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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圓圈團團增加假設了另一種領導風格的減少。它倚

討自向
賴於情境，而我們的研究己指出了對這項

一體適假設的支持，亦即，相關於領導，

點。參與型的領導風格在多數的國家中都

被發現是正向地與低表現學校相關，這指

出了，在歐洲國家中，這種領導風格都發

鷺
用的方式是行不通的。還有待探索的是，

我們是否能夠找出關於最佳領導風格的混

校長而言的秘密配方， 刊回校長當要意識

合配方是什麼?又或者它將永遠是對每個

生在低表現的情形被確認的案例中。雖然

這結果可以傾向於結論說，這種風格要不

就是引起低表現的原因，要不就是低表現

的結果，然而我們不能做出這樣的結論 o

李坤崇甫臺科技大學教育頡導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個

他自己的獨特處方。所以，我們可以結論

到所有必要的成分，並且最後創造出
需要有更多的研究以發掘在每種領導風格

和學生成就之間的複雜關{系。目前的研究
說，領導的概念是本研究探索的五種風格

臺灣中小學教師編製紙筆測驗設計雙
所形成的複雜混合物，但是把所有風格加

總在一起並不真正構成做為一種建構的領 量畫、紙筆瀾驗輩輩向組盟章建立體

量十
學校嶺導者而言都適用的一種領導風格混 向細目表，已頗受重視。一般大學及科技

導本質。相反地，領導的概念似乎(至少
大學第二輪的校務及系所評鑑'從「提供

在我們的研究中是如此)是超出這些成分
合配方。學校領導是高度脈絡化的，不只

規劃嚴謹的紙筆測驗通常需要設計雙優質環境」轉而著重以「學生學習成效機
之加輝、的，在更進一步的考察當中，我們

在系統層次上如此， (尤其是)在學校層

向細目表(如表 1) ，雙向細目表包括各單制」的運作與落實，由強調輸入與過程面
當要記住這項事實。(本文完) (參考文獻

次上也是如此。此結果本身亦為本研究的

元教材內涵及認真日層次兩向度，另需考慮及教師本位績效責任，轉而強調過程與產主要發現。一位學校領導者察看自身學校

試題類型及教材內容各單元配分。因此，出面及學生本位績效責任。因而，大學為
請參見原文)

(本篇己授權收納於高等教育知識庫， http://www. 

ericdata.com) 團
設計雙向細目表必須決定各單元配分、各提升學習成效產出面的效度，已有大學要有智慧的領導。無論學校是郊區的還是城

認知層次配分、試題類型與配分，以及各求提供紙筆測驗的雙向細目表(王保進，市的、高表現或低表現的，五種領導風格

細格配分與調整雙向細目表。2011 )。的不同混合都是必須的。某種領導風格的

以筆者於南臺科技大學中等教育學程雖然設計雙向細目表相當費時，且

開授「課程發展與設計」課程的期中考，有些教師反應真正測驗時用不到，然而，

測驗時間 100 分鐘的紙筆測驗(如實例)Linn 與 Miller (2005) 強調，設計雙向細

為例，先草擬雙向細目表初稿如表 2 ，再目表並依此命題，乃確保紙筆測驗有效測

調整定稿如表 3 。擬以此實例說明如何決

定各單元配分、各認知層次配分、試題類

型與配分，以及各細格配分與調整雙向細

目表。計理念及提供大學紙筆測驗雙向細目表實

d
H川
ι
4

彷
V

輩革、決定各單元觀分

就「各單元教材內容」而言，教師命

結果只是邁向這個方向的第一步而已 O

一項更加明顯的事實是，沒有為所有

脈絡狀況之需求，並且據此來行為，才是

量到教學目標的最佳作為。

由於絕大多數教師未曾運用或不知

如何運用雙向細目表，特以此文闡述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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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大學00科期末紙筆測驗之雙向細目表 表 2 大學「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之雙向細目表(初稿)
教材試題

內容形式
了解 吉平鑑

果
章
行，卅

日
μ

第
共

教學
記憶

目標

選擇題

簡答題

論文題

小吉十

選擇題

簡答題

論文題

小計

選擇題

簡答題

論文題

小計

選擇題

簡答題

第章

共節課

第章

共節課

合計

(占分)

論文題

小吉十

註: ( )中的數字為題數， ( )前的數字為配分。

共節課

題時應含括所敦的各章教材，不宜偏廢 o

各單元章節的不同比重(配分)可依據其

教學時間或重要性來配分，因不同教師解

讀單元重要性互異，易衍生較多爭議，故

通常依據教學時間來配分，亦即各單元配

分乃依據教學時間占整個評量範團(教材

內容)教學時間總和的比例為理想占分比

例。然比例可能會出現落差，以筆者近 20

幾年教學經驗，建議以理想占分比例上下

5% 為可容許誤差範圍;若各單元實際占

分比例超出「理想古分比例上下 5%J 範

圍，則可能會有高配或低配之疑，編製者

宜予以說明此疑惑。

「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各單

元配分，詳見表 2~表 4 ，期中考範圓包

教育研究月刊 20竹 .8

教材 試題 教學
記憶 了解 應用 分析 吉平主監 創作 合計

內容 形式 目標

選擇題
10 (5) 1.課程結構與課程意義

論文題

15 (1) 
(4 節)

/)\言十

25 
選擇題

12 (6) 2. 課程設計與課程研究
論文題

O 
(2 直有)

小計
12 

選擇題
10 (5) 3 課程設計的意識型態

論文題

15 (1) 
(4 節)

小吉十

25 
選擇題

6 (3) 4. 課程設計的模式 (4
論文題

20 (1) 
自古)

小計
26 

選擇題
12 (6) 5. 九年~貫課程 (2 節) 論文題

O 
小計

12 
合計 選擇題

50 (25) (占分) 論文題

50 (3) 共 16 節課
小計 30 10 10 15 15 20 100( 28) 

應用 創作 合計玉手TJT

括「課程結構與課程意義」、「課程設計與

課程研究」、「課程設計的意識型態」、「課

程設計的模式」及「九年一貫課程」等五

單元，合計 16 節，依據教學時間換算其

理想占分比例依序為鈞、 12.5 、鈞、 25

及 12.5 '初稿占比例為，鈞、 12 、鈞、 26

及 12 (如表 2 所示) ，定稿占比例依序為

鈞、 10 、鈞、 30 及 12 (如表 3 、表 4 所

示) ，均在上下 5% 為可容許誤差範圍。

( knowledge )、理解( comprehension )、

應用( application )、分析 (analysis) 、

綜合( synthesis )、評鑑( evaluation )。

經過約半世紀， Anderson 、Krathwohl 、

Airasian 、 Cruikshank 、 Mayer 、 Pintrich 、

Raths 與 Wittrock (2001 )主編的《學習

教學與評量的分類: Bloom 教育目標分額

的修訂 Þ (A taxonomy jòr learning, teach-

學、 3央定各認棄自層次面已分
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 Bloom 甘

f的onomy o} educational objectiv臼)~書，

修訂 Bloom 的認知分頭為「知識向度」

(knowledge dimension) (名詞)、「認知歷

程向度 J (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 (動
詞)。

就「認知層次」而言， Bloom 、

Englhart 、 Furst 、 Hill 與 Krathwohl

( 1956) 將認知領域教學目標分類由最

簡單到最複雜的六個層次，依序為知識

其中， r 知識向度」分為:事實

知識( factual knowledge) 、概念知識

( conceptual knowledge) 、程序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 ，以及後設認知知

識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等四項知識

( Pintrich & Wittrock, 2001 )。

而「認知歷程向度」分為記憶

(remember) 、了解( understand )、

應用 (apply) 、分析 (analyze) 、評鑑

(evaluate) 、創作 (create) 等六大類，這

六大類再細分 19 小類( Mayer & Wittrock, 

2001) 。認知歷程向度各類別的定義與示

例，詳見表 5 戶斤示 o

「認知層次」配分至少必須顧及教學

教育研究月刊 20竹固8



表 1 大學00科期末紙筆測驗之雙向細目表

教材試題
內容形式

第章

共節課

教學 記憶 了解 應用

目標

選擇題

簡答題

論文題

小吉十

選擇題

簡答題

論文題

小吉十

選擇題

簡答題

論文題

小計

選擇題

簡答題

論文題

小計

第章

共節課

第章

共節課

合計

(占分)

