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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 3年公布一次的「國際學生能力評估計畫」(PISA)日前發表

2012 年報告，又引起美國一片感嘆。反省美國、英國和東亞教育品

質差距拉大的原因，簡單的結論就是，「虎校加虎媽」是東亞國家孩

子成功的秘訣；而見賢思齊，善用堅持，貫徹到底，是改善教育品質

的不二法門。   

這項計畫是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教育部門主持進行，覆

蓋最大(包含四分之三全球經濟發達區域)的中學教育品質調查。2000

年首次發表 32 國家的測試成果，如今已繼續公布 5次。參加測試的

國家和地區擴增至 65 個，超過 50 萬名 15 歲學生參加。它測試一個

大體完成基礎教育的 15 歲學生應掌握的閱讀、數學和科學的「素

養」。換言之，不是學生掌握多少學科知識，而是他們在實際生活中

是否運用這些知識技能概念，日後在社會上發揮。它是定期、動態、

長期追蹤、文化中立的國際大型評估，充分建立調查結果的權威和可

靠性。所以每次公布都引起各方關注。  

2009 年，上海在 3項成績都拿到冠軍，震驚世界。2012 年上海

再度蟬聯「三冠王」。而香港、新加坡分別得到 3 項亞軍和季軍。日

本閱讀和科學第 4，台灣數學第 4，閱讀第 8。上海學生的數學水平

比其他 OECD 國家學生的平均水平領先 3 年。美國學生數學排名第 26

位，未達到 OECD 的平均水平，閱讀排第 17、科學排第 21 位。 

美國教育投資居世界前列，每位學生每年花費 11 萬 5000 美元，

可是成績卻平平，與匈牙利、立陶宛和越南相近。特別讓美國人難過

的是，美國學生把概念運用到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能力上很低，25%

學生數學過不了關；只有 7%美國學生能達兩項科學項目的最高水準，

但 17%芬蘭學生能做，而 27%上海學生做到了。  

上海學生怎麼有如此驚人表現？20 年前，上海教育水準並不突

出。可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上海成功的秘訣就是沒有秘訣。重視

教師培育訓練，教師觀摩，教學相長，不斷要求教學品質，深入要求

家長參與，以及校方領導堅持最高標準，社會普遍尊重教師。這些是

舉世皆皆認同達到高教育品質的基本原則，上海只不過是把這些基本

要求，認真堅持、全面貫徹，系統展開。 

上海教師教學時間占 70%，備課和改進授課品質占 30%，且不斷

進行教師之間觀摩批評，提升教學品質成效顯著。而老師和家長經常



 

溝通也是重要原因。有些人認為，上海不能代表中國，比較上海和美

國整體更沒有意義。可是從上海 200 多所學校隨機選擇 6374 名學生，

選樣沒有任何偏見。2009 年及 2012 年間，都有大量民工子女參加測

試。 

上海師大校長認為，上海成功轉型最大動力就是「開門政策」，

市教育局鼓勵各校走出去，學習最好榜樣，帶回來運用。總結到底，

東亞國家的教育品質普遍優良，不能不歸功於儒家文化傳統，「虎校

和虎媽」的實踐，是儒家文化社會不自覺的表現。 麻州也是美國人

文薈萃之地，所以首次參加 2012 年測試成績就超出全美甚多，但仍

然低於東亞國家水準。 

同年級學生數學程度比上海學生少學兩年。美國教育部長鄧肯感

嘆：「2012 年 PISA 測試顯示，美國整體教育品質的停滯。」 這個結

果讓美國人憂心經濟未來，也讓東亞國家更有信心。經濟成長靠著善

用稀有資源，而人力素質是最寶貴資源。未來世界技術擴散速度更

廣、更快，只有基礎扎實，懂得創造運用知識的青年，才能在瞬息萬

變的全球環境中競爭發展。國家的財富不是先天的，需要教育掙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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