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評量: 評量目的  
在整個教學環節持續評量 

 

教學前的評量  
開始單元學習之前，教師需要初步評量以評估學生的需求，規劃教學單元，設計課程與訂定標

準時，他們會反思自己瞭解多少學生在這個主題先前的學習經驗，回想學生容易產生什麼錯誤

的概念，以及哪些方面對學生特別困難。考試和測驗成績，能夠幫助瞭解先前教學的成效，這

類資訊非常有用且重要，不僅是規劃教學單元的基礎，還有許多其他用途。  
 
每一位教師都知道，所有學生各有不同，各群學生有各自的強項和人格特質，各個學生過去接

受的教學不同，對於新主題的理解能力和興趣也相異。   
 
教師可以引導討論，請學生填寫圖形組織圖或日記，從中瞭解學生對該主題的理解狀況，以及

對這門學科所抱持的態度。在教學單元開始之前蒐集有關個別學生的理解情況，能夠幫助教師

衡量學生需求，設計激發學習動機的學習活動，促進學生成功學習。  
 
教學過程中的評量 

• 在教學單元進行的過程中，評量具有以下三種不同目的：鼓勵自我導向學習與合作  
• 掌握進度  
• 檢核理解，鼓勵後設認知  

透過多種形式的非正式評量，如學習日誌、觀察記錄、檢核表、會談等，教師可以蒐集有關學

生技能發展的狀況，以及學生對於這個主題的思考和理解進展。這類資訊可以幫助教師因材施

教，視情況需要當場做出決定，例如在進入下一個預定活動之前，先停下來花些時間複習某個

概念，或重新編排活動順序以引起學生的興趣。 
 
瞭解學生對於一個主題的想法，也可以幫助教師「做出適當調整，以順應學生個體的差異，確

保所有學生都能夠理解、實踐、掌握每一個部分，朝向最終目標邁進」（Guskey, 2005, p. 
33）。透過個別回饋和彈性的分組，教師可以幫助學生成長，迎向未來。滿足學生個別需求

的教學，會讓學生感到自信，激勵他們投入學習，甚至在學習過程中願意承擔一定的風險。  
 
評量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培養善於思考、獨立自主的學習者。在有些課堂上，學生僅在單元

結束時透過測驗或撰寫報告，得到學習情況的回饋，通常在他們領悟到自己的學習狀況時，整

個班級已經進入到下一個主題，學生幾乎沒有什麼機會或興趣來校正誤解或改善技能。 
 
若是在學習過程中，能夠常以各種方式評量，學生便能夠理解與主題相關的工作怎樣才是最優

秀的，甚至可以參與擬定最終作品和表現的品質標準。家長和學生經常得到具體的回饋，瞭解

學生的學習情況，怎麼做可以更加完善。學生比對優秀的標準，學到評量自己思考和工作的策

略，他們有機會單獨省思，或與小組一起省思，他們合作解決問題的成效如何。當他們根據自

己的評量設定明確目標時，就能夠依據教師指示，使工作成果更接近範例（Shepard, 
2005），並監控自己的思考和團隊工作。Black 與同僚（Black, Harrison, Lee, & 
Marshall, 2003）指出：「這種監控自己學習的能力，是形成性評量的一大益處（p. 
67）。」同儕評量和自我評量，能夠幫助學生成為獨立的學習者，他們知道自己的強項和需

求，知道如何設定目標，監控自己的進展狀況。 



教學後的評量  
在單元結束時，學生必須展示學到了什麼，教師也需要知道學生學到了什麼、哪些能夠延續到

下一個教學單元；這些評量要求學生展示他們的理解和技能。   
 
某個主題中的低層次知識，可以透過測驗、考試來評量，但是要評量較深層次的理解，則需要

不同類型的任務。當學生規劃、實施這些表現型的任務時，便展示出如何將所學應用到真實的

情境中。這些任務必須審慎設計，要能夠區分學生的理解層次，讓學生有機會展示所學，諸如

報告、短文、簡報、藝術表演、展示活動等任務，讓學生展示他們對內容、與他人合作、思考

與自己學習進度的瞭解。  
 
其他一些長期的評量，如學習歷程檔案、持續不斷的會談等，讓教師和學生有機會建立單元之

間的聯繫，甚至是不同學科領域、個人目標之間的聯繫，幫助學生評量一段時間內的學習狀況

，為教師和學校制定長遠計畫提供重要的參考資訊。   
 
營造鼓勵學習的課堂文化 
通常教師在設計學習單元時，會考慮自己要做什麼、要講什麼、要安排哪些活動、出什麼試卷

、怎樣評分等。當每日的形成性評量成為習慣，教師就會開始站在學生的立場，思考學生要做

什麼，而不是站在教師的立場去想要做什麼，原本的想法：「我要用影片和展示活動，向我教

的三年級學生解釋簡單機械」轉換為：「我可以要求學生從事什麼活動，向我展示他們對簡單

機械的理解？」先評估學生原本的理解，然後教師再想辦法幫助學生持續擴充理解，掌控學習

進度。在種課堂中，教師的行為是指導性的，是實現學生學習這個目標的手段。  
 
在許多課程中，學生每天上課的時候只有一種想法：「考試會考什麼？」在這類課堂中，評量

成為猜謎大賽，教師希望學生學習考試要考的內容，卻不告訴學生試卷上到底有什麼，因為試

題是從期望學生學習的知識中抽選而出；學生則想知道考試到底要考什麼，他們只要把這些東

西學好就行了，不用去學那些「沒必要」的資訊。測驗的評分結果可能完全出乎意料，無法準

確反映學生對某個主題的理解，學生想取得好成績，像是在和教師玩一種複雜的遊戲，而不是

學習。  
 
反之，如果學生常獲得學習狀況的回饋，就會更專注於學習。他們明確知道評量的內容，因為

評量反映學科中的真實的學習，在學習單元中，他們不斷獲得資訊，瞭解自己做得怎麼樣、要

實現哪些目標、如何改進。在單元結束要展現所學成果時，學生已經有很多機會培養自己的理

解能力和技能，對於學習情況也有大致的概念，不會被分數嚇一跳。  
 
在學生、家長和教師共同持續評量學生學習進展的課堂上，教學氣氛將更專注於學習，如果教

師注重「學」甚於「教」，學生會感到更有掌控力，更願意積極學習（Black, et al., 2003, 
p.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