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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主編的話
    《國語文教育電子報》第七期發刊囉！

    本期教育電子報以「素養評量」為主題，語教專欄邀請前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系李清筠教授，以「出好題，學素養」為題，闡釋素養導向試題命製的

原則與方向；並收錄《中國語文月刊》 735 期王錦慧教授「從107指考國文

試題談國語文教學」的文章，深入剖析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關係。

　　花蓮縣國小國語文輔導團研發「聽的魔法術三部曲」，提供聆聽教學與

評量的參考模式。新北市國中國文輔導團專任輔導員林雯淑老師和高雄市國

小國語文輔導團輔導員廖隆振老師分別從國中和國小端的教學現場分享「素

養評量」在課堂實踐的現況與做法。邀請您一同走進這份屬於我們的電子報

喔！
本團電子報與《中國語文月刊》合作發行。
更多中國語文資訊請上《中國語文月刊臉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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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專欄　　　團務天地　　　發表園地　　　語文新訊

9/13 中央團國語文組召開全委會議 9/13 中央團國語文組召開常委會議

玉明校長提出對跨領域課程的看法
(全委會議)

宗豫校長提出對說明文本教學的看法
(全委會議)

全委委員熱情出席會議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Organization/%E4%B8%AD%E5%9C%8B%E8%AA%9E%E6%96%87-1828049814082742/


出好題，學素養
　　素養導向試題命製的原則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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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筠
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語教專欄（一）

　　素養的培養有賴課程、教學與評量的有效連結。對一線教師而言，紙筆測
驗是最常操作的評量工具。因此，如何命製優良的試題以落實素養的培育，便
成為教師的新挑戰。

壹、關於素養導向試題
(一) 基本概念
　　素養導向試題中的素養，包含核心素養與學科基本素養，以國語文而言，
即如下圖，故教師宜據此以揀選素材、命製試題。

(二) 素養導向試題命題的重點
　　依據國教院公布的《素養導向「紙筆測驗」要素與範例試題》，素養導向
命題的三大重點方向如下——
1.情境化：真實的情境與真實的問題。強調應用知識與技能，解決真實情境脈
絡中的問題。
2.跨領域、跨學科：強調總綱核心素養，是否能融會貫通，善用不同領域或學
科所學。不只是跨領域的素材，更重視的是跨領域、跨學科的能力，如：符號
運用、多元表徵、以及系統性思考等。
3.整合運用能力：重視領域核心素養、學科本質及學習重點。強調結合課綱「
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能整理資訊重點，篩選正確重要的訊息，以解決
問題。
　　由此可知，素養導向試題的特色，在於減少純知識層面的問題，增加理解
與應用的比例，並儘量結合生活，強調學生能將學到的知識、觀念與方法，應
用於解決生活與學術探究情境中的問題。

素養

國民核心素養

國語文學科素養
銜接下一學習階段
的語文知識與能力

支持終身學習的
語文知識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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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情境化試題如何命製
(一) 為什麼要採用情境式命題
　　長久以來，學、用之間的疏離，一直是學生缺乏學習動機的癥結。
學生花費許多時間在課堂中學習，卻往往不知道所學的知識可以運用在
哪些生活情境中。情境式命題，有助於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將所學的知識
與能力，運用到陌生情境以解決問題；教師亦可藉此瞭解學生能否學習
遷移。

