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測驗與評量 

(一)基本概念 

 意義 特徵 實施方式 

測量 

以測量工具來描

述所測事物的屬

性 

不涉及價值判斷 
檢核表、問卷 

身高測量 

測驗(考試) 考試；評量工具 強調客觀性 
智力測驗、性向測

驗等 

評量 
教師蒐集學生學

習資料的過程 
需要價值判斷 

實作、真實評量 

變通性評量 

學習單、作業、日

記等… 

評鑑 鑑定、判斷的過程 需要價值判斷 
形成、總結、安置、

診斷性評量 

 

(二)測驗的發展 

 

 

 

 

 

比西量表
(1)1905比

奈
(2)智力測
驗之父

測驗程序
標準化

(1)1879馮
德

(2)實驗心
理學之父

基本教育
測量

*1904桑代
克

心理測驗
*1890卡泰

爾 基本教育
測量

*1904桑代
克



 

(三)理論背景 

 學習理論 評量理念 

實證(行為)主義 強調知識與經驗的一致性 

 重視信、效度 

 有效公平客觀的評量 

 標準化的紙筆化評量 

理性(認知)主義 強調概念間的連貫性 

 看出學生的心智能力成長 

 評量實作、長程表現 

 以多元評量衡量學生的進

展 

 實作評量、卷宗評量 

社會(歷史)主義 

知識與人與人，人與物的

互動中建構 

 情境主義 

 評量學生參與學習的品質 

 評量學習歷程(社會互動) 

 學生自省自評 

 卷宗評量 

(四)測驗類型 

分類標準 測驗形式 意義 測驗內容 

根據不同

教育目標 

認知測驗 
測量個人思考、知識、問題解決

能力 

智力測驗 

性向測驗 

成就測驗 

情意測驗 
測量個人動機、情緒、價值觀、

自我觀念特質 

社會計量測驗 

人格測驗 

投射測驗 

技能(動作)測

驗 

測量手、腳、腦的協調反應 

多半使用實作測驗方式進行 

檢核表 

評定量表 

 

分類標準 測驗形式 意義 測驗內容 

根據不同

編製過程

的標準化

程度 

標準化測驗 

測驗專家根據專業程序設計出

的測驗 

有一定的編制程序(試題取樣，

信效度等) 

智力測驗 

性向測驗 

非標準化測驗 

又稱教師自編測驗，教師用非

正式方式，依自己教學需要所

設計的測驗(個別差異) 

教師自編測驗 

 

 



分類標準 測驗形式 意義 測驗內容 

根據測量分

數的解釋方

式 

常模參照測驗 

NRT 

區分學生間彼此間的成就

水準差異 

學科成就競試 

標準化成就測驗 

標準(效標)參

照測驗 

CRT 

達到標準就過關 

找出學生已學會及尚未學

會的原因及困難 

平時考 

診斷性教師自編

測驗 

 

分類標準 測驗形式 意義 測驗內容 

測驗上的反

應型態 

最大表現測驗 
假定個人以最佳表現應試 

分數越高，能力越佳 

智力測驗 

成就測驗 

性向測驗 

典型表現測驗 

假定受試者誠實回答問題 

沒有好壞分數，有興趣就

是有興趣，沒興趣也亦可 

人格測驗 

興趣測驗 

態度測驗 

 

分類標準 測驗形式 意義 測驗內容 

根據測驗所

給的時限 

速度測驗 

測驗有限時間內，學生反

應的速度。 

難度通常不高，因此不常出

現於教育測驗中。 

不常出現於教育

測驗中 

難度測驗 
評量學生獲得知識與技能

的程度，非速度快慢 
成就測驗 

 

 個人智力測驗 團體智力測驗 

人數 每次施測一人 可團體施測 

功能 
檢測資賦優異或是心智功能低

下的兒童之工具 
提供篩選和分類所需之一般性資料 

形式 

大多為綜合性的成套測驗或測

驗組合，可同時測量各種不同的

能力，並評鑑受試者各種能力發

展上之優劣 

多為紙筆測驗和機器評分，具有經

濟、方便之優點 

 

