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良試卷徵選活動        陳文典提供 
 

前言開車的時候要隨時注意路況以便隨時做反應。教學也是一樣，要隨時評量；
注意學生的學習狀況，以便隨時做調整。教學與評量是同時在進行的，評量的內

容要顧及教學的目標、評量的方式和方法要有效，這樣才能使教師切實地瞭解狀

況，才不會錯估形勢、做錯判斷。本活動在研討段考、期考的試卷設計，它雖只

是各種「教學評量」中的一種，但因一向為教師所倚重，故特別在此加以研討。 

 

壹、段考、期考試卷設計的意義及定位 

1.教學評量的功能與目的 

「教學評量」在於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並用以協助教學，使教學得以

順利進行及提高其成效。也就是說，「教學評量」在於促成優質的教學。 

教師在運用評量時，至少可獲得下列的功用： 

○1顯示教師的關懷，可敦促及帶動學習活動。 

○2藉提問可開啟學生思路，展拓學習空間。 

○3藉評量把問題帶給學生，使學生擁有問題，自主地解決自己的問題。 

○4利用評量使其獲得成就感，使學生感受心智成長的喜悅。 

○5藉評量引導學習方向，提示學習重點 

○6鑑定學生的學力，以便決定教材的難度，調整教學策略。 

○7診斷教學成效，發現學習缺失，輔導學生克服學習障礙。 

○8發掘學生的才能、知道學生的性向，得以適性地輔佐其成長。 

○9評定學生性向（如預示性的性向測驗、智力測驗） 

○10品評學習成就；甄選人才、品評等第、驗收成果，選取學員。 

「教學評量」主要的功用在前八項，雖然它也可獲得第九、十項的功用，

但是並非其主要的目的（只有在升學考試、甄選考試時，這兩項才變成主要

的目的）。雖然教學評量並不等同於「升學」、「甄選」的評量，但是，善用

教學評量可使學生獲得良好的學習，自然會使學生在這些決戰性的測驗(升

學、聯考)中獲勝，所以，我們在此並不刻意去強調決戰性考試的技術。 

2.段考、期考測驗的特性： 

‧段考、期考測驗是「教學評量」的一種；「教學評量」還可以經由課堂問答、

心得報告、作業、實驗報告、現場觀察、段考、期考等方式來施行。 

‧段考、期考具有半總結性評量的功能；在學習的教材告一個段落時，運用段

考、期考可促使學生把這段教材做好「統整」及「應用」的整理工作。 

‧段考、期考的內容可以施行有特定目的、有結構的設計；對該階段教學預期

達成的目標（如應學習的核心概念、消除容易迷思的想法、⋯）做評鑑。 

「段考、期考的測驗，雖是教學評量之中的一種，但是，兼具有形成性評量

及總結性評量的功用。能發揮輔導學習的功能。也因其特別具有如此的功

用，故在此講究試卷設計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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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試卷設計」技術的觀摩及研討 

  1.試卷設計徵選活動 

    為了表揚教師們平時在教學及評量方面的努力與成就，我們舉辦優良試卷徵

選的活動，訂定評選的辦法（見表一：「優良試卷徵選活動」）。希望藉此活

動平台，使教師能交換評量設計的心得，及推薦優良的試卷設計供大家參考。 

  2.優良試卷的評審規準 

我們做某件事，總有一個目的，目的達成，就表示事情做成功了。 

我們做段考與期考是為了「能發揮教學評量的各種功用」。所以優良「試卷」

的命題，也應以「能否達成此目的」來考量。依據此考量的基準，我們認為

優良試卷的命題應依以下的原則來設計： 

○1合目的性： 

教學的目標是什麼，測驗的內容就應是什麼；概念認知方面要評測核心的概

念，且不可偏廢。最好也能藉設計問答的形式來評測學生的批判、想像、創

造等各項能力。 

○2具診斷力： 

測驗要能顯示出學生的學習狀況；例如概念認知的精熟程度、迷思概念的消

除、特殊能力的表現⋯。 

○3具敦促及鼓勵作用 

所提的問題具有開展性，可使受測者能轉用其所學、發揮他的創意。評斷的

用語（或分數）要對學生的學習具有正向的、積極的作用。 

 

依我們對教學評量功能的發揮及期望來說，以上三原則至為重要。當然，一

個好的評量除了這些原則之外，尚需要考慮到題目效度與信度、要考慮到鑑

別力，不過，我們把這些列為技術層面的要點。在試卷設計本身之外，但也

是至為重要的是「如何去引用評量的結果」。若應用得法，評量的功能才能

發揮。只是，因其非屬試卷設計的問題，故暫且不予論述。 

作為一份「優良的試卷」，如何由它所呈現的題目去評斷它的優劣呢？我們

可訂定一個評分的準則（見表二：「優良試卷評審標準」）作為評審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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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說明與建議 

