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發優質素養導向的試題，從人員培訓開始！ 

 

數學組素養導向評量與命題－國小組討論（吳正新攝）

 

國語組由講座分別帶領教師進行文本分析實作（林佳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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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 吳正新、林雅曼 

  「核心素養」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用來連貫課程與統整發展

的主軸。除了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外，其評量更是不可或缺，不但能引導教

師落實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亦能引領學生學習核心素養，透過評量有效地評

估學生核心素養的成效。為培訓縣市種子教師，提升教師素養導向評量與命題

的專業知能，本院協助種子教師進行研發試題的修審、預試與試題分析，進而

建置優質素養導向試題題庫。 

  本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和各縣市合作辦理「素養導向試題研發人才培訓

計畫」已邁入第二年，今年將透過九次工作坊培訓各縣市種子教師，厚植素養

評量提問能力。在 1 月 15 日進行第 1 場工作坊，數學組有 16 個縣市推薦 28

名教師參與，有 4 名命題指導委員及 27 名種子教師與會；國語文組的場次則

來自 19 個縣市教師共同參與。 

  數學組場次由本中心吳正新助理研究員主講，先介紹 108 新課綱的核心素

養概念，再延伸至素養導向教學所強調的原則與命題應掌握之要素，並以「易

位棋」實際探究活動模式，帶領種子教師顛覆傳統講述教學；另藉由「真假情

境」的連結，啟發種子教師探索真實問題與數學素養命題之關聯性。素養導向

試題的研發不僅須跨越傳統式的命題，更應與生活結合，讓學生在實踐中發現

數學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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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場則由臺北市立大學教授李源順、臺中教育大學謝闓如助理教授、臺

北教育大學謝佳叡助理教授及臺北市立景興國中教師鄧家駿擔任命題指導委

員，帶領種子教師分組討論。各組先自我介紹並分享「素養」一詞的認知，在

指導委員的帶領下探討素養導向命題相關議題，同時與傳統命題相互參照研

討，分享數學問題之相關網站。 

  另一場國語文組場次由本中心主任謝佩蓉在開場即提到，世界上有很多好

文章，不是每一篇都適合成為素養試題的素材，期許教師參與完整的工作坊

後，能辨析合適的文章，將重要觀點與訊息轉化為素養試題。 

  上午場由袁瑞伶教師先講解，透過文字及語詞解釋的範例，說明各年齡層

有其認知範圍特性，像是國小的低年級或高年級在學習能力上與教材選擇有所

區分，這是未來在選材與試題方面須特別留意。 

  接著，從字詞延伸到文章內文的解析、選擇方面，她建議依照不同的年齡

層選擇「適合」的文本；或者從過去所運用的文本中，發展素養試題與比較不

適當的文章體裁等，教師皆可依照個人對語文上的專業能力，了解現在及未來

將面對的素養評量素材方向。 

  她也特別提醒，國小的中年級和低年級學生在閱讀能力是有所區別，字詞

的題型也有程度上的限制，在題目及選項上應讓學生思考，而不是用死背的方

式來學習。至於紙筆評量方面，站在出題者的角度，必須了解學生可能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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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設置有限制的作答範圍；學生的反應是出題者寶貴的資產，針對作答的

回饋中，更加了解學生的程度，成為未來課綱、教學上的有效材料。 

  下午場則將所有縣市教師分為六組，由六位講者包括李明珠、游婷雅、吳

美如、林冬菊、袁瑞伶及陳毓欣帶領文本實作，利用工作坊所提供的素材實際

分析，了解各文章的主旨、大意，評估是否適合作為命題的材料，釐清文章的

特性。 

  經此次工作坊的講解、討論與分享，藉由實際命題操作方式，種子教師對

素養導向試題的研發有進一步認識外，亦提升教師選擇素養評量素材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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