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测试由!国际承办机

构"实施#这一机构由 !"#$理

事会招标选择的测试和评估机

构组成$ !国际承办机构"在申

请参加 !"#$测试的国家和地

区随机挑选一些学校的学生参

加#参评学生年龄必须在 %&岁

'个月至 %(岁 )个月之间$

!"#$ 测试负责人施莱歇

说#以前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教育水平是看他们把多少钱花

在教育上# 而不是看成效如何#

经合组织开展 !"#$的目的就

是以学生们在主要科目上的成

绩作为比较教育水平的标准$

迄今为止#!"#$采用笔答

方式#题目有选择题#也有陈述

题#考试时间 )小时$ )*%&年

将改为使用计算机作答$

学生参加测试时要花 )*

至 +*分钟填写一份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他们的学习态度%对

老师的满意度%自信心%对与教

育相关的课外活动的看法以及

家庭状况等$ 这些信息用于研

究 !"#$成绩与性别%学生社会

经济背景% 学习方法等因素之

间关联# 并据此发布参加国家

或地区学生的 !学习幸福指

数"$ !"#!年参加测评的学生

平均!学习幸福指数"为 $%&$

在 '(个国家和地区中# 印尼%

阿尔巴尼亚%秘鲁%泰国和哥伦

比亚的学生!学习幸福指数"排

名前五# 其中印尼学生的指数

更是达到 #%%&& 而韩国学生

!学习幸福指数"最低#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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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锁定
美国国务

卿克里!"日宣
布向越南提供
!#$$万美元援
助，用于加强越
南海岸巡逻，但
称援助与南海
问题无关。

有人反省有人叫屈
!"#! 年的 $%&' 测试有 () 个

国家和地区参加，上海作为中国大
陆唯一参加测评的城市，三个科目
的测试成绩均排名第一，且优势明
显，足以傲视西方发达国家。
历次成绩靠前的芬兰在这次测

试中下滑至第 *!名，在芬兰国内引
发热议。芬兰教育部长克丽斯塔·基
乌鲁表示，“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
措施发展芬兰教育”。
芬兰教育专家也在探讨下滑原

因，高级政策顾问萨尔贝里认为，收
入差距拉大和部分地区教育资金缺
乏是两大主要原因，这直接导致学校
之间和学生之间的水平差距加大。

有人为芬兰排名落后于上海
“叫屈”，理由是芬兰的参评学生来
自全国各地，而中国学生来自上海
这一中国最发达地区，这种测评结
果不能说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
认为“中国的学校和家长给孩子施
加的压力太大了”。
针对为何中国大陆只有上海参

评的质疑，$%&' 管理委员会解释，
一个国家做好全面参评准备前可以
让某个地区先行，如印度 !+",年只
有两个邦参评，迪拜先于阿联酋参
评。$%&'官方网站资料显示，中国
!"*)年将让几个省代表中国参评，
以期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状况。

美英政府检讨政策
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说：

“虽然我们在许多重要措施方面取
得了令人鼓舞的进步，但是美国
!"*!年 $%&'测试的表现反映出教
育停滞。这一现实与我们培养世界
上受过最好教育、最有竞争力就业
者的愿望相违背。”

对一些人来说，$%&'成绩单是
美国政府教育政策失败的“罪证”。
美国近年来推出一些教改措施，如
颁布“共同核心州立标准”，明确学
生在各学习阶段应该掌握的知识和
技能。美国全国教育和经济中心主
席马克·塔克认为，$%&' 成绩说明
现行教改方案一败涂地，“是时候制
定一套非常不同的教改方案”。

美国教师联合会主温加滕认
为，美国 $%&'成绩差，应归咎为不
重视公立教育和师资培养。温加滕
说：“这些（成绩好的）国家重视公立
教育，努力确保教师得到好的培养和
支持，给学生不仅提供标准还有达到
标准的工具……加强家长的参与。”
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批评

工党领导的上届政府投入巨资发展
教育，却没取得良好效果。“……我
们的教育制度停滞不前，落后其他
国家，”戈夫说，“这种表现说明我们
迫切需要改革。只有向其他国家学
习，直面失败，才能赋予年轻人在未
来就业市场竞争的机会。”

工党承认 $%&'成绩反映英国
教育制度存在问题，但声称保守党

的教育政策才是问题根源。工党影
子教育大臣特里斯特拉姆·亨特说：
“（经合组织）这份报告暴露出这届
政府教育政策的失败：他们的政策
把不合格的教师送进教室，妨碍校
际有效合作。”

教育界称别当回事
在美英两国，也有不少教育界

人士对本国成绩靠后做自我辩护，
主张不要太把 $%&'排名当回事。

英国中小学和大学教师协会
秘书长布斯特反对以 $%&'成绩定
教育成败，因为“$%&' 不是精确的
科学”。剑桥大学教授斯皮盖尔特
说：“衡量教育质量没有那么简
单。”他举例说，韩国学生 $%&'成
绩名列前茅，但是上学的“幸福指
数”垫底，英国学生的“幸福指数”
则相当靠前。

