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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根據 PISA 2012 的學校問卷的調

查結果，發現幾乎所有學校都將評

估結果回饋給家長和學生，OECD 國

家中平均 9 7 %的學校作這樣的回

饋，在表一所列的東亞五個國家/地

區中也有近似的比例。79%的 OECD

國家同時利用資料結果來識別教學

與課程可改進的地方，而在東亞五

個國家 /地區中，這一比例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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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9%。這個發現說明，相對於

OECD 的平均值而言，PISA 中表現優

異的東亞地區更傾向於將評估資訊

用作對學校及課程改進的依據。至

於評估教師、校長和學校的表現

上，80%的 OECD 國家利用資料結果

來跟蹤整體的學校進展，東亞五個

國家/地區(除了日本之外)有更高的

比例。 

 

  自 60 年代起，大型國際評估(如

OECD 的 PISA、IEA 的 TIMSS)愈來愈

普遍，全球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

家，對評估學生學業成果的興趣皆

與日俱增。評估的主要目的在比較

不同國家的教育水平及分析達至該

水平的可能因素。這些國際評估資

料，有助了解不同教育系統的素

質，亦有助學校了解學生成就和學

校 效 能 ， 從 而 探 索 可 改 善 的 

  許多國家或區域都已有頗完善

的系統來監測學生的學習效果和學

校效能。香港一直致力於在「對學

習 進 行 評 估 」 (Assessment of 

Learning)和「促進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兩者之間尋

找平衡，前者用於報告、篩選和問

責，後者用於監測教育系統的改進

情況；但值得關注的是評估太多，

就有必要整合各種評估，以限制評

估的數量，減輕教師和其他不同持

分者在這方面的負擔。更成熟的評

估系統應該試圖在進行「形成性評

估」的課堂評估、校本評估與進行

「總結性評估」的國家或區域評估

(如 HKDSE 考試)之間，尋求平衡，這

樣才能滿足改進、問責和確認資歷

等方面的合理需求。 

表一 PISA 2012 參與國家／地區對評估結果的利用情況 

（由校長提供的百分比） 

  OECD 
平均值 

香港 上海 韓國 日本 新加坡 

標準參照和資訊回饋       

1. 向家長報告學生學

習進展 
97 98 98 95 99 100 

2. 參照學區標準評估

學校水準 
62 44 50 70 17 96 

3. 學校間比較 51 30 57 64 15 81 

4. 公開發佈成績(例如

在網頁) 
45 33 3 70 5 51 

  
      

影響教學的教育決策 
      

5. 識別教學和課程可

改進的地方 
79 99 96 96 79 98 

6. 學生升學或留級的

依據 
76 98 51 56 90 88 

7. 對學生分組教學 50 86 55 86 45 96 

  
      

評估教師和學校 
      

8. 跟蹤學校辦學進展 80 96 87 90 52 99 

9. 評估教師教學效能 50 80 86 85 76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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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能恰當地使用國際

評估，將有助於從國際視域監測學

生成就和學校效能。國際評估結果

宜用一種更為全面的方式向普通大

眾公布；不同持分者可更廣泛地參

與評估結果的討論；評估的內容亦

可給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提供

參照的方向；例如我們根據 PISA 歷

屆的公開試題結合 PISA 閱讀、數學

及科學的國際評估架構，編製了四

本專門給教師參考的《PISA 評估架

構與教學應用系列》，分析香港學

生在閱讀、數學及科學中各樣本試

題的答對率，與 OECD 作比較，從而

了解香港學生的強弱，亦進一步分

析初中及高中以及男女生表現的差

異，及比較香港學生在不同能力範

疇及題目形式的優勢及可改善的地

方。此外，我們亦與教學專業團體

(數理學會、數學學會等)及課程發展

處 (CDI)等合辦多個研討會及工作

坊，讓教師在教學上得以反思及交

流；那麼國際評估的評估架構更可

成為教育專業社群共同學習的素材

(Assessment as learning)。 

  以 PISA 2012 主測試中數學樣本

試題「輸液速率」為例，說明藉著

分析香港學生的表現，可得到一些

有助學校改善教與學的資料。 

  從表二和表三可見，在參與測

試的所有香港學生中只有 23%得到

滿分(OECD 為 16%)及 22%得到部分

分數(OECD 為 12%)。香港學生的表

現雖然比 OECD 平均值為佳，但與其

他華人社會比較，比起上海及台北

相對遜色，也略比澳門為差。若以 

香港學生在主測試中所有數學題目

的總體表現作比較，這題是較預期

的表現為差的一題。 

  題目要求學生以文字精確地解

釋當公式中某一個變量變成原來的

兩倍而其他變量保持不變，會對依

變量(輸液速率 D)有甚麼影響。香港

學生可能因為在課堂較少接觸這類 

題目，所以表現較差。 

  翻查此題在 PISA 2012 預試時香

港學生的整體表現，有 41%得到滿

分(OECD 為 28%)及 32%得到部分分

數(OECD 為 10%)，表現不錯。香港

學生在預試的答對百分率(57%)比主

測試 (34%)高出很多，為什麼會這

樣？ 

輸液速率 

點滴注射 (或靜脈點滴注射) 用來給病人輸入液體和藥品。 

 
 
 
 
 
 
 
 
 

 
護士需要計算點滴注射的輸液速率 D，即每分鐘輸入滴數。 

他們使用的公式是： ，其中 

 d 是點滴係數，即每毫升 (mL) 液體的滴數 

 v 是點滴注射液的體積，以毫升為單位 

 n 是完成輸液所需要時間，以小時為單位 

 
護士想把完成輸液的時間改變成原來的兩倍。描述如果 n 變成原來的兩倍，而 d 

和 v 保持不變，準確描述 D 變化。 

 
評分指引 

滿分 (代碼 2 ；難度：第五級)：既能描述出改變的方向，也能說出改變了多少。 

例如：它縮小了一半 

部分分數 (代碼 1 ；難度：第五級)：答案僅正確說出改變的方向或改變的大小，

而不是兩者都對。 

例如：D 變小了[無改變的大小] 

