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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學力檢測題目看如何評量

2.課綱中閱讀指標的分段安排

3.素養導向命題的觀點

4.定期評量可以怎麼做？

教學



課綱中國語的學習表現→看一份考題

• 國小階段的國語文的核心素養，其內容共分為六部分：

• 「聆聽」、「口語表達」→無法紙筆評量

• 「標音符號與運用」、「識字與寫字」→傳統的題型多

• 「閱讀」、「寫作」→較難評量，題目少，卻是近年評量的重點。

•學習內容：

一、文字篇章：標音符號、字詞、句段及篇章四項。

二、文本表述：記敘文、抒情文、說明文、議論文及應用文

三、「文化內涵」(選文)：物質、社群及精神三項。



閱讀

學習階段 學習表現

第一學習
階段

5-Ⅰ-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文本。
5-Ⅰ-2  認識常用標點符號。
◎5-Ⅰ-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Ⅰ-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5-Ⅰ-5  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Ⅰ-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5-Ⅰ-7  運用簡單的預測、推論等策略，找出句子和段落明示的因果關係，

理解文本內容。
5-Ⅰ-8  認識圖書館(室)的功能。
5-Ⅰ-9  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



閱讀

學習階段 學習表現

第二學習
階段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Ⅱ-4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主要概念。
5-Ⅱ-5  認識記敘、抒情、說明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Ⅱ-6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Ⅱ-7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理由。
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5-Ⅱ-9  覺察自己的閱讀理解情況，適時調整策略。
5-Ⅱ-10 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5-Ⅱ-11 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
5-Ⅱ-12 主動參與班級、學校或社區的閱讀社群活動。



閱讀

學習階段 學習表現

第三學習
階段

5-Ⅲ-1  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抑揚頓挫的變化。
5-Ⅲ-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與表達效果。
◎5-Ⅲ-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Ⅲ-4  區分文本中的客觀事實與主觀判斷之間的差別。
5-Ⅲ-5  認識議論文本的特徵。
5-Ⅲ-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容。
5-Ⅲ-8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點。
5-Ⅲ-9  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
5-Ⅲ-10 結合自己的特長和興趣，主動尋找閱讀材料。
5-Ⅲ-11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5-Ⅲ-12  運用圖書館(室)、科技與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解讀與判斷，提升
多元文本的閱讀和應用能力。



學習階段 學習內容

第一學習
階段

Ad-I-1 自然段。
Ad-I-2 篇章的大意。
Ad-I-3 故事、童詩等。

第二學習
階段

Ad-Ⅱ-1 意義段。
Ad-Ⅱ-2 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
Ad-Ⅱ-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等。

第三學習
階段

Ad-Ⅲ-1 意義段與篇章結構。
Ad-Ⅲ-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與寓意。
Ad-Ⅲ-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少年小說、兒童劇等。
Ad-Ⅲ-4 古典詩文。

文字篇章─篇章



五年級 六年級

結構 Ad-Ⅲ-2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與寓意



康
軒
三
下
課
文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Ad-Ⅱ-2篇章的大意、主旨與簡單結構。結構 Ba-Ⅱ-1記敘文本的結構。

感想

事由→經過→結果→感想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為什麼要用小朋友
沒有見過的文本？

閱讀：
5-Ｉ-7 運用簡單的預測、
推論等策略，找出句子和
段落明示的因果關係，理
解文本內容。

Ba-I-1 順敘法。



四
年
級

主旨

四
年
級



五
年
級

三
年
級

主旨



幾個自然段？

5-Ｉ-5 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文本類型？

Ad-I-1自然段。文本特徵



5-Ⅱ-4 認識記敘、抒情、說明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三年級

文本類型？

四年級

文本特徵



六年級

Bd-Ⅲ-3議論文本的結構。Bc-Ⅲ-4說明文本的結構。

五年級

文本類型？

文本特徵



推論

主旨

5-Ｉ-5 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記敘文含人、事、物、景的背景、情節發展、結局等文章架構)

