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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評量的
基本觀念 



對於素養紙筆評量常有的認知，你的看法是? 

1. 素養題一定要有長長的閱讀文章       

2. 素養題等於類PISA題、PIRLS題        

3. 素養題等於標準本位評量題              

4. 素養題一定要呈現跨領域的真實生活情境    

5. 紙筆評量題可以評量到所有的素養    

6. 等於出一份全部都是素養題的定期考考卷    

7. 等於以一個事件或人物貫穿整個定期評量考卷    

 



分組討論 

• 請倆倆一組依序討論兩個問題，例如第一組討論
1&2題，第二組3&4題……，第四組7&1，依此類
推 

 

• 請一位代表提出看法及理由 

 



對於素養紙筆評量常有的認知，你的看法是? 

1. 素養題一定要有長長的閱讀文章      X 

2. 素養題等於類PISA題、PIRLS題       X 

3. 素養題等於標準本位評量題             X 

4. 素養題一定要呈現跨領域的真實生活情境   X 

5. 紙筆評量題可以評量到所有的素養   X 

6. 等於出一份全部都是素養題的定期考考卷   X 

7. 等於以一個事件或人物貫穿整個定期評量考卷   X 

 



什麼是標準本位評量? 

將學生的學習成果以特別制定的「標準」去
檢核，並依標準去設計評量的工作與評估學
生的表現，那就是標準本位評量。 



先了解課室學習評量與標準本位評量的不同 

課室學習評量(classroom assessment) =對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所
進行的評量，例如： 

       1.課室內的小考、隨堂考、平時考、以及(素養導向)任務表現評量 
        2.定期評量(知識或素養評量) 

包括：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標準本位評量(standards-based assessment)=對學生在學校的學
習以「國家層級的評量標準」去進行學生學習成效的檢核與
評估 

    是學生一個階段學習完成的總結性評量，例如一學期或一學
年，是更結構性的總結性評量 

 



 標準本位評量 

除了課室評量外，另一種達成年級或年段目標的總結性評
量。 

國家希望所有的學生在各領域的學習都能在這些目標的標
準上，表現到最基本的程度，因此這樣的評量， 稱作標準
本位評量。在素養導向教育之前稱作：標準本位成就評量， 
現在全稱為：素養導向標準本位成就評量。 

在能力本位教育與素養導向教育實施後，某些先進國家實
施標準本位評量， 以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
等國家， 推動的最積極。亞洲則有香港與新加坡。  

 

 



師大心測中心標準本位評量計畫(SBASA)之緣由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領域綱要研
發 (九貫課程後期國中已開始進行的計畫) 

目的： 

1.建置與課綱學習重點相對應的評量標準，
做為全國教師進行教學評量時的統一參
照依據 

2.協助教師瞭解學生的學習表現，進而調
整其教學內容、方式，或設計適當的補
救教學之課程與活動 

9 



評量標準制訂原則 

標準建置的依據 

以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為依據，明訂各評量標
準，提供學校教師作為評量學生學習成就時之
評分依據 

 

評量結果的解釋方式 

呈現方式從常模參照，改為標準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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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課室學習評量的兩種做法 

 
教學中任務型的學習評量：在學習任務中評量學生
表現表現  (包括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定期紙筆評量中的素養導向題 (總結性評量) 

 
   標準本位評量是定期評量上一層的總結性評量 



課堂中對學生在學習任務中的表現進行評量 
新北市中山國小劉美玲老師，高年
級〈廁動馬賽克〉，6節課 



課程的內涵與流程 



如果有定期考試，素養題可能是~ 

• 學習目標：能應用使用者的換位思考模式解構校園廁所情境，
辨別標誌的構成要素、特質脈絡與表達看法。  

• 題目： 

 

 

 

 

 

左圖是樹峰國小校園廁所的標誌圖，
請問：(1)這個標誌所使用的視覺藝術
元素為何?(2)從國小同學在學校使用
廁所的經驗，說明這個標誌的優缺點。
(3)你會依據哪些想法重新設計這個標
誌?(4)請畫出設計簡圖。 



