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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高中學生國民素養表現調查結果 

 

表 1、表 2 

 

表 3、表 4 

【文／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蔡明學】 

一、前言 

本研究定義之國民素養係指完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 18 歲學生，能迎接生活以及生涯的挑

戰，並迅速地掌握所需的知識技能，以及與人溝通合作的能力。為瞭解國內高中、高職三年級學生

是否具備因應未來挑戰的國民素養，本研究針對語文素養與綜合（科學）素養進行調查。調查科目

共區分為：（一）語文素養、（二）綜合（科學）素養，相關內涵分述如下： 

  語文素養表現歷程分為「擷取與檢索」、「統整與詮釋」、「省思與評價」等三大向度，定義

如表 1。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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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科學）素養調查在於了解學生邏輯思考能力的演繹、歸納、辯證與多元為評量的四向度

表現，綜合素養評量向度與定義如表 2。 

 

二、106 學年度我國高中學生素養評量表現結果 

  106 年度於 2 月至 4 月間針對各素養進行命／修／審題會議，5 月進行預試工作，完成語文素

養（含國語文、英語文）、綜合素養（含數學、科學）向度調查題本及共同問卷，並於 10 月完成電

腦化正式調查，共計抽測 5,084 位學生，有效樣本為 4,708 人。調查結果如下： 

（一）語文素養評量表現 

  學生在語文素養的評量向度中，高中學生在省思與評鑑、統整與詮釋、擷取與檢索三向度

的通過率分別為.42、.66、.71 均高於高職學生，女生在國語文素養的三個評量向度之通過

率.38、.60、.67 也是均高於男生（如表 3）。整體而言，擷取與檢索的通過率為.63，統整

與詮釋得通過率.58，近 6 學生能在文本中找到特定訊息，以及透過對重點訊息關係的瞭解，

對訊息進行解釋、比較、比對，以形成有用的判斷。 

（二）綜合（科學）素養評量表現 

  106 年度的高中學生在綜合素養的評量向度中，不論是歸納、演繹、辯證，與多元的邏輯

能力方面的通過率，男女生在各評量向度之平均逐題通過率無明顯差異，而在學制上高中生的

四向度平均通過率分別為.63、.50、.60、.51 都明顯均優於高職生.49、.36、.49、.37（請

見表 4）；整體而言，學生在歸納和辯證的邏輯思維方面的表現較佳，通過率為 5 成以上，亦

即是學生在蒐集及處理具共同性的「資訊與數據的能力」方面，可找出共同性進行分類，或是

找出不同立場的論述點、解釋不同立場與觀點方面的思維能力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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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本次調查研究中，根據受測學生評量向度的通過率來探究學生的素養能力表現，可以發現學生

在語文素養中的訊息擷取、詮釋與評價之能力方面約 6 成的通過率，顯示多數學生均能掌握題目情

境的意涵，但惟「省思與評價」認知層次方面，僅有.36 的學生通過，亦即是學生在省思、批判與

陳述個人意見方面的能力較弱。綜合素養方面則是「演繹」與「多元」跨領域的科學邏輯思維能力

僅有.42 及.43 左右的通過率，顯示學生在透過現象或科學數據進行因果關係的推論方面，以及跨領

域知識整合與運用上需再加強。背景變項上，高中學生在國民素養的表現上，不論是語文或綜合

（科學）表現優於高職學生。女性學生.56 在語文表現則優於男性學生.50，不過在綜合（科學）表

現上，雙方無顯著差異（.51、.50）。 

  從上述結果中可以發現部分學生在語文素養中的「省思與評價」的閱讀能力較弱，因此建議教

學現場能多針對學習的內容、案例，設計相關的討論議題，進而透過對話的方式提供學生陳述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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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的訓練機會，教師亦需引導如何學生發現問題、提出適切的問題，從提問中加強對閱讀內容的

理解與思考，也能讓學生聆聽到他人的觀點，學習尊重、包容與擴展自己的思維。 

  另外，在綜合素養評量向度中部份學生的「演繹與多元」的邏輯思維能力較弱，未來進行數學

和科學相關領域的教學時，建議可以強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自然領域草綱中，所強調

的「探索與實作」課程，其目的在於提供學生具備統整的學習經驗，以生活化的題材為議題，透過

跨學科整合的對話與思考，引導學生進行主題探究與實作活動，讓學生能從具體的實驗數據與討論

過程中，透過觀察、紀錄與操作的歷程，找出因與果的關鍵要素，從體驗中提升邏輯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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