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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評量軟體與 21 世紀技能 

 

21 世紀的學習   
專題評量是一項寶貴的資源，協助那些致力於實現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師，以及期望加強 21 
世紀技能教學的教師。在其中可以找到這些技能在不同情境中如何體現，以及如何修改不同的

評量，供教師和學生評量自己的思維和同伴的思維。     
 
在21世紀跨入成人行列的學生，面對著他們的前輩無從想像的任務和挑戰，層出不窮的數位

設備和浩如煙海的資訊，使今日社會中的個體必須精通各式各樣的技能和策略，這些技能在他

們的祖父輩並不重要。這些 21 世紀技能包括:  

• 責任感與適應力—
在個人、工作和社會環境中能夠承擔責任，同時表現出靈活性；為自己和他人設立高標

準和目標，並加以實現；能夠忍耐不確定性。   
• 溝通技巧—

在各種情境下，以各種形式理解、應對和進行有效的口頭、書面、多媒體交流。  
• 創造力與求知欲—

能夠提出、實現新觀點，並把新觀點傳播給他人，能開放地接受、回應新的不同觀點。  
• 批判性思考與系統性思考—

在理解和進行複雜決策時，能夠進行合理推算，瞭解系統之間的聯繫。  
• 資訊與媒體素養技能—

能夠分析、獲取、管理、綜合、評估和創造各種形式的媒體資訊。  
• 人際與合作技能—

表現出團隊合作精神和領導能力；適應不同的角色，承擔不同的責任；能與他人高效合

作；富有同情心；尊重不同意見。   
• 發現問題、界定問題、解決問題—具備界定、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自我導向學習—

掌握自己的學習狀況和學習需求，獲取合適的資源，將所學應用至另一個領域。  
• 社會責任感—行事負責，以集體利益為重；在公私場合中的行動均符合人倫常理。  

遺憾的是，學校雖然可以幫助學生培養這些技能，但目前卻沒有完全發揮成效。現今很多教師

鮮少受過訓練，無法教導學生思考，或教導學生其他 21 
世紀技能，雖然他們本身可能可以很純熟地運用這些技能，卻常常未能意識到自己和他人的思

考歷程。專題評量軟體可以幫助教師專注於學生的思考能力，以促進學生思考和學習的方式進

行教學和評量。 

在專題中評量思考能力 
所有以學生為中心的專題，都可以融入評量學生的21世紀技能。然而，選擇專題中要集中關

注的技能往往很困難，而要說明某項技能在特定的情境中如何表現，也非常具有挑戰性。專題
評量軟體就是為幫助實現上述過程而設計的，提供針對21世紀技能的評鑑指標、評分指引和

檢核表，定義這些技能在專題情境中如何體現。   
舉例來說,豆豆成長大賽 , 
是設計有效專題中一個示範教學單元計畫，評鑑指標把科學調查的分析細分成幾個子項，更精

確也更容易觀察和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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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證據成功推得出數個結論。  
• 在比較自己和他人的發現時，能夠考慮到其他變項，來確定適合植物生長的最適宜條件

。  
• 會比較自己原有的植物知識與實驗結果，並能詳細說明新學到的東西。  

此類對於思考技能精細、具體的描述，為教師提供了關於特定思考類型的有用資訊，學生在這

些方面可能需要額外的幫助。    
 
在專題評量應用軟體中的評量資料庫包含針對各類專題的評量，從學生出版品到口頭簡報均包

括在內，所有這些評量都可以輕鬆修訂為符合教師的需求。 
 
評量思考技能和過程  
在規劃和評量學習狀況時，教師經常使用很籠統的詞語，如「批判性思考」或「問題解決」來

描述目標，這類術語包含眾多子技能，因此難以評量。寬泛的描述無法提供必要資訊，蒐集據

以評量學生思考能力的精確資料。   
 
專題評量軟體可提供不同的思考子技能相關資訊，例如以檢核表考察小學生發揮創造力的流暢

程度，而不是僅用「創造力」這種空泛的術語來評量學生；在檢核表中列出了以下技能，可以

在不同情境中輕易識別:  

• 想出眾多不同的主意。  
•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  
• 一個問題提出多種可能的解決方法。  
• 想出實現目標的多種方式。  

鼓勵思考的課堂環境  
學生們不可能在一堂課或一個單元的學習中習得、發展 21 
世紀技能，這些技能必須在所有學習體驗中加以強調。為了營造鼓勵思考的課堂環境，教師和

學生必須發展思考的語言，發展自主與合作能力，以一致的方式使用。專題評量軟體提供的評

量方案和背景資訊中，有大量術語供教師在討論專題時使用，隨著學生逐步熟悉思考的語言，

他們會從後設認知的角度來認識自己的思考過程，更能掌控自己的思考能力，成為更成熟、懂

得運用策略的思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