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年國教  

  教師研習課程規劃 

多元評量 



大綱 

•多元評量概念 

•示例一與實作 

•示例二與實作 

•省思與結語 



多元評量概念 



多元評量的定義 

• 教學 

 

 

 

 

 

教學目標 學習結果 

評量方式 評量內涵 

評量時機 評量過程 



傳統評量與多元評量 

傳統 多元 

目的 偵測學習結果 兼重結果與歷程 

方式 紙筆  口頭 比較多樣性 

評分 數字呈現 質性評量 
文字敘述 
評分規準 

… … … 



多元評量的目的與價值 

• 教學 

 

 

 

 

 

教學 學習 
評量 

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不是單元教學的終點， 
而是教學歷程的再省思。 



多元評量的現實考量 
 

 

• 國中生必須在七大領域（語文、
數學、自然、社會、健體、藝
文、綜合）中，達到四個領域
以上的及格成績，才能拿到畢
業證書 

 

 

 



多元評量的實施 

教材 領域 

年級 教法 

評量

技巧 

評量

方式 



特色 

專業

多元 
內涵

多元 

過程

多元 
時機

多元 

情境

多元 

方式

多元 認知技能情意 

領域知識 

形成性 總結性 

親師生 

自評 互評 

多元智慧 



種類 

紙筆測驗 筆試 

檔案評量 資料蒐集整理、書面報告…… 

實作評量 表演、實作、作業、鑑賞、實
踐、軼事記錄…… 

口語評量 口試、口頭報告、晤談 

高層次認
知測驗 

分析  評鑑  創造…… 



多元評量示例一 

實作評量 
-以文章結構圖實作為例- 



教材來源 木蘭詩 
康軒 翰林 南一     

第四冊 

教學對象 八年級 

教學時間 五節課（之一） 



教
材
分
析 

本文就內容而言，  

    是「敘事」詩。 

大意：敘述木蘭「代父 

            從軍」這件事。 

主旨：體會木蘭孝親的 

            情操。 

 



學
習
條
件
分
析 

1.經由七—八年級國文 

   課的教學，學生已經 

   接觸各種圖像組織圖 

   的製作。 

2.學生已經在七年級電 

   腦課學會操作xmind學  

   習工具。 



教
學
目
標 

1.能掌握各段大意、文 

   章主旨。 

2.能了解敘事文類的重 

   要元素。 



評
量
活
動
目
標 

1.能繪製本文xmind結構圖 

2.能指出他人結構圖的 

   優缺點 

3.能修正本文xmind結構圖 



能
力
指
標
對
應 

5-4-2-3  

能活用不同閱讀策略，
提升學習效果 

5-4-2-5  

能從閱讀過程中發展
系統性思考 



第
三
節
課 

教學活動 評量 
活動 

1教師帶領學生統整課文段落、 
  全文大意與歸納主旨 

（略） 

2.學生利用xmind繪製本文的結構圖 
2-1經由畫線、摘要策略教學討論，
學生能寫出各段落的大意。 
2-2學生根據各段段落大意，擬定出
結構圖的第一層主題。 
2-3按照各層次依序開展結構組織。 
2-4完成結構圖，mail給教師。 
2-5教師按照評量規準評定成績。 

能畫出
文章結
構圖 



基準一：能按層次畫出本文結構圖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規
準
描
述 

能呈現多
層次、且
正確的結
構圖，並
有自我想
法 

能呈現
三層次
以上、
且正確
的結構
圖 

能呈現
二層次
以上、
且正確
的結構
圖 

能畫出
結構圖，
但無法
完整呈
現文意 

 
經由 
 
指導， 
 
能畫 
 
出結 
 
構圖 
 
 
 



