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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為出席「第 57屆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國家代表人會議（PGB）的報

告。在此次會議中，主要目的為討論 PISA的相關技術議題與研究成果。從會議

中亦有機會與多位國家代表人深入討論教育研究議題與學術交流。會議中概述了

在實施 PISA評估過程中遇到的主要挑戰及其潛在解決方案，首先強調了提前進

行現場測試的重要性，這有助於提前識別並解決可能的問題，從而使測驗結果更

加有效。此外，會議中指出雖然目前沒有立即更改現場測試設計的計劃，但未來

應考慮融入在 PISA 2029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中。另外，大會強調參與國家對於技

術問題的關注以及對國家中心帶來的額外負擔，提出了提前半年安排現場測試的

建議，以減輕這些問題。此次會議強調國家代表人對於改善 PISA評估過程的深

刻洞察與關切，並建議採取一系列策略來提升整個評估流程的透明度、效率和無

障礙性。這些改進措施旨在確保所有參與方均能在未來的評估中更好地合作，並

最終達到提升 PISA評估水準和公平性的目的。 

這次會議的經驗對研究和行政工作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會中所吸取的見解

與經驗，將對未來的工作產生深遠的影響，並為我國的學術研究和教育實踐提供

寶貴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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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  

本次第 57屆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代表人團會議（PGB）由我國國家代表人

國家教育研究院鄭淵全院長帶隊，國家教育研究院測評中心謝名娟研究員和陳冠

銘助理研究員陪同前往參加此次 PGB會議。行程從臺北搭乘土耳其航班 （TK25）

於伊斯坦堡機場轉機後，立即前往馬爾他/瓦勒那地點展開四天會議。每日的正

式議程從上午 9 時開始，持續至下午 6 時，且常因各國發言踴躍而出現延時情

況。本次國際會議於 4月 19日中午結束。隔日 4月 20日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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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第 57屆 PGB各國代表人團的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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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 57屆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代表人團會議主席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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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第 57屆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代表人團會議交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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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第 57屆 PGB鄭院長與各國代表團的相互交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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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第 57屆 PGB陳助理研究員與各國代表團的相互交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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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設有多場專題討論，使與會代表能深入交流各國在 PISA相關教育評估

與政策方面的最新進展。每天除了緊湊的議程外，晚上亦安排了需多活動，包括

正式晚宴、到學校參訪歌舞劇表演等，這些活動不僅是學術交流的一部分，也是

建立國際關係的重要時刻。各國代表亦進行許多非正式的個別交流。 

另外，本次參訪亦積極與 OECD教育政策委員會（EDPC）日籍成員、國立教

育政策研究所教育數據科學中心主任大野彰子（Akiko Ono）進行交流。透過會

面和後續的互動，進一步拓展國際人脈並探討邀請大野主任來臺參訪的可行性，

會議期間也成功邀請來自韓國、香港的學者來臺實體參加 5月 9日至 11日的實

體研討會。 

這次國際交流不僅增進了與國際學界的聯絡，也為未來我國在國際教育政策

舞臺上的參與鋪路與產生相關良好效應。此外，與國際學者們的積極互動，開拓

了進一步的國際合作機會，並在後續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所主辦的國際大型評比研

討會上獲得了豐富的學術交流經驗，這些交流經驗將有助於加強我國教育研究的

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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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謝研究員、鄭院長與日籍大野彰子主任於馬爾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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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攝於 5月 9日在日月潭教師會館與日籍大野彰子線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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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內容 

第 57屆 PISA 理事會 (PISA Governing Board, PGB) 會議於 2024年 4月

17 日至 19 日在馬爾他/瓦勒他舉行。會議由所有參與 OECD 相關測驗成員國出

席。其討論重點摘錄下: 

一、 OECD對學習的看法  

由會議主席 Andreas Schleicher說明： 

（一） 基礎技能的重要性： 

閱讀、數學和科學的基本技能是所有進一步學習的基石。這些技能不僅有助

於學生掌握更複雜的技能，而且為日後的職業生涯和持續學習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教育平等和關鍵技能的發展： 

學校是消除社會背景對學生學習成就影響的關鍵場所。教育系統需要明確和

促進那些能夠支持所有學生發展的關鍵技能，確保教育機會均等。 

（三） 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快速變化的社會和技術環境中，解決問題的能力變得極其重要。這不僅包

括技術解決方案，也包括能夠創造性地應對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種挑戰。 

（四） 美學感知和創意表達： 

美學教育和能力的培養對學生的個人發展和自我表達至關重要。通過藝術和

文化的體驗，學生能夠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增強與世界的聯繫。 

（五） 橫向技能的整合教學： 

橫向技能，如跨文化理解、資訊技術應用、自我管理等，是當代社會中不可

或缺的。這些技能應該被整合到學校的核心課程中，通過日常教學活動進行強化

和評估。這些教育願景體現了 OECD對於當前及未來教育趨勢的洞察，強調了為

學生提供全面發展的必要性，以及在全球化和技術快速變革的背景下，培養學生

的關鍵能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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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ISA 2025的發展和實施進展 

