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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習是人類成長的重要過程，而學習成效的良窳則攸關學生未來的發展以及

國家的競爭力。因此，為提升國民素質與國家實力，我國於 2019 年正式實施「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而教育必須隨著全球趨勢與時俱進，除了教授學科

上的知識，還應培養學生具備面對未來挑戰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十二

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十二年國教）」乃是以自主行動、溝通

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並將其細分為九大項目之核心素養為主軸，期待培養

學生具備核心素養及終身學習的能力（教育部，2014），以因應全球未來的發展

趨勢。 

「學生的學習」是教育的核心，教師的教學理應關注學生的學習，才足以達

到優質的效益（教育部，2014），而教師的教學品質正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重

要關鍵。近年來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發展受到各界的重視，因為唯有高品質的教

師與教學，才會有良好的教學成效。因此，推動十二年國教素養導向能促使教師

的教學方式從傳播知識轉變為學習引導（蕭和典，2020），其中，教學要強調學

生學習自主，教師則扮演引導與協助的角色，藉由「學習情境、工作任務、方法

與策略、思考與討論、行動與反思調整」等五大因素，促進學生素養的發展（吳

璧純、鄭淑慧、陳春秀，2017）。基此，教師不再只是教授知識，還要教導學生

「會思考」，並能解決生活上所面臨的問題。此外，教師要能善用生活中的經驗

來設計生活化的教學主題與內容，以引發學生學習思考，引導學生發現問題並思

考如何解決，才能培養學生具備面對未來挑戰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評量除可瞭解學生的學習過程與成效，也可反映出教師的教學效果，因此，

教學應實施適當的評量方式以檢視學生的學習過程與成效，並反思調整以改善教

學。臺灣過去的教育與選才多採用傳統筆試的評量方式，且僅重視知識的獲得，

以致所選出的人才常出現上榜者很會讀書及考試，但真正面對問題之際，卻無法

解決問題，由此可見評量方式的重要性。十二年國教強調多元的素養導向評量，

其不僅評量學生的知識與技能，還要評量學生的態度。學生不能只學習記憶性的

學科知識，而是要能整合學科知識，並運用於生活情境中。而教師也不能只重視

學習內容，必須著重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注意學習表現會有跨領域的情形，才能

符應學生於現實生活中所面對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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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新課綱實施已邁入第二年，實施素養教學與評量雖然有其優點，但亦有

其困境。因此，本文欲透過文獻探究與分析，探討目前實施素養導向評量在教育

現場所面臨的問題，並針對問題提出反思與建議。 

二、素養導向評量重要概念 

素養導向教學在於培養學生的學科素養與核心素養。學科素養是依各領域/
科目所發展出來的素養，如數學素養；而核心素養則是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

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度，如團隊合作（林永豐，2018）。核心素養以

學科素養為基礎，強調學習應與生活結合，且不能僅限於學科知識與技能。素養

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三者有其相關性（王佳琪，2017；吳俊憲，2020；吳璧

純，2020），且核心素養要在課程、教學與評量中落實，才能培養學生成為具備

核心素養能力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2014）。 

素養導向評量應參照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強調學生應整合

所學並能活用，是一種兼具形成性與總結性的評量，兼重學習成效與歷程（教育

部，2014）。形成性評量是指在學習歷程中，學生的各項學習表現，目的在了解

學生的學習情況，從中引導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問題，使其進一步朝向學習目標邁

進；而總結性評量則在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是否達到所訂定的目標，目的在於評

量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師應在教學過程中，依據學生的各項學習表現彈性調整教

學方式與內容，才能達到最佳的教學成效（吳璧純，2017、2020）。另外，評量

應以多元化的方式進行，如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教師觀察紀錄、發表與展演等，

才能全面性檢視學生的學習表現（吳璧純，2017）。 

教師應自行設計學習評量工具，以因應學習評量上的需求（教育部，2014）。
教師應先確認學生的學習目標與內容，設定所要評量的核心素養項目之後，再設

計學習任務與評量工具。另外，教師必須向學生說明學習任務與評分標準的內

容，除了評量學習成效以外，也要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及時給予適當回饋，並調整

教學。吳俊憲（2020）曾提出學習評量應掌握四項原則，分別為：(1)評量學生

的知識、技能與態度；(2)重視學習歷程與結果；(3)兼重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4)強調學生能整合所學，並應用於真實情境。 