規準設定說明 

1 以層次的開展正確度做為評分依
據—基準 

2 三分設定為基準分數。 
不及三分者表示未達標準，需進
行補救教學 

3 著重「歸納」「分類」的能力展
現。能歸納主題、開展二個層次
以上者得三分。 



規準設定說明 

4 達四分者，除了能歸納主題外，也
能往下個層次開展再分類 

5 達五分者，除了具有「歸納主題」
「分類枝節」的能力外，也能呈現
自我的想法 

註 此多元評量設計如果沒有電腦、資
訊軟體，也可採用紙筆繪製進行，
規準亦同 





5
分 



5
分 



原始作品 



5
分 



原始作品 



4
分 



3
分 



2
分 



第
四
節
課 

教學活動 評量活動 

1.展示與討論學生作品 
1-1教師展示同學作品，請同學說出作
品的優缺點，並依規準共同評分。 
1-2針對一般性的問題，全班討論可修
改之處。 

能指出他人
結構圖的優 

缺點 

2.學生作品第一次修改 
2-1教師提出「xmind修改建議」。 
2-2學生針對自己作品進行第一次修改。 

能修正自己
的結構圖像 

3.學生作品第二次修改 
3-1教師提出「敘事詩的修改建議」，
將段落大意更改為敘事文類的要素「原
因、經過、結果」。 
3-2學生完成敘事文類的xmind圖。 
3-3教師按照檔案評量規準評定成績。 

能修正自己
的結構圖像 

 



基準二：能指出他人結構圖 

的優缺點 

3分 2分 1分 

規
準
描
述 
 

能指出結
構圖的優
點或缺點，
說明原因 
並提出建
議 

能指出結
構圖的優
點或缺點，
並說明原
因 

 
能指出結  
構圖的優 
 點或缺點 



基準三：能修正本文的結構圖 

3分 2分 1分 

規
準
描
述 
 

能正確
的修正
結構圖 

能修正
結構圖 

 
經由指  
導，能 
 修正結 
 
構圖  
 



原始作品 



原始作品 



修改後 



省思 
• 基準與規準是評量設計的重心 

• 評量是以教學目標為前提而擬，勿因多元
評量而評量，勿氾濫 

• 評量基準需注意信度、效度 

• 學習單並非就是多元評量 

• 規準的擬定必須「具體」「清楚」「簡單」
可行（舉例說明） 

• 規準需提前公佈，最好還能給各級分示例 



多元評量示例二 

 
-以閱讀理解非選擇題為例- 



建構式的反應題 

評量目標 評量出題 

評分規準 學生樣卷 



網址：http://140.122.106.29/ 

http://140.122.106.29/




請閱讀以下詩文，並回答1～7題： 

 

 
（甲）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山盡， 
      唯見長江天際流。 

──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乙）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張繼〈楓橋夜泊〉 



 

1. 甲詩的詩題為〈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中能點明「 

   之廣陵」的關鍵處是什麼？ 
 

評量目標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閱讀能力」主題的「文意理解」
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提取正確或重要的訊息。 

評分規準 

B：答案完全正確。能指出「揚州」、「下揚州」，或「煙花三
月下揚州」。 

C：答案大致正確，但有部分錯誤或不恰當。 

E：答案完全錯誤，或未作答。 

（此題只須提取一個訊息，故僅能區分出三個表現等級） 

 



                   B等級表現示例    能提取正確或重要的訊息 

 

 

 

                C等級表現示例    大致能提取正確或重要的訊息 

 

 

樣卷說明： 
答案完全正確。能正確指出
詩中點明「之廣陵」的關鍵
詞語「揚州」。 

樣卷說明： 
答案大致正確，但有部分不
恰當。引用前兩句詩句「古
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
揚州」，指涉範圍過大，未
能明確指出詩中點明「之廣
陵」的關鍵處。 
註：「辭」、「煙」二字有
誤。 



                             E等級表現示例 

樣卷說明： 

答案完全錯誤。所述「送別」
與題旨無涉，未能依題意指
出詩中點明「之廣陵」的關
鍵處。 



4. 請比較甲、乙二詩的寫作手法，在答案卷的表格上圈選答案，並
從詩中找出支持的細節。 

 

 
 

 

 

 

 

 

 