(二) 情境如何入題
　　就國語文的教學或評量而言，情境化，事實上並不陌生。因為國語
文多是透過情境化的文本來進行前述活動。不過，因應素養導向，教師
在命製試題時，仍可從下列二個方向著力，讓試題情境化。
1.取材生活化：以真實情境的訊息為素材，命製試題。
教師可選擇生活圖表或資訊，如：雜誌／書籍封面(成人素養檢測題
例：工業週刊520期)、公益宣導/節慶活動/藝文演出海報（106統測
　鯊魚保育) 、衛教單（107學測　麻醉風險，105學力檢測五年級：高
血壓）、各種調查統計表（2006PISA樣本試題：勞動人口結構)、各種
圖解知識／新聞(106會考：兩德統一年表) 、遊覽地圖（成人素養檢測
題例：阿里山遊覽簡圖）、網站Ｑ＆Ａ（心測中心研發題例）、社群軟
體對話留言（國教院示例）等；亦可選擇生活實用文本，如：書信、會
議記錄、工作日誌、產品說明、好書介紹、展品簡介、行程導覽等。
2.布題情境化：如果素材非生活實用的文本，則可透過試題設計，使其
情境化。大致可有以下幾個方向：
　　甲.設計一擬真情境，包裝題幹
　　如將題幹的問法，由一般常見的「根據上文，二級燒燙傷應採取什
麼處理方式？」改變為：「媽媽煮飯時，食指指尖被湯鍋燙傷而起水
泡，根據上文，她應該採取的處理方式為何？」。
　　乙.設計一擬真情境，包裝題幹和選項
　　簡單的，如107年統測以手遊「旅行青蛙」寄明信片，包裝了一個
文學知識題。複雜一點的，則可編製一個題組，如國教院範例試題題組
二(文本探討糖與心臟病的關聯)第２題：下圖是王小明臉書的畫面，根
據下方的留言，你認為哪一個人最有可能是糖業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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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設計一擬真情境，包裝文本和題目
　　可改製文本為對話，如106統測寫作題討論「物美價廉」（下
圖）；或改製文本為圖表，如107會考兩德統一大事紀後，再據以發展
題目。

　　丁.納文本於撰擬設計的情境(結合學科知識與生活情境)
　　如：將一說明文包裝為分組報告的成果，或將一敘事文安置於改寫
劇本的情境，再設計相關題目，以評量學生能否正確理解文意，完成指
派任務。
設計情境時，宜盡量避免為情境而情境，因此要留意情境的合理性。畢
竟，情境的目的不只是包裝。
此外，在選項設計上，以圖文轉換的方式（106  107會考），也是情境
化布題可嘗試的好方法。
　　　素養導向試題評量的知識點和傳統試題並無明顯不同，只是素材
更多元化，問法變得不一樣了。從根本上說，只是外觀有所不同。因
此，題目要出得好，命題的基本功仍須紮實。精準深入地分析文本，並
純熟掌握命題技巧，才是王道。當題目出得好時，教師與學生的素養將
會一起提升。

回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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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國寫測驗的變革，今年（107）指考國文考科試題中已無過去占比45%
的非選擇題，而變為全選擇題型。整份試卷屬字形、詞義、成語運用、語句銜
接、語法等基礎語文能力，以及文學與文化知識約占30%，其餘70%則為篇章閱
讀與賞析能力的檢測。據此，外界對今年國文試題反應，基本上是試題變多、
考題新穎、文字量增加、尤重長篇閱讀。

　　全卷約70%閱讀理解題型，實屬多元形式的閱讀組合。針對這些閱讀題
型，可分成四個面向說明：

一、基礎語文能力融入閱讀文本測試

　　一般將字形、詞義、成語運用、語法等題目歸為基礎題，比較第37題與第
40題，分別考省略與被動句，都屬語法題型。其中，前者屬傳統的命題方式，
題幹與選項都出自教材A類選文，考生只要熟稔課文應可輕鬆作答。但第40題
有別於此，題幹是一則有關被動式的短文，文中提到的被動句形式大多出自課
文，是課堂中習得的，如〈漁父〉：「是以見放」、〈赤壁賦〉：「此非孟德
之困於周郎者乎」、〈晚遊六橋待月記〉：「余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
上」、〈鴻門宴〉：「若屬皆且為所虜」，對考生而言並不陌生。此以閱讀形
式，融合課本所學，希冀考生對漢語被動式有個通盤了解。如此命題方式的目
的，在於要學生能活用課堂所學，打破死記、有背有分的觀念。與此相同命題
理念，如第4題必須讀過課本才會知道王右丞、杜工部、黃山谷是何許人也，
第38題透過標點符號句號與問號之不同判斷文意有別。 