 性向測驗 成就測驗 

測量能力 
偏向學習新事物的能力，亦

即重視未來表現的潛能 

偏向已經習得的能力，強調目前已

獲得的知識技能水準 

測量目的 預測未來的表現水準 
確定個人從過去到現在的學習所獲

得的成就水準或熟練程度 



測量內容 取材範圍較廣泛，較普遍性 
內容僅限於學校教學的特定內容或

學習經驗 

測量時機 教學前測量 教學後測量 

 

人格測驗 

自陳量表 

意義 受試者根據個人的感覺或實際狀況回答，根據答案衡量受試者此種特

性所表現的程度 

特點 *易受測試對象和測試形式的影響．通常採用一定的措施控制這種影響 

*多採用紙筆的形式 

*可以測試個體亦可測試團體 

優點 可團體施測，比其它方法省時省力 

缺點 填答者需要具備閱讀能力，不適用於幼童及視障者或容易受社會期望

的影響 

 

(五)常模 

意義 

特定參照團體在測驗上獲得的平均分數，也可視為平均數 

學生考了 85分，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透過常模參照，就可以知

道分數在團體中的相對地位。 

功用 
分數在團體中的相對位置 

提供比較的量數，比較個人在不同測驗上的分數 

類型 

全國性常模：根據全國性代表樣本建立的常模。 

地區性常模：根據同地區學生樣本建立的常模 

特殊團體常模：根據特殊族群或團體來建立的常模 

學校平均數常模：同學校學生建立的常模 

適切性 

新近性：常模須為最新 

適切性：常模樣本是否跟施測對象相類似 

代表性：樣本的代表性、抽樣方法 

*適切性：在選擇測驗與解釋測驗分數時，依三個標準評定常模適當性 

 

 

 

 



常模的建立方法 

(一)發展性常模：根據個人所獲得的發展水準所得的常模 

 

 

 

 

測驗形式 適用範圍 注意事項 

年齡常模 

依不同年齡在測驗上所

得的平均數 

(*參照年齡常模表) 

*如測驗得分為 8 分，閱

讀年齡則為 9歲 2個月 

會隨著年齡增長的特質 

如：身高、體重、智力、

閱讀能力等 

心理和教育特徵的成長，

各年齡階段不一定一致，

因此沒有一致單位 

年級常模 

依不同年齡在測驗上所

得的平均數 

(*參照年級常模表) 

*測驗得分為 22分，年齡

等值為 3年級 7個月 

隨著年級而逐漸增加的

特質 

如：小學各種基本技能的

學習 

*年級常模單位不相等 

*不同學科的年級常模有

不同意義 

 

年齡常模表 

原始分數 閱讀年齡 原始分數 閱讀年齡 

0 7-8 13 10-6 

1 7-10 14 10-8 

2 7-11 15 11-2 

3 8-1 16 11-8 

4 8-5 17 12-1 

5 8-7 18 12-6 

6 8-9 19 12-8 

7 9-0 20 12-11 

8 9-2 21 13-5 

9 9-6 22 13-11 

10 9-9 23 14-5 

11 10-2 24 15-1 

12 10-4   

 



 

年級常模表(取自桑代克,1977) 

原始分數 年級等值 原始分數 年級等值 

19 3.2 31 4.7 

20 3.4 32 4.8 

21 3.6 33 5.0 

22 3.7 34 5.2 

23 3.8 35 5.3 

24 3.9 36 5.4 

25 4.0 37 5.6 

26 4.1 38 5.7 

27 4.2 39 5.9 

28 4.3 40 6.0 

29 4.4 41 6.1 

30 4.6 42 6.2 

 

 

(二)團體/組內常模：依個人於特定團體內相對位置建立的常模 

(1)百分等級： 

百分等級(PR值) 

