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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and trends i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
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
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
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OECD 2030 學習指南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teaching-and-earning/learning/

● What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nd values will today's
students need to thrive in and
shape their world?

● How can instructional systems
develop these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nd values effectively?

It provides points of orientation towards the future we 
want: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well-being. 



PART ONE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https://www.cheers.com.tw/career/article/5098333?page=3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素養導向評量要素一：
強調真實的情境、真實問題

核心素養定義強調「應用在生活情境的能力」

(1)不同於以往的紙筆測驗多著墨於知識和理解層次的評量，

(2)素養導向則較強調應用核心知識與技能以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

問題。

(3)除了真實脈絡之外，素養導向之問題應盡可能接近真實世界(包含

日常生活情境、學術探究情境以及學習脈絡情境)中會問的問題。
國家教育研究院〈素養導向「紙筆測驗」要素與範例試題〉



素養導向評量要素二：
強調跨領域（學科）核心素養或是學科素養

國家教育研究院〈素養導向「紙筆測驗」要素與範例試題〉

(1)跨領域（學科）核心素養係指如總綱所定義三面九項中所
指出之符號運用、多元表徵、資訊媒體識讀與運用以及系
統性思考等跨學科甚至跨領域的共同核心能力，並非專指
跨學科的題材。

(2)學科素養則強調結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用於
真實情境的問題中。

(3)素養導向評量強調「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的結合，
應用於真實情境中的問題解決，引導課室脈絡化的教學與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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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is.utwente.nl/ws/portalfiles/portal/211308367/LS_Corderius_College_22_januari_2014.pdf



學習評量是蒐集、綜整與解釋課室內學習訊息，做各種教學決定的過程。

「素養導向評量是用以評估、回饋與引導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之實施」
(國教院，2018)

PART TWO
學習評量



Lorna M. Earl, Robert J. Marzano, Thomas R. Guskey (2003)；甄曉蘭(2008)；吳璧純(2013)；任宗浩(2019)



台師大科教中心研究員 任宗浩(2019)，中等教育



Where are we going?

How do we know 
we are there?

How are we going?

課程目標/學習目標

評量證據

課程與教學設計

https://i2.wp.com/katielmartin.com/wpcontent/uploads/2018/04/Scr
een-Shot-2018-04-21-at-8.25.35-PM.png?ssl=1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整理

確認期望的學習成果

決定可接受的
學習結果

參考自「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業發展實用手冊」
Jay McTighe & Grant Wiggins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整理

確認期望的學習成果

決定可接受的
學習結果

設計學習經驗
及教學活動

參考自「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業發展實用手冊」
Jay McTighe & Grant Wiggins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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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
• 受試者必須要將完成某項作業所需具備的技能表現出來，非僅
用書面或口語方式回答問題，評分相當依賴專業的觀察與判斷。

• 要求學生以口頭、書面或製作一項作品的方式，來評量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與否。如機械操作或做實驗等，也包含紙筆評量，
如解答數理問題、文章創作、完成研究報告等。

• 偏向由學生自己建構反應的題目，以測量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

• 可在自然情境下觀察個人表現行為，適於評量情意表現。

• 測量解決問題的能力，兼顧學習歷程與結果。
摘要自郭生玉(2014)，教育測驗與評量



重要的不是評量形式，而是學生「真正理解」了什麼的證據?

學習計畫應具有學生與老師互動的檢核點，

以便評估他們的進度並重新教學，或在有需

要的時候，可提供特殊幫助。

Mastery Learning精熟學習

Learning Theories: An Educational Perspective，P.108



參考自「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業發展實用手冊」
Jay McTighe & Grant Wiggins

重要的不是評量形式，而是學生「真正理解」了什麼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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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lists and Rating Scales適用範圍－頻率(frequency)
Rating scalesRating scales

技巧
在這項任務中，我成功地將技能用於…….。

所有問題 大多數問題 一些問題 零個問題
將資訊寫成一個正確的
方程式 √

確定了問題中的未知數 √
將攝氏溫度轉換為絕對溫
度

√

寫出了查理定律方程式 √
解出未知數的方程式 √
用正確的單位標籤寫
出了所有位數 √

Susan M. Brookhart(2013), How to Create and Use Rubrics for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Grading