推論：以文本的訊息為基礎，進一步去探究事情發生的
因果關聯、思考現象背後的理由，比較文本內訊息之間
的異同等。

一
年
級

閱讀
測驗



推論

主旨

5-Ｉ-5 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二
年
級

5-Ｉ-7 運用簡單的預測、推論等策略，找出句子和段落明示的因果關係，理解文本內容。

閱讀
測驗



三
年
級

5-Ⅱ-7 能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事實

推論

評論→找主旨

說明文

閱讀
測驗



四
年
級

事實

推論

評論→找主旨
閱讀
測驗

5-Ⅱ-7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理由。
5-Ⅱ-8  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五
年
級

事實

推論

評論→找主旨

評論→分析結構
◎Ca-Ⅲ-1各類文本中的飲食、服飾、建築形式、交通工具、
名勝古蹟及休閒娛樂等文化內涵。

Ad-Ⅲ-2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與寓意。



南
一
五
上
第
七
課
：
服
務
人
群

說
明
文



南
一
五
上
第
七
課
：
服
務
人
群→

習
作



閱讀
測驗

事實

推論

評論→找主旨

Ad-Ⅲ-2篇章的大意、主旨、結構與寓意。

5-Ⅲ-7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容。
5-Ⅲ-8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點。

六
年
級



習作 課文



寫作

學習階段 學習表現

第一學習
階段

6-I-5  修改文句的錯誤。

第二學習
階段

6-Ⅱ-7  找出作品的錯誤，並加以修改。

第三學習
階段

6-Ⅲ-7  修改、潤飾作品內容。

二
年
級



6-Ⅱ-7找出作品的錯誤，含字、詞、句、段、篇的錯誤，並加以修改。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6-Ⅲ-7能修改作品錯誤，並潤飾作品內容，使其通順精巧。

五
年
級

六
年
級 靠寫作來增加經驗值



5-Ｉ-2標點符號的認識與運用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6-Ｉ-1 根據表達需要，使用常用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標點符號的認識與運用：
第一學習階段著重在常用標點符號的認識，如逗號、句號、問號、驚嘆號、頓號、冒號、引號等；
第二學習階段要進一步認識其它標點符號，同時要了解標點符號在文意和情意表達上的作用。

5-Ⅱ-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6-Ⅱ-1  根據表達需要，使用各種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



素養導向命題的觀點

• 意義與目的：為學習而設計的評量

• 素養導向語文定期評量設計五大原則：明確的評
點、完整的語境、多元的題型、問題的解決和創
意的展現。根據許育健(2018)-「屋頂上的貓-素養導向語文評量設計實務」