二、教材為本的延伸閱讀題型

　　107學測第12-14題組是閱讀課文韓愈〈師說〉兩段內容作答，107指考
第16-19題組則是在課文王羲之〈蘭亭集序〉的基礎，改寫鄭毓瑜教授的學術
論文，要考生深化解讀，掌握《蘭亭詩》與〈蘭亭序〉之差異處。考生若能精
熟〈蘭亭集序〉，答題就會準確、快速；反之，則是難以作答。對於此題組，
語文學界呈現兩種聲音。一為肯定命題教師的用心，認為考深化解讀，有助於
提升考生高層次閱讀能力。另一則是認為不宜以尚未形成定論的論文觀點，作
為命題內容，恐會影響將來教師講授此課的方向。鄭教授這篇論文長達二萬字
左右，命題教師改寫為八百字左右，掌握重點，簡明扼要，實屬不易。觀其改

語教專欄（二）

從 107 指考國文試題
談國語文教學

王錦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國語文教育電子報　6

寫內容，並未背離〈蘭亭集序〉寫作要旨，且可讓考生深入了解王羲之參與修
禊賦詩與事後錄詩作序的雙重體驗。舉例而言，第16題題幹「依據上文，〈蘭
亭序〉由『不知老之將至』的大樂，翻轉而為『死生亦大矣』的至痛，關鍵在
於」，即是與課文〈蘭亭集序〉第三段：「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當其欣
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況修短隨化，終其於盡。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相呼應。這種以教材為本的延伸閱
讀，立意甚佳，值得讚賞，擔心「影響將來教師講授此課的方向」，可謂多
慮。

三、跨界且還元的跨領域試題

　　「跨領域」是近年常強調的學習價值。「共享經濟」、「螟蛉子」這兩個
題組，閱讀素材皆明顯「跨出」了本學科。但做為「國文考科」，不應只是一
味「出乎其外」的「跨界」，還要能「入乎其內」，方能顯出「國文科為體，
其他科為用」或「其他科為體，國文科為用」的意義。因此，第14題讓考生判
斷「古代租賃」的敘述何者正確，第15題比較「共享經濟」與「古代租賃」，
第23-25題組的題幹結合《詩經》、漢代揚雄《法言》、南朝陶弘景《本草經
集注》以及法國昆蟲學家法布爾在《昆蟲記》的觀點，都是從「跨界且還元」
的角度切入，藉以凸顯跨領域學習的核心目標。

四、文白互相搭配的閱讀題型

　　古典和現代的組合素材有兩種方式。一是一則古典、一則現代，如「共享
經濟」這個題組（第13-15題）。另一是文白融合，白話行文方式加入文言語
句。如第23-25題組討論「螟蛉子」，將科普文字與古代文獻的記載相結合。
第16-19題組改寫鄭毓瑜教授論文，文中穿插〈蘭亭集序〉的文句。第41-42題
組以鬥草為主軸，一邊考《鏡花緣》，一邊又要與今人的考證比對，而後者在
考證中也加入唐宋詩詞與明代〈秦淮鬥草篇〉。這兩種組合形式，考生作答時
必須具備相當的古文研讀能力。有關古文的閱讀素養，國文課的古文教學是基
礎，不容忽視，由第28-32題組的題幹二則古文共超過600字可窺得。

　　國文考科選材範圍相當廣，或有學生會覺無所適從。透過以上四個面向分
析後可知：考生「好險沒看書，準備根本沒用」的想法，其實並不正確。根據
第一、二兩個面向，讀課本還是有一定的投資報酬率，仍要有課內文本的基礎
才能作答。學生平時上國文課應專心聽講，以扎下深厚語文素養。同時，指導
學生跨領域文本閱讀時，有必要灌輸學生自然科、數學科、社會科等都需國文
閱讀能力的觀念，學好國文有助於其他科閱讀與理解。當然沒事多翻書，多看
各種文章，不限題材地廣泛閱讀，比光把課本背熟更有用。

　　即將上路的108課綱，以素養為導向。國文科是一切素養的根本，大量閱
讀題型側重評量考生高層次的閱讀素養，同時檢驗考生的閱讀速度與準度。此
份試題凸顯閱讀的重要性，並強調長文閱讀是時勢所趨。由此可知，國語文教
學必須以課內文本為基礎，但不要純粹記憶背誦，而是深入理解，進而延伸課
外跨文本與多元的閱讀形式。如此，學生方能觸類旁通，拿下好成績。

(本文由《中國語文月刊》提供並同步刊登於《中國語文月刊》第735期)

回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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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務天地
中央團與縣市團活動訊息

