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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在 PISA2012 
閱讀評估的結果閱讀評估的結果

劉潔玲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系

• 閱讀素養（reading literacy）的定義

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

（ g y）

• 對文本內容的理解、運用、反思及投
入，以實現個人目標、增進知識、發
展潛能，並投身社會 (OECD, 2009)。

同時強調不同層次的閱讀能力

同時兼顧認知和情意範圍的閱讀素養

強調閱讀對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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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A2012 對閱讀素養的定義和評估架

PISA2012 閱讀卷的評估架構

構與PISA2009 相同，只是題目較少。

• 閱讀的文本 (Text)
• 劃分標準：文本的媒體 (medium)、格

式 (text format) 和類型 (text type)式 (text format) 和類型 (text type)
• 文本的媒體

• 印刷文本

• 電子文本

• 閱讀的文本

PISA2012 閱讀卷的評估架構

閱讀的文本

• 文本的格式

• 連續文本（continuous texts）
• 非連續文本（non-continuous 

texts）texts）
• 混合文本（mixed texts）
• 多元文本（multiple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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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ISA2012 Assessment Framework, p. 65)

• 閱讀的文本

PISA2012 閱讀卷的評估架構

閱讀的文本

• 文本的類型
• 描述（description）
• 記敍（narration）
• 說明（exposition）說明（exposition）
• 議論（argumentation）
• 指示（instruction）
• 交流（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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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讀的過程（Aspect）

PISA2012 閱讀卷的評估架構

p
• (1) 進入及檢索 (access and retrieve)：

• 檢索信息 (retrieve information)
• (2) 理解文本 (integrate and interpret)

• 形成概要理解 (Form a board understanding)
• 闡釋文本 (develop an interpretation)• 闡釋文本 (develop an interpretation)

• (3) 反思及評價 (reflect and evaluate)
• 反思及評價內容 (content of text)

• 反思及評價形式 (form of text)

(from PISA2012 Assessment Framework, p. 67)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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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ISA2012 Assessment Framework, p. 69)

• 閱讀的情景（Situation）

PISA2012 閱讀卷的評估架構

閱讀的情景（Situation）
• 為個人用途而閱讀

• 為公共用途而閱讀

• 為工作用途而閱讀

• 為教育用途而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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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ISA2012 Assessment Framework, p. 63)

PISA2012 閱讀卷的試題形式

• 共13篇閱讀材料，44條閱讀題目，分佈
在不同的考卷內。

• 題目類型

• 不需要專家編碼的題目：包括選擇題、
複雜選擇題、封閉式回應題複雜選擇題、封閉式回應題

• 需要專家編碼的題目：包括開放式回應
題和簡短回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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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ISA2012 Assessment Framework, p. 71)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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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2012 閱讀表現的報告

• 為方便比較各地學生的表現，OECD會將學生的

分數轉換為標準分，以500為平均分。

• 由於PISA2012並非以閱讀為主要的測量項目，

OECD只提供閱讀素養的總分，並沒有其他分項

的平均分。

為了讓各地的教育工作者瞭解學生的具體閱讀• 為了讓各地的教育工作者瞭解學生的具體閱讀

水平，OECD會將學生的分數劃分為幾個等級，

對每個等級的表現作具體描述，自PISA2009開
始將五等水平擴展至七等水平。

Proficiency Levels Literacy Scores

劃分各閱讀水平等級的分數

6 More than 698
5 626 – 698
4 553 – 625
3 481 – 552
2 408 – 480

1a 335 – 407
1b 262 – 334

Below 1b Below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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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ISA2012 
Assessment 
Framework, p.79)

香港學生的閱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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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A2012 香港

閱讀測驗的整體結果

Country/Region Mean S.E. Significa
nce

Sh h i Chi 570 (2 9) ▲
學生的閱讀素
養綜合分數為
545。

• 全球排名第2位，
僅次於上海，

Shanghai-China 570 (2.9) ▲
Hong Kong-China 545 (2.8) --
Singapore 542 (1.4) O
Japan 538 (3.7) O
Korea 536 (3.9) O
Finland 524 (2.4) ▼
Ireland 523 (2.6) ▼
Chinese Taipei 523 (3.0) ▼
Canada 523 (1.9) ▼
Poland 518 (3.1) ▼