各單元章節的不同比重(配分)可依據其

教學時間或重要性來配分，因不同教師解

讀單元重要性互異，易衍生較多爭議，故

通常依據教學時間來配分，亦即各單元配

分乃依據教學時間占整個評量範圍(教材

內容)教學時間總和的比例為理想占分比

例。然比例可能會出現落差， J;)、筆者近 20

幾年教學經驗，建議以理想占分比例上下

5% 為可容許誤差範圍;若各單元實際占

分比例超出「理想占分比例上下 5%J 範

圍，則可能會有高配或低配之疑，編製者

宜予以說明此疑惑。

「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各單

元配分，詳見表 2~表 4' 期中考範圍包

教育研究月刊 2011.8 

表 2 大學「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之聾向細目表(初精)

教材試題教學
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作 合計

內容形式目標分析
評鑑 創作 計合

1.課程結構與課程意義

(4 節)

選擇題

論文題

4\言十

選擇題

論文題

小計

選擇題

論文題

4、言十

選擇題

論文題

4\言十

選擇題

論文題

小計

選擇題

論文題

小計 30 10 

共節課

註: ( )中的數字為題數， ( )前的數字為配分。

題時應含括所教的各章教材，不宜偏廢。 括「課程結構與課程意義」、「課程設計與

2“課程設計與課程研究

(2 豈有)

3. 課程設計的意識型態

(4 宣告)

4. 課程設計的模式 (4

節)

5 九年一貫課程 (2 節)

合言十

(占分)

共 16 節課

課程研究」、「課程設計的意識型態」、「課

程設計的模式」及「九年一貫課程」等五

單元，合計 16 節，依據教學時間換算其

理想占分比例依序為 25 、 12.5 、 25 、 25

及 12.5 '初稿占比例為，鈞、 12 、鈞、 26

及 12 (如表 2 戶斤示) ，定稿占比例依序為

23 、 10 、鈞、 30 及 12 (如表 3 、表 4 所

示) ，均在上下 5% 為可容許誤差範圍 O

(knowledge) 、理解( comprehension )、

應用( application )、分析 (analysis) 、

綜合( synthesis )、評鑑( evaluation )。

經過約半世紀， Anderson 、 Krathwohl 、

學、決定各認知層若是觀分

Airasian 、 Cruikshank 、 Mayer 、 Pintrich 、

Raths 與 Wittrock (2001) 主編的《學習

教學與評量的分類: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

的修訂 > (A tωonomy for learning, teach

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 話

的'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 一書，

修訂 Bloom 的認知分類為「知識向度」

(knowledge dimension) (名詞)、「認知歷

程向度 J (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 (動

詞)。

就「認知層次」而言， Bloom 、

Englhart 、 Furst 、 Hill 與 Krathwohl

(1956 )將認知領域教學目標分類由最

簡單到最複雜的六個層次，依序為知識

10 

10 (5) 

15 (1) 

25 

12 (6) 

O 

12 

10 (5) 

15 (l) 

25 

6 (3) 

20 (1 ) 

26 

12 (6) 

O 

12 

50 (25) 

50 (3) 

100( 28) 15 15 20 

其中， r 知識向度」分為:事實

知識 (factual knowledge) 、概念知識

(conceptual knowledge) 、程序知識

( procedural knowledge) ，以及後設認知知

識( metacog血tive knowledge) 等四項知識

(Pintrich & Wittrock, 2001 )。

而「認知歷程向度」分為記憶

(remember) 、 了解( l日ld目前and) 、

應用 (apply) 、分析 (analyze) 、言平鑑

(evaluate) 、創作 (create) 等六大類，這

六大類再細分 19 小類( Mayer & Wittrock, 

2001 )。認知歷程向度各類別的定義與示

例，詳見表 5 所示。

「認知層次」配分至少必須顧及教學

教育研究月刊 2011.8 



主竺?六丸之γ 均間也 1 比唷罔聞，Z"""~于一一一一一←一

示例

認出美國的國旗;認得圓形符
號的意義

記得重要人物的事蹟

將文言文翻成白話文;轉換數
宇:單位

舉出物理、化學變化的實例

從口述、書寫和圖表溝通的教學資訊中建構
意義;了解教材意義、新知識與舊經驗連結
由一種呈現資訊方式，轉換成另一種方式;
在不同知識表徵聞從事表徵轉換，即轉換
發現特定的例子來說明概念或原則，即舉例

2.0 了解

2.1 言全幸畢

( interpreting ) 

2.2 舉例

( exempli:fying) 

動物、植物的分類或不同認知
層次的分類

總結一篇文章大意、萃取一個
戲劇場景的要義或摘要某人說
話重點

從現有資訊，提出 4個具邏輯性的結論;即數系推論;預測事件發展

決定將某些干物歸屬為同一頓(如觀念或原
則) ，即分類

摘要一般性主題或要點，即總結、萃取

2.3 分類

( classi:fyi月)

2.4摘要

( summarizing ) 

10 (5) 

20 (1 ) 

30 

12 (6) 

O 

12 

50 (25) 

認知歷程向度各類別的定義與示倒

定義

!是長期記憶中嘉軒哥和識，重視知識的再
言忍 (言忍f辱) 、 回f意 (記f等)

是長期記憶中和現有事實一致的知識，即

自長期記憶中，取回有關知識，即記得

。
10 

10 (5) 

15 (1) 

25 

20 (1) 

20 (1) 

2 (1) 

2 (1) 

4 (2) 

2 (1) 

2 (l) 

4 (2) 

16 (8) 

教學

目標

選擇題 6 (3) 
1.課程結構與課

論文題
程意義(4 節)

小計 6 (3) 

選擇題 6 (3) 
2. 課程設計與課

論文題
程研究(2 節)

d\吾十 6 (3) 

選擇題 6 (3) 
3. 課程設計的意

論文題
識型態(4 節)

4\言十 6 (3) 

選擇題 8 (4) 
4. 課程設計的模

論文題
式 (4 節)

/j\言十 8 (4) 

選擇題 6 (3) 
5. 九年一貫課程

論文題
(2 寶石)

/j\言十 6 (3) 

選擇題 32( 16) 

大類/小類
1.0 記憶

1.J再認

( recognizing ) 

1. 2 回憶

( recalling ) 

表 5

計A口

8 (4) 

15 (1) 

10 (5) 

23 

創作

大學「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之雙向細臣表(定稿)

言平主監分、非斤

15 (1) 

15 (l ) 

應用了解

2 (1) 

2 (1) 

4 (2) 

記憶
試題

形式

孝文材
內容

表 3

15可(1)

15 (1) 

4 (2) 

4 (2) 

4 (2) 

2 (1) 

比較數字大小;比較同時代兩
個重要人物的差異

說明少于化的原因;說明竹
山、蘭嶼的命名緣由

邏輯結論、推算、預測

指認兩個或多個實體(物件、事件、想法、
問題或情境)間的異同;即異同比較

建立一個系統的因果模式;即現象因果模式

2.5 推論

( inferring ) 

2.6 比較

( comparing ) 

2.7 解釋

( explaining) 

50 (3) 

100( 28) 

20 (1) 

20 ( 1) 

15 (1) 

15 (1) 

15 (1) 

15 (1) 2 (1) 16 (8) 

論文題

d\言十 32(16) 

合計

(古分)

共 16 節課

整數加、滅、乘、除的直式計
算;正負數的混合四則運算

運用習得經驗解答一題陌生情
境的應用題

從閱讀文章中區辨與解題有關
或無關的訊息;從數學應用題
中區辨有關或無關的數字

依據全班體章，繪製次數分配
F圖;重組教師未教過的句

故事隱含的意義(伊索寓

言) ;從政治層面來解析作者
論述的隱含意圖

執行或使用某情境的程序

應用一個程序於已熟悉的任務;即固JF步
驟、解答明確，偏熟悉情境 人C~

應用一個程序於陌生的任務;即流程圖式、
解答不固定，偏不熟悉情境

將材料分解成數個部分，指出部分之間與部
分對整體結構或目的的關係

自現有材料中區分出相關和不相關或重要和
不重要的部分;即元素關聯性與重要性

3.0 應用

3.1 執行

( executing ) 

3.2 實行

( implementing ) 

4.0 分析

貫課

一
節

一
一
程
-
212.5 

4. 課程設計的

模式

4 節

25 

「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各章配分

3. 課程設計的

意識型態

4 富有

25 

l.課程結構與 2. 課程設計與

課程意義 課程研究

4 節 2 節

25 12.5 

10 

教材內容

(期中考範圍)

教學時間

想
際
一

理
實
一

古分

比例

表 4

4.1 區辨

( differentiating ) 

12 30 25 23 
---JIl--TP 

決定要素在結構中的適切性和功能;即元素
統整與組械

4.2 組織

( organizing ) 