發展蘭嶼中學在地化課程之方向

9/07 第一次素養導向評量與教學工作坊

宜蘭縣
國語文輔導團

8/28 於蘇澳國小辦理課文本位
       閱讀理解策略之共同備課

8/28 低年級老師實作一節課的教案設計

於蘭嶼中學進行在地化課程設計討論 蘭嶼中學教師積極參與討論

9/13 

9/20 

10/3 

辦理常委會議及全委會議
(臺灣師範大學語文視聽室)

縣市團區域聯盟橫向交流共識會議
(臺灣師範大學語文視聽室)

國語文領綱種子講師培訓第二場
(桃園市興國國小)

發展蘭嶼中學在地化課程之方向

中央
團活
動預
告

中央團
國語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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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務天地
縣市團活動訊息

9/07 團員授證典禮暨12年國教研習
9/14 精進課堂教學工作坊

新北市
國語文輔導團

8/20 辦理國語文領綱宣導

8/27 辦理國語文領綱宣導
8/21~22 辦理暑假混齡教學培力工作坊

花蓮縣
國語文輔導團

暑期辦理認識國語文領綱研習

暑期辦理國語文素養導向教學共備工作坊

參與工作坊教師用心共備素養示例

學員討論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之關係

桃園市
國語文輔導團

暑期辦理全市國語文領綱解析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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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務天地
縣市團活動訊息

9/26 認識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程綱要

8/20 辦理全縣注音符號教學策略研習
近二百位低年級教師自發性參與暑期研習

參與學員積極投入研習課程

苗栗縣
國語文輔導團

新竹市
國語文輔導團

明蕾教授指導教師進行素養導向評量命題實作暑期辦理全市素養導向評量工作坊

參與教師進行成果發表與分享

林玲如老師指導學員作品

國語科讀寫運用實作發表暑期辦理國語科讀寫運用設計實作

新竹縣
國語文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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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務天地
縣市團活動訊息

暑期辦理國中備觀議課工作坊
輔導團與南大附小進行交流

暑期辦理輔導團至前導學校
臺南復興國中參訪

雲林縣
國語文輔導團

南投縣
國語文輔導團 9/27 學生學力評量命題工作坊

輔導員共備授課文本
8/23 辦理認識國語文領綱研習

學員分組上台分享報告

彰化縣
國語文輔導團

9/20 教學輔導期初說明會
9/21 國文共備社群

　　8/9辦理全縣閱讀理解素養導向評量試題初階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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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辦理文本表述觀備議課工作坊

8/22 辦理班級經營與跨領域閱讀 8/22 辦理跨領域閱讀走讀課程分享

澎湖縣
國語文輔導團

9/19辦理國語文素養導向教學工作坊

精進計劃執行進度與工作內容說明
在地化素養課程進行方向說明 暑期辦理領域召集人共同備課工作坊

屏東縣
國語文輔導團

講師分享注音符號進行彈性調整評量方式8/21 辦理全市注音符號教學研習

台南市
國語文輔導團

講師逐桌參與交換心得

依據國中國文課堂文本進行備課討論

8/23辦理國中國文暑假備課工作坊

高雄市
國語文輔導團

9/29 辦理「語文跨視界」研習

團務
天地

縣市團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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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國小國語文領域開發
　　「聽的魔法術三部曲」終於完工了

聽寫聯絡簿 聽指令寫句子 聽內容做筆記

陳素貂
花蓮縣國小國語文輔導團召集人

素貂校長分享聆聽教學的研發
( 9/13 全委會議 )

發表園地（一）

　　國語文教學不外乎聽、說、讀、寫四個部分，教學現場常常發現教師們會
讓學生進行讀和寫的練習，往往忽略了聆聽練習，然而聆聽訓練卻是在各領域
裡非常重要的一項能力。聆聽能力包括聽得見和聽得懂兩大部分，如何讓孩子
們除了聽得見，還要聽得懂指令，是達到國語文教學的重要指標。

　　108 課綱馬上要實施了，聆聽能力是學習表現中的第一項，可見其重要
性。花蓮縣國小國語文領域在陳欣希教授的指導下，在輔導團員齊心合作
下，經過了好幾個月研討修正，將擬定的計畫透過實際教學，引導學生循序漸
進，逐步完成聽得懂連續指令、不連續指令，明確指令、不明確指令的模組，
發現學生的專注力提升了，而且能很快的聚焦學習的重點。

