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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TIMSS 2007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pp.187-227)】  

第六節   其他影響國小四年級學生

科學成就的因素  

一、四年級學生寫自然作業時間指

標 

教師指定學生回家寫作業是教師的

一個重要教學策略，可以加強學生對所學

內容的熟悉與瞭解。TIMSS 2007 希望了解

教師指定作業對學生科學成就的影響，在

學生問卷中調查學生每個星期被指定做科

學家庭作業的次數和時間，並訂定三級「寫

自 然 作 業 時 間 指 標 」 (Index of Time 

Students Spend Doing Science Homework，

簡稱  TSH)，本指標是指學生每週做自然

科學家庭作業的頻率與作作業的時間之總

和。高程度表示每週的自然科學家庭作業

至少有 3 至 4 次，且學生花超過 30 分鐘在

作業上。低程度表示每週的自然科學家庭

作業不超過 2 次，且學生花不超過 30 分鐘

在作業上。中程度表示上述的兩種情形之

外的組合。  

表 6-32 呈現各國四年級學生在高、

中、低「寫自然作業時間指標」的人數分

布以及他們的平均科學成就。我國四年級

學生只有 2％的學生每星期花超過 1.5 小

時寫自然科作業，這些學生平均科學成就

數據資料不足，所以無法顯示；79％的學

生每星期花少於 1 小時寫自然科作業，這

些學生平均科學成就為 567 分；而介於這

兩個之間的中程度寫自然科作業時間的學

生佔有 19％，平均科學成就為 538 分。從

這項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幾乎每個國家花

較少時間寫自然科作業的四年級學生，其

平均科學成就高於花較多時間寫自然科作

業的學生。但是這個現象並沒有繼續存在

八年級，我國八年級的調查結果恰好和四

年級相反：花多較時間寫自然科作業的八

年級學生，其平均科學成就高於花較少時

間寫自然科作業的學生。這是一個有趣的

現象，教師多指定作業給學生，不一定對

學生的學習成就有幫助，值得各國更進一

步探討。

 

 

 



TIMSS 2007 臺灣四年級學生的科學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下) 

 

- 3 - 

表 6-32 TIMSS 2007 各國四年級學生在「寫自然作業時間指標」的人數百分比與科學成

就（Martin et al., 2008,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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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 TIMSS 2007 各國四年級學生在「寫自然作業時間指標」的人數百分比與科學成

就（續上頁）  

 

 

二、四年級學生對「我喜歡學自然

科學」說法(科學興趣)指標分

布 

「 我 喜 歡 學 自 然 科 學 」（ I Enjoy 

Learning Science）的看法是一個 TIMSS 

1995 以來的學生問卷調查問題，而在此稱

之為學生的「科學興趣」，因為每次學生問

卷都問這個問題，因此稱之為趨勢（Trends）

問題。學生主要根據以下三個有關自然科

學的敘述回答：1、我喜歡學習自然科；2、

自然科學很無趣；3、我喜歡自然科學。這

3 個項目分別以四等量表的方式： (1)很同

意； (2)有點同意； (3)不太同意； (4)很不

同意，計算其回答的平均人數。回答這三

個敘述的平均學生人數是介於很同意與有

點同意則被歸類於高程度，介於不太同意

與很不同意則被歸類於低程度，其他則被

歸類於中程度。  

表 6-33 是各國四年級學生學生對科

學興趣的趨勢指標分布情形。我國四年級

學生有 75％屬於高科學興趣，平均科學成

就為 564 分；14％屬於中科學興趣，平均

科學成就為 539分；11％屬於低科學興趣，

平均科學成就為 534 分。從這三個指標的

對應成就來看，顯示學生喜歡或具有正面

的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有影響，然而是否

達到顯著正相關則須要做進一步的統計分

析。國際平均高科學興趣的學生有 77％，

我國只有 75％學生，顯示我國學生高科學

興趣的人略少於國際平均百分比。由於我

國並沒有參與 TIMSS 1995 的測驗，因此

無法做趨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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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來看，科學學習的興趣與科學成

就之間具有正面關係，各國四年級學生越

喜歡自然科學者，其平均科學成就相對較

高；然而亦有拉脫維亞、哥倫比亞等 12

個國家的「中程度自然科學興趣指標」學

生平均科學成就低於「低程度自然科學興

趣指標」學生。  

八年級對這個問題的調查結果顯示我

國只有 40％學生屬於高科學興趣，而國際

平均有 65％學生屬於高科學興趣。顯然學

生到了八年級階段對喜歡學自然科學的程

度會下降，但是我國下降的幅度比較大。如

何使我國學生從小學到八年級仍保持喜歡

學習自然科學，是我國應該注重的課題。 

 

表 6-33 TIMSS 2007 各國四年級學生對科學興趣的趨勢指標分布情形（Martin et al., 2008, 
p.173）。  

 



科學教育月刊 第 359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 6 - 

表 6-33 TIMSS 2007 各國四年級學生對科學興趣的趨勢指標分布情形（續上頁）。  

 

 

 

三、四年級學生學習自然科學自信

指標 

為了解學生對自己在科學能力表現

上的想法，TIMSS 2003 建構「學習自然科

學 自 信 指 標 」（ Index of Students ’

Self-Confidence in Learning Science，簡稱

成 SCS）來評估學生。而後 TIMSS 2007

的學生問卷也問這個問題，因此本題也是

趨勢問題。學生主要根據以下四個有關自

然科學的敘述回答：1、我的自然科學不

錯；2、相對於許多班上其他同學，我覺得

自然科學比較難；3、我的自然科學不怎麼

好；4、與自然科學有關的是我學得很快。

這 4 個項目分別以四等量表的方式： (1)

很同意； (2)有點同意； (3)不太同意； (4)

