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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落後的個人化評量— 
以兒童專注力訓練團體之檔案評量為例 

林麗玲 
社團法人專注力訓練推廣協會秘書長 

 
一、前言 

當國小學童在學校無法配合課堂學習且情況嚴重者，導師通常會請家長或輔

導室老師或特教老師協助，以幫助該生的學習狀況能夠趕上大部分孩子的進度。

有的老師也會請家長帶孩子去尋求醫師診斷，評估孩子有沒有生理上的阻礙。不

論是否確診或臨界邊緣 ADHD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DD 注意力缺失症、ASD 自

閉症類群障礙、TS 妥瑞氏症、Mood Disorder 情緒障礙等，這些孩子最普遍被看

到的外顯狀況就是課堂不專心、很容易分心。然後經由醫師或老師的推薦，或是

家長自行在網路搜尋到專注力協會有兒童專注力訓練課程，於是，以上這些來自

各校的孩子，就聚集到一班八個小學生的小團體，一起進行訓練活動。 

社團法人專注力訓練推廣協會所推廣的兒童專注力訓練課程，主要就是協助

在學校適應狀況發生困難的孩子，透過訓練來提升專注力與自信心，然後再回歸

學校團體的學習活動。因此，訓練課程在基礎設計上，就會針對孩子面對學校和

家裡生活，最亟需改善的項目先進行，課程強調的是專注在當下、專注在生活。

換言之，專注力訓練就是生活實踐的訓練，希望孩子把受訓學到的專心方法活用

在生活中，能夠逐漸提升學習效率，而且開心快樂健康。 

專注力訓練是以孩子為中心的理念，與 108 課綱核心素養的理念不謀而合。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理念與目標，是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

分為三大面向：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大項目：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教育部，2014）。 

把專注力訓練課程與核心素養九大項目對照，其中有八大項目是專注力訓練

已在進行，如圖 1，而且訓練成果也普遍受到家長的肯定。訓練成果的呈現，除

了孩子的外顯行為改變之外，做「評量」是有必要的，只是這些孩子對於被評量

這件事，頗為敏感且排斥。於是，我們把「評量」設計成孩子自己做自己的「成

就檔案」，這樣孩子不但不排拒，而且還很積極地配合評量進度，如期完成自己

的學習歷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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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專注力訓練課程與核心素養對照圖 

二、親子一起專注在生活 

專注力訓練強調要把方法應用在生活中，於是規定訓練課程必需親子一同參

加，最好是父母一起或至少要有父母一方或主要教養者，要全程到場參與。課程

的進行方式是孩子與家長分開在兩個教室同時間進行訓練，孩子在兒童教室上兒

童課，家長在家長教室上家長課。目的在促使親子有生活共識，也串連親子的溝

通橋樑，讓親子雙方一起成長，小孩和家長一同把專心的方法帶回家，實踐在生

活裡，大人擔任孩子的教練，提醒並引導孩子在生活中持續練習及應用。 

歷年來參加本協會專注力訓練的家長及小孩，其共同特點就是「很有個人主

見」，大人有大人的主張、小孩有小孩的想法，親子之間已衝突許久而無法溝通，

「孩子不聽大人的話照做」常常是讓媽媽氣急敗壞的訴求，五六年級的大小孩挑

戰威權是常有的，即使是小學一年級也是一樣，也許是以拖拉戰術或直接拒絕或

不理睬的方式來應對大人的要求，總歸就是不會按照大人的話乖乖照做。 

對我們的訓練課程而言，其實訓練孩子比較容易，只要能創造一個好玩又有

趣的流程或情境，孩子就會自然而然地投入練習，孩子經過多次練習後就逐漸進

步了。但是，想要改變家長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了，家長也和孩子一個樣「不會

乖乖按照方法練習」，這就需要有個讓家長信服的證明來和家長溝通，才能讓家

改善不專心狀況三大面向 九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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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願意改變原來的教養方式，回家後按照訓練方法持續練習，直到達成訓練目

