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 4 .0 之
國民小學師資培育
「多元學習評量」
課程
文、照片提供／陳清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生 產 一 個 客 製 化 的 產 品， 需 要 多 久 時 間？ 答 案 是 58 秒。 這
並 非 未 來， 在 工 業 4.0 的 時 代， 是 現 在 進 行 式（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SEMI], 2019）。同樣的，
在教室內教師為個別學生選定測驗以瞭解學生指標精熟程度要多久？
以本文介紹的工具大約是 20 秒。我們身處能夠整合現有的製造資源、
大數據，建立能夠快速反應市場需求、精準生產、減少成本浪費、跨
領域合作的工業 4.0 時代，但是，新聞報導上仍然可見教師因為考題
的命題或計分引起爭議，例如國小月考將美麗島事件歸類「武裝抗爭」
（自由時報，2019），期末考試題跟小考重複！兩個國中急重考（民
視新聞，2020）。

就如 Stiggins（2007）所言，老師被誤解在師資培育階段就己經
學會評量的相關知能。更何況到了工業 4.0 的時代，師資培育課程在
多元評量的科目，應該培養師資生具備什麼知能？才能使師資生成為
老師到了教育現場後，具備精確、快速而個人化的使用測驗服務學生
的能力？

學 者 指 出 國 外 師 資 培 育 課 程 長 期 忽 略
學習評量課程

Frey（2014）指出，根據研究顯示，美國典型的師資培育方案，
有部分還是沒有開設評量課程，許多州並未下令教師接受學習評量訓
練。教師取得證書之後，很少，甚至從未接受學習評量課程訓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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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也聚焦在大型量表測驗（例如《史 - 比量表》、《加州成就測驗》
的實施，與標準化測驗分數的解釋，而非聚焦在學習評量的理論、
多樣化的評量格式、評量的設計策略、或題目的編寫指南。更早時
Stiggins（2007）也指出師資培育單位對學習評量的重要性仍然沒有
共識，忽略了教師自編測驗的訓練。

國內師資培育課程中學習評量的演進

1995 年筆者受板橋教師研習會聘請，擔任全省的「國民小學優
良期末考評量卷」評選的工作，當時發現，一個縣市裡面約有 85%
的學校，是採用同一份廠商出版的評量卷，大約只有 15% 是教師自
己命題的，筆者當時評閱了數個縣市的評量卷，發現各縣市的評量卷，
也都是相同的情形。這個現象暴露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如同 Frey 和 Stiggins 等學者的擔憂，老師在師資
培育過程中，缺乏評量的知能，師資培育單位忽略了教師自編測驗的
訓練。

第二個問題是老師的工作量繁忙，深度依賴廠商編製的評量卷，
無暇自編評量卷。

1996 年時，臺北市教育局，提出測驗的改革方法，一方面要求
學校命題教師，必須將評量卷按照雙向細目表分析後，連同評量卷送
交教育局；另一方面，呼應多元智能理論，避免只採用紙筆測驗，
規定每學期一次期中考試必需採用非紙筆測驗（鄭富森、陳清義，
1996），當時在教育現場的老師，幾乎完全不知道所謂的非紙筆測驗
為何？。

2007 年教育部訂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第 4 條規定：「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應本適性化、多元化之原則，
兼顧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必要時得實施診斷性評量及安置性評
量。」第 6 條規定：「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
及個別差異，依各學習領域內容及活動性質，採取筆試、口試、表演、
實作、作業、報告、資料蒐集整理、鑑賞、晤談、實踐等適當之多元
評量方式，並得視實際需要，參酌學生自評、同儕互評辦理之。」等
於將多元評量方式直接以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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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學辦理的師資培育課程科目，近年來也自「學習評量」的課
程科目名稱改成「多元學習評量」的課程科目名稱。足見國內對師資
培育逐漸重視學習評量的科目。

師資培育課程之多元評量課程

內涵建議

在 理 論 教 學 上  

如前面所述的問題一，我們從已出版的學習評量大學用書來看，
師資培育應該學習到評量本身的意義，瞭解評量的分類、運用的時機，
評分的解釋，以及測驗信度、效度的知識，特別是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與傳統測驗理論（Classical Test Theory）的
差別。

在 實 務 教 學 上

師 資 生 要 學 習 命 題
的 原 理 原 則（ 陳 清 義、
馮 永 敏，2006）， 不 同
評量方式的操作和素養
導向評量的命題與評分
（ 陳 清 義，2019）， 對
教材與學習指標的分析
與編製試卷的配比，以
及學生成績報告的要領，

特別是當發生學生作弊行為時教師的處
理知能（陳清義、石淑旻，2011）。

在 應 用 教 學 上

工業 4.0 的概念之一是跨域的整合，
師資培育未必能學習到撰寫程式的能力，
但是要能有應用程式的能力，網路上有
Kahoot!、Socrative Teacher、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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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反饋系統）等應用程式，教師可以自行在線上命題，評量後即
時反饋，自動統計分析幫助教師在形成性評量應用，筆者在實際教學
上應用也得到師資生熱烈的回響。

在職教師在多元評量知能培育的建議

如前述的第二個問題，直到 2008 年筆者擔任補救教學訪視評鑑
工作，仍遇到不同學校的老師提出同一個希望：「最好有已經編製好
的診斷測驗讓老師能夠直接使用。」這表示教師仍然需要仰賴專門編
製的測驗來協助教學使用。事實上現場教師也認為經過標準化編製的

測驗，應該能較精準的評量
學生。

工業 4.0 的時代講求跨
域整合、效率、大數據分析
和個別化的快速診斷，教育
部已經編製了學期的總結性
評量，在學習扶助科技化評
量 網 站 上 https://exam.tcte.

edu.tw/tbt_html/， 能 夠 讓 老
師在學期結束時，運用來評

量學生，甚至有評量後補救教學的教材可以運用。臺北市教育局也依
照臺北市學生的常模水準，編製了各學習指標的數位診斷系統，提供
在網路上（數學科 http://math-up.tp.edu.tw/，國語科 http://chinese-up.

tp.edu.tw/），並和 PaGamO 網站合作提供，也與臺北酷課雲連結，
每一單元教學後即能進行評
量，甚至能讓老師依個別學
生程度選擇適性測驗，只要
大約 20 秒就可以選定客製化
的診斷測驗。這些線上的測
驗都能夠由學生自行登入接
受測驗，並且立即產生測驗
結果的說明或是成績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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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料也能留存在教育部科技化評量網站和臺北市的數位診斷系統
中，提供老師在教學上直接瞭解學生的學習歷程和起點行為，以利準
備下一階段的教學活動。在師培課程中介紹時，有些已經在學校代課
的師資生也覺得非常受用。 

結語

經過這次 COVID-19 肺炎疫情，評量趨勢的轉變將更加明顯，
從紙筆的測驗轉變為線上的測驗，從教師單題評分轉變為自動統計計
分並綜合分析學習指標的精熟程度，全班團體評量轉變成學生個別評
量，無論師資培育或在職教師增能，除了對評量理論的學習，更要有
應用現成評量軟體和線上評量的知能，才能適應工業 4.0 對教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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