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素養、科學課程和評量研討會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壹、計畫背景

行政院於 1995 年成立教育改革諮議委員會（簡稱教改會），委員們經過一年多的開會研議，於

1996 年提出《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書中提出五項綜合建議，分別是：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

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以及建立終身學習社會（行政院，1996）。這五項建議，對未來的教

育政策有深遠而重大的影響。舉例來說：師資培育的開放、特殊教育的立法與對弱勢族群的照顧、

高中與大學多元入學的實施、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籌設以及廣設社區大學等，凡此種種，都可見到此

諮議報告書，建構台灣後來十年乃至二十年間的教育長程藍圖。然而，並非報告書中所提出的內容

都已獲得充分改善，例如：有關社會觀念的鬆綁部分，當年即提出：中小學的升學率和專科、大學

聯考之排行榜，並非辦學成效的重要指標。時至今日，每每見到放榜時的媒體報導，某某學校有幾

位學生進入台大，有幾位學生進入第一志願等；這些現象說明今日台灣的某種考試文化，仍根深蒂

固深入大多數人的心中，不易轉化。

由於，社會上大多數人太重視一次考試中所呈現出的結果，而不願深思熟慮在教學的過程之

中，學生究竟學到了何種知識內容？獲致了何種能力？培養了何種素養？這些知能、能力與素養是

否合乎於原先的課程設計者所規劃？中小學課程大綱在入學考試評量試題中的角色為何？課程的

設計與評量之間的關係為何？而大規模的評量工具，除了入學考試之外，也包括國內外長期追蹤的

評量，以及國內外探究學生科學學習的狀況的大型研究計畫（TIMSS、PISA），這些不同的評量工

具，希望了解學生學習後所得的學習成就究竟為何？它們對科學教育的意涵又是什麼？科學教育擬

培養的科學素養又為何？這些種種問題是本計畫嘗試要進一步作釐清。有鑑於此，特邀請高中科學

課綱、大考中心、心測中心及國內外大型評量計畫之負責人共同來討論這些問題，故本次的研討會

嘗試了解課程、評量與素養三者之間的關係，並將會議形成之共識，作為未來政策制定的參考依據。

本研討會的整體架構如圖一所示，首先，是探討科學家與科學教育學者的素養與科學課程設計

之間的關係；其次，這些科學課程如何影響大規模的測驗；此外，全國性或國際間的評比測驗，是

如何監控並了解學生的表現；最後，將檢視藉由這些大規模測驗所得的結果，亦即學生整體所得的

學習成就與素養，與當初科學課程中所設計的目標是否有所落差，並藉由這些多方面的觀點，呈現

學生於不同測驗中所展現的學習成就，並將這些結果回饋於課程設計，以建立一套完善的課程-評
量-素養的對話系統。最後，本研討會的成果是希望提出一本白皮書，供國科會和教育部在訂定科

學教育政策上有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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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研討會，希望達成下列幾項目標：

(一)了解科學家的科學素養以及其與科學課程大綱和設計理念的關係。

(二)分析大規模入學考試(如基測、學測和指考)與科學課程(大綱)之間的關係。

(三)國內外學生學習資料庫的評量結果(全國概念調查、TIMSS & PISA, TASA)與課程設計和
學生科學素養關係的了解。

(四)如何設計適當的評量工具，達到提昇學生科學素養的目的。

(五)師資培育如何因應課程改革、入學考試的方式、與全民素養的培育。

(六)出版科學教育科學素養、科學課程與評量之白皮書。

圖一、素養、課程與評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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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辦理日期及議程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時 間
99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五)
時 間

99 年 3 月 13 日

(星期六)
時 間

99 年 3 月 14 日

(星期日)

8:00-8:30 報到

8:30-9:00 (研討會源起)
8:00-8:30 報到 8:00-8:30 報到

9:00-10:30
場次一：

科學素養
8:30-9:30

場次六：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

計劃(PISA)

8:30-9:30
場次十二：
中小學生科學概
念的調查研究

10:30-10:50 討論 一 9:30-9:50 討論 六 9:30-9:50 討論 十二

10:50-11:10 茶敘 9:50-10:10 茶敘 9:50-10:10 茶敘

10:10-11:10

場次七：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

育成就趨勢調查

(TIMSS)

10:10-11:10
場次十三：

師資培育11:10-12:10
場次二：
高中課綱(一)：
物理與化學

11:10-11:30 討論 七 11:10-11:30 討論 十三

12:10-12:30 討論 二 11:30-12:00

場次八：

資訊教育

(含討論)

11:30-12:00
場次十四：

(科學教育學會)

12:30-1:30 午餐 12:00-1:00 午餐 12:00-1:00 綜合討論

1:30-2:30
場次三：
高中課網(二)：
生物與地科

1:00-2:00
場次九：
大考入學考試中心
的評量研究

2:30-2:50 討論 三 2:00-2:20 討論 九

2:50-3:50
場次四：

國中小課綱
2:20-3:20

場次十：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

3:50-4:10 討論 四 3:20-3:40 討論 十

4:10-4:30 茶敘 3:40-4:00 茶敘

4:30-5:30

場次五：

探討高中與國中小

課程銜接問題

4:00-5:00
場次十一：
臺灣學生學習成就
評量資料庫(TASA)

5:30-5:50 討論 五 5:00-5:30 討論 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