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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所謂素養導向試題，並不是一個全新概念，也不是一種新題型，在命製時可

以採跨領域的素材和情境化的素材來命題（王錦慧，2019）。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在 2003

年即研究「素養的界定與選擇」（林永豐，2014）。臺北市國小基本學力檢測的命

題，自 2005 年開始實施以來，即揭櫫試題必須與生活情境結合，做為試題命題

的指導原則，試題取材也跨越到自然科學、數學等領域，透過閱讀情境測試學生

基礎語文知識（陳清義主編，2006），當時即開創了素養導向命題的評量。 

2005 年時開創這個新型式的試題與評量，為了確保每個學科命題遵守這個

原則，必須逐步建置工作團隊，從評量到補救教學進而研究與推廣，整個學力檢

測系統的建立，14 年來不斷創新工作及開創工作價值（陳清義，2019），實踐了

Peter F. Drucker 說的「創業精神是一種行為，而非人格特質；它的基礎在於觀念

和理論，而非機構本身。」（蕭富峰、李田樹譯，2009）。本文將分享臺北市國小

學力檢測工作團隊以創業精神分年度建立起 10 個工作團隊的經驗，作為各教育

單位創新建置新型態工作任務編組之參考；另提供臺北市基本學力檢測的素養導

向試題範例作為教學現場學校教師命題之參考。 

二、 創業精神 

Peter F. Drucker 在《創新與創業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蕭

富峰、李田樹譯，2009）一書中闡述：「並不是每一個新的小型企業都是一種創

業家行為或代表著創業精神。例如：夫婦倆在美國郊區開了一家熟食店或墨西哥

餐館，他們當然是冒了一點風險，他們所做的事以前被重複了許多次，他們相信

他們區域裡頭的外食人口日漸增加，並投入他們的時間與金錢放手一搏。但他們

既沒有創造出一種新滿足，也沒有創造出新的消費者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即

使他們所開創的是新事業，但他們顯然不是創業家。然而麥當勞所展現出來的就

是創業精神。確切地說，麥當勞沒有發明任何新東西，任何一家美國的高級餐廳

老早就開始供應它的最終產品了。但是，藉著應用管理觀念與技巧（思索顧客所

重視的「價值」），使「產品」標準化，設計製程與操作工具，以及基於分析工作

流程的結果而設定標準，並依據標準訓練人員，麥當勞不但大幅提高了資源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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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且開創一個新市場和新顧客階層，這就是創業精神。因此，創業精神是一

種行為，而非人格特質；它的基礎在於觀念和理論，而非機構本身。創業精神視

改變為健康的常態，它認為在社會體系裡，最重要的事在於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

而非將原來已經做過的事做得更好。創業家總是在尋找改變，因應改變，並視它

為一種機會而加以利用。一般都相信創業的風險非常高，創業之所以會「具有風

險」，主要是因為在所謂的創業家中，只有少數人知道他們正在做些什麼。他們

缺乏方法論的背景，他們違反了基本且廣為人知的法則。創新是一種組織化、系

統化、理性化的工作。必須嚴格地奠基於對改變、對機會、對新的現況，以及對

大部分人仍然確信的現象與實際現象之間不一致的認知。」 

從 Peter F. Drucker 所闡述的創業精神，可以看出幾個要點： 

1. 創業是創造出一種新滿足，創造出新的消費者需求。 

2. 創業精神是一種行為，它的基礎在於觀念和理論。 

3. 創業家總是在尋找改變，因應改變，並視它為一種機會而加以利用。 

4. 創業具有風險，因為只有少數人知道他們正在做些什麼。他們沒有方法論的

背景，而且他們違反了基本且廣為人知的法則。 

5. 創業與精緻化不同，因為創業在於做與眾不同的事，而非將原來已經做過的

事做得更好。 

三、 創業精神在臺北市國小學力檢測團隊建置的實踐 

臺北市國小學力檢測系統，從 2004 年計畫初擬之後，對於教育局，是一件

全新的工作，計畫陳核將近一年，直到 2005 年 7 月 14 日，向市長報告後，由市

長裁示，執行首次同一時間全市統一試題的國語文學力檢測（陳清義主編，2006）。

施測結果在2006年再度向市長報告結果，市長也裁示了庚續辦理國小學力檢測，

並且發布新聞使家長知道臺北市的教育成果（陳清義主編，2007）。消息公布後，

引發全國教師會和臺北市教師會反彈，聯合在市議會舉開記者會，由市議員質問

檢測的效益與未來的應用，但經過筆者到記者會現場說明之後，表明此一開創性

的檢測作為與應用，將使臺北市的學生獲得教育的公益，因此，這個檢測一直執

行至今（陳清義，2019）。 

臺北市不只執行了學力檢測使家長老師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並且逐年建置

新的工作團隊，至今包含了檢測結果的應用研究、補救教學的測驗研發及學生能

力重建方法的研究，共有十個團隊分年成立（陳清義，2019），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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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力檢測團隊 

