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3），頁 43-47 

 

素養評量的推動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43 頁 

素養看得見，孩子學習動起來～ 
以標準本位評量設計課程與教學常見之問題與建議 

宋宗樺 
高雄市瑞祥國小教務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108 課綱）的實施已邁入第二年，

三面九項核心素養、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和終身學習者，是其理念、具體

內涵和願景，總綱內容提及：「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的教學應關注學生的學

習成效，重視學生是否學會，而非僅以完成進度為目標。為了解學生的學習過程

與成效，應使用多元的學習評量方式，並依據學習評量的結果，提供不同需要的

學習輔導」（教育部，2014）。不同以往的傳統紙筆評量，素養導向評量漸被重視，

然而，素養導向評量係指以評估、回饋與引導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實施，素養

導向的課程與教學，一方面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另一方面也重視學生的學習成

果，從學生的「學習表現」來評量其學習成效，素養的內涵不同，評量的重點與

方式也不同，因此，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如何進行，教師必須先知道素養導向課

程與教學的特性，並從系統的角度，掌握與規劃學習評量的工作（任宗浩，2017；
吳璧純，2017；林永豐，2019；張素貞，2019；單維彰，2019）。是以，108 課

綱素養導向評量兼顧總結性評量和形成性評量。 

因應 108 課綱實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以下

簡稱「心測中心」）（2020）執行「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中小學素養標準本位評量

計畫」，邀集許多專家研發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以下簡稱標準本位評量）示

例與評量標準，作為教師教學評量的參照依據。此套評量指引教師評量的範圍及

評定學生獲得不同等級應具備的表現。本文以快樂國小（化名）校訂課程教學方

案舉例，闡述說明快樂國小如何以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方案，關注學生學習，

啟迪學生實踐力行，設計標準本位評量。  

二、標準本位評量示例舉隅 

研究者以快樂國小（化名）四年級校訂課程方案「雙心奇緣—Fun 眼世界—
世界遺產大發現」為例，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為保存對人類具

傑出價值的自然或文化，設立「世界遺產」的評選本課程與教學方案共計 4 節課，

以四大單元進行（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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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單元學習活動概要 

資料來源：快樂國小四年級校訂課程「雙心奇緣—Fun 眼世界—世界遺產大發現」教學方案 

本課程與教學方案呼應核心素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和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依據社會領域和綜合活動領域之學習重點，學習目標為：(1)透過

文本及資料搜尋瞭解聯合國世界遺產的定義及目的，欣賞並瞭解各國世界遺產入

選的原因；(2)反思並發現符合世界遺產條件的臺灣自然、人文資產；(3)評估與

規劃行銷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可能方案，進行報告分享與展演。快樂國小訂出

評量標準（如下表 2），用來評定學生學習表現程度的依據。 

表 2 評量標準與評分指引 
學習 
目標 反思並發現符合世界遺產條件的臺灣自然和人文資產。 

學習 
表現 社 3d-Ⅱ-3 評估與選擇可能的做法，嘗試解決問題。 

評量標準 

主題 表現 
描述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覺察符合世

界遺產條件

的臺灣自然

和 人 文 資

產，清楚完整

地分析和表

達原因和理

由，並評估和

選擇可能的

做法。 

覺察符合世

界遺產條件

的臺灣自然

和 人 文 資

產，清楚完整

地分析和表

達原因和理

由，並評估和

選擇可能的

做法。 

覺察符合世

界遺產條件

的臺灣自然

和 人 文 資

產，簡單分析

和表達原因

和理由，並評

估和選擇可

能的做法。 

在他人的協

助下，覺察符

合世界遺產

條件的臺灣

自然和人文

資產，分析和

表達原因和

理由，並評估

和選擇可能

的做法。 

未達 D 級 

評分 
指引 

實踐 
70% 

能主動在「臺

灣自然和人

文資產符合

世界遺產評

估討論單」完

成五個項目。 

能主動在「臺

灣自然和人

文資產符合

世界遺產評

估討論單」完

成四個項目。 

能主動在「臺

灣自然和人

文資產符合

世界遺產評

估討論單」完

成三個項目。 

在他人協助

下能在「臺灣

自然和人文

資產符合世

界遺產評估

討論單」完成

一 ~ 兩 個 項

目。 

未達 D 級 

評分 
指引 

省思 
30% 

能完整地完

成「臺灣自然

和人文資產

符合世界遺

能完整地完

成「臺灣自然

和人文資產

符合世界遺

能完成「臺灣

自然和人文

資產符合世

界遺產解決

能完成「臺灣

自然和人文

資產符合世

界遺產解決

未達 D 級 

單元名稱 內容說明 

單元一：雙心奇緣 
[關鍵提問]：澳洲大堡礁「海洋之心」及高雄「愛河之心」兩座景觀的異

同與面臨的危機為何？ 

單元二：放眼世界 [關鍵提問]：聯合國徵選世界遺產，對文化的保存有何成效？ 

單元三：看見臺灣 [關鍵提問]：臺灣無法名列世界遺產的原因為何？ 

單元四：推向國際 [關鍵提問]：如何實踐行銷臺灣之美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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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解決策略

