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搜索 免费文档搜索与下载
http://www.anggang.com/
　　
從PISA與TIMSS國際學測檢視 課程改革與評量機制


本文档下载自文档搜索网，内容可能不完整，您可以复制以下网址继续阅读或下载：
http://www.anggang.com/pdf/hsskcpj8sXIJ.html



Page 1


研究論文課程研究
卷 1 期 2005 年 9 月 頁 119-147

從PISA與TIMSS國際學測檢視課程改革與評量機制

戴維揚*

摘 要

依「成敗究因」理論，成功者選擇進步的改革策略，失敗者尋找掩飾的藉口。OECD每年研擬國際標準與策略，因應瞬息萬變的挑戰與轉換。PISA國際學測評量結果公布以後，芬蘭、英、美、德、澳等國都經深入廣泛嚴肅地研究檢討，並制定、實施課程改革方案及重新�整評量機制。另就IEA 2003年TIMSS學測成績公布：新加坡取代臺灣，榮獲四冠王，成績最亮麗，全球皆矚目，值得深思、檢討。教育改革成功要訣，首先要求教師專業成長，教師以身作則，重新啟動良好閱讀習慣，才能帶動學生、學校、家庭親子共讀，建構一個書香社會。芬蘭由於全民享受閱讀、紮實學習，因此2000年PISA三科學測皆排前四名，2003年的PISA四項評量成績皆升為前三名，其中「閱讀」與「科學」皆獲第一，成為全球最優秀的教育改革楷模。德國學測成績並不理想，「知恥近乎勇」，全國總動員，嚴管勤教，果然PISA及TIMSS成績都大幅度提升。美國教改也全面提升TIMSS的成績。相對地，日本、臺灣國際評量名次雖然曾經名列第一，然而近年都連續全面下滑。香港各界知所驚惕，引以為鑑，於2003年公布提升法案，期盼往後成績依然亮麗。臺灣將於2006年首次參與PISA全面評量，並於2006年首次參與IEA的PIRLS國際閱讀素養評比，以及2007年第三次參加TIMSS的評量。本文論述上述8國（地區）一些教改成功的模式，供教育改革與評量機制的方家參考。關鍵詞：PISA、TIMSS、國際標準架構、課程改革、評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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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and TIMSS to Curriculum Reform andAssessment Reconstruction
Yang Dai*

this age of standards and assessments, a curriculum designed for primary andsecondary school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form. We shouldstart to strengthen strategies and guidances to align standards, curricula, and assessments.OECD issues yearly educational indicators, benchmarks and standards for policyplanning and also indicates some major final outcomes in the PISA. Each country or evencounty goes through some major dramatic educational changes and challenges along withstriking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Curriculum innovation has resultedin the redesig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ew assessment systems and structures. This paperexamines eight countries’ (areas) curriculum reforms. Their outcomes are documhttp://www.anggang.com/pdf/hsskcpj8sXIJ.htmlentedan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PISA and TIMSS regarding various cultural educationalpolicies and planning.Keywords: PISA, TIMSS, standards framwork, curriculum reform, assessme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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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課程改革品質的良窳決定學習成效。國際標準將課程分為三個層次：1.由國家（地區）政府「規劃的課程」（intended curriculum）；2.由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在學校「實施的課程」（implemented curriculum）；3.學生實質「達成的課程」（attained curriculum），三者環環相扣（羅珮華，2004，引用TIMSS評量架構）。再藉用「成敗究因」理論回溯檢討課程標準（綱要）、中小學的學生學習成就指標，以及提供教育評量資料庫的建構。本論文期望以國際標準的「世界教育指標」（the World Education Indicators,WEI），以及PISA和TIMSS國際學生成就評比的結果來檢視主要8國課程改革的模式和評量機制的主要架構，並詳論課程、教學、評量一體三角、多元的關聯，由各種評比、驗證總結一些結論並提供建議。
://www.anggang.com/pdf/hsskcpj8sXIJ.htmlpar貳、國際教育指標與標準化的學術成就評量

一、聯合國OECD國際標準的教育指標

國際思潮急遽變革，帶動世界各國教育課程改革，蔚為風潮。改革模式，趨緊趨鬆、拔尖補強，有些回溯傳統或邁向創新、解構／重建、理性現代或混成後現代、多元雜糅，莫衷一是。為了檢視改革成效，各國掀起制定大規模標準測驗（如中國大陸自1987年實施至今，目前每年有超過1,000萬名學生參與四級或六級CET英語文檢測）（楊惠中 & Weir, 1998），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The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每年訂定詳盡的「世界教育指標」及「教育研究與革新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Innovation）評鑑標準（鍾啟泉，2005）。余明忠與鄭育萍（2001）指出「在講求績效與國際性比較的今日，教育指標體系的建立更突顯出其絕對之重要性。教育指標體系藉由一套統計量的描述來告知大眾教育體系的喵良窳。OECD每年所公布的指標，並配合人力資本理論，將市場供需模式與教育指標兩項結合，希冀由供需的概念來提供教育決策者討論與政策制定之參考。」2000年OECD公布之六大面向31個指標項目的教育指標系統，茲將一部分驢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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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背景
.1各國適學人口之背景資料。A.2比較各國人口之學歷組成。

