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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玩味生活出題趣：素養導向評量之學習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實施課程：教育系三年級「學習評量」課程 

授課教師：侯雅雯 

參、 前言 

有「教」與「學」必有「評量」，這三者像是糾結在一起的繩索，彼此關係交錯綜合又彼此相依。

在教學實務現場，紙筆測驗仍是最普遍且從未停止服役的評量方式之一。教師自編測驗、各校的段考

或是國家考試等皆是紙筆測驗。紙筆測驗有多種題型，尤其是選擇型試題(如選擇題、是非題、配合

題等)，因命題方便、計分客觀、省時省力、可同時測驗多位學生和即時診斷學生學習困難等優點(余

民寧，2011；林金山，2017；曾靜雯、許瑞強、陳璿文，2018)，仍佔有一席之地。 

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已上路許久，培養學生各種「素養」是每位教師的願望與職責，除了設計

和執行各種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之外，也要進行「素養導向的評量」。當素養與評量相碰撞時，會

引起「素養導向評量」和「素養導向試題命題」等火花，不管是職前教育的師資生還是實務現場的現

任教師，無法逃離素養導向的評量和測驗設計。 

鑑於此，本計畫欲研發大三生的「學習評量」專業課程(師資生為主)教材，利用全國教師檢定考

考古題來學習命題相關知識，除了讓學生熟悉考古題以增能考試準備之外，還結合學生生活經驗與創

意創作來進行題目改編，希冀能設計出有趣、結合生活情境、具多元面貌且兼重認知、情意和技能目

標之「素養導向的評量題目」，讓題目更貼近生活與具有生命力。 

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 計畫特色 

本計畫符合現今重視「素養教育」的時代脈動。近幾年，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政策非常火紅，

且已落實於各級學校教育。素養教育不僅牽涉跨領域的統整、反省思考及行動與學習，也非常強調生

活應用，它成為一種「隨時帶著走的能力」之教育新模式。本計畫不再只將學生視為「被評量者」，

而是翻轉學生的評量角色，將學生視為「學習者」和「評量者」，強調學生主動性和自我回饋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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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再者，透過本計畫，學生可培養與提升21世紀所需之關鍵能力。根據美國「二十一世紀關鍵

能力聯盟」的倡議（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2019），「關鍵能力」包含學習與創新能力、

數位能力、生活與工作能力等三大類。實際上，教師每天所遭遇的教育相關情境處處充滿這三大關鍵

能力。因此，透過本計畫的執行與實踐，師資生能培養此三大類能力，以利未來職場上的應用與增強

成功教與學的機會。 

二、 具體內容 

整學期的課程進度分為知識理論架構、腦力激盪、共同設計創作、實務技巧應用等四面

向，以系統性方式編排內容，協助學生從領域知識的了解、分類、模仿、應用與創造進行評

量命題的整體學習。以下分就上述四大部分進行說明： 

(一) 知識理論講解 

依據上課進度講授與討論學習評量的演進、各種評量方式、各種評量題型的比較等各重

要面向，培養學生基礎的評量知能。此外，最重要的是2場業師協同教學活動的安排。本計畫

從不同教育研究機構(含大考中心和國中實務現場)邀請不同類型的專家學者(含研究員與國中

教師)，分享他們對於素養導向評量的看法，讓學生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瞭解與探知素養導向評

量的意義、趨勢和相關議題。 

日期 3月11日 5月28日 

(*因講者臨時有事，故調時間以遠距教

學方式進行) 

講者 大考中心陳相如研究員 台中市立豐東國中邱郁善老師 

講題 素養導向的教與學暨教檢準備 GOOGLE表單出考題與素養導向命題 

活 動

照片 

  

(二) 腦力激盪和共同設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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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腦力激盪 

對於初次接觸或對素養導向測驗命題還不熟悉的學生而言，他們雖知道現今社會

強調素養教育，也知道測驗試題要和生活情境相關，但要實際設計出素養導向的

試題卻概念模糊或不確定是否為真素養題。因此，藉由新聞公告的某些大考考題(如

指考、會考、統測等)讓學生於課堂上分析與討論，一方面加強學生的教育專業知

識，另一方面讓學生去分析「素養題」的面貌和組成成分。此外，在業師協同教

學中，業師也利用影片觀看的方式，讓學生從中找尋線索並思考這個影片能夠設

計出什麼樣的「素養題」。學生在本計畫課堂進度中，不僅學到傳統的試題命題

方式—「先命題，再思考和生活情境的連結」，還可以學習到另一種命題的方式—

「先思考和生活情境的連結，再命題」。不管哪一種命題方式，學生都可以隨情

境不同而加以變化應用。 

2. 共同設計創作 

學生已有基本的素養導向測驗的知識概念後，此部分為第13週的課堂活動，讓學

生藉由前幾年的教師檢定考古題的觀察了解如何將之改編為「素養題」。因個人

學習程度有差異，本計畫在此週利用小組共學的方式，讓小組成員們共同討論與

設計。雖教師不限制共學形式，但學生們通常會自行一個圈或聚在教室某一區域，

有些查訊息，有些討論，各司其職，不僅提升自我意見表達能力、隨機應變能力

和人際溝通能力，更重要的是促進學生的創意思考能力。 

在這些共學活動中，學生參與討論非常踴躍，師生互動氣氛非常好。透過這樣的

方式，應能讓學生對於素養導向命題設計有進一步的理解和認識，也透過觀察和

模仿，有助於學生小組報告之創意發想，進而提升學生之課程相關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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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上課情形： 

 
 

 
 