標，也就是：孩子持續進步、孩子開心的學習也快樂的成長、親子溝通順暢。 

三、適當的評量方式啟動孩子的內在動機 

能夠說服家長的有力證明，最直接有效的就是給家長看孩子的訓練成果評

量。評量學生的學習狀況，目的是為了改進教學方式、設計適合學生的課程規劃

和學習策略、提供學習輔導和諮商、以解決其學習障礙（王文中等，2004）。「評

量」有它的功能和必要性，但是對於來參加訓練課程的孩子而言，評量，到底是

孩子學習上的推力？還是阻力？這個值得深思。 

孩子已經在學校狀況不佳而來參加訓練，這時候的孩子可能正處於自信心低

落、被罵了很多、不配合指令行動、學習成就落後等的狀態，此時評量方式的選

擇就很重要。如果還是用傳統紙筆測驗的考核式評量，只會適得其反，因為「評

量」讓孩子看到自己哪裡不好、而且有這麼多不好，做了評量後孩子變得更氣餒、

自信心更低、更拒絕配合指令做練習。「評量」變成是挑錯、打擊孩子的工具。 

鑒於這些特殊孩子的特質，我們把「評量」設計變成「孩子看到自己很好」，

「評量」成為孩子展現自己的舞台，孩子就樂意配合做評量，而且主動的做自己

的評量檔案。這樣就形成一個正向迴圈，孩子為了展現自己很好，就要多做練習

完成任務，才能豐富自己的評量檔案；孩子為了讓自己的成就檔案更厲害，就要

再做更多的練習、再完成更多任務。 

以我們在教室裡實際運作的經驗證明，一套適合的評量機制設計，可以啟動

孩子想要變得更棒的內在動機，評量，可以成為孩子不斷進步的推力；反之，不

適合的評量方式，會讓孩子對學習內容都還沒瞭解之前，就拒絕學習。 

四、無人落後的學習評量 

我們的評量設計是採用個人化評量理念，以瞭解孩子個人的學習歷程為評量

的主要目的，依照不同訓練內容的特性，給孩子不同的評量工具。訓練過程中會

請孩子整理自己的成就檔案、記錄自己執行任務的狀況。所使用的工具包括有：

實驗觀察紀錄、實作完成、作品集、檢核表、一週連續性紀錄、兩週連續性紀錄、

任務單、任務執行自我分析、時間表、檔案歸納、目標執行紀錄單…等。由孩子

自己製作自己的學習歷程，表現形式不設限，可以是文字紀錄、繪圖紀錄、圖文

並茂、影像拍照、攝影剪輯製作、口語報告等。 

孩子在學習過程中，找出挑戰及克服挑戰的渴望，孩子對照昨日與今日的自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3），頁 88-96 

 

素養評量的推動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91 頁 

己，孩子在自己的學習歷程中自己評量自己，充分滿足孩子內在動機的心理需

求，這些需求包括：掌控自己的決定（自主）、去做讓自己覺得有成就的事（表

現能力）、感覺自己屬於更大團體的一部分（隸屬感和聯繫感）、對於自己的角色

感覺很好（自尊），以及能從自己所做的事情中發生樂趣（參與和激發）。（Raffini, 
2007） 

我們所採用的評量方式，孩子會專注在自己完成了嗎？沒有比較、沒有忌妒

陷害告狀、沒有責備、沒有干擾他人，只有追求自己的「完成」與「進步」。 

評量進行的方式舉例說明如下。孩子在訓練課程中，接受也認同「有充足的

睡眠才有專心的精神」這個概念，於是自己推算自己要幾點睡覺，隔天才夠有精

神，訂出了「每天 9:30 睡覺」這個目標，就產生了一張一週執行任務單。孩子

把任務單帶回家放在自己看得到的地方，每天記錄自己幾點睡覺，一週後與指導

師討論執行狀況：達成幾天、沒達成的那天是什麼原因、有什麼好方法可以有幫

助；然後再制訂一張執行任務單再執行一週。如此做法一直執行到學期末再統計

個人的執行成果。 

當第一週執行完畢與指導師討論到未能達成的困難是什麼時，如果原因是因

為「睡覺時間到了，但是事情還沒做完」，那麼就會討論到要如何把事情在 9:30
之前做完，於是就會產生另一個新的執行任務「把事情在 9:30 之前做完」這個

目標。指導師就會與孩子討論有什麼方法可以有幫助，於是產生「要做時間計劃

表」這個方法，孩子就有一張一週的時間計劃執行表，帶回家每天記錄執行狀況，

同樣的一週後再與指導師討論執行狀況及改善方法。 

其他各科目的進行也是諸如以上的作法，與孩子共同討論想要達成的目標、

孩子自己記錄自己的行為、孩子自己清楚自己的執行成果。孩子如果不滿意自己

的成果，孩子會告訴自己「生氣是沒有用的，要想辦法！」；孩子如果不滿意自

己的速度，就是要想一想「我要再做什麼事才會有幫助！」；孩子如果想不出辦

法的時候，就要發出求助訊號，去問會的人、去問知道的人。孩子專注在「我有

幾件事要做？我要哪一個先做？」「我要怎麼做才能更進步？」 

在我們的訓練場域裡，沒有人是「落後」，也沒有人是「第一」，孩子的活力、

孩子的好奇心，充分專注在探索如何進步的挑戰、以及完成挑戰，孩子不斷地在

證明自己「我完成了！我做得很好！我很棒！」，透過這樣的正向循環，孩子逐

漸建立自信心並不斷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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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化評量的限制 