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及創作等六項層

次，其初稿配分依序ß; 30 、 10 、 10 、 15 、

目標、學生認矢口發展及預期學生平均得分

(測驗難度)等因素 O 若教學目標偏高層

決定現有材料中隱含的觀點、偏見、價值觀
或意圖;即元素、組織背後的意圖、價值與
觀點

4.3 歸因

( attributing ) 

5.0 評鑑

(續下頁)

2011.8 

用以上的層次占 52 分，表示此期中考測在「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

教育研究月刊

根據規準和標準來判斷
驗旨在引導學生注重高層次認知的學習。雙向細目表中， r 認知層次」含括記憶

2011.8 教育研究月刊權轉

的及 20 (如表 2 所示) ，定稿配分依序

為 32 、 16 、 2 、 15 、 15 及 20 (如表 3 所

示) ，基本的記憶與了解層次占 48 分，應

次認知發展，而學生認知發展較高或預期

學生平均得分稍低，則宜提升高層次認知

自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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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歷程向度各類別的定義與示例

大類/小類

1.0 記↑意

示例

認出美國的國旗;認得圖形符

號的意義

記得重要人物的事蹟

定義

從長期記憶中提取相關知識，重視知識的再

認(認得)、回憶(記得)

找出長期記憶中和現有事實-致的知識，即

認得

自長期記憶中，取固有關知識，即記得

表 5
大學「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之雙向細目表(定稿)

表

1.1再認

( recognizing ) 

1.2 回憶

( recalling ) 

2.0 了解

合計

、1
/

一
\
}
/

\}/11-phJ 
凡
『

/
1
、
一

/
L
\

(\53-0 812-14 

創作評鑑
分析

15 (1) 

15 (1 ) 

應用了角平

2 (l) 

記憶試題

形式
孝文材
內容

將文言文翻成白話文;轉換數

字單位

舉出物理、化學變化的實例

從口述、書寫和圖表溝通的教學資訊中建構

意義;了解教材意義、新知識與舊經驗連結

由一種呈現資訊方式，轉換成另一種方式;

在不同知識表擻聞從事表徵轉換，即轉換

發現特定的例子來說明概念或原則，即舉例

動物、植物的分類或不同認知

層次的分類

總結一篇文章大意、萃取一個

戲劇場景的要義或摘要某人說
話重點

數系推論;預測事件發展

決定將某些事物歸屬為同一類(如觀念或原

則) ，即分類

摘要一般性主題或要點，即總結、萃取

2.1 詮釋

( interpreting ) 

2.2舉例

( exemplifying) 

2.3 分類

( classifYing ) 

2.4摘要

( summarizing ) 

一
)
)
一
)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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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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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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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 課程設計與課
程研究(2 節)

3. 課程設計的意
識型態(4 節)

20 (1) 

2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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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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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設計的模

式 (4 節)

比較數字大小;比較同時代兩

個重要人物的差異

說明少子化的原因;說明竹
山、蘭嶼的命名緣由

從現有資訊，提出一個具邏輯性的結論;即

邏輯結論、推算、預測

指認兩個或多個實體(物件、事件、想法、

問題或情境)問的異同;即異同比較

建立一個系統的因果模式;即現象因果模式

整數加、滅、乘、除的直式計

算;正負數的混合四則運算

運用習得經驗解答一題陌生情

境的應用題

從閱讀文章中區辨與解題有關

或無關的訊息;從數學應用題

中區辨有關或無闊的數字

依據全班體章，繪製次數分配

直方圓;重組教師未教過的句

子
故事隱含的意義(伊索寓

言) ;從政治層面來解析作者

論述的隱含意圖

執行或使用某情境的程序

應用一個程序於已熟悉的任務;即固定步
驟、解答明確，偏熟悉情境

應用一個程序於陌生的任務;即流程圖式、

解答不固定，偏不熟悉情境

將材料分解成數個部分，指出部分之間與部

分對整體結構或目的的關係

自現有材料中區分出相關和不相關或重要和

不重要的部分;即元素關聯性與重要性

2.5 f佳話語

(infeηing) 

2.6 比較

( compari月)

2.7 解釋

( explaining ) 

3.0 應用

3.1 執行

C executing ) 

3.2 實行

( implementing ) 

4.0 分析

O 

12 

50 (25) 

50 (3) 

100( 28) 

教學

目標

選擇題 6 (3) 
1.課程結構與課論文題
程意義(4 節)

小計

選擇題

論文題

小言十

選擇題

論文題

小計

選擇題

論文題

小言十

選擇題

5. 九年一貫課程論文題
(2 節)

小言十

選擇題

論文題

d\言十 32( 16) 

20 (1) 

20 (1) 

15 (1) 

15 (1) 

15 (1) 

15 (1) 

2 (1) 

\
i
/
一
\
)
/

可
E
A
-
-
-
A

/
L

一
/
{
\

勻
J
A一
句J
H

2 (1) 

4 (2) 

16 (8) 

16 (8) 

已
\
L
F
/
2

)-6 3-1 
/
1

、
一
/
l
\

-2 
6-3 

合計

(占分)

共 16 節課

貫課5. 九年
程

2 豈有

12.5 

4. 課程設計的

模式

4 豈有

25 

「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各章配分

3. 課程設計的

意識型態

4 節

25 

1.課程結構與 2. 課程設計與
課程意義 課程研究

4 節 2 節

25 12.5 

10 

表 4

教材內容

(期中考範圍)

教學時間

占分 理想

比例 實際
12 30 25 

23 

決定要素在結構中的適切性和功能;即元素

統整與組織

\IJ/ ob 
、
1前的

辨
加

區
出

tIAU 

/{\ 

A
『

4.2 組織

( organizing ) 

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及創作等六項層
目標、學生認知發展及預期學生平均得分

次，其初稿配分依序為 30 、 10 、 10 、 15 、
(測驗難度)等因素。若教學目標偏高層

決定現有材料中隱含的觀點、偏見、價值觀

或意圖;即元素、組織背後的意圖、價值與

觀點

根據規準和標準來判斷

4.3 歸因

( attributing ) 

的及 20 (如表 2 所示) ，定稿配分依序

為 32 、 16 、 2 、的、 15 及 20 C 如表 3 所
次認知發展，而學生認知發展較高或預期

學生平均得分稍低，則宜提升高層次認知
示) ，基本的記憶與了解層次占 48 分，應

l
i

已

5.0 評鑑

(續下頁)

用以上的層次占 52 分，表示此期中考測

驗旨在引導學生注重高層次認知的學習。

配分。

在「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

雙向細目表中， í 認知層次」含括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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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續〉

定義 示例
大類/小類

5.1 檢查
檢靚某過程或產品的不一致性或錯誤;確定檢查實驗過程的問題;檢杏某
某過程或產品的內部一致性;檢視實行程序實驗結果與某定律間的一致性

(checking) 
的一致性;即內部一致性

5 .2 tlt多日
根據外在規準與標準{乍判斷、評論某產品或從提升學習績效來判斷學校取

消寒暑假的適切性?從經濟標
( critiquing ) 知識;即外在規準

準來評論兩種解決問題的古

法，何者最佳?

6.0 倉IH乍
集合要素以組成一個具協調性或功能性的整
體，重組要素為一個新的模型或結構

6.1 產生
根據許多規準，建立可能的假設;即創作概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如

對某社會事件提出自己的假設
( generating ) 之"金斗〉、

6.2 計畫
設計一個程序以完成某也任務;即創作計畫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行計書，如

研擬一份家庭節能減碳的計畫
(planning) 

6.3 製作 發明新產品;創作概念;即創作計畫 在設定條件下，製作出某成
品，如運用所學原理及提供器

( producing ) 材來製作水火箭

註:修改自 The revised t叫onomy struc的re: The 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 (pp. 67-68), by 孔1ayer
& Wittrock, 2001 , New York, NY: Longman. 

