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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作評量的編製步驟及實例

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教授李坤崇

參酌李坤崇( 1999 ' 2006) 、余民

寧( 1997) 、陳英豪與吳裕益 (1991)

Airasian ( 1996 )、 Linn與Gronlund

( 1995 )、 Linn與Miller (2005) 以及

Stiggins ( 1987 )對編製實作評量步驟之

論述，以及發展實作評量實例的經驗，提

出實作評量的編製歷程，包括呼應評暈目

的採取實作評量、確定實作評量的實作目

標、研擬重要的實作層面及可觀察的實作

指標、規劃評量規準、程序及計分、設計

實作表以及製作使用說明與評量準則等六

大步驟，茲分別說明之。

壹、呼應評暈目的採取實作評

量

教學評量前，必須依據教學目標與教

表1 各種評量方式之重點與形式

評量方式 評量重點

材內涵來決定評量目的，再依據評量目的

來選取評量方式。各級學校較常用的評量

方式，包括紙筆測驗、實作評量、檔案評

量及口語言平量等。各種評量方式之重點與

形式，詳見表1 。

教師應檢視評量目的來選取最佳的

評量方式，而不應不管評量目的，逕行決

定評量方式。例如，實例 1 r 勤洗手保健

康'""'-''""'-'洗手檢核表」乃源自教師擬評量達

成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能力指標 r 2-1-1經常

保持個人的整潔，並維護班級與學校共同

的秩序與整潔」之部分內涵。教師應先檢

視2-1-1能力指標以紙筆測驗、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或口語評量較佳?由此能力指標

的動詞「經常保持」、「維護」屬性，乃

評量行為技能表現。

常見形式

紙筆測驗事實知識、概念知識、程序知識及後設筆試
認知知識

實作言平量行為技能表現、態度情意表現

檔案評量規晝。、組織、統整及省思能力

口語言平量語言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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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實作、作業、鑑賞、實踐

資料蒐集整理、書面報告

口試、口頭報告、唔談

又如，實例2 r 營帳(屋式帳〉搭拆

檢核表」包括搭設、拆收及小組學習態度

三部分，乃源自教師評量達成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能力指標 r 4-4-3具備野外生活技

能，提升野外生存能力，並與環境作合宜

的互動 J '此能力指標動詞「具備......技

能」、「提升......能力 J '乃在評量行為

技能表現。

由此可見，實例1 、 2均以實作評量檢

核行為技能較為適切。

貳、確定實作評量的實作目標

LinnWGronlund ( 1995 )、 Linn與

Mi l1er (2005) 均提出發展實作評量作業

重點的六項建議，包括:

一、重點置於需要複雜認知技巧與學

生表現的學習結果;

二、選擇或發展能代表重要學習結果

之內容與技巧作業;

三、將平擾評量目的與提高實作作

業困難度的技能減到最低，例如，欲評量

數學溝通技巧與結果的能力，則應降低題

目指導語難度，避免閱讀能力影響評量結

果;

四、提供學生必要的鷹架以便理解作

業與期待，以及注意完成作業所需的先備

知識與技巧，方能提供富挑戰性的實作作

業;

五、研擬具體明確的作業指導語，讓

學生清晰了解如何實作;

六、清晰說明實作所期望的表現方式

或內涵，並告知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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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n與Gronlund ( 1995 )、 Linn與

Miller (2005) 建議從下列三向度來確定

實作評量行為技能或態度情意表現:

一、重要的學習內容和技能;

二、行為表現的性質:評量重點著重

於「歷程」、「成果 J '或兩者兼顧;

三、判斷的規準( criteria) 和標準

( standard ) :明確列出行為表現的重要層

面和各層面表現的評分標準'其中，前者

乃將重要的學習內容和技能更具體化為可

觀察的行為，後者乃訂定表現優異的、普

通的或不佳的程度標準。

呼應Linn與Gronlund (1995) 、 Linn

與Mil1er (2005) 觀點，以下提出確定實

作評量的實作目標必須掌握的三大特性:

精簡可行、具體可言平、目標明確，並分別

加以敘述。

一、精簡可行

「精簡可行」乃評量重點不應貪多，

力求精簡，利於執行。一份實作評量表以

檢核一項行為技能或態度情意為原則，若

一項實作評量包括行為技能、態度情意，

則建議分成兩份實作評量表。

例如，實例1之2-1-1能力指標的評量

範圍包括個人整潔、班級與學校共同的秩

序、班級與學校共同的整潔等三大部分，

基於設計由簡而繁、由易而難及精簡可

行的原則，實例 l之研發僅選取「個人整

潔」部分。

實例2之4-4-3能力指標評量範圍含括

野外生活技能、野外生存能力及與環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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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三大部分，實例2僅選取與教學最直

