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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為 OECD 主辦計畫，針

對 15 歲在校學生(含國三及高一)所進行之國際性數學、科學及閱讀能力調查。

PISA 試題工具打破傳統，以生活化情境題為主，評量的是學生帶得走的「能力」

而非熟記各種課堂教材知識，對各國教育具有高度挑戰性。我國科技部自 2006

年第一次參與該調查並與教育部分工共同補助計畫進行。PISA 調查結果除可檢

視我國義務教育成效及與世界各國比較外，並動悉國際教育發展趨勢，導入新的

教育理念供研究與施政參考。PISA Governing Board(GB)由各國代表組成，係計畫

最高指導單位，有關未來規劃、進行中之工作及以往調查之深度分析結果均向

GB 報告，經討論達成共識後交付 NPM(國家計畫主持人)執行。第 40 次 PISA 

Governing Board(GB)會議於 104 年 10 月 26 日至 28 日於德國慕尼黑進行三天，會

議中討論 PISA2015 計畫的進度與報告出版規畫、PISA2018 的調查架構與新增項

目 global competence 內涵等。參與會議除與各國交流外，亦可加強瞭解各項計畫

實施理念以及早為下一輪之調查因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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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背景及目的 

「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計畫為OECD主辦，針對

15歲在校學生(含國三及高一)所進行之國際性數學、科學及閱讀能力調查。第一期

PISA計畫由2000年開始每3年進行一次調查，我國自2006年第一次參與，至2015年已

有70個國家或經濟體參加此項大規模教育調查計畫。PISA試題由國際團隊共同開發，

由於試題生活化、題型新穎及抽樣設計嚴謹，其調查結果已成為各國檢視基礎教育

成效之工具。我國參與此計畫除可檢視我國義務教育成效及與世界各國比較外，並

動悉國際教育發展趨勢，導入新的教育理念供研究與施政參考。 

PISA第40次Governing Board(GB)會議於104年10月26日至28日於德國慕尼黑進

行三天，有約60個國家逾百位代表出席。PISA計畫行政架構上GB是最高階層，其

幕僚尚有SDG(Strategic Development Group)、TAG(Technical Advisory Group)、除

NPM(National Program Manager)實際執行計畫外，各小組均有向GB報告工作內容的

義務。此次會議中討論已經施測完畢的PISA2015計畫進度與報告出版規畫、準備中

的PISA2018計畫的調查架構與新增項目global competence內涵等。針對上一期2012年

的調查結果也進行深度分析的成果分享，德國及瑞典則分享PISA結果對國內所帶來

之教育衝擊。 

我國參加PISA計畫是由科技部與教育部共同合作，故此次會議除有科技部由

科國司彭麗春副司長與PISA計畫承辦人陳寶玲副研究員參加外，教育部國家教育研

究院柯華葳院長與陳明蕾主任亦出席與會。 

貳、 會議經過及重要議題 

會議在慕尼黑 Hotel Bayerischer Hof舉行，是一棟古典宏偉的建築，主辦單位

事前準備充分，所有會議相關資料均於會前數日公布於內部網站，參加人員可上網

下載。報到處僅有兩三位工作人員，參加人員領了名牌後即被導引至會場，動線清

晰效率極高。會議以圓桌方式進行，每位代表桌前有國家名牌，要發言時只要將名

牌豎起，主席即依順序點名發言。 

會議開始主席先報告接下來三天的會議程序，接者歡迎第一次參加會議的夥

伴，台灣此次有4位代表參加，除本部科教國合司彭副司長麗春和承辦人陳寶玲副

研究員外，還有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柯院長華葳及陳主任明蕾。由於本部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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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合作參加PISA調查計畫會員代表一直是科技部擔任，經前幾次參與會議後發現大

部分國家的會員代表是教育部門，故自107年起下一輪的調查也將由教育相關單位

擔任代表及主政，以使決策到執行工作更加順暢。  

以下摘述會議重要內容： 

一、OECD秘書報告TALIS(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計畫現況─此計

畫為OECD所主辦針對教師進行調查之計畫，正在募集2018年第二次參加國家。

本計畫第一期於2013年完成，調查對象為初級中學的教師，未來將擴及小學及

高級中學教師。調查主要內容為教師專業、校園領導等，並將PISA與TALIS兩

數據交叉分析以瞭解教師專業與學生學習成效相關。2018年將行第二期調查，

與PISA2018調查時間相同，有意願參與之國家已達40國。我國2018年PISA業務

將由教育部主政，教育部曾表示希望參與2018年的TALIS，OECD方面也很積極

地與我國接觸說明參加程序。 

二、SDG(Strategic Development Group)針對未來新增施測項目的構想報告 

1.提出將身心障礙學生納入調查對象可行性研究：由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進行無障礙之電腦化試題設計，而期望未來將身心障礙學生納入抽測樣

本。 

2.提出PISA2021計畫增列評量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之構想，並進行討論。 

3.提出發展TALIS-PISA協同概念架構之構想。 

三、PISA2018之調查設計與加選項目 

大會表示目前已有82國/經濟體提出申請參加PISA2018計畫，較2015的71

國增加11國，其中有些是第一次參與，有些則是前次未參加此次再度提出申請。

2018年的調查在學生方面以閱讀素養為主，科學與數學素養為輔，2015年我國

加選教師問卷(teacher questionnaire)，經由教師問卷與學生表現分析可以了解我

國學生在特定題型表現優劣之原因，預計2018年應會持續加選。另ICT Familiarity 

Questionnaire (ICT)不必額外付費，也應該繼續參加。 

四、PSA2015報告規畫將分五冊公布出版，2016年12月公布素養調查結果&學教與系

統，2017年公布學生福祉&理財素養&合作問題解決。其中我國參加素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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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問題解決。預計2016年的6月份GB會議時各國將收到自己2015的調查結

