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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評量類型與命題原則
◆部定課程評量示例
社會領域
國語文領域

◆彈性學習課程評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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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情境

學術探究情境

學習脈絡情境

結合學習內容
與表現

領域核心素養

國教院測評中心研究教師
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整理
內湖高工羅嘉文老師製圖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結合，應用於
真實情境中的「問題解決」，才叫素養導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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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課程評量範例(地理)

../../../../景興地理共備/107學年/第一次段考/107-1九年級地理第一次段考命題分析表.pdf


部定課程評量範例(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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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課程評量範例(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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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課程評量範例(歷史)



一、請問資料一、二、三的內容分別代表哪一國家
的立場？(擷取與檢索)(記憶、理解)

部定課程評量範例(歷史)

二、當會議內容有爭議時，哪一項資料的國家立場
適合扮演協調者？理由何在?

(統整與解讀)(分析)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料，
進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部定課程評量範例(歷史)

分類下標題



部定課程評量範例(歷史)



一、德國人對於凡爾賽條約中的 231 條款最為痛恨，
其原因為何？(統整與解釋)(分析)

部定課程評量範例(歷史)

二、上述兩位歷史人物對於凡賽條約的評論，
你認為何者較有道理？理由為何？(省思與評鑑)





社 3b-Ⅳ-3 使用文字、照片、圖
表、數據、地圖、年表、言語等
多種方式，呈現並解釋探究結果。

歷 1b-Ⅳ-2 運用歷史資料，進
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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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領綱核心素養

領綱學習重點(內容+表現)
➔學習目標

評量目標
+核心問題(探究問題)

課堂學習過的僅為記憶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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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們需要

◎課綱內涵與運用

◎一般命題的原則

◎提問理論與技巧

◎閱讀理解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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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課室多元評量的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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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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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範例(記憶社區)

組團隊、田調與民族誌研究法、
資料蒐集、訪查、
多元形式呈現調查結果



彈性學習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範例(記憶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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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範例(記憶社區)



彈性學習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範例(記憶社區)

歷程性
評量



彈性學習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範例(數位閱讀與表達)

個人自介、事實與觀點、

聆聽與對話、概念歸納統整、

短講發表



彈性學習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範例(數位閱讀與表達)



總結

◆先有素養導向教學
才能有素養導向的評量

◆以學生學習目標為終點，
設計提問。

◆評量重點不在分數，而
在協助學生學習。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