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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有效教學關鍵行為（Borich）。

貳、評量方式的翻轉。

叁、社會學習領域評量實施原則。

肆、結論。



前言：進入教育職場後

教學思維的轉變

教什麼？

學科知識

怎麼教？

教學知識

教導如何學？

學習思維



壹、有效教學的關鍵行為

（Borich）



壹、有效教學的關鍵行為（Borich）
一、呈現清晰的授課。

二、多樣化教學策略與技巧。

三、運用專門知識，任務取向教學，達到教學

目標。

四、維持學習動機，引導學生投入學習過程。

五、實施評量，確保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一、呈現清晰的授課─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兼顧適性化及彈性調整

6-3-1 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

1.2014年九合一選舉。

2.評量思維翻轉。

6-3-1認識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評量思維翻轉.ppt


（一）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二）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或技能。高年級：聚落

1-2-5 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狀況。

1-3-5 說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及人口遷移的原因和

結果。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

（三）教學內容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它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

事象及其空間組織。臺灣的海岸。



二、多樣化教學策略與技巧─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一）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二）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三）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四）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五）澄清迷思概念、易錯誤類型，或引導價值觀。

地名命名。

（六）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七）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三、運用專業與有效教學技巧─

任務取向教學，達到教學目標。

（一）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法。

（二）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三）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順暢進行。

（四）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實施教學活動。

針對學習能力佳；澄清迷思概念、易錯誤類型。

台灣地名命名原則。



四、維持學習動機，引導學生投入學習

過程─教學與溝通技巧。
（一）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二）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三）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轉問、提問、覆誦。

（四）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五）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六）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修正日期：民國103年04月25日

第二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

評量，以協助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為目的，並具有下列

功能：

一、學生據以瞭解自我表現，並調整學習方法與態度。

二、教師據以調整教學與評量方式，並輔導學生適性學習。

三、學校據以調整課程計畫，並針對學生需求安排激勵方案或補

救教學。

四、家長據以瞭解學生學習表現，並與教師、學校共同督導學生

有效學習。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教育部據以進行學習品質管控，並

調整課程與教學政策。TASA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



第四條：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原則如下：

一、目標：應符合教育目的之正當性。

二、對象：應兼顧適性化及彈性調整。

三、時機：應兼顧平時及定期。

四、方法：應符合紙筆測驗使用頻率最小化。

五、結果解釋：應標準參照為主，常模參照為輔。

六、結果功能：應形成性及總結性功能並重；必要時

應兼顧診斷性及安置性功能。

七、結果呈現：應質性描述及客觀數據並重。

八、結果管理：應兼顧保密及尊重隱私。



五、實施評量，確保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一）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二）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三）根據學生評量結果，適時進行補救教學。

第三條：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學習領域及日常生活表現

，分別評量之；其評量範圍及內涵如下：

一、學習領域：其評量範圍包括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所定之七大學習領域及其所融入之重大議題；其內涵包括

能力指標、學生努力程度、進步情形，並應兼顧認知、情意、

技能及參與實踐等層面，且重視學習歷程與結果之分析。



第五條：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應依第三條規定，並視學生身

心發展及個別差異，採取下列適當之方式辦理：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

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問

卷、檢核表、評定量表等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性目標，

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

演、行為觀察等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彙整或組

織表單、測驗、表現評量等資料及相關紀錄，以製成檔案，展

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特殊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方式，由學校依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

規定，衡酌學生學習需求及優勢管道，彈性調整之。



評
量
原
則

1.緊扣教

學目標

2.呼應能

力指標

4.能力與努力。

5.給予成功經驗、鼓勵特殊事實。

6.質量並重、清楚具體。

7.教學的延續。

2.兼具歷程與結果。

3.多元但適切，尊重差異。

1.情意、技能與認知。



貳、評量方式的翻轉

一、教學策略多元，評量才能多元。

二、評量貫穿整個學習過程。

三、兼顧認知、情意、技能。

四、質性評量應建立評量基準與規準。





實作：下列四張圖片，可以如何修改題目？

題目：



主題軸內涵

4.人類透過地圖、數據、坐標等地理學的工具，來描述

和解釋空間與環境的特性。

1-1-1 辨識地點、位置、方向，並能製作或運用模型代

表實物。

1-2-4 測量距離、估算面積並使用符號繪製簡略平面地

圖。

1-3-4 利用地圖、數據、坐標和其它資訊，來描述和解

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四、質性評量應建立評

量基準與規準。



對教師而言
客觀評量，避免主觀的成見或既定印象。

能夠明確回應學生對於評分高低的疑問。

能夠節省教師在評估作業及提供回饋所需時間。

能夠幫助教師檢視並調整課程目標與教學行為。

對學生而言
知道成績的評量標準及各等級範圍，引導正確有效學習。

可藉此知道自己的優缺點，及未來應該朝何種方向改進。

可發展自我評估的能力，並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叁、社會學習領域

評量實施原則



社會學習領域評量原則與方式

一、與家長充分溝通與討論。

二、能活用課堂所學，在問題情境中解決

問題，著重在生活中的應用能力。



創作

評鑑

分析
Anderson, 
L.W.2001

記憶

了解

應用

六、紙筆評量應兼顧高層次認知領域



結論
一、思考芬蘭的教改理念：

教得少→學得越多；多元學習→學習成效高。

二、教學重點是「教了什麼」或學生真正「學了什麼」？

三、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

的學習。→觀念改變。

四、不斷學習、不斷嘗試、不斷創新、不斷進步；

沒有做不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