意義 
將一個團體分為 100等分，每一等分點稱作百分點 

百分等級代表的是等第，指各百分點以下包含多少人數 

求法 

樣本數不多時，可先依人數給名次，再使用公式求百分等級 

PR值：
N

50)-(100R
100     N：全體人數；R：名次 

例題五位學生成績 93,84,75,62,46，一二名的百分等級為？ 

PR1st： 90
5

50)-1*(100
100  ；PR2nd： 70

5

50)-2*(100
100   

優點 

易於了解 

適用各種測驗、各種對象(成人及兒童) 

無論原始分數為何，都可以正確解釋分數 

注意事項 

百分等級與百分比不同 

百分等級的單位不相等，屬於順序量尺而非等距量尺 

分布於兩端與分布於中央的差異顯著，故順序量尺無法計算 

百分等級分布為 1-99 

 

 



(2)標準分數： 

標

準

分

數 

直

線

標

準

分

數 

Z

分

數 

意義 
Z 分數可以表明原始分數在平均數之上或之下幾個標準

差 

計算

方式 

公式： 

S

MX
Z


   X：原始分數；M：平均數；S：標準差 

缺點 有負數與小數點，使用不便。 

T

分

數 

意義 
強制使平均數為 50，標準差為 10，使 T分數為正整數 

(修正 Z分數有負數及小數的問題) 

計算

方式 

公式： 

10Z+50 = 5010 


S

MX
 

常

態

化

標

準

分

數 

T

量

表

分

數 

意義 
最普遍使用的常態標準分數。與 T 分數相同是以平均數

為 50，標準差為 10，但 T量表分數必為常態分配。 

計算

步驟 

將原始分數轉換成百分等級 

依常態分配表，找出相對的 Z分數 

利用 T=10Z+50方式轉換為 T量表分數 

標

準

九

常

模 

計算

方式 

將原始分數分為九等分 

平均分數為 5；標準差接近 2 

用途 性向測驗與成就測驗 

特點 

只用個位數表示分數，資料處理方便 

意義容易被了解 

屬於常態標準分數，可用於不同測驗的分數 

 

(三)測驗分數的解釋 

*正偏態與負偏態 

(1)正偏態：通常出現於主科(國、英、數等) 

(2)負偏態：通常出現於副科(社會、生科等) 

 
 

