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民教育輔導團  

英語領域(議題)到校諮詢服務記錄 

服務分區 第 1 區 服務地點  大成國中 

服務日期 
104 年 3 月 31 日(週二) 

7:40 ~ 17:40 

與會對象/ 

參加人數 

(勿刪) 

本領域(議題)領域召集人 /  61 人 

紀錄人 康惠美 輔導團領隊 蔡佳宏校長 

服務主題 

暨宣導內容 
學習成就評量標準推廣與培訓初階研習 

課程與教學

疑難問題解

答 

大成國中高主任： 

   本場次學習成就評量由英語輔導團主講，本校試辦執行中。目前線水中，

不便之處請包涵，歡迎大家。 

玉井國中蔡佳宏校長： 

  大成國中及全市各校英語領召早，今天研習內容也許之前有夥伴已參加過，

但此場內容教育部要求著重「實作」，至於學習成就評量與元評量之差異，由

於本人參與教育部推展 1 年多，更加上本校參與試辦，希望今天內容可讓大家

更了解。 

  今天流程：上午為說明簡介與示例分享，下午诶研習產出分享。 

專輔筱芸老師： 

         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語文領域英語科推廣宣導。 

說明與簡介由 Youtube 影片強調教師專業能力的重要與影響。 

 NOKIA 3310 借不到充電器 

傳統評量 vs. 評量標準  

 傳統評量： 

沒有明確統一標準 

表現排名取決於所在群體（常模參照）     

評量受限「教學單元」 

 評量標準： 

訂定全國明確統一標準  

表現評定根據內容標準與表現標準（標準參照） 

能評量單一「教學單元」(形成性評量)         亦能整合該年級各冊各課「教

學單元」的     內容(總結性評量)  

雙胞胎的愛恨情仇 

傳統評量-1  

 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解釋分數/成績/評語； 不夠具體，也沒有一致的比



較基準。  

例:皮妹英語很優秀，每次考試都在 90 分以上。  

評量標準-1  

 訂定明確（學習內容 + 能力等級）一致的表現標準。  

例：皮妹（七年級）英語閱讀能力 A 等級（優秀）  

皮妹的閱讀學習成就表現符合七年級閱讀表現標準 A 等級的各項能力表現

描述  

 全國皆使用同一標準（> <） 

傳統評量-2  

 與他人比較，表現優劣排名可能因所在群體不同而有所不同，忽略學生

表現已夠好或其實很糟的狀況。  

  例：班級秩序或整潔競賽 

      第一名    記嘉獎 

      最後一名  記警告  

     合理嗎？  

評量標準-2  

 達到所設定的標準即可，不必與他人分出高低。  

 例 1：班級秩序或整潔競賽 

    美術科或博士班考試名次並列  

 若未達到所設定的標準，即使在群體中名列前茅，未必具備相關能力。  

 例 2：原創劇本獎項從缺  

通過中級英檢者 

能力如何呈現 

傳統評量-3  

 以局部「教學單元」為評量單位。  

 範圍有限，題型多以選擇題或填充題等封閉題型為主，難以有效評量高

能力的學生。  

 一篇閱讀試題評量學生多種能力(指出文中主旨、擷取訊息、推論…等) 

並非不可行，但各試題所欲評量概念不盡相同，         且缺乏足夠

的題數來評定學生能力。  

評量標準-3  

 能評量單一「教學單元」(形成性評量)，亦能超越及整合各冊別、課別

或「教學單元」的分界學習內容(總結性評量)。  

 題型容易多元變化或整合為開放式題型，能有效評量高能力等級的學

生。 

多元能力 

分出層次 

新的工具 

已經上市 

評量標準簡介-1  



 標準建置的依據：  

 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依據，明訂不同表現等級中之標準描述，

提供學校教師作為評量學生學習成就時之評分依據。  

 評量結果解釋的方式：  

 呈現方式從常模參照，改為標準參照。  

 評量方式跳脫紙筆測驗，走向多元評量。  

評量標準簡介-2  

完整的評量系統需與內容標準及表現標準相對應，並提供作業示例及評分規

準： 

 內容標準：預期學生能知道什麼與能做什麼；涉及課程內容的難

度和廣度。  

 表現標準：敘述做到怎樣才算「好」；學生學習課程後可以達到

甚麼樣的程度，並給予相對應的描述。  

 作業示例：在依內容標準和表現標準設計的評量作業中，取得具

有代表性並涵蓋各等級的的學生實際表現。  

 評分規準：教師評定各等級表現的評分準則依據。  

好用 

好評 

好貼心 

評量標準簡介-3  

發展順序: 