課室中的任務表現評量 鄭惠娟 

鄭惠娟&巫靜
雯，2017 

學習目標：
使用劃記模
式統計大家
喜歡的校樹 



定期考試 

• 學習目標：使用分數的表示方法與意義，推論生活現象 

• 題目： 

 

 

 

 

 

花花和丁丁是好朋友，都喜歡吃軒月麵包店的6吋芋頭布丁
蛋糕，因此生日時家人都會為他們準備這款蛋糕。今年他們
生日時，花花的媽媽將蛋糕切成6份，丁丁的爸爸將蛋糕切
成8份，花花吃了1份，丁丁吃了2份。 

1.請用分數的表示方法，寫出花花和丁丁個吃了多少蛋糕 

2.誰吃的蛋糕比較多，你怎麼知道的?寫出你的想法。 



這兩個評量都是素養評量嗎?它們有什麼共同性?有什
麼不一樣的地方? 

黃秀雯&謝進昌，國家
教育研究院研討會 



PISA範例試題~數學 



能力檢測、大型考試、PISA題 

加油也要精打細算！ 設計者：澎湖縣湖西國中 李祐宗 
有一天小明的父親手機收到來自 XX 銀行一則有關加油優惠的簡訊： 
「即日起 XX 卡友憑信用卡到全省 173 家 YZ 加油站加油，可享汽油每公升降價 1.8 元的優 惠。優

惠活動持續到 100/12/13，相關辦法可參閱 XX 銀行網站」。 
此時小明的父親正好想去 YZ 加油站加油，可是身邊剛好有一張相同加油站 95 折的折扣 券，小明

的父親正愁不知該使用 XX 銀行的信用卡，還是折扣券加油才比較划算？於是小明知道後，立
刻拿起紙筆替父親解決以下問題： 

 
問題1 
假設小明的父親欲加40 公升的油， 
請完成下表的空格 
 
問題2 
假設小明的父親欲加20 公升的油，當週油價為每公升40 元，則小明應該使用哪一種優惠方，式比

較划算？（請寫出計算過程。） 
 

 

林福來，2011 



PISA範例試題~科學 



跨領域試題 

2017年，黃秀雯&謝進
昌，國家教育研究院
研討會 



公告之會考題目示例~教育部 



評量也有層次性 

• 會考、大學入學考試、能力檢測、PISA等大型成
就測驗，都是更上一層的總結性評量 

• 若評量的是素養，跟課室評量 (學校裡的評量)相
比，素養的深度與廣度也會有所不同。 



素養的培養有層次，素養紙筆評量的題目
也會有不同的素養發展層次 (廣度與深度不同) 

 
 

 
 

課室評量 

課室評量、定期評量 跨領域或單一領域 

跨領域 
會考、大學入學考、國際
大型評量 

單一領域 



學習成就評量的評量趨勢 

• 從課室任務型的學習評量、定期考素養題，到高
風險的素養評量試題，到國際性的成就評量，都
是「表現評量」(實作評量)。 

• 題型都非常類似情境任務+學生知能表現 



十二年國教學習評量的轉變 

教學評量學習評量 
 
知識評量表現評量  （能力或素養評量） 

 
比起過去的知識評量，素養導向學習評量更重視學生學習歷
程中的評量，並且重視學生能力遷移與素養表現品質的評量 



素養在哪裡? 

• 「素養」是內在心理特質，要從學生的「表現」中觀察 
• 在某個情境中採取行動稱為「表現」 
• 在情境中才會出現任務 
• 表現之後省思、調整與成長 
 
 因此，學生的素養總是在發展中，學校及教師一方面在課堂上關
注學生的學習狀況，另一方面可做階段性發展的學習成效評估
或檢核省思 

 



表現/實作評量  （performance assessment） 

• 表現評量：亦即實作評量，「實作」
（performance）指的是執行或是經歷一個工作，
並完成工作。(Wiggins, 1993) 
 

 
                 工作任務 + 表現 

 
 



素養導向教學重視學生學習成效 

• 學習成效(learning outcomes)=學生在有意義的學習
經驗之後，所能展現的具體學習成果，也就是能
真正應用且表現出他們所知與所學，而不只是知
道或單純地擁有各種心智狀態 

 



成效本位教育  (outcome-based education) 