示 例 一

臺北市景興國中/七年級校訂課程

島 嶼 探 訪 記 憶 社 區

課程目標：

學生能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精神，

善用資源以擬定田野踏查計畫，有效

運用各類符號表情達意，以同理心與

人溝通互動，尊重與欣賞差異，進而

敏察和接納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



彈性學習課程檢核點例舉

1.學習任務說明
「梘尾發展史」文章閱讀

2.學習步驟引導
拆解閱讀步驟，提供學習鷹架

3.設置學習成效檢核點
布置兩題實作評量任務，以檢核
學生之時序與空間位置概念。

4.規劃評量規準
•具體行為準則描述，協助學生發
展學習策略，掌握學習品質(AAL)

•具體作品品質描述，協助教師掌
握學生學習困難及成效(A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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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ypaper.pchome.com.tw/ftliu/post/1368383240



在我們準備出門去認識景尾社區之前，
讓我們好好的回顧一下這裡的發展歷史。

1.請閱讀文章「梘尾發展史」。

2.閱讀完畢後，依據後面的兩個問

題的提示，整理文章中的重要時

間與空間訊息，完成學習單。

認識梘尾發展史

http://jaungyoungming-club.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30.html

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JM20K1904_1.php?fbclid=IwAR1pj5DJrZ7Fz8fBpvJbnZNPyC216Vp_IUS4B61cYdL2eZfP9woRWdaRCjY


1.瀏覽文章的大、小標題。

2.確認要回答的問題。

3.閱讀文章「梘尾發展史」左半部。

4.分別找出跟產業發展、宗教信仰、

交通運輸與行政區劃的關鍵句子。

(可以先用鉛筆畫記，再用不同顏色色筆區分)

5.文章右半部請先個人閱讀，再到

小組討論確認。

梘尾發展史閱讀練習



形成性的「促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具體作品品質描述，協助教師掌握學生學習困難及成效，由教師反饋給學生進行修正。

專家 接近熟練 學徒 生手



一、將文章中提到的歷史時間用螢光筆標示，並於以下空白處以
時間軸方式，依據臺灣歷史分期，整理出與區域發展有關的
重要事項，如:產業發展、宗教信仰、交通運輸與行政區劃等)。

參考答案舉例



二、將文章中提到的重要發展地點及交通路線(景尾、木柵、

景尾溪、萬新鐵路)用螢光筆標示在日治時期台灣堡圖上。



學 生 作 業 舉 例



學 生 作 業 舉 例

學生時序有誤，
提醒修正



歷程性的「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
具體行為準則描述，協助學生發展學習策略，掌握自我學習品質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專家 接近熟練 學徒 生手



臺北市景興國中蔡佩穎老師提供



臺北市景興國中蔡佩穎老師提供

學生嘗試使用規準表的引導，獨立
完成實作評量。過程中出現的困難
在於如何使用台灣堡圖的網站地圖
找到學習單中的地區，在新舊地圖
疊圖技巧上也還需要教師引導，其
餘大致是可以依據規準表的引導進
行學習。



參考自:設計優質的課程單元：重理解的設計法指南



1. 應用知識和技能，而不僅僅是回憶或確認。
2. 開放性的，通常不會產生一個正確的答案。
3. 建立嶄新、真實的情境問題。
4. 透過學習遷移提供了理解的證據。
5. 可以整合兩個或多個主題以及能力(4C)。

•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 Communication
• Collaboration

6. 是多面向的，可評估多個標準或成果。
7. 根據評分規準或標準進行評估。



實 作 評 量 練 習

• 檢視校訂課程的核心素養或校

本素養指標與課程目標的重點

(認知、技能或態度)。

• 請列點說明課程目標的重點。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Step1：檢查課程目標(以此為評量的目標)



【島嶼探訪記憶社區】課程目標敘寫示例

學生能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精神，善用資源以

擬定田野踏查計畫，有效運用各類符號表情達意，

以同理心與人溝通互動，尊重與欣賞差異，進而敏

察和接納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Step2：設定評量任務形式與內容(如:短講發表、
專題報告、戲劇表演……)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 如果確認評量任務符合課程目標，則接著精緻
化任務描述。