接相關、核心關鍵的「搭拆帳」部分來評

量。營帳(屋式帳〉搭拆檢核表原本將

「營帳搭設」、「營帳拆收」、「小組學

習態度」混合在一起，且其中涉及行為、

情意領域，因此，建議檢核表依「營帳搭

設 J 、「營帳拆收」、「小組學習態度」

拆成三大部分，並予以區隔。

二、具體可評

實作言平暈目標必須具體可行，例如，

三、目標明確

由於實例 1 r 勤洗手保健康，...._，，...._，洗手

檢核表」乃結合教學與評量的設計，故學

習目標亦為評量目標。實例1確定實作評

量作業重點後，研擬呼應2-1-1能力指標、

實作主題、教學需要及社會情境需求的學

習(評量)目標，即:

(一)做出正確的洗手步驟;

(二)檢核洗手缺失，並立即改善;

(三)養成勤洗手、正確洗手的習

上述決定實例1評量2仆仆能力指標的「個 慣。

人整潔 J '範圍仍不夠具體。因個人整潔 實例2選取營帳種類後，研擬呼應

涉及認知、技能及情意等三大層面，回應

2-1-1能力指標「經常保持 J '評量只要表

焦於技能。然而，個人整潔的技能包括刷

牙、洗臉、如廁、洗手等，考量各種傳染

性的傳播，常源自於洗手不正確，在考量

能力指標及社會情境需求後，選取時下最

重要的技能: r 洗手」。然而，洗手涉及

洗手站立位置、時間、時機、步驟等，本

於教學需要及社會情境，進一步選取「洗

手步驟」做為檢核作業之重點。實例 l乃

設計「勤洗手保健康，...._，，...._，洗手檢核表」

實例2之搭拆帳必須先選擇適切的營

帳種類，再依活動性質及天候、地形、人

數的不同選擇適用的營帳，營帳大致分為

複式屋式、屋式帳、海潰帳、蒙古包等，

僅選取適用於童軍活動及短程登山的屋式

帳，來發展實作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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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能力指標、實作主題、教學需要及社

會情境需求的學習(評量)目標，即:

(一)能正確、迅速的搭設營帳;

(二〉能正確、迅速的拆收營帳;

(三)能與小組成員分工合作，達成

營帳搭拆。

參、研擬重要的實作層面及可

觀察的實作指標

茲從掌握實作層面或指標的特性及發

展可觀察的實作指標的原則等兩個向度加

以闡述。

一、掌握實作層面或指標的特性

綜合李坤崇 (2006 )、 Airasian

( 1996) 、 Linn與 Miller (2005) 

Popham ( 1995) 觀點，並融入與各級學校

教師共同研發實作評量實例的經驗，建議

發展實作評量的實作層面或實作指標(評

量項目) ，宜掌握下列特性:

(一)目標性:實作層面或指標應呼

應評暈目標，若偏離目標，不但可能出現

評量誤差，賦予偏差標籤，更會浪費師生

之時間。

(二)代表性:呈現最關鍵、最具

代表性的實作層面或指標。其中，最關鍵

係指實作指標應係實作層面的最核心、關

鍵者，通常係較高認知、技能或情意層次

的技巧或表現。最具代表性乃最足以彰顯

實作行為或態度者，以避免讓瑣碎的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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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發展出明確的評分規準，做為評量的

依據。例如，有些教師擬定「屋式帳搭

法」三步驟為:

1.清理地面異物，測定風向，確定架

帳位置，地布鋪平，關緊營門，營釘垂

直，固定四角;

2.先釘主繩營釘，豎立兩端營柱，撐

起帳遷，扣上主繩，利用調整片調整，扯

直屋脊;