• 素養導向教育(competency-based learning) 植 基在成
效本位教育(outcome-based learning) 

 

• 成效本位教育：結果導向的思維、關注學生學習
產出而非教師的期望、意圖與投入，以成果界定
歷程(內容+策略)、表現本位取向、學生中心取向、
學生學習本位 
 



成效本位教育 

成效本位教育的三個重要成分： 
1.能反映目標且有明確陳述的學習成果 
2.具有能讓學習達標或結果得以展現的歷程或策略 
3.需要有對準預期成效、用來評量學習的效標 (criteria) 
                                                    W. Spady, 1994 
 
     學習成果、學習意圖、何謂成功的效標(標準) 
 



Spady成效本位教育的四大原則 

• 清楚聚焦並累積有意義的學習成效 

• 擴大學生學習得以成功的機會和支持 

• 對每個學生的成功給予高期待 

• 從累積來的最終成效往前(下)設計課程 



學習起點 學習終點 

主題/單元名稱 
學 習 
目 標 

總結性
的表現
任 務 

反思與
調整 

反思與
調整 

 素養  學 習 重 點 
( 表 現 + 內 容 ) 



成效本位教育之學習評量特性 

• 包括歷程與成果 

 

• 導向素養學習或課程目標的評量 

 

• 評量的規劃更系統化、脈絡化 

 



系統性的規劃素養導向學習評量 

• 形成性評量：在學習歷程中，對學生的各種導向目標
的表現所進行的評量，為了看見學生學習，給予回饋，
幫助學生的學習邁向預期成效 
 

• 總結性評量：針對學習目標是否達成而對學生表現的
好壞程度有所評斷(評分)而進行的評量 

 
學習評量是蒐集學生學習證據的工作，為了促進學習，

也為了有學習成效 
 



在教學規劃中，系統性地呈現學習評量 

  (一)學習成效＝歷程+結果 
  (二)評量＝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三)形成性評量＝注重學生學習的歷程  
  (四)評量與教學是連續伴隨的  
  (五)學習活動與評量活動應該同時規劃 
  (六)需設定評量基規準 
  (七)學生的素養透過一次次的教學活動中的表現與評量

回饋而調整與增長 



學習起點 學習終點 

主題/單元名稱 學 習 
目 標 

總結性
的表現
任 務 

配合教學，系統性的規劃學習評量 

 素養  學 習 重 點 
( 表 現 + 內 容 ) 



形成性評量釋疑 

 

• 狹義的形成性評量：教學中，對應到學習任務的
學習評量(例如任務一：探索校園，學習評量：完
成校園景點紀錄單) 
 

• 廣義的形成性評量：教學中，對應到所有學生表
現的學習評量 (任務一中喚起就經驗的口語回答、
小組討論觀察、學習單、……) 
 
 



評量~ 
學生上台報告或分享 
學生書寫特定主題報告 
學生表達設計的想法、展示作
品的方式與作品 
學生進行問題假設驗證的實驗 
學生的肢體演出 
學生為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尋
求解答 
…… 

 

使用素養導向紙筆評
量~ 
課堂中的任務學習單 
定期考中的素養評量題 
 

各種表現評量形式(多元評量) 



素養導向學習評量 

=多元評量  
=表現評量 (performance assessment) 
=實作評量 (performance assessment) 
 



表現評量 /實作評量 

實行並完成一個任務的過程與結果 

於真實情境中表現出能力或素養 

整合並運用學科知識（高層次思考） 

各種能力遷移 (素養)的表現 

   

 



表現評量的特徵（Herman, Aschbacher, & Winters, 1990） 
 

1.要求學生執行或製作一些需要高層思考或問題解決

技能的事或物 

2.評量的作業（tasks）是具有意義性、挑戰性且與教

學活動相結合 

3.評量的作業能與真實生活產生關聯；歷程和作品都

是評量的重點； 

 4.確定表現的基準（criteria）和規準 



表現評量   （performance assessment） 

表現評量才有辦法評量到知識、能力、情意與方法 
     「有歷程＋結果」的行為表現才能看到素養 

 
表現評量也可以採用紙筆測驗的形式，但紙筆評量很難評
到素養中的情意內涵，也很難用來評量認知技能以外的技
能表現 

   

