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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核心素養導向之閩南語評量工具 
蔡桂珠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評量如同一面鏡子，可反映出教師的教學效果，更可以瞭解到學生的學習

效果（蔡啟達，2016）。身為閩南語教師的我，每學期總是為了如何幫學生評分

數，分數是否合理？對學生們公平嗎？而大傷腦筋！大部分閩南語教師，都是

以簡單化的紙本測驗或隨堂口語測驗之簡單性評量，較無效度與信度。若有一

套適合閩南語的標準本位評量工具，不僅教師於實施評量後，可以瞭解到學生

的學習狀況，協助學生建立有意義的學習，增進學生對閩南語的理解與興趣，

對教閩南語的教師而言，除了可以檢視自己的教學與評估學生的學習效果，更

是可以做為自己改進教學與學習的參考，將是最有利的評量工具。 

二、閩南語文的核心素養評量 

閩南語文核心素養應包含概念/知識(漢字形音義、臺羅聲韻調）、認知運作

（閩南語文的聽說讀寫)與實作技能（用閩南語文與人接洽、寫作），彼此交互

影響（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本土語言-閩南語文，

2020）。十二年國教課綱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希望培養學生具

備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臺灣師大心測中心建構

與課綱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相對應的評量標準，建立一套教師於平常課室中就

可以使用的全國性評量標準與多元評量工具-閩南語標準本位評量，這套評量工

具可以協助教師與教育主管在評定學生的表現時，有明確的評分指引，鼓勵教

師運用多元評量來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並評估適當的學力監控機制與學習輔

助措施，進而達到維繫基本學力、縮減學習成就落差之任務。 

核心素養取向教學重視整合知識、能力及態度習得的要求，因此評量方式

必須是素養導向，其他課程元素包含了目標、內容與教學。教師須提供學生學

習機會，使其在真實情境脈絡下，可以透過不同的觀點以及對人、事、物的理

解，進行知識操作與問題解決，進而發展出擁有面對未來生活之能力與價值觀

覺知的能力（呂秀蓮，2017）。國民小學的閩南語文教育具有保存閩南語文的責

任，更是國家多元文化之重要內涵，因此，教師可透過學習成就素養導向標準

本位評量檢視教學成效來評估學生的能力，進而提升閩南語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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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見評量與標準本位評量之差異 

(一) 檢查學習狀況 

1. 常見評量：著重在如何正確測量學生的學習成就，分類和排名，強調測驗結

果。 

2. 標準本位評量：使學生學習自然關注評量標準，瞭解自身學習狀況以及需要

加強的地方，不須與他人的分數做比較。 

(二) 檢查的工具：表現標準 

1. 常見評量方式：在解釋分數、成績與評語時，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或比較基

準。例如：阿珠的閩南語很好，每次都考 90 分以上。（阿珠在聽、說、讀、

寫都優秀嗎？而且每次考試題目難度都一樣嗎？題目是否有鑑別度？評分

教師會不會加入感情分數？） 

2. 標準本位評量：訂定明確一致的表現標準（學習內容和能力等級）。                           
例如：阿珠五年級做閩南語，她聆聽能力被評定為 A 等級（優秀），閱讀能

力被評定為 B 等級（良好），這表示阿珠在第三學習階段閩南語聆聽能力的

學習成就表現符合 A 等級各項表現描述，而她在閱讀能力的學習成就表現

符合 B 等級各項表現描述。 

表 1 表現標準範例 

語文領域-本土語言（閩南語文）第三學習階段表現標準 聆聽 
內容標準 表現標準 

主題 次主題 A（優秀） B（良好） C（基礎） D（不足） E 
聆聽 語音 

聽辨 
能辨認字詞

中難度較高

的語音。 

能大致辨認

字詞中難度

較高的語

音。 

能辨認字詞

中基礎的語

音。 

僅能有限地

辨認字詞中

的語音。 

未

達

D
級 

音訊 
理解 

能聽懂稍繁

複的言談或

言外之意。 

能聽懂稍繁

複的言談。 
能聽懂簡易

的言談。 
僅能聽懂字

詞的意思。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土語言-閩南語文公播版(2020) 

第一線教師於施測閩南語評量時，最常遇到的困境是有心改變的老師，容

易在學校遭受到排擠或者行政不支持，以及家長過度擔心，甚至干預教師的教

學（黃啟菱，2017），造成閩南語教師在願意理解新課綱的精神、調整教法、發

展課程以及設計評量時，難免會恐慌，面對這些問題，閩南語教師如何獲得支

持，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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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模參照與標準參照之差異 

表 2 常模參照與標準參照之差異 

 常模參照 標準參照 

參考對象 
他人評量結果 
（相對性標準） 

事先所訂定之評量標準 
（絕對性標準） 

結果解釋 
根據個別分數在團體中的相對位

置解釋評量結果 
根據已擬定之評量標準解釋評量

結果通過或不通過 

關注 
比較學生與他人間學習成就水準

的高低 
了解學生本身已學會和尚未學會

的原因或困難 

舉例 
班級整潔競賽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PR 值） 

量血壓 
國中教育會考 
（精熟、基礎、待加強） 

資料來源：整理自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小學標準本位評量本土語言-閩南語文公播版(2020) 

五、閩南語評量常見的問題 

    依筆者自身的教學經驗以及蒐集相關文獻得知，閩南語教師於實施評量時

較常見問題的有： 

1. 教師於課堂上對學生實施的評量方式，較過於簡單，過程不夠嚴謹，缺乏信

度與效度，因此所測得的成績較無法看出學生的實際能力，而且缺乏參考價

值。 

2. 任課教師大部分採隨堂測驗，容易造成學生及家長認為閩南語不是重要的學

習科目，較不會花時間在複習上。而各階段施測教師的評分標準不，容易造

成其他不同階段教學教師對學生閩南語能力程度的誤判。 

3. 非編制內教師，施測評量時較缺乏專業訓練機會（徐明政，2015）。 

4. 科任教師實施評量時，常覺得時間不夠（徐明政，2015）。 

5. 學生程度差異，對於評量實施較不容易（徐明政，2015、陳素卿，2005）。 

六、結語 

評量與教學其實是一體兩面，因應教學過程的多元化（羅寶鳳，2017），評

量工具內容應將學習內容、學習表現與教學目標緊扣（林政逸，2017）。閩南語

教學評量方式，礙於時間上之限制，教師大多是課程中進行，以口語評量較多，

此種方式較像是形成性的評量（楊秀英，2015）。閩南語評量內容應包含課程內

容的廣度及深度，從各評量工具的考卷、作業、學習單、活動單、觀察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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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蒐集證據，透過評分指引以利判定學生能力或表現等級的任務要求，教師

可以具體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進而調整教學內容方式，設計適當的學習輔助

課程與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及興趣，適時的給予學生學習回饋，達到

適性教育的教學目標，教師更應提升自己教學與多元評量的專業能力，避免因

不適當的評量方式，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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