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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能力與實作評量 
許維純 

彰化縣私立達德商工校長 
 

一、 前言 

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亦為國家整體發展與競爭力的根本，其中技職教育不

僅在傳遞知識，更重視務實致用，實作能力的培養乃是技職教育的重要核心，理

論與實務並重，兼顧學生適性發展與多元學習之升學與就業需求，促使技職教育

在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之課程教學歷經能力本位、單位行業、群集、一貫課程、

群科及即將實施的技能領域等課程規劃與學習內容的調整，技職教育始終著重培

養學生具備務實致用的知識與技能。 

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的銳變，技職教育屢被檢討的是學生缺乏實作能力，

產業界更期許技職教育應強化實習實作，更具體提出建議政府要汰換技職學校老

舊的機具設備，要求技職教師具備實務經驗及至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專業

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讓未來學生在學習時，能獲得與產業同步的知識與技

能，拉近學用落差。教育主管單位更主動透過技職再造、提升實作能力及優化實

作環境等相關配套措施，大力挹注資源回應產業對人才實作能力的殷切期望。 

二、 本文 

今年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群科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技術型高中 108 課綱），強調學生實作能力，重要的

改變包含在部定專業科目中專業實習科目新增「技能領域」，並擴充 15 至 30 學

分的「技能領域」課程（羅梅英，2019），聚焦群科共通性的基礎技術能力外，

也對準各專業技能領域之實作能力。 

學生在專業領域的學習中，如何維持良好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進而擴展

認知、技能、情意等多元智能表現，達到整體性學習成就提升，教師之教學與評

量能力乃是重要關鍵。「實作評量」除可從學生的實作過程及結果，檢視學生所

學的知識、技能是否有效整合，且可從旁觀察其態度，更能符應技術型高中 108
課綱著重核心素養的學習重點全貌之展現。臺灣師大（108）指出「實作評量」

有以下優點: 

(一)增進學生學習的深度及動機  

實作能力評量是真實性的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實作體驗能成為學生

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促進學習和技能發展（Messick,S.1994），使評量及學習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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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連結，讓學生的學習內容更具深度及意義，同時也增進學習動機（Hayton, G., 
& Wagner, Z. M. 1998）。 

(二) 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因應未來的環境變遷，應重視素養的培育，採用學生本位的教與學，以學習

表現為設計與規劃的目標，並依學習內容適切地進行課程設計，採用具素養導向

的評量，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 融貫核心素養的整體性評量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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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作能力評量可融貫核心素養，檢視學生是否具備理解群科專業知

識及運用專業技術完成課綱學習重點，同時也可觀察學生工作態度是否符合職業

倫理的表現 

(四) 接近職場及產業所需 

相較於其他評量方法，實作能力評量具有接近職業真實性和直接性的優勢

（Frederickson, J. & Collins, 1989），實作能力評量對產業界可提供更有效的資

訊，並反映學生是否具備符合工作場所所需的基本職能。 

學生在專業與實習課程及活動的成果展現，以實作能力最能呈現完整的素養

導向教學全貌，若以現行技專校院的入學考試 20 個群類別，除設計群專業科目

（二）有術科測驗外，其餘均以選擇式的紙本測驗題為評量方式；然選擇式的測

驗題只能測量學生透過題本敘述的情境資訊，經閱讀收集資訊理解整合分析判斷

後在既定的有限選項中「知道」什麼，但無法測量學生「能做什麼」；此外，筆

者認為以選擇題為主的標準化測驗對於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造成了一些偏

差的影響，以現行的標準化測驗方式做為評估學生的專業實習課程學習成效及學

校的辦學績效，在現今社會普遍以輔導學生升學成效論定學校教師績效的背景

下，造成大部分教師教學側重於測驗的科目及內容，而扭曲了專業實習課程教學

的面貌也限縮了學生的實作能力的成果。 

三、 結語 

務實致用是技職教育新課綱的核心理念，技專校院招生方式，將引導學校重

視實務學習，若未來技專校院統一入學測驗方式仍採用選擇式測驗題，此評量方

式能否測量學生除了知識以外的技能及態度呢?現階段我們完成了以培養學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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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能迎接未來挑戰的素養導向的「技術型高中 108 課綱革新」，接續著「評量的

革新」亦應是現行教改的重點之一，雖「學習歷程檔案建置」及「考招調整方案」

配套措施是新課綱重視學生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的展現，其中除專題實作作

品外，並未明確納入能呈現學生專業實習課程成效的實作能力相關評量結果。 

建議教育主管單位在推動專業實習課程的課綱革新同時，應同步發展適合各

群科專業實習課程的實作能力評量機制，並在技高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中，納

入能完整展現專業實習課程學生學習成效的實作評量結果，以落實技術型高中

108 課綱的學習重點達成藉以引導技高學生重視實務學習。期望能以實作評量的

實踐，支持教學和學習的成效的達成，以了解學生實作能力的表現水準，同時評

估及診斷學生之學習成效，發揮監控機制，進而達到維繫基本技能、縮減學習成

就落差（心測中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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