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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在Glaser所提出的一般教學模式中，教學

活動的範疇可大致分為「確定教學目標」、

「評估起點行為」、「實施教學活動」及「

進行教學評量」四個部分，其中「教學評量」

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是一個終點站，而是一個

具有回饋功能的中繼站，以作為學生個別輔

導和教師補救教學的參考依據。若就教學目

標中「認知」、「情意」、「技能」三個面

向觀之，目前學校所採行之定期評量（兩或

三次月考）中紙筆測驗所側重的焦點多數集

中在「認知」面向且為「知識」層次能力的

測量，對於較高層次能力如「應用」、「綜

合」及情意、技能面向則較少重視，但若想

在平日課堂中實施，則不免會將情意、技能

與認知分割，分別獨立實施，或為了實施評

量，占據過多的教學時間。設想，若有一個

評量活動能有效將認知、情意和技能等多個

面向統整起來，且本身即是一個教學活動，

將可使學習評量更具意義和價值，讓施教者

不專為評量情意而做情意評量，不專為評量

技能而做技能評量。而究竟何種評量方式的

運用能彰顯這樣的特質，筆者認為，在根據

不同教學目標和教材內容性質中可酌量使用

的多元評量方式中，「實作評量」即是一種

頗值得採行的方式，讀者可在後面的文獻探

討部分嘗試了解此種評量方式的意義和功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筆者現所任教的小

學中是採行三次定期評量，其中兩次是測量

認知目標中較低層次能力的紙筆測驗，而另

一次則由各學年決定是否根據教學目標和教

材內容的性質採用多元評量方式，筆者認為

相當具有意義，因較為正式的定期評量會對

學生的學習方式產生較為積極的啟發。

以下筆者先就多元評量中有關實作評量

的文獻作一簡要概述，其後提出實際設計和

實施之經驗，並據此歸納出之實施心得與檢

討，俾能豐富教育相關從業人員的教學評量

參考資訊。

㆓、相關文獻探討

關於實作評量的定義，文獻中並沒有統

一的標準，亦有以「實作測驗」一詞稱之者。

曾有學者指出，實作測驗是介於一般認知結

果的紙筆測驗和將學習結果運用於未來真實

情境的實際活動之間，它是模擬一些標準情

境（亦即在自然情境下之實作）的測驗，而

模擬的程度高於一般紙筆測驗所代表者（陳

英豪、吳裕益，民80）。Lu（1994）曾根據

實作評量的定義，延伸出實作評量的五種特

徵：（一）脈絡化：實作作業具有豐富的情

境脈絡，可依此激發學生的動機和興趣，使

學生活用學得的經驗知識來解決問題。（

二）模擬兩可：相對於傳統的客觀式測驗，

實作作業的結構性較低，不直接提供解題策

略或線索，讓學生將判斷力用於理解、澄清

問題，評量的焦點在於思考的深度上，而非

廣度。（三）過程性：在結構性較低的作業

中，因為缺乏明確的方向或答案，所以解決

問題時需仰賴學生的推理和判斷歷程。（

四）多向度：可將重點放在「過程」或「成

㈳會領域多元評量設計與實施：
以國小「綠建築」概念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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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或這兩者的組合上，因此評分系統須能

