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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是 OECD所發展的跨國調查研究，評量十五歲學生參與社

會所需的關鍵知能，尤其是是否能夠把學科知識有效地應用，從不同角度分析與解決

問題，以及將知能應用於進入社會後所面臨的各種情境及挑戰。我國自 2006年開始參

與此評量計畫，由研究結果可了解國際教育發展趨勢，並檢討我國的基礎教育效能是

否達至國際水平，進而導入新的教育理念以供研究與施政參考。PISA Governing Board

由各國代表組成，是計畫最高指導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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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計畫主持人執行。第 41次PISA 

GB會議於105年6月14日至16日於法國巴黎舉行，會議中討論PISA 2015及PISA 2018

計畫的執行進度、PISA未來走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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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

是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所發展的跨國調查研究。評量十五歲學生（含國三及高一）參與社會所需的關鍵

知能（涵蓋閱讀、數學、及科學素養三個領域），是否能夠把學科知識有效地應用，並

且從不同角度分析與解決問題，應用於進入社會後所面臨的各種情境及挑戰[1]。以國

際比較方式，藉此了解各國的教育方向與步伐，提供國家整體教育成效評鑑資訊。教

育決策者可以因應全球發展制定適宜的政策，以適應新世紀的變化。其特色是採取素

養而非成就取向，以貼近真實的情境，評量學生重要知能的應用與溝通。第一次 PISA

計畫由 2000年開始每 3年進行一次調查，有 43個國家參與（2000年 32國、2002年

11國），第二次（2003年）有 41個國家參與，第三次（2006年）有 56個國家參與，

第四次（2009年）有 65個國家參與，第五次（2012年）有 68個國家參與調查，每個

國家受測學生人數約在 4500～10000 之間。每次調查以一個領域為主進行深度了解，

投入約三分之二的測驗時間，另二個領域為輔，僅提供簡要的概況。2000 年是閱讀、

2003年是數學、2006年是科學、2009年是閱讀、2012年是數學、2015年是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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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ISA的測驗內容由參與國家國際學科專家協會共同制訂，包括：澳洲教育研

究議會（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荷蘭教育測量學院（Netherland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Measurement）、美國教育測試服務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USA）、日本國家教育研究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Japan）及美國的Westat（美國維思達特市場研究公司），相較於其它的評量，

此評量並非讓學生僅選擇單一答案（是非題、選擇題），而採用大量的開放式問答題測

驗出學生們應用及分析問題的能力，主要目的為瞭解個人參與社會活動的能力。而評

量的結果可以讓教育工作者了解學校的效能，讓教學改革者鑑察教育改革的成效，也

提供有效的指標瞭解在我國的教育制度之下，學校能否提供優質而均等的教育經驗給

不同階層的學童，以及教育工作者和家長的努力將如何地影響學生的表現。我國參與

此計畫除可洞悉國際教育發展趨勢外，並可藉此反思我國的基礎教育效能是否達至國

際水平，進而導入新的教育理念以供研究與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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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Governing Board（GB）由各國代表組成，是計畫最高指導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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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第 41次 GB會議於 105年 6月 14日至 16日於

法國巴黎舉行，我國參加 PISA計畫由科技部與教育部共同合作，教育部交由國家教育

研究院主政，故此次會議國家教育研究院柯華葳院長與陳明蕾主任亦出席與會。此次

會議除了行政會務的報告之外，主要討論 PISA 2015及 PISA 2018計畫的執行進度以及

PISA未來發展走向。 

 

貳貳貳貳、、、、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參加第 41次 PISA GB會議，討論 PISA 2015及 PISA 2018計畫的執行進度與 PISA

未來走向，除了與各國代表交流外，根據 PISA施測的結果來審視我國教育政策，同時，

瞭解各項計畫施測理念，及早為下一次之調查計畫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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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叁叁叁、、、、議議議議程程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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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PISA第 41次 GB會議由 OECD主辦，於今（105）年 6月 14日至 16日在法國巴

黎舉行，會議由 Lorna Bertrand女士（英國）主持，所有 OECD國家參加，除希臘外，

尚有其他夥伴國/經濟體，包括阿爾巴尼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波士尼亞與赫塞哥

維納、巴西、汶萊、保加利亞、中國、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華台北、哥倫比亞、

克羅埃西亞、哈薩克、科索沃、拉脫維亞、立陶宛、馬來西亞、馬爾他、蒙特內哥羅、

摩洛哥、巴拿馬、俄羅斯、新加坡、泰國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歐盟委員會是由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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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w女士代表出席，工會諮詢委員會（TUAC）、美國大型測驗中心（Emission Trading 

Scheme，ETS）及英國大眾圖書出版商（PEARSON）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議。 

