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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應用「修訂版Bloom教育目
標分類法」發展一份國小定期評量的紙筆測

驗。

研究者以彰化縣員林國小四年級學生為

研究對象，叢集隨機抽樣144名學生進行施測。
再將施測結果以SPSS 軟體進行統計資料分析。

依據研究發現：

一、利用「修訂版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
分類法」可以協助教師掌握能力指標的

評量重點，編製定期評量。

二、利用「修訂版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
分類法」可以協助教師以更開闊、更深

入的角度來評量出學童的認知發展層次。

三、高、低分組學童的認知發展層次具有差

異性。低分組學童對熟悉的「事實知

識」、「程序知識」的「記憶」層次或

「了解」層次表現最好，其他方面則和

高分組學童有顯著的差異。

四、高、低分組學童在對「字音」和「字

義」的區分辨別能力、修辭的技巧、文

體的掌握和寫作能力的表現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教師

編製測驗

㆒、研究背景

教育部依《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的規定，訂定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

生成績評量準則」。此準則規定教師在成績

評量上應本適性化、多元化之原則，兼顧形

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必要時得實施診斷

性評量及安置性評量。

因此，評量在整個教學歷程中扮演著分

析與評鑑的角色。在九年一貫課程未實施

時，國內學者薛梨真（1986）曾在研究中提
出：國小定期成績考查除了仍有大半學校使

用校外試題以外，進一步分析試題內容，結

果顯示很多試題抄自參考書或習作，教材單

元分布差距亦大。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在

教室裡，雖有許多教師嘗試使用各種不同的

評量方式，但紙筆測驗依然是教師們在定期

評量時最常使用的方法。在紙筆測驗中，命

題的好壞攸關整個評量品質，所以，要如何

提升教師命題能力成了重要的課題。

目前，九年一貫課程的教育目標重視學

童能力指標的達成，因此在《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2003）國語文領域中，強
調宜參考階段能力指標進行學習評量。為了

達到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評量特色－充分而

完整地結合課程、教學與評量，本研究先參

考涂佩鈴、林世華（2005）的做法，利用「
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法」，對課程中
希望達到的能力指標進行分析解讀，再擬定

紙筆測驗的命題方向計畫，最後才編製測驗。

此外，目前國內有關「修訂版Bloom教
育目標分類法」的研究，大多與命題有關。

但是，本研究不只期待藉「修訂版Bloom教
育目標分類法」來提升教師編製測驗的命題

層次，更希望透過「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
分類法」，評量出學生不同的認知發展層次，

由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法
進行教師編製測驗
陳美慧／彰化縣員林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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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診斷出學生的學習能力與學習困擾，增

進教學效能。

㆓、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應用「修訂版Bloom

教育目標分類法」編製一份定期評量之試卷。

期望本測驗具有良好的評量特性，並且能評

量出學童在學習完翰林版第八冊第二單元後，

其在認知發展層次和能力指標上的表現情形。

（一）依「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法」

進行能力指標的分析，以翰林版第

八冊第二單元為例，發展一份國小

定期評量的紙筆測驗。

（二）透過「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法」

進行評量診斷，分析四年級學童在

國語文領域上的認知發展層次，並

提出教學建議。

（三）依據四年級學童的測試結果，分析其

在能力指標上的表現，並提出教學

建議。

㆔、文獻探討

（一）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法

B l o o m、E n g l h a r t、F u r s t、H i l l與
Krathwohl（1956）提出認知領域的教育目
標分類表，將認知領域的教學目標的類別，

由最簡單到最複雜，由具體到抽象，排成六

個層次，依序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

綜合和評鑑。每一個較簡單的類別都是想掌

握下一個較複雜的類別的先決條件。

後來，為了因應時代教育理論的演進，

Bloom教育分類法也在西元2001年出刊修訂
版（Anderson & Krathwohl,2001）。

圖 1   修訂版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法新舊架構對照圖

（修改㉂Anderson et al,2001,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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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改變有如下（參考圖1）：
1.修訂版將「知識」獨立為一向度，與認知
歷程形成二維向度。並將舊版的「理解」