項因素，若偏重分析評鑑或創作，則難度

輯、決定試題類型星星觀分 愈難，但若學生認知發展良好，則論文題

教師在設計雙向細目表時，應依據評 或創意思考類型的配分宜愈高。

量目的、教學目標選取適切的試題類型。 決定各試題類型配分時，必須同時
不同試題類型各有其獨特功能、編製原則 決定各試題類型的題數，而題數多寡則需

與限制，教師必須評析試題類型與測驗目 考慮試題類型、測驗難度、湖驗時間、學

的、教學目標、教材內容的關係，方能發 生年齡、學生能力與預期信效度。在試題
類型中，選擇類型的題數通常較補充類型

揮各試題類型的功能。

就「試題類型」而言，試題題型包括

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簡答題、解釋

性練習題及論文題。紙筆測驗常見試題類

型的使用時機、優點及缺點，詳見表 6 所

刁立。

就試題類型而言，各試題類型的配

分亦必須顧及教學目標(即高低層次思

考)、預期測驗難度、學生認知發展等三

教育研究月刊 2011.8 

多，測驗難度愈難，題數應愈少;測驗時

間愈少，題數應愈少;學生年齡愈低，題

數應愈少;學生能力愈低，題數應愈少，

預期信效度較低題數應較少。教學經驗豐

富之教師通常能依據上述因素判斷題數多

寡，若係初任教師則建議可請教經驗豐富

之教師。

「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試

觀聽聽盟i峙

表 6 紙筆測驗常見試題類型之比較

選當正確答案1.題意較是非題、簡答題(填1.評量能力限於文字層次，較不適合評量

譯為唯一，且 充題)清晰明確 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嶺域的解決問題
心相對有幾個 2. 適用於不同層次學習結果之 技能

似是而非的 評量 2. 高品質之命題不易，尋找具有誘答力的

答案 3. 具有診斷效果 選項不易

4. 修改選項可提高鑑別度或調 3 評量答辨識案，而非產生答案

整難度 4. 無法評量組織、發表的能力

5. 計分迅速、客觀

是當選項只有1.適合於評量有誤解的信念或 1 作答最易受猜測因素影響，信度較低

主對/錯或事 迷信 2 通常僅能評量記憶或理解層次的學習結
心實/意見兩 2 適合評量辨認因果關係的概 果，難以評量高層次的認知能力

種狀況 念 3. 試題鑑別度較選擇題差

3 較其他類型易於命題，且適 4. 學生易形成偏「答對」或「答錯的反應

合多數的教材內容 傾向」

4. 計分迅速、客觀 5. 命題或批閱欠佳時，易流於瑣碎、誤導

或抹煞創意

配有很多相關1.可短其間評量大量相關的事1.難以評量高層次的認知能力

鑫的事實或概 實或概念訊息 2 尋找性質相同的事實或概念不易
阿拉念，擬評量 2. 言十分迅速、客觀 3. 評量答辨識案，而非產生答案

其關聯

簡所需要的是評量答案產生，不受猜測影響 L 難以評量高層次的認知能力

籠一個清晰簡 2. 言十分費時、較不客觀
心短的答案

論評量高層次 L 可評量高層次的認知能力與 L 言十分費時、較不客觀

吝的認知能 學習結果 2 言十分標準較其他類型較難擬
心力，如組織 2. 對學生提供的解答線索最 3. 題數較少，內容取樣較不具代表性，可

概念形成適 少，且評量答案產生，不受 能造成內容效度降低

切答案 猜測影響 4 評分者問信度較其他頭型低

3. 較能評量整個思考歷程 5 作文能力和虛張聲勢可能干擾所欲評量

4. 促進學生認識、統整和表璋 的學習結果

自己觀念

5 增進學生寫作能力

註:修改自教學評量(頁 73-74) ，李坤祟， 2006 '臺北市:心理。

題類型與題數」包含選擇題及論文題，初

稿與定稿之選擇題均為 25 題配分 50 分，

論文題均為 3 題，配分 50 分(如表 2 、表

3 所示) ，以測驗時間 100 分鐘而言，學生

大致可以從容作答。

伍、決鐘聲細格矗已分典音厲聲重重

向組由主黨

決定各單元教材內容、教學目標、各

試題類型配分的原則後，教師必須決定各

細格的配分與題數 o

雙向細目表中細格的配分，並非平均

教育研究月刊 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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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觀驢轟轟盟

當正確答案1.題意較是非題、簡答題(填1.評量能力限於文字層次，較不適合評量

為唯一，且 充題)清晰明確 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解決問題

相對有幾個 2. 適用於不同層次學習結果之 技能

似是而非的 評量 2. 高品質之命題不易，尋找具有誘答力的

答案 3 具有話斷效果 選項不易

4. 悔改選項可提高盤別度或調 3 評量答辨識案，而非產生答案

整難度 4 無法評量組織、發表的能力

5. 言十分迅速、客觀

當選項只有1.適合於評量有誤解的信念或

對/錯或事 迷信

實/意見兩 2 適合評量辨認因果關係的概

種狀況 念 3. 
3. 較其他類型易於命題，且適 4.

合多數的教材內容

4. 計分迅速、客觀

紙筆測驗常見試題類型之比較表 6

選
擇
題

一
某
性

一
查
致

一
檢
一

一
;
的

一
題
間

1
一
間
律

校
一
前
走

去
一
程
某

過
與

驗
果

實
結

查
驗

檢
實

從提升學習績效來判斷學校取
沾寒暑假的適切性?從經濟標
準來評論兩種解決問題的方

法，何者最佳?

定義

檢視某過程或產品的不一致性或錯誤;確定
某過程或產品的內部一致性;檢視實行程序
的一致性;即內部一致性

根據外在規準與標準{乍判斷、評論某產品或
知識;即外在規準

(車賣〉

大類/小類

5.1 檢查

(checking) 

5 .2拉t判
( critiquing ) 

表 5

作答最易受猜測因素影響，信度較低

通常僅能評量記憶或理解層次的學習結

果，難以評量高層次的認知能力

試題鑑別度較選擇題差

學生易形成偏「答對」或「答錯的反應

傾向」

5. 命題或批閱欠佳時，易流於瑣碎、誤導

或抹煞創意

難以評量高層次的認知能力

尋找性質相同的事實或概念不易

評量答辨識案，而非產生答案

l 

2. 
是
非
題

電
1

勻
，-
1
J

難以評量高層次的認知能力

計分費時、較不客觀

1. 

2. 

計分費時、較不客觀

計分標準較其他類型較難擬

題數較少，內容取樣較不具代表性，可

能造成內容效度降低

評分者問信度較其他類型低

作文能力和虛張聲勢可能干擾所欲評量

的學習結果

1
4

勻
J句
句
3

45 

有很多相關1.可短其間評量大量相關的事

的事實或概 實或概念訊息

念，擬評量 2. 言十分迅速、客觀

其關聯

所需要的是評量答案產生

一個清晰簡
短的答案

評量高層次1.可評量高層次的認知能力興

的認知能 學習結果

力，如組織 2. 對學生提供的解答線索最

概念形成適 少，且評量答案產生，不受

切答案 猜測影響

3. 較能評量整個思考歷程

4. 促進學生認識、統整和表達

自己觀念
5. 增進學生寫作能力

註:修改自教學評量(頁 73刁4)- 李坤祟， 2006 

配
合
題

發明新產品;創作概念;即創作計畫

材來製作水火箭

nsion (pp. 67-68), by Mayer 
共:修改自 The 1它vised tαxonomy structu陀﹒ The cognitive pro 
&wit仗。此， 20019NewYork， NY Longman 

集合要素以組成一個具協調性或功能性的整
體，重組要素為一個新的模型或結構

拉據許多規準 建立可能的假設;即創作概 ZEE早早已2322且
主計一個程序以完成某些任務;即創作計畫站FZEEEZZZZ』

在設定條件下，製作出某成
品，如運用所學原理及提供器

6.1 產生

( generating ) 

6.2 計畫
(planning) 

6.3 製作
( producing ) 

6.0 車司{乍

不受猜湖影響簡
答
題項因素，若偏重分析評鑑或創作，則難度
論
文
題

愈難 9 但若學生認知發展良好，則論文題

決定各試題類型配分時，必須同時

決定各試題類型的題數，而題數多寡則需

或創意思考類型的配分宜愈高。

鹽、決定試題類型及觀分

教師在設計雙向細目表時，應、依據評

量目的、教學目標選取適切的試題類型。

不同試題類型各有其獨特功能、編製原則
考慮試題類型、測驗難度、測驗時間、學

與限制，教師必須評析試題類型與測驗目
生年齡、學生能力與預期信效度 O 在試題

的、教學目標、教材內容的關係'方能發
'臺北市:心理。類型中，選擇類型的題數通常較補充類型

揮各試題類型的功能。

{罩、 3央控告善組攜觀分與調輩輩輩輩
題類型與題數」包含選擇題及論文題，初

多 9 測驗難度愈難 9 題數應愈少;測驗時

間愈少，題數應愈少;學生年齡愈低，題
就「試題類型」而言 9 試題題型包括

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簡答題、解釋

向組臣表
稿與定稿之選擇題均為 25 題配分 50 分數應愈少;學生能力愈低，題數應愈少，

性練習題及論文題。紙筆測驗常見試題類
論文題均為 3 題，配分 50 分(如表 2 、表預期信效度較低題數應較少。教學經驗豐

型的使用時機、優點及缺點，詳見表 6 所
決定各單元教材內容、教學目標、各3 所示) ，以測驗時間 100 分鐘而言，學生富之教師通常能依據上述因素判斷題數多

試題類型配分的原則後，教師必須決定各大致可以從容作答。寡，若係初任教師則建議可請教經驗豐富
刁言。

細格的配分與題數。

雙向細目表中細格的配分，並非平均

教育研究月刊 20竹， 8

之教師。

「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試

就試題類型而言，各試題類型的配

分亦必須顧及教學目標(即高低層次思

考)、預期測驗難度、學生認知發展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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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而需參酌各單元配分與各試題類型