支持的細節： 

(1)感官描繪（請依不同感官分類敘寫） 

甲詩：__________________                                                               

乙詩：__________________                                                               

(2)末兩句空間變化 

甲詩：__________________                                                                

乙詩：__________________ 

甲詩 乙詩 

（1）感官描繪 

視覺   聽覺   味覺    

嗅覺   觸覺 

（請圈選，可複選） 

視覺   聽覺   味覺    

嗅覺   觸覺 

（請圈選，可複選） 

（2）末兩句空
間變化 

由遠而近   由近而遠 

（請圈選） 

由遠而近   由近而遠 

（請圈選） 



評量目標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閱讀能力」主
題的「綜合評鑑」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指出文本形式，並說出
依據及理由。  

評分規準 
A：能正確圈選表格。能正確且完整地指出支持的細節。 

B：能正確圈選表格。能指出支持的細節，但有少部分不恰當或不完整。 

C：能正確圈選表格。大致能指出支持的細節，但有部分不恰當或不完整。 

D：能正確圈選表格或表格圈選有部分錯誤。僅能有限地指出支持的細節。 

E：表格圈選有部分錯誤。支持的細節完全錯誤，或未作答。 

     （本題各感官描繪的支持細節寫出一項即可） 



A等級表現示例    能指出文本形式，評鑑其適切性，並完整說

出依據及理由 

 樣卷說明： 

1.比較甲、乙兩詩的寫作手
法：能在表格上圈選出所
有的正確答案。 

2.在感官描繪的支持細節方
面：能正確指出感官所感
知的對象。 

3.在末兩句空間變化的支持
細節方面：甲詩的支持細
節「碧山盡」雖不如寫
「孤帆」精確，但亦足以
作為「由近而遠」的支持
細節；乙詩空間變化的支
持細節皆說明正確，起點
為「姑蘇城外寒山寺」，
迄點為「客船」。 

4.綜上所述，給予A級。 



B等級表現示例    能指出文本形式，評鑑其適切性，並說出依

據及理由 

 
樣卷說明： 

1.比較甲、乙兩詩的寫作手法：
能在表格上圈選出所有的正
確答案。 

2.在感官描繪的支持細節方面：
能正確指出感官所感知的對
象。 

3.在末兩句空間變化的支持細
節方面：甲詩寫成首句的
「黃鶴樓」，雖可視為友人
乘船航行的起點，但說明略
有不當；乙詩雖已點出聲音
來自天空，但未明確指出聲
音的來源，說明略有不當。 

