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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大型教育評比調查簡介 

目前全球性國際大型教育評比調查（以下簡稱國際評比）主要由二大機構主辧，

其一為國際教育成就評量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簡稱 IEA），主要規劃並辦理「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 TIMSS）、「促進國際閱

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國際公民教育與素

養調查研究」（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簡稱 ICCS）、「國

際電腦與資訊素養研究」（International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tudy，ICILS）

等調查研究；其二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主要規劃並辦理「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等調查研究。各調查研究有其聚焦領

域，該領域涵蓋學生於基礎學科之表現，包含閱讀、數學、科學等；亦有因全球社會

經濟發展趨勢而著重之公民教育、電腦與資訊素養等知識、技能與態度。此外，除了

針對學生在學校學習狀況與表現之調查，亦針對教師之教學與專業發展等之相關調查

研究。我國自 1999 年起，第一次參加 IEA 所辦之 TIMSS 後，陸續參加其他大型調查。

目前持續參與之大型調查包含 IEA 所辧之 TIMSS、PIRLS、ICCS 和 ICILS，以及 OECD

所辧之 PISA。表 1 羅列我國過去與現在參與之國際評比調查。 

 

 

 

 

 

 

 



表 1、我國過去與現在參與之國際評比項目 

主辧機構 IEA OECD 

調查名稱 TIMSS PIRLS ICCS ICILS 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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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最近一期臺灣學生的國際評比表現 

近三年各項國際評比調查紛紛公布最新一輪的調查結果，包含 PIRLS 2021、PISA 

2022、ICCS 2022、TIMSS 2023 和 ICILS 2023。臺灣學生在這幾項評比調查皆表現亮

眼，為國際所知。以下簡述臺灣學生在這四項國際評比調查之表現結果。 

一、PIRLS 2021 

PIRLS 為每五年一次針對四年級學生的閱讀素養的調查，PIRLS 2021 為我國第四

次參與。PIRLS 2021 施測時間受 COVID-19 全球疫情影響，我國學生在 57 個國家及

地區參與國中排名第 7，雖表現持平，但在疫情停班或停課的影響之下，仍屬不易（國

教署，2023c）。在閱讀素養的表現中，我國學生在閱讀說明文的表現優於故事體；而

女學生在閱讀表現皆優於男學生，與歷屆一樣（國教署，2023c）。 

二、PISA 2022 

PISA 為每三年一次針對 15 歲學生於閱讀、數學和科學領域之調查，每一輪的調

查皆有主測及輔測領域。PISA 2022 以數學為主測領域，閱讀與科學為輔測領域。在



81 個國際／經濟體參與之 PISA 2022，我國學生在數學領域排名第 3，科學領域排名

第 4，閱讀領域排名第 5，此表現為自 2015 年 PISA 採數位化測驗以來，臺灣學生的

最佳表現。此外，PISA 2022 的施測時間前後深受 COVID-19 全球疫情影響，而臺灣

學生能在疫情的影響中有如此亮眼的表現，也讓 OECD 認可並於國際報告中指出臺灣

為具有韌性的教育體系（國教署，2023a）。 

三、ICCS 2022 

ICCS 2022 為此評比之全球第三輪調查，亦為我國第三次參加，主要探討八年級

學生之公民教育，包含公民認知、公民態度與公民參與等面向。在 24 個參與國家中，

臺灣學生在多個關鍵領域取得全球最高分，包括公民知識面、支持性別平等、移民權

利及各族群平等權利的態度（國教署，2023b）。此外，臺灣學生對環境保護表現出積

極的態度，並且在公民機構的信任度上高於全球平均水準。而在數位科技的發展與影

響中，臺灣學生亦能善用數位工具和社群媒體了解或參與政治，並表達自己對公共事

務的想法（國教署，2023b）。 

四、ICILS 2023 

ICILS 2023 為此評比之全球第三輪調查，我國為首次參加。ICILS 主要針對八年

級學生在電腦與資訊素養的表現，包含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簡稱 CT）

與電腦與資訊素養（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簡稱 CIL）。調查結果顯示，

臺灣學生的運算思維面向在 24 個參與國家中排名第 1，且電腦與資訊素養面向在 34

個參與國家中排名第 4；此外，臺灣男女學生在運算思維的表現無顯著差異，而在電

腦與資訊素養面向則為女學生表現顯著優於男學生（國教署，2024a）。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的調查結果亦顯示臺灣學生電腦與資訊素養的整體表現與家長教育程度、家長職

業或家庭電腦資源等家庭社經背景因素之關聯低於國際平均，表示我國的資訊科技教

育無論就學生性別或家庭社經背景而言，具相當教育公平性（國教署，2024a）。 

五、TIMSS 2023 

TIMSS 為我國最早參加之國際評比調查，每四年一次針對四年級與八年級學生進

行數學與科學的調查，TIMSS 2023 為我國第七次參與。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四年級學

