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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 2007臺灣八年級學生的數學 
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下) 

曹博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研究所  

【轉載自：TIMSS 2007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pp.142-183)】  

第四節   性別差異分析  

一、TIMSS 2007 八年級學生數學

男女成就表現  

表 5-8 是取自 Mullis 等人 (2008)所編

輯的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p. 59)。就 2007 年臺灣的八年級學

生數學的平均得分而言，女生 (599 分 )雖然

比男生 (598 分 )略高，但並未達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至於領先群中的日本與韓國男生

的平均得都比女生高，而香港則是女生比

男生高，但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最

特別的是新加坡女生 (600 分 )的平均得分

比男生 (586 分 )高，且其差異性已達統計上

的顯著水準。這些國家男女成就差異的情

形與 TIMSS 2003 的結果雷同。  

表 5-8、TIMSS 2007 八年級男女學生數學成就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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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TIMSS 2007 八年級男女學生數學成就平均 (續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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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 TIMSS 2007、TIMSS 2003 與

TIMSS 1999 之男女數學成就趨勢 

表 5-9 是 TIMSS 2007、TIMSS 2003 和

TIMSS 1999 八年級學生數學男女成就趨

勢，出自於 Mullis等人(2008)所編輯的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p. 61)。 

 

表 5-9、TIMSS 2007、TIMSS 2003 和 TIMSS 1999 八年級男女學生數學成就趨勢  



TIMSS 2007 臺灣八年級學生的數學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下) 

 

- 5 - 

在 2007 年臺灣女生的平均得分與

2003 年的平均得分相比較，雖然是增加 10

分，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至於男生

則是增加了 16 分，則已達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如果與 1999 年的平均得分作比較，在

2007 年臺灣女生的平均得分則是增加 15

分，且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至於男生則

雖然增加了 11 分，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  

在 2007 年香港的女生的平均得分，

分別與 2003 年與 1999 年的平均得分比較，

分別是減少 9 分與 5 分，不過都未達統計

上的顯著水準。而香港的男生在 2007 年的

平均得分與 2003 年的結果相比是減少 18

分，已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若與男生在

1999 年的平均得分相比是減少 14 分，但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在 2007 年韓國的女生的平均得分，

分別與 2003 年與 1999 年是分別增加 9 分

與 11 分，且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而

男生在 2007 年的平均得分與 2003 年的結

果相比是增加 7 分，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

水準；而男生在 2007 年的平均得分與 1999

年的結果相比是增加 9 分，則已達統計上

的顯著水準。  

新加坡女生 2007 的平均得分與 2003

年的平均得分比較是減少 10 分，且達統計

上的顯著水準；而男生則是減少 15 分，也

是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是若與 1999

年的平均得分作比較，則女生平均得分是

減少 3 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男生

減少 20 分，已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至於日本女生在 2007 的平均得分分

別與 2003 年及 1999 年的平均得分比較，

分別是下降 1 分與 7 分，都未達統計上的

顯著水準。至於將日本男生 2007 年與 2003

年的平均得分相比，增加 1 分，與 1999

年的平均得分相比，則是下降 10 分，都未

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三、TIMSS 2007 數學各主題男女

之成就表現  

表 5-10 是有關八年級學生在數學各

主題 (數、代數、幾何、數據與機率 )中的

男女成就比較，取自 Mullis 等人 (2008)所

編輯的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pp. 140)。我們看到 2007 年臺灣的八

年級女生在代數 (差 9 分 )、幾何 (差 2 分 )、

數據與機率 (差 3 分 )這三個主題上的平均

得分都較男生高，但都未達到數據與機率

上的顯著水準。男生只有在數這一主題上

的平均得分較女生稍好一些 (差 5 分 )，但

也是未達到數據與機率上的顯著水準。  

至於領先群中的韓國與日本的男生

在代數、幾何、數據與機率這三個主題上

的表現與女生相差無幾，但在數這個主題

上的表現，男生的表現顯著優於女生。香

港的女生在這四個主題上表現都優於男

生，且其中在代數主題的差異已達到數據

與機率上的顯著水準。而新加坡的女生這

四個主題上表現也是都優於男生，且在代

數、幾何、數據與機率這三個主題上的差

異都達數據與機率上的顯著水準。  

若就所有參與的國家與區域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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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來看，女生在代數 (差 13 分 )、幾何 (差