報告人主要是澳大利亞教育研究委員會（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CER）的 Masters教授和 Lazendic博士。其討論為 PISA 

2025現場測試中遇到的挑戰和建議改進措施的幾項重點： 

（一） 測試執行中的挑戰： 

各國在 PISA 2025現場測試中面臨翻譯和試題內容、施測平臺、施測時間表

和網路順暢性的重大挑戰。這些問題突顯了對施測系統進行詳細審查和優化的需

求。 

（二） 技術支援與溝通： 

強調在測試過程中應迅速提供技術支援，確保任何問題能夠即時解決。此外，

建議改善網路通訊速度，並擴大國家中心與主要調查活動溝通的機制，包括提前

共用詳細的測試時間表。 

（三） 風險管理與改進措施： 

需要更好的風險管理策略，特別是考慮到已識別的風險及已經實現的情況。

提倡在測試前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並根據需要實施具體改進措施，以增強對時

間表和工作品質的信任。 

（四） 翻譯和技術改進： 

建議改進翻譯軟件以及擴展現場測試分析計劃，特別是關於評估翻譯水準和

問題的可塑性。此外，提出恢復使用 USB交付或探索其他更易於實施的離線交付

方案。 

（五） 增加參與和培訓： 

強調增加國家專案經理在主要調查準備工作中的參與度，並建議組織面對面

會議或互動虛擬會議來訓練主要調查的編碼員，以討論每個問題，確保準確性和

一致性。 

這些重點突顯了在執行大規模國際評估時面臨的挑戰以及改進測試系統和

溝通策略的迫切需要，以確保教育評估的水準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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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ISA的分析和報告 

Würgler 先生（瑞士，PGB 分析和傳播小組主席）提供了分析與傳播小組

（Analysis and Dissemination Group, ADG） 最近討論的報告。隨後，秘書處

的 Ikeda女士提供了 PISA 2022分析活動的更新，其相關內容如下： 

（一） 數據格式建議： 

PISA 2022計劃引入數字格式的數據表示一項重要創新，使數據分析和存取

更便捷。然而，為滿足各種使用需求，建議同時提供離線格式的數據，以確保所

有參與者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方便地存取和利用這些資料。 

（二） 分析與報告合作的提案： 

分析和報告合作選項被視為支持各國進行國家分析的有效方式，有助於提高

國家能力的可擴展性、可持續性和成本效益。透過此類合作，參與國能夠根據自

身需求進行深入分析，從而提升整體教育成效。 

（三） 比較教育系統的焦點： 

保持 PISA焦點在比較教育系統上是至關重要的，但在比較國家與非國家實

體時，應清晰地註明實體的性質。這樣的透明度將有助於正確理解和評估各個實

體的教育成果 

四、 PISA 2022的啟動 

分析和傳播小組（ADG）的成員從分組討論中匯報了各國在 PISA 2022啟動

方面的經驗和見解。 

以下是對未來 PISA 報告方向的五點建議，針對如何改進和應用數據，以便

更好地服務於教育決策者和學校： 

（一） 數據的文化脈絡： 

強調將 PISA數據與各國的具體國家背景、政策和實際操作結合的重要性。

這種文化脈絡有助於國家利益相關者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數據，從而提供一個全面

的視角來評估教育系統的效果和挑戰。 

（二） 增強數據的表達和互動性： 

通過改進資訊圖表的設計和提供互動式儀表板，使數據不僅容易理解，而且

可以讓用戶根據自己的需求進行探索。這增強了數據的可訪問性和用戶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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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方可以更有效地從大量數據中提取有用的見解。 

（三） 社會和情感學習的整合： 

建議在 PISA評估中加入更多關於社會和情感學習的元素，尤其是學校氣氛

方面的數據。這有助於評估學生在非學術領域的發展，並提供學生福祉和學校環

境水準的全面視角。 

（四） 提升報告的國家比較能力： 

鼓勵進行「相似」國家之間的比較，以尋找和學習最佳實踐。這不僅可以增

進對各國教育系統差異的理解，還可以促進各國之間的知識和經驗交流。 

（五） 報告的簡化和明確性： 

為了更廣泛地傳播和使用 PISA數據，建議製作更簡潔明瞭的報告和指南。

這包括提供清晰的指導，解釋 PISA的目的和數據查找方法，並透過直觀的圖形

和表格來呈現結果，使其更易於理解和應用。 

五、 學校的 PISA 

Bastianic女士提供了學校 PISA的更新。以下為報告重點:  