跟新加坡、日
本和韓國沒有
顯著差異。

Poland 518 (3.1)
Estonia 516 (2.0) ▼
Liechtenstein 516 (4.1) ▼
New Zealand 512 (2.4) ▼
Australia 512 (1.6) ▼
Netherlands 511 (3.5) ▼
Belgium 509 (2.2) ▼
Switzerland 509 (2.6) ▼
Macao-China 509 (0.9) ▼

• 香港學生在PISA2012的表現是歷屆最好的，閱
讀總分比前四屆均有顯著的進步

閱讀測驗的整體結果

讀總分比前四屆均有顯著的進步。

• 整體而言，香港學生在PISA2012、PISA2009及
PISA2006的表現較PISA+及PISA2003為佳。

Assessment
Year Mean S.E. Rank Diff with 2012

PISA2012 545 (2.8) 2 --
PISA2009 533 (2.1) 4 ▼
PISA2006 536 (2.4) 3 ▼

PISA2003 510 (3.7) 10 ▼

PISA2000+ 525 (2.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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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A2012全球排最高的五位全屬亞洲國家或地區。

閱讀測驗的整體結果

• 四個華人地區在PISA2012的閱讀總分均上升了。

Country/Region
PISA 2012 PISA 2009 PISA 2006 PISA 2003 PISA 2000+

Rank (mean 
score)

Rank (mean 
score)

Rank (mean 
score)

Rank (mean 
score)

Rank (mean 
score)

Shanghai-China 1 (570) 1 (556) - - -
Hong Kong-
China 2 (545) 4 (533) 3 (536) 10 (510) 6 (525)
Singapore 3 (542) 5 (526)Singapore 3 (542) 5 (526) - - -
Japan 4 (538) 8 (520) 15 (498) 15 (498) 9 (522)
Korea 5 (536) 2 (539) 1 (556) 2 (534) 7 (525)
Finland 6 (524) 3 (536) 2 (547) 1 (543) 1 (546)
Ireland 7 (523) 21 (496) 6 (517) 7 (515) 5 (527)
Chinese Taipei 8 (523) 23 (495) 16 (496) - -
Canada 9 (523) 6 (524) 4 (527) 3 (528) 2 (534)
Poland 10 (518) 15 (500) 9 (508) 16 (497) 25 (479)
Macao-China 18 (509) 28 (487) 21 (492) 16 (498) -

• 與最初兩屆PISA比較，不同成績水平的香港學生都有
顯著進步 但跟最近兩屆PISA比較 成績最低5 25百

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

顯著進步，但跟最近兩屆PISA比較，成績最低5-25百
分值的學生並無顯著進步。

Percentile PISA2012
Score

Difference

2012-2000+ 2012-2003 2012-2006 2012-2009

5th 391 22 * 36 ** 1 11

10th 430 17 33 *** 4 12

25th 493 16 ** 32 *** 9 11 *

50th 552 18 *** 33 *** 9 * 11 **

75th 604 20 *** 35 *** 10 ** 13 **

90th 648 24 *** 40 *** 12 ** 13 **

95th 672 26 *** 43 *** 12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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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生在歷屆各等級的人數比例變化不大，與
PISA2009比較 第五等級的人數比例有顯著增加

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

PISA2009比較，第五等級的人數比例有顯著增加。

• 香港仍有一定比例的學生在第一等級或以下。

Proficiency 
Level PISA2012

Difference

2012-2009 2012-2006 2012-2003 2012-2000+

6 1.9% 0.7% -- -- --
5 14.9% 3.7%* 2.1% 9.2% 5.4%
4 32.9% 1.1% 0.9% 5.8% 1.6%
3 29.2% -2.2% -2.3% -5.9% -3.9%
2 14.3% -1.8% -2.2% -5.7% -2.8%
1 / 1a 5.3% -1.3% -0.6% -3.3% -1.2%
Below 1 / 1b 1.3% -0.2% 0.0% -2.1% -1.3%
Below 1b 0.2% 0.0% -- -- --

• 不同成績水平的香港學生分數均較OECD的平均分為高。

香港最高百分值的學生跟OCED的差距較以往拉闊了

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

• 香港最高百分值的學生跟OCED的差距較以往拉闊了。

• 最低百分值學生的進步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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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生在高等級的比例較OECD為高，在低等級
的比例較OECD為低 但第六等學生人數的比例與

