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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領域素養導向評量試題設計原則 

【文／測驗及評量研中心助理研究員 蕭儒棠】 

  臺灣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等教育階段之學生，將於 108 學年度起逐年開始接受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課程。新的課綱重視「應用在生活情境的能力」，強調如何應

用核心知識與技能以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綜合過去命題經驗與新課綱強調之素養精神，自

然科學領域素養導向評量試題設計之原則建議如下： 

一、評量應整合學習表現、學習內容與跨科概念 

  設計評量試題時，應結合課綱特別強調的三個向度（學習表現、學習內容與跨科概念），在某

個內含跨科概念的真實情境中，評量某項特定領域的學習內容，並透過適當的學習表現解決真實情

境中的問題。設計試題時應避免只評量其中一個向度，一種可能的設計方式，例如，學生首先根據

自身已學習的知識（學習內容），判斷或擷取試題情境中提供的圖文或數據（跨科概念），接著則

要求學生根據提供的資訊，解釋試題情境中的某個現象、建構模型、提出解決方案，或找出證據支

持自己的論述等（學習表現）。 

二、評量之學習內容應以科學大概念為評量重點 

  結合跨科概念與學習表現的學習內容，其目的在強調科學不是一連串零碎、片段知識、現象、

公式或定律的累積，而能以更寬廣的視野，了解科學概念之間是一種有聯繫、有系統、有結構的結

合，並進一步以更高的視角，學習如何認識與理解自然世界。例如，不只知道身體中某個器官各部

構造的名稱，也能進一步知道為什麼完整的器官需要這些構造，最終還能了解這些構造的功能在整

個器官運作過程的關聯。評量同樣應以科學大概念為主，避免記憶性的細節或重複性的計算，評量

重點在更廣泛、更一般性的科學概念。 

三、評量設計應盡可能涵蓋不同類型的學習表現 

  學習表現是課綱中較重大的改變，學習表現包含探究能力及科學的態度與本質兩部分，評量設

計應涵蓋其中不同的面向，除了生活中的應用，也可思考學術研究中。找出待研究問題，蒐集數據

資料，規劃並評估研究設計。最常見的形式是，要求學生在研究的情境中區分自變量與應變量，也

可以評估研究方法或研究設計的缺陷。另外，讓學生製定自己的研究計畫，其中必須確定收集的數

據為何，以及蒐集數據的適當方法，也可以要求學生透過蒐集數據的過程，評估研究方法或設計的

研究限制。 

四、評量設計應運用不同類型的情境與任務形式 

  自然科學課程期待學生能透過多元方式，習得科學探究能力、養成科學態度，以獲得對科學知

識內容的理解與應用能力。設計評量任務時，可考慮設計學生能觀察現象、設計研究和解決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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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可能是某種情境設定，也可能是電腦模擬，透過實際操作的方式，蒐集資料、分析數據，

或運用模型解釋現象，並為自己的解釋或方法，提出對應的理由與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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