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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素養」意指個體為了發展成為一個健

全個體，必須因應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欠缺

的知識、能力或技術能力、態度（蔡清田，

2010a），而且「素養」是個體基於生活環境

脈絡情境的需求，激發個體內部情境的社會

心智運作機制之認知、技能、情意等等行動

先決條件，以展現主體能動者的行動，並能

成功地因應生活情境的複雜任務要求之一種

整體因應行動（Rychen & Salganik, 2003）
。　

素養是一種理論構念（蔡清田，2010b）
，也是一種有待進一步探究的理論構念，素

養更是一種有待考驗的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

構念，而且素養是後天習得的，也是可教、

可學、可測量的理論構念之本質，具有「研

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的本質。素養這種

有待進一步探究的理論構念，具有兩種本質

：第一是素養具有「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

念」的本質，素養不只是一種理論構念，素

養也是一種具有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

素養更是一種有待考驗的研究假設性質之理

論構念，這種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採取

廣義的定義，將素養這種有待進一步探究的

理論構念，定義為認知、技能和情意的綜合

構念，而且素養是後天習得的，也是可教、

可學的理論構念之本質；第二是素養具有「

內隱的或外顯的表現水準之理論構念」之本

質，素養是內隱的或外顯的表現水準之理論

構念，不僅具有有待進一步探究的性質，也

是具有可測量的性質，可透過測驗評量以考

驗前述的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

二、「素養」的理論構念之本質

就「素養的理論構念之本質」而言，素

養的理論構念，具有兩種本質，亦即，素養

這種有待進一步探究的理論構念，（一）具

有「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的本質；（

二）素養具有「內隱的或外顯的表現水準之

理論構念」的「冰山模型」本質（Spencer 
&Spencer, 1993），不僅具有有待進一步探

究的性質，也是具有可測量的性質。一方面

，就素養具有「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

的本質而言，素養這種有待進一步探究的理

論構念，是一種具有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

念，也是一種有待考驗的理論構念，包含知

識、能力、態度，是後天習得的，也是可教

、可學、可評量的。素養是可以從學習中獲

得的，經由社會的、動機的、教學的觸動引

發，在一定條件下，素養是可教的、可學的

。另一方面，就素養具有「內隱的或外顯的

表現水準之理論構念」的「冰山模型」本質

而言，這種內隱的或外顯的表現水準之理論

構念，不僅具有有待進一步探究的性質，也

是具有可測量的性質，可透過測驗評量以考

驗前述的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就如同

冰山一樣，素養的表現水準是經過推測而得

知的，也具有可測量的性質。換言之，從教

育的觀點而言，素養是「可以透過教育加以

引導的」、「可以透過教學加以培養的」、

「可以透過學習獲得的」、「可以透過評量

加以檢核的」，素養，不只是可以具體明確

陳述的理論構念，而且也可以透過直接或間

接方式進行評量測驗的研究假設之理論構念

，而且素養的學習系統可透過一套持續的個

人素養表現記錄，以便於長期培育與追蹤評

課程改革中的「素養」之本質
蔡清田／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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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Griffi n, 1999）。　　　　　　　　