和「綜合」改為動詞詞態的「了解」和「

創作」。

2.原本認知歷程主要類別為名詞詞態，修訂
版將其改變為動詞詞態，與知識類別的名

詞相對應，以符合建立目標時所形成的動

詞—名詞關係（verb-noun relationship）。
3.修訂版將認知歷程向度的各類別排列不
同於舊版強調的累積性階層（cumulative 
h i e r a r c h y），而成漸增複雜性階層（
increasing complexity hierarchy），允許類
別之間相互重疊。

4.修訂版更強調次類別的應用。
此外，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法先

依「知識向度」和「認知歷程向度」，形成

一個二維矩陣（參考附錄2）後，再進行教
育目標的分析。現將向度中各主類別與次類

別分別闡述如下：

1.知識向度（Knowledge Dimension）
修訂版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法

將舊版的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法中
的「知識層次」獨立出來，自成一個向度。知

識向度屬名詞詞態，以學習內容為主，目的在

「協助教師區分教什麼」。修訂版Bloom認
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法延續跨領域的觀念，

將「知識」區分成四類：

（1）事實知識（Factual Knowledge）：指
學生應了解的術語，或是學生想進行

問題解決時必須知道的基本要素。包

括：A.術語知識。B.特定細節及元素知
識。

（2）概念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
乃從較複雜、較大的基本元素間，抽

取共同屬性，予以分類形成的知識。

包括：A.分類和類別知識。B.原理和
原則的知識。C.理論／模式／結構的

知識。

（3）程序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
指知道如何做某事的知識；通常是一

系列或有步驟的流程，以及決定何時

運用不同程序的規準。A.特定學科的
技能和演算知識。B.特定學科的技術
和方法知識。C.運用規準的知識。

（4）後設認知知識（M e t a c o g n i t i v e  
Knowledge）：指一般對認知的認知
以及對自我知識的認知和覺察；含

認知知識、監控、控制、調整認知。

A.策略知識。B.認知任務知識（包括
脈絡和情境的知識）。C.自我知識（
self knowledge）。

2.認知歷程向度（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
認知歷程向度由原來單一向度的分類表

轉化而來，除了另立知識向度，原有類別名

稱的名詞特性也轉換成動詞，以強調認知歷

程的「漸增複雜性階層」概念，目的「促進

學生保留和遷移所得的知識」（葉連祺，民

92）。此向度分成六大類，其中「記憶」與
學習保留（retention）有關，其餘五者和學
習遷移（transfer）有關。
（1）記憶（Remember）：是從長期記憶中

提取相關知識。包括：A.再認。B.回
憶。

（2）了解（Understand）：從教學訊息中
創造意義；建立所學新知識與舊經驗

的連結。包括：A.詮釋。B.舉例。C.
分類。D.摘要。E.推論。F.比較。G.解
釋。

（3）應用（Apply）：牽涉使用程序（步
驟）來執行作業或解決問題。與程序

知識緊密結合。包括：A.執行。B.實
行。

（4）分析（Analyze）：牽涉分解材料成局
部，指出局部之間與對整體結構的關

聯。包括：A.辨別。B.組織。C.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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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評鑑（Evaluate）：根據規準（criteria）
和標準（standards）作判斷。包括：
A.檢查。B.評論。

（6）創造（Create）：涉及將各個元素組
裝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且具功能的

整體。包括：A.產生。B.計畫。C.製
作。

（二）教師編製測驗相關研究

教師編製測驗時，一方面在編製的過程

中，可以幫助教師釐清教學目標；另一方面

藉由教師編製測驗的實施，可以了解學生的

潛能、學習成就和學習困難，並做為改進教

材教法和補救教學的依據（薛梨真，1986；
劉湘川、蔡良庭，2005）。所以，教師必須
每隔一段時間就命出一份試卷，做為定期評

量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的工具。

此外，教師編製的測驗需要不斷的改進，

才能充分發揮它的功能。歐滄和（民91）提
出教師可以透過自我檢查、同事的檢查、學

生的意見，及簡化的試題分析等方法來改進

自己的試題。其中「自我檢查」的重點包括

「試題與測驗目的的關聯性」和「試題取樣

的代表性」。即使擬編時覺得滿意，也應該

隔一段時間後，重新檢視。另外也可依循下

列重點，使檢查更系統化：1.一般命題原則
及特定題型的命題原則；2.試題與測驗目的
的關聯性；3.試題內容與答案的關聯性；4.
試題取樣的代表性；5.試題的公平性。