分析出複雜的表現。（五）彈性：在評量的

時間安排上應具有彈性，使學生更能深入的

進行探究。另外，也有學者指出，實作評量

乃是介於評量認知能力所用的紙筆測驗和將

學習成果應用於真實情境中的表現兩者之

間，在模擬各種不同真實程度的測驗情境之

下，提供教師一種有系統的評量學生實作表

現的方法，其目標在於評量學生將知識和理

解轉換成行動的能力（余民寧，民86）。另

外亦有學者將實作評量作較為廣泛的解釋，

指出凡是需要依賴觀察和專業判斷方式來評

定的評量皆可謂之實評量，評量的重點可置

於過程、作品或兩者的結合上，視實際表現

活動的性質而定（盧雪梅，民86）。依據上

述實作評量的定義可知，實作評量是一種較

為重視評量學生將所知所學運用於實際生活

情境中的能力，亦即較高層次能力的測量，

重視過程或結果，且須倚賴專業的觀察評定

能力來做適切的評分。

就實作評量的類型而言，一般而言可

分為紙筆表現、辨認測驗、結構化表現測

驗、模擬表現、工作樣本等，後者之類型較

前者具備較高的真實性。若欲在教室中使

用，其設計、發展或規劃之大致步驟如下：

（一）確定評量的目的。（二）明確說明所

要測量的目標和學習結果。（三）提供適當

的表現情境或選擇合適真實性程度。（四）

以指導語明確說明測驗的情境。（五）確

認作業表現標準。（六）選擇計分和評定

方式。（七）編製評分用的觀察量表等（呂

金燮，民88；余民寧，民86；陳英豪、吳裕

益，民80）。然而，每一種評量方式皆有其

限制，對實作評量來說，限制主要有下列幾

點：（一）評分信度低：由於實作作業必須

仰賴主觀的判斷，造成評分者間的變異較

大，而評分者在不同情境下的評分不一致也

是造成信度偏低的因素。（二）抽樣代表性

的問題：因為實施及評分時間的限制，無法

以大量的題目施測，學生在少量試題的表現

無法由教師為做較為完整有效的說明。（

三）評分規範難以訂定：明確的評分規範需

由多人討論形成，取得共識，往往受到人為

主觀意識的影響。（四）時間負荷較重：無

論是作業的編製、評分規範的發展與溝通、實

施計分，所需花費的時間都比傳統客觀式測

驗來得多，亦較難預估學生完成作業可能需

要的時間（McMilla, 1997；Nitko, 1996, 盧
雪梅，民87）。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筆者在建構以「綠

建築」概念為核心之評量活動時，所秉持採

用實作評量的理由如下：

（一）評量目標是直接且重要的，無法僅以

紙筆測驗測量，具「直接測量」特性。

（二）能統整教學目標中認知、情意和技能

面向，使學習更具整體性和脈絡性。

（三）可促進教學與評量的緊密結合，評量

活動本身即是一個教學活動。

（四）評量情境之真實性可符應學生實際生

活應用的能力。

（五）評分標準透明化，透過師生共同討

論，可引導學生了解具體的表現標

準。

（六）能為學生的學習提供更多元豐富的訊

息面向，並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

（七）可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使其更加重

視多元能力的培養。

㆔、評量設計暨㈻生作品樣本

「評量活動說明」請詳參後表1；「評

量設計」（含評分標準）的部分請詳參附件

一到附件四；「學生作品樣本」請詳參後表

2至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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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實施心得

筆者依據實施前述評量設計之經驗，歸

納得出下列心得：

（一）評量發展方面

1.重要的目標衡量：衡量教學目標的特

性是否為重要，須採直接測量方式。

2.專業的協同對話：由教師參與協同討

論，便釐清實施的程序或相關問題。

3.真實的情境考量：考量客觀環境的限

制，如何以最低成本獲得最高效能。

4.認同的社群參與：爭取活動相關人員

的認同及配合度，如家長、學生等。

（二）評量實施方面

1.明確的情境說明：配合學生心智能

力，以簡易明確的指導語說明工作內容。

2.充足的準備時間：給學生充分的時間

討論、釐清、做計畫、準備材料等等。

3.適時的協助介入：在評量活動中實施

教學，結合教學與評量，使緊密連結。

（三）計分解釋方面

1.具體的標準討論：和學生共同討論評

量作業的最佳表現標準，使內化遵循。

2.客觀的評分判斷：評分標準愈明確，

正確判斷可能性愈高，擬定時須具體。

3.正確的結果解釋：採教學目標依據，

並蒐集更多之學習訊息樣貌以做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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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評量活動說明