(六)信度與效度 



(1)信度 

信

度 

意義 

為一個測驗結果的一致性，信度越高測驗的結果越一致 

信度高的測驗會有良好的穩定性 

測驗分數差異越大，異質性越高，信度通常也會比較高 

在原有條件不變(學生人數、難度、鑑別度等)的情況下，測驗的題

目越多，信度會提高。 

性質 
指評量工具獲得「結果」的可靠性，非工具本身 

信度是效度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功能 

代表測驗分數具有一致性、穩定性及可預測性 

測驗要能夠為同一位學生提供前後一致的測驗結果 

測驗是否優良的指標 

係數 

題目越多，信度越高 

難度中等比難度高或低的成就測驗有較高的信度 

愈能區分高、低成就者的測驗，題目信度越高 

r值範圍在0.00~1.00之間，沒有負值，r=0表示無信度；r=1表示

信度最高 

指數 
是個人測驗分數與真實分數的相關，而信度指數的平方即為信度

係數 

測量

誤差 

系統誤差/偏誤：學生的學習、訓練、遺忘、生長等，是指一種

以固定、一致的方式影響測驗分數高低的測量誤差。不同情境

中，對不同學生影響都是一致的。  

非系統誤差/隨機誤差：學生的身心狀況(動機、情緒、態度、意

願)、施測情境(噪音、溫度、照明)、測驗試題(編擬、抽樣、計

分、解釋)等，是以隨機、無規則、不可預測的方式，在不同情

境中，隨時影響不同學生的測驗分數 

影響

因素 

測驗的長

度 

測驗越長，內容愈具有代表性，分數受到猜測因素的

影響越小，所以信度越高 

分數的分

布情形 

分數的分布範圍越大,第二次測量時,分數相對位置

改變的可能性就愈小,亦即測量誤差對相對位置的影

響愈小 

測驗的難

度 
測驗難度適中，能使分數變異程度加大,信度變高 

客觀性 
具客觀性的測驗其評分結果較不會受到評分者的判

斷與意見的影響，所以相對而言其穩定性高，信度高 

補救

方法 

增加試題

或刪除不

增加試題可以提高測驗的信度，但需考慮學生是否會

疲勞 



良試題 

校正相關

係數的萎

縮 

對於低信度的測驗最好不要使用，若不慎使用了，則

務必進行相關係數萎縮的校正，才能獲取接近真實測

量下的真正相關。如斯布校正公式使信度提高 

教學

評量

的應

用 

幫助教師評鑑已發行評量工具的信度 

幫助教師增進自行編制之評量工具的信度 

類型 

重測信

度 

同一份測驗於不同時間對相同學生前後重複測量兩次 

再測信度的高低和兩次間隔時間的長短有關 

間隔大多以一至兩週最為恰當 

前測與後測之間，測驗分數常有提高的現象，是因「練

習效應」和「累積性的成長」 

複本信

度 

意

義 

相同編制藍本使兩份題數、難度、指導說明、施測

時限與例題舉隅等都相當的測驗拿給同一批學生

施測 

優

點 
不受練習和記憶的影響，為最好的信度 

缺

點 

編製不易，費時且成本高 

易受練習影響的測量行為，即使採用複本，影響只

能減少，不能避免 

重測與複本信度都必須進行兩次施測或使用兩份

測驗，使用不方便 

評分者

信度 

意

義 
採用不同評分者評閱測驗卷 

採

用

時

機 

對一些無法進行完全客觀記分的測量工具，例如：

人格測驗、創造性思考測驗及申論題、作文題等必

然涉及評分者主觀的判斷，故須對評分者間的變異

加以衡量。  

內部一

致性信

度 

折半信

度 

意

義 

將測驗均勻分為二部分(ex奇偶數題)，計

算受試者兩部分分數，再取相關係數 

使

用 

*一般教師自編測驗大多用折半法 

*不必施測兩次，因此學生也不會因兩次

考試而感到厭煩，影響信度。 

庫李信

度 

KR20/21 

意

義 

依學生對試題的反應，分析試題間的一致

性，以確定測驗中的試題是否都測量到相

同特質 



基

本

假

設 

計分使用「對或錯」的二元計分方式 

不受作答速度的影響 

試題都是同質的，亦即都測量到一個相同

的因素 

 

*信度誤差來源 

再測信度 時間抽樣 

複本信度 時間抽樣、內容抽樣 

評分者間

/內信度 
評分者誤差 

內部一致

性信度 

折半信度 內容抽樣 

庫李信度 內容抽樣、內容異質 

α係數 內容抽樣、內容異質 

 

*測量標準誤 

測

量

標

準

誤 

意義 
為表示信度的方法，指個人測驗上實得分數和真正分數的差，稱

為測量誤差 

使用 

*適合於解釋個人的分數 

(信度係數較適合於比較不同測驗的信度) 

*測量標準誤與信度呈現反比關係。信度愈高，測量標準誤愈低 

公式 
rSxSE  1     

 SE=測量標準誤；Sx=測驗標準差；r=測驗信度係數  

標準

差 
統計分布的程度 

變異

數 

意義 所有資料到平均數的距離。是「標準差」的平方 

計算

方式 

離差分數 
意義 每個分數與平均數的差 

公式 XX   

離差分數

平方 

2

XX   

變異數 

意義 將離差分數平方除以總數 

公式 

2

2

N

XX
SD




 