有的孩子經過訓練之後雖然信心提升了、能力也有所進步，也不再那麼害怕

失敗做不好，而願意多做練習，只是需要時間累積能力，但一回到學校班級還是

要接受考核評比的紙筆測驗，就又凸顯出落後的挫敗，所以，就又要回來繼續訓

練及補強信心。 

孩子的心情像坐雲霄飛車一般，提振上去、又再降下來，這樣形成了拉鋸戰，

媽媽覺得孩子很可憐，動作慢學習慢的孩子就慢慢進步就好了，卻要遭受學校測

驗制度的挫折打擊。媽媽就問，如果學校能夠像我們的訓練方式這樣就好了，孩

子就不必受這樣的折磨。我們回答家長：學校很難做到我們這樣，因為，師生比

例大大不同。 

專注力訓練是一班八個小孩，一位班導師主帶領活動，桌遊時間或專業科目

時間，現場除了班導師之外再加一位桌遊老師或專業科目老師，有時還會有小助

教或實習老師幫忙。師生比例為 1：8 或 2：8 或 3：8，這樣的人數比例，即使

八個孩子各有特殊狀況需要輔導，孩子也都可以獲得個別化照顧。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統計，104~108 學年期間，以人口聚集的五個直轄市為

例，公立小學平均每班學生數在 25.3~30.5 人，私立小學就更多人在一班，平均

是 21.3~37.6 人。如表 1、表 2。如果以 ADHD 盛行率 5%~7%來推算，一班 27
個小孩就可能有 1~2 個小孩需要特別關注，而這兩個小孩極可能個別速度也不一

致，也許一個過快、一個過慢，那就需要分開輔導，而其他 25 個小孩在學習速

度上也不會一致。老師要趕教學進度，又要顧及個別化差異，老師真的分身乏術。 

再看 104~108 年期間全臺灣的班級數，公立小學有逐年減少的趨勢，而私立

國小則微微增加班數，如表 3。這個說明了少子化現象日益明顯，父母把孩子送

去班級人數較多的私校，顯示父母期望子女成龍成鳳的心更加緊張，相對地卻也

只好忽略孩子的個別化速度是否受到妥當關注。 

表 1 公立國小 104~108 學年平均每班學生數 
學

年

別 

縣市

別 

公立國小

平均每班

學生數 

縣市

別 

公立國小

平均每班

學生數 

縣市

別 

公立國小

平均每班

學生數 

縣市

別 

公立國小

平均每班

學生數 

縣市

別 

公立國小

平均每班

學生數 
108
學

年 

新

北

市 
25.5 

臺

北

市 
26.2 

臺

中

市 
27.8 

臺

南

市 
26.8 

高

雄

市 
28.0 

107
學

年 

新

北

市 
25.4 

臺

北

市 
25.8 

臺

中

市 
27.8 

臺

南

市 
26.6 

高

雄

市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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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

年 

新

北

市 
25.3 

臺

北

市 
25.8 

臺

中

市 
27.8 

臺

南

市 
26.7 

高

雄

市 
29.3 

105
學

年 

新

北

市 
25.5 

臺

北

市 
25.7 

臺

中

市 
27.9 

臺

南

市 
26.6 

高

雄

市 
29.5 

104
學

年 

新

北

市 
25.7 

臺

北

市 
25.6 

臺

中

市 
27.6 

臺

南

市 
26.7 

高

雄

市 
30.5 

單位：人/班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表 2 私立國小 104~108 學年平均每班學生數 
學