    如果是紙筆評量，通常是異於封閉式的客觀式試題 
 



素養紙筆評量
題構成要素 



國教院素養紙筆題命題基本要素  (教育部) 

– 應用知識解決問題：佈題強調真實的情境與真
實的問題   

 

– 對準學習目標：評量強調總綱核心素養或領域/
科目核心素養、學科本質及學習重點 

 



名詞釋疑 

• Wiggins & McTighe, 1989  true assessment 

   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實作評量 

 

• 許多評量學者~ 例如，Cohen & Spenciner, 2003 

實作評量≠真實評量；真實評量是實作評量的一
種，真實評量必定包含真實的生活情境 

真實的實作評量=含有真實生活情境的實作評量 

 



素養紙筆評量題=實作評量題=表現評量題 

 
• 素養紙筆評量題= 
     真實情境：學習任務所在的真實生活情境、能讓知識

與能力遷移的學術任務情境 (領域學習的任務探究情
境) 

                                       +   
     讓學生整合運用所學：題目的題型與認知層次，要讓

學生能組織學習過的知識與能力，並加以運用 



試題的真實情境 

•與學習目標相關的學習任務
所在之情境  

                   + 

•類似於課堂學習任務所在情
境的類似情境，為的是做學
習遷移與總結性評量 。通
常是讓學生展現領域內高層
次的知能表現，如應用、分
析、創新整合、評鑑等 

•與學習目標相關的學習任
務所在之情境 
                    + 
•與所學有關的真實生活情
境，可以是領域或跨領域
知能之運用，為的是整合
所學，培養真實生活能力
或素養 
  



紙筆評量題的要素 

真實(生活)情境+高層次認知(概念、原則+認知技
能) 

 

認知技能=方法或策略運用、解決問題能力、批判
思考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創造思考能力…… 

 



是什麼原因讓你這樣說? 

哪些是素養
評量題? 



請倆倆討論，下列題目是否是素養題? 

• 每組挑兩個領域看，看完相同領域的題目
後討論。 



這是素養題嗎?是什麼理由讓你這樣說? 

外國人也愛台灣! 
內政部：申請歸化我國人數增加 

內政部指出，截至今年四月底止，已有
甘惠忠神父、柯彼得醫生……等44位，在
台灣長期貢獻、關懷弱勢、投入社會服
務的外籍人士，依新制完成歸化我國籍。
在台灣的新移民已超過52萬人，政府積
極倡導「尊重多元、欣賞差異」的觀念
與態度，同時也鼓勵新住民積極參與各
項公共事務，增進多元文化交流， 以提
升國家競爭力，打造和諧共榮的多元社
會。 
  --摘自《青年日報》，2018年5月14日 

1.下列何者不是新移民在融入台灣  
社會時可能面臨的問題? 

(A)社會適應   (B)語文文字學習 
(C)文化融合  (D)無法與家人聯繫 
 
2.請問新移民女性大多是因為什麼因
素移入台灣? 

(A)婚姻  (B)旅遊  (C)工作 (D)留學 
 
3.端節剛過，來台打拼的新移民對此
傳統節日一定相當陌生， 我們可以
怎麼做來幫助他們理解這個台灣的
民俗節慶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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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素養題嗎?是什麼理由讓你這樣說? 

• 小莉的臉上沒有像妹妹一樣，有個人見人愛的酒窩。這學
期學過生物課中的「遺傳」單元，小莉將家人有無酒窩製
作成一張表如下，小莉衷心盼望，未來她如果有小孩的話，
也會有酒窩。在基因沒有突變的情況下，小莉的願望實現
的機率有多大?請用基因性狀的隱、顯性符號進行可能性
之表示與推估，並將你的推論的理由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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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素養題嗎?是什麼理由讓你這樣說? 



這是素養題嗎?是什麼理由讓你這樣說? 



避免出不佳的素養導向評量題~ 

真實(生活)情境，對誰真實？ 
    虛構的人物所可能造成的觀點衝突 
是老師展現創意，還是考學生的創意？ 

      有創意， 但還是考記憶或理解的填充題或選擇題 
符合評量出題的基本要件嗎? 

