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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學科課堂運用Rasch Model數據提供教學回饋
陳子陽先生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黃秀萍老師、馬增強老師、謝添來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Rasch Model在診斷性評估方面的功用
  Rasch Model是一個能夠為老師提供個別學生表現數據的教育測量模型，它具備診斷性評
估(diagnostic assessment)的特質，可以幫助老師有系統地量化每位學生在評估卷內每道題目的
表現，好讓老師找出個別學生在評估卷內不同知識點的強與弱，從而在教學設計上作出調整，
給予每個學生適切的關顧，在課堂上更有效地照顧個別能力稍遜的學生(Galton & Bell, 2009)，
為他們擬訂一些個別學習輔導計畫。

前置知識對課程設計的重要性
  數學科的學習過程是一個螺旋式的探究過程，要促進學生從探究中建構數學概念(香港課程
發展議會,2000)，他們需要對預備學習的課題有穩固的前置知識，然後把新知識建基於已有的
基模上，對學生而言，這樣進行學習活動才能有意義。因此，當老師教授新課題時，若要做到
因材施教，幫助學生掌握學習的課題，先了解學生的前置知識便顯得重要了。不少數學老師都
明白掌握學生學習情況的重要性，因此，他們在教授不同的數學課題前，都會利用「前測」去了
解學生的前置知識，從而編排教學內容、課堂活動、分組安排和評估設計；因此，診斷性測驗
的嚴謹性便顯得重要了，除了考卷的效度外，為了幫助學生掌握學習目標，診斷性測驗的跟進
工作是否有效，就需要依賴教育測量工具提供詳細的資訊了。

運用Rasch Model的測量數據提供回饋
  「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已經是不少學校的發展重點，當中如何設計合
適的評估卷、分析學生評估的結果以及作出適切的教學回饋，可以說是「促進學習的評估」成功
與否的關鍵所在。我們會考慮到學生是否具備足夠的前置知識？學生具備前置知識是否存在偏
差？怎樣提供回饋方法、模式和切入點才能配合課堂運作？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的老師在這方面已有多年的發展經驗。在這次分享
會，他們會分享在小四「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和「同分母分數加法」兩個課題的發展經
驗。在發展的過程中，他們透過共同備課會議，設計和運用對應學習重點的診斷性評估，考核
學生對數學課題的理解層次，例如：在「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這課題上，老師為了解學生
對「找出因子」概念掌握程度，他們就著這知識點設計出具指示性的題目，了解學生的學習難
點。他們亦透過閱讀教育測量工具－ Rasch Model提供的分析報告，更清晰地了解整體學生對
不同數學概念、運算能力的掌握程度的學習差異情況，並從分析軟件的報表中找出合適的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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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從而幫助學生梳理某些相關數學概念，例如：在「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這課題上，
從Rasch Model的分析軟件中的「試題 ─ 受試者對應圖」(Rasch, 1960)，我們發現整體學生在
處理出一個單數和一個雙數的共同因子方面遇到困難。究其原因，學生面對一個單數和一個雙
數的數值或兩個單數的數值時，便以為已經把答案「約至最簡」了，學生因而在處理以後的課題
時，例如：「約分」、「分數減法」或「分數加法」時，便未能把答案「約至最簡」。除此之外，老
師更根據Rasch Model提供的分析報告，因應班內個別學生學習的差異，提供個別學生的回饋
建議，幫助老師找出為個別學生進行回饋時的合適切入點 (見圖一)。在學生的個別報告中，老
師可找到每一位學生的近側發展區(A區)，掌握為學生補底的切入點(B區)及某些應該答對卻答
錯的題目(C區)，使老師的補底工作更加聚焦。

B區

A區

C區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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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發現帶動了老師的反思，我們在幫助學生抓緊學習重點時，可能需要發展掌握其他
運算技巧去找出答案。透過檢視課程綱要，老師構思了幫助學生學習的方法，例如：引入「3的
整除性」，嘗試讓乘法運算能力稍遜的學生多一個找出因數的方法，這同時亦是幫助學生處理另
一個學習重點 —「約分」的另一種工具。我們利用Rasch Model軟件的報表，亦能讓學生都能
夠清楚知道自己的強項及弱項，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在掌握學習不同課題的前置知識後，才開始
學習新的課題，令他們的學習成效變得紥實，從而促進他們在學習上的延續發展。

提升老師的學科教學知識，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整個分析數據和反思教學的經歷，他們印證了只要把學習課題合適地連貫，診斷性評估往
往能發揮承先啟後的作用，在確切了解學生對已完成的課題是否掌握之餘，亦為預備學生下一
個課題作出診斷，讓「前測」和「後測」合併起來，從而節省了教學的寶貴資源 ─ 時間(見圖
二)，讓老師有較多時間為學生進行拔尖補底的工作，再配合Rasch Model分析軟件的個別學生
輔助報告，學生的學習果效因而得以提升。此外，在分析數據的過程中，也可促進老師的專業
發展及提升他們的學科教學知識。

最大公因數
及

最小公倍數

計算法同分母
加法和減法

分數基本課題：
1. 真分數、假分數及
 帶分數的認識；
2. 擴分和約分

診斷性評估 1：
發現處理出一個單數和一個
雙數的共同因子方面遇到困
難，提示老師進行補底工作。

診斷性評估 2：
檢測學生經補底工作後的學習情
況及為下一課題作準備。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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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是課程的實施者，該校數學科組老師經常透過共同備課會議討論考卷內不同題項的考
核內容，例如：某知識點的特性、學生常見的學習難點、題目的數量等，務求提高考卷的效
度。在學生表現分析會議中，他們運用Rasch Model所提供的學生分析報告追蹤學生計算錯誤
背後的原因，了解和反思學生在不同學習單元的學習難點，並針對他們的學習難點調整教學安
排及加強課程的連繫性，從而有效地實踐促進學習的評估，讓學生更能連繫新舊不同的知識，
使學習更具系統。
  老師期望透過這次研討會和大家分享他們探討這課題時的經歷及所思所想，包括：如何從
設計一份具診斷性評估的試題，並運用Rasch Model測量軟件去分析學生學習難點；透過重新
檢視課程文件，找出設計回饋教學活動的經歷，希望分享過程中，與參與的老師在為學生提供
回饋的工作方面有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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