1. 2005 年成立檢測工作組和國語文工作組。 

2. 2006 年成立數學科工作組，開始培訓命、審題教師。 

3. 2006 年成立輔導組，依照學力檢測分析，安排全市補救教學資源。後續發

展成補救教學工作組。 

4. 2007 年成立英語科工作組，於 2009 年首次以抽測方式檢測英文。 

5. 2010 年檢測工作組分成兩組：行政規劃組辦理測驗行政業務及網站建置維

護；評量規畫組專責統計分析。 

6. 2014 年成立研究應用組，研究日益累積的大量檢測數據。 

(二) 補救教學團隊 

1. 2009 年成立數學診斷測驗編製工作組，為現場教學者編製能自動批閱並給

予結果分析和教學建議的資訊系統。 

2. 2012 年成立國語診斷測驗編製工作組，為現場教學者編製能自動批閱並給

予結果分析和教學建議的資訊系統。 

3. 2017 年成立學生數學能力重建工作組，為找出學生共同學習瓶頸，以做為

教師補救教學建議。 

4. 2018 年成立英語診斷測驗編製工作組，為現場教學者編製能自動批閱並給

予給果分析和教學建議的資訊系統。 

整個工作團隊建置過程就如創業精神的要素： 

1. 學力檢測創造出家長一種新滿足，創造出家長的需求。 

2. 學力檢測是一種行為，它的基礎在於國際學科評量的觀念和理論。 

3. 學力檢測團隊總是在尋找改變，因應改變，並視它為一種機會而加以利用，

不斷的創新團隊。 

4. 開創學力檢測具有風險，因為違反了基本且廣為人知的法則，創始時引來教

師與議員極大的不安與反彈。 

臺北市的學力檢測不只是做評量的精緻化，因為在於做以前沒有的試題型態，而

是與生活情境結合的素養導向試題。 

四、 創業精神在素養導向評量試題的開創 

(一) 素養導向的評量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定義「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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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度。…核心素養的表述可彰顯學

習者的主體性，不再只以學科知識作為學習的唯一範疇，而是關照學習者可整合

運用於「生活情境」，強調其在生活中能夠實踐力行的特質」（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4）。以下列兩項基本要素作為素養導向試題命題之依據：  

 

1. 佈題強調真實的情境與真實的問題：以往的紙筆測驗多著墨於知識和理解層

次的評量，素養導向則較強調應用知識與技能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

除了真實脈絡之外，素養導向試題應盡可能接近真實世界中會問的問題。 

2. 評量強調總綱核心素養或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學科本質及學習重點： 

(1) 跨領域核心素養係指如總綱所定義三面九項中所指出之符號運用、多元表徵、

資訊媒體識讀與運用以及系統性思考等跨領域／科目的共同核心能力， 並非

專指跨領域／科目的題材。 

(2) 各領域／科目的素養導向評量強調「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的結合，並

應用於理解或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 

(二) 開創素養導向評量試題舉隅 

臺北市基本學力檢測的題型，自 1995 年即開始以真實生活情境問題的解決，作

為命題的指導原則，惟僅自 2013 年的檢測後，開始公布部份試題，因此本文自

公布的試題中舉例素養試題的命題和評分，提供學校教師參考。 

1. 國語文試題 

例題一：2019 年公佈的試題：32 與 33 題 

今年十月，各國兒童代表一起參加「地球兒童高峰會」，以下是現場的中文

翻譯內容： 

  

這幾年全球氣候異常，冬天溫度不斷創新低，夏天則是高溫一

直往上衝，這都是因為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過多，使得全球氣溫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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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提醒大家：出門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減少使用汽

油，降低廢氣排放量。 

  

為了保護熱帶雨林，應該多使用再生紙，減少砍伐樹木，讓植

物行光合作用，產生更多的氧氣。 

  

＃＃＃＃…內心珍惜能源，愛惜環境。雖然我們小朋友年紀還

小，還是要一起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喔！ 

32.面對天候變化，哪些代表的致詞內容有提出具體可行的辦法？ 

① 

 

② 

 

③ 

 

④ 

 

 

