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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動態評量-題少、快速又精準 

【文／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吳慧珉】 

  評量是學習階段重要的一環，還記得當月考或段考考完時，一群人圍在老師桌前，看著老師批閱

考卷，當改到自己名字的考卷，內心緊張不已，卻又很期待知道自己哪裡對了?哪裡錯了?當下如果老

師用紅筆圈出錯誤，學生的印象是很深刻地，且想要了解自己錯在哪裡?但如果過了一段時間再給回

饋，則學生的印象就不再那麼鮮明。透過評量給予學生學習回饋，是很常見的教學方式，文獻指出，

立即性的回饋是效果最好的回饋，但囿於老師人力的限制，往往是一段時間後才能給予學生評量的回

饋，錯過最佳的回饋時機。 

  拜科技發展之賜，已有越來越多的資訊科技融入教育領域中，特別是在評量這個領域，稱之為電

腦化評量。電腦化評量的最大特色是考完之後，可以馬上給予學生回饋，除了讓學生知道自己的分數

外，更可以讓學生知道錯在哪裡?或會了甚麼?電腦化評量還有另一個優勢是可藉由快速運算，立即算

出學生目前的能力，給予最適合的題目，學生不用浪費時間做一些太難或太簡單的題目，故以比較少

的題目就能評量出學生的能力。如果電腦化評量有具備給予學生最適合題目的特性，每個人都做不一

樣的題目，則會被稱為電腦化適性評量。 

  大部分的評量都是評量完成之後，再根據評量的結果給予教學，著重評量學生的學習表現，忽略

學生的學習歷程，但動態評量卻是例外，動態評量是在評量過程中即給予教學活動，讓學生可以一邊

評量一邊學習，老師也可以檢視學生的反應，評估學生的學習潛能。立意良好的動態評量，在教學過

程中卻不常被使用，原因是實施動態評量需要有經驗的老師和時間上的配合，面對一班十幾位學生，

老師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故動態評量較常見的是實施於特教領域中，在一般的班級是較少見的。 

  〈電腦化動態適性評量-立即性與個別化的回饋〉這篇研究是結合電腦化適性評量與動態評量之

優點，透過提供適合個別學生能力的評量題目和回饋，在評量的過程中進行個別化教學，達到評量題

目少、立即性回饋、精準教學之目的。分數的學習是小朋友學習時常感到困難的單元之一，在本研究

中是以小學的數學科分數的加減作為範例，根據學生學習分數時，常見的迷思概念或錯誤類型，設計

教學活動；在評量的過程中，根據學生的作答反應，給予個別化的回饋或教學活動，引導學生邊評量

邊學習。電腦化動態適性評量有實地去小學進行實驗，實驗的結果顯示在學習分數的加減時，學生使

用電腦化動態適性評量的學習效果優於傳統教學，即考完試後再由老師進行補救教學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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