年

別 

縣市

別 

私立國小

平均每班

學生數 

縣市

別 

私立國小

平均每班

學生數 

縣市

別 

私立國小

平均每班

學生數 

縣市

別 

私立國小

平均每班

學生數 

縣市

別 

私立國小

平均每班

學生數 

108
學

年 

新

北

市 
36.2 

臺

北

市 
37.6 

臺

中

市 
30.9 

臺

南

市 
33.2 

高

雄

市 
22.4 

107
學

年 

新

北

市 
35.8 

臺

北

市 
37.0 

臺

中

市 
31.7 

臺

南

市 
32.4 

高

雄

市 
21.6 

106
學

年 

新

北

市 
35.9 

臺

北

市 
37.4 

臺

中

市 
32.1 

臺

南

市 
31.3 

高

雄

市 
22.4 

105
學

年 

新

北

市 
36.7 

臺

北

市 
37.2 

臺

中

市 
32.1 

臺

南

市 
30.6 

高

雄

市 
21.9 

104
學

年 

新

北

市 
37.1 

臺

北

市 
37.6 

臺

中

市 
32.2 

臺

南

市 
30.5 

高

雄

市 
21.3 

單位：人/班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表 3 104~108 學年國小班級數 

學年別 設立別 國小班級數 設立別 國小班級數 

108 學年 公立 49,882 私立 1,237 

107 學年 公立 49,577 私立 1,190 

106 學年 公立 49,191 私立 1,120 

105 學年 公立 50,015 私立 1,082 

104 學年 公立 51,343 私立 1,061 
單位：班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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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臺灣國小平均每班學生人數（班生數） 

學年別 國小平均班生數 

108 學年 22.9 
107 學年 22.8 
106 學年 22.8 
105 學年 23.0 
104 學年 23.2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六、建議與結語 

政府為因應少子女化衝擊，以及提昇國民教育品質、穩定教育環境，教育部

於 96 ～100 學年實施「國民小學班級學生人數調降方案」，並自 98 學年起實

施「國民中學階段精緻國教發展方案」，引導各等級學校之班級人數下調。以 94 
學年與 104 學年比較，國小平均每班學生人數（班生數）已由 29.3 人降至 23.2 
人。在班生數減少同時，加上教育部在「提振教師專業士氣，發展教師專業效能」

目標下，執行「小班學校增置教師，縮減城鄉師資落差」及「增置教師員額，減

輕教師工作負擔及提升教學效能」。（教育部，2016） 

表 5 國小老師數與國小學生數與大專校院畢業生數彙整表 

學

年

別 

國小老

師總計 

國小專

任合格

教師 

國小長

期代課

教師 

國小其

他教師 
國小學

生總數 
國小班

級數 

大專校

院教育

領域畢

業生總

計 

大專校院

畢業生總

計 

108
學

年 
96,604 82,565 13,984 55 1,170,612 51,119 - - 

107
學

年 
95,670 82,601 13,020 49 1,158,551 50,767 8,143 301,170 

106
學

年 
94,403 82,662 11,704 37 1,146,661 50,311 7,907 304,919 

105
學

年 
95,081 83,997 11,044 40 1,173,885 51,097 8,036 304,649 

104
學

年 
97,368 85,555 11,775 38 1,214,360 52,404 8,264 309,277 

說

明 

108 學年

比 104
學年減

少 764
人 

108 學年

比 104
學年減

少 2,990
人 

108 學年

比 104
學年增

加 2,209
人 

108 學

年比

104 學

年增加

17 人 

108 學年

比 104 學

年減少

43,748 人 

108 學年

比 104
學年減

少 1,285
班 

104~108
學年累

計增加

32,350
人 

104~108
學年累計

增加

1,220,015
人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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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8 學年平均班生數 22.9 人，如表 4，比 104 學年只降了 0.3 人，學生總

數減少 43,748 人，班級數減少 1,285 班，老師總數減少 764 人，如表 5。值得注

意的是，學生數、班級數、老師數都下降，而每年約有八千名大專校院教育領域

的畢業生，104~108 學年累計 32,350 人，這些教育儲軍到哪裡去了？ 

108 課程總綱載明要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

兼顧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異、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命主體

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

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力與應變力

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更為美好。（教育部，2014） 

從孔子的「因材施教」到 108 課綱的「適性教育」都是對孩子很好的理念，

要實踐理念就需要有可以執行的條件，適性教育不僅限於特殊生需要，是全國孩

子都需要。要做好事情就需要有可搭配執行的人力，制度不調整，就會產生在職

老師很辛苦、孩子很辛苦、父母也很辛苦，而生力軍卻進不了學校幫不上忙。 

培育優秀人才提升國力，就要從教育著手，縱然教改有好的方針及課綱，也

有適合學生的各種評量方式，但是卻無法好好有效的實踐，人力不足是一項很重

要的因素，本文建議教育當局，對於教育體制內的各項配比，諸如：104 學年實

施的「班級學生人數調降方案」、「精緻國教發展方案」、「增置教師員額，減輕教

師工作負擔及提升教學效能」這類有幫助的調整，有需要針對教育現況再檢討規

劃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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