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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評量？ 

各位同學，您認為評量的定義是
什麼？ 

 



測驗與評量溯源 

 漢朝發展出非常複雜和精緻的步驟來選取
公職人員。惟漢代舉拔官員的「鄉舉里
選」，其權力實操諸地方官吏之手，成就
東漢末年以下所謂「門第」現象的產生。 

 

 魏晉時代雖然創設了所謂的「九品中正制
度」，但其用意仍與漢朝之鄉舉里選相差
不遠，而中正的九等表終不免以門第高下
為標準。 

 



測驗與評量溯源 
 隋唐時代的科舉制度為一套完整的取士制
度。 

 

 西方早在十三世紀大學畢業考試就開始使
用口試。  

 



測驗、測量與評量 
測驗（test）乃是為了測量一組行為樣本
的一種工具（instrument）、或有系統的
程序（systematic procedure）。 

測量（measurement）係獲致個體具有某
種特質程度之數字描述的過程。 

評量（evaluation）係蒐集、分析、與解
釋資訊，以決定學生達成教學目標之程度
的系統化過程。 



教學評量的目的 

 讓「教學者」知道學生學會了多少 

 告訴學生他們的已知與未知 

 告訴老師學生的「弱點」 

 引導學生設定實際且可達到的目標 

 協助學生察覺自己的進步、熱衷學習 

 協助「教學者」知道教學的效益 

 協助「教學者」規劃教學的範圍與內容 

目前普遍
的想法 

可以努力
的方向 



教學評量的功能 
瞭解學生潛能與學習成就，以判斷其努
力程度。 

瞭解學生學習的困難，做為補救教學及
個別輔導之依據。 

評估教師的教學成效，做為改進教材教
法之依據。 

獲悉學習進步情形，激發學生學習的動
機。 
 



教學評量的類型 
安置評量（placement evaluation） 
 
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 
 

診斷性評量（diagnostic evaluation） 
 

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evaluation） 
 

 

 



安置評量 
係指一個新生初到學校新環境， 
  要安置在適當班級中接受教學， 
  或一位教師到一個新的班級， 
  想瞭解這些學生對於新的課程 
  已有多少的相關知能而做的教 
  學前評量。 



形成性評量 
常以隨堂測驗、非正式考試或單元
測驗，測試學生對某些概念原則或
某個單元精通的程度，以便隨時發
現問題，提供給學生和教師校正及
回饋的機會。 

一方面避免學生困難的累積而降低
學習動機，一方面提供教師調整教
學方法與教學進度。 



診斷性評量 
在形成性評量過程中發現學生學習
困難，並診斷其學習困難的原因，
以便提供補救教學或個別化教學。 

 
 



總結性評量 

一個單元教學結束或幾章課程結束
或學期結束，為瞭解學生對教材內
容精通的程度，以及學生的行為表
現是否已經達成教學目標而進行的
教學評量。 
 



常模參照評量（norm-
referenced evaluation） 
 
效標參照評量（criterion-
referenced evaluation） 
          

 



 將評量結果獲得之個人分數拿
來與參照點做比較，即可看出
其分數在團體中的相對位置，
而判定其成績的相對優劣，此
種評量謂之常模參照評量。 
 



若教學目標訂得很明確，其終
點行為亦訂得很具體，並設定一
些標準；達到一定標準者代表學
習「精熟」，未達既定標準者代
表學習「未精熟」，此種評量謂
之效標參照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