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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導學生進入素養試題情境？ 

——111 年素養導向評量工作坊（東區） 

 

圖片來源：AdobeStock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林佳德】 

  「該如何引導學生進入素養試題的情境？」是許多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面臨的課題，

本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近年來在全國各地開設素養導向評量工作坊，今年增加東部

場次，於 4 月 21 日、22 日舉辦 Microsoft Teams 線上工作坊，原定於花蓮社會福利中

心舉辦，希望與東部的教師親身分享本院素養命題經驗與成果，然因疫情升溫，臨時

改為線上辦理，學員們依然熱情不減，積極討論素養命題。本場次有 3 個子場次，分

別為中文閱讀素養—國高中場、中文閱讀素養—小學場及科學領域素養—國中小場，

由本院 1 名研究員、1 名博士後研究及 3 名命題專員偕同教學，分享許多素養命題的

資訊及本院研究成果。 

  上午的課程中，各科講師們先分享自身的命題經驗，素養試題較常見的命題 3 步

驟為：篩選材料（構成情境）、文本分析及根據分析結果命題。在選擇材料與分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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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每位講師的方法皆不同，例如：科學領域素養—國中小場，蕭儒棠助理研究員喜

歡以故事帶入素養，首先，他以柏拉圖及伽利略的人像圖片開場，詢問這兩張圖片中

的人物分別為誰以及當時的稱謂，進而引出「科學家」一詞的起源，引導教師們進入

素養情境；而在中文閱讀素養—國高中場，陳毓欣博士後研究則是藉由過去試題及素

養命題的差異，解析情境應如何貼近現實，如過去試題總以柵欄內有 3 隻雞、2 隻兔

子共有多少支腳這類命題概念，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太會發生，就不能構成真實情境。

上午的講學重點在於命題概念的構築，讓學員們能夠更快速地掌握素養命題的基本要

素。 

  下午為分組實作與評量，由本院各科命題專員先分享命題的一些技巧及評分規準

的設置，提供學員們命題材料，再進行分組討論與報告分享；如科學領域素養—國中

小場，陳姿潔命題專員透過 PISA 試題及本院公告之素養導向試題，讓教師瞭解素養

試題的要素，包含思考智能、問題解決兩個部分，其中思考智能分為「想像創造」、「推

理論證」、「批判思辨」及「建立模型」；而問題解決則包含「觀察與定題」、「計劃與執

行」、「分析與發現」及「討論與傳達」，共 8 項重點能力，並從範例題中瞭解學習表現

的意涵，以及如何提問較能精準評量學習表現；中文閱讀素養─小學場吳嘉明命題專

員，透過「歡迎光臨超聰明便利商店」試題，讓教師思考便利商店物品放置的位置及

其意義，以及預計增加販售之物品適合擺放的位置，進而連結學生進入商店後可能面

臨的情境。各組教師進行命題討論後，再提出其試題及評分規準的講解，學員從分組

討論與意見交流，激發出更多對素養命題之想法。 

  本年度北區與東區場次已經結束，今年尚有中區及南區場次分別於 7 月 15 日及

11 月 18 日舉辦，期望讓更多教師齊心協力，共同推廣素養試題。相關報名資訊，請

詳本院研習及活動資訊網

（https://workshop.naer.edu.tw/NAWeb/Services/wFrmYearPlanAc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