信賴

區間 

68%的信賴區間：真實分數介於實得分數，正負 1個標準誤 

95%的信賴區間：真實分數介於實得分數，正負 1.96個標準誤 

99%的信賴區間：真實分數介於實得分數，正負 2.58個標準誤 



 

 

(2)效度 

效

度 

意

義 
概念定義 

測驗能確實測量到它所欲測量的特質或功能的程度，效

度越高表示該測驗越能達到它所要測量的目標 

一個心理測驗在評量上最重要的特徵 

若其他條件均相等，樣本的異質性越大，則效度會越大 

性

質 

指「測驗結果」正確性的程度，而非指工具本身 

不是「全有」或「全無」，而是「程度的差別」。 

是針對某種特殊的用途而言，而不可認為具有普遍性 

影

響

因

素 

測驗本身 

教學 

測驗實施與計分 

受試者 

群體和效標的性質 

測驗與效標兩者實施時間的間隔 

信度的影響：效度係數的最大值與信度高低有直接的關聯 

預測測驗之題數 

甄選標準改變的影響 

補

救

方

法 

放棄不用 

*重新編

擬試題 

以內容

效度而

言 

藉助雙向細目表，若發現試題不適合，即將

其刪除 

若太多不良題目則應放棄整份測驗 

以效標

關聯效

度而言 

外在效標選取不當 

理論構念不周全 

試題不佳，進行修改或重編 

校正相關係數的萎縮：效度係數有時會被不可靠的測驗分數給萎

縮，而造成效度係數降低的情形 

類

型 
內容效度 意義 

測驗試題樣本內容具有代表性，能反映出教

學目標或教材內容 



目的 
確定受試者目前對於測驗中所呈現的代表

性樣本之表現程度 

考驗方法 
利用雙向細目表，判斷每個試題是否與教材

內容所涵蓋的範圍及教學目標相符 

考量因素 適當性(適合的年齡水準&內容)及完整性 

表面效度 

*指測驗給人的印象「好像」是在測量某種特

質的指標，而不是指測驗事實上能測量到什

麼特質 

*一份適當的測驗不但要具備表面效度，更

重要的是要有內容效度 

專家效度 由專家以雙向細目表之方式來得到效度 

效標關聯

效度 

意義 

研究測驗分數與外在效標間關聯性的一種

指標。預測學生未來的表現或估計學生目

前在某些效標表現上的未知狀況 

特徵 適切性 可靠性 客觀性 可用性 

效標種類 

學業成就 
學校成績、升留級記錄、特殊榮

譽、教師的評分等 

特殊化的

訓練成績 

音樂系和美術系的術科成績、商

學院的打字、簿記、會計等 

實際工作表現 

對照團體、相關人員的評定 

精神病學的診斷 

先前的有效測驗 

預測效度 測驗能預測考試者未來表現的程度 

同時效度 指測驗能評估考試者目前表現的程度 

概念(建

構)效度 
意義 

以心理學的理論概念來說明並分析測驗分數的意

義 

成分 

信度 量表本身可信的程度 

聚斂/符

合效度 
使用不同方法測量相同特質 

區辨效度 使用相同方法測量不同特質 

例子 

機械性向的測量分數和在校機械科

目的成績算相關，如果是高相關，表

示有符合效度。而和語文測驗的成績

是低相關，則有區辨效度 

內部 意義 內部品質是否測量相同的心理特質 



一致

性分

析法 

相關分析 

分析個別試題與總分間的相關。凡相

關係數經考驗達到顯著水準者，即可

保留下來 

團體對照 

依據學生測驗總分分為高低分組，比

較兩組學生在每個試題的答對百分

比，該題的高分組其答對百分比顯著

的高於低分組的話，即可保留下來 

外在

效標

分析

法 

意義 
以一個有效度的測驗為效標，計算

此測驗與新測驗的相關係數 

相關分析 

建構出一個測驗，並將此測驗施測

後與一個適當的外在效標做相關，

統計後若達顯著，即表示效標關聯