（一） 強調了人工智慧在評分中的應用，這是學校 PISA計劃中的一項重要創

新，其對未來 PISA發展的影響是顯著的。 

（二） PISA計劃對提升學校和教師對 PISA概念的理解及建立相關能力的重要

潛力，強調了這一過程對於計劃的成功推廣和實施的重要性。 

六、 PGB的決策過程 

秘書處的 Halgreen先生提供了 PGB的工作方法概述，包括決策、會議實踐

和出版與傳播材料的過程。 

（一） 重視並感謝 PGB在建立共識方面所投入的程式和時間，這是 PISA成功

的關鍵決定因素。 

（二） 強調在快速變化的數字環境中建立共用理解的重要性，並歡迎各國通過

其附屬機構為這些方法的發展和創新做出貢獻的機會。 

（三） 強調 PGB 的組成反映了需要在其職責範圍內所有領域協商國家立場的

重要性。 

七、 2025-2030年工作計劃和預算 (PWB) 

秘書處的 Halgreen先生介紹了 PISA 2025-2030年工作計劃和預算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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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調預算提案的品質、透明度和清晰度。 

（二） 核准了提議的 2025-2030年 PISA工作計劃和預算 (Programme of Work 

and Budget, PWB)，包括：改為覆蓋整個 PISA 2029週期的六年預算，並在

2026年和 2028年進行定期審查；同意的 6%預算減少分三年逐步減少，每年減

少 2%（2025 年、2026 年和 2027 年）；並在考慮到 6%預算減少後，繼續執行

PISA的零實際增長預算原則。 

（三） 注意到可用於契約服務的預算範圍有限，並要求秘書處進行分析，審查

PISA設計和運營的複雜性，並提出 PGB可以做出選擇的方法，以最大化滿足成

員的集體需求和利益的價值。 

八、 改善 PISA結果的即時性 

秘書處的 Ikeda 女士介紹了最終確定 PISA 2025 報告計劃的工作流程和時

間表提案。 

（一） 同意減少測試和首次結果報告之間的時間的重要性。 

（二） 同意秘書處提議的 PISA 2025報告計劃的發展過程和時間表。 

（三） 要求在 PISA 2025的複雜性分析中反映有關報告的問題。 

（四） 強調必須避免對國家中心施加額外負擔。 

（五） 對發佈初步結果表示謹慎，但要求保留報告初步結果的選項，以便進一

步討論。 

（六） 強調在數據庫最終確定和首次結果發布之間定義時間窗口的重要性。 

九、 PISA 2029測試期諮詢 

秘書處的 Halgreen先生介紹了有關 PISA 2029測試期的諮詢提案，ACER的

Lazendic博士提供了有關 PISA 2025縮短測試視窗相關風險和緩解活動的概述。

在討論 PISA 2029的測試計畫時，有幾個重要的建議和要求被提出來： 

（一） 提前分享和討論的重要性： 

同意進行討論並建議在每年 11月的會議前，提前分享和討論收集到的意見。

這樣做可以幫助會議上更好地做出決定。 

（二） 明確表達需求： 

在討論過程中，需要明確表達對測試時間的偏好，包括在學期末或假期後進

行測試的可能限制。這有助於確保測試安排能夠考慮到所有可能的困難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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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視收集證據： 

強調在改變測試時間安排之前，需要收集充分的證據來評估這些變化可能帶

來的影響，例如透過專門的研究來瞭解這些改變對結果的潛在影響。 

（四） 評估參與影響： 

討論了測試時間可能如何影響學校和學生的參與。也建議應該考慮新的方法

來提高學校和學生的參與度。 

（五） 調整和創新的必要性： 

提到了測試時間的變化可能會帶來的風險和操作上的問題，但認為定期檢討

和調整測試時間是有益的。也建議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應該考慮到學校和教師的

意見。 

這些討論強調了在決定未來的測試策略時需要進行充分的溝通和準備，以

確保測試計劃能夠符合實際需要並獲得成功。 

十、 未來測試設計 

van Rijn博士介紹了未來週期現場測試設計。 

（一） 提議提前進行實地測試，目的是確保測試結果能夠更有效地被利用。 

（二） 目前尚未承諾對測試設計進行修改，但已同意將這項審查納入 2029年

PISA的設計和實施計劃中。 

（三） 認識到一些國家反映的技術問題以及對國家中心可能造成的額外負擔，

並考慮了提前半年安排實地測試的建議。 

十一、 PISA 2029時程表 

秘書處的 Halgreen先生提供了有關 PISA 2029投標過程和時間表的更新。 

（一） 歡迎國家項目經理參與評審過程，以確保他們的實際操作經驗和對執行

機構的瞭解能被考慮進來。 

（二） 建議與實施機構和其他相關方進行詳細對話，探討如何更有效地運作和

降低成本，並尋求簡化流程的方法。 

（三） 尋求對程式更明確的解釋，以確保所有執行機構能有效合作，並完全理

解他們各自和共同的責任。 

（四） 預計在未來的會議中討論調查設計，為大家提供一個機會深入瞭解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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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見。 

