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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生成就评量资料库之建置与展望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国家教育研究院测验及评量研究中心 

李俊仁 

一、TASA的主要业务 

今天主要内容是集中于 TASA的主要业务，以及 TASA有助于各个地区的学力

检测，台湾关于国民基本教育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台湾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

从九年的义务教育转成 12 年的国民基本教育，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生的竞

争力，台湾面临开放市场的国际竞争的情形，现在人力资源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实

际上是中国大陆，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事情。 

第二是台湾少子女化以及老年化，每个学生的产值必须比过去高。现在台湾

65岁以上人口占总比是 10.7%，到退休的时候（2030年）是 24.4%，现在的台湾

人口平均寿命是男生 72岁，女生 83岁。2060 年是 41.6%。现在一个人负担两个，

20年后是四个，再来 40年是 6个。现在教的学生决定了我们将来是否拿到退休

金，这是非常严重的的一个讯息。台湾还有其他的教育状况，是做教育研究的人

回去思考的问题。不仅是考虑国际的评比，学生的平均数字，我们想看高分和低

分的差距，统计学上的标准差。媒体记者可能只关心排名，做教育的人关注最弱

势的学生，他的学习状况是怎样的情形。特别在阅读表现里，我们和世界各国去

比呢，高能力等级的学生的百分比相对上是少的，在低能力百分比上是相对多的。

虽然台湾和国际的平均值比很好，但强有力经济竞争国、地区是香港、新加坡和

中国大陆、韩国、日本，所以我们不但要和 OECD 平均值比，要和上述国家和地

区比，才有竞争力。在国际 PIRLS的比较中，有分不同的等级，最低等级是 400

分。400分的概念是指，如果在文章里写的清清楚楚的讯息，我们的学生有没有

办法取得？“在这张粉红色的桌子上有一张白开水，请问一下在粉色的桌子上是

什么东西”，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有 2%的学生没有办法达成，是无法达到最低基

准的。这是针对的四年级的小朋友。下面针对的是 15 岁的学生，我们的国三跟

高一或专一的学生，这些资料公布中，我们还是关注在国际的排名中的上升抑或

是下降，还是一样，我们做教育的还是要知道做不同类比的情况，在 PISA2009

的调查中，在做调查之前，通告了一个所谓的测验架构，这个架构中分成了学生

不同的能力等级，数字越低代表越不好，数字越高代表越好的情况，一样呼应了

PIRLS2011的调查，算是比较早的调查，我们学生将来有没有应付咨询阅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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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力？有 15.4%的学生是有一定困难的，有很清晰的数据告诉我们这些困难点

的状况，我们还有关于地区差异的数据部分，这不是我个人的资料，是从研究员

身上的资料把他统整的结果。我们阅读的时候会需要基本的识字能力，发展一个

简单的指标去测量一个小朋友的最低识字情况，然后推估出来他基本阅读时需要

的最低的识字量。图表显示的是台湾一到九年级的学生识字的状况。可以明显看

到全台湾和花东地区的差距，假设我们把文章里 99%字的覆盖率是最基本的识字

量，独立阅读最低基本识字量为 2708个，在花东地区 9年级大概 8%的学生在阅

读基本识字量上是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资料是国中会考的资料，国中会考是台湾 9年级要考的考试，在这

个国中会考的时候有所谓的标准设立，有“精熟、基础和待加强”三个等级。在

各个科目考试中“待加强”的比例基本 15%-20%左右，这个比例不低，假设“基

础”真的是我们设定的最基础的等级， 代表我们有接近五分之一的学生在这些

科目上有一定困难。我们怎样去解决，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设的“基础”太高了，

这也是台湾经常发生的状况，但个人如果在现场一定会有这种感觉，特别是最近

在和现场一些老师开会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定的一些基准，连他们都做不到。我

们课纲里面可能塞了太多的东西，标准设得太高，特别是偏乡的一些小朋友根本

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基准。但不管怎样，我们是有一部分的学生无法达到最低基

准，这是事实。所以我们希望不是就评量而评量，评量当然只是一个手段，我们

希望帮助每一个学生，像《NO CHILD LEFT BEHIND》报告一样，每个学生都达到

一定的基础的情况。在各级教育中，从幼稚园开始，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待加强的

比例降低，达到拔尖、扶弱，全面提升的作用。 

所以我们有一些基本要求要去完成：一是标准的设定，也就是每一个年级，

需要达到的最低基准，至于这个最低基准是什么，功能都可以讨论，但必须设定

一个最低基准，二是基准需要评量工具与机制，我印象中上海教科院是要发展评

量的工具，三过去的评量很大基础上是 assessment of learning,学习的成果是

什么样子，而现在是 assessment for learning，帮助小朋友，他的困难点在什

么地方，应该有什么样的教学活动，设计什么样的教材，老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

方法。是在评量的过程中让学生去学，各位应该听说过有“翻转教师”，基本概

念是老师把上课的基本内容先播放给学生看，学生在家里先去看录影片，学生在

学校基本上是针对他不会的东西来和老师讨论，老师可以布置一定的作业。也就

是说学习在家里，评量在课堂上，这是 20 年之后的趋势，教师的专业智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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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生的困难点，给予指导和帮助，能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教材与教导的方式，这