(含題數)的配分及各認知層次的配分，

交叉上仁對後方能決定各細格配分。

教師決定各細格配分時，通常很少

一一次完成，或直接從交叉比對著手。建議

教師可大致參酌各單元配分、各試題類型

(含題數)的配分，以及各認知層次的配

分(如表 2 所示) ，先命題或從題庫中挑

題，再初步決定各細格之配分 O

教師命題應掌握紙筆測驗命題原則，

限於篇幅，可參酌余民寧 (1997)、李坤

崇( 1999 ' 2006 ' 2009) 、 陳英豪與吳

裕益( 1991 )、陳李網( 1997) 、 Airasian

( 1996 )、 Kubiszyn 與 Borich (1987) 、

Linn 與 Gronlund (1995) 、 Linn 與 Miller

(2005 )等學者觀點。

教師在進行命題或挑題決定各細格配

分的同時，可能會微調雙向細目表，讓實

際命題或挑題，更能務實地緊扣雙向組日

表，例如:初稿之各單元配分、各試題類

型(含題數)的配分，以及各認知層次的

配分(如表 2 所示)與定稿之配分(如表

3 所示) ，均有所調整，此乃常見之現象。

鹽、搶視;用驗題盟與雙向組盟

是要一致'1生

檢視測驗題目與雙向細目表一致性乃

確保雙向細目表正確性的必要工作，而其

前提是每個題目必須標示單元出處及認知

層次。

「課程發展與設計」朝中考試卷(如

實例)每個題目後面均標示單元出處及認

教育研究月刊 2011.8 

知層次，如選擇題第一題後面的IC.l ， 1.21 
乃表示第一章，認知層次為1.2 回憶;

論文題第一題後面的FEE乃表示第一

章，認知層次為 4.1 區辨。

教師命題後，必須逐題檢視每個題目

單元、認知層次，並核對其在雙向細目表

高田格的位置，方能確保雙向細目表的正確

性。若產生不一致現象時，在不更動雙向

細目表的情況下，必讀更改測驗題目以符

合雙向組目表;若微調雙向細目表仍可符

合預期教學目標及周延性，則不更動測驗

題目前予以微調雙向組目表。

撓、編輯:貝u驗擅自

測驗題目確定後，若未經良好的編排

與呈現，仍將無法適切評量學生的表現，

更遑論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教師的教學

續效。

一、編排試題常見缺失

國內教師「編排紙筆測驗試題」常

見下列四項缺失: (一)各試題類型往往

缺作答方法:國內最常見者為是非題未說

明全對打 '0 J 、有錯打， X J '因甚多教

師認為學生都知道所以不必寫，但若有學

生剛回國，一定難以作答，且如此作法日

積月累的結果容易養成學生不看作答方法

的習慣，實應予改善; (二)各試題類型

普遍缺乏完整的指導語:除上述未說明作

答方法外，有些教師末將配分、單選或

複選、作答位置明確說明，使得學生末能

適切地擬定答題策略; (三)編排過擠:

有些學校為節省印刷經費，將兩頁的試卷

擠成一頁，有些學校的考卷字體過小，讓

學生閱讀試卷時頗為吃力; (四 j 試題編

排違反原則:最常見的缺失乃同一個題目

跨頁、選擇題選項末置於題幹的下一行、

版面安排不易於評分與計算成績。由此可

見，教師編排測驗試題時，經常以教師、

學校利益站著眼點，而忽略了學生是否清

楚了解作答方法、配分狀況，以及是否能

清晰閱讀，此種末以學生為中心的編排情

況仍有待改善(李坤崇， 1999 ' 2006) 。

二、試題編排原則

湖驗試題經過檢閱和修改後，即可著

手編輯與準備印刷。試題編排應顧及試題

類型、測量學習結果、試題難易度，以及

測量的素材，編排應遵循下列原則(李坤

崇， 1999 ' 2006) : 

(一)試題頸型應依據難易來排列:

通常是簡單容易的類型在前，複雜困難的

類型在後，選擇題一般均放在最前面，

其後為簡答題，最後為論文題。實例中先

出現選擇題，後出現論文題，乃符合此原

貝u 。

(二)試題內題目應依據難易來排

歹日，而非單元順序:教師常犯的錯誤乃依

據單元順序來排列各試題內題目的順序 9

此乃違反由易而難的排列原則。教師排列

試題內題目時，應由易而難排列，以增強

學生的作答信心，避免浪費時間在前面

較困難試題。實例中選擇題內 25 題的排

列，論文題 3 題的排列均遵循此原則。

一間，但M向叫心1比斗

(三)應將同類型的試題類型編排在

一起，並與其他不同題型分閉，以避免不

同類型交錯而造成學生作答困擾 O

(四)一個試題不應被分割成兩頁，

亦即同一題的選擇題、簡答題或論文題的

題幹敘述不應被分割到不同的兩頁。

(五)應將選擇題中的選項置於題幹

的下一行。

(六)試題應明確標號，尤其是學生

必須將答案填寫於另一張答案紙，或考卷

的其他地方時。

(七)版面安排應易於評分與計算成

績，避免造成計分困擾。

。'\)直排或橫排應統一，所有測驗

試題的排版方向要統一，各層級字體、級

數亦要一致 o

(九)年紀較小的學生的題目字型應

較大，且國小三年級以下學生題目應加註
「注音」。

(十)對於年紀較小的學生，考卷字

體應較大，計算題、申論題應留予足夠的

空間作答。

王、試題指導語

Linn 與 Gronlund (1995) 、 Linn 與

Miller (2005) 均強調，許多教師沒有提

供測驗書面說明，假設試題無須解釋即可

了解，或學生已被制約可回答測驗的試題

類型。有些教師或許會使用口頭說明，卻

經常遺漏重點，其建議作答說明應包括下

列六項:測驗或評暈目的、完成測驗所

需時間、作答說明、如何記錄答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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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而需參酌各單元配分與各試題類型

(含題數)的配分及各認知層次的配分，

交叉比對後方能決定各細格配分。

教師決定各細格配分時，通常很少

一次完成，或直接從交叉比對著手。建議

教師可大致參酌各單元配分、各試題類型

(含題數)的配分，以及各認知層次的配

分(如表 2 所示) ，先命題或從題庫中挑

題，再初步決定各細格之配分。

教師命題應、掌握紙筆測驗命題原則，

限於篇幅，可參酌余民寧( 1997)、李坤

祟( 1999 ' 2006 ' 2009) 、陳英豪與吳

裕益( 1991 )、陳李網( 1997)、 Airasian

( 1996) 、 Kubiszyn 與 Borich ( 1987 )、

Linn 與 Gronlm址(1995 )、Linn 與 Miller

(2005 )等學者觀點。

教師在進行命題或挑題決定各細格配

分的同時，可能會微調雙向細目表，讓實

際命題或挑題，更能務實地緊扣雙向細目

表，例如:初稿之各單元配分、各試題類

型(含題數)的配分，以及各認知層次的

配分(如表 2 所示)與定稿之配分(如表

3 所示) ，均有所調整，此乃常見之現象。

陸、搶輯:農IJ驗題目與體向輔臣

君是一獸性

檢視測驗題目與雙向細目表一致性乃

確保雙向個目表正確性的必要工作，而其

前提是每個題目必須標示單元出處及認知

層次。

「課程發展與設言 r J 期中考試卷(如

實核心每個題目後面均標示單元出處及認

教育研究月刊 20竹 .8

語呢密認語問海容語言克思軍官占2萬可---一

知層次，如選擇題第一題後面的巨且可
乃表示第一章，認知層次為1.2 回憶;

