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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香港基本能力評估 思索「會考」及「特色招生學科考試」 

【文／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林宜臻】 

教育改革重要環節的 12 年國教將於明年 8 月實施，未來國中生進入升入高中、高職或五專的

升學路徑，將採取 75%以上的免試入學及 25%的特色招生。雖基測走入歷史，然無論何者仍有考

試關卡。前者免試入學有分成三個等級的會考，後者特色招生則有甄選入學的術科測驗及考試分發

入學的學科測驗。然這種運作模式，能否回應 12 年國教適性揚才目的？12 年國教不但強調教育機

會均等，而且目標鎖定於擁有均優的人力資源。所以不是社區高中取代明星高中，而是每一所社區

高中，都是家長心目中的明星高中。以下借鏡香港經驗，再思「會考」及「特色招生學科考試」角

色。 

我國「國際閱讀素養調查」（PIRLS）的排名，在 45 個國家/地區中第 22 名；香港在

PIRLS2001 排名第 17，2006 年則躍升至第 2 名。我國 PISA 閱讀素養排名，由 2006 年的 16
名繼續下滑至 2009 年的 23 名；香港 PISA 排名由 2003 年第 10 名，2006 年則躍升至第 3 名，

2009 年第 4 名。香港能逆轉至如此優異表現，在於將測驗最終目的定位於提供學與教有用的資訊，

視測驗僅是整體教學的方法或過程其中之一的教育制度改革。而此改革起源於《終身學習全人發展

— 香 港 教 育 制 度 改 革 建 議 》 報 告 書 。 該 報 告 書 建 議 設 立 包 括 「 學 生 評 估 （ Student 
Assessment）」和「全港性系統評估（System Assessment）」的「基本能力評估」，以

「（1）協助教師及家長瞭解學生學習問題與所需，從而及早提供適切教學措施，讓學生發揮潛能，

得以保證基本水平又能發揮所長；（2）提供政府及學校管理當局全港學校學習範疇水平資訊，以

為支援有需要的學校並監控教育政策執行的成效（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我國會考擬藉由將各科成績分為精熟、基礎、待加強三個等級，取代分分計較，以為適度減低

考試壓力；並藉由分成這三個等級的標準參照方式，以達學力監控，並得以針對「待加強」學生，

進行補救教學，協助轉銜至高中、高職或五專，以確保品質並維持競爭力。而香港網上的「學生評

估」系統，不但有補救教學功能，主要為診斷和改善學生學習而設，測試範圍涵蓋小一至中三的中

文、英文及數學等三個學習領域，幫助找出學生強項及需要改善處（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2c）。

「學生評估」設有網上的中央評估庫及網上評估活動，由電腦系統評核學生的表現，並提供評估報

告，供教師參考。測試素材由中央提供，學校自行執行評估與管理，教師可按教學進度選取相對應

的項目，安排學生參加評估。中文與英文的寫作及說話測驗，教師可在中央評估庫中，選取合適的

項目，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並可參考網上提供的評估準則批改。除了之外，評估採取電腦輔助及

電腦化適性測驗模式（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mode, CAT），系統會自動選題組合測

驗的內容，進行測驗、評分、記錄，並分析結果及列出學生答題表現等。報告除了顯示學生在評估

中的整體表現外，具互動功能，答對問題時，答案欄顯示藍色，答錯顯示白色；能按學生表現排列，

讓教師容易找出需要補強的學生；能按題目難度排列，讓教師容易找出學生不易作答的題目；能就

學生的錯誤答案提供「錯誤答案分析參考」／「學生常遇問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2b）。

教師可即時讀取評估報告，全面及有效地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和需要，及早予以輔導與支援。 

「全港性系統評估」側重於學校層面和全港性的分析，反映全港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在中、

英、數領域的表現。採取標準參照，先行設定基本層級標準，以掌握學生能否掌握不同學習領域的

知識和技能，以及是否達到基本水平。由「全港性系統評估」結果，掌握各校生整體表現，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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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學校支援服務。學校結合「學校報告」及「題目分析報告」數據與學校發展的需要，制定改

進課程與教學的計劃，進而改善學生中、英、數三科的能力（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2a）。 

筆者以為會考扮演監控功能的同時，宜結合促進學習的評估系統，確立檢證與改善的循環機制。

可設置「網上學習評估」除了呈現學生整體表現外，並能提供訊息讓教師得知哪學生需要補強與學

生不易作答題目，及其錯誤類型，並建置「網上學與教支援」系統，讓學生得以更即時獲得補救，

而非等到國中畢業之後，方得知不足才獲得補救。「基本能力評估」計畫尚包括「網上學與教支

援」，其支援包括：（1）提供學生學習相關課題時可能出現的學習困難，讓教師參考；（2） 針
對學習困難處，發展互動式的練習/遊戲，作為學生網上自學的素材；（3）針對學習困難處，提出

配套措施及學與教的活動/素材，並提供相關示例供教師選用或參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2011）。學習過程中的診斷和改善學習一體的機制，更能確保學生的學習品質，使其具有適應社

會的基礎能力。 

此外，「網上學習評估」可內含高層次思維及能力取向試題。學生若具有學科特質者，在國中

的三年，就可隨時利用「網上學習評估」及「網上學與教支援」系統，自行挑戰及自我精進學習，

而以能達精熟層級者為特色招生學科考試的基本門檻，或用於超額比序的條件。如此，可讓具有學

科特質者，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亦可甄選出適性人才。 

思索「會考」及「特色招生學科考試」之際，宜將測驗定位於診斷及改善提升學習。當營造拔

尖扶弱的學習環境，更能帶動社會進步，確保國家競爭力，將更能回應 12 年國教劃時代的教育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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