4.綜上所述，給予B級。 



C等級表現示例    大致能指出或評鑑文本形式，並大致能說出

依據及理由 

 
  樣卷說明： 

1.比較甲、乙兩詩的寫作手
法：能在表格上圈選出所
有的正確答案。 

2.在感官描繪的支持細節方
面：能提出甲詩視覺的支
持細節為「孤帆遠影碧山
盡」；乙詩提出「夜半鐘
聲到客船」作為聽覺的支
持細節，但未提出視覺的
支持細節。 

3.在末兩句空間變化的支持
細節方面：僅提出空間變
化，未能提出支持細節予
以佐證。 

4.綜上所述，給予C級。 



D等級表現示例    僅能有限地指出或評鑑文本形式，並有限地

說出依據及理由 

 
樣卷說明： 

1.比較甲、乙兩詩的寫作
手法：有一處圈選錯誤，
甲詩應無「聽覺」方面
的感官描繪，其餘皆圈
選正確。 

2.在感官描繪的支持細節
方面：甲、乙兩詩皆未
能提出說明的細節。 

3.在末兩句空間變化的支
持細節方面：甲、乙詩
皆僅抄錄全詩，未能明
確提出支持的細節。 

4.綜上所述，給予D級。 



                          E等級表現示例 

 樣卷說明： 

1.比較甲、乙兩詩的寫
作手法：未能圈選出
正確答案。 

2.在感官描繪的支持細
節方面：甲、乙兩詩
的說明皆完全錯誤。 

3.在末兩句空間變化的
支持細節方面：甲、
乙兩詩的說明皆完全
錯誤。 

4.綜上所述，給予E級。 



建構反應題使用時機的思考 

• 平常上課時 

• 彈性課程閱讀課時 

• 學生社團 

• 晨讀時間 

• 定期考時…… 



怎麼考？ 問題討論 共同挑題 

怎麼評？ 評分規準 命題教師 

怎麼改？ 學生樣卷 平常蒐集 

考非選擇題  因應 



怎麼出題 閱讀歷程 文本蒐集 

建議 

1.一題一問，確定一個評量目的 

2.可先找幾個學生測試以利修題 

3.文意脈絡的評分規準難以拿捏   
例：根據本文的脈絡發展，甲、乙、丙、丁這四個段落最恰當
的排序為何？ 

4.及早蒐集文本，以利改寫與出題 



怎麼修？ 學生測試 作答反應 

原題 

本文中哪裡可以看出作者所強調的「這些
紙船都是有感情的」？ 

修題 

作者說「這些紙船都有美麗的感情。」請
在第四段中找出能表現美麗感情的句子。 



怎麼修？ 學生測試 作答反應 

原題 

作者最難忘記的是哪一個背影？ 

可能答案 

1.黑布棉袍、青布馬褂的背影    2.上下月台 
3.買橘子的背影（這是出題老師要的答案） 

修題 

本文所描寫的父親背影中，何者緊扣主題，
是作者最難忘記的？ 



怎麼修？ 學生測試 作答反應 

原題 

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與王之渙的登鸛
雀樓兩首詩，同樣是登高遠眺，請試
著比較在形式上、寓意上有什麼異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登幽州臺歌-陳子昂)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登鸛雀樓-王之渙） 



怎麼修？ 學生測試 作答反應 

出題老師要的答案 

形式上字數不同：登幽州臺歌是古詩，
每句字數不一；登鸛雀樓是絕句，每
句字數相同。但對仗都無限制，押韻…. 

寓意不同。登幽州臺歌寄託宇宙無涯
而人生有限與懷才不遇的感慨；登鸛
雀樓則鼓勵積極進取、精進向上。 





    登幽州臺歌 登鸛雀樓 同/異 
形
式
上 

字
數 

      

句
數 

      

對
仗 

      

押
韻 

      

搭建答題的鷹架—表格 



  
  

登幽州臺歌 登鸛雀樓 同/異 

內容
上 

登高遠眺的
感觸 

登高遠眺的
感觸 

(  同  ) 

寓意
上 

  
  

    

詩的
格式 

古詩/ 
近體詩/ 
新體詩 

古詩/ 
近體詩/ 
新體詩 

（←格式
請圈選） 



下列這首詩中的「露珠」、「雨珠」 

、「念珠」各有什麼含意？ 
滾散在回憶的每一個角落/半輩子多珍貴的日子/ 
以為再也拾不攏來的了/ 
卻被那珠寶店的女孩子/用一只藍瓷的盤子/帶笑地
托來我面前，問道/十八吋這一條，合不合意? 
就這樣，三十年的歲月成串了/溫潤而圓滿，就像
有幸/跟你同享的每一個日子 
每一粒，晴天的露珠/每一粒，陰天的雨珠/分手的
日子，每一粒/牽掛在心頭的念珠 
串成有始有終的這一條項鍊 
依依地靠在你心口/全憑這貫穿日月/十八吋長的一
線因緣 



三
十
年
的
每
一
日 

  象徵   含意 

晴天 露珠 

陰天   雨珠   

分手   念珠   

修題一 



三
十
年
的
每
一
日 

  象徵   含意 

晴天 快樂美滿
的生活 

露珠 色彩繽紛、 
光彩耀眼 

陰天   雨珠   

分手   念珠   

修題二 

給部分答案   引導作答 



怎麼修？ 評量目標 我先作答 

原題 

賣油翁展現瀝油手藝的前後，陳康肅
對待他的態度有何不同？ 

修題一 

陳康肅遇賣油翁前、後態度的轉變?
括弧內請填入原文 

修題二 



怎麼修？ 教師社群 集思廣益 

修題一 

陳康肅遇賣油翁前、後態度的轉變?括
弧內請填入原文 

參考答案 

自矜( 善射當世無雙 ) →懷疑驕傲 ( 汝亦知
射乎？吾射不亦精乎？ ) →忿然 ( 爾安敢輕
吾射 ) → 欣然接受 ( 笑而遣之 ) 