白金汉大学教育就业研究中
心教授史密瑟斯说，有很多校外因
素影响 $%&'成绩。“英国 *)岁学生
在 $%&'排名表上这么靠后令人失
望，但这是学校的错吗？有这么多其
他因素影响分数。成绩靠前的亚洲
国家有‘虎妈’，有大量校外补习。”
史密瑟斯认为英国政客夸大了
$%&'成绩重要性，“在暗中推动一
种狭隘的、特定的教育观”。
经合组织秘书长教育政策特别

顾问、$%&'测试负责人安德烈斯·施
莱歇去年撰文称，英国教育的欠缺
可能使出生在 !"*!年这一代人一

生遭受 -%)万亿英镑经济损失。这
种说法激怒了部分英国人。
《卫报》前不久发表文章批评施

莱歇把经济增长和竞争力视为教育
的唯一目标，“难道正义、社会和谐
和清洁环境对孩子们的未来不是和
经济繁荣一样重要吗？”
在美国，质疑 $%&'成绩意义的

也大有人在。国际考场上成绩不佳
似乎是美国“传统”。上世纪 ("年
代，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开展“首
届国际数学研究”，调查澳大利亚、
比利时等 *!个发达国家的数学教
育成果。美国在各个项目的调查结
果都几近倒数第一。

*,./年，美国提高教育质量全
国委员会发表著名报告《国家在危
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警告美
国学生的成绩不如日本等国家可能
会威胁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美国《大西洋月刊》刊文说，美国
在很长时间里考试成绩不佳，用不着
到现在才担心，“过去 /+年，我们的增
长并没落在其他发达国家之后”。
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经济学家哈

努谢克不这么认为。哈努谢克与他
人合作，比较了 )+个国家 *,(+年
到 !++,年的学生测试成绩与国家
经济的关系，得出结论：虽然美国经
济表现好于学生考试表现，但这样
的日子可能快到头了。他解释，美国
经济优势建立在公开市场、安全的
财产权和总体而言较为优惠的税率
上，还有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和吸

引各国优秀人才的移民政策，这些
优势随着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正在失
去。按他的估算，如果美国学生成绩
达到加拿大的水平，美国经济今后
.+年可增加 00万亿美元。

成绩反映贫富差距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指出，虽

然美国政府不必因为美国学生
$%&'成绩差过于忧心，但 $%&'成
绩确实反映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
题，如贫富学生之间巨大差距和全
国整体上对数学学习的忽视。
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主席范勒克

尔说：“（美国）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
在 $%&'评估中成绩一直很好，而出
身贫困家庭的学生情况却完全不
同。社会经济因素对美国学生成绩
的影响大于其他大部分国家。”

!+*! 年 $%&' 测试结果显示，
由于教育发展水平不同，一个国家
内地区之间的成绩差别可能比两个
国家之间差别大。
就英国而言，苏格兰的数学和

阅读成绩都超过英格兰，英格兰的
科学成绩第一，北爱尔兰三科成绩
均排第三，威尔士三科都垫底。

意大利南北成绩差距也很大：
北方的威尼托区名列世界前茅，南
方卡拉布里亚区表现差很多，与哈
萨克斯坦水平相当。
美国教育界人士指出，如果让

名校云集的马萨诸塞州参加 $%&'

测试，美国的排名将提升至第四。

“上海学生名列第一”:有人反省有人“叫屈”

PISA成绩怎么看，欧美很纠结
有人戏称“国际学生评

估项目”（PISA）测试为国际
“统考”。这一由经合组织主
办的测试面向众多国家和地
区的15岁学生，分阅读、数
学与科学三科，旨在评估参

加国和地区的基础教育水
平。2012年PISA成绩排行
榜显示，欧美发达国家学生
的成绩明显不如一些发展中
国家与地区。结果一出，在这
些国家引发不同反响。

相关链接

! ! ! ! !%#! 年的 )*+, 测试中#

美国学生在阅读和科学这两个

科目的成绩处于平均水平#数

学低于平均水平$ 三个科目成

绩都不如首次参加测试的越

南$ !"#$ 测试每三年举办一

次#美国近年表现可谓!每况愈

下"))**,年测试中# 阅读成绩

方面有 ,个国家和地区优于美

国#)*%)年则有 %,个国家超过

美国&科学成绩上#美国在 )**,

年排名 %,位#)*%)年下降至第

)+位&数学方面#美国 )**,年

排名 )-#)*%)年掉至 +*名$

英国成绩比美国好一点#

但排名也只是居中# 三科成绩

均不及越南$

美国学生数学差

!"#$

还测评
学生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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