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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簡報只供學術及教學參考之用，不能作任何商業用途。 



  

分享會內容： 

1. 過往評估的經驗 

2. 評估的定義 

3. 評估的目的 

4. 評估示例 

5. 課堂實踐示例 



 

  

以往評估的功用 
 編班 

 排列名次 
 校內資源分配 

 教師改進教學策略的手段 
 判斷學生進步或退步 

 學生是否需要接受輔導 

(林寶山，1998，p.130-131) 



 

  

以往評估的功用–缺失 

 導致教學以考試為本 

 學習時只關心-會不會考？ 

 學生喪失學習興趣、自信心 

(林寶山，1998，p. 131) 

 學生喪失學習興趣、自信心 



     

  

評估是通過觀察學生的表現、測驗、 
   考試等方式去收集學生知識、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等各方面的學習顯證。 
   (課程發展議會，2002，第五冊，p.2) 

用來搜集、分析和解釋有助於決定學 
   生達成教學目標之程度的系統過程。 
   (陳英豪/吳裕益，2001，p.4) 



     

  

因此，評估不只是給予一個分數，或 
   評定誰做得到，而是要反映學生的學 
   習過程與學習表現。 

評估的結果，可提供資料讓學生改進 
   學習，從而令學習更有果效。 
   (課程發展議會，2001，p.72) 



  

    
 

  

 

學生 教師 學校 

•了解自己的 
 長處和短處 

•有明確目標 

•按照回饋， 
 改善短處 

•診斷學習 

•給予回饋 

•改善教學， 
 促進學與教 
 的成效 

•紀錄學生的 
 成績 

•調配資源 



  

    
 

  

照顧學習差異 

• 個別學生於體育的能力，取向，需要， 
   興趣，及潛能有所不同 

• 調適評估以鼓勵及激勵學生學習 

( 課程發展議會，2002，p.58 ) 



  

    
 

  

要讓評估能促進學習， 
怎樣做呢？ 

  
 

  
 

 



  

    
 

  

 

在評估加入學習的
過程中，並給予適
當的回饋。 

要讓評估能促進學習， 
怎樣做呢？ 



  

    
 

  

學習 

回饋 

學生了解自己的強項及弱項 

學生的成就得到認同 

主動學習，改善不足 
更投入學習 

(課程發展議會，2001，p.73) 



  

    
 

  

回饋的形式回饋的形式回饋的形式回饋的形式    

口頭評語 書面評語 個別面談 

集體評講(全班) 給予分數/等第 佳作展評 

例：對課堂上學習表現
給予口頭評語 

例：批改作文給予評語 例：約見個別學生，
對其學習的表現態度
給予評價 

例：與全班討論及分析
大家未能掌握的錯別字 

例：批改試卷時給予分
數或等第 

例：陳列學生佳作於壁
報，共評共賞 

《教、學、評估與回饋小冊子》 



  

促進學習評估 

 事前有明確的學習目標。 

 學生應清楚了解評估內容。 

 評估時給予即時的回饋。 

有具體、清晰的學習目標。 

給予學生學習及努力的方向，發

揮自己應有的表現。 

指導學生怎樣確定正確的表現。 

(Ellen Weber，2002，頁196-197)  



  

    
 

  

評估方式 

由教師評估學生 

自評 

同儕互評 

(課程發展議會，2001，p.73) 



  

    
 

  

評估方式 
由教師評估學生 

•評核學生的技能 

•得出分數，印製成績表 



  

    
 

  

評估方式 
由教師評估學生 

缺點：學生只有一個分數。 

   未能充份反映每個階段的 
         表現。 

   表現好的地方被忽視。 

優點：處理方便、簡單，容易管理 



  

    
 

  

評估方式 
學生自評 

•培養學生自我反思能力 

•自我認同 / 肯定 



  

    
 

  

評估方式 
學生互評 

•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 

•加強學生溝通能力 

•提升學生與同學間協作 
  能力 

•教師可騰出更多空間照 
  顧能力較差的學生。 



 

   
 
 

   
 

 

是次評估分三個部份： 

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 

教師評核 



 