教師是教學現場最接近學童的人，必須

隨時透過評量來評定學生的學習成就，以及

診斷學生的學習困擾，進而增進其教學效能，

達成教學評量的目的。

（三）以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法進行 

學習評量的相關研究 

教學基本模式是目標先發生，評量是

根據教學目標來決定，所以應是教學目標引

導且決定評量（林世華，2000）。此外，

Airasian（2002）提出如果教學和評量不能
達到一致，即使有高品質的教學，也不能使

高成就的學生在評量中有優異的表現。因此，

教師對學生進行學習評量時，必須是依據教

學目標進行命題，而非單純只依教材內容或

坊間提供的各式評量練習卷。

那麼，教師該如何依據教學目標而

非只是依據教材內容或坊間提供的各式評

量練習卷來進行命題呢？根據研究發現（

Airasian,2002；葉連祺、林淑萍，2003；李
坤崇，2004；涂佩鈴等，2005），如果我們
能妥善應用「分類表」，就可以增加評量與

目標、教學的一致性。

葉連祺等（2 0 0 3）依A n d e r s o n  和  
Krathwohl（2001）所提出的方式來進行教
學活動設計：先將教學目標置於二維向度「

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表」中適當的位
置，再依分類表的訊息，將適當的教學活動

安排放入分類表中，最後設計教學評量工作，

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教學活動。

李坤崇（2004）則是採「修訂版Bloom
教育目標分類法」中主類別和次類別的意涵，

依國內的教學內容提出了許多命題實例。並

期望國民中小學教師與輔導團員能善用此分

類表，藉此提升教師專業素養以及擴展學生

學習的廣度與深度。

涂佩鈴等（2005）利用文獻分析法，透
過「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法」二維向
度架構，對九年一貫國語文領域的能力指標

進行分析。研究中期望教育工作者能藉助此

分類法的原則，進行能力指標的解讀與轉化，

以順利進行教學和評量。

所以，善用「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
類法」二維向度架構，以及主類別和次類別

的意涵，將可使教育工作者順利掌控評量與

目標、教學的一致性。並且使測驗不單評量

出學生習得的片斷的知識，也可用來評量較

高層次的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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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彰化縣員林國小四年級共二十班的學

童為母群，以叢集抽樣的方式選取施測樣本，

共四班，計144名學生。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是研究者配合能力指

標編製之評量卷，題型為21題單選題（如附
錄1）。施測時間為40分鐘。

本測驗的編製過程如下：

1.找出國語翰林版第八冊第二單元（共
計四課）中教學後要達到的能力指

標。

2.參考涂佩鈴、林世華（民94）的做法，
利用「修訂版B l o o m教育目標分
類法」，對要達到的能力指標進行

分析解讀（如附錄2）。因紙筆測驗
的特性與限制，此次定期評量並不包

含聆聽能力與說話能力的能力指標。

3.擬定測驗的命題方向計畫。 
4.編製測驗。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經彙整後，以個人電腦

SPSS 10.0版統計套裝軟體，依據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進行信度、效度、難易度和鑑別

度等資料分析。

㈤、研究結果及討論

（一）定期評量紙筆測驗的適切性分析

1.信度研究
Cronbach α信度值為0.7228，此數值
已接近高信度。可推估組成試卷的

試題之間的內部一致性不錯。

2.效度研究
以修訂版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
分類表，作為考驗內容效度之依據

。並且試題編製完成後，經由一位

測驗編製專家和三位語文科任課教

師共同檢視，確認試題內容具有代

表性。

3.難易度與鑑別度
將受試者依總分高低排列，取極端

的27％為高低分組，然後求出高分
組與低分組在每一個試題的答對

率，算出試題的難易度指數和鑑別

度指數。

本測驗各題難度分布最低為0.44，
最高為0.99，大致集中在0.7和0.95之
間。在鑑別度方面，有13題達0.25
以上，其中又有8題達0.4以上，屬優
良試題。