內容標準→表現標準→作業示例→評分規準  

「作業示例、評分規準」為連結「內容標準、表現等級、表現標準」與「學生

學習表現」的橋樑  

評量標準簡介-4  

英語科評量標準-1  

 課綱分段能力指標含認知與情意層面，分別為語言能力、學習英語的興

趣及方法、文化與習俗。  

 因此先訂定「語言（認知）能力」的評量標準，俟教師熟悉並實際操作

後，再發展「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及「文化與習俗」的相關標準。  

分年級 

英語科評量標準-2  

 課綱能力指標不分年，但評量標準採分年訂定之理由: 

 英語教科書撰寫所使用之字彙、句型結構、發音等學習內容在難易程度

上大致有先後順序。  

 學生在三個年級的語言學習為漸進性及累積性，且逐年加深加廣。  

 「分年」的評量標準架構在各年級         及各表現等級之間才有比

較基準，         既符合測驗評量學理，亦符合實際需求。 

分主題 

英語科評量標準-3  



內容標準分為五大主題及若干次主題: 

 閱讀能力：主旨目的、細節關係、篇章組織  

 聆聽能力：簡單指令、主旨目的、細節關係  

 寫作能力：內容、組織、詞句、體例  

 口說能力：朗讀、內容、詞句、音韻  

 語言知識：(民國 104 年起開始修訂)  

有依據 

英語科評量標準-4  

評量觀念改變-1  

 從內容標準/表現標準思考規劃評量工具，不要只以單一教學單元為單

位。  

 加入寫作、口說及聽力主題。  

 增加題數與變換題型，才可以有效評量出高能力學生的表現。 

評量觀念改變-2  

 表現標準的描述等同學生的能力/程度，但  

                ≠作業/試卷/題目難易度。  

 題目難易度≠學生能力表現等級。  

 同一份作業/考卷不一定都可以或必須要區分出 A-E 能力等級的學生(特

別是封閉題型的傳統試卷通常只能將學生分成二到三個能力群)。若要能

有效區分 A-E 能力等級的學生，         需要「開放式」題型。 

評量觀念改變-3  

 單憑一份作業/試卷不足以準確判斷每         個學生真正的能力等

級。  

 針對欲評量的能力所設計的試卷/作業/活動，必須避免受到其他能力的

干擾。  

 僅就目標能力進行評定，排除其他能力表現的干擾（即非該次試卷/作業

/活動所欲評量的能力）。 

有 A 揪甘心 

有 B 很開心 

拿 C 就放心 

是 D 再打拼 

評量觀念改變-4  

 一份試卷/作業全對並不代表一定達到 A 等級，須根據試卷/作業的類型

及內容判斷所能呈現出的能力表現。  

 就相同試卷/作業/活動而言，甲學生的作答反應可以明確反映其表現等

級/能力，但可能無法從乙學生的作答表現來評定其表現等級/能力。 

This Test Doesn’t Define Yo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Mjbs3hoiU 

國中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網站: (SBASA) 

http://www.sbasa.ntnu.edu.tw/index.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Mjbs3hoiU
http://www.sbasa.ntnu.edu.tw/index.html/


Thanks for listening!  

執秘琳依老師： 

    英語科作業示例研發經驗與分享(資料參考來源:心測中心  慈濟大學 

張景媛教授 SBASA 網站 ) 

•  名詞釋義 

• 表現標準: 

  敘述做到怎樣才算「好」；學生學習課程後可以達到甚麼樣的程度，並

給予相對應的描 

  述。  

• 評分規準:教師評定各等級表現的評分準則依據。 

• 評量標準 

評分規準 

• Q1:七年級&八年級閱讀中“主旨目的”的差別? 

• Q2:為何“擷取明確敘述的訊息”只到 B 等第? 

• Q3:七年級閱讀評量標準中，“細節關係”，A 

    、B、C、D 等第差別為何? 

• 評量標準測驗產出過程  

1.選擇所欲測驗之能力 

2.選擇施測年級，並選定一個表現標準中之技能 

3.以選定的「￭」技能，整合各冊別、課別或教學單元中與「￭」技能有關

之學習內容 

4.根據表現標準內容，收集適合之題目 

5.根據該年級能力，將選擇之題目加以修改 

6.根據題目之內容，寫出各等第之評分規準 

7.與同領域教師共同討論及修正題目 

8.施測、批改 

實作經驗分享： 

  各組依提供題本共同討論，訂定評分規準暨命題，分享內容如附檔。 

   

    

綜合座談 

陳勇志課督： 

此研習為本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推廣與培訓初階研習之第

一場次，與分區訪視結合辦理，大家辛苦。 

文賢國中白老師： 

   謝謝輔導員的分享。建議會考加入閱讀文本內容，以利上課閱讀推展

與提升。 

結語(玉井國中蔡佳宏校長)： 

     謝謝英語伙伴們今天的實作參與，請帶回各校分享與教學應用。 

 



 

  

老師們希望講師的主題教學時間長些，討論時間可短些或者分配主題給不同組

思考，才可避免資訊重複，時間可做最有效的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