• 情境描述：
請依照設計的課程，詳細的描述任務內容，包含:學生
扮演的角色(R)、這個任務的受眾(A)、情境和任務內
容等(S)。



表現任務敘寫示例【用記憶拼貼社區】
分組完成踏查行動規畫執行並以多元形式記錄展現

若社區的集體記憶是一本書，你會如何撰寫？若社區的地域印象能被圖像化，你會如何
塗繪？我們要邀請大家透過照片、軼事、影音等多元方式，紀錄述說我們學校所在社區
的集體記憶故事。這份任務需要以團隊專題研究的方式來完成，組成團隊應依據對象的
「做事能力與學習態度」來進行評估，以免於活動進行中，研究重擔集中在少數人身上
而使團隊的成立喪失意義。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任務說明:
1.每6-7人組成一個社區田野調查研究團隊。
2.團隊運用課堂所學的田野調查法與民族誌的敘事法，透過資料收集與閱讀選擇想要

探究的主題、問題或範圍。
3.團隊可以利用課堂田野調查時間訪談社區人物；也可以在課堂田野調查後，再自行

規畫要增列訪談調查的對象，並利用課餘時間自行規畫執行。
4.團隊將完成一份以影音、簡報或是速寫詩集等形式呈現的社區記憶調查報告，這份

報告將典藏儲存於景興記憶庫中，提供以後的學弟妹或校友們閱讀。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Step3：設定評量任務中的重要評量向度(criteria)
與決定等級個數(3-4個)。

等級
向度 ？ ？ ？

向度甲

向度乙

向度丙

The Criterion Question: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 work
would give evidence for student learning of the knowledge or
skills specified in this standard (or instructional goal)?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Step4：選定任何一評量向度，針對可觀察的具體
表現，給予具體文字描述各等級行為表現。

The Performance Description Question: What does
student work look like at each level of quality, from
high to low, on this criterion?



範例:圖3.4        生命週期專題評分

標準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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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 4分 2分 0分

海報標題
海報上有明顯的標題
，拼寫正確，大寫字
母。

海報上有標題，但有
錯誤或很難讀。

沒有題目或標題
。

生命週期階段的
順序

生命週期的所有階段
都有正確的順序。各
個階段都有正確的標
籤。

生命週期的一個或多
個階段的順序是錯誤
的。

不包括在內。

生命週期階
段的圖示

每個階段的插圖都
很明顯。

缺少一兩個生命週期
階段的插圖。

生命週期階段缺少2個
以上的插圖。 不包括在內。

生命週期階
段的描述

階段性的描述，至
少有2個細節。

階段的描述有一個細
節。缺少一個或多個
階段。

階段性不完整或缺失
。各階段只有一個或
零個支持性細節。

不包括在內。

海報的整體外觀 海報非常整潔和有條
理。標題和所有句子
都有正確的拼寫、大
寫和標點符號。

海報有一定的整潔性
和組織性。一些正確
的拼寫、標點符號和
大寫字母。海報顯示
出不太努力的跡象。

海報淩亂，有
許多錯誤，沒
有上色，或未
完成。海報沒
有顯示出努力
的跡象。

資料來源：賓夕法尼亞州基坦甯市西山小學三年級教師Courtney Kovatch的許可。經賓夕法尼亞州基
坦甯市西山小學三年級教師Courtney Kovatch許可使用。

教師認為《生命週期階段》比其他標準更重要。



範例:圖3.5 生命週期專案評分標準的修訂版

46資料來源：賓夕法尼亞州基坦甯市西山小學三年級教師Courtney Kovatch的許可。經賓夕法尼亞州基
坦甯市西山小學三年級教師Courtney Kovatch許可使用。

高級 精通 接近熟練 新手

生命週期階段
的順序

生命週期的所有
階段都有正確的
順序和正確的標
示。

生命週期的一
個或多個階段
的順序是錯誤
的。

沒有指定順序
，或順序不正
確。

生命週期階段
的圖示

每個階段都有
一幅插圖，特
別清楚或詳細
地介紹動物當
時的情況。

每個階段都有一
幅插圖，有助於
顯示動物當時發
生了什麼。

一些階段性的
插圖沒有顯示
動物當時發生
了什麼。

插圖無助於展
示動物在其生
命週期中的情
況。

生命週期階段
的描述

階段性描述準
確。描述特別
完整和詳細。

階段性描述準
確。

對各階段的描
述有一些不準
確或不完整的
資訊。

沒有描述任何
階段，或對階
段的描述不準
確。

• 從評分標準中刪除格式標準，將其作為工作習慣問題來處理。
• 用熟練程度取代點數。
• 編輯表現水準描述，以包括更少的計數和更多的實質性陳述。



國中社會學習領域素養導向評量

--紙筆測驗命題討論
李鳳華

測驗與評量研究中心研究教師

2020/07/02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國教院測評中心研究教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社會學習領域素養導向評量命題參考流程