論文題第一題後面的巨主詛乃表示第一
章，認知層次為 4.1 區辨。

教師命題後，必須逐題檢視每個題目

單元、認知層次，並核對其在雙向細目表

細格的位置，方能確保雙向細目表的正確

性 O 若產生不一致現象時，在不更動雙向

細目表的情況下，必須更改測驗題目以符

合雙向細目表;若微調雙向細目表仍可符

合預期教學目標及周延性，則不更動測驗

題目而予以微調雙向細目表。

撓、編輯瀾驗題由

測驗題目確定後，若末經良好的編排

與呈現，仍將無法適切評量學生的表現，

更遑論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教師的教學

品責安欠。

一、編排試題常見缺失

國內教師「編排紙筆測驗試題」常

見下列四項缺失: (一)各試題類型往往

缺作答方法:國內最常見者為是非題未說

明全對打 '0 J 、有錯打 r X J' 因甚多教

師認為學生都知道所以不必寫，但若有學

生剛回國，一定難以作答，且如此作法日

積月累的結果容易養成學生不看作答方法

的習慣，實應予改善; (二)各試題類型

普遍缺乏完整的指導語:除上述未說明作

答方法外，有些教師末將配分、單選或

複選、作答位置明確說明，使得學生末能

適切地擬定答題策略; (三)編排過擠:

有些學校為節省印刷經費，將兩頁的試卷

擠成一頁，有些學校的考卷字體過小，讓

學生閱讀試卷時頗為吃力; (凹)試題編

排違反原則:最常見的缺失乃同一個題目

跨頁、選擇題選項末置於題幹的下一行、

版面安排不易於評分與計算成績。由此可

見，教師編排測驗試題時，經常以教師、

學校利益為著眼點，而忽略了學生是否清

楚了解作答方法、配分狀況，以及是否能

清晰閱讀，此種末以學生為中心的編排情

況仍有待改善(李坤祟， 1999 ' 2006) 。

二、試題編排原則

測驗試題經過檢閱和修改後，即可著

手編輯與準備印刷。試題編排應顧及試題

類型、測量學習結果、試題難易度，以及

測量的素材，編排應遵循下列原則(李坤

崇， 1999 ' 2006) : 

(一)試題類型應依據難易來排列:

通常是簡單容易的類型在前，複雜困難的

類型在後，選擇題一般均放在最前面，

其後為簡答題，最後為論文題。實例中先

出現選擇題，後出現論文題，乃符合此原

則。

(二)試題內題目應依據難易來排

列，而非單元順序:教師常犯的錯誤乃依

據單元順序來排列各試題內題目的順序，

此乃違反自易而難的排列原則。教師排列

試題內題目時，應由易而難排列，以增強

學生的作答信心，避免浪費時間在前面

較困難試題 o 實例中選擇題內 25 題的排

列，論文題 3 題的排列均遵循此原則。

(三)應將同類型的試題額型編排在

一起，並與其他不同題型分闊，以避免不

同類型交錯而造成學生作答困擾。

(四)一個試題不應被分割成兩頁，

亦即同一題的選擇題、簡答題或論文題的

題幹敘述不應被分割到不同的兩頁。

(五)應將選擇題中的選項置於題幹

的下一行。

(六)試題應明確標號，尤其是學生

必須將答案填寫於另一張答案紙，或考卷

的其他地方時。

(七)版面安排應易於評分與計算成

績，避免造成言十分困擾。

(八)直排或橫排應統…所有測驗

試題的排版方向要統一，各層級字體、級

數亦要一致 O

(九)年紀較小的學生的題目字型應

較大，旦國小三年級以下學生題目應加註

「注音」。

(十)對於年紀較小的學生，考卷字

體應較大，計算題、申論題應留予足夠的

空間作答。

王、試題指導語

Linn 與 Gronlund (1995) 、 Linn 與

Miller (2005) 均強調，許多教師沒有提

供測驗書面說明，假設試題無須解釋即可

解，或學生已被制約可回答測驗的試題

類型。有些教師或許會使用口頭說明，卻

經常遺漏重點，其建議作答說明應包括下

列六項:測驗或評暈目的、完成測驗所

需時間、作答說明、如何記錄答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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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選擇題猜測、開放或延展式反應的評

分規準。對於年紀較大的學生，若能說明

每一大題的配分，將會幫助其決策時間分

配。

一份測驗的指導語應該包含整體指

導語、各試題類型指導語。其中，整體指

導語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試卷共幾張

幾面?是否繳回? (二)答案寫在哪裡?

(三)試卷包括幾大題? (四)配分、總

分為何? (五)如何作答?是否倒扣?

(六)以何種筆、何種顏色作答? (七)

試卷、答案紙是否可打草稿? (八)其他

注意事項，例如:作答時間的多寡、作文

必須寫在作文答案卷土否則不計分。若測

驗目的不明顯，則應闡述測驗目的，必要

時應告知可以攜帶哪些物品應試，以及考

試途中可否發問等訊息、(李坤祟， 1999 ' 

2006) 。

「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

(如實例)的整份試卷作答說明，包括:

(一)本試卷包括選擇題 25 題，論文題

3 題，並將答案寫在此張試卷上(不夠再

附一張 A4 紙，記得寫姓名學號) ; (二)

論文題僅註明回答之題號，請精簡篇幅。

每題配分註明於題目之後; (三)考試時

問: 18:20-20:00 。上述說明包括試卷大

題、答案寫於何處、如何作答，以及作答

時間。

「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如

實 ßíU)選擇題作答說明為，.一、選擇

題 50% '每題 2% '答案寫在試卷題目題

號前的( )內 J '論文題作答說明為:

教育研究月刊 2011 固8

「二、論文題: (50% '答案寫在下面空

白處，不用抄題，僅標題號序 )J 。尤其是

論文題，亦在題目後面註明評分標準與配

分，如論文題第一題後面標示，.配分為

15 分，評分標準是闡述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之『課程即計畫』、『課程即目標』的課程

意涵及舉例適切等四項，每項占分 3 分，

答案組織清晰占分 3 分」。

臘、結語:方向對7'

不過童!

國本單就

或許有人認為大學與中小學教師設計

雙向細目表是不必要的，也或許有人認為

設計複雜費時，也或許有人認為教師無此

能力，然而，若欲提高各級學校學習成效

的評量效度，紙筆測驗設計雙向細目表乃

必然的最佳作為。現在的重點不是在於要

不要做，而是要如何做，並且做得更好。

教師設計紙筆測驗的雙向細目表時，

除了本身的課程專業外，尚需具備兩個先

備能力，即精準掌握認知層次，以及了解

並遵循測驗命題原則，而教師必須經由自

我成長或參與研習研討來增進上述先備能

力。

教師除了增進先備能力之外，筆者

另外提出建議如下:一、豐富教師個人教

學檔案及開授課程的紙筆測驗題庫，不斷

地累積經驗及測驗資料;二、建置同儕教

師的協同教學、協同評量及觀摩交流之機

制，經由互助合作及交流，提高教學與評

量品質;三、建置測驗題庫初期，配置教

學助理協助教師建置或予以適切協助，減

聽聽

輕教師負擔。

設計雙向細目表是一個複雜費時、專

業嚴謹的任務，相信「方向對了，目標就

不遠 J 期盼經由教師不斷地提升評量專

業素養，讓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的效度能更

為提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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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了?七、心;浴哎息誰是主 刮起位 當雪封封叫叫了川心…

處理選擇題猜測、開放或延展式反應的評

分規準。對於年紀較大的學生，若能說明

每一大題的配分，將會幫助其決策時間分

配 o

一份測驗的指導語應該包含整體指

導語、各試題類型指導語。其中，整體指

--nll11 

導語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試卷共幾張

幾面?是否繳回? (二)答案寫在哪裡?

(三)試卷包括幾大題? (四)配分、總

分為何? (五)如何作答?是否倒扣?

(六)以何種筆、何種顏色作答? (七)

試卷、答案紙是否可打草稿? (八)其他

注意事項，例如:作答時間的多寡、作文

必須寫在作文答案卷上否則不計分。若測

驗目的不明顯，則應闡述測驗目的，必要

時應告知可以攜帶哪些物品應試，以及考

試途中可否發問等訊息(李坤祟， 1999 ' 

2006) 。

「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

(如實例)的整份試卷作答說明，包括:

(一)本試卷包括選擇題 25 題，論文題

3 題，並將答案寫在此張試卷上(不夠再

附一張 A4 紙，記得寫姓名學號) ; (二)

論文題僅註明回答之題號，請精簡篇幅 O

每題配分註明於題目之後; (三)考試時

間: 18:20-20:00 0 上述說明包括試卷大
題、答案寫於何處、如何作答，以及作答

時間。

「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如

實例)選擇題作答說明為. r 一、選擇

題 50% '每題 2% '答案寫在試卷題目題

號前的( )內 J .論文題作答說明為:

體教育研究月刊 2川

「二、論文題: (如%'答案寫在下面空

白處，不用抄題，僅標題號序 )J 。尤其是

論文題，亦在題目後面註明評分標準與配

分，如論文題第一題後面標示 r 配分為

15 分，評分標準是闡述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之『課程即計畫』、『課程即目標』的課程

意涵及舉例適切等四項，每項占分 3 分，

答案組織清晰占分 3 分」。

騙、結語:指向對了，目標鸝

不鐘!

