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試題與素養導向試題有什麼不同？——數學素養

導向試題之初探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吳正新】 

摘要 

過去傳統試題主要是評量學生的基本知識，而素養導向的試題

則是結合生活情境來命題。本文依照新課綱所強調的四大要素：生活

情境、學習內容、學習表現、跨領域的核心素養，提出三種評量命題

方式，以範例比較傳統試題與素養導向試題兩者的不同。除了詳細說

明如何命題與步驟外，並且介紹題組題的發展與檢核方式，可作為教

師或研究者試題研發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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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課綱實施後，素養導向教學和評量成為了教育現場討論的

話題。什麼是數學素養導向評量呢？什麼樣的試題才是數學素養導

向試題？以下我們用一道十年級的試題說明傳統試題與素養導向試

題的差異，並從試題內容的差異探討素養導向試題的命題方式。 

範
例
一 

試題內容 

請寫出「斜率為 50，y軸截距為 200」的方程式，並繪製圖形。 

範例一是一道評量直線方程式的傳統試題。傳統試題的特色是

評量內容偏重學科知識，特別是著重在未來學習更高階數學的基本數

學知識，因此在試題的內容中，通常會使用數學符號、專有名詞，例

如範例一中的斜率、截距、方程式。此外，這些試題的內容多數是簡

潔、條件充足的數學問題，不需要額外的情境鋪陳，而且問題多半是

計算、證明、或制式的繪圖。故傳統試題能有效的評量學生學科知識、

計算或證明能力。然而，如果評量的試題都是制式的計算或公式的記

憶與使用，可能會降低學生的學習興趣，也不易培養學生應用數學能

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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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試題才是素養導向試題？或是素養導向試題有什麼特色？

符合新課綱理念的素養導向試題有二項基本特色： 

一、佈題強調真實的情境與真實的問題。 

二、評量的能力強調跨領域（學科）核心素養或是學科素養。 

如何佈題才能具備上述這二項基本要素？很重要的一點是，要

適當的結合生活情境，並讓問題具真實性。以上述範例一為例，我們

需要尋找一個合適的情境，用生活用語取代「斜率」、「截距」、「方程

式」…等數學用語，並且讓問題轉換成情境中的真實問題。 

以下是一個修改後的範例： 

範
例
二 

試題內容 

國際書展的書商正在應徵暑期工讀生，工讀生的薪水是「每小時

時薪 200 元，每多銷售一套雜誌多加獎金 50元。」 

請寫出工讀生的薪水和販售雜誌份數的關係，並繪製圖形。 

範例二利用國際書展打工的情境來包裝、陳述問題。打工是學生

寒暑假（或未來）可能會接觸的境情，如何計算打工的薪水，是打工

時最重要的議題。選取好合適的情境後，原本傳統試題的數學符號、

專有名詞便可調整成日常生活中的辭語，例如：「斜率」改成「每多

銷售一套雜誌多加獎金 50元」、「截距」改成「每小時時薪 200元」、

「方程式」改成「工讀生的薪水和販售雜誌份數的關係」。修改後的

試題同樣是評量直線方程式，但增加薪水計算的情境，同時也將問題

轉換成在打工情境中比較真實的問題。 

範例二可進一步的修改，加入跨領域的核心素養，其方式是增加

學生發揮比較、判斷或決策的機會。修改的方式如下： 

範
例
三 

試題內容 

為期六天的國際書展即將在台北舉辦。小明正在尋找書展的打工機

會。以下是二個書商提供的打工機會 

雜誌商 A：工作六天，每天 8小時，每小時時薪 200元，每多販

售一套雜誌多加獎金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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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商 B：工作六天，每天 8小時，每小時時薪 250元，每多販

售一套雜誌多加獎金 25元。 

(1)請幫小明分析一下，在販售不同雜誌數量時，這二個打工機會的

薪水差異為何？ 

 

(2)如果小明的專長是行銷，每天可以推銷 5~10套雜誌，他應該選擇

哪一個工作機會？ 

範例三增加另一個打工的機會，讓試題情境轉變成比較二個不

同打工作機會在販售不同雜誌數量時，可獲得的薪水差異。它需要學

生進行比較，找出差異原因。為了計算二份工作的薪水差異，學生很

自然的就需要繪製圖形，使得繪圖不再是一個制式的工作，而是分析

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工具。在分析時，學生必須發揮系統思考（核心素

養 A2）、規劃執行（核心素養 A3）的能力，表現出數與式的代數操

作，並用於推論及解決問題（學習表現 g-V-4），才能評估二家報社的

薪水差異處。當初步的薪水計算差異比較完成後，學生也必需評估自

己的能力，才能思考哪一份工作比較好，或哪一份工作比較符合自己。

透過這樣的修改方式便可將跨領域的核心素養、學科的學習表現融入

試題之中。 

傳統試題可以評量學生的基本知識，素養導向試題則可以評量

學生應用數學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因為結合生活情境的素養導向試

題，不但需要覺察數學可用之處、轉換真實問題到數學問題、解決數

學問題，甚至需要說明、比較或解釋、評估結果。展現這些能力，才

能展現數學知識的價值。因此，除了傳統試題，未來的評量必需加入

素養導向試題，才能更精確的評估學生是否具備核心素養，是否具備

生活情境需求的各式知識、能力與態度。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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