　　聽的魔法術首部曲「聽寫聯絡簿」，我們要打破以往的模式，不再是等著
老師或小老師將交代的事項一一寫在黑板上，然後其他的同學照抄，這並無法
增進學生的語文能力。現在，提供一個培養聽力的方法，不但增進學生對老師
交代任務的理解，更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快速又準確的完成老師交代的事情。

　　聽的魔法術第二部曲「聽指令寫句子」。我們設計了課本上以描寫景色為
主題的四個連續指令，並請學生尋找課外以描寫景色為主題的四個不明確指
令，最後以描寫大自然景色為學習主題等的不明確連續指令，讓學生能依照老
師的指令，完成老師交待的事項。

　　聽的魔法術第三部曲「聽內容做筆記」。我們在學校課堂上，常常會帶領
孩子們進行聽故事、聽宣導，聽導覽的活動，如何抓住說話者所闡述的內容重
點，然後記錄下來，可是要具備很多小技巧，才能達成的任務的。

　　凡事不是一蹴可及，需要老師耐心的培養與訓練，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我們將開發出來的成果放在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輔導團網站，歡迎大家利用
掃描 QR code 的方式，找到連結並運用。希望這些聆聽教學的影片，能對學生
的聽力學習有所幫助 !

http://teacher.hlc.edu.tw/imain2.asp?id=80
https://youtu.be/v1J0zmMLBVw
https://youtu.be/-J9XoWY-ApA


我看素養導向評量
　　在學習中評量，在評量中學習

發表園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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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雯淑
新北市國中國文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壹、素養導向試題已是進行式：
　　即將上路的新課綱，有三個特徵：素養導向、跨領域、探究實作。面對愈
來愈複雜的世界，孩子未來面對的問題也愈來愈複雜。基於此，升學的評量也
開始逐年增加素養導向評量，期盼有助素養導向教學的落實。

　　而大考中心也開始出現具素養導向的試題，如107國文會考中的題目：

　　第4題：以下圖表，是某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針對各國各階段
教育每人所分得經費的調查結果：

　　根據這張圖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國小學生所分得的教育經費高於OECD調查平均值

(B)丙國國中生所分得的教育經費高於OECD調查平均值

(C)各國高等教育學生所分得的經費皆多於其他階段學生

(D)相較於其他國家，丁國高中生所分得的教育經費最高

　　請閱讀以下圖表，並回答36～37題：

(　　　)36.根據這張圖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東、西德統一後，開始拆除柏林圍牆
(B)東、西德從各自建國到統一超過四十年
(C)蘇聯紅軍占領柏林後就開始興建柏林圍牆
(D)柏林圍牆拆除後，西柏林人始能造訪東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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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根據圖表推論，右列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最可能是何者？ 
(A)甲→乙→丙→丁 
(B)甲→丁→乙→丙
(C)乙→甲→丙→丁 
(D)乙→丙→甲→丁

　　國教院指出素養導向試題有幾個特色：

　　一、題目描述接近真實情境，以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問題為主。
　　二、閱讀量高，除了文字，也需讀懂圖表、數據。
　　三、題型不只選擇題，也會有非選擇題；不只單題，也常以題組呈現。
　　四、所用的學科知識不一定困難，但是需要理解、思考、應用、分析、判
　　　　斷的能力。

　　這樣的試題都是藉此要評量學生對學科知識的多層次思維、跨科整合與運
用能力。

貳、實踐素養導向的評量

　　以往教師都是透過評量回饋自己的教學，在教學中進行的就是形成性評
量，幫助老師在教學中找到學生學習的困難點，並及時調整教學，給予學生立
即回饋；除此之外，還有大家最熟知的總結性評量，就是在一段教學結束後測
量學生的學習結果，如:段考、期中考、期末考等。

    而素養導向的評量企圖透過教學設計，學生會在評量、達成任務的過程中
發生學習，也透過這樣的評量，讓課堂從知識學習轉向能力培養。而這樣的素
養導向評量更重視歷程性評量，強調評量也是學習的一部分，而非讓評量成為
學習的全部。讓學生在接受評量時，也再次學習，也就是「評量即學習」的作
法。
　　許育健教授《素養導向國語文評量設計實務》一書中提到素養導向評量設
計有五個原則:明確的評點、完整的語境、多元的題型、問題的解決、創意的
展現。

