加坡、俄羅斯、和波蘭等三國，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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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3 年以上，成就表現普遍較好，其餘：韓國、日本、香港、臺灣、芬蘭、和哈薩克等

六國，都是學前教育如果有經常性的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的學生學習成就較佳，不

一定是參加 3 年以上學前教育。這個發現和表 5-49 各國國小四年級學生小學學前教育調

查的結果相似。  

臺灣 3 年以上，並且經常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的學生比率為 12%；3 年以上，

且有時候或從未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的學生比率為 40%；少於 3 年，並且經常從

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的學生比率為 10%，這一群學生的學習成就（572 分）比 3 年

以上，且有時候或從未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的學生學習成就（554 分）高；少於 3

年，且有時候或從未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的學生比率為 37%，學習成就為 547 分。

很顯然的，學前教育時間長短，有可能影響學習成就，但是學前教育過程中，是否有經常

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才是後來學習成就較高的可能因素。  

 

表 5-50、TIMSS 2015 國小四年級學生科學成就前十名國家小學入學前讀寫與算數活動

與科學平均成就表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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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無法取得可比較的資料。  

 

 

第八節  結論與建議  

一、結論  

（一）我國四年級學生 TIMSS 2015 的整體科學成就，排名第六，顯著低於新加坡、韓國、

日本及俄羅斯學生，但是，與第五名的香港學生、第七名芬蘭學生、第八名哈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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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沒有顯著差異。但是，顯著高於波蘭、美國及其他國家學生。  

（二）我國國小四年級學生在生命科學、物質科學和地球科學分科成就都明顯高於國際量

尺中心點，其中生命科學成就排名第十一，物質科學成就排名第四，地球科學成就

排名第六。  

（三）我國國小四年級學生在認識、應用及推理等三個認知領域成就都明顯高於國際量尺

中心點，其中認識能力成就排名第五，應用能力成就排名第七，推理能力成就排名

第五。  

（四）我國雖然有一半以上（56%）的學生達到高級基準點，能運用認識和理解來解釋每

天的自然現象，但相較於韓國有 75% 學生及新加坡有 73％學生達到這個基準點，

顯示我國國小中等程度的學生仍有進步空間。  

（五）我國國小四年級男生在整體科學成就的排名第六，女生排名第七。整體科學成就男

生（560 分）比女生（551 分）表現好。在生命科學、物質科學以及地球科學的排

名及分數，都是男生比女生優秀。有關認知能力，在認識能力及應用能力方面，我

國國小四年級男生表現顯著優於女生。推理能力則為女生表現較佳。  

（六）有關科學態度方面，整體而言，非常能吸引學生投入，非常喜歡學習科學，以及對

科學非常有自信的學生，其學習成就也較高。臺灣國小四年級有 58％科學教學「非

常能吸引學生投入」，比國際平均百分比低 11%；也有 58％屬於「非常喜歡學習科

學」略高於國際平均百分比；有 38％學生「對科學非常有自信」，略少於國際平均

百分比。  

（七）我國國小四年級有 17％學生家庭屬「資源豐富」，76％學生家庭屬「有些資源」，6

％學生家庭屬「資源很少」。從這三個指標的對應成就來看，顯示學生家庭資源的

豐富程度對其學習成效有影響，然而是否達到顯著正相關則須要做進一步的統計分

析。國際平均學生家庭屬資源豐富者有 18％，顯示我國學生家庭資源豐富者比國

際平均百分比略少一些。  

（八）國小四年級學生在家語言使用頻率及其量尺中心點有關係。在家裡「幾乎總是使用」

和「總是使用」國語學生，其量尺中心點較高。我國有 17% 比率，屬於「幾乎總

是使用」，略高於國際平均；「總是使用」的有 43%；只有 1% 國小四年級學生在家

「未曾使用」國語，小於國際平均 4%。前十名國家，在家裡「幾乎總是使用」和

「總是使用」國語學生人數百分比，以新加坡最低，其次為臺灣。韓國、日本、波

蘭，都有 90% 以上。  

（九）幾乎所有國家學生父母，對小孩數學與科學學習都持「正向態度」與「高度正向態

度」。臺灣有 49% 學生家長持「高度正向態度」，有 48% 學生家長持「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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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際平均分別為 66% 和 32%。換句話說，臺灣學生的父母對數學與科學學習，

持「高度正向態度」的比率，較國際平均低 17%；而持「正向態度」的較國際平均

高 16%。  

（十）學生參與學前教育情形與學習成就有關。一般來說，學生參與學前教育 3 年以上，

學習成就較佳，但是學前教育是否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才是後來學習成就

高低的關鍵。臺灣 3 年以上，並且經常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的學生學習成

就最高（578 分），其次為少於 3 年，並且經常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572 

分），再其次為，3 年以上，且有時候或從未從事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的學生學

習成就（554 分），最後是少於 3 年，且有時候或從未參與早期識字與算數活動的

學生（547 分）。  

 

二、建議  

我國從 TIMSS 2007 到 2011 及 2015 達到優級基準點的學生顯著減少了，而優級基

準點代表科學探究相關知識與能力。達到高級基準點的學生在 2003 至 2015 皆沒有顯著

的增減，顯示我國懂得應用科學探究相關知識的學生變少了，所以建議在國小的科學課程

中多加強學生科學探究相關知識的能力。  

我國國小四年級學生在生命科學、物質科學和地球科學分科成就都明顯高於國際量尺

中心點，其中生命科學成就排名第十一，物質科學成就排名第四，地球科學成就排名第六。

生命科學成就明顯偏低。而，根據教科書此三個內容領域的比重，顯然和 TIMSS 大部分

參與國家不同。建議，適度增加國小生命科學比重，降低地球科學比重。  

學生參與學前教育情形與學習成就有關。根據 TIMSS 2015 的調查結果，建議一方面

鼓勵家長提早讓兒童參與幼兒教育，且學前教育可以適度提供學齡前讀寫與算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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