绝对是 20 年后教材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四怎样去保证每

个学生都能发生这种改变，就是成长监控，不同的时间段落里是否有办法达到最

低的成就指标？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就要回到（上述四个基本要求）里面做一个

循环运作的过程，坦白说，这并不是我提的新的概念，而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两种评量的内容，一个是学科成就的评量，一个是能力指标的评量，过去我

们比较着重的是学科成就的评量，就是老师教什么，我就考什么，所以学生只要

针对教材精熟就好，通常考试的内容是能否填充课文的内容，能否默书等。除了

成就的评量之外，也需要能力的评量。在台湾的人可能会有这么一个经验，“天

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大家应该都还会背。这是

各位可能当年所熟悉的课文，我到现在还会背，可见当年花了多少时间去背，这

是课文能力的成就上的一个评量，有没有办法在应用上抽象化或综合分析的能

力，在学科的评量上是国语的评量，能力上的评量可能是阅读，以阅读（能力非

学科）而言，因为我自己是做阅读的，要发展这些基本的核心的监测方式，包括

识字量，每分钟朗读字数，有没有足够的词汇，可以测识词量，有没有足够的阅

读理解策略。每一个都对应怎样学或怎样教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识字量评量，假设今天遇到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他的识

字量 1200 字，大概二年级小朋友的平均识字量。你要怎样教他，是教二年级的

教材内容吗，怎样都说不过去，学五年级教材的内容对他来说又太难，第一是怎

样挑到合适他的教材去学，第二是假设目标是增加他的识字量和识词量的时候，

需要教什么样的内容，有一个东西叫做基本指代式教学法，心理语言学里的一个

概念叫做组织规则，能否通过所有部首的字教学，比如所有偏旁是青色的青字，

合在一起教他，并且不仅是教字，而是把所有词和句子一起带进来。 

评量的目的不是为了评量，目的是帮助每个学生学习。 

二、台湾 TASA 评量的内容。 

接下来和各位介绍一下台湾两个比较大的评量的内容。一个是台湾学生学习

成就评量资料库（TASA），另一个是县市举办的学力检测。刚才已经说过，我们

在评量的时候，要区分成就的评量和能力的评量。TASA 设置的目标最主要的就

是两个目标： 

（一）九年一贯课程纲要订定能力指标的学生实际表现状况。起到一个监控

的情形，当然除了监控之外，还要提供反馈，反映出来学生实际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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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学生学习成就长期资料库，以检视课程与教学实施成效，提供政

