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科知識能促進跨學科統整能力嗎？ 

學生在跨學科統整素養能力的表現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謝進昌】 

近年來素養能力受到各界的重視，希望學生能活用學科知識，解決生活中遇到的

問題，然而，PISA、TIMSS 等國際評比對於學科評量，大多是各別測量學生在單一學

科知識的素養能力，例如：數學、科學或語文理解等。臺灣在各個教育階段的學科也

多採用分科教學，然而，我們日常生活的問題常需要用多種學科知識才能全面解決問

題，使得我們對學生跨學科統整素養能力缺乏瞭解。 

本文將跨學科統整素養區分成三種思維層次的能力，而由低至高，分別為辨識與

形成問題、應用與推論、詮釋與評估。辨識與形成問題是檢測學生是否能辨識情境中

訊息及所對應的相關知識；應用與推論是能運用學科知識，並根據得出的結果提出結

論；詮釋與評估是檢視學生是否能整合多種學科知識進行系統思考，提出全面性的解

決方案與自我觀點。 

在經過大規模進行七年級學生評量資料收集，分析結果發現，學生在跨學科統整

素養表現及其各個學科間，呈現高度相關，顯示基本學科知識是解決生活素養問題的

基礎，但是，隨著思維層次的增加，學生的表現卻逐漸下降，也顯示出有深厚的學科

知識並不一定擁有跨學科整合的能力，尤其在詮釋與評估的能力表現上較薄弱。 

    臺灣國中教育雖然劃分領域，期望能降低學科的分界，然而，在教學上大多是採

用分科教學，其中，學生學習評量也是以單學科測驗為主，較缺乏跨學科統合思考的

練習機會。因此，當面臨沒有明顯學科的情境問題時，學生會不知道該從哪些角度切

入問題，例如在下圖的情境中，學生知道統計圖表所傳達的訊息，但在回答此問題時，

學生還需要了解臺灣的氣候、地形、水文、雨量等地理知識，這些因素如何影響臺灣

水資源的使用方式，在整合所有資訊及所學知識後提出結論。然而，這種非指定特定

學科的問題環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整合多方資訊與各科知識，提出符合生活情境問

題的適切方案，是適應未來生活的重要能力，因此，我國教育應強化資訊整合及高層

次思維的能力，以利學生能夠適應多變而複雜的未來生活。 

  



圖 1、跨學科主題統整範例試題 

 

 

 

 

 

 

 

 

 

 

 

 

 

   

本文也發現各個學科與跨學科統整素養表現有高度正相關，顯示學生單學科知識

會影響跨學科統整素養能力的展現，其中，學生各科知識越豐厚，越具有跨學科統整

能力，也越能解決生活情境中的問題。另一方面，在進一步分析學生跨學科統整素養

表現及其與中文閱讀能力關聯，顯示中文閱讀與跨學科統整素養表現呈現高度正相關。

這結果顯示出即使本文在設計評量工具時，已經儘可能減少題組文字描述，對於學生

在回應評量問題的負擔，同時，題幹敘述也只保留必要訊息，以降低中文閱讀能力對

各學科的影響。然而，這依舊很難避免中文閱讀能力對於學生在跨學科評量表現的影

響作用。若以圖中試題為例，學生得要先理解題目敘述，知道不同水力發電的發電方

式差異，才能去思考不同水力發電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可能會使發電

量產生何種差異。 



鑒於研究結果，教師在教學時，建議不能一味培養學生素養能力，而忽略學生基

本的學科知識，其中，素養能力與基礎知識應該同時並進，並提供學生連結生活經驗

及跨學科整合的機會，增進學生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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