33. 致詞時，剛開始麥克風聲音不清楚，請問「＃＃＃＃…」應該是下

面哪一段話，意思才比較合理？ 

① 首先要讓地球好起來，接著從 

② 與其要讓地球好起來，不如從 

③ 如果要讓地球好起來，就得從 

④ 一邊要讓地球好起來，一邊從 

試題 32，用以考查學生理解和體會文句含義，看學生是否能看懂並分辨句

子中是否有提出具體可行的辦法。試題 33 考查學生能否了解各種句型的使用規

律、句與句之間的關係，看學生是否理解完整、通順、合理的句子，運用連接詞

組成複句，不同句式的變換，及正確使用標點符號等語文知識，能有助學生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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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語句的應用避免出現語句缺乏變化，語言平淡無味的狀況（陳清義主編，2019）。

可作為核心素養「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解決問

題策略、初探邏輯思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命題的參考。 

例題二：2017 年公布試題：28 題 

28.圖書館裡的圖書是依照圖書的內容分類後，編上索書號放置在不同的分類

區域中。 

000 總  類 

100 哲學類 

200 宗教類 

300 自然科學類 

400 應用科學類 

500 社會科學類 

600 中國史地類 

700 世界史地類 

800 語文類 

900 美術類 

上面是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圖書分類表，大雄想到圖書館尋找一本書名叫《孫叔叔

說三國演義》，他利用電腦上的圖書查詢系統查到這本書的索書號是 857.45 1222，

請問，他應該到哪一個圖書分類區域去尋找這一本書呢？ 

① 400 應用科學類 

② 500 社會科學類 

③ 600 中國史地類 

④ 800 語文類 

此例題旨在考查學生能否經由說明的表述方式擷取所需訊息，學生必須先讀

懂訊息內容，再依據題目要求作答（陳清義主編，2017）。圖書館的索書程序是

學生自我學習必須的生活技能，該題可作為核心素養「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

生活經驗，學習有步驟的規劃活動和解決問題，並探索多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

以增進生活適應力。」命題的參考。 

2. 數學試題 

例題一：2015 年度公佈試題：29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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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下表是小豪的功課表，以下哪個選項是正確的？ 

                 星期 

節次、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0~8：00 掃除時間 

 8：00~8：40 晨讀 國語 晨讀 

第一節 8：45~9：25 數學 數學 數學 英語 數學 

第二節 9：35~10：15 國語 藝音 英語 數學 國語 

第三節 10：30~11：10 英語 國語 體育 國語 國語 

第四節 11：20~12：00 健康 國語 綜合 自然 電腦 

 12：00~12：30 午餐 

 

午餐 

 12：30~13：20 午休 午休 

第五節 13：30~14：10 藝美 自然 社會 綜合 

第六節 14：20~15：00 藝美 自然 社會 綜合 

 15：00~15：20 掃除 掃除 

第七節 15：20~16：00 體育 社會 藝音 鄉土 

① 每天都有 30 分鐘掃除時間。 ② 每天第一節都是數學課。 

③ 每週有三節自然課。      ④午休時間和一節課一樣長。 

本題檢測學生是否能報讀生活中常見的二維表格（陳清義主編，2015）。本題

可作為數學核心素養「數-E-B2 具備報讀、製作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命題的參

考。 

例題二：2017 年公佈試題：23 題 

23.北海岸著名地標「野柳女王頭」，目前她的脖圍為 1.6 公尺，依過去資料

顯示，因自然風化的關係，每年脖圍減少約 0.02 公尺，三年後她的脖圍約為多

少公尺？ 

    ① 1      ② 1.4      ③ 1.54       ④ 1.58 

此題運用學生生活經驗，檢測學生是否能處理二位小數加、減與整數倍的計

算（陳清義主編，2017），本題可作為數學核心素養「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

操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

解決問題。」命題的參考。 

五、 結語 

本文分享臺北市秉持創業精神，建置臺北市基本學力檢測工作團隊與核心

素養評量試題的開創，為使在各縣市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工作團隊，可以依據以

前的經驗，建置各縣市的工作團隊，並對於現場教學者提供素養評量試題的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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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有幾個意義： 

1. 開創核心素養導向的評量，是呼應當時國際學科測驗的一種新趨勢，雖然許

多老師都在編製評量試題，但是臺北市基本學力檢測工作團隊，以創業精神

在 14 年前就開始執行。 

2. 臺北市基本學力檢測工作團隊與試題命題，是一種基於理論和觀念的行為改

變，團隊總是在尋找改變，因應改變，並視現場教學者的需求，不斷開發新

的團隊與作為。 

3. 開創具有風險，因為違反了基本且廣為人知的法則，但是「堅持」讓團隊所

執行的內容符合世界潮流並符合教學現場需求。 

4. 創業與精緻化不同，因為創業在於做與眾不同的事，而非將原來已經做過的

事做得更好，臺北市的學力檢測團隊與研發的試題，不是在做讓試題更好，

而是讓試題更符合生活情境，更貼近解決生活問題，並且讓教學者容易命題

與批閱，而非使教學者感到繁複的評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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