    例如，評量超出學習目標的範圍、措辭、精簡、題意、難易
度、鑑別度、時間限制…… 

 
 
 



卡通題對學生而言真實嗎? 



卡通題對學生而言真實嗎? 



素養定期考試
卷如何編製? 



要如何出有素養題的定期考試卷? 

回到傳統編製測驗的步驟~ 
1.決定測驗目的 
2.確定所要測量的學習結果 (學習目標) 
3.列出教材大綱 
4.準備雙向細目表 (教材大綱+認知層次+知識向度+
題型之比例分配) 

5.根據細目表編製測驗 



雙向細目表~測驗出題之規畫藍圖 

教材內
容 試題形式 

認知歷程向度 合計(題
數) 百分比 

記憶 了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創造 

單元一 
選擇題 4 5 1 0 0 0 10 

非選擇題 5 5 1 0 0 0 11 
小計 

單元二 
選擇題 3 7 0 0 0 0 10 

非選擇題 3 7 1 0 0 0 11 
小計 

合計 
選擇題 7(14) 12 (24) 1 (2) 0 0 0 20 40 

非選擇題 8(16) 12(24) 2(20) 0 0 0 22 60 
小計 15 24 3 42 100 
百分比 22 0 0 



雙向細目表~測驗出題之規畫藍圖 

試卷內容效度之掌握 (素養紙筆評量) 
 

教材內
容 試題形式 

認知歷程向度 合計(題
數) 百分比 

記憶 了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創造 

單元一 
選擇題 2 7 1 1 0 0 14 

非選擇題 3 5 1 0 0 0 9 
小計 

單元二 
選擇題 3 7 1 0 0 0 11 

非選擇題 3 7 2 1 0 1 13 
小計 

合計 
選擇題 5(10) 14 (28) 2(4) 1 (2) 0 0 22 44 

非選擇題 6(12) 12(24) 3(9) 1(5) 0 1(6) 24 56 
小計 11 28 5 2 0 1 47 100 
百分比 13 7 6 



Bloom＆Anderson認知領域教學目標 

• 創造 
• 評鑑 
• 分析 
• 應用 
• 理解 
• 記憶 







不同認知向度與知識向度的題目量有所變化 



高層次認知題目變多，概念與程序與後設認知
知識題目量變多 



 
高層次認知之「程序-應用」題目 

 

• 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口罩成為國人不可或缺
的生活必需品，除了防護性之外，口罩美不
美觀也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請利用藝術課
程所學的對稱與造型圖案，設計一款口罩花
色。 



高層次認知之「程序-分析」題目 

• 請你看完下面兩篇同學回家訪問阿公的紀錄，
回答下列問題： 



高層次認知之「概念-評鑑」題目 

• 近日同學對於學校是否應該設置販賣機，有
許多討論。請列出學校設置販賣機的優缺點，
並評估其設置的必要性。 



高層次認知之「概念-創造」題目 

• 社會課本中描述了台灣百年來女性在受教育
的機會、家庭地位、以及服飾穿著上的變化，
請依此觀點，分別以100-250字描述一位清朝
1860年開港通商年代的女性與一位21世紀女
性一天的生活。 
 



高層次認知之「程序-創造」題目 

• 請為XX瓦斯公司設計一個向民眾宣導如何做才能省
能源的小冊子。小冊子中必須包括： 

    1.如何測量使用瓦斯的量 
    2.如何計算費用公式，以及解釋公式的意義 
    3.向顧客解釋省能費用度量的加權方式 

 



• 以上的題目多已具備素養評量題的特性，但可以從
情境的描述或鋪陳的方向做調整，進行題目優化 



定期考試題，包括基本認知題+高層次認知題(含素養題) 

 考慮整體題目配置，是否太難?太多?不要變成速度
測驗，也不要造成反學習的效果 

 基本認知題  (記憶+理解) 70%-90% 
 高層認知題  (應用、分析、評鑑、創造) ，包括知識、

方法、策略  10%-30% (含有真實情境的素養題) 
 也需考量出題技巧的成熟度，採漸進增加的原則，

初期可能是10% 
 

 



最重要的是~ 

課堂上老師有這樣教、學生有這樣學習，才可
以這樣考  (素養導向教學) 
 

「素養」是養成發展來的，不是老師直接給的，
也不是學生用背背來的 



社會領域定期評量題 逸仙國小楊政彥老師 
 

 



 



測驗還是測驗，評量還是評量 

請掌握測驗與評量的基本專業要求 

• 評量目的 

• 信度 

• 效度 

• 公平性 

• 客觀性 

• 不戕害學生的學習動機 

 



表現評量題
如何評分? 



