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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評估

6 . 1 評 估 的 目 的

評 估 可 作 各 種 不 同 的 用 途 ， 例 如 檢 討 教 學 成 效、 鑑 定 學 生 是

否 在 學 習 上 有 困 難 、 甄 別 學 生、 學 位 安 排 等。 在 數 學 科 課 程 綱 要

中， 評 估 被 視 為 教 學 和 學 習 周 期 中 一 個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這 是 一

項 資 料 蒐 集 工 作 ， 以 找 出 學 生 在 達 成 既 定 學 習 重 點 所 取 得 的 成

績 ， 從 而 改 善 教 與 學 的 過 程 。

評 估 所 得 的 資 料 應 協 助

1 .教 師

l  了 解 學 生 的 進 度 ；

l  鑑 定 學 生 的 強 項 和 在 學 習 上 需 要 改 善 的 地 方 ；

l  尋 求 協 助 學 生 的 方 法 ； 以 及

l  策 劃 教 案 。

 2 .學 生

l  了 解 自 己 的 進 度 ；

l  鑑 定 學 習 上 需 要 改 善 的 地 方 及 找 出 改 善 學 習 的 途 徑 。

 

 有 關 的 學 習 目 標 和 學 習 重 點 說 明 學 生 在 課 程 內 容 方 面 需 要 學

習 的 範 圍 和 深 度。 因 此， 教 師 亦 應 根 據 這 些 學 習 目 標 和 學 習 重 點

來 進 行 評 估 及 判 斷 學 生 在 這 些 目 標 和 重 點 上 的 表 現 。

 6 . 2 評 估 的 策 略

 學 生 學 習 表 現 的 複 雜 性 不 能 從 單 一 分 數 或 單 一 種 評 估 活 動 所

能 量 度 或 反 映。 教 師 應 透 過 不 同 模 式 的 評 估 活 動，收集學 習 成 果

顯 證 從 而 反 映 學 生 在 數 學 上 的 學 習 成 果。 然 而， 評 估 可 令 學 生 感

到 憂 慮 和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壓 力， 失 去 自 信 心 和 興 趣， 而 在 極 端 的 情

況 下， 甚 至 令 學 生 拒 絕 學 習。 過 多 的 評 估 更 會 增 加 教 師 不 必 要 的

工 作 量。 為 減 少 這 些 負 面 影 響 及 因 應 個 別 學 校 的 文 化、 教 師 的 經

驗、 學 生 的 需 要 和 興 趣， 學 校 需 要 設 計 一 套 合 適 的 評 估 及 報 告 政

策。 根 據 這 校 本 評 估 政 策， 教 師 必 須 在 教 學 計 畫 如 教 學 進 度 表 中

加 入 各 種 規 劃 得 宜 的 評 估 活 動 ， 及 設 計 恰 當 的 記 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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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設 計 評 估 時

l  須 包 括 多 元 化 的 活 動 如 課 業 或 練 習，務 求 涵 蓋 所 訂 定 的 一
系 列 學 習 重 點 ； 及

l  須 讓 不 同 能 力 的 學 生 也 有 機 會 展 示 他 們 在 各 方 面 的 表 現
能 力 ， 包 括 高 階 思 維 能 力 。

 評 估 活 動 可 包 括 下 列 各 種 ：

l  堂 上 討 論 及 口 頭 報 告 ；

l  觀 察 學 生 堂 上 的 學 習 表 現 ；

l  堂 課 作 業 及 家 課 ；

l  專 題 設 計 ， 例 如 ： 設 計 模 型 、 進 行 統 計 調 查 等 ；

l  課 堂 小 測 驗 ；

l  測 驗 和 考 試 ； 及

l  數 學 學 會 、 數 學 週 等 課 外 活 動 。

評 估 活 動 可 以 小 組 或 個 人 、 正 規 或 非 正 規 的 形 式 進 行 ； 同 時

可 由 教 師 主 導， 或 讓 學 生 提 供 意 見。 有 些 學 習 重 點 特 別 和 情 感 有

關 的 是 很 難 以 正 規 途 徑 評 估 的，教 師 應 嘗 試 從 多 種 非 正 規 途 徑 ，

如 口 頭 回 應 去 提 供 回 饋 予 學 生 。

評 估 活 動 可 以 進 展 性 或 總 結 性 進 行 。 進 展 性 評 估 是 指 教 師 持

續 對 學 生 的 進 度 進 行 檢 討，其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找 出 學 生 在 學 習 上 的

強 項 和 弱 點。 總 結 性 評 估 是 指 教 師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例 如 在 一 個 學

期 、 學 年 或 學 習 階 段 終 結 時 ， 對 學 生 的 整 體 進 度 進 行 評 估 。 總 結

性 評 估 旨 在 全 面 而 扼 要 地 說 明 學 生 的 學 習 表 現 和 進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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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評 估 的 回 饋

評 估 活 動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應 視 為 改 善 學 生 的 學 習 及 調 整 教 師 教

學 的 策 略 和 進 度 的 重 要 回 饋。 在 課 堂 上 或 當 教 師 派 回 習 作 時，學

生 可 即 時 從 進 展 性 評 估 中 得 到 口 頭 或 書 面 的 回 饋。 從 而， 學 生 可

在 學 習 新 知 識 前， 立 即 糾 正 錯 誤 的 觀 念 及 努 力 改 善 弱 項。 總 結 性

評 估 的 回 饋 則 可 提 供 資 料 用 作 規 劃 隨 後 階 段 的 學 習 。

教 師 可 利 用 從 進 展 性 評 估 的 資 料 作 修 訂 教 學 策 略 之 用 ， 並 決

定 應 否 在 以 後 的 日 常 教 學 中 加 入 進 一 步 鞏 固 數 學 知 識 和 技 能 的

活 動， 抑 或 教 授 增 潤 項 目。 總 結 性 評 估 所 得 的 資 料 可 作 為 規 劃 以

後 的 教 學 計 畫， 學 習 單 位 的 範 圍 和 深 度 之 基 礎。 這 些 資 料 對 學 校

調 整 校 本 課 程 目 標 和 策 略 亦 十 分 重 要 。

為 了 能 使 學 生 在 學 校 及 家 庭 的 學 習 同 步 ， 家 長 和 教 師 之 間 須

要 一 個 有 效 和 有 效 率 的 溝 通 途 徑。有 研 究 指 出 家 長 認 為 背 誦 和 多

練 習 對 數 學 學 習 十 分 重 要，這 種 思 想 會 給 學 生 帶 來 一 些 正 面 和 負

面 的 影 響， 包 括 過 於 強 調 操 練 對 改 善 學 習 的 重 要 性。 各 種 家 庭 與

學 校 的 活 動 和 學 生 的 正 式 成 績 報 告 均 為 學 校 與 家 庭 的 溝 通 渠

道。 通 過 這 些 渠 道 及 根 據 評 估 活 動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學 校 可 向 家 長

提 供 有 關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及 如 何 改 善 學 生 學 習 的 方 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