很不同意，計算其回答的平均人數。回答

這三個敘述的平均學生人數是介於很同意

與有點同意則被歸類於高程度，介於不太

同意與很不同意則被歸類於低程度，其他

則被歸類於中程度。  

表 6-34 呈現各國四年級學生在高、中、

低「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的人數分布

以及他們的平均科學成就。我國四年級學

生有 58％自信自己的自然科學還不錯，屬

於「高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學生，比

TIMSS 2003 顯著多了 8％的學生，平均科

學成就為 572 分；33％的學生認為自己的

自然科學還可以，屬於「中學習自然科學

自信指標」，學生比 TIMSS 2003 顯著少了

4％的學生，平均科學成就為 538 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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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認為自己的自然科學不佳，屬於「低

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學生，比 TIMSS 

2003 顯著少了 4％的學生，平均科學成就

為 533 分。顯示我國有越來越多學生對自

己學習自然科學的自信是有提升的，但與

國際平均的「高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

學生佔有 61％相比，仍舊是偏低的。  

平均說來，科學學習的自信與科學成

就之間具有正面關係，各國四年級學生自

信自己的自然科學還不錯者，其平均科學

成就高於自認自然科學較差者；只有哈薩

克的「中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學生平

均科學成就低於「低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

標」學生。我國、香港、日本和新加坡等

四個高科學成就國家中的「高學習自然科

學自信指標」學生比例偏低，這個現象也

存在八年級的調查結果，也許與文化因素

有關。  

 

 

表 6-34 TIMSS 2007 各國四年級學生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分布情形（Martin et al., 2008, 
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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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4 TIMSS 2007 各國四年級學生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分布情形（續上頁）。  

 
 

表 6-35 TIMSS 2007 各國四年級男女學生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分布情形（Martin et al., 
2008, 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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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5 TIMSS 2007 各國四年級男女學生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分布情形（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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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別來看，各國四年級男女學生在

高、中、低「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的

人數分布以及他們的平均科學成就呈現於

表 6-35。我國女學生自信自己的自然科學

還不錯的「高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有

54％，男學生有 61％，男學生顯著比女學

生多 7％；我國女學生認為自己的自然科

學還可以的「中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

有 35％，男學生有 31％，女學生顯著多出

男學生 4％；我國女學生認為自己的自然

科學不佳的「低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

有 11％，男學生有 8％，女學生顯著比男

學生多 3％。顯示我國男學生比女學生在

學習自然科學上有較高的科學自信。  

 

第七節   結論  

一、我國四年級學生在 TIMSS 2007 整體

科學成就表現優異，排名第二，顯著

低於第一名的新加坡，但是和第三名

的香港學生沒有顯著差異。另外，我

國學生的科學成就自 TIMSS 2003 到

2007 顯著進步了 5 分。  

二、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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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平均成就，其中生命科學成就排

名第四，物質科學成就排名第三，地

球科學成就排名第三。  

三、我國四年級學生在知識、應用及推理

等三個認知領域成就都明顯高於國

際平均成就，其中知識能力成就排名

第二，應用能力成就排名第八，推理

能力成就排名第一。  

四、我國四年級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達到

高級基準點能運用知識和理解來解

釋每天的自然現象，只有 3％學生沒

有達到初級基準點，比新加坡的 4%

學生少，顯示我國有較多比例的學生

都具有初步的科學知識。  

五、我國四年級學生從 TIMSS 2003 到

2007，達到優級基準點的學生有顯著

的增加，達到高級以及中級基準點的

學生則沒有顯著的增減，而達到初級

基準點的學生則顯著減少了，顯示我

國懂得應用科學探究相關知識的學

生變多了，然而對科學的基本認識不

足的學生也變多了，應該多加強四年

級的基本科學課程。  

六、我國四年級女生和男生在整體科學

成就的排名都是第二，我國整體科學

成就男生比女生高 2 分，在統計並未

達到顯著差異。我國女生自 TIMSS 

2003 到 2007 顯著進步了 8 分，而我

國男生則進步 3 分，沒有達到顯著差

異。  

七、我國四年級女生在生命科學的排名

第五，男生排名第四，平均分數相同

(541 分 )，顯示我國四年級男生和女生

的生命科學成就表現一樣好。我國四

年級女生和男生在物質科學的排名

都是第三，男生比女生高 1 分，在統

計上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我國四年級

女生在地球科學的排名第三，男生排

名第二，男生比女生高 12 分，在統

計上達到顯著差異，顯示我國男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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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學方面表現比女生優秀。  

八、我國四年級女生和男生在知識能力

的排名都是第二，男生比女生高 5 分，

在統計上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我國四

年級女生在應用能力的排名第九，男

生排名第六，男生比女生高 11 分，

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差異，顯示我國男

生在應用能力方面表現比女生優秀。

我國四年級女生和男生在推理能力

的排名都是第一，女生比男生高 13

分，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差異，顯示我

國女生在推理能力方面表現比男生

優秀。  

九、在寫自然作業時間指標中發現，四年

級學生花較少時間寫自然科作業的，

其平均科學成就高於花較多時間寫

自然科作業的學生。  

十、多數國家四年級愈同意「我喜歡學自

然科學」說法的學生，其平均科學成

就愈高，顯示學生喜歡或具有正面的

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有影響。然而我

國學生屬於高科學興趣的人略少於

國際平均百分比。  

十一、多數國家四年級自信自己的自然

科學還不錯的學生，其平均科學成

就高於自認自然科學較差者。我國

自 TIMSS 2003 到 2007 有越來越多

學生對自己學習自然科學的自信

是有提升的，但與國際平均的「高

學習自然科學自信指標」學生相

比，仍舊是偏低的。另外，我國男

學生比女學生在學習自然科學上

有較高的科學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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