教師不僅要有素養導向評量的知能，也要了解自己的學生，才能設計出適切

的學習評量工具（蕭和典，2020）。此外，提問亦是教學的重要關鍵，可使教師

的教學從單向講述的方式轉變為與學生的互動與對話（劉桂光，2019），然而，

素養導向評量對於教師與學生都是一項新的任務，需要時間與心力去學習與適

應，才足以竟全功。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3），頁 01-07 

 

素養評量的推動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3 頁 

三、素養導向評量實施的問題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實施後，實務上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與挑戰，本文透過

文獻分析，彙整目前實施素養導向評量在教育現場主要面臨的三大問題如下：  

(一) 教師對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認知不足 

教師必須具備專業素養，才能教導出有素養的學生（吳清山，2018），但許

多對於教師所進行的評量素養研究，皆顯示教師的評量素養普遍不足（王佳琪，

2017）。素養導向評量除了能幫助學生導向素養能力的形成以外，還能幫助教師

實施素養導向的教學（吳璧純，2017），可惜仍有許多教育現場的教師對素養導

向教學與評量的認知不足。雖然教育部近年來致力推展教師專業發展，多數教師

仍跟不上新課綱的腳步，而教師不瞭解或誤解新課綱的內涵，皆會影響十二年國

教的推動成效。此外，素養導向的評量與教學有其聯結性（吳璧純，2017、2020；
許家驛，2019；蕭和典，2020），且教師須因應多元的教學過程進行多元評量（羅

寶鳳，2017），若素養導向教學在教育現場尚未實踐，則素養導向評量將難以落

實與實施。 

(二) 發展與實踐素養導向評量所需時間較長 

實施素養導向評量的關鍵在師資，而師資的培育需要時間。許多教學現場的

教師仍在摸索素養導向如何在教學中實踐，以及設計素養導向紙筆測驗題目的方

式（白雲霞，2020）。另外，以往紙筆測驗因有許多題庫，教師也較擅長傳統知

識性的命題，所以，其對教師而言，並沒有太多的挑戰及排斥。然而，當前素養

導向評量之命題尚未建立大量之題庫，命題也需要較長時間的醞釀與發展，因此

老師出題目要花較長的時間，負擔也比以前大。且 2019 年推動新課綱迄今未滿

兩年，教學現場的教師仍需要時間去理解與實踐素養導向的評量。 

(三) 教學現場仍多以紙筆測驗為主 

十二年國教強調學習評量方式應以紙筆測驗、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多元的

方式進行，不能僅偏重於紙筆測驗（教育部，2014），且素養導向學習評量無法

僅以傳統評量知識的紙筆測驗來進行（吳璧純，2017、2020；蕭和典，2020）。
然教學現場的教師會認為紙筆測驗的做法較為公平、公正且簡單，所以，仍多以

傳統紙筆測驗進行評量，甚至依然著重於知識與細節，且評量方式主要以期中

考、期末考的紙筆測驗，這些都悖離了素養導向評量應有的做法。素養導向的多

元評量應該配合素養導向的教學，且兼具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但現場教師很熟

悉傳統的教學方式與紙筆測驗，卻缺乏設計素養導向問題以促進學生學習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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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霞，2020）。 

四、結論與省思 

本文發現，素養導向評量強調學生應整合所學並活用於特定情境中，其不但

能同時評估出學生的認知、技能與態度，也是一種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的評量，

所以應該是相當值得倡導的教學評量方式；此外，本文亦發現，當前實施素養導

向評量所面臨之主要問題包括：(1)教師對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認知不足；(2)發
展與實踐素養導向評量所需時間較長；(3)教學現場仍多以紙筆測驗為主。因此，

