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養導向評量的界定與實踐

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任宗浩

壹、素養導向評量的界定

素養導向評量的目的在於評估、回饋與引導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之實施；其中「導向」二字意味著期望透過適當的評量實務，引導並

落實能夠培養學生核心素養和領域／科目核心素養的課程與教學（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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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實踐素養導向評量的目的在於引導素養導向的教學，以培養核心素養 

 

設計良好的素養導向評量應能引導素養導向的教學，並透過素養導向教學來培養學生的核

心素養。因此，素養導向的評量應該要放在素養導向的教學脈絡下來思考，在實踐素養導向教

學過程中，教師該問學生或學生該問自己的問題，就是好的素養導向試題。適當設計的素養導

向試題，除了可讓現場老師掌握核心素養精神，進而調整教學，也可以讓素養導向教學的效果

反映在學生的評量成果上。建議以下列兩項基本要素作為設計素養導向試題之依據： 

1. 佈題強調真實的情境與真實的問題：以往的紙筆測驗多著墨於知識和理解層次的評量，

素養導向則較強調應用知識與技能以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除了真實脈絡之外，

問題本身應盡可能接近真實情境中會問的問題。 

2. 評量強調總綱核心素養或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學科本質及學習重點： 

圖 1  實踐素養導向評量的目的在於引導素養導向的教學，以培養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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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良好的素養導向評量應能引導素養導向的教學，並透過素養

導向教學來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因此，素養導向的評量應該要放在

素養導向的教學脈絡下來思考，在實踐素養導向教學過程中，教師該

問學生或學生該問自己的問題，就是好的素養導向試題。適當設計的

素養導向試題，除了可讓現場老師掌握核心素養精神，進而調整教

學，也可以讓素養導向教學的效果反映在學生的評量成果上。建議以

下列兩項基本要素作為設計素養導向試題之依據：

1. 佈題強調真實的情境與真實的問題：以往的紙筆測驗多著墨於知識

和理解層次的評量，素養導向則較強調應用知識與技能以解決真實

情境脈絡中的問題。除了真實脈絡之外，問題本身應盡可能接近真

實情境中會問的問題。

2. 評量強調總綱核心素養或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學科本質及學習重

點：

（1） 跨領域核心素養係指如總綱所定義三面九項中所指出之符號

運用、多元表徵、資訊媒體識讀與運用以及系統性思考等跨

領域／科目的共同核心能力，並非專指跨領域／科目的題材。

（2） 各領域／科目的素養導向評量強調「學習表現」和「學習內

容」的結合，並應用於理解或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

要點 1 中的真實情境泛指在日常生活、學習脈絡或學術探究中

可能遭遇的問題情境，包括學生親身經歷過的、未來可能經歷的，或

是他人的經驗但值得參考的各種問題情境。素養導向評量強調透過選

擇合理且適當的問題情境、讓學生了解所學與其生活或職涯發展的關

係，以正向引導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素養導向試題，可讓學生體會

到學習是有用的，進而提升學習的興趣；然而不合理或不必要的問題

情境則可能導致學生質疑學習的必要與重要性。

例如圖二的試題範例 1 為「志明因為家中的書架太高，拿不到最

上層的書，所以搬來了一個梯子。梯子本身的長度為 5 公尺，梯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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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靠在牆上的高度是 4 公尺，請問梯腳距離牆角的距離是幾公尺？」

2 
 

（1）跨領域核心素養係指如總綱所定義三面九項中所指出之符號運用、多元表徵、資訊媒

體識讀與運用以及系統性思考等跨領域／科目的共同核心能力，並非專指跨領域／科

目的題材。 

（2）各領域／科目的素養導向評量強調「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的結合，並應用於理

解或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 

    要點 1 中的真實情境泛指在日常生活、學習脈絡或學術探究中可能遭遇的問題情境，包括

學生親身經歷過的、未來可能經歷的，或是他人的經驗但值得參考的各種問題情境。素養導向

評量強調透過選擇合理且適當的問題情境、讓學生了解所學與其生活或職涯發展的關係，以正

向引導學生的學習動機。透過素養導向試題，可讓學生體會到學習是有用的，進而提升學習的

興趣；然而不合理或不必要的問題情境則可能導致學生質疑學習的必要與重要性。 

    例如圖二的試題範例 1 為「志明因為家中的書架太高，拿不到最上層的書，所以搬來了一

個梯子。梯子本身的長度為 5 公尺，梯子上端靠在牆上的高度是 4 公尺，請問梯腳距離牆角

的距離是幾公尺？」 

圖二、試題範例 1 
圖 2  試題範例 1

試題範例 1 中的情境看似真實，但問題本身卻不真實：原本試題

的目的是為了評量學生是否知道畢氏定理中斜邊長度與兩股長度間的

關係，但是學生可能會想既然都有尺可以測量梯子的長度與其靠在牆

上的高度，問題中要學生回答的距離也應該可以用尺直接測量，不需

要利用畢氏定理計算而得。換句話說，這樣的情境設計反而會讓學生

覺得學習畢氏定理並沒有甚麼用處。試題範例 2（圖 3）利用不同的

情境設計來評量學生對於畢氏定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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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試題範例 2