（一）素養具有「研究假設性之理論構念」

　　　的本質　　　　　　　　　　　　　

就素養具有「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

」的本質而言，素養這種有待進一步探究的

理論構念，是一種具有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

構念，這種理論上的虛構概念，也是一種有

待考驗的理論構念，這種具有「研究假設性

質之理論構念」的本質，不只是一種理論構

念，也是一種具有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

，更是一種有待考驗的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

構念，這種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採取

廣義的定義，將素養這種有待進一步探究的

理論構念，界定為包含知識、能力、態度，

而涉及個體社會心理機制的認知、情意和技

能的綜合構念（OECD, 2005a），而且素養

是後天習得的構念，素養是可以從學習中獲

得的，經由社會的、動機的、教學的觸動引

發，在一定條件下，素養是可教的、可學的

理論構念（OECD, 2005b）；換言之，素養

這種有待進一步探究的理論構念，其「研究

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的本質包括兩項要點

，1.素養不是先天或遺傳的，素養是後天的

，素養是可學與可教的；2.素養可以透過每

個教育階段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加以培

養。　　　　　　　　　　　　　　　　　

就「素養的理論構念之本質」而言，素

養的「研究假設性之理論構念」之作用，可

以用來指引並具體規劃透過整體教育的每個

教育階段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以培養其

國民所應具備的素養，是以更進一步地，素

養不僅是可以規劃、設計、實施、教學與評

量，而且必須經由學習的過程加以培養的。

特別是從人力資源或教育培訓機構的觀點，

往往傾向主張「素養」是可以教導的，必須

經由學習的過程加以培養的，而且通常教育

專業人員會基於其的教育目的和人力資源的

專業為素養下定義，而使素養的內涵與表徵

顯現其獨特性，並使素養的理論構念更加明

確。例如，「能自律自主的行動」、「能與

他人進行互動」、「能互動地使用工具」等

素養，都可以透過學校教育與課程規劃，以

教導學生以培養其素養，並引導學生透過學

習歷程，學習會獲得「能自律自主的行動」

、「能互動地使用工具」等素養，甚至可以

透過學習評量以瞭解學生在經過學習之後，

這些素養方面所達到的成熟水準。

1、素養不是先天或遺傳的，素養是後              
　　　   天的，素養是可學與可教的　　　

從「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或UNESCO）、「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簡稱「歐盟」或EU）、「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
稱OECD）等國際組織所進行的跨國研究觀

點論之，素養的理論構念，其範疇更廣於知

識及能力，並且可透過學習獲得。有些能力

是先天的，有些則是後天學習獲得的，亦即

能��是個人在��為所表現的實際能��與潛在能

��，而能��的形成是經由先天遺傳與後天努��

習得的。先天能��的開發與後天能��的學習的

過程有很大的差��。這個區別在素養的界定

與選擇的考慮上會有����上的意義，素養必須

是後天習得的，即使某些是先天潛能的發展

，這些發展也一定是可以教學的、可以開展

的（洪裕宏，2008）。換言之，能��可為先

天，亦可從後天習得；但是素養不是先天或

遺傳的，並非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透過有

意的培養與發展，是可以從學習中獲得的，

可以經由教學的、社會的、動機的��激，在

一定條件下，能��是可教的、可學的；有別

於部份先天的與非經學習的原生性認知技能

，素養是後天的，素養是可學與可教的，而

且強調可以透過有意的人為教育加以規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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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與實施，並經學習者的一段特定時間之學