3.先固定角繩，角繩儘量往外扯，營

牆才不會有皺紋。側繩輕扯，否則屋脊會

指標掩蓋具代表性的實作指標。例如，實 下彎、營牆會凸出。

例2之架設內帳層面之 r 3-6確實拉對主繩 上述三步驟的可評性，似乎比實例2

角度，營釘與地面成45度角下釘動作」

r 45度角下釘動作」、 r 3-7拉內帳角繩，

營釘與地面成45度下釘動作」乃相當關鍵

的實作指標。

(三)鑑別力:鑑別力乃實作指標應

能鑑別學生行為技能或態度情意的優劣，

若無鑑別力的實作指標僅會增加師生評

量負擔，除非是關鍵指標，否則應予以刪

除。例如，實例1之搓層面之 r 2-2雙手搓

揉，包括手心、手背、指縫間、指腹、虎

口、指甲等部位。肥皂、一般洗手液應搓

洗至起泡 J '乃相當具有鑑別力的實作指

標。

(四〉可評性:可評性主要含括觀察

化、量化。其中，觀察化乃教師擬定實作

指標應為可觀察的實作表現。亦即，教師

擬定實作指標時，應考慮是否可觀察，若

無法觀察，則應放棄此實作指標。量化乃

教師擬定實作指標時，應儘量予以量化，

之營帳(屋式帳)搭設含括六層面19指標

的內涵較弱。

(五〉意義性:呈現對學生有意義、

重要的描述，且能清楚的描述評量的實作

層面或指標，並應將與實作指標、預期目

的無關之作業表現或作品均予以排除。例

如，作業需要大量閱讀，可能增加作業難

度，而干擾評量表現。

(六)真實性:實作評量取材的實作

指標應儘量接近實際生活，並與其實生活

產生關聯，以真實或虛擬的實際生活問題

來評量學生。

(七)先備性:實作指標應提供學生

必要的鷹架，以便理解作業與期待。教師

擬定實作指標時，應釐清「學生完成此實

作指標，需要哪些先備知識與技巧」

(八)明確性:判斷是否具體、明確

的準則，係另一個非實作設計教師是否能

以實作設計教師的實作指標與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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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正確實施評分的關鍵，若係「是 J '則

表示實作表現標準與評分標準夠具體明

確。

(九)精簡性:設計實作評量要掌

握「意義性、具體性、實用性」之間的平

衡，教師常用的實作指標數量大約在10至

15項，實際應用時，教師可視評量內涵、

學生多寡、評量時間適切調整。

(十)公平性:教師擬定實作指標宜

顧及對各類學生表現的公平性，釐清「實

作指標對所有學生都公平的嗎? J 。實作

指標應顧及對不同家庭社經地位、族群、

地區、性別學生的公平性。

(十一〉可教性:若實作指標能力

與教學無關，則不適宜做為實作評量的

作業。教師擬定實作指標時，應釐清:

「學生實作指標能力的提升是否教學所

致? J 。

(十二)類推性:實作指標必須考量

類推性。教師應釐清: r 學生在實作指標

項目的表現，可類推到其他相似項目的程

度? J 。

(十三)可行性:實作評量通常比紙

筆測驗需要更多的情境、空間、經費、人

力的配合，若勉強實施，將引起對實作評

量方法的質疑。教師應釐清: r 實作指標

的可行性如何? J 

(十四)漸進性:確定實作指標的過

程是一個逐步改善的歷程，很少教師能在

一開始就擬定完善的實作指標，通常必須

逐步修改，才能滿足信度和效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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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可觀察的實作指標的原則

綜合李坤崇 (2006 )、 Airasian

( 1996) 觀點，以及與各級學校教師共同

研發實作評量實例的經驗，提出發展可觀

察的實作指標的原則如下:

(一)列出實作的重要層面:教師應

先列出實作的重要層面，再由重要層面發

展出可觀察的實作指標。例如，實例 1之

洗手檢核包括濕、搓、沖、捧及擦等五大

層面，實例2之營帳搭設含括選地、清點

器材、架設內帳、架設外帳、整理營帳及

收拾等六大層面。

(二)依據重要層面肇握四特質發

展實作指標:實作指標應從實作重要層面

中，選取具目標性、關鍵性、鑑別力、可

評性等四大特質的指標。

(三)實作指標數量力求精簡:良

好的實作指標必須力求精簡，且應限制數

量。依據多數教師經驗，一份實作評量的

實作指標數目最好在10到的項之間，然若

實作目標較為廣泛，則宜將整份實作評量

分為幾部分。例如，實例2將整個營帳搭

拆分成搭設、拆收及小組學習態度等三部

分，避免教師同時評量太多內涵，降低效

度。

(四)呈現採具體、條列、便利、

時間排序方式:具體乃指實作指標應避免

使用含糊不清的敘述方式，因為模糊字眼

易遮蓋實作指標之原意;尤應避免濫用副

詞，例如， r 好的」、「適當的」等副詞

應避免使用， r 適當組織」可寫成「起承

轉合明確 J ' r 正確地說話」可寫成「有

邏輯順序地表達想法」。條列係指實作指

標的呈現應採條列方式，精簡敘述，簡潔

扼要，不宜出現長篇大論。便利乃版面

安排及指標排列，須以利於評量者觀察、

判斷為準，不應為求節省篇幅而將版面濃

縮，亦不可以設計者方便來排序。時間排

序乃實作指標的排列應依據時間發生的先

後順序排列，方能讓評量者易於依序言平

量。

(五)集思廣益決定實作指標:團體

共同研議實作指標的成果，通常優於個人

擬定，藉由多元思維及腦力激盪的方式，

不僅省時省力，且將更為周延與易於實

施。

(六)設身處地模擬實作:實作指標

與排序完成後，設計者應設身處地模擬實

作此實作指標的歷程，覺察出實作可能的

問題，做為修改「實作指標與排列順序」

的重要依據。

(七)若有現成工具則無須重編:發

展實作評量工具前，宜先檢查是否已有符

合實作指標的評量工具，若有符合評量目

的者，宜直接引用，不需花時間重編。編

製實作評量工具，不須為自編而自編。

肆、規劃評量規準、程序及計

分

實作評量之計分可分為二元計分與

多元計分。其中，二分計分多用於行為技

能的對錯、是否、通過或不通過的檢核，

實作指標本身必須清楚列出二分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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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發展評量規準。多元計分多用於態度

情意的評量，評定多元的等級若無明確規

準'甚易造成主觀認知的誤差。為提高實

作評量的信度、效度，教師宜審慎規劃評

量規準。

一、規劃評量規準

言平分規準 (scoring rubrics) 乃一組

評鑑表現的準則( criteria) ，通常以等級

量表的形式呈現，每個等級皆有一組行為

表現的描述語，對不同的行為特質或層面

予以操作性定義。 Herman 、 Aschbacher與

Winters ( 1992 )認為，評分規準包含四

項:

(一)重要的行為特質或向度，用來

做為評斷行為表現的依據;

(二〉行為特質或向度的操作性定

義，用來闡述各個特質或向度的內涵;

(三)計分量尺( scales) ，用來評

斷表現行為;

(四)表現標準( standards) ，用來

溝通表現傑出、滿意、未發展等不同水準

的表現行為。

以實例2之「小組學習態度 J (如表

2) 為例來說明上述四項評分規準:

(一)重要向度為分工合作、團隊效

率，以及整組態度三向度。

(二)各級分均有各向度的操作性定

義，例如，分工合作之A級為「小組分工

合宜，且互助合作 J 'B級為「小組分工

或合作，其中一項較差」、 c級為「小組

分工與合作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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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小組學習態度評分規準

A B C 

1.分工合作小組分工合宜，且互助合小組分工或合作，其中一小組分工與合作均差

作 項較差

2.團隊效率迅速、有秩序、有效率的迅速、有效率的達成任達成任務不夠迅速、有效

達成任務 務，但秩序較差 率，且秩序較差。

3.整組態度小組相當用心學習，態度小組學習與態度普通 小組學習精神與態度均差

積極

(三)計分量尺分為A 、 B 、 C三級。

(四)表現標準乃A 、 B 、 c三級在各

向度的特徵，詳見表2 。

評分規準的建構大致可分為界定表現

準則 (performance criteria) 、設計評分

規準、及試用與修正三個階段。 Stiggins

( 1994) 提出建置評分規準的步驟包括:

(一)對實作層面或指標進行腦力

激盪，列出重要特質或要素:教師可以透

過文獻、專家、同僚或學生共同參與及討

論。

(二)針對已列出之特質或要素進行

分類:將特質或要素分為四至五個向度或

類別為原則，得視需要增滅之，但向度或

類別應涵蓋所有特質，且數量不宜過多;

若由師生共同研議，除可建立共通語言

外，更能促使學生對評分規準與成功標準

有更深入之了解。

(三)以簡單、清楚的語言界定各向

度:即給予各向度清晰的操作性定義。

(四〉分析實作、表現或成品:教

師可以針對學生的實作表現或成品，進行

特質分析，例如，將作品分為高、中、低

三個等級，再仔細分析各等級作品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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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歷程或成果) ;或對比表現優秀及不

佳的作品，並分析其差異。

(五)列出不同等級行為表現或特質

的描述語，並訂定評分規準:可根據步驟

四對比分析的結果，列出不同等級的描述

語，並編製整體式或分析式的評分規準。

(六〉試用、修訂與改進:規準均須

經過不斷的試用與修正，才會可行。

建立評分規準時，宜在「客觀與容

易的評分規準」與「複雜但真實的評分規

準 J 間審慎選擇。例如，以提升寫作興趣

為評量目標，若採觀察、唔談(複雜但真

實)方式來評分，可提高效度，卻可能降

低信度;若採學生寫作數量〈客觀與容

易)來評分，可提高信度，卻可能降低效

度。

二、擬定評量程序

通常教師自己實施評定評量結果不需

要擬定評量程序，然若係其他人員協助評

量，則應決定明確、流暢的評量程序。例

如，小組長初評應先選擇小組長，次檢核

小組長，再實施小組長講習，再次實施小

組長互評與檢討，最後才由小組長評量組

員，若無嚴謹程序，將降低評量的信度與

效度。

「評分」效度除包含評分規準能否

反映重要行為特質，以及評分者能否根據

評分規準精確、一致的進行評分，評分的

精確性與一致性，則有賴管控評分程序或

嚴謹的評分者訓練。管控評分程序應有標

準化的評分程序、各項評分等級的實例解

析。

Stiggins (1994) 提出評分者的訓練步

驟如下:

(一)訓練者事先準備已歷經嚴謹程

序計分的作品樣本數件，最好包含各層面

不同等級的作品。

(二)與受訓者討論評分規準，直至

受訓者完全了解評分規準的內容。

(三)由受習11者針對事先準備好的作

品樣本進行計分，此樣本係己歷經嚴謹程

序計分的作品，且分數已評定，但分數不

讓受訓者知道。

(四)核對受訓者的給分，並討論與

樣本評定分數差異的原因。

(五)由受訓者再針對另一份已評定

過之作品樣本計分。

(六〉核對給分差異，並討論差異原

因。

(七〉重複步驟，直至受訓者給分能

與樣本分數達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若為

五等級計分，則差異應在一分之內。

(八〉由訓練者與受訓者共同針對未

計過分的作品進行計分，討論結果及其差

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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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複步驟，直至所有受訓者

(評分者)闊的給分能達到高程度的一致

性。

(十〉受訓者(評分者)直接進行

評分，訓練者應不定期檢視評分者內與評

分者問給分的一致性，此可透過對相同作

品重複計分的方式來檢視一致性;若有必

要，亦應給予再訓練。

三、言十分(評定評量結果)

教師實施評量結果應突破分數概念，

打破一百分的迷思，應用更活潑、多元的

評分或打等級，打分數或評等級不宜打

得太嚴苛或沒彈性，以鼓勵表現較差之學

生，讓其感受甲上或一百分的喜悅。評量

除傳統的分數外，尚可採下列方式:

(一)努力分數:教師平常積極的鼓

勵學生努力、用心，然卻畏於評量結果配

合呈現頗為可惜，若教師能將努力分數納

入評量，一方面可強調學生學習歷程，鼓

勵學生更積極用心，另一方面則可增強學

習成果較差之學生，避免讓其一直處於能

力低下的能力分數中，以強化其信心。

(二〉期望分數:教師可先讓學生寫

出自己期望得到的分數，再對照此一分數

與學生平時表現，給予學生具鼓勵，[生意義

的適切分數。

(三)加評語的分數:教師若能於打

分數後，就學生努力或特殊狀況給予適當

的鼓勵與提示，將更具積極意義。

(四〉加符號的等級:教師為鼓勵學

生，可在一般等級旁，例如，甲上、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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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下、 A+ 、 B 一等符號旁邊加註符號，