學習單」，並

提出解決策

略 ( 至 少 2
個)。 

產解決策略

學習單」，並

提出解決策

略 ( 至 少 1
個)。 

策 略 學 習

單」，並提出

解決策略。 

策 略 學 習

單」，並在他

人協助下提

出解決策略。 

評量 
工具 

「臺灣自然和人文資產符合世界遺產評估討論單」、「臺灣自然和人文資產符合世界遺

產解決策略學習單」 
分數 
轉換  95-100 90-94 85-89 80-84 79 以下 

資料來源：快樂國小四年級校訂課程「雙心奇緣—Fun 眼世界—世界遺產大發現」教學方案 

由上述可知，快樂國小四年級校訂課程「雙心奇緣—Fun 眼世界—世界遺產

大發現」教學方案設計啟發學生對臺灣的認識和了解，不僅教知識，也教技能和

態度，由聯合國世界遺產徵選，探討自然和人文資產保存的意義，打開學生國際

視野，關懷本土在地的臺灣，讓學生的學習開始產生意義，透過教師引導，學生

參與和主動討論臺灣現存自然和人文資產的歷史價值，啟發學生思考如何保存的

方法，小組一起擬定策略，進行「臺灣自然和人文資產符合世界遺產評估討論單」

和「臺灣自然和人文資產符合世界遺產解決策略學習單」並與全班分享討論，積

極為維護臺灣自然和人文資產努力。 

在學習評量設計上以標準本位評量制定評分基準和規準，分為 A、B、C、D、

E 五個等級，涵蓋學生在學習者歷程中參與和表現的檢視，不僅評量學生的知識

和技能，而且評量學生的態度，透過學生自我檢核，評估自我學習成效，為學習

歷程負責；強調學生能整合所學並應用於特定情境中的評量；再者，學習評量更

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重學習結果也重學習歷程，符合素養導向評量應

呼應素養導向教學方案實施的原則。 

三、標準本位評量推動之優點 

(一) 兼顧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 

標準本位評量是以「絕對性」的觀點呈現測驗結果，毋須將學生排名，學生

也毋須與他人的分數比較，使學生的學習自然關注於評量標準。評量前，教師可

以讓學生知道課程對應的任務表現標準。評量中，評量標準可作為教師評量或學

生自評、互評時的參照依據；評量後，透過評量標準的評價，也能讓學生瞭解可

以再精進的地方，促進再學習的發生。 

(二) 依個別學生不同屬性，訂定差異化的學習目標 

標準本位評量（standard-based assessment）是近年來評量改革的新趨勢（宋

曜廷、周業太、曾芬蘭，2014），是一種呼應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之評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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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檢視學生學習品質與成效，評量標準是指一種雙向度的表格，有一個向度是

指一系列用來判斷的規準（criteria），另外一個向度是指三到四個層次的精熟水

準（levels），且在兩個向度所構成的每一格裡都有說明文字，是用來界定每一個

精熟水準的狀況及情形（歐滄和，2002）。評量標準可以讓學生知道教師的期望

和要求，可以讓學生依據它來進行和不斷的修改自己的作業，同時也有助於提高

評量結果的客觀性與公平性（涂金堂，2009）。 

四、標準本位評量推動之難題 

(一) 學習重點不易轉化為具體可評分之工具 

素養導向評量強調注重學生學習歷程的評量，然而在設計標準本位評量的過

程中，教師依據學習目標，將較為抽象的學習重點轉化為具體可評分之依據實屬

不易，而且在評量過程中也較難觀察和記錄學生學習表現，評分之結果容易落入

教師主觀之認定，失去鼓勵學生自我檢視學習表現及自我激勵進步之原意。 

(二) 標準本位評量從研發到評分結果過程較為繁雜和費時費力  

傳統紙本測驗僅需要教師單獨完成出題即可，標準本位評量則需依所設定之

學習目標和學習重點，由團隊教師一起參與和協作，而且非單一次的評量就結

束，在學生學習歷程中，要不斷蒐集資料、檢核、檢視或記錄學生學習表現，始

能對學生之學習成效做評定，耗費教師許多時間和心力完成，不易被教師接受和

嘗試。 

五、結語 

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是當前教師須自我精進提升專業的必備知能，每一種評

量方式都有其優、缺點和侷限性，教師應視課程與教學內容選擇適合的評量方

式，方能喚起學生有意義學習及提升學習的動機。因 108 課綱的實施，國內不少

學者以「促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學習即評量」(assessment as 
learning）和「學習結果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Earl, 2003）三種評量

新意涵替代以往「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兩類評量區分法，更為符應

108 課綱多元評量之概念，期望透過素養導向的教學與學習情境，輔以多元評量

的方式，幫助學生檢視自己的學習歷程，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教師也能從學生

的學習回饋進一步調整教學。本文以標準本位評量為例說明如何進行素養導向評

量，期望能拋磚引玉提供有意嘗試標準本位評量的教育先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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