　　一、明確的評點：每一個題目有一具體評量點，讓學生知道評量的重點，
教師也能在評量過後知道學生學會什麼，哪些能力待加強。所以題幹中應明確
點出此題評量學生句意的能力。

　　如: 107國中國文會考第21題：「藏書室是一處有著許多迷睡靈魂的神奇
陳列室，當我們呼叫他們，這些靈魂就甦醒過來。」這句話的意旨，與下列何
者最接近？

　　二、完整的語境：試題中要提供語言的情境，學生不僅在過程中可以檢視
自己學習的結果，也同時學習新的知識，增進語文能力。

　　如:107國中國文會考第38-39題，以吳真《唐詩地圖》中封禪泰山一文，

讓學生在評量中認識古代這個儀式，並透過題目評量學生的理解。

 

甲、甘迺迪訪問西柏林 
乙、布蘭登堡門關閉 
丙、雷根當選美國總統 
丁、戈巴契夫下臺 



發表園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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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多元的題型：素養導向的評量強調學生運用所學展現能力，若能以多
元題型命題，藉非選擇題的方式讓學生將所學習到的進行統整、組織。

　　如：國教院公布的<一二三，木頭鳥>素養導向評量中的問題三：

　　四、問題的解決：學習語文就是希望透過語文解決日常生活問題，諸如：
蒐集書籍規劃自助旅遊行、上醫院看病如何掛號、看醫診時間表、找工作等，
都是以語文為基礎才能達到問題的解決。

　　如：PISA閱讀素養電腦化試題(2009)公布的，可提供參考。

　　五、創新的展現：108課綱以聆聽、口語表達、標音符號與運用、識字與
寫字、閱讀、寫作為六大學習表現。以往評量項目多集中在後四項，而聆聽與
口語表達的能力是生活溝通的基礎、是科技社會不可欠缺的素養。是故，聆聽
評量與口語表達評量提供素養導向評量的另一方向。

參、結論
　　素養導向評量是在教學中評量，在評量中教學，重視過程與結果，而且
透過評量讓學生知道學習的重點在哪，重視評量與教學的結合，藉此讓學生主
動發展學習策略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



素養導向評量之淺見
發表園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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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自動好，抑或三面九項？素養一詞，蔚為風潮，跨域之科，洵為顯
學，大凡新課綱之相關，莫不以生活情境的實踐為標的。實踐，是評量教學成
效的不二法門。然而，無規矩何以成方圓？評量尺度的方與法，往往令人竭心
盡慮而仍如履薄冰。甚者，以鄙者十七年的學海琢磨，亦難掩臧否個人前學之
憂思，新潮滾滾湧進，舊思何以混陳翻新？

　　鄙者陋思，素養評量之方，不外有二，一則回歸學科本質，一則著眼學生
本位。字詞句段與篇章，學習內容之堆疊構築，標音識字聽說讀與寫，學習表
現之張網羅織。無論是縱向的遞嬗，或是橫向的鋪陳，國語教學的內涵，脈絡
可尋，學生學習的歷程，亦環環相接。因此，評量的方向，即可從語文知識的
內容和學生學習的表現開方。淺例如下，學生能按照句讀，正確的朗讀課文，
無疑是學習能力的展現。然而，對於弱勢同學，大多數孩子咸能主動相伴以
讀，同時，又能樂在謳吟之中，不啻為語文素養落實於生活情境之中的顯例。

　　　　　　　　　　　　　再例，形聲字集中識字教學，不若朗讀與寫作，
　　　　　　　　　　　能有具體的生活情境，評量之方何以取得？蓋，學科
　　　　　　　　　　　核心，未必皆能於實境中展現，但必橋接於其他學習

內容。以舉例三則為作業，學生
報之以十，主動積極的態度凌駕
課室學習之上。素養評量之方，
源之於學科知識，本之以學生能
力。或知識遞嬗、或學習展能，
皆期望能建立學生信心，激發主
動熱情。