修題二 

看完本文後，如果想要製作陳康肅的
心情溫度計，請用 [憤怒、驕傲、服氣]
三個溫度指標填在溫度計上，並且寫
下文章中支持的證據。 

參考答案 

 
 
(                      ) (                     ) (                      ) 

(                  )→ (                  )→ (                      ) 



修題二 

看完本文後，如果想要製作陳康肅的
心情溫度計，請用 [憤怒、驕傲、服氣]
三個溫度指標填在溫度計上，並且寫
下文章中支持的證據。 

參考答案 

 
 
(當世無雙 ，以此自矜) → (忿然，爾安敢輕
吾射 ) → (笑而遣之) 

(     驕傲     )→ (    憤怒      )→ (      服氣       ) 



怎麼評？ 評分規準 命題教師 

建議 

1.分數的等級請勿複雜化 

2.可先從三分法著手 
（全對2、部分對1、都不對0） 



題目 

甲：結尾竟然安排康肅「笑而遣之」，「笑」
字應該可以刪除吧。 
乙：不﹗康肅他的笑是有意義的。 
請問--乙會說什麼來支持他自己的觀點？ 

評分規準 

教師自己先寫出正確解答，接著決定級分，
再擬定各等級級分的說明 

怎麼評？ 評分規準 命題教師 



評分規準 

滿分（2） 
能指出康肅的笑是「甘拜下風」的笑、「心
悅誠服」的笑、明瞭賣油翁的技藝高超、體
會賣油翁是委婉的諷諭等。  
部分給分（1） 
答案不夠完整 
0分 
沒有作答或其他不相關錯誤答案 

怎麼評？ 評分規準 命題教師 



怎麼改？ 學生樣卷 平常蒐集 

建議 

     1.出題教師預先決定題目後，
可在平常上課中，討論問題後，
蒐集各級分學生的答案，以製
作評分規準的樣卷 



題目 本文提到「地中海地區的馬車」，其用意為何？ 

參考
答案 

重在比較，點出中國的軛靷式繫駕法的優點是避
免壓迫氣管，影響呼吸，暗示中國比較先進。 

 
 
評分
規準 

2分 
(A) 

答案完全正確。 
能點出「比較」與「中國較好」 

1分 
(B) 

部分答對。 
只寫出「兩種方式是否壓迫氣管」或只
「比較」 

0分 
(C) 

全錯，或未作答。 

• 古代先進的馬車繫駕法— 

• 試題由台科大游適宏教授提供 



2分 
(A) 

重在比較，點出中國的軛靷式繫駕法的優點是避
免壓迫氣管，影響呼吸，暗示中國比較先進。 



1分 
(B) 

部分答對。 
只寫出「兩種方式是否壓迫氣管」或只「比較」 



樣卷? 評分規準 樣卷說明 

修題後 

請判斷下面有關「背影」出現的場景，
何者為虛寫？何者為實寫？作者一再
提及背影的用意為何？ 

老師的答案 

以背影貫串全文，前後呼應，深刻有力表
現「父愛」主題 

可能答案 



  出現時機 實寫或
虛寫 

用意 

1 最不能忘記的
是他的背影 

以背影貫串全文，
前後呼應，深刻
有力表現「父愛」
主題 
(老師給的答案) 

2 父親為他買橘
子的背影 

3 父親背影消失
在人群中 

4 晶瑩淚光中背
影重現 



  出現時機 實寫或
虛寫 

用意 

1 最不能忘記的
是他的背影 

  虛寫 以背影貫串全文，
前後呼應，深刻
有力表現「父愛」
主題 
藉著具體的背影
寫抽象的父愛 
 
藉著爸爸為他買
橘子的背影寫爸
爸的愛  

2 父親為他買橘
子的背影 

  實寫 

3 父親背影消失
在人群中 

  實寫 

4 晶瑩淚光中背
影重現 

  虛寫 



怎麼改？ 評分規準 樣卷蒐集 

建議 

1.擬定評分規準與各級分答案，再挑樣卷 

2.樣卷蒐集至少以一班（30份）來挑選 

3.挑樣卷原則：標準的、 
                         特別的（不同角度不同說法） 



為什麼說郭教授的「騙局」是「世界上最
完美的禮物」？ 

滿分答案：如果沒有這場騙局，他們就沒
辦法有動力回到小城，這正是所謂善意的
謊言，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禮物。 