6 分 )、數據與機率 (差 4 分 )這三個主題上

的表現都顯著優於男生；而在數 (差 5 分 )

這個主題來說，則反而是男生的表現顯著

優於女生。  

將表 5-10 單就各主題分別比較各國

男女生表現有差異的國家數目，重新整理

出表 5-11，由這個表可以清楚看出：在數

這個主題有 21 個國家是男生的表現比女

生好，有 7個國家是女生的表現比男生好；

在代數這個主題則有 4 個國家男生的表現

比女生好，而有 31 個國家是女生的表現比

男生好；在幾何這個主題則有 6 個國家男

生的表現比女生好，而有 15 個國家是女生

的表現比男生好；最後在數據與機率這個

主題來看，有 9 個國家男生的表現比女生

好，而有 14 個國家是女生的表現比男生

好。  

 

表 5-10、八年級男女生在數、代數、幾何及數據與機率四個主題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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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八年級男女生在數、代數、幾何及數據與機率四個主題上的表現 (續上頁 ) 

 
 

表 5-11、在各主題各國八年級男女生之間表現有差異的國家數目  

 

 

表 5-12 是有關八年級學生在各認知

層次 (知識、應用、推理 )中的男女成就比

較 ， 取 自 Mullis 等 人 (2008) 所 編 輯 的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pp. 141)。我們看到 2007 年臺灣的

八年級女生在應用這個認知層次上的平均

得分較男生高 (差 4 分 )，而男生則在知識

與推理這兩個認知層次上的平均得分較女

生高稍高一些 (都差 1 分 )，但都未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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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領先群中的韓國與日本的男生

在知識、應用、推理這三個認知層次上的

表現與女生相差無幾，都未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水準。香港的女生則在這三個認知層

次上的表現都優於男生，在應用這個層次

上的甚至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新加坡的

女生則在知識、應用這兩個認知層次上的

表現都顯著優於男生，而在推理這個層次

上的表現，則是男生顯著優於女生。  

若就所有參與的國家與區域的國際

平均來看，女生在知識 (差 2 分 )、應用 (差

7 分 )、推理 (差 6 分 )這三個認知層次上的

表現都顯著優於男生。  

將表 5.12 單就各認知層次分別比較

各國男女生表現有差異的國家數目，重新

整理出表 5.13，由這個表可以清楚看出：

在知識這個層次有 12 個國家是男生的表

現比女生好，有 13 個國家是女生的表現比

男生好；在應用這個層次則有 6 個國家的

男生表現比女生好，而有 23 個國家是女生

的表現比男生好；至於推理這個層次則有

4 個國家男生的表現比女生好，而有 15 個

國家是女生的表現比男生好。  

 

表 5-12、八年級男女生在各認知層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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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八年級男女生在各認知層次的表現 (續上頁 ) 

 

 

表 5-13、在各認知層次各國八年級男女生之間表現有差異的國家數目  

 

 

第五節   其他背景因素與成就之相

關性分析  

一、學生數學正向情意指標與趨勢 

表 5-14a 與 5-14b 是八年級學生數學

正向情意指標 (Index of Students ' Positive 

Affect Toward Mathematics，簡記為 PATM)

是根據下列三個問題回答情形而得到：1.

我喜歡學數學；2.數學很無趣 (反向題 )；3.

我喜歡數學。表 5-13 的內容取自 Mullis

等 人 (2008) 所 編 輯 的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P. 

176-177)。  

臺灣學生顯示有高度數學正向情意

的人數百分比 (37%)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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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排名倒數第十。不過若比較各國學