策参考。在台湾有一件事很多人都凭感觉说，现在学生的能力越来越糟，这有没

有实际上的资料。假设你讲的是大学生的素质的话，我那个年代大学生只有两万

人，现在是十万了。如果今天去台大电机系，说他们的素质下降的话，我会承认

你说的下降。所以你必须考虑一些很基本的指标。同样的，我们马上要推 12 年

国教，很多人会担心我们把考试放掉了，学生的能力会不会下降？一样国家要有

一个指标告诉我们学生能力是不是有下降。TASA 可以提供这样的指标。所以实

测的东西可以提供教育思考的情况。主要是小四、八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生，在

台湾九年级的学生是不太可能来考的情况，必须需要往下移。所以我们集中在小

四、小六，国中二年级跟高二的情况。在测的科目方面，2005 年由五个大学负

责不同科目，那时产生了一些的问题。从 2008 年开始，由国教院承办。自 2009

年开始，国教院开始正式的检测，那时是小学四年级、六年级第一轮，隔一年就

是国二，再隔一年就是高二，每三年一个年段的调查，去追踪他的成长变化的情

形。在实施的时候，每个学生是参与两科的设置。然后需要做背景问卷，这几年

又多了校长跟老师的问卷帮我们了解运作的一些状况。这个评量和一般的评量有

点不太一样的情形是反映课纲所订的内容，学生的学习状况会怎么样，会提供

100-200 题，但每个学生坦白讲只能考 30-40 题，所以会做一些调整。我们在检

测完成之后，大致上会有三项基本作为，我们会写三个报告，第一个是评量结果

报告：次年向教育部部次长报告结果；第二个是试题分析报告：与中央以及各县

市辅导团分享教学建议，提供指定课纲时的实证参考资料。实测的内容和学生大

致上的状况。最后一个是技术手册报告：如何抽样和加权，结果是怎样。公开原

始资料，任何研究人员有兴趣可以通过申请使用资料进行研究。 

可提供的讯息：刚才讲到开始是每年做一次，后来是每三年做一次的状况，

以下这是示意图，如果要显示确切数据，必须打公文，被批准后才可以使用。地

区的差异是指台湾东、中、北部的差距，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可以问，第一个是整

体学生能力变化，每一个学生在每一科里历年变化的情形。第二个是地区别，这

是个很基本的大家会去关心的问题，第三个不是那么重要但大家一定会关心的就

是性别差异的问题。还有在台湾比较特殊的是身份别（原住民、新住民子女）的

考量，他们的成绩和一般学生成绩的差异，实际上社经地位和一般民众子女是有

一定差距的。还有都市化程度，台湾各区有不一样的都市化程度，高度发展区、

城镇和偏乡，这三组在年度上的差异是怎样的。做教育的都会问一个很基本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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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幸的是我们不太能够直接问，一方面小学四六年级的学

生他也不知道，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有一点点敏感，也不太能够直接问的情形。

这个跟美国一样，美国也不能直接问他们的社经地位，只能问有没有 a free 

lunch,代表社会补助，通过有没有免费午餐的方式推测，只能以推估的方式，无

法直接调查；如家里有几本书等讯息，间接地推论出社经地位状况。 

这里面最重点的讯息是：我们有一般生和特殊生的情况，差距可能必然存在，

都市和乡村一定有差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考虑的时候是政策到底做得

怎么样，但差距是否跨大、持平还是缩减？台湾新住民的子女，和一般子女的差

距是在缩小的，几乎快要没有，这是我们很高兴看到的状况。 

这些可以提供的资料，但具有困难点：可以提供描述性资料，但无法提供解

释；描述性的资料：中譬如说学生的能力有没有下降，是持平，或是缓慢提升；

有一些解释性资料，相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造成原民学童成就低于非原

民的原因，我们也知道他和一般生有一定的差距，问题是怎样缩小这样的差距，

很难提供一些解释性的资料，但是这并不是 TASA 特有的问题，是全球所有做大

型资料库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TASA 未来展望面临一定的压力：从 9年义务教育转成 12年国教，当年评估

课纲的部分，要做一定程度的变化，一些代表希望 TASA 能够跟补救教育结合。

未来的发展是希望有更清楚以及合理的标准设定，设定各个年级的最低成就标

准；希望能走向素养调查，而不是原来的成就调查，另外一个是因应国际的趋势，

走向数位评量；数位阅读很重要的是怎样去做搜寻，怎样找到关键词，搜寻之后

怎样排开无关的学习：希望能够跟国际评比架接，比如 PIRLS。 

三、TASA协助县市进行学力检测 

目的，各县市不同：有的是想提供教学辅导建议，有的是筛检出低成就者。

有的是想了解区域差异。 

“教育部”有颁布一个检测的要点，能力检测结果不得以个别学校、班级之

形式公布，最多拿到全县和自己学校的结果，没有办法知道其他，也不得作为教

育人员绩效考核、奖惩之依据，校务评鉴之项目，这方面香港也完全一样。 

做学力检测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县市自办，另一种 2014年由 14个县

市由国教院协助，大概是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主要是四年级和五

年级，科目是国语文和或数学，部分县市有其他科目和其他年段参与。 

TASA 协调各个县市，训练一些老师能帮我们出题。我们再做组题和出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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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施测行政由各县市负责，国教院是出题和提供现场资料，实测后由国教院

分析资料，提供分析报告，包括各县市的通过率，每一年的鉴别率、教学的建议。

所有试题为抛弃式，并没有进行年度等化。 

四、补教教学评量展望 

台湾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叫做补救教学，过去花了台币 6、亿，这

两年大概花了 12-15 亿来进行。早期并没有评估他的绩效，后来开始委托台南大

学开始去做，国家为了帮忙那些学习成就低或者趋于弱势的小朋友，我们设定一

定的基准，假设他在颁布区域里面 PR 小于 35 进行数位评量（但低年级否），依

是否通过最低基准，决定是否参加补教教学。一到九年级，语数英三科。每年九

月基本测试，二月以及六月，追踪测试。由课后补教教学，到最近“教育部”提

出一个方案是严重落后学生是课中补救教学。比较困难的是教师资源 

在展望部分，怎样通过测验知道学生的能力，学哪些是教材，用什么样的学

习方式，老师怎样帮助这些小朋友。最后我们在谈补救教学时，要制定这些指标，

一定要到现场去测看学生的情况，根据测的情况再回去修指标，是一个轮回的过

程，希望知道学生到底在这样的题目下通过率是一个怎样的情形，让更多的学生

通过教学评价的方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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