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

的比例較OECD為低，但第六等學生人數的比例與
OECD沒有顯著差異。

Hong Kong OECD
Average

Difference
(HK - OECD)

Level 6 1.9% 1.1% 0.7%
Level 5 14.9% 7.3% 7.6% ***
Level 4 32 9% 21 0% 11 9% ***Level 4 32.9% 21.0% 11.9% ***
Level 3 29.2% 29.1% 0.1%
Level 2 14.3% 23.5% -9.2% ***
Level 1a 5.3% 12.3% -7.0% ***
Level 1b 1.3% 4.4% -3.1% ***
Below Level 1b 0.2% 1.3% -1.1% ***
***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01 level.

• 在首10名國家/地區之中，香港在第五、六等級學生
的比例少於上海 新加坡和日本 反映出香港尖子學

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

的比例少於上海、新加坡和日本，反映出香港尖子學
生的比例較其他高閱讀水平國家/地區為少。

Country/Region Mean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Level 6
Score % % % % %

Shanghai-China 570 11.0 25.3 35.7 21.3 3.8
Hong Kong-China 545 14.3 29.2 32.9 14.9 1.9
Singapore 542 16.7 25.4 26.8 16.2 5.0
Japan 538 16.6 26.7 28.4 14.6 3.9
Korea 536 16.4 30.8 31.0 12.6 1.6
Finland 524 19.1 29.3 26.8 11.3 2.2
Ireland 523 19.6 33.4 26.0 10.1 1.3
Chinese Taipei 523 18.1 29.9 28.7 10.4 1.4
Canada 523 19.4 31.0 25.8 10.8 2.1
Poland 518 21.4 32.0 26.0 8.6 1.4
Macao-China 509 23.3 34.3 24.0 6.4 0.6



2013/12/19

14

• 閱讀不是PISA2012的主要測量項目，OECD無提供
各分項的平均分 只能以答對百分比作簡單分析

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

各分項的平均分，只能以答對百分比作簡單分析。

• 香港學生在三個不同閱讀過程的答對百分比均較
OECD為高，跟PISA2009比較，香港學生在檢索資
料和反思評價題目的答對百分比均有增加。

Percentage Correct
I t t  Access and

Retrieve

Integrate 
and

Interpret

Reflect and
Evaluate

PISA 2012
Hong Kong 82 63 70
OECD Average 74 53 60

PISA 2009
Hong Kong 77 64 64
OECD Average 71 59 56

• 香港學生閱讀多元文本的表現最好，最弱是混合
文本；閱讀連續文本的表現比非連續文本略高

學生在不同文本類型的表現

文本；閱讀連續文本的表現比非連續文本略高。

• 香港學生閱讀不同類型文本的表現均比OECD的
國際水平為高。跟PISA2009比較，香港學生在大
部分文本都有進步，只有混合文本的表現差了。

Percentage Correct
S  20 2 S  2009PISA 2012 PISA 2009

Hong Kong OECD Avg Hong Kong OECD Avg

Continuous Text 72 61 68 60

Mixed Text 46 38 50 39

Multiple Text 86 76 72 65

Non-Continuous Text 68 63 6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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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生在PISA2012表現最好的是為工作情景而
閱讀 其餘依次為個人 教育和公共情景

學生在不同閱讀情景的表現

閱讀，其餘依次為個人、教育和公共情景。

• 比較不同年份的結果，香港學生在公共情景的表現
一直表現較弱。

Percentage Correct
Educational Occupational Personal Public

PISA 2012 Hong Kong 67 77 70 58PISA 2012 g g
OECD Average 60 66 59 49

PISA 2009 Hong Kong 70 74 64 61
OECD Average 63 64 57 56

PISA 2006 Hong Kong 65 76 67 63
OECD Average 56 62 61 56

PISA 2003 Hong Kong 59 74 63 61
OECD Average 57 63 62 57

PISA 2000+ Hong Kong 68 69 65 63
OECD Average 64 58 60 61

• 香港女生在歷屆PISA的閱讀成績均高於男生，香
港學生在PISA2012的性別差異比以往多屆略為收

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

港學生在PISA2012的性別差異比以往多屆略為收
窄。

• 香港學生的性別差異比OECD的國際平均值為小。

Hong Kong OECD Average

Boys (B) Girls Diff. Boys Girls Diff. Boys (B) (G) (B - G)
y

(B) (G) (B - G)