像是甲上加星星、甲上加笑臉、甲上加好

棒。

表3乃兼顧能力、努力符號與評語之

評量標準，以符號 rA 、 B 、 c 、 D 、 EJ

表示「很好、不錯、加油、改進、補做

〈交) J '此評量標準可避免中小學只存

在對、錯二分的現象，鼓勵學生作答或交

作業，並給予學生更多增強。

伍、設計實作表

研擬重要的實作層面及可觀察的實作

指標，規劃言平量規準、程序及計分之後，

必須將上述內涵轉化成可以運用的實作

表，即設計實作表。實作表通常包括實作

表名稱、指導語、實作項目、分享、備註

或注意事項，以及評定結果、簽名與日期

六向度。

「實作表名稱」除應切合實作主題，

有創意但不流於花俏外，尚應視計分方式

予以區隔檢核表或評量表，若屬性多屬二

分計分者標為檢核表，多屬多元計分者標

表3 兼顧能力、努力符號與評語之評量標準

符號 主口買I 主口五口

為評量表。如實例 1之名稱為「勤洗手保

健康"-'"-'洗手檢核表 J '乃全都是二元計

分的實作指標，故用檢核表;實例2之名

稱為「營帳(屋式帳〉搭拆檢核表 J '其

中帳棚搭設、拆收乃為二元計分，小組學

習態度為多元言十分，大部分為二元計分，

故稱檢核表。

「指導語」應包括引導句、目的、

作法、評量結果方式、期程及用途等六部

分。其中， r 引導句」通常是指問候語或

引導評量的必要說明， r 目的」乃說明實

作表的目的， r 作法」乃實作程序或如何

評分， r 評量結果方式」乃告知受評者評

定檢核結果的標示方式， r 期程 J 乃準

備、實作或繳交的期程， r 用途 J 乃指實

作之後結果的用途。實例 1之指導語中，

「養成勤洗手的習慣，可預防腹瀉、呼吸

道傳染病及腸道寄生蟲等疾病」乃引導

句; r 為了解您洗手步驟的正確性」乃目

的; r 請您做一次洗手的動作」乃做一次

洗手動作的實際操作期程; r 作法」乃由

小組長檢核; r 用途」乃用以評定綜合活

代表意思

A 很好
答案完全正確、或完全符合評量項目之要求，而且比一般同學有創意、或

做得更好

B 不錯 答案完全正確、或完全符合評量項目之要求

C 加油 答案部分正確、或部分符合評量項目之要求

D 改善 答案內容完全錯誤、或完全不符合評量項目之要求

E 補做(交) 未作答或未交。

努力的程度

+ 進步 代表比以前用心或進步。 r + J 號愈多代表愈用心、進步
退步 代表比以前不用心或退步。 r_ J 號愈多代表愈不用心、愈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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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習領域成績，屬隱而未說的部分。上

述未述及之「評量結果方式 J '乃置於檢

核項目下面的備註之中。

實例2之指導語中， r 營帳〈屋式

帳)搭拆是露營必備的技能」乃引導句;

檢視各組在「營帳搭設」、「營帳拆收」

的正確性及「小組學習態度」乃目的;以

評量乃作法; r 教師將以組為單位，分

別檢視」乃分組檢視方式; r Ii'營帳搭

設』、『營帳拆收』採檢核正確↑生的方

式，檢核結果正確者打Ii''/.Il '修正後正

確者打Ii' O .ll '省略者打Ii' .6..11 '錯誤打

Ii' JC .Il ; Ii'小組學習態度』採評定等級的

方式，優者打Ii' A .Il '佳者打Ii' B .Il '待

改進者打Ii' C .Il J '上述則為「作法 J 與

「評量結果方式 J ; r 期程」乃營帳搭拆

的歷程; r 用途」乃用以評定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成績，屬隱而未說的部分。

「實作項目」乃實作層面與實作指

標，即實例 1之檢核項目及檢核重點;實

例2之營帳搭設、營帳拆收的檢核項目與

檢核重點，以及小組學習態度。

「分享 J 乃提供教師、學生、小組

長或家長陳述實作經驗、成想或心得的空

間，教師儘量引導陳述心得，亦可用此空

間予以學生鼓勵增強。

「備註或注意事項 J 乃實作表中較為

彈性的向度，可以補述其他向度的不足。

尤其是涉及實作安全者，應特別提醒學生

注意安全或其他注意事項，不僅可減少意

外，更可於發生意外時保護教師。

「評定結果、簽名與日期 J 中， r 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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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結果」乃評定檢核或評量結果之處，通

常直接置於實作指標之後。「簽名」乃參

與評量者之簽名處，可為教師評量、學生

自評、小組長評量或家長評量。「日期」

乃實作評量的日期，通常以言平量完成時間

為準。

陸、製作使用說明與評量準則

Linn與Miller (2005) 提出有效評定

實作評量等第的十項原則:

一、開始教學時向學生說明研擬評定

等第的程序。

二、向學生清楚表示課程的等第僅依

據其成就而定。

三、解釋要如何報告其他元素(如努

力、工作習性、個人與社會特徵〉

四、將評定等第的程序與既定的學習

成果相連結。

五、取得有效的證據做為評定等第的

基礎。

六、採取預防措施以防止測驗或評量

時的舞弊。

七、儘快交還並檢視所有測驗和評量

結果。

八、適當加權等第中包括的不同類型

成就。

九、不因障礙、努力不夠、或不良行

為降低成就等第。

十、力求公平，為避免偏誤，針對

處於邊緣分數者，應檢視證據，若仍有疑

慮，宜言平定較高的等第。

可見，製作學生說明書或手冊，是提

教育研究月刊 2012.02 • 



叫國噩噩E

高效度的有效作為。然而，教師製作實作

評量使用說明，提高使用效度，更是應有

的作為。

實例 1及實例2呈現完整的使用說明

與評量規準。實例 1包括達成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評量項目、評量方法、實施步

驟、檢核標準、計分方式、結果運用及

補充說明等10項。實例2含括達成能力指

標、學習目標、檢核項目、實施步驟、檢

核規準、言平等或計分方式及結果運用等七

項。各項內涵的重點已於前述，限於篇幅

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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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1

勤洗手保健康~~洗手檢核表

姓名: 班級: 總分:

小朋友:

養成勤洗手的習慣，可預防腹瀉、呼吸道傳染病及腸道寄生蟲等疾病。為了解您洗手步

驟的正確性，請您做一次洗手的動作，並由小組長檢核。

檢核項目 檢核重點 結果

濕 1.將手淋濕。若為乾式洗手，則可省去此步驟。

2-1.將手擦上肥皂、一般洗手液或合酒精洗手液。

2-2. 雙手搓揉，包括手心、手背、指縫間、指腹、虎口、指甲等部位。
搓

肥皂、一般洗手液應搓洗至起泡。

2-3. 至少搓洗20秒以上，

沖 3. 以清水沖洗雙手。

捧
4. 需以手捧水沖淋水龍頭。

若能使用戚應式手龍頭，則可省去此步驟。

5. 以擦手紙或乾淨毛巾將手擦乾。

擦 若用擦手紙再以此包著水龍頭予以關閉，用過即丟。

不要與他人共用毛巾或擦手紙。

備註:

1.檢核結果正確者打 r V'" J '錯誤者打 rXJ

2. 因用乾式洗手、戚應式手龍頭省略之步驟，於結果欄打 r 6J ;言十分時，視為正確。

分享:

小組長簽名: |教師簽名: |日期: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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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洗手保健康--洗手檢核表使用與檢核說明

設計者:李坤崇

一、達成能力指標

達成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r2↓1經常保持個人的整潔，並維護班級與學校共同的秩序

與整潔」

二、學習目標

(一〉做出正確的洗手步驟。

(二〉檢核洗手缺失，並立即改善。

(三)養成勤洗手、正確洗手的習慣。

三、評量項目

見檢核表。

四、評量方法

(一〉本評量於單元教學中實施，採個別施測方式。

(二)檢核分為五大步驟，細分為七項檢核項目，由小組長檢核之。

(三)各組學生依序做出檢核表的各個步驟，由小組長檢核。

(四)小組長由教師挑選能勝任者，於檢核前實施講習。

五、實施步驛

(一)教師針對小組長進行檢核與評量。

(二)對小組長實施檢核講習，說明檢核標準與注意事項。並由一名小組長操作其

他小組長檢核，核對檢核結果，檢討可能的差異原因。

(三)對小組長實施評量或檢核訓練，步驟如下:

1.告知評量或檢核目標與評量重點。

2.共同討論評量或檢核標準。

3.評量者對範本進行評量或檢核。

4.與評量者討論評量或檢核結果的差異與原因。

5.再分別就不同範本練習計分、比較評量或檢核結果並討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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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複練習直到評量者與教師評量或檢核結果幾乎一致。

六、檢核標準

(一)檢核者檢核時，若被檢核者在各項檢核項目正確者打 r ~ J '錯誤者打

rXJ 。

(二)因用乾式洗手、感應、式手龍頭省略之步驟，於結果欄打 r .6 J ;計分時，視

為正確。

七、言十分方式

(一)每項檢核項目正確者得10分，錯誤者計0分。

(二)基本分為30分。

八、結果運用

(一)提供教師進行補救教學或個別指導之參考。

(二)檢核表得分與紙筆測驗結果，共同作為學生在該能力指標或相關單元之成

績。

九、補充說明

(一)本檢核步驟參酌:

1.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之 r 2009年巧連智教學圖卡一一洗手五步驟 J 0 http:// 

www.cdc.gov.tw/ct.asp?xItem=22428&ctNode=1714&mp=1 

2.MyDoc的衛爾斯診所:正確洗手五步驟。 http://mydocclinic . blo gspot. 

com/2009105/5.html 

(二)本表宜搭配「洗手時機」教學:

1.接觸到自己或他人的眼、鼻、口之前

2.在處理食物與進食之前

3.在自己咳嗽、打噴噫、上洗手間之後

4.在外出或自公共場所回家之後

5.在接觸病人或幼童之前後

教育研究月刊 2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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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2
二、營帳拆收:打 r../ 、。、 A或XJ 符號

項目 檢核重點 結果
1.清理營帳 1-1 完成營帳內清空及清潔工作

營帳(屋式帳)搭拆檢核表 2-1 先關上內帳門拉鍊、放下外帳帳門

2-2 扶穩營柱

2.拆除營帳 2-3 鬆開外帳邊繩、拔除營釘
年班 號姓名: 小隊:

2-4 拔除內帳之側繩營釘後，將營柱朝同一側放下

2-5 正確拆收橫梁、營柱及營釘

3-1 擦拭整理內帳、外帳，並檢查是否有損壞狀況

各位同學:

營帳(屋式帳〉搭拆是露營必備的技能，教師將以組為單位，分別檢視各組在「營帳搭

設」、「營帳拆收」的正確性，以評量「小組學習態度」。

「營帳搭設」、「營帳拆收」採檢核正確性的方式，檢核結果正確者打 r ../ J '修正後 3-2 依正確步驟收折外帳(對折〉

正確者打 rO J '省略者打 r ,6 J '錯誤打 rX J 3-3 依正確步驟收折內帳( 1/3折)
「小組學習態度」採評定等級的方式，優者打，佳者打 rB J '待改進者打 rC J 3.整理器材 3-4 依照清單清點橫梁、營柱及營釘數量

