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ISA 2009評量顯示瑞典學生學術能力及學校教育下滑 
 

駐瑞典臺北代表團文化組 
 

瑞典學生自2000年的國際學生PISA(閱讀、數學及科學)三項領域評比

表現均不甚佳，但今年剛出爐的PISA 2009測驗結果中不僅顯示瑞典學生

的「閱讀素養」下滑比例出現十年來最大外，而瑞典一向引以為傲的教育

平等竟然也出現區域性差異，這二項結果特別受到教育署重視。教育署代

理署長Helen Angmo對此結果所反映出的瑞典教育現況表示憂慮。 

這項由OECD策劃的PISA，每三年定期進行跨國性研究，目的是了解

15歲的學童閱讀素養、數學素養及科學素養三項領域的基礎能力和影響他

們學習的因素，並評估及比較各地教育成效。這計畫從2000年開始舉辦至

今已是第四期。PISA 2009 評比，瑞典較引人注意的幾點為： 

1. 閱讀能力顯著下滑：瑞典學生的閱讀素養評比排名一向不低，但2009
評比瑞典學生「閱讀素養」排名15，和第一次評比結果相較，總分

共下降19分。 

2. 男孩表現較差：在三項知識能力表現評比上，男孩均比女孩差。其
中，閱讀能力男、女孩差距從2000年37分拉大至2009年的46分。 

3. 移民身份學生表現較差：移民子女和瑞典本國子女成績結果差距甚
大。出生於瑞典的移民第二代與非於瑞典出生的移民第二代，這二

組學生其閱讀能力未達基本標準的比例分別為48%及30%。相較於瑞

典本國子女閱讀能力未達基本標準比例為14%來看，移民子女和瑞

典本國子女成績結果差距甚大。 

  教育專員Anita Wester特別提出，「其中較引人注意的為出生

於瑞典的移民子女成績結果竟和同樣出生於瑞典的本國子女差距如

此大，或許可以學生社經背景差異性來做解釋」。 

4. 教育不均等現象: 瑞典教育平等一向為人津津樂道，也一直排名在
前。但此次的國際評比看出瑞典學生之間成績差異明顯加大。 

其實，這幾年國內教育報告裡也陸續提出瑞典學校教育成績差距越趨

明顯，各校教育不均等現象。“平等” 一直以來是瑞典教育的正字標誌，

教育署在學校教育的任務上即是以對學校的支持來平衡社會差異性。PISA

評比的結果，讓教育署在近幾年對提醒全國教育不均等的可能性發展報告

裡更得到證實。 



 

 

目前瑞典政府對幼教、小學及高中教育提出的連串改革已陸續實施，

執行改革計畫的主要機構即為教育署。代理署長Ms. Angmo認為「教師再

職進修」、「重整教學大綱」、「對小學低年級的讀寫算數加強」等改革將於

有助於改善學生學習成績並在未來國際評比上展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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