PISA 2012 533 558 -25 *** 478 515 -38 ***
PISA 2009 518 550 -33 *** 474 513 -39 ***
PISA 2006 520 551 -31 *** 473 511 -38 ***
PISA 2003 494 525 -32 *** 477 511 -34 ***
PISA 2000 518 533 -16 ** 485 517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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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部分組別女生閱讀成績均比男生為高。

成績愈低的組別 差異愈大 成績最高的 百分值

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

• 成績愈低的組別，差異愈大。成績最高的95百分值
學生男女生沒有顯著的差異。

Percentile
Girls Boys Differences

Score S.E. Score S.E. (Girls - Boys)
5th 416 (7.3) 374 (6.9) 42 ***
10th 452 (6 0) 413 (7 0) 39 ***10 452 (6.0) 413 (7.0) 39 
25th 510 (4.3) 478 (5.5) 31 ***
50th 564 (3.4) 541 (4.6) 23 ***
75th 614 (4.0) 595 (4.0) 19 ***
90th 655 (4.4) 640 (4.9) 15 *
95th 678 (5.1) 665 (5.0) 13 

Whole Pop 558 (3.3) 533 (3.8) 25 ***

• 在高等級的女生百分比較多，在低等級的男生百分比較
多 但在第六等沒有顯著的性別差異

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

多，但在第六等沒有顯著的性別差異。

• PISA2012男生在第五等的人數比例有明顯上升。

Proficiency
Level

PISA 2012 PISA 2009 Diff. (2012 - 2009)
Boys 
(B)

Girls 
(G) Diff. (B-G) Boys 

(B)
Girls 
(G) Diff. (B-G) Boys Girls

% % % % % % % %

Level 6 1.6 2.1 -0.5 0.8 1.7 -0.9 0.9 0.4 

Level 5 12 3 18 0 -5 7 ** 8 1 14 7 -6 6 *** 4 2 ** 3 3 Level 5 12.3 18.0 5.7 8.1 14.7 6.6 4.2 3.3 

Level 4 30.4 35.8 -5.4 * 27.9 36.2 -8.3 *** 2.5 -0.4 

Level 3 30.2 28.1 2.1 33.2 29.4 3.8 * -3.0 -1.3 

Level 2 16.3 11.9 4.4 ** 18.7 13.1 5.6 *** -2.4 -1.2 

Level 1a 6.9 3.4 3.6 *** 8.8 4.1 4.7 *** -1.9 -0.7 

Level 1b 1.9 0.6 1.2 ** 2.1 0.8 1.3 * -0.2 -0.2 

Below Level 1b 0.4 0.1 0.3 0.4 -- - - 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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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生在所有閱讀過程均比男生表現較好，相對

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

而言，在檢索信息和理解文本的層次，性別差
異較小，在反思和評價的層次，性別差異較大。

Percentage Correct

Access and
retrieve

Integrate 
and

i t t

Reflect and
evaluateretrieve interpret evaluate

PISA 2012
Boys 80 61 67
Girls 84 65 73

PISA 2009
Boys 75 61 60
Girls 79 66 68

• 在所有文本類型，女生的表現都比男生好，但
在連續和多元文本的性別差異較大 混合和非

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

在連續和多元文本的性別差異較大，混合和非
連續文本的性別差異較小。

Percentage correct
PISA 2012 PISA 2009

Boys Girls Boys Girls
iContinuous Text 70 75 65 71

Non-Continuous Text 67 70 63 66
Mixed Text 45 47 46 54
Multiple Text 83 88 68 75



2013/12/19

18

小結

• 香港學生在PISA2012的閱讀評估表現理想，
本屆的閱讀分數和排名均是歷屆最高的。

• 比較不同屆別的學生表現，香港學生在最近三
屆 (2012、2009、2006) 的表現比首兩屆
(2000+及2003) 較為理想。

• 香港學生的進步主要集中在中高能力的學生，• 香港學生的進步主要集中在中高能力的學生，
能力中下的學生的進步不明顯。

• 香港在高等級學生的比例有增長，但尖子的比
例仍然比其他高閱讀水平的地區為低。

小結

• 比較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香港學生進步較明
顯的是檢索資料及反思評價的題目。

