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西蘭學童國際評比下滑  專家提建言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教育組 

由於全球化、技術變革和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工作的性質正在發

生變化，年輕人面臨不同的挑戰，有效運作的教育體系至關重要，2021

年 3 月獨立智庫《紐西蘭倡議(The New Zealand Initiative)》發布報告，

檢視紐國學童近二十年來國際教育評量的成績發現大幅下滑，然而，

教育支出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額外增加的教育補助與成果不相對應。 

該報告透過三項國際教育評量來考察紐國學童的近年成績表現，

包括： 

(一) 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簡稱 PIRLS) 

(二)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簡稱 TIMSS) 

(三)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 

調查涵蓋 1990 年代中期至 2019 年，並提供中小學生每 3 至 5 年

在閱讀、數學和科學方面的表現概況，以此分析追踪紐西蘭學童的長

期表現變化，並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 

值得注意的是，當這些國際大規模評量(如 PISA 和 TIMSS)於

1990 年代首次執行時，紐國的 5 年級生、8 年級生和 11 年級生名列

所有參與國的前五或前十位，如今雖略高於平均水平，但已跌至中間

水平。 

《紐西蘭倡議》認為，紐國國家教育證書的資歷(NCEA)無法顯示

出整體學童成績的衰退，導致對自身缺乏認識，尤其紐西蘭教育以兒

童為中心的教育哲學盛行，掩蓋國際間競爭的現實面，建議採取實證

基礎，強化國家課綱，以教師為主導的專業教學法來克服表現下滑的

困境。 

針對此議題，奧克蘭大學教育評量專家 Gavin Brown 教授指出，

國際評比的成績好壞與一國社會的考試風氣息息相關，例如以下各點： 

1. 紐國十五歲的學童(PISA 評比的年紀)練習複選題的機會甚少 



 

 

2. 對考試成績的預期後果心態輕鬆，間接影響成績好壞，這點

與北歐學童的態度一致 

3. 儘管 2007 年紐國國家課綱經過修訂檢討，在當時白紐與毛利

學童的落差未能及時改善，中學之後落差只會加劇 

4. 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孩童課業通常表現較佳，但是自 90 年

後更多社會不公平的因素影響家庭社經狀況，間接導致高成

就的學童減少 

Brown 教授表示，紐西蘭的教育正面對選擇往東亞國家考試頻繁

的教育模式邁進，或者追尋芬蘭教改模式，顯然地，芬蘭教改造就一

批高學歷、高薪資的專業師資，提昇學童的整體成績表現，會是紐國

值得借鏡的改革方式。 

撰稿人/譯稿人：黃慧琪 編譯 

資料來源：2021 年 2 月 10 日澳洲獨立媒體《The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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