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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 2012pisa 閱讀評比 

林彥廷 

高雄市苓洲國小老師 

2013 年十二月，是許多閱讀機構檢討閱讀成效的時刻; 根據這次 2012 年

pisa 的閱讀評比，台灣的閱讀成績，已經比往年進步許多，名次也從三年前的

23 名一躍到第八名，堪稱是這三次測驗以來，成績最卓著的一次。 

然而，也有部分的師長認為，光是這樣的評比，也不能代表自己的孩子就是

閱讀能力最強的; 或是認為雙峰差距過大，也不能代表普遍性的閱讀行為都是良

好的; 但是，筆者認為，閱讀能力絕對是要長久、持續涵養，透過有系統、有理

解性地去紮根，並且關注於個別閱讀、個別學習，適時給予鷹架，做到閱讀無縫

的差異化教學，才是真正對每個孩子有益的。 

    其實從 2006 年，至 2009 年，再至 2012 年的各次施測，筆者仍想提出自

己的觀點。首先，閱讀能力的培養，絕對是長期、逐漸累積的; 自從 2006 年的

施測公布後，歷經檢討教學環境、推動閱讀方案、實驗閱讀策略，在 2009 年再

度施測，卻出現了反效果，學生的成績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退步; 因此相關單位

持續追縱問題，研擬配套措施，落實閱讀理解、課文本位的閱讀與問思，並積極

培育閱讀推動教師，提撥重金於閱讀環境的塑造，也才有今天的成效。 

   100 課綱已經在一年前正式實施了，從新學年開始，小三的國語課文篇數，

將提昇到十六課，逐年推動到各年級，不但課數增加，課文也增長，內容難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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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稍加困難，並盡量與生活做結合; 出版社也會根據版面與內容，增加閱讀的範

文，增加與深度閱讀思考相關的題型，如非選擇題、開放性問答等，這樣的國語

課程，應該能厚植學生的語文閱讀能力。 

    如今，將開始推動十二年國教免試升學方案，學生將有更多的時間進行課外

閱讀，教也有更寬裕的時間，進行課文賞析、深究、評價、批判，而非僅止於生

字、詞語、釋義的解構說明; 有些學校，更推出好書清單，將之列為期中、寒暑

假的閱讀作業，並做施測與心得書寫; 於此，對於閱讀能力的養成，應有正向的

效益; 筆者也相信，在 2015 年的再度施測時，學生的表現，將會越來越好，甚

至於上海、芬蘭、新加坡平分秋色。 

    事實上，這幾年來，對於閱讀策略、閱讀理解、閱讀成效、閱讀結合寫作…

等的議題，陸陸續續受到重視; 相關的工作坊、閱讀分享、閱讀理解講座，也時

常成為週三進修最熱門的講題; 相關的研究，也在這幾年開始有大幅度的成長; 

第一線的教師也開始慢慢學習到如何運用閱讀教學策略於課堂教學上; 換句話

說，教師的閱讀教學知能從原本的啟蒙時期，進入到運思時期，並慢慢走向成熟

時期; 因此，對於未來的閱讀成效，應當更是指日可待的。 

    許多教師，也慢慢體認到，閱讀不是只有「語文領域」或「導師」的責任，

而必須擴及到數學科、藝文科、體育科等; 許多學生數學不好，並不是不會演算，

而是看不懂題意; 有些學生看不懂實驗流程、看不懂實驗的說明、看不懂化學藥

劑; 或是有些學生無法認知運動傷害等名詞，而導致體育的「認知」分數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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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看來，都來師長們更堅信，閱讀絕對不是只有「語文」課的責任。 

   現在整體的閱讀環境，從未開發，進入到開發中，從文化沙漠走向綠洲水源; 

我們看見閱讀的環境已更為成熟，包括閱讀經費的編列、閱讀推手的培訓、閱讀

志工的擴編，甚至是民間機構、私人團體，以些一些書院、廟宇，對於讀的投入，

均是有目共睹的。縣市合併之後，原本窮鄉僻壤沒有豐富的藏書，如今也增購了

不少書報及設備; 有些分館、總館的開放時間，亦跟著延後; 有些連鎖書店、獨

立書店、繪本館、故事屋亦與校方合作，進行閱讀與寫作的活動; 諸如此類的紮

根工作，都讓我們的閱讀環境，注入一股新活水。 

    閱讀的深入理解，絕非短期、速成、瞬間可以看到成效的，它像文明的累積

與文化的薪傳一般，需要長時間的匯聚、連貫、持續; 十年前談閱讀、談寫作，

也許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然而，如今閱讀運動像是新興的產業一般，需要我們

跟上流行，才能與世界接軌; 吾人都期許，2015 的施測，能讓關心閱讀的各個

國家，能夠真正「看見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