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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享會的目標 :

• 初步認識 Rasch Model；
• 明白「教育測量」和「教育評估」兩者關係的重

 要性

• 能夠閱讀Rasch Model 圖表，了解學生的學習情
 況

• 能夠閱讀Rasch Model 圖表，找出幫助學生學習
 的切入點



為甚麼需要教育評量 ?



3A 班，3B班和3C 班同時進行有關乘法的
 測驗，題目如下 : 

Q. 1    12 ×
 

3 ＝
 Q. 2    18 ×

 
3 ＝

 Q. 3   112 ×
 

3＝
 Q. 4   115 ×

 
3＝

 Q. 5   195 ×
 

3＝
 Q. 6   117 ×

 
3 ＝

假設每位同學都能
 答對其中5題，那

 一班的成績較好? 
那一位同學表現較

 佳?



簡介：Rasch Model



全港性應用

• 全港系統性評估
 

(HKEAA - TSA)
• TIMSS and PISA
• Learning Achievement Measurement Kit 

(EDB - LAMK)
• 網上學生評估 (HKEAA)
• CADATS



• 為老師提供較準確的學生表現數據

• 測試等值 (Test Equating)
• 評估工具的表現數據

• 調節不同評卷員的評分差異

• 找出學生對課題的側近發展區

課室教學層面應用





http://www.winsteps.com/ministep.htm

MINISTEP



按題目的難度排列按學生的能力排列

能力較高的學生

能力稍遜的學生

題目難度較高

題目難度較低



看到甚麼 ?



評估工具的效度

• 內容效度 : 衡量工具是否足夠涵蓋主題

的程度 （Construct Validity）

‧構念效度:衡量工具實際衡量的是什麼?

（Content Validity）



評估工具的效度

學習重點 1  ․
學習重點 2 ․
學習重點 3 ․
學習重點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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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學課程統籌主任的職責說起

• 協助校長統籌全校課程發展

• 協助校長統籌評估政策的制訂及推行

• 統籌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與教學)

• 推廣專業交流

• 適量教學工作

(約相等於校內教師平均教擔的50%)



我們的信念



利用Rasch Model進行行動研習的流程

‧將教學內容細分不同的重點

‧利用前測檢視全級及全班學生在不同重點
 的能力

‧將前測的數據輸入Winsteps，利用Rasch 
Model進行分析

‧找尋全級及每班的學習難點

‧在共同備課中設計相關的教學策略以提升
 學生的學習效能

預備階段



利用Rasch Model進行行動研習的流程

‧在課堂中特別留意學生在前測時難點的學習

‧運用共同備課時為難點而設計的教學策略，加強
 學生的學習效能

‧在堂課及功課中檢視學生的學習情況(特別是前測
 時表現較差的重點），並即時作出跟進

‧以上三點聚焦的教學，因為教師有了前測的數據
 ，對學生在這課題中的能力有初步的了解，教師
 就能修正相關的教學概念或步驟，學生亦能對應
 自己較弱的重點加以鞏固

實施階段



利用Rasch Model進行行動研習的流程

‧完成該單元的教學後，即時進行後測以檢
 視學生的學習情況

‧將後測資料輸入Winsteps，利用Rasch 
Model進行分析

‧在共同備課中檢視學生的學習情況

‧尋找個別學生的學習難點加以輔導

‧在課室張貼Rasch Model分析表，讓學生了
 解自己的學習進情

檢討階段



課題：異分母分數加減

‧學生需要甚麼前置知識？

約分，擴分

假分數、帶分數互化

同分母分數加法

同分母分數減法

同分母分數加減混算

‧有甚麼前置的知識未完全掌握？

‧預測新內容中有甚麼難點？



前測的啟示

‧前測後的數據分析表

‧前測的題目

‧批改時的印象



學生未能掌握的題目

大部份學生已能掌握的題目

啟  
示





教學設計

‧參考不同的資料

‧設計聚焦的課堂教學





為不同班別提供數據



學生是否有改善
 

?



學習成效能否維持
 

?



慈幼葉漢千禧小學

如何連繫「評估」與「測量」 ?

6 - 3 - 2010       陳素雯老師、凌家豪老師



小一前置知識測試目的

家長

教師學生
提高學習的成效



應用 Rasch於校內評估

數據用途 (Winsteps軟件作分析)
• 協助教師掌握學生能力的強弱，掌握學

 生學習難點，及早識別，並介入合適的
 拔尖和保底的措施

• 了解評估卷所擬的題目是否配學生能力

• 了解評估卷是否過淺或過深

• 找出學生的近質發展區ZP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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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前置知識測試

a
b
c

a b

題目難度較高

題目難度較低 能力稍遜的學生

能力較高的學生

分析：
大部份學生對Q12a、b(辨別直線和

 曲線)表現一般，而Q13c(應用英文字

 母)感極難。



評估促進學習

校本課程

• 根據學生前置知識測試弱項，在校本課程加強相關的概念
 內容



• 能從圖表中得知班中學生能力差異的情況，以便跟進
及介入合適的拔尖和保底的措施。

照顧學生個別差異

• 透過數據分析，掌握了學生在不同單元的難點問題。

• 教師可於共同備課解決，針對難點製定教學策略，
 落實於課堂。

難點備課



分析：

07 17 20 38的這組學號學生，可以用

 Q11b、Q13b及Q4題來訓練他們和鞏固

 其基礎。然後，用13a題來作挑戰題及培

 訓，而13c則對他們來說則太難了！

a
b
c

近質發展區ZPD



學習能向高的學生需

 要照顧嗎 ?

如何照顧學生學習的差異 ?















學生答對了，老師高興嗎？



為甚麼再答會錯？

？

？ ？

？ ？

？ ？

1. 教師為甚麼會掌握學生的能力？

2. 教師如何利用焦點問題解決學
 生的學習難點？



如何透過評估促進學習

• 利用前置知識測試成績為學生分組

(強、中、弱)
- 為能力稍遜的學生提供支援

• 針對學生弱項，加強相關教學內容

• 以評估成績獨立跟進學生弱項



透過前置知識測試得到的數據借位減法 順數/倒數 多和少 直線和曲線



中期考 – 
跟進前置知識測試

 弱項

前置知識測試弱項

• 直線和曲線

• 借位減法

• 多和少

• 順數/倒數



中期考 - 弱項

中期考弱項
• 減法 (Q7)

• 加法(Q5,Q10,
Q23B,Q23C)

• 數單數(Q1)

• 統計圖 – 數量
 相等(Q41)



個別跟進學生問題

學生題目預期結果實際結果



個別跟進學生問題 – 期考

• 預期能答對的問題



總 結

• 前測數據能為老師提供學生表現數據，及早幫助
 老師了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 「教育測量」工具能夠補充「教育評估」的不足;

• 評估工具需要有效的設計和解讀方法；

• 閱讀Rasch Model 圖表能夠幫助老師了解學生的
 學習情況；

• 閱讀Rasch Model 圖表能夠為老師找出幫助學生
 學習的切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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