或許有人認為大學與中小學教師設計

雙向細目表是不必要的，也或許有人認為

設計複雜費時，也或許有人認為教師無此

能力，然而，若欲提高各級學校學習成效

的評量效度，紙筆測驗設計雙向細目表乃

必然的最佳作為。現在的重點不是在於要

不要做，而是要如何做，並且做得更好。

教師設計紙筆測驗的雙向細目表時，

除了本身的課程專業外，尚需具備兩個先

備能力，即精準掌握認知層次，以及了解

並遵循測驗命題原則，而教師必須經由自

我成長或參與研習研討來增進上述先備能

力。

教師除了增進先備能力之外，筆者

另外提出建議如下:一、豐富教師個人教

學檔案及開授課程的紙筆測驗題庫，不斷

地累積經驗及測驗資料;二、建置同儕教

師的協同教學、協同評量及觀摩交流之機

制，經由互助合作及交流，提高教學與評

量晶質;三、建置測驗題庫初期，配置教

學助理協助教師建置或予以適切協助， ~咸

輕教師負擔。

設計雙向細目表是一個複雜費時、專

業嚴謹的任務，相信「方向對了，目標就

不遠! J 期盼經由教師不斷地提升評量專

業素養，讓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的效度能更

為提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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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怕也叫:山中心叭叭」 一一一、

(C) 07.' 發展以教科書或課本為中心的課程設計方法，並主張以學科專家的建議作為教

IC.3, 1.21 育的主要來源」這是哪一種取向的課程意識型態?

(A) 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 ) ( B )經驗主義( Empiricism ) 

買個

南聾科技大學中等教育學程「課程發展與設計 J 期中考試卷

(C) 精粹主義( Essentialism ) 

(D) 08. 杜威(J)認為需被學校教育人員認為互賴的課程要素，主扭扭下列何者?

E主亞
(D) 社會需求

E主自

(D) 社會行為( ( social behaviorists ) 

(C) 學習者興趣能力

(C) 09.' 社會行為主義」取向的課程設計，經常以何種課程為型式?

(A) 廣域課程 (B) 學科課程 (C) 核心課程 (D) 融合課程

(B) 教師專業能力(A) 學科內容知識

學號:

作答說明:

1.本試卷包括選擇題 25 題，論文題 3 題，並將答案寫在此張試卷及所附另一張 A4 紙(務必

記得寫姓名學號)。

2. 論文題僅註明回答之題號，請精簡篇幅 O 每題配分註明於題目之後。

3. 考試時間: 18:20-20:00 

姓名:系戶斤:

巴主I}J
(A) 10 下列關於泰勒 (R. Tyler) 課程設計模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A) 以教育哲學及學習心理學作為濾綱，篩選適宜的教育目標
)內。一、選擇題 50% '每題 2% '答案寫在試卷題目盟號前的(

(B) 泰勒模式為過程模式的代表

(C) 泰勒模式著重分析教學目標的歷程，並無完整課程設計結構

也1 ， 1.21 
(B) 潛在課程( hidden curriculum) 

(A) 01.學校應教、但卻沒有教的學習內容，是屬於下列哪一種課程結構?

(A) 懸缺課程 (null cu虹iculum)

(D) 藉分析學生、社會的需求來獲得永恆之教育目標

(D) 1 1.泰勒(R. Tyler) 目標模式中，目標擬訂之三項目標來源，主且起下列何者?

(D) 非正式課程( inforrnal curriculum ) 

(C) 02. 主張「課程是一種教育媒介，教師需透過教學將課程所蘊含之教育理念與知識

一
月1
4
一

-
1一
畫

-4EA-rHI-
-
可
山
一
至
一
口

一
'
，
1

一
鬥
叫
尸

目
μ程回木

三
三
日

\
、J
/

D /Jt\ 

(C) 顯著課程( explicit curriculum ) 

本質付諸實際教育行動 J '為何種課程觀點?

(A) 課程即經驗 (B) 課程即目標 (C) 課程即研究假設 IC.4,1.2 1 

(B) 學科專家的建議(A) 當代校外社會生活

(D) 教師專業能力

(D) 12 史北克 (M. Skilbeck) 的「情境分析模式」是一折衷模式，涵蓋下列哪兩種課

(C) 學習者本身也1 ， 1.21 
(B) 非正式課程 (informal c盯nc叫阻1)

(B) 03. 學校實施的清掃活動屬於下列何種課程?

(A) 正式課程( forrnalcurriculum ) 

(D) 潛在課程( hidden curriculum) (C) 懸缺課程( null curriculum ) 
程設言十的精品中?

(A) 目標模式與文化分析模式
巴互回(C) 04. 桑代克(F. L. Thorndike) 的學習遷移 (transfer of learning )屬於下列何種課程

(B) 文化分析模式與技能模式

(D) 目標模式與歷程模式(C) 歷程模式與文化分析模式1c.2 , 1.2 1 

(B) 課程行動研究

研究類型?

(A) 課程基礎研究
(C) l3.羅通 (Lawton) 的「文化分析模式」主張重要而有價值的知識，並主扭扭下列

巴主旦
何者?

(A) 豐富學生生活及有助生活之愉快經驗

(D) 課程科學研究(C) 課程應用研究

(B) 協助學生了解世界，並有效參與世界的知識

(B) 05. 目前課程學者提出的「課程模式 J (curriculum model) 大多屬於何種模式?

巴2，1.2 1

CC) 有助於學生培養知識之偉大古典著作

(D) 有助於學生發展成為良好成員的知識、態度及價值觀念

(D) 符號模式

(D) 整合性任務

(C) 表格模式

(C) 行動|生任務

(B) 圈繪模式

(B) 應用性任務

(D) 06. 課程理論主且主下列何種任務?

(A) 知識性任務

(A) 文字敘述模式

(D) 14. 請問教育部 97 年 5 月發布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規定

區主自
有關學生在校作息及各項非學習節數之活動，學校如何安排?

(A) 沒有明確規定 (B) 由學校依教育部之規定自行安排

2011 圖8

(D) 由學校依地方政府之規定自行安排

教育研究月刊

(C) 由學校自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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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個

南臺科技大學中等教育學程「課程發展與設計」期中考試卷

系所: 姓名: 學號:

作答說明:

1.本試卷包括選擇題 25 題?論文題 3 題，並將答案寫在此張試卷及所附另一張 A4 紙(務必

記得寫姓名學號)。

2. 論文題僅註明回答之題號，請精簡篇幅。每題配分註明於題目之後。

3. 考試時間: 18:20-20:00 

一、選擇題 50% '每題 2% '答案寫在試卷題目題號前的( )內。

(A) 01.學校應教、但卻沒有教的學習內容，是屬於下列哪一種課程結構? IC.l ，1.司
(A) 懸缺課程( null curriculum ) (B) 潛在課程( hidden curriculum ) 

(C) 顯著課程( explicit curriculum) (D) 非正式課程( inforrnal curriculum ) 

(C) 02. 主張「課程是一種教育媒介，教師需透過教學將課程所蘊含之教育理念與知識

本質付諸實際教育行動 J '為何種課程觀點?

(A) 課程即經驗 (B) 課程即目標 (C) 課程即研究假設

已1 ， 1.21 
(D) 課程即計畫

(B) 03. 學校實施的清掃活動屬於下列何種課程? IC.l ，1.司
(A) 正式課程( forrnalcurriculum ) (B) 非正式課程( inforrnal curriculum) 

(C) 懸缺課程( null curriculum ) (D) 潛在課程( hidden curriculum) 

(C) 04. 桑代克(F. L. Thorndike) 的學習遷移情ansfer of learning )屬於下列何種課程

研究類型? IC.2，可
(A) 課程基礎研究 (B) 課程行動研究

J區(C) 課程應用研h (D) 課程科學研究

(B) 05. 目前課程學者提出的「課程模式 J (c旺riculum model) 大多屬於何種模式?

IC.2,1.2 1 

(A) 文字敘述模式 (B) 圖繪模式 (C) 表格模式 (D) 符號模式

(D) 06 課程理論主且全下列何種任務?

(A) 知識性任務 (B) 應用性任務 (C) 行動性任務 (D) 整合性任務

教育研究月刊 2011.8 

(C) 07.' 發展以教科書或課本為中心的課程設計方法，並主張以學科專家的建議作為教

1C. 3 , 1.21 育的主要來源」這是哪~種取向的課程意識型態?