會議的主要目標是：  

•自 2015年慕尼黑第 40次 PISA國家代表會議後，OECD近期活動報告 

•最新的 PISA 2012專題報告 

•得知 PISA 2015初步結果 

•討論 PISA 2015和 2018的執行進度 

•討論 PISA和國際成人能力評量（PIAAC）之間的關聯性 

•ADG Tang先生報告與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合作之有關教育永

續發展議題 

•得知最新的 PISA發展和 PISA學校測試計畫 

•討論 PISA未來方向 

•提供保密及安全地查看自己國家 PISA 2015的初步數據 

 

紀要： 

1. Lorna Bertrand女士歡迎大家一同與會。 

2. EDU主任 Andreas Schleicher先生報告 OECD近期活動。 

3. OECD秘書處 Peter Adams先生報告 PISA 的發展和實施進展，並對 PGB 在上次會

議作出的決定進度報告。 

4. 秘書處Miyako Ikeda女士及 Schleicher先生介紹了 2012年專題報告，特別側重於

低成績的學生報告。報告顯示成績差作為利益相關者的有效工具時，發現學生、

教師和學校特色之間的關係對於教育政策具影響力。成績不佳的原因有很多，除

正規教育，家庭文化等方面也包括在內，因此需要一個全面性多部門組成之政策。 

5. Ikeda女士報告 PISA 2015初步結果，明確說明了報告的框架，包含積極建構心理、

社會、情感和物質福利等，強調要適當地使用 PISA數據的重要性。 

6. 盧森堡大學 Samuel Greiff教授提出了電腦化問題解決能力的有效性研究進度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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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dams先生報告 PISA 2015和 2018的執行進度，強調為有效實施 PISA，在各國

時間安排與約束須具靈活性。 

8. 秘書處提交了關於 PISA2018年修訂後的評估框架及全球競爭力的最新進度報

告。 

9. Qian Tang先生，提出在 2015年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包

括已在教科文組織內通過之目標和主導之 SDG教育 2030行動框架指標。 

10. Michael Ward先生報告 PISA的發展項目目前的進展，並概述了擴大該項目的成果

計畫。 

11. 秘書處Michael Stevenson先生介紹 PISA的未來發展方向，強調需要仔細權衡創新

和PISA前瞻視角的需要，以保護PISA的完整性和持續評估的重要性，並瞭解PISA

的短期和長期需求。 

12. 本次與會有項重要任務是可預先查看自己國家 PISA 2015的初步數據與結果，由

於已簽訂保密協定，無法詳述於此報告中，相關施測結果會由 OECD於今年 12

月統一公布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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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PISA 2015開始了全面電腦化評量，更首次發展電腦化合作問題解決評量，代表著

因應時代的改變，評量方式改變，教育更需符合時代的趨勢及未來性。國民素養與能

力的培養在我們的教育系統是否須要適時改變，例如科學的能力與態度、問題解決能

力與合作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閱讀能力的加強等，我們可以藉由這種國際評比來檢

視我們在教育現場的不足處，瞭解國際教育趨勢，以制訂更妥適之政策。這次與會僅

先得知自己國家的施測成績，相信在今年 12月 OECD公布各國成績後，應該會更具參

考價值及影響力，值得繼續關注。 

這次與會發現來自中國上海的政府代表出席人數眾多，上海從 2009年開始作為代

表中國大陸的地區參與這一測試，連續兩屆（2009年與 2012年）都獲得數學、科學、

閱讀三個單項第一和總分第一，測驗結果顯現上海教育發展政策和新興課程的成效，

而這次他們對於 2015的成績亦特別關注，足以可見中國對 PISA的重視。我國也應更

重視施測結果，雖然這不必然是教育成果的指標卻有其學生學習成效的意義。 

PISA 2018要加測國際能力，這是面對複雜的全球環境中，學生應具備的「覺察與

包容多元文化與價值觀」的能力指標，OECD將「國際力」定調為 21世紀學習的核心

主軸，我國 PISA 2018 是由國家教育研究院主政，相信由國家教育研究院調查計畫及

分析，應能提出合宜之教育建言。 

此外 SDG4 目前已經有三十多個國家參加，我國是否也可以評估參加的經費及可

行性，畢竟參加之後可以分享參加國的教育政策以及數據資訊，這對於研擬教育方向

及教學措施應該有助益。 

 

陸陸陸陸、、、、參考參考參考參考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1. 國際閱讀評量教學新趨勢，孫劍秋教授簡報 

2. 參加 PISA第 40次 Governing Board會議出國報告，彭麗春、陳寶玲 

 

柒柒柒柒、、、、攜回攜回攜回攜回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1. Education 2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