(二)教育領域之財務與人力資源投資
.1各國之教育花費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B.2公共部門與私人單位投資於教育經費之比較。B.7不同國家的生師比（student/teaching staff ratioshttp://www.anggang.com/pdf/hsskcpj8sXIJ.html）。

(三) 教育的可及性、參與和進路
.1教育參與之概述，如「有些國家藉著強制規定幼兒三歲前皆需接受教育而擴大了教育的參與率」。

(四)學習的環境和學校的組織
.5學生的缺席率，長期追蹤各階段中輟生的比例。

(五)教育攸關個人、社會與勞動市場的結果(六)學生成就

國際間學生學習成就的評比早已被廣泛又深入地援用為衡量一國（地區）教育改革評鑑工具。如每4年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四年級、八年級數學、科學之評量。F.1四年級與八年級學生之數學表現成就。F.2四年級與八年級學生之科學表現成就與態度間的關係。F.3四年級與八年級學生對學數學的認知與其實際成就間的關係。

二、TIMSS國際標準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研究評鑑

對照OECD的「教育指標」，「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每隔4年舉辦一次Trends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就四年級、八年級或中學畢業生的數學與科學大規模地施以檢測。首屆（1995年）臺灣尚未參與，然而在1999年第一次參與38個國家180,700學生的檢測中榮獲科學冠軍的殊榮。然而臺灣在2003年的TIMSS數學成績卻降到第四名，科學降為第二名（顏秀玫，2004；羅珮華，2004），這些警訊顯示臺灣在2003年中，國二學生低分群3.4%未達初級標準，而新加坡及韓國分別僅0.8%及1.7%低於初級標準。表1羅列主要6個國家（地區）TIMSS平均分數的排比，以便學界參照評比。羅珮華在評比7個國家「學生科學成就」的成績發現：與「評量學生學習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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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3年TIMSS領先國家（地區）排名和平均分與1999年八年級科學比較
 2003年1999年

四年級數學Mean 四年級科學Mean 八年級數學Mean 八年級科學Mean 八年級科學Mean
.新加坡594 1.新加坡565 1.新加坡 605 1.新加坡 578 1.臺灣5692.香　港575 2.臺　灣551 2.南　韓 589 2.臺　灣 571 2.新加坡5683.日　本565 3.日　本543 3.香　港 586 3.韓　國 558 4.日本5504.臺　灣564 4.香　港542 4.臺　灣 585 4.香　港 556 5.韓國5495.比利時551 5.英　國540 5.日　本 570 6.日　本 552 15.香港53012.美　國518 6.美　國536 15.美　國 504 9.美　國 527 18.美國515

註：TIMSS（1999年）臺灣在科學成績獲第一，數學第三，2003年名次全面下滑。日本八年級數學由1995年（581）、1999年（579）到2003年（570）全面下滑。

�情形」剛好成正相關。臺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皆為重視「評量和升學考試競爭激烈的國家，學生科學成就排名都居於前五名」。然而2003年TIMSS日本八年級科學成績掉到第六名，同時在PISA中日本的數學也由第一（2000年）掉到第六名（2003年）。徐征（2005）證實日本隨著泡沫經濟，再因「寬鬆教育」緊跟著「學力剝落」、「學力低下」，學生的成績也全面下滑。

三、PISA國際標準評量
每隔三年舉辦「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Student Assessment, PISA），就全球數十個國家（地區）的青少年（15歲）（15-Year-Olds, Capabilities in Reading Lithttp://www.anggang.com/pdf/hsskcpj8sXIJ.htmleracy,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ScientificLiteracy），加以評比閱讀、數學、科學、問�解決四項的知識力。2000年首次邀集43個國家（地區）參與，結果共32個國家（地區）180,000名學生積極參與；2003年第二次PISA由41個國家（地區）抽測超過250,000名在學生參與超大型的學習評量（各國抽測4,500名到100,000名學生）。除了原測三科，另新增加問�解決（Problem-Solving）各做相當周詳的紙筆及問卷多項評比。表2列出前兩次評比部分的排名與平均分數。其中2000年芬蘭輸日本二科，共9分，到2003年反贏日本56分。

參、評比8國（地區）教改模式

自從2000年的PISA成績公布以後，世界各先進國家紛紛掀起另一波教育改革風潮，直到2003年的PISA成績於2004年公布後，各國再一次深切反省。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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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國際學生知識評量領域及其排名
/2003年青少年（15歲）知識力國際標準評量（OECD/PISA）