生的自信程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國家

(例如阿爾及利亞、埃及、…等 )的學生數

學平均得分並不高，但對數學正向情意的

人數百分比卻相當高。對數學有中度正向

情意的人數百分比 (18%)，未達國際的平均

水準 (21%)。至於對數學有低度正向情意的

人數百分比 (45%)，遠高於國際平均水準

(26%)。  

臺灣學生在 2007 年對數學正向情意

的人數百分比，相較於 1999 年的結果，有

「高度數學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顯著

下降 8%。至於有「中度數學正向情意」

的人數百分比也是顯著下降 4%。而有「低

度數學正向情意」看法的人數百分則顯著

提升 12%。  

香港學生的數學正向情意指標，相較

於 1999 年的結果，有「高度數學正向情意」

的人數百分比顯著下降 9%；有「中度數

學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則下降 2%，

但未達顯著水準；而有「低度數學正向情

意」的人數百分比則顯著上升 11%。不過

要注意的是香港學生有「高度數學正向情

意」與「中度數學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

比，分別為 47%與 22%都較臺灣高。  

新加坡學生的數學正向情意指標，相

較於 1999 年的結果，有「高度數學正向情

意」的人數百分比顯著下降 7%；有「中

度數學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則上升

1%，但未達顯著水準；而有「低度數學正

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則顯著上升 6%。

不過新加坡學生有「高度數學正向情意」

與「中度數學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

分別為 60%與 20%也都較臺灣高。  

表 5-14a、八年級學生有高度與中度數學正向情意指標  

 



TIMSS 2007 臺灣八年級學生的數學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下) 

 

- 11 - 

表 5-14a、八年級學生有高度與中度數學正向情意指標 (續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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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b、八年級學生有低度數學正向情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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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b、八年級學生有低度數學正向情意指標 (續上頁 ) 

 

 

至於韓國學生的數學正向情意指標，

相較於 1999 年的結果，有「高度數學正向

情意」的人數百分比顯著上升 3%，有「中

度數學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則顯著下

降 12%；而有「低度數學正向情意」的人

數百分比則顯著上升 8%。不過韓國學生

有「高度數學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為

33%比臺灣低，但「中度數學正向情意」

的人數百分比分別為 23%則較臺灣高。  

最後日本學生的數學正向情意指標，

相較於 1999 年的結果，有「高度數學正向

情意」的人數百分比下降 1%，但未達顯

著水準；有「中度數學正向情意」的人數

百分比則顯著下降 4%；而有「低度數學

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則顯著上升 5%。

與臺灣學生的數學正向情意指標作比較，

發現日本學生有「高度數學正向情意」的

人數百分比為 30%比臺灣低，但「中度數

學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分別為 33%則

較臺灣高出許多。  

 

二、學習數學自信指標與趨勢 

表 5-15 是八年級學生學習數學自信

的指標 (Index of Students ' Self-Confidence 

in Learning Mathematics，簡記為 SCM)是

根據下列四個問題回答情形而得到：1.我

在數學科的表現通常不錯；2.相對於許多

班上其他的同學，我覺得數學比較難  (反

向題 )；3.數學不是我擅長的科目之一  (反

向題 )；4.與數學有關的事我學得很快。表

5-15 的內容取自 Mullis 等人 (2008)所編輯

的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P. 183)。  

臺灣學生顯示有高數學自信的人數

百分比 (27%)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 (43%)，

排名倒數第三。不過若比較各國學生的自

信程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國家 (例如埃

及、科威特、…等 )的八年級學生數學平均

得分並不高，但自信心卻相當高。至於領

先群的國家當中，擁有高數學自信的人數

百分比分別是新加坡 41%，香港 30%，韓

國 29%，日本 17%。除了新加坡稍好之外

(第三十名，倒數第十九名 )，日本是倒數

第一，韓國倒數第六，香港倒數第七。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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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數學成就高不見得學習數學的自信心

高，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數學的學習

越有自信的學生，並不保證其數學成就表

現就更好。  

再重新檢視領先群的國家，也都低於

數學自信指標國際平均水準的 43%。如果

再參照這些學生的平均得分更令人驚訝！

臺灣的學生是 674 分—超過優級的國際基

準點，新加坡的學生是 638 分，香港的學

生是 622 分，韓國的學生是 668 分，而日

本的學生是 638 分。為什麼臺灣學生相較

於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八年級學生顯得較缺

乏自信呢？是平時考試的題目太難了嗎？

還是學生對自己的要求太高呢？或者是臺

灣的數學教材太難了嗎？還是有其他原因

呢？  

 

表 5-15、八年級學生學習數學自信的指標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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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八年級學生學習數學自信的指標與趨勢 (續上頁 ) 

 
 

若從趨勢來看，臺灣的八年級學生

「明明表現還相當不錯，但卻缺乏自信心」

這種現象在 TIMSS 2003 就已經出現，雖

然有高數學自信的人數百分比增加 1%，

未達顯著水準。至於領先群的其他國家在

TIMISS 2003 也是有相同的狀況。雖然相

較於 TIMSS 2003 的結果，新加坡上升 2%、

香港分別上升 1%，但均未達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而日本維持不變，韓國則下降 2%，