一、營帳搭設:打 r../ 、。、 A或XJ 符號 3-5 檢查登記橫梁樑、營柱及營釘損壞狀況

項目 檢核重點 結果 3-6 確實擦拭營釘、營柱及上油保養(再次確認數量〉

3-7 將內、外帳、工具袋一起收入營帳袋

4.才倉視地面 2-1 檢視地面，並恢復四周環境

1.選地
1-1 選擇適當地點。

1-2 進行整地。

2-1 清點內帳、外帳與工具袋

一、小組學習態度;打 rA 、 B或C J 等級
項目 言平量重點 結果

2.清點器材
2-2 依照器材清單檢查工具袋中橫樑數目

2-3 依照器材清檢查工具袋中營柱的數目

2-4 依照器材清檢查工具袋中營釘的數目 1.分工合作 1-1 小組分工合宜，互助合作

3-1 先關上內帳的門
2.團隊效率 2-1 迅速、有秩序、有效率的達成任務

3-2 鋪平地布 3.整組態度 3-1 小組用心學習，態度積極

3-3 以地布釘垂直釘入地面，固定內帳四角 分享:

3-4 以地布釘垂直釘入地面，固定側邊營繩

3.架設內帳 3-5 正確組裝後，先穿橫樑、再撐起營柱

3-6 確實拉對主繩角度，營釘與地面成的度角下釘動作(有橫梁的帳

蓬，兔此步驟)

3-7 拉內帳角繩，營釘與地面成的度下釘動作

3-8 拉開內帳兩側的邊繩，將其方向與屋頂的傾斜成一直線(營牆〉

4-1 披上外帳，並將外帳兩端的套頭正確套入橫梁後，再將防雷帽套在

小組長簽名: |教師簽名: |日期: 年月 日4.架設外帳
營柱頭上

4-2 完成角繩和邊繩之營釘與地面成的度下釘動作(外帳搭法與內帳

同〉

5.整理營帳
5-1 調整營繩，使內帳、外帳不貼帳

5-2 完成捲營門、關紗窗紗門，使帳蓬內部通風之步驟

6收拾 6-1 將營帳外袋、工具及工具袋正確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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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帳(屋式帳)搭拆檢核表」使用與檢核說明

設計者:臺北市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林雅琪、溫春琳及徐秀媛教師

指導與修補者:李坤崇教授

一、達成能力指標

達成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r 4-4-3具備野外生活技能，提升野外生存能力，並與環境作

合宜的互動」

二、學習目標

(一〉能正確、迅速的搭設營帳。

(二)能正確、迅速的拆收營帳。

(三〉能與小組成員分工合作達成營帳搭拆。

三、檢核項目

分為「營帳搭設」、「營帳拆收」及「小組學習態度」等三部分，詳見檢核表。

四、實施步驟

(一)本評量於適當時機實施，採小組檢核方式。

(二)由整組實作，教師檢核。

五、檢核規準

(一〉營帳搭設、營帳拆收:採檢核正確性的方式，依據小組的實際表現來檢核，

檢核結果正確者打 r ~ J '修正後正確打 rO J '省略者打 r .6. J' 錯誤打

rXJ 。

(二)小組學習態度:採評定等級的方式，依據小組的實際表現來評量，優者打，

佳者打 rB J '待改進者打 rC J 。規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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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1.分工合作
小組分工合宜，且互助合小組分工或合作，其中一

小組分工與合作均差
作 項較差

2.團隊效率
迅速、有秩序、有效率的迅速、有效率的達成任達成任務不夠迅速、有效

達成任務 務，但秩序較差 率，且秩序較差。

小組相當用心學習，態度
小組學習與態度普通 小組學習精神與態度均差

積極
3整組態度

六、言平等或計分方式

(一)因檢核重點在改善行為，此檢核表仍以不呈現分數為原則。

(二)檢核結果，正確者打 r ~ J '修正後正確打 rO J '省略者打 r .6. J' 錯誤打

rXJ 。

(三)評量結果，優者打，佳者打 rB J '待改進者?丁 rC J

(四)檢核及言平量後，宜視需要於「分享」欄，輔以文字深入說明，並予小組適切

士曾5盒 。

(五)若欲計分，則檢核部分中每一項，評 r~J 得2分， rO J 得 1分 ， r X J 得0.5

分;評量部分，評 rA J 得2分 ， rB J 得1分， r C J 得0.5分。

(六)檢核表之基本分為28分。

七、結果運用

(一)提供教師進行補救教學或個別指導之參考。

(二)檢核表得分得做為學生在該能力指標或學期成績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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