3 
 

試題範例 1 中的情境看似真實，但問題本身卻不真實：原本試題的目的是為了評量學生是否知

道畢氏定理中斜邊長度與兩股長度間的關係，但是學生可能會想既然都有尺可以測量梯子的長

度與其靠在牆上的高度，問題中要學生回答的距離也應該可以用尺直接測量，不需要利用畢氏

定理計算而得。換句話說，這樣的情境設計反而會讓學生覺得學習畢氏定理並沒有甚麼用處。

試題範例 2（圖三）利用不同的情境設計來評量學生對於畢氏定理的理解： 

圖三、試題範例 2 

    同樣是為了評量學生對於畢氏定理的相關知識，範例 2 的情境設計比起範例 1 的情境設

計來的更真實而合理，也較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然而，有些基本知識或能力被視為是素養

培育的重要基礎，因此評量也不一定需要完全採素養導向的情境題，但應儘可能避免需透過機

械式記憶與練習之題目。以畢氏定理為例，學校常見的考題經常給定直角三角形的兩股長，讓

學生計算斜邊長，或是給定斜邊與一股的長度，請學生計算另一股長。這些考題都只是強調學

生的記憶與計算；而範例試題 3 同樣是考學生對畢氏定理理解，但學生必須瞭解相似形面積的

同樣是為了評量學生對於畢氏定理的相關知識，範例 2 的情境設

計比起範例 1 的情境設計來的更真實而合理，也較能引起學生的學習

動機。然而，有些基本知識或能力被視為是素養培育的重要基礎，因

此評量也不一定需要完全採素養導向的情境題，但應儘可能避免需透

過機械式記憶與練習之題目。以畢氏定理為例，學校常見的考題經常

給定直角三角形的兩股長，讓學生計算斜邊長，或是給定斜邊與一股

的長度，請學生計算另一股長。這些考題都只是強調學生的記憶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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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而範例試題 3 同樣是考學生對畢氏定理理解，但學生必須瞭解相

似形面積的比例為對應邊長平方的比，學生不需要計算即可判斷等號

成立（圖 4）。這個題目雖然未提供情境脈絡、不符合素養導向題目

的要素，但除了可以評量學生對於重要基礎概念（畢氏定理）的理解

外，也可引導更深度的思考和學習，而非強調機械式的計算練習。

圖 4   範例試題 3

4 
 

比例為對應邊長平方的比，學生不需要計算即可判斷等號成立（圖四）。這個題目雖然未提供

情境脈絡、不符合素養導向題目的要素，但除了可以評量學生對於重要基礎概念（畢氏定理）

的理解外，也可引導更深度的思考和學習，而非強調機械式的計算練習。 

圖四、範例試題 3 

 

圖五、範例試題 4 

志華在其科學探究活動報告的【研究結果】中，利用圖 1 說明他的主要發現。請寫

下志華可能的探究問題和研究假設，並為附圖命名。 

研究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假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志華在其科學探究活動報告的【研究結果】中，利用圖 1 說明他的

主要發現。請寫下志華可能的探究問題和研究假設，並為附圖命名。

研究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假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比例為對應邊長平方的比，學生不需要計算即可判斷等號成立（圖四）。這個題目雖然未提供

情境脈絡、不符合素養導向題目的要素，但除了可以評量學生對於重要基礎概念（畢氏定理）

的理解外，也可引導更深度的思考和學習，而非強調機械式的計算練習。 

圖四、範例試題 3 

 

圖五、範例試題 4 

志華在其科學探究活動報告的【研究結果】中，利用圖 1 說明他的主要發現。請寫

下志華可能的探究問題和研究假設，並為附圖命名。 

研究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假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 5  範例試題 4