一、學習領域：社會。

二、主題名稱：「打造一個綠色家園」。

三、實施年級 : 國小六年級。

四、教材來源 : 翰林版社會第十二冊課本、習作和教學指引。

五、教學單元 : 第三單元「人文科技新世界」。

六、評量範圍：第2課 永續能源「綠建築」。

七、學生經驗分析：在本課已學過綠建築的概念、原則及相關設計。

八、設計理念：

為養成學生關心及維護週遭社區環境的態度、並有機會實踐在課本上所學到綠建築的概念和原則，

本評量設計秉持實作方式，讓學生透過參與社區環境調查、完成夢想中綠色家園設計圖等多項評量活

動，統整對綠建築概念的認知、情意、行動能力。

九、評量目標：

1.能執行一項社區環境調查，做成書面紀錄並呈現於課堂中。

2.能應用綠建築的原則畫出夢想中綠色家園的設計圖，並呈現於課堂中。

3.能展現對週遭生活環境的關懷及與他人合作的態度和精神。

十、評量時間 : 一到兩星期。

十一、評量情境說明

採小組合作方式，以六到七位同學為一組，執行一項社區環境調查活動，並在記錄檢討後選擇部分

項目進行夢想中綠色家園的改造，畫出一份建築設計圖，於課堂中做口頭報告；當中並包含小組工作分

配與進度的記錄。

十二、評量項目、方式及比重

1.社區環境調查紀錄 / 小組 …………………………..….. 教師評量30%
2.夢想中綠色家園建築設計圖 / 小組 …………………… 教師評量40%
3.口頭報告 / 小組 …...………………………………….… 小組互評20%
4.工作分配與進度紀錄 / 小組 …………………………… 教師評量10%

十三、評量項目內容說明

項目1 ：社區環境調查紀錄
＜說明＞各組選定一個居家附近的社區做觀察，將其中與綠建築概念相違背或欲進行改造

的景點用相機直接拍攝下來（直接畫出亦可），並在旁註記理由（參附件一）。

項目2 ：夢想中綠色家園建築設計圖
＜說明＞各組根據社區環境調查紀綠，進行夢想中綠色家園的改造，畫出一份建築設計

圖，並在旁註記理由（參附件二）。

項目3 ：口頭報告
＜說明＞各組輪流解說自己在1-2評量項目上的成果，並由他組小朋友根據口頭報告的評

分標準進行小組互評。其中每一個小朋友都對每一個小組進行評分，以此計算每一個小組

的平均得分（參附件三）。

項目4 ：工作分配與進度紀錄 
＜說明＞各組自行記錄自己組在1-3評量項目上的工作分配情形與進度（參附件四）。

十四、計分方式：滿分為100分，依上述各評量項目的比重加權。

十五、結果使用

1.列入學期評量成績中，作為學習結果的參考訊息。

2.呈報當地相關環保機構或行政單位，供作意見參考，激發學習成就感及真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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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作品樣本（配合附件㆒）

瞧瞧小朋友所做的註記！

能否看出小朋友對綠建築已有一些初步概念了呢？

【註】

编號5：「因為社區使用了過多的電箱，所以建議使用小型風力發電器，可節省能源」。

编號6：「沒有裝設太陽能熱水器的結果，建議加裝太陽能熱水器，以節省瓦斯和電能」。

编號8：「這棟房屋的窗戶太少，不符合綠建築的通風設計，建議加裝窗戶」。

编號9：「用水塔，不用蓄水池，會浪費水，建議改成蓄水池」。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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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生作品樣本（配合附件㆓）

在實地社區調查與檢討後，

小朋友針對違反綠建築的地方做理想上的改造，

並說明可能帶來的益處，

瞧瞧它是否更符合綠建築的精神！

【註】由左上到右下

設計一：多層次綠化、景觀水池（形成生物棲息空間）。

設計二：透水舖面（可使水滲入地底，保存水資源）。

設計三：密封式垃圾桶（可防止蚊蟲吸咬）。

設計四：房屋在窗戶、牆壁和屋頂做好 "絕緣隔熱"設計（可把熱氣擋在門外）。

設計五：雞尾式屋頂（可做為雨水匯集儲存空間）。

設計六：手按式自動門（避免門太常開啟，可減少電費開銷）。

設計七：加裝窗戶（可達到空氣對流的效果，減少電費開銷）。

設計八：雨撲滿（可重覆利用水資源）。

設計九：屋頂運用自然採光（即使白天不開燈也不覺得暗）。

設計十：太陽能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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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生作品樣本（配合附件㆔）

在聆聽他人報告時已能掌握觀察重點，

並給予適度建議！

【註】

「報告的內容清楚，且有列出條件，但希望可以充分準備，否則….一直看黑板導致態度不太

大方，其他不錯」

「有把改過的綠建築呈現出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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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生作品樣本（配合附件㆕）

團隊合作力量大，

工作分配（找資料、查資料、美工、拍照等）、

時間、地點都記錄得很詳盡，

小朋友對自己的學習已能負起相當責任！

【註】（由上到下）

5月13日   ×××：記錄、整理資料、調查資料

×××等2人：整理資料                          
×××等4人：拍照、調查                        
早上9:30~10:30 拍照（南門城及外面的道路）

