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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化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之多元評量機制的概念分析  

    傳統教學方式中，對於學生能力之測量大多以「紙筆」為測驗依歸。而「多元評量機制」理念則是

針對學生擬定適切的多元化評量，除了舊有的模式外，亦擴大了不同評比，讓學生透過這些方式得以適

性發展。其中，多元評量的方式相當豐富，除了紙筆測驗外，亦包括了實作評量、檔案評量、口語評量

等。另外，評量過程也並非只有單一方向，包涵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安置性評量、真實性評量、

診斷性評量等。以下分析之：  

 

多元評量方式 

●紙筆測驗：即一般的筆試。  

●實作評量：即透過實作、表演等，以非紙筆方式所呈現之評量。  

●檔案評量：即讓學生製作特定主題的學習檔案，展現學習歷程。  

●口語評量：即透過演講、辯論、報告等方式呈現之。  

 

多元評量過程 

●總結性評量：即教學結束後進行的評量。一般的月考、期考皆可屬之。  

●形成性評量：即在教學過程中，透過不同的評量工具來進行，包括問答、晤談等。  

●安置性評量：即先行了解學生已達的學習程度，進而提供適切幫助。測量可包括問答、學習單等。  

●真實性評量：即透過真實情境呈現學生反應來作為評比依據。  

●診斷性測量：即透過測量學生各類狀態，以了解學生面臨的困難，進而給予補救教學。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多元評量機制的評量過程中，讓學生的學習不再僅止於單一的時間點作呈

現。同時，測量方式也跳出了「教室」的框架，有更多情境讓學生在多元方式下適切學習。以下針對該

評量之特質進行整合。  

   

多元評量特質 

●教學多元化發展：即除了透過傳統「紙筆測驗」外，亦加入了學生實質的實作練習，又或口語方式呈  

 現的報告、演說等作為教學面向。  

●評量多元呈現：即不再以教室作為唯一的評量環境。帶領學生走出戶外學習，進而培養人際互動。  

●時間點多元：即兼顧到學生每一階段的成果表現，不再只侷限於單一時間點作為評比依據。如此，讓 

 學生在不同時期都能多元發展、適性成長。                                 

                                              

                                                 （採訪/傳播學系 楊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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