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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推動，其中「多元評量」是教學專業能力研習的五

堂課之一，教育部規定每位教師必須在 103 年完成「多元評量增能課程」，課程

內容包含實作以及示例分享。屏東縣國民教育輔導團生活課程小組亦在今年暑假

辦理一場「生活課程多元評量工作坊」，參與工作坊的老師們在案例設計上皆有

初步的構思，筆者很榮幸能參加多元評量種子教師研習，從多元評量理念與應用

的實務推動上，提出淺見供諸位教育先進參考。 

貳、生活課程要評量什麼？ 

從生活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探索與體驗、理解與欣賞、表現與應用、溝通

與合作、態度與情操之五大主題軸來看，生活課程的教學目標即是培養兒童的生

活能力，包含生活的習慣、求知與做事的方法、主動學習的態度、表達與創作的

能力、與人溝通的能力、欣賞與合作的能力……等。 

一、評量學生的生活能力 

    生活能力的培養，絕非閱讀教科書、書寫習作便能一蹴可及，而是在課程設

計中規劃體驗與實作，再從教學活動學生的練習與實作過程中，檢視學習與教學

的成效，因此生活課程的教學與評量是息息相關，教學通常是評量的一部分，評

量的結果可以幫助老師修正教學。 

二、生活課程的評量方式 

    生活課程既然是以學生的探索體驗與實作等教學活動為主軸，光憑一張測驗

卷，無法判斷學生是否具備探索與觀察的能力，不像國語、數學等工具學科偏重

紙筆測驗。再者，低年級的學生剛踏入校園學習注音符號，閱讀與書寫能力有限，

紙筆測驗的比重須衡量，建議多採用口頭發表、肢體展演、作品呈現、學習單、

檔案……等評量工具。秉持著幫助學生學習，而非抹殺學生學習動機的基本原

則，擇用適當適齡而多元的評量方式，能達到教學活動的目標，就是優良的評量

方式。 

參、生活課程多元評量進行步驟 

    一、規劃教學活動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教學活動囊括生活課程五大能力主軸，規劃樂趣化的教

學活動，引導學生多面向的學習。 

    二、擬定主題與單元目標 

    設計教學主題時，各單元之間的教學活動設計應一致性而且有脈絡可循，避

免為統整而統整。 



    三、配合主題教學活動決定評量方式 

    減少紙筆測驗，建議多採實作評量與檔案評量方式。 

    四、區分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從三種課堂評量（Earl,2003）的內涵來看，生活課程教學活動中，簡單區分

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的方式如下： 

（一）學生現有能力的偵測─形成性評量 

    （二）教學中引發的能力發展─形成性評量 

    （三）教學後引發的能力改變─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也就是說，教學活動進行中大部分的評量是形成性評量，單元目標完成時則

進行總結性評量。 

    五、規劃總結性評量基準 

    簡單來說，評量基準就是所要達到的教學目標；評量規準就是評分的依據或

評分標準。在建立評量基準與規準時，必須注意的事項與步驟有： 

    （一）根據單元目標發展評量項目 

    （二）建立定義清楚的評估標準 

    （三）決定 3 至 5 個不同等級的標準，如 

    （四）訂出每個等級的分數範圍 

    （五）敘述的文字要簡單明確 

    以下是一項評量基準與規準的簡易示例：    

評量基準 
評量規準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學生探索校

園後，能發

表所觀察植

物的特徵 

能說明所觀察

植物 3 種以上

的特徵，如顏

色、氣味、觸

感、形狀、果

實、花朵…等 

能說明所觀察

植物 2 種以上

的特徵，如顏

色、氣味、觸

感、形狀、果

實、花朵…等 

能說明所觀察

植物 1 種以上

的特徵，如顏

色、氣味、觸

感、形狀、果

實、花朵…等 

無法說明所觀

察植物的特徵 

    六、教學後修正 

    在教學活動進行的形成性評量中，倘若發現大部分的學生未能達到老師所期

待的教學目標，必須修正教學的步調或採取不同的教學策略，檢視教學活動設計

是否適齡、學生學習背景、環境及時空因素等，在評量中，可以看見學生的能力

在一次次的教學活動中逐漸增長。 

    七、總結性評量工具製作與使用 

    八、將總結性評量與平時表現轉換為學期成績 

    九、製作成績評量表，給予學生回饋 



 

肆、結語 

    生活課程注重學生多面向的學習，量化的紙筆測驗無法關照學生各種能力的

學習表現，適切的引導與評量工具能挖掘孩子的創造力、想像力、觀察力。多元

評量的目的就是要成就每一個孩子，時時反思我們要培養學生什麼能力和觀念，

以及什麼是想讓孩子去學習的，切勿讓僵化的評量工具犧牲學生的學習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