79

第
二
篇　

素
養
導
向
教
學
與
評
量



另一個關於素養導向評量的常見問題是「素養導向紙筆測驗的試

題似乎都很長，學生光是看完題目就花掉很久的時間，這樣真的測得

到學生的能力嗎？」處理複雜訊息不僅是因應未來世界的重要能力，

也是素養導向學習的目標之一。真實世界的訊息，並非都是簡單明瞭

的訊息，尤其是在數位時代的學習，面對各種未過濾的資訊，人們必

須能夠從中判斷重要的資訊、篩選正確的訊息以解決問題。因此，相

較於傳統試題，素養導向試題的題目通常會比較長。然而，經適當設

計，素養導向的題目也可以利用簡短或少量的訊息，引發核心素養的

練習；如範例試題 4（圖 5）利用簡短的科學圖形訊息評量學生的科

學溝通以及相關的探究能力。

貳、素養導向的課室評量

素養導向的評量不只重視學習結果，更重視學習歷程。十二年國

教課綱所強調的核心素養應透過多元化的教學與學習情境（如實作、

合作問題解決、專題研究等），輔以多元化的評量方式（如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動態評量等）長期培養。加上「態度」是核心素養的重要

面向之一，態度包含心理面向上的喜好、立場與價值觀，以及行為面

向的習慣與實踐。這些都需要歷程觀察，難以紙筆測驗來達成。

過去教師們所學的評量目的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在教學結束後評

估學生學習成果，針對學習提供一個階段性的、整體的綜合判斷（又

稱總結性評量或英文所說的 assessment of learning），例如校內的期

末考試、會考與學測等；另一種是透過評量回饋老師的教、學生的學，

找出學習困難點，讓教與學更有成效（即所謂的形成性評量，或英文

口語說的 assessment for learning），例如教師會利用小考、段考了解

學生學習的困難、進行補救教學或是調整上課的內容與方式。然而，

要精確地判斷個別學生學習的困難，需要專業的評量技術，有時後必

須仰賴專家所發展的評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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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理念，評量有一個更新的概念：評量過程

或評量本身就是學習的一部分（assessment as learning）。透過適當

的設計，進行評量任務的過程，也是學生的學習過程；藉由這種評量

任務，讓課室中的學習，從知識的學習轉向能力的培養。透過一個問

題解決的任務，過程中引導孩子設法找到方法，最後能夠完成任務。

這個任務看似是評量任務，用以評估學生學習狀態，但同時也為學生

搭了學習的鷹架，引導學習發生。例如在活動的成果報告任務前，老

師與學生約定每組口頭報告的時間為 10 分鐘；學生若要在時間內完

成報告，就必須能夠摘要重點、運用圖表，這個過程可以訓練學生系

統思考、多元表徵的能力。若老師想要需進一步提供引導，可以和學

生另外約定報告內應該有的元素，像是利用 5Ws 策略，要求報告內

容應包含目的（why），適用的對象（who）、時機（when）和場所

（where），執行過程（how）與結論（what）等元素。學生透過討

論評量標準與進行自評、互評的歷程，可以更了解自己在任務中表現

的優缺點，並透過相互學習，提昇其任務相關與溝通的能力。建議實

施課室多元評量時可參考下列原則：

1. 利用多元的評量標準，讓多數的學生能夠從中探索興趣與找到自

信：紙筆測驗只會有一個比較的標準，但多元評量的精神在於創造

多元化的角度來引導並檢視學習成果，鼓勵多元能力發展，符合課

綱培育核心素養精神。

2. 明確地讓學生了解評量標準：必要時可以和學生共同訂定評量標

準，一方面可以讓學生感到有學習自主權，另一方面透過讓學生瞭

解目標，朝向目標完成任務、引導學習。

3. 保留歷程記錄：利用不同的方式引導學生紀錄學習的歷程，有助於

讓學生看見自己的改變與成長。

4. 引導學生透過學習目標建立自我評量：當學生缺乏經驗時，教師可

以透過給予明確目標引導學習，但過多的引導也可能限制學生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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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與思考能力。透過讓學生參與或主導評量標準的討論與制定，可

以讓學生更了解課程與任務的目標；而讓學生進行自我評量，可以

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優勢與成長，增進其後設能力。

參、結論

素養導向評量不應該脫離素養導向的教學，在素養導向教學或是

學習活動中，學生該問自己的問題就是一個好的素養導向試題。反

之，素養導向試題本也應該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好的素養導向教學活

動。而素養導向教學強調脈絡情境、重視歷程與學習策略、強調力行

實踐並能整合知識與能力等特性，也都是在設計素養導向評量時考慮

的重點。當老師剛開始在課堂中嘗試落實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時，

必須瞭解要改變自己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慣性是需要時間的，尤其是

長期以講述試教學訓練出來的學生，往往不知道如何表達與論述自己

的想法，老師可以在學習與評量任務中給予適度的引導，逐漸改變學

生的學習和思考習慣、培養學習策略。剛開始嘗試不成功也無須氣

餒，透過社群共備，經驗與實務分享，掌握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設

計精神，必能逐漸掌握其中的技巧，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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