十二、 研究、發展和創新（RDI）：進展報告 

秘書處的 Avvisati 先生提供了有關正在進行的研究、發展和創新工作的更

新。 

（一） 歡迎對 PISA的研究、開發和創新項目取得的進展，並慶祝 PISA品質標

準的制定完成。 

（二） 感謝國家中心與秘書處之間的合作機會，這有助於改進 PISA的運行，

特別是在提高測試的無障礙性和自動編碼方面。 

（三） 指出在七個國家進行的無障礙科學測試試點存在局限性，強調未來版本

中需要改善嵌入式平臺工具，並進一步提高 PISA 常規測試的無障礙性，以實

現更廣泛的無障礙測試。 

（四） 同意公開有關 PISA中社會經濟地位測量方法的詳細審查文檔。 

（五） 同意公開 PISA品質標準檔，讓更多人瞭解背後的品質保障措施。 

（六） 鼓勵秘書處公開含匿名化的數據集，這些數據包括學生報告的家長職業

及其對應的代碼。同時要求秘書處在公開數據前，詳細 7、說明用於降低風險

的技術和治理措施，確保這些數據的使用對 PISA的研究和分析有利。 

十三、 未來能力和教育的反思 

芬蘭教育與文化部常任秘書長 Lehikoinen 女士介紹了對未來能力和教育的

反思其重點如下: 

（一） 強調人類繁榮研究的重要性，並歡迎對能力的框架和概念化。 

（二） 強調 PISA須找到重要的測量項目與易於測量的題目之間的平衡的重要

性。 

十四、 結論和其他事項 

（一） 2023年預算報告 

（二） 選舉 PGB子委員會成員 

Belfali女士和 Halgreen先生（秘書處）介紹了委員會成員的續任情況。

選舉澳大利亞的 Meg Brighton 為 PGB 策略發展小組成員。加拿大的 Edouard 

Imbeau和波蘭的 Tomasz Gajderowicz是 PISA分析和傳播小組的新成員。 

（三） 下一次 PGB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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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58次 PGB 會議將於 2024年 11月 27日至 29日在克羅地亞杜布羅

夫尼克舉行。 

2. 第 59次 PGB會議將於 2025年 5月 7日至 9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

行。 



 

19 

 

參、心得 

從這次會議中，可看到幾個關鍵趨勢與教育改進的機會，尤其是 PISA的

教育趨勢，可以提供我國未來教育政策之參考，以下為會議心得： 

一、 無障礙學習的關鍵性  

無障礙學習是當前教育評估的重要焦點。通過試點測試發現，PISA 需要進

一步改進嵌入式平臺工具和評估的無障礙性。這種改進將確保所有學生，包括有

特殊需求的學生，都能在公平的基礎上接受評估。無障礙性的提升不僅有助於創

造包容性學習環境，還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力和學業成就。 

二、 國際合作在教育改進中的作用  

國際合作在提升教育質量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各國中心與秘書處的合作增強

了 PISA運作的效率和效果，並促進了全球範圍內的知識與資源共用。這種跨國

界合作不僅促進了經驗的交流，也提供了解決全球教育挑戰的新思路和方法。 

三、 技術創新在教育評估中的應用  

技術創新，如基於 AI 的評分和自動編碼，正在重新定義教育評估的方式。

這些技術不僅提高了評估的效率，還增強了評估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然而，引入

這些技術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包括確保評估的公平性和透明性，這需要持續的關

注和創新解決方案。 

進一步，這些進展和挑戰突顯了教育評估領域中持續創新和改進的必要

性，以及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教育公平和卓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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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針對本次參訪之心得，提出未來優化 PISA評估及其執行方式之建議： 

一、 擴展國際合作和當地語系化的實踐： 

應進一步鼓勵跨國家中心間的合作，特別是在共用最佳實踐和解決具體挑戰

方面。同時，透過在評估工具和程式中納入更多地區特有的元素，來增加測試的

文化相關性和有效性，使分析能更具當地語系化特色。 

二、 增強技術支援和培訓： 

技術問題是各國普遍面臨的挑戰，可考量建議設立一個專門的技術支援小組，

以提供實時幫助和技術指導。此外，應定期舉行跨國研討會，強化學術交流與增

強國家中心的技術能力。 

三、 提升數據透明度和共用： 

為了增強信任和參與度，應當提高數據和分析結果的透明度。建議發布更多

關於評估過程和結果的詳細資訊，並開放數據讓外部研究者可以進一步分析。這

不僅有助於提升 PISA 的開放性和可接受性，也能夠促進學術界和教育政策制定

者之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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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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