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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學習評量立論及其重點評析 
賴麗敏 

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新課綱係以核心素養為關鍵主軸，在於強調學習與生

活情境的連結。這一波的變革，促使幼兒教育的課程綱要亦要隨之而改變，為以

專業素養導向教學重點，以連結國民基本教育的變遷。揆之，教育部已於 106
年 8 月起實施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又 107 年 11 月教育部公布幼兒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以及 109 年國教署訂定幼兒園教保專業素養指引及課程基

準，藉以符應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實施，可知這在於連結教育部公布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為重要課題。一個完整的教育流程，必須有課程、教

學及評量，環環相扣，才能知悉教育成果若何，以改善教學及增長學習。回顧過

去西洋有名的英國教育家 Spencer（1859）〈什麼知識最有價值？〉一文最早提及

「課程」一詞，意指指引學生學習方向和進程，學生對自己學習經驗的認識。因

此，課程包含教學／學習內容、教學／學習方法、教學／學習目標及教學／學習

評量。可見，有教學就會有學習評量。不論幼教、小教、中教及高教，在各級學

校學生的學習階段均有學習評量的存在必要性，因為它是學習表現的重要一環，

缺一不可。然而，學前教育的幼兒園要評量什麼?其實，幼兒園學習評量係有其

立論基礎，也有其重點，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及檢視。茲就幼兒園的學習評量立論

及學習評量重點二者，分述如下：  

二、學習評量立論 

「評量」（assess）一詞其拉丁文的原意指「坐在旁邊」（to sit beside），也就

是說當成人欲了解幼兒的想法，就要以最貼近幼兒、能察覺幼兒在學習歷程的成

長、進步或遇到困難的方式為之。是以，在幼兒園使用評量，其主要目的在於使

得每個幼兒都能被看見，教師可以藉由評量來看到每位幼兒的發展及學習成長狀

況，在日常生活中得以蒐集到幼兒的學習成果，亦可讓家長看得到日常幼兒的學

習表現若何。再者，教師的教學係要有目的和意圖的，可以藉由評量來檢視進行

的課程如何或者學習區的內容是否符合幼兒的能力，檢核並省思自己的教學狀

況，來不斷精進教學能力。但是，學習評量的工作是有其立論基礎的，在幼兒學

習評量手冊中有指出幼兒園學習評量指標的理論基礎有三：以幼兒為學習主體的

評量、表現評量、課程本位評量。研究者摘述重要內容並藉以檢視目前幼兒園教

師在實施學習評量時，到底會發生什麼狀況，加以評析，以為研究者為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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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幼兒為學習主體的評量 

學習意指個體經由練習或經驗使其行為產生較為持久性改變的歷程（張春

興、林清山，1994）。可見，幼兒園學習的主體不是教師，是幼兒。教師必須時

時思考教學要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並將幼兒視為學習的主體來進行評量。教師對幼

兒進行學習評量要有系統的收集詳細資料，據以判斷其優點或問題。因此，有評

量就要一定要有資料為依據，去詳細觀察幼兒的學習。所以在收集幼兒的資料

上，是評量過程的重要一環，時時檢視教學過程的點點滴滴，是否對每一位幼兒

能觀察他們的學習狀況，避免因一時疏忽，而忽略了應有的反省和評量的機會。

目前幼兒園課程的實施，有主題課程、及主題課程加學習區或者是單單以學習區

為普遍進行的課程三者為之。教師在課程的進行中，必須時時要思考及檢視如何

去收集評量資料，並得出幼兒園學習成效若何，來改善教學。 

(二) 表現評量 

表現評量的重點就是要找出幼兒的真實能力。何謂幼兒的真實能力?依據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幼兒園的課程意指幼兒在一日中的所有活動，其包括每

日的日常例行性活動、課程取向活動、學習區活動以及全園性活動。可見，當幼

兒入園到離園所有進行的活動，無論是教師的引導、自主產生或者與同儕互動所

產生的活動，均屬於真實生活的情境和活動，是幼兒在幼兒園中不可忽略的一

環。是以，表現評量又稱實作評量，即依據課程的走向，以及幼兒在課程活動中

的學習任務或表現，以判斷幼兒的能力表現、學習歷程及其成果若何。如藉由觀

察紀錄、學習區的觀察紀錄、幼兒畫畫、作品照片等作品、學習單、參與團討發

表言論、任何活動的表現，以及家長回饋單等資料的收集均可以獲得幼兒真實表

現及能力。 

(三) 課程本位評量 

課程本位評量在幼兒園實施方式大約有二：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量（黃文三、

李新民，2016）。其常見的評量方式有觀察評量、書面作品、檢核表、操作評量、

口頭評量及個案紀錄等方式。在 106 年 8 月 1 日實施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中，其課程分為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語文、社會、情緒和美感六大領域，

又在《課程大綱實施通則》第八條規定：「教保服務人員須進行教學評量，檢視

自己的教學：同時也須有系統的規劃和實施幼兒學習評量」，以課程大綱六大核

心素養覺知辨識、表達溝通、推理賞析、想像創造、自主管理為學習的期望目標，

六大核心素養共發展出 29 條評量指標，包括覺知辨識 8 條、表達溝通 4 條、關

懷合作 4 條、推理賞析 3 條、想像創造 5 條及自主管理 5 條（廖鳳瑞、張靜文，

2019），摘要檢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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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覺知辨識：能覺察自己及他人的特徵及興趣； 

