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成效卓著的教學單元計畫: 規劃專題  
專題中的評量 

 

過去與現在的評量情境 
二十年前，課堂典型的評量方式如下：學生接受書面考試，學生進行口頭報告，或由教師口頭

提問，而學生書面作答。過去的教師講授內容後，會使用上述其中一種策略評量學生、登記成

績，然後繼續進行下個教學單元。 
 
今日，課堂教學的評量情境截然不同，測驗及隨堂小考仍然沿用，但不再是評量學生學習的唯

一方法。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評量策略，在教學單元的不同時間點進行，包括：  

• 教師及學生以討論會的形式，提出及接收回饋。  
• 檢核表及評鑑指標可幫助學生瞭解學習目標，並可自行管理學習進度。  
• 自我評量有助於學習過程中的後設認知及省思。  
• 評鑑指標定義作品及成果品質，讓同儕及教師進行評量。  

評量目的 
現在課堂評量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學習，改進教學。評量不是一件獨立的事件，而是貫穿整

個專題的連續過程。貫穿教學單元並持續進行評量，是專題式學習的核心，教師可利用多種方

法，讓學生瞭解所學的內容。評量成為促進學習的工具，不再只是測試智力表現或堆積知識的

測驗。評量貫穿教學單元，教師可因此瞭解更多學生的需要，從而調整教學方式，以提高學生

的學習成效。 
 
評量應針對特定的資訊目標，充分利用教學策略的優點，例如：  

• 學生如何向學習目標前進？  
• 學生可利用哪些思考技巧？  
• 學生可否透過自我管理及省思，提升學習？  
• 學生融合並應用新資訊的能力如何？  
• 學生的動力為何？  
• 特殊指導的成效。  
• 是否需要修改教學策略？  

以學生為中心的評量，可讓學生參與整個評量過程，並提供更多學習及實踐的機會：  

• 制定專題計畫、檢核表及評鑑指標。  
• 利用省思提示，幫助學生思考及自我評量學習。  
• 訂立目標，設計任務，並預測學習內容。  
• 找出學生會遇到的學習困難，並考慮可行的改進策略。  
• 學生給予並接受同儕回饋。  

進行這類評量，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意識，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讓學習更順利。 
 
想促進成功學習，可為學生提供以下各項：  

• 預先告訴學生明確的評估標準。  



• 提供自我督導進度的機會。  
• 向同學提出建設性的回饋，並結合同學的意見，改進學習的方法。  
• 進行省思、改進過程及作品的時間。  
• 為未來的學習，訂立新的學習目標。 

 
 
重新定義評量的目標 
傳統的課堂環境只提供有限的評量工具，例如測驗及口頭報告。傳統評量方法雖然快速容易，

但在教學單元中，對於學生的學習進度及教學效能，所提供的資訊相對有限。持續及多元的評

量，可提供更多有意義的資訊，尤其用於以下各方面：  

• 評估學生的先備知識。  
• 清楚定義並與學生說明學習目標。  
• 為教師及學生提供診斷性的回饋。  
• 評量及提升教學成效。  
• 指出學生的強項及弱點。  
• 加深學生對學習進度的瞭解。  
• 促使學生參加自我評量，並交流學習進度。  

設計專題時，必須謹記學習目標，從目標開始，確定學生需要瞭解的內容，再定義如何評量學

生的理解程度。以上各項需要在設計活動前仔細考慮，這種「回顧式」的教學設計，可讓專題

課程專注於學習目標。專題式教學單元的評量，應根據以下原則規劃：  

• 採用多元評量方法。  
• 將評量融入整個學習過程之中。  
• 評量教學單元的重要目標。  
•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評量過程。  

於教學過程中整合評量方式。 
開始專題之前，請運用評量資料，並透過下列問題，決定專題的起點：  

• 學生必須掌握什麼樣的先備知識？  
• 需要什麼類型的活動？  
• 學生如何分組以進行合作學習？  

專題進行期間，為學生進行評量，以達成以下各項：  

• 分享學習目標及評估標準。  
• 為學生提供自我導向的學習機會，讓學生自行訂定學習目標、制定學習計畫，並省思學

習。  
• 督導學習過程，向目標邁進。  
• 督導學生的學習及理解情況。  
• 鼓勵同學提供回饋。  
• 指出誤解。  
• 確定學生是否在新領域上應用知識。  



 

專題結束後，為學生進行評量，以達成以下各項：  

• 確認需要進一步學習的領域。  
• 規劃下一步的學習機會。  
• 訂立新的學習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