的構念效度獲得驗證 

團體對照 

實驗組與控制組(相對族群)的學生

在某個測驗的表現上有明顯的差

異，此皆可作為支持該測驗其建構

效度的證據 

因素

分析

法 

從一堆試題中抽出少數幾個共同因素，用以反應

或代表這堆試題的共同結構。分析大量變項間的

關係，常用在人格量表上 

多因素/特質分析法： 

以聚斂效度和區辨效度來作為構念效度的證據 

內在效度 

*指實驗研究者所操縱的實驗變項對依變項所造成的影

響真正程度。 

*亦即一個實驗研究能夠有效的實驗出所要實驗的因果

關係，若實驗的干擾愈多，正確性愈差，則該實驗的內

在效度便愈低，反之干擾變項能完全控制，其正確性愈

高，則該實驗的內在效度便愈高 

外部效度 

*指實驗結果的可推論性之程序的大小 

*實驗結果的可推論性愈大，亦即其適用性，代表性愈大，

實驗的外在效度則愈高。易言之，就是指實驗研究結果

是否可推論到研究對象以外的其他受試者，或研究情境

以外的其他情境 

 

  



信度與效度的

關係 

意義 
信度 測驗結果的一致性和穩定性 

效度 測驗能夠測量其所欲測量的特質之程度 

考驗

方法 

信度 邏輯的分析與統計的應用 

效度 完全採用統計方法 

使用 

信度是效度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測驗要有效度必須要有信度 

但有信度並不一定有效度 

 

高 
信

度 

效

度 

不一定高 

低 一定低 

一定高 高 

效度係數一定不會大於信度係數的平方根 

 

(七)試題分析 

 

試

題

分

析 

高/低

分組 

高分組 最高分的 27%學生 

低分組 最低分的 27%學生 

難度分

析 

意義 計算全體受試者答對每題的人數百分比 

公式 

* P=(R/N)*100%  (數值越大，難度越低) 

* P=PH+PL/2 

 P=難度；R=答對人數；N=總人數 

 PL，PH=高低分組 

鑑別度

分析 

意義 
了解各個試題的功能是否和整個測驗的功能一致 

高分組答對的比例應顯著大於低分組的比例 

公式 

 

算式  D=PH-PL 

公式

分析 

鑑別度值介於-1.00至+1.00之間 

指數愈高，鑑別力愈大 

若指數若接近 0，代表該題沒有鑑別度 

(題目太難或太簡單，大家都對或都錯) 

(題目不夠清楚，以致猜測) 

 

  



難

度

與

鑑

別

度

的

關

係 

意義 
難度適中，鑑別力最大 

試題平均鑑別度愈高，測驗信度也會愈高 

試題選擇標準 

鑑別度在.25 以上，愈高愈好 

難度最好接近.50，以.40-.70 為範圍 

考量測驗的「雙向細目表」以符合內容效度 

選項有效分析 

依高、低分組在各個選項上選答的次數進行判斷 

每項不正確的選項，至少應有一個低分組的受試者選它 

低分組選擇不正確選項的人數應多於高分組 

修改選項之前，要仔細考量是題目本身的缺陷，或是學

生反應上的錯誤 

試題分析解釋 

鑑別指數不等於題目效度 

鑑別指數低未必表示試題有缺點 

試題分析資料是假設性的 

*例題分析 

試題分析(一) 

組別 
選項 

D P 
A B C D 未答 

高分組 14 0 0 6 0 
.10 .65 

低分組 12 0 8 0 0 

分析 

*正確答案為(A) 

*(C)是有效的選項，因為它吸引更多低分組受試選答 

*(B)則是沒有誘答力的選項，因為兩組均無人選他，故須要修改 

*(D)也是不佳選項，因為它吸引更多高分組受試選答，是否意義不

清楚?或有兩個正確答案?或受試者作答不小心? 