   
 
 

   
 

 

學生自評 

進行時間：10分鐘 

模式：學生反複練習，然後按自己的表現 
   在自評表裏作出評價。 

學生表現：表現較上課時認真。 

     反覆檢閱自己的學習重點。 



 

   
 
 

   
 

 

體育科田徑項目體育科田徑項目體育科田徑項目體育科田徑項目 
自我評估表自我評估表自我評估表自我評估表 

姓名：       (       )  班別：       評估日期： 
項目：跨欄 年級：六年級 範疇：欄間節奏技術(三步欄)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動作輕鬆有節奏 5 

    能以三步跨過繩 4 

    欄間三步保持速度，甚或提升速度。 3 

    跨過繩時，上身保持前傾 2 

    能以相同的擺動腿跨過兩組繩 1 

未能掌握 有時做到 經常做到 完全做到 

自 我 評 估 
 

評估準則 



 

   
 
 

   
 

 

同儕互評 

進行時間：15分鐘 

模式：兩人一組，一人反複進行練習，由  
   同伴從旁進行觀察，對學習重點作 
   出口頭評價，最後對觀察評價作出 
   總結，並填寫同儕評估表。 

整體學生表現：表現較上課時更認真。 

       會因應同伴的評價盡量作出改善。 



 

   
 
 

   
 

 

體育科田徑項目體育科田徑項目體育科田徑項目體育科田徑項目 
同儕評估表同儕評估表同儕評估表同儕評估表 

姓名：       (       )  班別：       評估日期： 
項目：跨欄 年級：六年級 範疇：欄間節奏技術(三步欄)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動作輕鬆有節奏 5 

    能以三步跨過繩 4 

    欄間三步保持速度，甚或提升速度。 3 

    跨過繩時，上身保持前傾 2 

    能以相同的擺動腿跨過兩組繩 1 

未能掌握 有時做到 經常做到 完全做到 

同 儕 評 估 
 

評估準則 



 

   
 
 

   
 

 

小結 

•學生對跨欄的欄間節奏有基本認識。 

•發展學生的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 
 力。 

•互評時，教師可從旁協助能力較差的 
 學生(照顧學習差異)。同組同學的協 
 可增加他們的成功感。 



 

   
 
 

   
 

 

教師評核 

進行時間：一教節 

模式：按照指定路線完成，。 



 

   
 
 

   
 

 

跨欄項目考核準則跨欄項目考核準則跨欄項目考核準則跨欄項目考核準則((((Rubics)))) 

 全程出現5次或
以上出現緊張
及步數紊亂的
情況 

全程出現3-4次
緊張及步數紊
亂的情況 

全程出現1-2次
緊張及步數紊
亂的情況 

全程動作表現輕
鬆及有節奏 

5 

 全程有5次或以
上未能以三步
跨過每組繩 

全程有3-4次未
能以三步跨過
每組繩 

全程有1-2次未
能以三步跨過
每組繩 

全程能以三步跨
過每組繩 4 

 全程有5次或以
上出現速度 
下降現象 

全程有3-4次未
能維持速度 

全程有1-2次未
能維持速度 

欄間的三步有保
持速度，甚或提
升速度 

3 

 全程有5次或以
上完全無明顯
前傾動作 

全程有3-4次上
身無明顯前傾
動作 

全程有1-2次上
身無明顯前傾
動作 

跨過每組繩時，
上身有明顯的前
傾動作 

2 

 以輪換擺動腿
的方式跨過每
組繩 

有3-4次未能以
相同的擺動腿
跨過每組繩 

有1-2次未能以
相同的擺動腿
跨過每組繩 

能以相同的擺動
腿跨過每組繩 1 

備註 未能掌握 
(1分) 

有時做到 
(2分) 

經常做到 
(3分) 

完全掌握 
(4分) 

 
評估 
重點 

(參考文獻： 謝錫金等人(2004)。《專題研習與評量》。) 



  

總結 

透過評估進行學習，學生更能： 

了解學習內容 

反思自己的學習 

培養學習的主動性，提高學習動機 

增強自信心 

投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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