習和累積充實以獲得素養。例如，「歐盟」

便將素養界定為知識、能力與態度的統整，

並能運用於特定的情境中，當個體入學後開

始學習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及訓練之後，便

可接受培養而發展出素養，俾以能適應成人

生活，而且素養應該持續發展、維持與更

新，並且成為終身學習的一部份（European 
Commission, 2005）。甚至，有許多學者主

張，學習歷程是學習者經過學習以獲得素養

之重要條件，學習者必須經過學習歷程方能

獲得認知、技能與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

才能成功地因應生活環境脈絡情境的複雜需

要。　　　　

是以，從教育的觀點而言，「素養」不

是先天的遺傳，是學習者經過後天的教育而

學習獲得，素養是指一個人接受教育後的狀

態，又稱「教育素養」，或可簡稱為「教養

」，教養是瞭解自己的志向、愛惜生命、領

悟生活，知道自己在宇宙與社會的定位，始

終不渝地根據利他主義的原則，成為對社會

有貢獻的社會人，能瞭解教養的內涵而朝此

目標不斷努力的人，就可以被稱為有教養的

人。教養是教育的一部份，這具有比一般社

會文化塑造的「未受教育者」更高層次且更

深層的意涵狀態。換言之，「教養」的����，

是將人視為「社會的成員」（彭小妍、王璦

��、戴景賢，2008），人要有「教養」，社

會才會有文化以及品格內涵（黃崑巖，2009
）。　　

素養是指學生應該具備的重要知識、能

力與態度，以因應社會生活的需要並建立個

人的優質人生。素養不僅強調學生在「透過

教育」並「經過學習」之後的表現，也重視

學生所可能「需要培養」而「學習獲得」的

素養。素養並非只是單獨針對某一特定學校

教育階段的特定需要，而是不同人生發展階

段的不同生活領域情境，可能需要學習獲得

不同複雜程度的素養，以因應不同生活情境

的需要，強調學生可以透過學習以獲得必要

素養，以因應社會生活的需要，並擁有個人

成功的生活與優質的人生（Canto-Sperber 
&Dupuy, 2001），進而能建立功能健全的社

會，是以教育素養可作為確保教育品質，成

為提升個人生活與國家教育品質的重要依

據。

具體而言，素養，是指一個人的教育

修養狀態，經過學習，獲得具備某種知識、

能力、態度等行動的先決條件，能夠在特定

社會情境場合中，勝任所需要的任務行動，

這是可教、可學、可評量的，依據特定教育

素養所發展的教學活動，將有助學習者提升

其教育素養（胡志偉、郭建志、程景琳、陳

修元，2008）。特別是，個體的內在心理特

質，通會與所處的社會生活情境進行互動，

在溫馨豐富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個體較容易

流露展現出善良仁慈或浪費懶散的行動態度

特質，在窮困匱乏的生活環境中，個體較容

易流露展現出堅毅勇敢或強悍殘暴的行動態

度特質，這呼應了我國儒家孟子所說的「富

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但是，這種

態度傾向是可以透過學習的歷程加以因勢利

導，具有善良仁慈態度特質傾向的人如能透

過學習獲得忍耐節儉，就不會展現出過度虛

張浪費與庸懶的行動，具有堅毅勇敢態度傾

向的人如能透過學習獲得善良仁慈，就不會

展現出過度強悍殘暴的行動。當然，要培養

這種我國傳統華人社會文化「中庸之道」的

圓融素養，不是先天的遺傳所能獲得，而是

必須經過人為有意的學習，特別是必須經過

後天的教育培養此種優質的素養。　　　　

素養的意義包含知識、能力、態度等

面向，是指學習者「接受教育後」所「學習

獲得」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又稱學習獲得

的素養，或習得的教育素養，素養特別是指

學生接受？育透過課程設計之後所獲得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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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能力與態度之整體，而且重視學習者接