學生樣卷 

1.因為這個騙局讓他們順利到達山城，沒有
死在沙漠 

2.因為這場騙局救了他們 

3.運用望梅止渴的意思，讓大家抵達小城 

4.適當的欺騙，可使大家得到更大的希望 



在〈那默默的一群〉中，為什麼說清道婦是有資
格被稱為「人物」的一群呢？ 

滿分答案：「人物」通常是指對社會有貢獻的
偉人，因為這些清道婦認真盡責的工作，對社
會也有貢獻，就跟那些偉人一樣值得被稱許 

因為她們對社會有貢獻，而且又能夠盡責 

雖然她們的工作很普通，但對社會很有貢獻，
而且也有忠實的態度跟盡責的精神 

因為她們每天都用認真忠實的態度在工作，而
且工作辛苦也不喊累，還會搶著去做，所以有
資格被稱為「人物」 



學生樣卷 樣卷說明 

因為她們是對社會有貢
獻的人 

只說清道婦對社會有貢
獻，太過粗略 

因為她們很偉大 說明過於籠統，給0分 

最勇敢的站是常常朝最
危險的地方走去 

文不對題，故給0分 

當仁不讓 過於籠統，故給0分 

她們在作者心裡是有資
格被稱為人物的一群 

照抄課文，並無回答核
心問題，故給0分 

因為她們默默的表現一
個勞動者那種敦厚樸實
的風範 

並無點出清道婦盡責的
精神，只有強調她的樸
實無華 



換你試試看 



題目 想一想，為什麼菊花像隱士？ 

參考
答案 

「菊」與「隱士」有共同點，例如:隱士不恃權
勢，菊不賴香味；菊花期久，隱士節操持久；陶
潛愛菊，他是隱士；菊秋天開，隱士愛秋天…… 

 
 
評分
規準 

2分 能點出「菊」與「隱士」的共通點之一 

1分 部分答對。 

0分 全錯，或未作答。 

• 愛蓮說— 

• 菊，花之隱逸者也。 

 







答題的技巧 

•「鈕軸扣」：樞紐大意、 

        主軸經過、扣緊主題。 

•答題三要素 

   1.提出論點     2.舉證說明 

   3.做出結論 





唐太宗有一天退朝後，懷著滿腹怒火
回到宮裡，向皇后抱怨魏徵犯顏直諫
的事。皇后聽了，默不作聲地退回房
中，換上禮服後，站在庭階前向太宗
道賀。太宗問她何事，她回答：「吾
聞國有賢君，而後有不屈之臣。桀、
紂獨夫，不容逢、干。今聞魏徵抗顏
直諫，是知陛下之聖明也，吾何不賀
陛下？」太宗聽了皇后的話，滿腹的
怒火，也就煙消雲散了。 



提問設計 

      請問皇后勸說前， 

      為何要先換上禮服？ 
 



換你試試看 



1.因為穿上禮服，才可以跟皇后後來所
說的道賀互相映照 

2.因為她要以「道賀」的婉轉方式勸說
唐太宗，所以要穿得正式一點 

3.想要讓皇上轉換心情，才能使皇上聽
到她的肺腑之言 

4.表示莊重，以嚴肅的角度向太宗道賀，
較有說服力。 

5.為了讓唐太宗認為魏徵犯顏之諫，表
示他自己是賢君 

 



省思 



省思 

• (一)多元評量並非廢除紙筆測驗                  

(二)多元評量並非只有一種評量 

• (三)多元評量莫為多元而多元                    

(四)多元評量並非目的 

• (五)多元評量並非學習終點                      

(六)多元評量並非主觀評量 

• (七)多元評量並非萬靈丹 

 



教什麼 怎麼教 怎麼評 

新學習觀 學能力 怎麼診斷 

省思 



教學檢核 

快樂教.學 有效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