（二）國小四年級學童在教師編製定期評量

紙筆測驗的整體表現

題目共21題，一題1分，共計21分。利
用SPSS統計軟體得知：

1.學童表現的平均分數為16.54分。
2.PR 27=Pp 15，PR 73=Pp 19。
3.分數的分布呈負偏態。
由以上資料推估低分組學童在評量上的

表現，可能與大多數的學童有較多的落差，

具有進一步診斷的價值。

（三）國小四年級學童在國語文領域上的認

知發展層次

此份定期評量用的紙筆測驗，是依「修

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法」來編製的。
1.學童在「知識向度」上的表現
（1）高分組學童的表現

A.對於大部分「知識向度」的
知識，都能掌控得很好，答

對率在90％以上。
B.試題13的答對率只有56.1％，
推估原因可能對「語調和語氣

」概念的掌握較弱。

C.試題18的答對率為80.5％。部
分高分組學童可能受到教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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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詩歌）的影響，使得其「

對於利用『璀璨』寫出完整句

子」的能力受到影響。

（2）低分組學童的表現
A.對於「事實知識」掌握得較
好，各相關試題答對率大多

是80％以上。不過，試題6答
對率只有48.8％，可能是對
「登」字的字義事實知識不

夠清楚所致。此外，試題20
答對率更低只有30.2％，接
近猜測度了，推估可能是其

對「文章主旨」的事實知識

不夠熟悉造成的。

B.「概念知識」相關試題的答對
率大多是50％以上，但是對
於「概念知識」的掌握，會

受到熟練度影響，因此推估

試題13和14的較低答對率，
皆可能是因低分組學童對「

語調和語氣」概念和「排比」

概念的練習不夠造成的。

C.「程序知識」相關試題的答對
率，也會受到熟練度影響。

試題17答對率83.7％，顯示學
童對查字典的程序非常熟悉。

試題18、19和21答對率不高，
顯示低分組學童對寫作程序

知識較不熟。

2.學童在「認知歷程向度」上的表現
（1）高分組學童的表現

A.對「認知歷程向度」任何層次，
大都能表現良好。

B.「分析」層次和「評鑑」層次
的試題答對率分別是90.2％
和92.7％，高出低分組甚多。

（2）低分組學童的表現
A.在「記憶」層次對「事實知識」

表現良好，但由試題3和4得
知，低分組學童在「記憶」

層次對「概念知識」掌控較

不好。

B.在「了解」層次上，也是對
「事實知識」學習表現得比

「概念知識」學習好。

C.在「應用」、「分析」和「評
鑑」層次的試題答對率較低，

表現雖然比較弱，但是，在

試題15的答對率是72.1％，在
試題17的答對率是83.7％，顯
示對平時常練習的「應用」

層次試題表現好很多。

（四）國小四年級學童在國語文能力指標上

的表現情形

1.學童在注音符號應用能力指標上的表現
此份測驗只含一條相關能力指標： 
A-2-1-1-1能應用注音符號，了解並分
辨字詞的音義，提升閱讀理解的效

能。

由施測結果得知：

（1）A-2-1-1-1在「修訂版Bloom認知
領域教育目標分類表」上包括兩

種層次的教育目標：「了解∕

事實」和「應用∕程序」。

（2）在「了解∕事實」層次的試題上
答對率92.4％，高低分組的答對
率並無差異。在「執行∕程序」

層次的試題上答對率79.9％，高
低分組的答對率有顯著差異。顯

示低分組學童在「應用注音符

號，提升閱讀理解的效能」的

能力表現弱。

2.學童在識字寫字能力指標上的表現
此份測驗包含相關的三條能力指標：

D-2-5-1-1能正確掌握筆畫、筆順、偏
旁覆載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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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3-1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辨認字義。