(三) 實作活動 

此為本計畫最後一階段，亦即，學生要利用他們前幾週的所知所學，實際將教師檢定

考古題進行改編，讓它成為素養導向的試題。本計畫是授課教師先從歷年教師檢定考

古題中挑選諸多試題，為了公平起見，每位學生自行抽題。學生抽題後，必須先回答

該題，再進行素養導向試題改編，藉此，協助學生回顧所學的教育專業知識，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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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練習素養題的設計。學生作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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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學生學習成果繁多，故僅提供1份學生的文案設計內容(如下方附件)作為範本以供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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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實施成效及影響 

1.質化： 

整體教學創新計畫實施完成後，發現學生對於十二年國民教育綱要、素養導向的教與學

和素養島導向試題命題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且能了解素養導向試題設計之重要原理原則，並

能將教師檢定考古題改編且實際應用於素養題設計上。因此，本課程落實學習評量知識與技

能的結合，除了課程知識和業師所分享的知識之外，透過實作活動，除了了解不同教育專業

科目的考古題之外，也能增進學生訂於素養題命題的實務學習。 

本計畫不只有授課，還邀請業師分享，更讓學生以小組方式進行腦力激盪、素養題判斷、

共學共創等活動，不僅讓個別學生能表達個人想法，亦讓學生在小組中透過溝通合作，了解

他人的生活經驗和思考，並結合眾人力量，彼此激發創意。 

此外，原本於推動計畫前很擔心學生對於素養導向評量和試題設計不感興趣或難以將腦

中的創意具體展現之，所以，在實際課程實施時，設法於專業知識講解外，穿插影片於教學

過程中，並邀請不同類型的業師，讓學生了解從不同角度來看素養導向評量，以及讓學生知

道實務現場的老師如何設計素養題。在教學過程中，也偶爾讓學生利用手機進行各種素養導

向關鍵詞和試題素材(如最新的新聞、報章雜誌等)的搜尋，讓學生多接觸各式各樣的素材，並

得以在素養題改編設計上得以應用。實施結果的效果還不錯，確實有讓學生上課不會覺得太

枯燥。 

 

二、量化 

1.本課程期中滿意度調查達90%以上。 

根據學生教學意見調查，因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尚未釋出，故，僅呈現本課程的期中意見調查

結果。本課程期中意見調查結果如下： 

大項 小項 是(%) 

1.教學態度 1.教師準時上下課? 90.00 

 
2.教師注重出席率? 100.00 

 
3.教師維持課堂秩序? 100.00 

 
4.教師於課外或課後提供輔導時間?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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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師樂於回答學生問題? 100.00 

 
6.教師具教學熱忱? 100.00 

2.教學方法 7.師生互動良好? 100.00 

 
8.教師表達方式易懂? 100.00 

 
9.教師的教學方式能引發學習興趣? 90.00 

 
10.教師鼓勵學生表達? 100.00 

 
11.教師依據學生程度或學生反應調整教學方式? 100.00 

 
12.教師運用課輔平台促進(數位)學習? 100.00 

3.教材內容 13.教師選用之教材內容符合授課計畫? 100.00 

 
14.教師之教材內容有組織或具連貫性? 100.00 

 
15.教師上課會提供講義或使用 PPT或數位教材? 100.00 

 
16.教師之教材內容生動活潑具創意? 90.00 

4.評量方式 17.教師採用之評量方式公平合理? 100.00 

 
18.教師採用之評量方式能反映學習成效 100.00 

 
19.教師採用清楚之評量方式? 100.00 

 

20.教師採用多元的評量方式，例如同時採計作業

或討論等成績? 
100.00 

5.我對本科目之課程內容產生興趣 我對本科目之課程內容產生興趣? 90.00 

6.我對本科目之課程內容感到滿意 我對本課目之課程內容感到滿意? 100.00 

 

2.本課程業師協同教學滿意度調查達90%以上。 

日期 3月11日 5月28日 

講者 大考中心陳相如研究員 台中市立豐東國中邱郁善老師 

講題 素養導向的教與學暨教檢準備 GOOGLE表單出考題與素養導向命題 

滿 

意 

度 

 
 

*業師滿意度調查題項很多，但本計畫重視的是「提升學生的實務能力」，因此，此成果報告只呈現整體業師教學對實務

學習的幫助，若須各題項內容，請與我聯繫，謝謝! 

 

3.如實作活動的照片呈現一樣(此四個學生作品作為範本以供存查)，每位學生必須各自針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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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教師檢定考古題進行改編，故，本計畫最後將每位學生的改編作品彙編成1冊，若需要其

他學生作品，請和我聯繫。 

 

陸、 結論 

此次課程之修課學生主要是大三生且多數為師資生。經瞭解學生對於十二年國民教育之

素養教育的學習現況後，發現：多數學生對於現今的素養教育和十二年國民教育綱要政策有

基本的認知，但對於素養導向的評量卻稍感陌生，還是存留在傳統的試題設計上。不過，經

由課程的設計和逐步引導後，學生漸漸對素養導向評量和素養導向測驗命題抱持好奇，甚至

到最後有著濃厚的興趣，就如某位學生說「好燒腦，還要找現在生活事物或經驗做連結，但

設計魂上身，誰也阻擋不了我了!」。 

筆者觀察教學現場並參與小組討論時，也發現：有些學生對於自己生活周遭的情境和事

物並不關心，但透過同儕的質疑和討論後，這些對生活漠不關心的學生也漸漸的對自身之外

的生活事物進行觀察與了解。透過這計畫，讓我反思，學生實際參與並於學習過程中利用同

儕力量彼此討論不僅能產生正向的學習循環之外，也讓學生了解個人是無法獨自外在於社

會，社會生活必然影響著個人生活，故，本計畫還提供學生對於個人生活經驗和與他人互動

的檢視機會，讓學生理解社會共生共榮的理念。 

 

柒、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執行活動照片已穿插於上方報告內容中。 

 

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另附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照片原始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