• 比較不同類型文本的表現，香港學生閱讀連續
及多元文本的能力較高，閱讀非連續及混合文
本較弱。

• 比較不同閱讀情景的表現，香港學生在閱讀工• 比較不同閱讀情景的表現，香港學生在閱讀工
作情景的表現較佳，在公共情景的表現較弱。

• 香港女生的閱讀能力較男生為高，最大的差異
在反思評價和閱讀連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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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課程與教學的啟示

• PISA在香港一直屬於低風險的評估，學校不會

對課程及教學的肯定

特別操練學生應付PISA的測試。

• 香港學生一直在PISA評估中取得理想成績，自
PISA2006開始，香港學生的閱讀表現明顯比最
初兩屆更為優勝。

• 香港中學在2001年推行課程改革，自2006年開• 香港中學在2001年推行課程改革，自2006年開
始大部分15歲學生均在新修訂課程的培育下成
長 PISA2006後香港學生的表現可以作為檢
視課程改革後學生學習成果的一項重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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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政策及學校措施的宏觀角度看－

對課程及教學的肯定

• 學校得到更多資源和更重視推廣閱讀
風氣 有助提高學生的閱讀能力和興
趣。

• 課程強調培養學生「從閱讀中學習」課程強調培養學生 從閱讀中學習」
的能力 更切合PISA重視評估閱讀實
用性功能的取向。

• 從中文科教學的角度看－

對課程及教學的肯定

• 課程強調能力訓練，教師在設計教學和
評估時更有意識設訂不同層次閱讀能力
的學習重點 跟PISA界定的三個閱讀過
程 (檢索、闡釋/綜合、評價反思) 吻合。

綜合卷採用多篇生活化的文本考核運用• 綜合卷採用多篇生活化的文本考核運用
閱讀資料進行實用性寫作的能力 跟
PISA的多元文本和著重閱讀的實用功能
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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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學習差異的需要

反思課程與教學的不足

• 香港尖子學生的比例不足。

• 香港仍有一定比例的學生未達OECD設定
的閱讀基準水平，能力弱的學生比例和成
績多年來均未有改善。

香港的拔尖或補底課程大多屬抽離式 正香港的拔尖或補底課程大多屬抽離式，正
規課堂上照顧個別差異的措施不多。

拔尖或補底課程甚少針對閱讀範疇。

增加照顧學習差異的資源和教師培訓。

• 跨學科閱讀能力的培訓

反思課程與教學的不足

• 香港學生在閱讀非連續文本、混合文本及
公共情景的閱讀表現較弱。

這些類型的文本多屬非中文科的教材，但
其他科目較少關注閱讀能力的培訓。

中學不同學科的合作較少中學不同學科的合作較少。

由學校統籌跨學科的閱讀能力培訓。

在廣泛閱讀計劃引入更多不同性質和類型
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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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男生的閱讀能力發展

反思課程與教學的不足

• 香港男生學生的閱讀的能力長期低於女
生，成績愈弱的學生差異愈大。

• 男生較弱的是閱讀連續文本和反思評價
題。

性別差異涉及能力和動機因素性別差異涉及能力和動機因素。

先由動機著手，增加非連續文本和男生感
興趣的輔助性閱讀材料。

加強思維訓練，提高男生的反思評價能
力。

• 價值：有清晰的評估架構，提供科學和客觀

總結：PISA的價值與限制

的數據，讓教育界人士了解香港學生在閱讀
能力的強弱項。

• 限制：偏重閱讀的實用功能，不包含一些中
文科教學的重要元素。

結合中西方對閱讀的觀點 取長補短 既以結合中西方對閱讀的觀點，取長補短，既以
PISA的數據優化現行的中文科課程，又保留
中文科本身的優點。

擴闊觀念，不將閱讀教學局限於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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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文本的示例

非
連
續續
文
本
的的
示
例



2013/12/19

24

混
合
文文
本
的
示示
例

混
合
文文
本
的
示示
例



2013/12/19

25

多元文本的示例

檢索信息的題目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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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信息的題目示例

理解的題目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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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的題目示例

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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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

需要專家編碼題目的編碼指引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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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專家編碼題目的編碼指引示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