也是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換句話說，

這種現象在領先群的其他國家也是沒有多

大改善。  

若將表 5-15 簡化，只列出領先群的國

家得到表 5-16，可以更清楚看到臺灣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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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 的人數百分比相當高，只比日本稍好

一些，分別是所有參與國家的「第一名」

與「第二名」。此外，新加坡的學生學習數

學自信的人數百分比，最接近國際平均。

新加坡低 SCM 的人數百分比的結果是一

個值得我國努力的方向。  

表 5-17 是八年級男女生學習數學自

信的指標 (SCM)，它取自 Mullis 等人 (2008)

所 編 輯 的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P. 185)。從表中可看

到男生有高 SCM 的人數百分比 (35%)高於

女生 (20%)，且其差異達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中 SCM 的人數百分比，也是男生 (28%)

顯著高於女生 (25%)；至於低 SCM 的人數

百分比，則是女生 (55%)顯著高於男生

(37%)。

 

表 5-16、領先群的國家八年級學生學習數學自信的指標 (SCM) 

 
 

表 5-17、八年級男女生的學習數學自信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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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八年級男女生的學習數學自信的指標 (續上頁 ) 

 

三、數學評價的指標與趨勢 

表 5-18 是 TIMSS 2007 八年級學生對

數 學 評 價 的 指 標 (Index of Students ' 

Valuing Mathematics，簡記為 SVM)取自

Mullis 等人 (2008)所編輯的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P. 179)。

它主要是根據下列四個問題回答情形而得

到：1.我認為學數學對我的日常生活有幫

助；2.我需要用數學去學習其他學科；3.

我需要學好數學以進入我心目中理想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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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4.我需要把數學學好才能得到我想要

的職業。  

臺灣學生對數學有高評價的人數百

分比只有 45%(排名倒數第二 )，中等評價

人數百分比則有 39%，低評價的人數百分

比則是 16%。與國際的平均差異甚大 (高評

價 78%，中等評價 17%，低評價 5%)。領

先群的國家中，除了新加坡 (77%)以外，韓

國 (53%)、香港 (60%)、日本 (43%)的學生對

於數學有高評價的人數百分比也都較國際

的平均低。  

如果再參照這些學生的平均得分來

看，臺灣的學生是 623 分，韓國的學生是

617 分，新加坡的學生是 598 分，香港的

學生是 588 分，日本的學生是 584 分，然

後參照那些對數學有高評價的人數百分比

超過 90%的國家，他們的學生對應的平均

得分不過是三、四百分，由此似乎可以得

到與 SCM 類似的結論：數學成就高不見

得對數學的評價高，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

看，對數學的評價越高，並不保證其數學

成就表現就更好。  

若就趨勢來看，臺灣的八年級學生

「明明表現還相當不錯，但對數學的評價

高 」 的 人 卻 相 對 比 較 少 ， 這 種 現 象 在

TIMSS 2003 已經出現，不過高數學評價的

人數百分比增加 3%，且達顯著水準，是

一個值得欣喜的現象。至於領先群的其他

國家，相較於 TIMSS 2003 的結果，新加

坡減少 3%，且達顯著水準；香港分別增

加 3%，日本增加 8%，韓國增加 10%，且

都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換句話說，這種

現象在領先群的其他國家也都有獲得一些

改善。  

 

表 5-18、八年級學生對數學評價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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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八年級學生對數學評價的指標 (續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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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本章之結論與建議  