D-2-3-2-2能利用筆畫、偏旁變化、和
間架結構原理寫字。

由施測結果得知：

（1）D-2-2-3-1包含二種教育目標。
在查字典上能力上，高低分組的

表現並無差異。但辨認字義上，

有顯著差異，推估此種能力可能

會影響學童閱讀表現。

（2）試題3測驗學童「左窄右寬字」
的概念，施測結果顯示，高低分

組有顯著差異。推估低分組學童

對字的結構分類概念，較不熟

悉。

3.學童在閱讀能力指標上的表現
此份測驗包含相關的六條能力指標：

E-2-1-7-2能掌握要點，並熟習字詞
句型。

E-2-5-9-3能用心精讀，記取細節，
深究內容，展開思路。

E-2-3-2-3能認識基本文體的特色。
E-2-3-2-1能了解文章的主旨及取材
結構。

E-2-3-2-2能概略理解文法和修辭的
技巧。

E-2-7-4-2能配合語言情境，欣賞不
同語言情境中詞句與語態在溝通和

表達的效果。

由施測結果得知：

（1）四年級學童在E-2-1-7-2、 E-2-5-9-3
和E-2-3-2-1的表現都不錯。

（2）在E-2-3-2-3上有關文體特色的了
解，高分組的通過率達95.1％，低
分組卻只有34.9％，兩組的差異
達顯著差異。

（3）在E-2-3-2-2上有關修辭技巧的了
解，高分組的通過率達90.2％，

低分組卻只有53.5％，兩組的差
異達顯著差異。

（4）在E-2 - 7 -4 -2上有關「語調和
語氣」概念的了解，高分組的

通過率56.1％，低分組也只有
38 .2％，兩組的差異雖達顯著
差異，但與其它能力指標相比，

是屬較弱的能力表現。

4.學童在寫作能力指標上的表現
此份測驗包含相關的五條能力指標：

F-2-3-4-2能掌握記敘文、說明文和議
論文的特性，練習寫作。

F-2-2-1-1能掌握詞語的相關知識，寫
出語意完整的句子。

F-2-8-2-1能理解簡單的修辭技巧，並
練習應用在實際寫作上。

F-2-6-7-1練習利用不同途徑和方式，
蒐集各類可供寫作的材料，並練習選

擇材料，進行寫作。

F-2-5-1-1能從內容、詞句、標點方
面，修改自己的作品。

由施測結果得知：

（1）高、低分組在所有的寫作能力指
標上的表現，都有顯著差異性的

表現。

（2）高分組除了F-2-2-1-1以外，其他
答對率都達90％以上。

（3）F-2-3-4-2包含二種教育目標。低
分組在「了解／概念」層次的

通過率58 .1％，在「應用／程
序」層次的通過率58.1％，推估
低分組對文體的掌握在兩種層次

上皆較弱。

（4）在F - 2 - 8 - 2 - 1、F - 2 - 5 - 1 - 1和
F-2-6-7-1上，高分組答對率90％以
上，低分組的答對率在50％以
下，顯示此二組在修辭技巧、

標點符號的能力以及掌握寫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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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能力上，有很大的落差。

（5）與F-2-2-1-1對應的試題18，整體
答對率只有52.8％，推估原因可
能是受教材（詩歌文體）的影

響，而使學童不易區別出完整

的句子。

㈤、結論與建議

（一）利用「修訂版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
標分類表」，可以協助教師掌握能力

指標的評量重點，以進行命題或測驗

編製。並能以更開闊、更深入的向度

評量學童的能力以及認知發展層次。

（二）國小四年級學童在國語文領域上的認

知發展層次以及教學建議：

1.高分組學童和低分組學童差異性很
大。

2.在「知識向度」上，低分組學童對
熟悉度很高的「事實知識」、「概

念知識」和「程序知識」的學習成

果較好。因此，教師在進行教學

時，要多提供思考或練習的經驗，

協助學童有進一步探究知識的意

願。

3.在「認知歷程向度」上，高分組都
能掌控得很好。低分組在「記憶」

和「了解」層次只有對「事實知

識」時表現良好。此外，「應用」、

「分析」和「評鑑」等層次，低分

組表現較不佳。所以教師在課堂進

行教學時，要多設計進行「應

用」、「分析」和「評鑑」等層

次的學習活動。

（三）國小四年級學童在國語文能力指標上

的表現和教學建議：

1.低分組的學童對字音和字義的區分
辨別能力較弱，課堂上的教學活動

可配合語境，提供適當的句子，進

行字音和字義的區分辨別。

2.高、低分組學童在寫作能力指標上
的表現落差比較大，建議教學時，

應增加寫作教學的節數，可將寫作

教學融於所有的語文教學活動上，

例如：內容深究時，讓學童討論如

何選擇寫作材料，以配合寫作主

題；形式深究時，讓學童討論如何

安排段落，以凸顯寫作主題。

3.分析低分組的學童在閱讀能力及寫
作能力上的表現，發現其對文體和

修辭技巧的掌握較弱，教學時，應

再多提供實例，進行討論，以協助

低分組的學童有更多思考與應用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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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翰林版第㈧冊第㆓單元分工合作定期評量試題表