早上10:30~下午1:00 整理資料」

 5月19日  「貼照片、畫畫美工、整理資料（下午社會課）教室」

 5月20日 「再用email傳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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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請你選定一個居家附近的社區做觀察，將其中與綠建築概念相違背或你覺得需要

進行改造的景點用相機直接拍攝下來，並貼在圖畫紙上（直接畫出亦可），接著在旁邊

註記理由，如下圖所示。

△ 我所觀察的社區在台南市      區        里                       路附近

留下最後的美麗倩影（之一）

照片黏貼處                                                   註記：

                                 

分 數 等 級 評 分 標 準

優（95分）
能找出大部分需要改造的景點，而且大部分的景點都能依據綠建築的概念或

原則來註記理由。

良（90分）
只能找出部分需要改造的景點，但大部分都能根據綠建築的概念或原則來註

記理由。

可（85分）
能找出大部分需要改造的景點，但只有部分能根據綠建築的概念或原則來註

記理由。

劣（80分） 找出少部分需要改造的景點，且無法根據綠建築的概念或原則來註記理由。

附件㆒  最後㆒個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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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請你根據社區環境調查紀錄，進行夢想中綠色家園的改造，在圖畫紙上畫出一

份涵蓋整個社區的綠建築設計圖（標示街道名），並在圖上註記每一項綠建築設計的名

稱及可能帶來的益處（如：＊設置雨撲滿：可用來儲存雨水，拿來澆花以節省水資源）。

置於四開圖畫紙上

      

分 數 等 級 評 分 標 準

優（95分）
能配合社區環境調查紀錄，並根據綠建築的概念或原則來改造社區，每項綠建

築設計的名稱皆正確且益處說明很具體。

良（90分）
能配合社區環境調查紀錄，並根據綠建築的概念或原則來改造社區，大部分綠

建築設計的名稱正確且益處說明具體。

可（85分）
能配合社區環境調查紀錄，並根據綠建築的概念或原則來改造社區，綠建築設

計的名稱正確但只有部分益處說明具體。

劣（80分）
未能有效配合社區環境調查紀錄或根據綠建築的概念來改造社區，綠建築設計

的名稱少有正確且益處說明模糊不清。

附件㆓  綠屋精靈變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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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名稱：打造一個夢想中的綠色家園  受評小組：                

評量日期： 95年5月    日           評量人員：               

使用說明：評量表共分為兩個部分，每個部分又依表現的優劣程度分為四個等級（優、良、

可、劣）。請你依據受評小組的口頭報告表現，在右側的□內打ˇ。

表達

技巧

分 數 等 級 評       分        標         準 打ˇ

優（95分） 解說時條理很清楚，音量適中且態度自然大方。

良（90分） 解說時條理清楚且音量適中，但態度不夠大方。

可（85分）
解說時部分條理不夠清楚或音量稍低，態度不夠

大方。

劣（80分） 解說時次序雜亂，音量稍低或態度不太誠懇。

建議或留言

內容

呈現

優（95分）
報告的內容非常豐富完整，處處呈現綠建築的主

要概念和重點。

良（90分）
報告的內容完整但豐富性稍差，大部分能呈現綠

建築的概念或重點。

可（85分）
報告的內容不太豐富或完整，但能呈現綠建築的

概念或重點。

劣（80分）
報告的內容單調不完整，只呈現少部分綠建築的

概念或重點。

建議或留言

附件㆔  口頭報告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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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㆕  綠屋精靈變裝秀

△ 我們是第     組

△ 我們的工作伙伴有：                                          

項 目 工 作  分  配  與 進  度

1.社區環境調查紀錄

日期：95年5月   日
記錄者：

日期：95年5月   日
記錄者：

日期：95年5月   日
記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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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夢想中的綠色家園」

建築設計圖

日期：95年5月   日
記錄者：

日期：95年5月   日
記錄者：

 

日期：95年5月   日
記錄者：

分 數 等 級 評 分 標 準

優（95分） 工作分配與進度的安排很恰當，而且記錄得很詳細。

良（90分） 工作分配或進度的安排不太恰當，但大部分記錄得很詳細。

可（85分） 工作分配或進度的安排不太恰當，只有部分記錄詳細。

劣（80分） 工作分配與進度的安排很不恰當，而且大部分記錄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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