綜合前面各節所述，我們有以下幾點

結論：  

1. 整體數學成就高居第一，與 TIMSS 

2003 相比有顯著進步  

在參與 TIMSS 2007 的排名比較的

50 個國家或區域當中，臺灣八年級學

生的數學整體成就排名第一，但第一、

二、三名之間並無顯著差異。而且整體

測驗結果的分佈圖，顯示成績分佈並未

出現雙峰現象。此外，與排名 TIMSS 

2003 的整體成就做比較，名次進步三

名，平均量尺分數增加 13 分，且達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  

2. 數學各主題的成就也相當不錯，都是前

幾名  

在數這個主題的排名是第三，與第

二名的韓國並無顯著差異。在代數這個

主題的排名是第一，且顯著高於第二名

的韓國。幾何這個主題的排名也是第

一，不過與第二名的韓國並無顯著差

異。而在統計這個主題的排名是第四，

與第二名的新加坡及第三名的日本並

無顯著差異。  

3. 在各認知層次的表現也相當不錯，也都

是前幾名  

在「知識」這個層次的排名是第三，

與第一名的韓國及第二名的新加坡並無

顯著差異。在「應用」這個層次的排名是

第二名，與第一名的韓國並無顯著差異。

而在「推理」這個層次的排名則是第一名，

且與第二名的韓國有顯著差異。 

4. 達到各級國際標竿的人數百分比上，表

現相當優異  

臺灣八年級學生的整體數學成就，

不論是達到優級、高級、中級或初級的

人數百分比上，都名列前茅。與 TIMSS 

2003 達到優級與高級國際基準點的人

數百分比比較，都有顯著的增加。  

5. 性別並非影響數學成就的主要因素  

臺灣八年級學生在 TIMSS 2007 中

整體的數學成就來看，女生 (599 分 )雖

然比男生 (598 分 )略高，但並未達統計

上的顯著水準。若就各主題來看，女生

在代數、幾何、數據與機率這三個主題

上的平均得分都較男生強，但平均得分

的差異更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男生只

有在數這一主題上的平均得分較女生

稍好一些，但也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  

6. 就數學成就的趨勢而言，男生改變的幅

度比女生還大  

比較 2007 年和 2003 年之男女數學

成就趨勢，發現整體數學成就臺灣女生

從 2003 年的 589 分到 2007 年的 599 分

是增加 10 分，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男生則是由 2003 年的 582 分到 2007

年的 598 分是增加 16 分，這個改變已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7. 對於數學的情意仍然有偏低的趨勢  

在 2007 年臺灣學生顯示有高度數

學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 (37%)遠低於

國際平均水準 (54%)。對數學有中度正

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 (18%)，未達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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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水準 (21%)。至於對數學有低度

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 (45%)，遠高於

國際平均水準 (26%)。相較於 1999 年的

結果，有「高度數學正向情意」的人數

百分比顯著下降 8%。至於有「中度數

學正向情意」的人數百分比也是顯著下

降 4%。而有「低度數學正向情意」看

法的人數百分則顯著提升 12%。  

8. 臺灣學生對於數學學習相當缺乏自信

心  

臺灣學生顯示有高數學自信的人

數百分比 (27%)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

(43%)，排名倒數第三。有低數學自信

的人數百分比 (46%)遠高於國際平均水

準 (20%)，排名高居第二。換句話說，

臺灣八年級學生相當缺乏自信心。  

9. 臺灣學生對於數學的評價與國際平均

的差異甚大  

臺灣學生對數學有高評價的人數

百分比只有 45%，中等評價人數百分

比則有 39%，低評價的人數百分比則

是 16%。這些看法與國際的平均差異

甚大 (高評價 78%，中等評價 17%，低

評價 5%)。  

總之，臺灣八年級學生在 TIMSS 2007

的數學整體成就排名第一，表現相當亮麗，

與 TIMSS 2003 的結果相較有顯著進步。

不過從學生自信心不足，以及對數學的喜

好程度低落來講，與以前 TIMSS 的結果類

似，數學教育還是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

尤其是在情意方面的提升。  

參考文獻  

朱建正等編（2006）：國中數學課本（第

二冊）。台南：翰林。  
洪有情等編（2007）：國中數學課本（第

二冊）。台北：康軒。  
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台北市：教育部。  
陳冒海等編（2007）：國中數學課本（第

二冊）。台南：南一。  
陳冒海等編（2007）：國中數學課本（第

四冊）。台南：南一。  
陳冒海等編（2007）：國中數學課本（第

六冊）。台南：南一。  
張幼賢等編（2007）：國中數學課本（第

二冊）。台南：翰林。  
張幼賢等編（2007）：國中數學課本（第

四冊）。台南：翰林。  
張幼賢等編（2007）：國中數學課本（第

六冊）。台南：翰林。   
Mullis, I. V. S., Martin, M. O., Foy, P. 

(2008). TIMSS 2007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Findings from 
IEA’s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at 
the fourth and eighth grades. 
Chestnut Hill, MA: Boston Colle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