題

號

能力

類型

教材

內容
題目 能力指標

認知

向度

類別

知識

向度

類別

答

案

1 閱讀

能力
第5課

下面哪個句子的「  」中的字使
用正確？

（1）他「損」出一些錢，來幫
助窮困的人。

（2）對於這件事，大家都踴「
耀」發言。

（3）這份報告需要大家的「佩」
合。

（4）我「邀」請同學來參加我
的生日會。

E-2-1-7-2能掌
握要點，並熟

習字詞句型。

1.1
再認

事實b 4

2 閱讀

能力
第7課

下面哪個句子敘述的不符合第七

課「一起做專題報告」的課文內

容？

（1）老師建議作者和他的組員，
只要用作者的資料就好。

（2）作者那一組的最大收穫是
體驗了合作和分享。

（3）老師覺得作者和他的組員
蒐集到的資料非常豐富。

（4）小組做專題報告時，可以
依每個人的專長來分工。

E - 2 - 5 - 9 - 3能
用心精讀，記

取細節，深究

內容，展開思

路。

1記憶 事實a 1

3
識字

寫字

能力

第4課

下面的每一個字都是由兩個字拼

成的。哪一個字的結構不是「左

窄右寬」？

（1）線 
（2）點
（3）杆
（4）城

D-2-5-1-1能正
確掌握筆畫、

筆順、偏旁覆

載和結構。

1記憶 概念b 2

4
閱讀

能力
第4課

第四課「電線杆」是一首詩歌，

請問下面有關詩歌的描述，哪

一個是對的？

（1）內容一定要加標點符號。
（2）內容是不分段的。
（3）文字可以依圖像來排列。
（4）把一段話分行寫，就成了

一首詩。

E-2-3-2-3能認
識基本文體的

特色。

1.1
再認

概念a 3



研習資訊 85第23卷第6期　95．12

課程與教㈻

5

注音

符號

應用

能力

第4、7課

下面哪一個句子「」中的字，讀

音一樣？

（1）這場戲的男主「角」站在
「角」落休息。

（2）我擔任「校」刊的「校」
稿的工作。

（3）他高「興」的談著他有「
興」趣的話題。

（ 4）妹妹以「調」皮的語「
調」說著故事。

A-2-1-1-1能應
用注音符號，

了解並分辨字

詞的音義，提

升閱讀理解的

效能。

2.6
比較

事實b 3

6
識字

寫字

能力

第5課

下面哪一個詞中「登」字的意思

和其他三個不同？

（1）「登」記。
（2）「登」山。
（3）「登」報。
（4）刊「登」。

D-2-2-3-1會查
字辭典，並能

利用字辭典辨

認字義。

2.6
比較

事實b 2

7
閱讀

能力
第5課

「請同學把家裡已經用不著，卻

還能用的東西捐出來作為義賣物

品。」上面這段文字和下面的哪

句話意思一樣？

（1）義賣的物品可以是家裡用
不著的東西。

（2）義賣物品是別人不能用的
東西。

（3）請同學把義賣物品買回來
捐出去。

（4）義賣物品賣出去後就不能
再使用了。

E-2-1-7-2能掌
握要點，並熟

習字詞句型。

2.4
摘要

事實b 1

8
閱讀

能力
第4課

「一根高高的電線杆說我的手

牽著你的手」第四課課文中的這

段文字，提到的「手」是什麼？

（1）路燈。
（2）電線。
（3）道路。
（4）光線。

E - 2 - 5 - 9 - 3能
用心精讀，記

取細節，深究

內容，展開思

路。

2了解 事實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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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閱讀