受教育後所展現出的實踐能力或實力，強調

其具備某種知識、能力、態度等行動的先決

條件，足以勝任情境需要的任務行動。　　

素養是發生在有意義的「情境」脈絡之

下，為了因應個體所處生活情境所觸動的複

雜需求，可以透過教育建構，經由課程教學

的規劃與設計，引導學習者主動參與學習，

以學習獲得所需要的教育素養，因應當代生

活情境的複雜需求。可見，素養是指可教導

的、必須經由學習的過程加以培養的知識、

能力與態度。例如，使學習者擁有能夠去達

成某項任務的「本領」或「能力」，即泛指

學習者所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等素養，

而如何充實學習者的「本領」或「能力」，

便與課程規劃與教學內容和方法的引導有著

密切關係。是以，素養與特定情境下的複雜

需求有密切關連，而且素養包括使用認知、

技能以及情意價值與動機等多面向之綜合整

體，能協助個體具備成功地回應特定情境下

的複雜需求，並透過動態的方式來進行運作

，以使學習者能獲得特定素養之內涵。

2、素養可以透過每個教育階段之課程 
　　　   設計與教學實施，加以培養

就素養的理論構念之本質而言，素

養具有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可以用

來指引並具體規劃透過整體教育的每個教

育階段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以培養其

國民所應具備的素養，特別是可以規劃設

計學生在義務教育結束時所應具備能有效

參與社會生活所需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情

意，以有效促成個人的成功生活與功能健

全的社會。無論是正式教育或非正式教育

系統，尋求契合學習者發展潛能的研究機

會不斷地被提出來討論，換言之，素養並

非單獨只針對某一特定教育階段的學習，

素養可以透過國小、國中、後期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不同的教育階段

而有不同的課程規劃設計與學習要點。

（二）素養具有「內隱的或外顯的表現水準

　　　之理論構念」的「冰山模型」本質　

素養是一種具有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

構念，也是一種有待考驗的理論構念，這種

研究假設性質之理論構念，也具有「內隱的

或外顯的表現水準之理論構念」的「冰山模

型」本質。素養是一種個人的潛在特質，素

養不僅具有有待進一步探究的性質，而且此

種潛在特質會導致個人在工作和生活情境中

產生相關參照標準的效能和傑出的表現。這

說明素養是同時包括「內隱的」與「外顯的

」表現水準之理論構念，就如同是一座冰山

，是同時包括外顯特質和內隱特質的總合（

Spencer & Spencer, 1993）。換言之，素養具

有「內隱的與外顯的表現水準之理論構念」

的「冰山模型」本質；特別是，外顯特質往

往是比較容易描述而且容易觀察到的知識、

能力等行動特質，內隱特質是指個人人格中

較深層、持久的自我概念、態度情意價值、

動機等本質，即使在不同職務或工作中，都

可由這些基本特質，加以解釋或預測其思考

或行動表現。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素養的外顯特質

往往是比較容易描述而且容易觀察到的知識

、能力，是比較容易培養發展與進行評量的

，素養的內隱特質之態度情意價值、動機，

就較不易直接描述觀察而難以培養發展與進

行評量。換言之，素養的內隱特質雖然不易

直接觀察和測量，但是可以根據相關理論所

建構的嚴謹研究工具加以探究推測而得知其

存在，可透過因果加以預測行動，並利用效

標參照加以評量推測檢核的，可作為行動表

現的精熟或判斷的標準，而且素養的理論構

念之界定，已經從外顯的知識、能力技術的

表現水準，演變到重視內隱的理念、態度情

意等深層面向的培養與評量，它不僅要能從

外顯行為中檢測評量，更強調人類精神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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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層次內隱表現水準的內涵之提升，特別是

我國國民素養要較能展現出東方哲學思想的

色彩，更強調人性問題與人類文明之精神或

內在層次內隱表現水準的內涵價值之提升（

彭小妍、王璦玲、戴景賢，2008）。

素養這種具有有待進一步探究的性質之

「內隱的或外顯的表現水準之理論構念」的

「冰山模型」本質，包括三項重點，1、素

養具有可測量性，可加以評量與評鑑；2.素
養的表現水準，是經過推測而得知的；3.素
養是一個連續體的狀態，代表個體素養相關

構成要素之高低水準。

1、素養具有可測量性，可加以評量與

　　　   評鑑　　

養具有可測量性，可加以評量與評鑑

，特別是素養是可以測量評估，然而，並非

每一項素養均容易以目前的工具或方法測

出，而不易測出的部分，也不見得就不屬

於素養涵。例如，近年來「國際成人知能

調查」Inter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
IALS）「國際學生評量計畫」the Program 
for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成人知能與生活能力調查」 the  Adul t 
Literacy anLifeskills Survey（ALL）等，也