 
 
 
表二 香港學生在本題的表現 (按代碼及學生類別分類) 

代碼 0 (沒有分數) 1 (部分分數) 2 (滿分) 9 (沒有作答) 

百分率 41.7 22.2 22.5 13.6 

 
學生類別 中四 中一至中三 女生 男生 全部 

答對百分率* 38 25 29 38 34 

 
表三 不同參與國家／地區學生在本題的表現 

國家／地區 香港 上海 澳門 台北 OECD 

答對百分率* 34 71 37 48 22 

 

* 答對百分率 = 得到滿分學生百分率 + 1/2 (得到部分分數學生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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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方程式其實是一種以較抽

象方式去表達各變項的關係的公

式，若能利用較實質的數字去代入

方程式，以呈現輸液速度 D 如何受

其他變項的影響，則學生較易掌

握。在預試時，回答此題之前，學

生首先需要完成一題計算題， 

 

 

就是把數字代入公式計算輸液速度

D。學生完成這題計算題後，對公式

中各變項的關係有一定理解，可能

因此而有較多學生答對這題。其

實，當學生面對一些難題，我們若

能提供一些具體數字作引導，將有

助學生尤其是女生解決難題。 

  這題初中生與中四學生的答對

百分率的差異為 13%，這結果合乎

常理。然而，這題男生比女生多 9 %

答對，男女生的差異頗大，值得大

家去作進一步探討。 

總結：國際評估的展望 

 

 

  總括而言，要促進學與教，需

要巧妙地運用國際評估結果，配合

國家評估(例如 TSA 及公開考試)及校

本評估的數據，加上教師、學者及

政策制定者的協作及參與，國際評

估將是驅動教學改進以至教育改革

的有力工具。 

  此外，在這個資訊萬變的數碼

時代，教育過程必然會越來越依賴

資訊和通訊技術(ICT)。OECD 和 IEA

都意識到評估過程必須照顧到這個

趨勢，因此也開發基於 ICT 的評估程

式。如 OECD 的 PISA 在 2003 年就開

始對數學進行電腦化評估，2006 年

開啟了科學科的電腦化評估，2009

年已經延伸到閱讀了，2012 年香港

已有閱讀、數學及解難進行電腦化

評估的經驗，2015 年更多評估的內

容及過程將會全面實現電子化。 

  右面是一題數碼閱讀的樣本題

目，學生除了需閱讀網誌的內容

外，還需在網頁內搜尋並瀏覽有關

內容，以找出答案。由於這類題目

更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作為這個

數碼世代的原生族群(digital native)，

相信會感到 HKPISA 2015 更有趣及更

具挑戰性。 

 

在我們的 HKPISA 網址： 

http://www.fed.cuhk.edu.hk/~hkpisa/ 
有更多有趣的題目，讓你的學生接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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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PISA 中心活動預告  HKPISA 中心最新消息 

 

 

 

 

 

 

 

編者的話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603-7209  傳真：(852) 2603-5336  電郵：hkpisa@fed.cuhk.edu.hk 

地址：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信和樓 612 室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hkpisa/ 

主編：何瑞珠教授       編委：藍郁平、岑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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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校長、老師： 

您們好！今期的主題是促進學習的評估，PISA 至今累積了

不少對學校在學與教方面具參考價值的結果和資料，例如PISA

的評估架構、PISA歷屆的樣本試題及香港學生在這些試題的表

現，值得跟大家分享。 

自2000年藉著各位同工的努力，香港才能在PISA這個國際

評估版圖上出現，再次感謝各學校的校長、老師、家長及同學

的支持！我們會繼續緊守崗位，讓PISA發揮恰如其分的作用，

未來仍要經歷不少風浪，我們都一起努力， 讓學習和育人回歸 

 

PISA 2012 學校數據已備妥，參與學校現可由本

中心網頁進入 HKPISA 學校數據查閱系統

（SDES）下載資料。我們會發信予曾支持本研

究完成 PISA 測試的學校，提供登入 SDES 的詳

情及密碼。 

我們將於 10 月與香港大學的 TIMSS 研究團隊、教育局合辦研討

會，介紹 PISA 與 TIMSS。 

研討會的詳情如下： 

 日期：10 月 6 日 

 時間：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點：九龍石硤尾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四本專門給教師參考的 

《PISA 評估架構與教學應用系列》 

HKPISA 2015 工作進程  HKLSA 工作進程 

日 期 事 項 日 期 事 項 

2014 年 10 月 

 
 

2014 年 10-11 月 

 
 

2015 年 1 月 
 
 

2015 年 2-3 月 

PISA 2015 主測試啟

動 
 

確定學校樣本及邀

請參加 
 

確定參與學校名單 
 

學校選定測試日期 

2014 年 7-9 月 
 

2014 年 9 月 

 
 
 
 
 

2014 年 10-11 月 

設計問卷 
 

與 QSIP-WeCan 計

劃合作研究及分享

如何裝備青少年升

學就業的能力 

 
問卷調查 

 

    

    

 

本來面目。 

HKPISA 2015預試已於5月28日順利完成。十分感謝39間慷慨相助的學校！主測試將於2015年4月20日至5月31日

期間進行，是次測試將首次全面使用電子化平台來進行，評估的內容更有趣，亦更具挑戰性。經OECD嚴謹的隨機抽

樣選出的150間學校，我們會發信邀請參加。希望你們繼續支持！ 

何瑞珠 
香港中心總監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