生在 58 個參與國之數學與科學表現分別排名第 2 與第 3，八年級學生在 44 個參與國



之數學與科學表現皆排名第 2；此外，TIMSS 2023 亦納入環境意識評量，而我國四年

級與八年級學生在此評量之表現遠高於國際平均，顯現長年於校內推動環保意識的努

力（國教署，2024b）。與前幾輪的調查相似的是，我國四年級與八年級學生雖在數學

和科學表現不錯，但不喜歡數學或科學，或是對自己的數學或科學能力沒信心的百分

比仍高於國際平均；不過整體而言，對數學和科學的學習興趣較上一輪調查略提升，

顯示我國仍需對提升學生在數學與科學領域的學習熱情面向努力（國教署，2024b）。 

參、從臺灣學生的國際評比表現看 108 課綱 

從前述 PIRLS、PISA、ICCS、ICILS、TIMSS 的評比調查結果可知，這些評比調

查內容涵蓋了閱讀、數學、科學、公民與數位科技，且調查對象包含了中小學學生，

因此評比的調查結果可作為我國課綱與教育政策的診斷參考依據。我國自 2019 年起

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108 課綱）以來，迄今已逾五年多，各

界對此課綱有諸多期待與想法；就前述所提之國際評比與 108 課綱相較，不難發現其

共通性，包含數位科技的應用、探究與實作的重要性與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模式。

以下提供此三點與我國 108 課綱連結之說明： 

一、 數位科技的應用 

數位科技的應用涵蓋不同程度，包含基本的數位工具操作技能、透過數位工具學

習或創造，而至辨別數位工具所提供資訊的可信性等，皆為數位科技應用的重要一環。

PIRLS 2021、PISA 2022、ICCS 2022、ICILS 2023 與 TIMSS 2023 皆採數位化測驗，

亦即學生需能夠操作數位工具（例如電腦或平板）以完成作答，這表示學生必須具備

基本的電腦與資訊素養，方能完成測驗任務。更進階的數位科技應用則在 ICCS 2022

的調查，其中包括了解學生透過數位工作參與公共事務與辨別網路資訊真偽等的題項，

以及 ICILS 2023 直接評量學生的運算思維（國教署，2023b、2024a）。在 108 課綱中，

國中小的生活科技領域即強調學生應具備使用數位工具的能力、能夠透過數位科技培

養批判思考的能力、能夠善用數位科技實踐創意與設計的能力等，尤其以小學著重對

數位科技產品的認識與應用，中學以利用數位科技進行實作、設計與社會參與等活動

（教育部，2014）。因此我國於課綱中所強調學生對數位科技應用須掌握的程度，一一

反映於我國學生在國際評比的表現中。 

二、探究與實作的重要性 



從國際評比調查結果來看，我國學生在各領域的認知表現佳，在實作與應用的方

面已較過去提升，但仍有進步空間。尤其與數學和科學相關的調查結果顯示，學生擁

有豐富的數學和科學知識，但要如何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需要教師提供示例與機

會，讓學生得以透過教師引導、自我練習、實驗室操作等方式，在過程中探索，從錯

誤中學習；從一連串的探究歷程中理解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價值，方能培養學生的

批判思考能力，並帶動學生的創新能力。108 課綱除了在高中階段強調社會與自然領

域的探究與實作課程，亦明定從小學階段開始，各單元至少設計一項探究活動，且每

學期至少規劃一個探究與實作之主題（教育部，2014）。透過增加學生探究與實作的機

會，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勇於接受各類的學習挑戰。 

三、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模式 

由 OECD 主導的 PISA 為素養導向之評量，而由 IEA 主導的 PIRL、ICCS、ICILS、

TIMSS 則為課程導向之評量。但無論是哪一機構所主導、研發的國際評比，從其題目

設計與題型，皆可看出學生在作答時需要能夠運用系統思考、解決問題、創新應變、

公民意識、媒體識讀等能力。而這些能力不僅是學生在快速變遷的未來社會中重要的

生存能力，更是 108 課綱所強調需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如此以學生為中心所規劃出

的課程與評量，方能透過一次次校內學習的機會，磨練面對未來社會的關鍵能力。 

108 課綱的訂定反映了臺灣社會的變遷以及培養具全球競爭力人才的必要性，而

這些課程綱要的核心原則植根於全人教育，強調促進學生的主動性、互動能力及社會

責任感（教育部，2014）。其終極目標則是培育具有終身學習與適應能力的人才，以應

對快速變化的全球環境。從我國學生近年在國際評比卓越的表現來看，108 課綱的訂

定與實施確實帶動了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上正向的改變，也顯示 108 課綱的內涵符合

國際社會發展趨勢。同時，也希冀在此趨勢下，我國學生的各項能力能持續發展與精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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