果。 

五、PISA將2012年同時進行紙本及數位閱讀調查的國家進行分析。OECD平均成績

是數位略遜於紙本，雖然OECD將我國列為strong performance，但我國的數位閱

讀表現比紙本表現差，新、韓、港、日、上海等均優於我國且名列前茅。一般

認為我國學生對於數位工具的應用似乎很普遍，但在學習上似乎未成為有效的

助力，且令人吃驚的是OECD所統計學生/電腦比我國是屬後段班。 

六、PISA2018新增一項global competence的評量，此構想已於第37次GB中提出，並

由Asia Society 研究人員進行專題報告讓各國了解評量方向。此次會議則提出評

量架構，主要有4個面向 

1.Knowledge of  and interest in global developments, challenges and  trends 

2.Openness and  flexibility 

3.Emotional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4.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由於 PISA 的目的是要瞭解完成義務教育的學生們是否具備成為未來素養

良好且能積極貢獻社會能力之公民，global competence 的評量看來不像是公民與

道德教科書中可以學習的知識，而較像是在校園或社會中人我關係的體驗與實

現。 

此議題在會議中雖已有充分討論但是仍有國家會後對所調查面向及內容

提出質疑，並建議限縮架構面向以免太過複雜而無法解釋所測得知數據。如第

3 項 emotional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可能變成調查學生特質而非學校系統的教育

產出。在範例試題上也有人擔心學生的表現是由於國家經濟而非教育政策之影

響，這些都是未來試題發展需要注意的細節。 

七、德國針對參與 PISA2012 學生之追蹤分析報告： 

「國際學生評量中心(ZIB)」將 PISA2012 試題於次年針對同一批學生施測

(稱為 PISA Plus)，並將結果與 2012 年之結果比較，發現數學成績有微幅上升，

但在來自不同學生類型學校則進步之幅度不同。文理中學(Gymnasium 程度較好

學生就讀)學生原本在 2012 年表現較優，一年後進步也較多，而其他非文理中



7 

 

學學生則進步較小，移民學生表現又比非移民的差。此報告特以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與 PISA 表現做相關分析，發現非文理中學的移民學生其歸屬感與成

績表現有正相關，若是文理中學則否。 

德國在 2000 年第一次參加 PISA 結果表現不佳，震驚全國而稱之為 PISA 

Shock，此後各種教育改革意見紛起，更將 PISA 視為檢視其教育成效最重要工

具。早期 PISA 計畫各期是由不同學術機構承包，但 2010 年為了執行大型教育

調查工作，由聯邦政府召集三個教育學術機構，the Leibniz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IPN)、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Research(DIPF)、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TUM) ) 組成「國際學生評量

中心(ZIB)，其最主要目標即執行國家級的學生評量計畫或參與國際大型教育調

查計畫。三個機構組成夥伴關係，依研究人員不同學術專長搭配完成任務：如

PISA2012 的電腦化測驗部分由 DIPF 及 TUM 負責，IPN 人員專長在教育與心

理測量，則協助數學試題發展等。 

 

參、 心得及建議事項 

PISA GB會議雖名為管理層級之委員會，但過程中仍處理多項技術專業問

題，如調查工具架構、抽樣方法、計畫流程進度等，有些需要有實務經驗或是

專業背景才能針對大會提出的方案提出意見。經與其他參與國家交流發現各國

參與PISA模式大致有3種：1.政府單位擔任PGB，計畫執行者(NPM)為研究單位

或學者，如我國，2.PGB與NPM同為同一學者，如香港，3. PGB與NPM為同一政

府研究機構之研究團隊，如日本。由於NPM相關技術會議每年召開數次，負擔

已經很重，若由同一人擔任負擔勢必過重，若採日本模式似乎較為理想。 

以日本為例，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負責所有教育調查相關任務，除了PISA

外，亦負責其他國內外相關教育調查計畫，其優勢是可以將相關調查資料做綜

整分析，直接做成建議交付給教育施政單位，資料保存也可永續經營。我國目

前各調查計畫由不同大學負責，要完整蒐集保存比較不易，學者做的分析也缺

乏向教育施政單位反映管道。我國PISA計畫將由下期(2018)起由教育部主政，

教育部目前已將PGB角色交給國家教育研究院負責，未來教育研究院人力資源

再予充實，則期望負起調查計畫的執行及分析問題與提供建言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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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德國所提出歸屬感與素養表現的探討：會議期間來自敘利亞及中東國

家難民問題天天登上新聞頭條，德國是歐盟對難民最友善的國家，而更早期更

有大量來自土耳其的勞工移民，移民子女的教育顯然是德國一個重要的議題，

這些移民子女是否接受到均等教育機會及其心理感受？顯然是德國所關心的

議題。各國教育有各自的問題，我國前幾年亦鼓勵學者應用PISA資料庫進行教

育問題的分析探討，不過有時候教育問題的解藥並非教育本身，需要整個大環

境來配合才會立竿見影。 

 

肆、 照片 

    1.Hotel Bayerischer Hof1 樓報到處 

 

 

 

 

 

 

2.PISA GB 會議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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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議開始巴伐利亞教育官員致詞 4.主席歡迎第一次參加會議的夥伴 

  

  

 

5.科技部代表彭副司長麗春 

6.安排在紐芬堡皇宮(巴伐利亞統治者

的夏宮)的 social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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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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