都針對年輕人與成人參與社會所需的重要

知識與能力（knowledge and skills）等「知

能」（literacy）進行調查（Murray, 2003）
。特別是「國際學生評量計畫」、「成人

知能與生活能力調查」，都能允許進行學

習成果的跨國比較。這些調查已經從1990
年代早期調查以最基本的「知能」為主；

到了2000年以後，成人素養調查擴大到生

活所需的技術能力的各主要層面；在2011
年將進行的「國際成人素養評量計畫」（

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的成人「素養

」調查，更將成人「知能」加以擴大為現代

公民所需的「素養」，包括語文素養及數理

素養，並加上了在科技環境中的問題解決之

「素養」（OECD, 2010）。

此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促

進各會員國在全球知識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力

，特別自2007年開始著手籌畫進行「國際成

人素養評量計畫」，並於2010年前建構完成

調查工具與平台，俾以2011年正式施測以及

2013年完成國際成人素養評量計畫報告書。

「國際成人素養評量計畫」主要關注成人成

功參與二十一世紀經濟與社會中所需要的核

心素養，這些核心素養係與終身學習緊密關

連，成人能力評量的範疇則包括科技環境中

的問題解決能力、識字能力、數學能力以及

閱讀能力等四項範疇（OECD, 2008）。上

國際計畫之進行，乃與「素養的界定與選擇

」息息相關。這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整合「國際成人知能調查」和「成人知能與

生活能力調查」兩種大型國際成人素養調查

的發現，並因應世界情勢變化及會員國需求

所設計的全新跨國的成人素養調查計畫，主

要的目的在檢視教育投入如何轉換為成人的

素養，而成人的素養又如何反映在經濟及社

會成果上，調查及測量的結果將作為「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教育政策制訂及各會員

國國家發展的參考（OECD, 2010）。

由上述可見，素養具有可測量性，即可

加以評量與評鑑。但是，如何能確定素養的

培育，則必須要有具體可行的評鑑的方式。

有些能力無法於短期之內可以培養完成及可

測量，例如團隊合作的素養，前述素養雖然

不容易直接觀察和測量，但若於學校內實施

核心素養之培育工作，應可根據相關理論所

建構的嚴謹研究工具，力求要發展每一個核

心素養的測量方式及工具，加以探究推測而

得知其存在，更可透過因果加以預測行動，

並利用效標參照加以評量推測檢核的理論構

念，可作為行動表現精熟或判斷的標準。換

言之，就評量觀點而言，素養難以全面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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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因素養的多種構成要素是無法直接測

量或觀察而得知，但是，這是可以透過觀察

許多真實生活情境之下的個體實作表現行動

，而加以間接推測教育素養及其構成要素（

Rychen & Salganik, 2003）。　

例如，「國際學生評量計畫」便已針

對閱讀、數學、科學等「能互動地使用工具

」等工具學科的素養，進行國際間的學生評

量，但是，對於涉及跨文化情境因素的「能

自律自主行動」、「能與異質社群進行互動

」等類群的素養，則考量到跨文化情境的效

度問題，過去並未進行國際間的學生評量（

Schleicher, 2003）。因此，「國際學生評量

計畫」已經針對其不足，開始參考採用「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素養的界定與選擇」

的架構，以擴大上述評量的範圍，並長期進

行相關素養領域之評量，去評量個人素養相

關知識與學習的思考反省與判斷，尤其是可

以去評量跨學科的素養，或針對學習動機、

信念、策略等進行評量，以協助各國瞭解其

在學習目標方面的進步情形。例如，「國際

學生評量計畫」調查研究中，在個人的終身

學習能力方面，已經開始重視個人的自律自

主學習與學習動機兩個層面的測量，自律自

主學習係指個人能夠掌控本身的學習，自

律自主良好的人，往往學習績效亦較佳（

OECD, 2005b）。另一方面，若要對「素養

有更精確的理解，「情境」要素就越顯重要

，不僅是個體有關素養的學習是如此，從基

本能力評量跨國發展經驗之比較研究，亦發

現此種趨勢，特別是在「國際學生評量計畫

」中，情境是有關閱讀、數學與科學的評量

之重要成份。特別是如要針對生活當中所實

際需要的協同合作之素養進行評量，往往必

須在真實情境當中透過觀察以進行評量（

Murray, 2003）。

2、素養的表現水準，是經過推測而得

　　　   知的　　　

素養的表現水準，亦即個體所具有的素

養之水準，基本上是經過推測而得知的，是

基於行動表現的觀察所獲得的證據而間接推

測得知，而且也是可以透過設計許多不同環

境脈絡情境之下的評量，以測量得知個體在

適應該環境脈絡情境所需要之行動表現。然

而，究竟需要透過何種證據來推論某種素養

的存在呢？如果能在許多不同情境之下，進

行多次的相關行動表現之觀察，將可強化素

養存在的證據。當然這也必須根據構成該素

養的認知、技能、情意等行動的先決條件之

重要層面，而進行該素養的推測。特別是，

傳統的學校教室考試與大規模的校外考試及

聯合甄試，往往都只有重視素養當中的認知

要素，而忽略了能力與態度的層面，是以也

要注意素養的認知與非認知層面的評量，這

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

素養這種具有有待進一步探究的性質

之「內隱的或外顯的表現水準之理論構念」

的「冰山模型」本質，特別是將素養看成認

知、技能、情意等整體性的理論構念，的確

比較確實掌握教育過程中，學習者複雜且動

態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人格之成形，不過這

的確也提高評量推測的困難程度（洪裕宏，

2008）。特別是，有關素養的評量，應該要

考慮到素養是同時涵蓋知識、能力與態度的

整體層面，因此應該同時考量到認知與非認

知的能力與情意之評量，也應該考慮針對跨

科目課程的素養，例如公民素養、自我概念

、問題解決等素養，進行評量（Owen, 2003
）。

3、素養是一個連續體的狀態，代表個

　　　   體
「國際學生評量計畫」，已經針對其不

足，開始參考採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的「素養的界定與選擇：理論與概念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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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專案架構，長期進行相關素養領域之