能力
第7課

校園記者報導：「上個星期五，

本校四年甲班的學生舉辦『認識

校園植物』專題報告活動。每一

組的小朋友都能分工合作：有人

上網或到圖書館找資料，有人編

寫報告內容，有人打字畫插圖，

也有人負責當天上臺作口頭報

告。小朋友的專題報告內容都非

常豐富。最後每個人還完成一篇

學習心得。」

下面哪個題目比較適合作為本報

導的標題？

（1）四年甲班的學生
（2）學習心得的完成
（3）專題報告很有趣
（4）分工合作力量大

E-2-3-2-1能了
解文章的主旨

及取材結構。

2.4
摘要

事實a 4

10
閱讀

能力
第5課

如果利用跳蚤市場舉辦「舊愛變

新歡」的義賣活動，那麼「舊

愛」和「新歡」分別代表什麼？

（1）「新歡」是不要的東西，
「舊愛」指的是可資源再

利用的東西。

（2）「舊愛」是不要的東西，
「新歡」指的是可資源再

利用的東西。

（3）「舊愛」和「新歡」都是
每個人都已經不要用的東

西。

（4）「舊愛」和「新歡」都是
每個人還在使用的東西。

E-2-3-2-2能概
略理解文法和

修辭的技巧。

2了解 概念b 2

11
寫作

能力
第5課

第五課「『舊愛變新歡』義賣活

動」的課文是「記敘文」的形式，

這篇課文內容是屬於其中的哪一

類？

（1）敘事類。
（2）描景類。
（3）寫人類。
（4）狀物類。

F-2-3-4-2能掌
握記敘文、說

明文和議論文

的特性，練習

寫作。

2了解 概念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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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寫作

能力
第5課

下面哪個句子的「   」中的詞語
使用正確？

（1）他「靈機一動」，寫完功
課。

（2）昨天，他們「熱烈」的參
觀博物館。 

（3）大家「異口同聲」的討論
要玩什麼。

（4）姐姐「贊成」我的提議，一
起到公園玩。

F-2-2-1-1能掌握
詞語的相關知

識，寫出語意

完整的句子。

2了解 概念a 4

13
閱讀

能力
第6課

下面的哪句話讀起來的語氣比較

緩和？

（1）體育主播以高亢的語調說：
「進球了！進球了！」。 

（2）羅納度用力一踢，球快速
越過前來撲球的守門員。

（3）巴西隊靠著全體隊員的分
工合作，贏得了這場冠軍

賽。

（4）如果不是全體球員的努力
和配合，球如何能送到球

門前面？

E-2-7-4-2能配
合語言情境，

欣賞不同語言

情境中詞句與

語態在溝通和

表達的效果。

2.6
比較

概念b 3

14
寫作

能力
第7課

「春天一到，草綠了，花開了，

大地甦醒了。」這一段話使用了

「排比」的修辭技巧。請問下面

各個選項中，哪一句子和上面的

句子使用同一種修辭法？

（1）雖然我們的表現不是最出
色的，但是卻體驗了合作

的重要。

（2）在老師的鼓勵下，全班同
學興致高昂，七嘴八舌的

討論著。

（3）明華負責打字，小惠編寫
內容，我擔任校稿，美英

上台報告。

（4）你一言我一語，爭得面紅
耳赤，誰都不肯讓誰。

F-2-8-2-1能理
解簡單的修辭

技巧，並練習

應用在實際寫

作上。

2了解 概念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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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識字