閱讀素養數學素養科學素養問�½â›Q
LiteracyMathematical LiteracyScientific LiteracyProblem-Solving
Äê Mean 2003Äê Mean 2000Äê Mean 2003Äê Mean 2000Äê Mean 2003Äê Mean 2003Äê Mean1.·ÒÌm546 1.·ÒÌm 543 1.ÈÕ±¾ 557 1.Ïã¸Û 550 1.ÄÏín 552 1.·ÒÌm 548 1.ÄÏín5502.¼ÓÄÃ´ó 534 2.ÄÏín 534 2.ÄÏín 547 2http://www.anggang.com/pdf/hsskcpj8sXIJ.html.·ÒÌm 544 2.ÈÕ±¾ 550 2.ÈÕ±¾ 548 2.Ïã¸Û5483.¼~Î÷Ìm 529 3.¼ÓÄÃ´ó 528 3.¼~Î÷Ìm 537 3.ÄÏín 542 3.·ÒÌm 538 3.Ïã¸Û 539 3.·ÒÌm5484.°ÄÖÞ528 4.°ÄÖÞ 525 4.·ÒÌm 536 4.ºÉÌm 538 4.Ó¢‡ø 532 4.ÄÏín 538 4.ÈÕ±¾5475.�Û –Ìm 527 5.ÁÐÖ§¶Ø 525 5.°ÄÖÞ 533 5.ÁÐÖ§¶Ø 536 5.¼ÓÄÃ´ó 529 5.ÁÐÖ§¶Ø 525 5.¼~Î÷Ìm 5336.ÄÏín525 6.¼~Î÷Ìm 522 6.¼ÓÄÃ´ó 533 6.ÈÕ±¾ 534 6.¼~Î÷Ìm 528 6°ÄÖÞ525 6.°ÄéT5327.Ó¢‡ø523 10.Ïã¸Û 510 7.ÈðÊ¿ 529 9.°ÄéT 527 7.°ÄÖÞ 528 7.°ÄéT 525 7.°ÄÖÞ5328.ÈÕ±¾522 14.ÈÕ±¾ 498 8.Ó¢‡ø 529 10.°ÄÖÞ 524 8.ŠWµØÀû 519 8.ºÉÌm 524 8.ÁÐÖ§¶Ø 5299.Èðµä516 15.°ÄéT 498 9.±ÈÀû•r 520 11.¼~Î÷Ìm 523 9.�Û –Ìm 513 10.¼~Î÷Ìm 521 9.¼ÓÄÃ´ó 52914.·¨‡ø505 17.·¨‡ø 496 10.·¨‡ø 517 21.µÂ‡ø 503 10.Èðµä 512 17.µÂ‡ø 502 16.µÂ‡ø51515.ÃÀ‡ø504 18.ÃÀ‡ø 495 14.ÁÐÖ§¶Ø 514 28.ÃÀ‡ø 483 14.ÃÀ‡ø 499 21.ÃÀ‡ø 491 29.ÃÀ‡ø47721.µÂ‡ø484 21.µÂ‡ø 491 19.ÃÀ‡ø 493 36.Ì©‡ø 417 20.µÂ‡ø 487 36.Ì©‡ø 429 33.Ì©‡ø42522.ÁÐÖ§¶Ø 483 39.Ó¡Äá 382 20µÂ‡ø 490 38.Ó¡Äá 360 26.ÁÐÖ§¶Ø 476 38.Ó¡Äá 395 39.Ó¡Äá361

Ô]£º2000Äê¹²32‡ø180,000ÃûŒWÉú£»2003Äê¹²41‡ø250,000ÃûŒWÉú£»2006ÄêîAÓ‹¹²58‡ø
,000ÃûŒWÉú…¢ÅcÔu±È¡£Å_ž³¼´Œ¢Ê×´Î…¢Åc2006ÄêPISA¸÷í—Ôu±È¡£2003ÄêPISA¿‚Æ½¾ù×îºÃ£º1.·ÒÌm¡¢2.ÄÏín¡¢3.Ïã¸Û¡¢4.ÈÕ±¾¡£2000ÄêPISAÈÕ±¾¿‚Æ½¾ùµÚÒ»£¬ÄÏínµÚ¶þ£¬·ÒÌmµÚÈý£¬Ïã¸ÛÉÐÎ´…¢http://www.anggang.com/pdf/hsskcpj8sXIJ.htmlÅc¡£2000Äêµ½2003ÄêÈÕ±¾Èý¿Æ·Ö”µ½ÔÏÂ»¬£ºé†×xËØðB522¡ú498£¬”µŒWËØðB557¡ú534£¬¿ÆŒW

ËØðB550¡ú548¡£

Åc½ÌÓý¸Ä¸ï±ØÈ»Ó°í‘ŒWÉúµÄ³É¾ÍÔuÁ¿¡£¹PÕßžéÁËÅ_ž³¼´Œ¢ÔÚ2006ÄêÊ×´Î…¢ÅcPISA£¬¹²58‚€‡ø¼Ò£¨µØ…^£©´óÒŽÄ£µÄÔuÁ¿£¬ÒÔ¼°2006ÄêµÄPIRLS£¨Progress in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ºÍ2007ÄêµÄTIMSSÔuÁ¿£¬Ìá¹©8‚€½Ì¸ÄÄ£Ê½Åc¡¸ÕþÖÎ¡¢Éç•þ¡¢½›�ú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