2. 表達溝通：能運用視覺、圖像、口語、對話，並調整自己的想法或情感； 

3. 關懷合作：能理解他人、利社會的行為、對環境的關懷、理解社區與自己； 

4. 推理賞析：重視特徵、特定現象、能欣賞及回應自己及他人； 

5. 想像創造：透過視覺、音樂、戲劇、敘事文本來想像創作； 

6. 自主管理：能調和大肌肉、肢體、小肌肉、精細動作等，以符合規範。 

針對上述重點，進行評量時，依據每條評量指標的評鑑規準，以判斷幼兒學

習表現等級以及等級描述進行評量（廖鳳瑞、張靜文，2019）。 

三、學習評量的重點 

(一) 評量是用來支持學習的 

依據 Glaser（1990）指出：評量是用來支持學習的，而不是用來指出幼兒現

在或過去的成就而已。由於評量應該用來激勵幼兒的學習，而不是懲罰或恫嚇幼

兒，尤其要欣賞幼兒的學習表現多給予讚美。是以，教師應該透過評量引導幼兒

有更加的表現，鼓勵幼兒多去探索發展其潛能，以促使其具備更多發展能力的可

能性。 

(二) 評量必須兼顧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 

幼兒的學習成果不只是出現在學期末的總結性評量成果而已，而是在學習過

程中就透過教師觀察記錄、檢核表勾選、評語，提醒幼兒和家長，幼兒可以努力

的空間，乃至讚美幼兒的優良表現。甚至於更進一步制定評分規準時，允許幼兒

參與討論，增加自信心。 

1. 教師對於學習評量要多管道攝取 

教師可以採用的工具，包含了觀察記錄報告、學習情形檢核表、親師電話、

家長通訊（newsletters）、給家長的信、聯絡簿、親師晤談、師生晤談等（Guskey
＆Bailey，2001）。 

2. 文字描述要具體及個別化 

文字描述是最可能提供明確具體和最個人化的資訊，給予幼兒諸多有用的回

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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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評量評析 

研究者針對目前幼兒園學習評量所遭遇到的問題及可改善的空間，提出幾項

檢視的評析如下： 

(一) 教師對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和幼兒學習評量指標的不熟悉 

幼兒園教師對於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內容的及幼兒學習評量指標不熟

悉，以至於課程活動和進行評量時感到困難。因此，教師在課程活動之連續性及

統整性、課程目標設定，均會影響到有否能蒐集到評量的內容。 

教學上或行政事務的繁忙，在蒐集幼兒學習歷程面向及時間不足，以至於沒

有充足的資料能評量幼兒。其次，文書繁複，學習評量指標是依據課程大綱的六

大核心素養及其課程目標及學習指標所建構而成 29 條評量指標來進行收集及判

斷幼兒的學習表現有否達到課程大綱的期望標準。可見，教師需要將課程大綱運

用在每日課程進行評量，評量不是單一性評量標準，除了既定表格勾選幼兒學習

表現之外，亦有文字陳述，負擔較重，無法兼顧得宜。 

(二) 教師使用幼兒學習評量標準表現不一 

研究者發現，目前幼兒園教學活動有多項課程目標，但是訪談職場上的教師

對於課程目標與評量間卻無法對應，有下列諸項現象： 

1. 職場教師對幼兒學習評量手冊內容不熟悉。 

2. 每位教師在解讀幼兒評量採取的面向，互有偏頗。 

3. 教師缺乏彼此增長專業發展的工作坊，及相互討論使用並參與有關評量標準

的研習活動。 

4. 教師較重視大型團體活動，而忽略小團體或個別幼兒學習觀察，給予適性發

展的空間與機會，無法覺知每個幼兒潛能的發展。 

五、結論及建議 

(一) 結論 

針對前述研究者所做的幼兒園學習評量立論及其重點，歸結出下列幾項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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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論必須符合幼兒園學習評量的三項立論基礎，時時檢視教學。 

2. 幼兒園學習評量必須兼顧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 

3. 兒園學習評量應該用來激勵幼兒的學習，引導幼兒有更加的表現。 

4. 教師要善用各項學習評量的工具，給予幼兒更好的發展機會。 

5. 幼兒園學習評量必須要有量化的描述，也要有文字的描述。 

(二) 建議 

基於上述，提出以下建議： 

1. 教師對於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幼兒學習指標及其內容需深入理解，並

熟悉各指標。 

2. 教師需注意到課程活動的連續性及統整性的概念，在活動進行過程較易能觀

察到幼兒的學習脈絡，評量幼兒的學習表現。 

3. 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為基礎，教師根據所訂課程目標而定，於活動歷

程中收集幼兒的表現進行評量，以作為教學活動改進之依據。 

4. 教師應事前規劃時間管理並善用日常在園內的觀察紀錄及覺察幼兒在日常的

表現並隨時紀錄。 

5. 教師同儕需要一起經過多次討論與修正，多角度了解幼兒表現，使其評量可

信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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