• 題目中加上「語境」，更有助於學生學習。

• 明確的「評點」：評量孩子「何種能力」。



提供語境的重要
• 語境：語言的情境。評量設計時，應提供完整的語境，以利學生表現
個人的理解。得以檢視自己學習的成果，同時也學習新的知識，增進
語文能力。

• 許育健(2018)。素養導向國語文評量設計實務。幼獅。頁93。

• 題幹提供「完整語境」，著重評量學生應用閱讀理解策略的「能力」
而非對課本的「記憶力」。

• 提供完整的語境，以評量學生「推論」、「辨析」的能力，有助於更
精準評量孩子的學習狀況。

例如：

要填：變色？辨色？

一、他是個色盲，在辨色上有困難。
二、天色漸漸暗了下來，不一會兒，風雲變色，
下起大雨。

摘自：屋頂上的貓 p102

◆比較好的考法：



◆比較好的考法：

以文章段落為情境 以段落或句子為情境

從
何
處
可
以
看
出
阿
海
師
是
個
負
責
的
人
？

為
何
父
母
一
提
到
音
樂
廳
會
流
出
懷
念
之
情
？

他
們
懷
念
的
可
能
是
什
麼
？



◆題庫內的題目，稍加變化，可以結合閱讀測驗



較不好的問法：請問「生氣」是什麼意思？(1)發脾氣 (2)生機 (3)活力

較
好
的
問
法
：
提
供
語
境

中
低
年
級

亮點：同一個字所形成的語詞比較與辨別

亮點：同一個詞語的比較與辨別



1.給語境，而不是問「篙」的讀音和哪個相
同。

給語境，而不是問：
請問「正經」的意思和下列哪一個語詞意思
接近。



提供語境
1.取代直接問「從容」是什麼意思，
評量孩子是否根據上下文，類比、推
論判斷。

提供語境
2.從內容推論出秦家女兒長得很美，
而不是直接問「花容月貌」是什麼意
思。



沒有語境：
請問下列句子中「率」字的讀音與其
他三者不同？
(1)效「率」
(2)「率」領
(3)直「率」
(4)草「率」

哪一種方式，孩子可以學比較多？

有給語境
評量「一字多音」的判斷，
在不同情境下的用法。





招→

招
搖
過
市

昭→

惡
名
昭
彰

超→

超
跑

沼→

沼
澤

惡
名
昭
彰
通
緝
犯
，

招
搖
過
市
醉
上
道
，

超
速
駕
駛
被
警
追
，

失
控
墜
入
沼
澤
區
。



三年級 四年級

1.告訴孩子，一個字有很多意思，透過語境，判斷出正確答案。
2.部分、根源、盡頭三個意思，提供孩子線索判斷其他選項，
評量出孩子的「能力」，而不是「背景知識」。

可從題庫題目變化



五
年
級

六
年
級

◆題目直接給了字義，要評量的是
什麼？
→一字多義的判斷



一年級 二年級

明確的評點：評量孩子能不能理解詞語的意思，判斷出正確答案
提供更多學習：從判斷出正確的選項，也要去判斷其他選項為何不是？



給情境判斷，而不是直接問：這是什麼修辭？考理解而不是考記憶

可以分析比較，一題可以提供多樣學習。

修辭



命題的層次有何不同？

三年級

六年級

都是好題目，但是對象不同
，要評量的能力不同(評點)，
給的鷹架就不同。

四年級



可以怎麼做

01 02 03

挑好的題目練習
1.從命題光碟挑選，難

題可以納入課堂討論

2.練習考古題

命題的題型改變
1.類似學力測驗，讓孩

子熟悉。

2.閱讀可結合生字，也

可以獨立考。

調整教學重點
1.結構、寫作、提問、

主旨

2.善用習作









平常考的
靈感來源

白
居
易
的
「
問
劉
十
九
」





提取
詞語

寫作手法

由文推意

修辭

結構

句意

詮釋

5-Ⅱ-7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理由。



文本表述-記敘文本

學習階段 學習內容

第一學習階段 Ba-I-1 順敘法。

第二學習階段
Ba-Ⅱ-1 記敘文本的結構。
◎Ba-Ⅱ-2 順敘與倒敘法。

第三學習階段 ◎Ba-Ⅲ-1 順敘與倒敘法。(南一：努力愛春華、紀念照)

文本表述-說明文本

學習階段 學習內容

第二學習階段
Bc-Ⅱ-1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環境等文本。
Bc-Ⅱ-2描述、列舉、因果等寫作手法。
◎Bc-Ⅱ-3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第三學習階段

Bc-Ⅲ-1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環境等。
Bc-Ⅲ-2描述、列舉、因果、問題解決、比較等寫作手法。
◎Bc-Ⅲ-3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Bc-Ⅲ-4說明文本的結構。







五下段考的綜合測驗





玉芬老師分享



文體

結構

標點

句型：寫作

句意

詞意，上下文判斷

一字多意

推論

詮釋

提取



主旨

推論

推論

詮釋

詮釋



E N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