廖隆振
高雄市國小國語文輔導團兼任輔導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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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評量之法，劣者謬思，亦有兩
帖，一則學而用之，一則舊瓶新酒。學
習內容，透過實際操作，不僅能讓學生
表現、印證所學，更能讓孩子登足舞
台，獲得信心。援引部件識字教學實
例，課堂之末，總得讓學生偵部件而探
類字，大家此起彼落的將偏旁與部件，
組成課本生字（如：「氵」併「罙」
為「深」），於黑板上發表，同儕青
睞、老師肯定，成就的喜悅躍於笑靨之
上。甚者，某生逐「氵」代「扌」成
新「探」，孩子思緒奔出課文框架，游
獵往昔的閱讀經驗，諸生恍然大悟，老
師拍案叫絕。孩子們紛紛群起仿效，「探」索腦宇。

　　承前，師生課堂，仍免不了紙筆爭長，一番廝殺，總有歡樂與哀愁。但若
能依前謁所開之方，酌學習能力進程，多元評量，評量結
果，降低學生受創心靈，更能增益信心。「明天」之例，媽
媽藉柚子說功課，學生未必都能聽出弦外之音，少數孩子方
解課文陳述，費思量盡臆測，0分回饋，平添習得無助之
外，更傷努力爭游之心。多元給分，一來肯定孩子基礎之
學，答案揭曉之際，兩相對照，更能引導學生窺見差異，推
敲學習層次，更生迄及之機會，評量舊瓶可換新。

　　在世界的市場裡遊走，於學生的生活中思忖，課文腳踏異國風情，學習尋
覓銜接足跡，異國遙遠，雞犬不聞，環境切身，春風可掬。評量之法，或可循
此下藥。

　　素養評量，莫不奉學科本質和學
生本位為方，而以學習致用和多元增
益為法，總以降厄逆、振信心為旨，
評量，不是類隔，而是橋樑。「原道
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溯童蒙
之所由，佐素心而涵養，可謂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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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同綻放　我們的校定課程》
　　108 年即將啟動新課綱，國中小主要的兩大重點即是

素養導向教學與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發展。彈性學

習課程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的理想下，由

學校規劃與實施全校性、全年級或班群學習活動。本書用

心編排，將學校彈性課程的特色透過圖與文的表徵，讓讀

者更容易掌握學校彈性學習課程特色，以利於從學校的整

體脈絡進行閱讀。此外，也整理彈性學習課程發展可能面

臨的問題，規劃問題索引，方便讀者可以就與學校脈絡相

近的難題，進行索引與閱讀。

　

《親子天下》第102期 2018/09/01出刊

跨越學習障礙──給孩子「我可以學」的體驗和信心

　　面對考不好的孩子，大人通常認為是不用功、不專

心，但背後原因可能是沒興趣、沒用對方法，甚至有學習

障礙……尤其是不斷增加的學障兒，因為長期被誤解，產

生許多教養和教學挑戰，他們如果能被正確對待，也能找

到自信和亮點。現在想像自己是柯南，從孩子學習行為的

蜘絲馬跡中，找出孩子學不會的原因，再給予合適的學習

處方，就能協助孩子建立學習自信。

國際教育心動線　「讓辭典變聰明」 

　　19世紀辭典的編輯使用例證蒐集的方法，在20世紀電腦普及以後，即被建置

語料庫的方式取代。所謂語料庫，就是把書本、報章、雜誌、以及我們日常生活

中所使用的文章蒐集起來，轉成電子檔，存在電腦中，這些資料就稱為語料庫。

透過查詢工具，我們就可以從語料庫蒐集語言例證，提供大量的例句，供語言學

習者參考。國際教育心動線邀請國教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白明弘助理研究

員以「讓辭典變聰明」為題，進行詳細而精采的說明，一起來線上收聽吧!

語文新訊

https://www.ner.gov.tw/program/5a83f4eac5fd8a01e2df019c/5b8585e89da8fe00071f5935
https://www.parenting.com.tw/magazine/1402
https://cirn.moe.edu.tw/Upload/ckfile/files/%E5%8D%81%E4%BA%8C%E5%B9%B4%E5%9C%8B%E6%95%99/0602%E6%A0%A1%E5%AE%9A%E8%AA%B2%E7%A8%8B(%E7%99%BC%E5%B8%83%E7%89%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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