本文擬針對前述三大困境，提出以下建議供參考： 

(一) 辦理教師培力與運用獎勵策略改變教師認知 

許多現場教師對核心素養仍相當陌生，課堂上素養導向的教學尚未實踐（鄭

章華，2017），且對於學習評量缺乏概念，不知如何運用多元學習評量來檢視課

程實施成效，並據以調整課程與教學（吳俊憲，2020）。素養導向的政策立意良

好，然而教學現場的實踐成效卻不彰，由此可見政策推動的重要性，然政策推動

成功與否關鍵在於提升教師的教學與評量能力，教師若未具備核心素養的教學與

評量能力，則政策難以推動，實施陷入困境。有關提升教師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之認知，本文建議如下： 

1. 職前教師的培育 

師資培育大學的教師應認同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並應用於師資培育的教

學與課程中，以培養師資生具備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能力。最重要的，應將素

養導向評量納入教師檢定考試，藉以引導師資生涵養出素養導向評量的知能。 

2. 在職教師的專業發展 

各級教育行政機關應辦理素養導向相關研習或工作坊，提升教師素養導向

評量規劃與實施、評量規準及評量技巧等知能（吳璧純，2017），以提升教師素

養導向相關專業知能。 

3. 其他建議 

(1) 設立研究基地學校 

設立素養導向研究基地學校或中心學校，研發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相關資

源，並實踐於課堂。此外，素養導向研究基地學校或中心學校亦應定期將素養教

學評量的實踐經驗分享及擴散至附近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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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訓種子講師 

各級教育行政機關應辦理素養導向評量人才培訓工作坊以培訓種子講師，除

建立適足之人才支持系統，也可藉以協助各校有效推動素養導向評量。 

(3) 表揚典範教師或辦理教案設計比賽 

為引導教師能強化素養導向評量之認知，並積極學習及應用素養導向評量，

未來也可辦理素養導向評量設計之典範教師遴選或優良教案設計之甄選，藉以帶

動教育現場的正向氛圍和風氣。 

(二) 善用合作社群及提供題庫減少個別投入時間 

素養導向評量之命題對教師而言較為陌生，所以，總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為

之，此外，素養導向評量要以學習表現為依據，但很多老師的教學方式仍是以傳

統的講述教學，教學過程學生沒有實作與參與，師生更沒有溝通與互動，所以，

「教師」仍是問題的源頭。為解決此等問題，本文建議： 

1. 學校可鼓勵教師成立專業學習社群，協同合作共同開發素養導向評量，除減

輕個別教師負擔，也讓每一位教師不必投入過多的時間，同時也可降低對素

養導向評量實施的排斥。 

2. 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可邀集各領域輔導團或種子教師，共同發展素養導向評

量，並建立素養導向評量之題庫及人才庫，提供各校教師參考或諮詢，以減

低每一位教師孤立無援之窘境。 

3. 因應教學現場的迫切需求，可委請專家學者協助開發素養導向的課程教材與

評量工具供現場教師使用，以加速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實施與推動。 

4. 考試領導教學並非最好的方式，但素養導向評量納入升學考試內容，卻是促

進教學現場教師願意改變教學與評量最有效的方式。 

(三) 紙筆測驗應注意份量以及內容題型的生活化 

僅以紙筆測驗的方式將難以評量學生的技能與態度。能力的培養可藉由實作

的方式來評量，而態度與價值觀則可透過情意評量的方式，如回饋表、同儕互評

及面談等（羅寶鳳，2017）。素養導向評量應以多元的形式進行，建議如下： 

1. 良好的教學與評量乃在於適性揚才，而我們永遠無法教魚爬樹。所以，務必

要讓每一位教師瞭解，紙筆測驗雖有其功能，然唯有不同的評量方式，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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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評量出不同學生的潛能。 

2. 建議在學生成績考查的相關辦法中，明列須兼具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並採

多元評量方式等內容進行。 

3. 紙筆測驗仍有其重要性，不宜完全廢除，而教師如採用紙筆測驗時，則提供

如下之建議： 

(1) PISA 的評量即是素養導向的評量（羅寶鳳，2017），未來紙筆測驗可以參考

PISA 的方式，評量學生理解、應用、分析、綜合、以及評鑑等高層次的能力。 

(2) 紙筆測驗必須強調解決生活中問題的素養能力，包括知識、技能與態度。 

(3) 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並非單一學科所能涵蓋，所以紙筆測驗應該要能評量學

生跨領域或跨學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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