掌握素養導向的紙筆評量題的設計要素 

設計完成的表現評量題， 須具備三個部分： 
1.預先設定好的成效目標 
2.能夠讓學生展現所知、運用所學的任務 
3.能與成效相呼應的表現基準或標準 



學生的學習表現如何評分？ 

使用評分/量規準 (rubrics) 
rubrics    (評分基準表、評量規準表、評分規準、
評分指引) 
因為學生的表現有品質上的不同，需做品質好壞
的判斷，因此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又叫做「品質
評量」（quality assessment） 
 



紙筆型素養導向題的評分規準 

4分=答案完整且合理 
3分=答案合理敘述不夠完整 
2分=答案大部分合理 
1分=答案少部分合理 
0分=未作答、完全離題、答非所問 



素養紙筆評
量題的設計
步驟 



編寫素養導向紙筆評量題的步驟 
                                            D. G. Wren,2009 

一、界定目標，然後思考 
1.有哪些重要的認知技能或特質、後設認知能力是我希望學生發展出來的? 
2.有哪些社會價值或技能是我希望學生發展出來的? 
2.那些問題是我希望他們能解決的? 
3.那些概念與原則是我希望學生能應用的? 

二、編寫任務 
任務能反映真實生活情境、能提供有意義的學習經驗、所測量的結果可以
與學習目標相呼應、避免偏誤 
三、發展評分規準 



擬題提醒 

設計時，可以思考~ 
1.更接近學生的真實經驗 
2.看到學生的思考與理解歷程 
3.課綱的學習重點 
4.單元的學習目標 



掌握學習目標擬題 

如果跟課室教學配搭出題，建議與單元素養學
習目標相呼應 (教學設計時的學習目標擬定已對應了
該領域的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 
 
如果是要出會考題、能力檢測試題、 標準本位
試題，則依據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出題 



 
對應素養目標與總結性表現任務的學習評量 

  

寫出素養學習目標 
寫出學生可以表現出來的素養或能力(基準) 
建構表現(實作)評量題 
建立評分規準(指引) 



編擬試題步驟 

1.思考這學期所上過的主題或單元 (雙向細目題目分配) 

2.課程最後(目標)培養了學生什麼概念與思考技能? 

3.鋪陳一個新的情境，連結學生真實(生活)經驗來測試學
生能力遷移的情形 (素養是否形成?) 

4.呈現資料，預想答題的重點與學生的典型表現 

5.敘寫題目 

6.修改 

7.擬定評分規準 

 

 



簡易設計步驟 

選擇一個包含知識與思考技能的素養導向的目標 
1.思考可與素養目標之概念連結的學生生活經驗 
2.呈現資料、帶入主角，進行敘述，成為具有情境的問
題 
  主題敘述、議題立場、專題、報導、圖表、計畫…… 
3.以開放式問題呈現，讓學生提出做法、理由、思考步
驟、程序等 

 



可使用的參考格式 



小訣竅 

• 可使用類會考的選擇情境題來修改 

 

• 可採用具解題歷程的建構反應式試題 



從「類會考題」的題型去修改 

小莉的臉上沒有像妹妹一樣，有個人
見人愛的酒窩。這學期學過生物課中
的「遺傳」單元，小莉將家人有無酒
窩製作成一張表如下，小莉衷心盼望，
未來她如果有小孩的話，也會有酒窩。
在基因沒有突變的情況下，小莉的願
望實現的機率有多大?請用基因性狀的
隱、顯性符號進行可能性之表示與推
估，並將你的推論的理由寫下來。 

 
 
 

對應本單元之學習目標 



數學寫作或建構反應式問題通常就是素養題 

宜蘭縣評量試題 



      謝謝今日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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