    1.說明徵選活動的相關事項 

    ‧本活動的目的，著重在「試卷設計技術」的研究，雖有列舉優等者加以表

揚，但重點不在於比賽。既使是「優等」也並不意味著「完美無缺」！ 

    ‧本活動所列之「評審標準」乃係依據教學原理及九年一貫課程理念設定的 

，因係初次舉辦、經驗不足，仍有待諸位教育界先進，依實務經驗陸續給

予加強補足。 

    ‧本活動之評審委員會由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輔導團組成(團員參

閱註一)，在教育局長□□□主持下，秉承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依

照評審標準進行評選。 

    ‧若有任何疑義或建議，請與□□□縣國民教育輔導團辦公室及教師研習中

心□□□聯絡。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2.建議 

    ‧教學輔導團提供試題設計實例，謹供參考（附件一）。 

    ‧每校每次月考、期考之試卷均可報名參加。 

     [註一]□□□縣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輔導團 

           召集人□□□  □□國中(小)校長 

           團  員□□□  □□國中(小)主任 

                 □□□  □□國中(小)教師 

                 □□□  ⋯⋯⋯⋯⋯⋯⋯⋯ 

                 □□□  ⋯⋯⋯⋯⋯⋯⋯⋯ 
 
 
 
 

 

 

 

 

 

另：表一「優良試卷徵選活動」 

    表二「優良試卷評審標準」 

    附件一「優良試題設計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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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優良試卷徵選活動 
 

壹、依據：本徵選工作係依教育局□□□號函「優良試卷徵選活動」辦理。 

貳、活動目的 

1.表揚教師對分段能力指標評量技術研發之努力。 

2.推薦優良的試卷設計，供其他教師參考。 

參、辦理單位 

    1.主辦單位：□□縣教育局 

    2.執行小組：□□縣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輔導團 

肆、徵稿時地 

    應徵稿件請用E傳及複印稿乙份（格式見表四）請於即日起至□□年□□月

□□日期間寄往□□□□□。 

伍、徵稿對象 

    □□縣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中小學教師、實習教師。 

陸、稿件檢核基準 

    1.應徵作品須為應徵者親作（可二、三人合作），並不冒犯著作權問題。 

    2.應徵之試卷應符合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綱要所持之基本理念及其所規範

之教材內容（未符合之作品不予評審）。 

柒、優良試卷評審作業辦法 

1.本評審作業經教育局核定之徵選計劃實施。 

2.為確保評審工作得以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情況下運作，並使所挑選的作

品能符合科學教育的宗旨，本評審工作乃先成立一「評審委員會」（本領

域輔導團）負責訂定評審標準及作業辦法。評審標準及作業辦法若有更

動，乃需經由評審委員會三分之二委員之同意始行之。 

3.本徵選工作需在兩個月之前，以公開方式向本縣國中、國小教師或教育工

作者公告，使本縣全體教育工作者皆能知曉且有機會參加為原則。 

4.本徵選工作在公告時應一併將評審標準及作業要點公佈。 

5.應徵作品應以E傳及掛號郵件送件，評審委員會在接獲時以回函告知。 

6.「作品」經評審委員會聘請相關之專家至少二人分別審查。若兩位評審之

意見差異太大，應再聘第三位專家審查。 

7.所有「作品」經初審後，由評審委員會評比、討論，再投票決定等第。 

8.參選作品依評審標準，得獲選為「優等」、「佳作」，其件數不限。 

9.凡參加評選之試卷於退還時將附上評審意見，以供設計者參考。 

10.本作業要點依教育局之徵選計畫進行之，隨計畫終止而自行終結。 

捌、獎勵 

1.「作品」經評審獲得「優等」者，將獲得教育局出具證明狀且予以獎勵。 

    2.凡被推薦為優等之作品，經作者填具使用授權書後可登於本縣「自然與生

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供全國教師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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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優良試卷評審標準 
 

評審要項 說   明 檢核要點 

契合 
教學目標 
 
25 
 
 
 
 

‧體材為本階段教學的重要概念。 
‧問題設計為可使學生發揮批判、想像、
創造、推理、統整等能力的形式。 
‧ 
‧ 

r零碎的知識之記憶。 
 

試卷 
結構合理 
 
25 
 
 
 
 

‧概念認知的深淺層次分配得宜。 
‧重要概念的評測分配得宜。 
‧題目的份量要給學生有充份的思考時間 
‧ 
‧ 

 

試題 
陳述流暢 
 
25 

 
 
 
 

‧題目中安排的情境要合理。 
‧提供的資料及條件要充足。 
‧題意簡要、明確，陳述流暢。 
‧ 
‧ 

r題幹冗長 
○每一小題只有一個「問」 

引發 
正向效應 
 
25 
 
 
 
 

‧問題若是記憶性的也要是重要的資料。 
‧以活用概念的方式來評測。 
‧評分（或評語）的分配要能「鼓舞學習
慢的學生繼續學習的勇氣和信心」， 
使「學習快的學生有成就感」。 
‧ 
‧ 

 

說明：「評審標準」是遊戲規則，具有指示及仲裁的作用，可持續充實其內容。 
‧「說明」欄可依實務經驗，多多增列。 
‧羅列檢核要點有助於評判，可依實務經驗多加舉例，負面陳述的「r」，
正面陳述的「○」。 
‧評審要項可增列（不過不宜超過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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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編號：                         設計者： 

評審要項 優點及建議 
契合 
教學目標 
 

25 
 
 
 

 

試卷 
結構合理 
 

25 
 
 
 

 

試題 
陳述流暢 
 

25 
 
 
 

 

引發 
正向效應 
 

25 
 
 
 

 

總評： 

 

 

 
評分： 
□優等（100分∼85分）□佳作（84分∼75分）□待改進（75分以下） 

審查委員：                        （簽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