(A) 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 ) ( B )經驗主義( Empiricism ) 

CC) 精粹主義( Essentialism ) (D) 社會行為“ social behaviorists ) 

(D) 08. 杜威(J)認為需被學校教育人員認為互賴的課程要素，平拉起下列何者?

(A) 學科內容知識 (B) 教師專業能力 (C) 學習者興趣能力

(C) 09.' 社會行為主義」取向的課程設計，經常以何種課程羊毛型式?

(A) 廣域課程 (B) 學科課程 (C) 核心課程 (D) 融合課程

(A) 10 下列關於泰勒 (R. Tyler) 課程設計模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A) 以教育哲學及學習心理學作為濾網，篩選適宜的教育目標

(B) 泰勒模式為過程模式的代表

(C) 泰勒模式著重分析教學目標的歷程，並無完整課程設計結構

(D) 藉分析學生、社會的需求來獲得永恆之教育目標

IC.3, 1.21 
(D) 社會需求

ITT2J 

IC.4, l.21 

(D) 1 1.泰勒(R. Tyler) 目標模式中，目標擬訂之三項目標來源，丕詛詛下列何者?

(A) 當代校外社會生活 (B) 學科專家的建議
IC.4, 1.21 

(C) 學習者本身 (D) 教師專業能力

(D) 12. 史北克 (M. Skilbeck) 的「情境分析模式」是一折衷模式，涵蓋下列哪兩種課

F主豆
程設計的精神?

(A) 目標模式與文化分析模式 (B) 文化分析模式與技能模式

(C) 歷程模式與文化分析模式 (D) 目標模式與歷程模式

(C) 13. 羅通 (Lawton) 的「文化分析模式」主張重要而有價值的知識，並主詛起F列

巴4， 1.21 
何者?

(A) 豐富學生生活及有助生活之愉快經驗

(B) 協助學生了解世界，並有效參與世界的知識

(C) 有助於學生培養知識之偉大古典著作

(D) 有助於學生發展成為良好成員的知識、態度及價值觀念

(D) 14. 請問教育部 97 年 5 月發布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規定

1C. 5 , 1.2 1 

有關學生在校作息及各項非學習節數之活動，學校如何安排?

( A) 沒有明確規定 (B) 由學校依教育部之規定自行安排

(C) 由學校自行安排 (D) 由學校依地方政府之規定自行安排

教育研究月刊 2011.8 



明)曬權觀臨矗單單草矗晶

(C) 15. 依據教育部 9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下列哪一項「列在」學習

總、節數內? IC.5,1.21 

(A) 導師時間 (B) 午休 (C) 自我學習 (D) 清掃

(C) 16. 依據教育部 9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何種情況之自編自選教材

應送「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也5 ， 1.21 

(A) 全年級或全校使用 (B) 全學期使用 (C) 前兩者兼具 (D) 全班使用

(B) 17. 下列何種敘述丕矗拉「課程即目標」之特色? IC.5, 1.21 

(A) 學習階段一開始，學生需先接受事前測驗以確定起點行為

(B) 課程設計者可選取各學科精粹做為學習內容

(C) 課程有其學習的先後順序或階層性

(D) 學校教師必須針對每位或每群學生，清楚列出學生需完成的工作單元

(B) 18. 依據 Short (1991 )對不同課程研究方法所處理的問題觀點，若課程問題為「是

否應改變我們的課程綱要叭，屬於何種研究方法? IC.2, 2.31 

(A) 評鑑 (B) 慎思的 (C) 分析的 (D) 整合的

(C) 19.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方案希望透過下列何種課程發展來鼓勵教師教學創新及課程

設計?

(A) 教師本位 (B) 學生本位 (C) 學校本位 (D) 學科本位

(A) 20.' 英國夏山學校」的課程設計屬性，應為下列何種課程意識形態?

(A) 經驗主義取向 (B) 科技主義取向

(C) 行為主義取向 (D) 精粹主義取向

1c.2, 2.51 

也主豆

(D) 21.巴比特(F. Bobbitt) 提倡的「活動分析法 J (activ句 analysis procedure) 丕起單

下列何種步驟? 區三百
(A) 安排教學 (B) 人類經驗分析 (C) 特殊活動分析 (D) 選擇課程目標

(A) 22. 學科課程目標表達有不同的層次，若目標設定為「學生能使用科學的傳統語

言、工具與操作」則為何種層次目標? E互詛
(A) 學校課程方案層次目標 (B) 系統層次目標

(C) 教學層次目標 (D) 科目課程層次目標

(D) 23. 請問教育部 92 年 I 月、 97 年 5 月發布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

綱} ，何種學習領域由三個學習階段轉變為四個學習階段? 巴5 ， 2.6J
(A) 數學學習領域 (B)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C)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D) 語文學習領域

教育研究月刊 2011β 



(C) 24. 教育部 97 年 5 月發布修訂的《圈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新增「海洋教

已三E

(D) 潛在課程轉變為懸缺課程(C) 懸缺課程轉變為正式課程

(C) 25. 請問教育部 97 年 5 月發布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卜規定

!C5 , 3.2! 圈中三年級數學學習毛頁域的上限為幾節?

(A) 3.0 (B) 4.0 (C) 4.5 (D) 5.0 

二、論文題 50% '答案寫在下面空白處及另一張 A4 紙，不用抄題，僅標題號序。

(一)請闡述教育部民國 97 年 5 月發布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蘊

含「課程即計畫」、「課程即目標」的課程意涵，並舉例說明之? (配分羊毛 15 分，

評分標準是闡述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課程即計畫」、「課程即目標」的課程意涵

!Cl , 4.1! 及舉例適切等四項，每項占分 3 分，答案組織清晰占分 3 分。)

(二)請從教育部民國 97 年 5 月發布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卜來評析

此修訂課程綱要較偏向那個主義的課程設計意識型態? (配分為 15 分，評分標準

是九年一貫課程課綱之課程設計意識型態、偏向主義重點及評析說明各佔 5 分。)

!C3 , 5.2! 

(三)請您擔任某國中教務主任，您會依據學校的情境因素採取哪種課程設計模式?

(配分為 20 分，請假定服務學校的情境因素，再提出課程設計模式，評分標準是

E主百學校的情境因素、課程設計模式說明各 5 分，兩者呼應關係 10 分。)

個|體觀鱷鸝

育議題」。下列哪一敘述說明此議題在各類課程的轉變現象?

(A) 外顯課程轉變為懸缺課程 (B) 正式課程轉變為非正式課程

(C) 15. 依據教育部 9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下列哪一項「列在」學習

巴FE總節數內?

(A) 導師時間 (D) ~青于帝(C) 自我學習(B) 午休

(C) 16. 依據教育部 9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何種情況之自編自選教材

匠人EE
(D) 全班使用

應送「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A) 全年級或全校使用 (B) 全學期使用

!C5,1.2! 

(C) 前兩者兼具

(B) 17. 下列何種敘述平矗拉「課程即目標」之特色?

(A) 學習階段一開始，學生需先接受事前測驗以確定起點行為

(B) 課程設計者可選取各學科精粹做為學習內容

(C) 課程有其學習的先後順序或階層性

(D) 學校教師必須針對每位或每群學生，清楚列出學生需完成的工作單元

(B) 18. 依據 Short (1991) 對不同課程研究方法所處理的問題觀點，若課程問題為「是

!C.2, 2.3! 否應改變我們的課程綱要? J 屬於何種研究方法?

(A) 評鑑 (B) 慎思的 (C) 分析的 (D) 整合的

(C) 19.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方案希望透過下列何種課程發展來鼓勵教師教學創新及課程

!C.2，立設計?

(A) 教師本位

E歪扭

(D) 學科本位

(A) 20. í 英國夏山學校」的課程設計屬性，應為下列何種課程意識形態?

(A) 經驗主義取向 (B) 科技主義取向

(C) 學校本位(B) 學生本位

(D) 精粹主義取向(C) 行為主義取向

(D) 21.巴比特 (F. Bobbitt) 提倡的「活動分析法 J (activity analysis procedure) 丕起草
一
『
三

-
J一
標

-
3一
目

F

程自
木擇選

D 
下列何種步驟?

(A) 安排教學 (B) 人類經驗分析 (C) 特殊活動分析

(A) 22. 學科課程目標表達有不同的層次，若目標設定為「學生能使用科學的傳統語

巴區百言、工具與操作」則為何種層次目標?

(A) 學校課程方案層次目標 (B) 系統層次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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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科目課程層次目標(C) 教學層次目標

(D) 23. 請問教育部 92 年 1 月、 97 年 5 月發布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

也三三面綱þ ，何種學習領域由三個學習階段轉變為四個學習階段?

(A) 數學學習領域 (B)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D) 語文學習領域(C)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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