國教院測評中心研究教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評量範圍--鎖定題目年段、學科概念

--評量目標--鎖定題目重點(認知、技能、態度)

--評量價值--鎖定題目核心價值，確認是否符合素養

--學生面臨的生活情境，如家庭、同儕生活等

--與公眾事務或重要議題、政策有關

--泛指學術、專業領域上有興趣的議題，
如:田野調查。

問題解決

社會領域素養導向評量試題的檢查流程



知識向度
認知歷程向度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資料出處: https://slcc.instructure.com/courses/339717/pages/interactive-blooms-
taxonomy

https://slcc.instructure.com/courses/339717/pages/interactive-blooms-taxonomy


國教院測評中心研究教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素養導向評量命題流程拆解
學習內容
合於學習內
容範圍素材

地 Bg-Ⅳ-4
問題探究：
漠南非洲的公
平貿易議題。

廣泛收集素材

多面向提問



國教院測評中心研究教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素養導向評量命題流程拆解

核心素養
期待學生展現
的素養面向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
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
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
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
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
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主要核心素養，
決定評量情境脈
絡。

次要核心素養，
決定溝通表達形
式。
主、次要核心素養由布題老
師視評量目標自行安排。



國教院測評中心研究教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素養導向評量命題流程拆解
學習表現

學生學習內容時
的認知、技能與
態度之學習展現

探

究

思

考

歷

程

第1構面 理解及思辨第3構面 實作及參與



國教院測評中心研究教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素養導向評量命題流程拆解

情境脈絡

情境改寫鋪陳
合於素養邏輯

觀察現象
發現問題

收集資料
閱讀檢視

分析探究
呈現解釋

評估現況
提出方案



國教院測評中心研究教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素養導向評量命題流程拆解
觀察現象
發現問題

收集資料
閱讀檢視

分析探究
呈現解釋

評估現況
提出方案

認知歷程

確認學生作答時
需動用的層次

2.5推論 (inferring)：根據
現有資訊，提出一個具邏
輯性的結論。

4.2組織 (organizing)：能
對所呈現的資訊片段，建
立系統與和諧的關聯。。

5.2批判(critiquing)：評論
解決問題程序的適切性。

6.2 計畫(planning)：
要求規劃能滿足問題規準
的解決方法，即發展解決
問題的計畫。



國教院測評中心研究教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問題解決
命題是否提供
問題解決任務

觀察現象
發現問題

收集資料
閱讀檢視

分析探究
呈現解釋

評估現況
提出方案

素養導向評量命題流程拆解

圖六為公平貿易標章的介紹與說明，從選文中描
述到目前為止的東尼公司營運狀況來評估，你認
為他們在「友善生產者」、「友善消費者」與
「友善環境」的哪個面向還有進步的空間?你會建
議東尼公司未來加強規劃什麼樣的具體措施，以
確保能達成該面向的訴求。(至少任選一個面向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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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總綱宣講種子老師 國教署/高中歷史學科中心國教署/國中小初任教師研習

國教署/在地培力教學與評量種子老師



桃園市/高中教師 新竹市/國中小教師台北市/社會領域輔導團

新竹縣/輔導團員 基隆市/國中社會領域教師 新北市/國中社會領域領召



國教署/高中歷史學科中心

台東縣輔導團/國中小社會教師台中市/高中社會探究實作台南市/國中小輔導團員

基隆市教育處/國中教師國教署/深耕課程計畫



國教署

課綱種子講師
在地培力各縣
市承辦人員

高中學科中心

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直接
辦理全縣/市

縣/市
國教輔導團

工作群組/
地方學校



教學
提問

學習
評量

課程
綱要

AOL
AFL
AAL

引導/
回應

引導/
回應

學習操作體驗

實作/概念思考

學習後設反思



https://www.naer.edu.tw/PageSyllabus?fid=53

國
社

英

自

數

國教院素養導向教學評量研發成果

https://www.naer.edu.tw/PageSyllabus?fid=53


謝謝聆聽
THANK YOU!

歡迎提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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