評量，評量個人素養相關知識與學習的反省

，尤其是可以去評量跨學科的素養，或針對

學習動機、信念、策略等進行評量，以協助

各國瞭解其在學習目標方面的進步情形。換

言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素養的

界定與選擇」研究專案是與「國際學生評量

計畫」有所連結，其目的在於提供一個完善

的架構以明確界定素養，並且強化國際調查

評量十五歲青少年與成人的能力素養之水準

，並且提供一個全新的架構，長期引導有關

素養的評量。特別是個人的成功生活與功能

健全的社會，究竟需要具備哪些素養，乃是

其所關注之重要議題，其強調素養的概念更

廣於知識與技能，涉及了在特別的情境中，

能夠利用社會心理資源以因應複雜需求的素

養，因此還包括了態度（OECD, 2005a）。

當然要去完整地評量學生如何接受動機

去反省思考地使用知識，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一開始的起點，是去評量學生是否有能力

去反省書面文本的深層意義，進而由低層次

的知識取得和辨識訊息，提升到評估與反思

。因此，「國際學生評量計畫」的閱讀評量

報告，不只是報告學生是否能定位並解釋資

訊，而且可以瞭解學生是否能反省並評鑑其

所閱讀的內容。特別是「國際學生評量計畫

」的閱讀評量報告，將學生的閱讀表現分為

六種不同的精熟程度水準，一位學生如果只

能進行文本當中的資訊與日常知識之間的簡

單聯結，則被歸為該量表上的「第一級」，

當一位學生能批判地評鑑研究假設並處理被

認為是對立的概念，則可被歸為量表上的最

高級，亦即「第五級」（OECD, 2005b）。

由此可見，素養的相關構成要素是一

個連續體的狀態，是以個體的素養，也是代

表個體某種專長素養的相關構成要素之高低

水準，從測驗評量的觀點而言，可以建構一

個由低到高的理論量表，或可採用操作型指

標之定義，範圍涵蓋最低層次到最高層次的

評量（吳舒靜、吳慧子，2010），進而界定

其養表現之明確範疇與具體指標，如可分為

「低」、「中」、「高」等三等第，或「初

級」、「入門」、「中級」、「進階」、「

專家」等精熟水準程度，或「差」、「可」

、「中」、「良」、「優」的五等第之階梯

，以描述個體面對情境所需的素養之高低水

準，所以個體的素養之表現，可能不是有無

的問題，而是程度高低的問題，而且素養取

向的學習系統可以透過一套持續的個人素養

表現記錄，以便於長期培育與追蹤評量（

Griffin, 1999）。因此，如何發展出一套客

可行的素養量表，進而建立素養評估機制，

乃成為一項重要課題，而且亟待努力加以實

現之（吳明烈，2005）。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就「素養的理論構念之本質

」而言，素養，是後天習得的，也是可教可

學可評量的理論構念，素養是「可以透過評

量加以檢核的」，素養不只是可以具體明確

陳述的理論構念，而且也可以透過直接或間

接方式進行評量測驗的研究假設之理論構念

，換言之，素養不僅具有可測量性，可加以

評量，而且素養的表現水準，是經過推測而

得知的，素養是一個連續體的狀態，代表個

體素養相關構成要素之高低水準。

特別是近年來「國際成人知能調查」（

IALS）、「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ISA）

「成人知能與生活能力調查」（ALL），也

都針對年輕人與成人參與社會所需的知識與

能力進行跨國比較，並將「知能」加以擴大

為現代社會公民所需的「素養」，包括語文

素養及數理素養，並加上了在科技環境中的

問題解決之「核心素養」（OECD, 2010）
。這些核心素養係與終身學習緊密關連，成

人能力評量的範疇則包括科技環境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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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學生是否學習獲得所需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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