寫字

能力

第6課

下面有關「鍵」字的敘述，哪一

個是錯誤的？

（1）這個字的筆畫數是17畫。
（2）寫這個字的時候，要從左

邊的「金」字先寫。

（3）這個字和「健」字的字型
相似，但是左邊的部首不

一樣。

（4）這個字裡的「廴」的第一、
二畫，要寫得像右邊的「

聿」一樣寬。

D - 2 - 3 - 2 - 2能
利用筆畫、偏

旁變化、和間

架結構原理寫

字。

3.2
實行

概念b 4

16

注音

符號

應用

能力

第7課

「興」有兩個讀音，讀「  興」
時，代表繁盛、流行或發動；讀

「  杏」時，表示趣味或欣喜。
請問下面哪一個選項「」中的字

讀「 杏」？
（1）要不是有人「興」風作浪，

我也不會誤會他。 
（2）哥哥「興」匆匆的趕去參

加舞會。

（3）那條街商業「興」盛，非
常熱鬧。

（4）譚先生四處募款想「興」
辦一所醫院。

A-2-1-1-1能應
用注音符號，

了解並分辨字

詞的音義，提

升閱讀理解的

效能。

3.1
執行

程序a 2

17
識字

寫字

能力

第6課

如果我們想利用字典查查「複」

字的造詞，那麼哪一個才是正確

的步驟？

A.查出「衣」部所在的頁碼，翻
到那一頁。

B.數「复」的筆畫數。
C.數「衣」字筆畫數。
D.依「复」的筆畫數，找到「複」
字的位置。

（1）C→A→B→D
（2）B→D→C→A
（3）C→D→A→B
（4）B→A→C→D

D-2-2-3-1會查
字辭典，並能

利用字辭典辨

認字義。

3.1
執行

程序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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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寫作

能力
第4課

用「璀璨」來造一個句子，下面

哪一個句子是完整而正確的？

（1）陽光閃得很璀璨。 
（2）那裡有一個璀璨。
（3）寶石晶瑩璀璨而漂亮。
（4）路燈璀璨成燈河。

F - 2 - 2 - 1 - 1能
掌握詞語的相

關知識，寫出

語意完整的句

子。

3.1
執行

程序a 3

19
寫作

能力
第7課

下面各選項是有關寫「敘事類記

敘文」的注意事項，哪句話是錯

的？

（1）敘述類記敘文的段落安排
不一定按照事情發生的原

因、經過和結果來敘寫。

（2）寫記敘文的時候，想到什
麼就寫什麼，不用重新整

理寫作材料。

（3）可以在文章中，把事情發
生的時間、地點和相關人

物寫清楚。

（4）描述的過程，可以多利用
修辭技巧來讓文章更生動。

F-2-3-4-2能掌
握記敘文、說

明文和議論文

的特性，練習

寫作。

3.1
執行

程序a 2

20
寫作

能力
第6課

假如這次的作文題目是：「樂樂

棒球歡樂多」，那麼哪一個選項

的材料不適合寫入文章裡？

（1） 打樂樂棒球增進了我們全
班的感情。

（2）球員們之間彼此能分工合
作，努力防守。

（3） 參加樂樂棒球比賽時必須
注意的詳細規則。

（4）跑者跑回本壘得分時，內
心充滿著喜悅。

F - 2 - 6 - 7 - 1練
習利用不同途

徑和方式，蒐

集各類可供寫

作的材料，並

練 習 選 擇 材

料 ， 進 行 寫

作。

4.1
區辨

事實a 3

21
寫作

能力
第5課

「春天，是最美麗的季節、秋天，

是最涼快的季節。我好喜歡春天

和秋天喲！」句子中，哪一個標

點符號使用是錯的？

（1），
（2）、
（3）。
（4）！

F-2 -5 -1 -1  能
從 內 容 、 詞

句 、 標 點 方

面，修改自己

的作品。

5.1
檢查

程序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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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利用「修訂版Bloom教育目標分類表」分析能力指標

知識向度

（Knowledge 

Dimension）

認知歷程向度（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

1.記憶

（Remember）

2.了解

（Understand）

3.應用

（Apply）

4.分析

（Analyze）

5.評鑑

（Evaluate）

6.創作

（Create）

A.事實知識
（Factual 
Knowledge）

E-2-1-7-2
E-2-5-9-3

A-2-1-1-1
D-2-2-3-1
E-2-1-7-2
E-2-3-2-1
E-2-5-9-3

F-2-6-7-1

B.概念知識
（Conceptual 
Knowledge）

D-2-5-1-1
E-2-3-2-3

E-2-3-2-2
E-2-7-4-2
F-2-2-1-1
F-2-3-4-2
F-2-8-2-1

D-2-3-2-2

C.程序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

A-2-1-1-1
D-2-2-3-1
F-2-2-1-1
F-2-3-4-2
F-2-4-3-1

F-2-6-10-2
F-2-6-7-1
F-2-8-2-1

F-2-5-1-1

D.後設認知知識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