*如果(B)與(D)選項能加以修改，則本題鑑別力可能會因之提高 

 

試題分析(二) 

組別 
選項 

D P 
A B C D 未答 

高分組 9 0 10 1 0 
.20 .40 

低分組 5 4 6 5 0 

分析 

*正確答案為(C) 

*高分組選答(A)與(C)的人數接近，顯見這兩個選目在正確性上不夠

清楚，應修改使之只有一個答案或最佳答案 

*低分組對每個選答都非常接近，這表示每個選目對他們均有誘答

力，可能是由於他們缺乏知識所致 

 



(八)教學評量 

(1)意義：欲瞭解學生的行為改變是否如預期的教學結果，就必須在教學後，做

客觀而正確的評量 

(2)種類： 

依評量的目的 

 預備性評量 診斷性評量 形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 

功能 

*測量學習前必

要的基本技巧 

*確認已達成課

程目標的程度 

確認學習困難

的原因 

提供學習進步的

回饋給教師和學

生 

在教學結束時

給予成績等等，

或確認精熟程

度 

時間 教學之初 學習發生困難 教學進行中 教學末尾 

工具 
*學前測驗 

*教師自編測驗 

*診斷測驗 

*標準化成就測

驗或檢核表 

教學須要而特別

設計的: 

*評定量表、 

*作業或口頭考問 

*實際演示 

*問題研討 

學期末或教學

單元結束時的

考試，大多為教

師自編的測驗 

取樣

考慮 

*包含每項必要

的起點行為 

*選擇能代表課

程目標的樣本 

包含共同學習

錯誤的樣本 

所有單元目標(或

最主要的) 

選擇能代表課

程目標的樣本 

難度 

大部分試題是

基本的、容易

的、難度 P值在

0.65 以上 

大部分試題是

基本的、容易

的、難度 P值在

0.65 以上 

試題配合單元目

標的難度 

大部分的試題

難 度 P 值 在

0.3~0.7 間，較

難與較易的試

題也有 

評分

方式 
標準參照 

標準參照或常

模參照 

標準參照、精熟或

非精熟 

通常是常模參

照，也可能是標

準參照 

 

  



依如何解釋評量結果而分 

 常模參照評量 標準參照評量 

目的 
區分學生成就的個別差異 

(分班編組) 

確定學生學習的精熟度 

(補救教學) 

內容 
涵蓋學習課題的廣大領域，但每一

獨特的課題僅以少數題目測量 

涵蓋學習課題的有限領域，但每一

獨特課題有較多題目測量 

難度 中等難度，排除極難和極易題目 
題目難度和學習內容相配合，不試

圖排除極易題目或變更其難度 

結果

解釋 
依分數在團體中相對地位解釋 依據分數達到預定標準解釋 

分數

種類 
百分等級、標準分數、年級常模 

內容參照分數、目標參照分數、精

熟分數 

適用

評量 
安置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預備性評量、形成性評量、診斷性

評量 

 

變通/替代性評量 

 真實評量 實作評量 
卷宗評量 

(學習檔案) 

特性 

強調應用、重視直接評

量、使用真實的問題、鼓

勵開放思考 

能同時評量認知與技

能方面的教學目標 

評量情境接近現實生

活，有利學生的學習遷

移 

有系統的蒐集學生

作品，透過長時間連

續性的蒐集資料，來

觀察學生在一個或

多個學習領域內的

努力、進步與成就 

目的 

強調在使兒童於班級教

學的真實活動中，直接

去評量學習者在教室活

動中直行或操作一項工

作，以建構有意義的學

習經驗 

*彌補紙筆測驗的不足 

*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做

更正確的推論 

*對教師的教學活動產

生正向的引導 

培養學生自我評鑑、

自我改進的能力，養

成學生學習責任感 

形式 
紙筆工作、表演、作品集

(歷程集&成果集) 

紙筆實作、(實物)辨認

測驗、模擬實作 

展示卷宗 (最佳作

品)、描述性卷宗、評

估性卷宗、進步卷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