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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尺規與教學專業發展 
 

Working with Scoring rubrics: 
Application & Implication for 

teaching development 

黃淑玲 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人社院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105年3月4日 
台北醫學大學 

l  能合理評估高等教育現勢	  
l  能反思自己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	  

l  能了解教師角色的轉變

l  能了解評估學習的方法	  

l  能製定與運用符合需要的評量尺規

l  能提供評量尺規的替代方案

l  能反思教師角色如何促進學生學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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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3

一
• 高等教育現勢

二	   • 教師角色轉移	  

三 • 評量尺規與實作練習	  

四
• 教學專業發展

AIR	  5-‐20-‐13	  

u  More	  data-‐centric	  accredita8on	  processes:	  Around	  learning	  
organiza8ons	  and	  a	  culture	  of	  evidence	  	  

u  Student	  centered-‐accountability	  

u  Stakeholders’	  Concerns	  （employers,	  governmental	  agencies,	  
parents,	  students）	  

u  Faculty	  engagement	  in	  con8nuous	  evalua8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WASC	  2013	  Handbook	  of	  Accredita8on)	  

4	  

ㄧ、高等教育現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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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5-‐20-‐13	  
5

AAC&U「學術自由與教育責任」（Academic	  
Freedom	  and	  Educa8onal	  Responsibility,	  2006）聲明：	  
	  
學術自由…含有教授對於系所學程責任相關的面向。	  
	  
教授需要建立明確的學習目標，規劃並執行通識教
育、系所學程之專業領域的學習內涵，並對學生的
學習成就進行評估。	  
	  
在這些事務上，教授們都該與在系所學程內、校級
以及相關的行政人員等同儕合作無間。

學習成效評估	  vs.	  學術自由	  

資料來源： 	  
黃淑玲 譯(2013)。新手也能上手的學習成效評估。

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p.12-‐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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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問題與討論

7

二、教師角色轉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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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教學現場是自我省視教學行為、了解學習者的學習成果、

經驗、感受之場域。	  

n 自我省視、了解學習成效是為了改善與提升學生。	  

n 教學行為可受專業社群之公評，並有可複製性。	  

n 教學方法能提升、增進同儕對於如何「教」、如何「學」

的認知與實務。	  

資料來源：黃淑玲*、張榮叁、鍾飲文（2014，4月）。 
                    從學習品質保證機制到課室教學：高醫建立深度學習之取徑。  
                    教育研究月刊，240，34-5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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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量尺規與實作練習	  

1.	  

2.	  	  

3.	  

4.

5.

6.

7.

學習者規律地

上某一（些）

課程，並學習。	  

學習成效面向多樣化，學生經過積極參與授課
過程，在課程結束後所累積的ASK，並能適當展
現之，且能被測量：
a.專業知識 (knowledge)

b.技術 (skill)
c.態度與價值 (attitudes and values)

   
資料來源：

1.	  CHEA	  Special	  Report:	  Accredita8on	  and	  Accountability.	  2006.	  Retrieve	  online	  	  	  	  
	  	  	  	 hZp://www.chea.org/pdf/Accredita8on_and_Accountability.pdf	  
2.	  Adam,	  S.(2004).	  Using	  learning	  outcomes:	  A	  considera8on	  of	  the	  nature,	  role,	  applica8on	  and	  	  implica8ons	  
for	  European	  educa8on	  of	  employing	  �learning	  outcomes�	  at	  the	  local,	  na8onal	  and	  	  interna8onal	  levels.	  

a. b. 是能力

c.	  是素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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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亦可稱為『評分量尺』、『評分規準』	  
¡ 功能：⼀一套學習準則、引導	  
¡ 具體學習準則：	  

p  教師的期待	  
老師，在您心目中，作業評分標準是什麼?	  

p  學生應得的學習成效(即使說過好多次，收來的學

生作業上，學生仍沒有遵守引用格式)。	  
p  技術(對於實驗課，學生應具備的能力與專業度)、
態度等具體化	  

13

¡ 運用評估結果：瞭解現況、提供教與學的改善建議	  
¡ 多元使用者：行政主管、教師、學生、各領域的利
害關係人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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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構成要素	  

¡ 尺規說明：設計目的、評估類別（如口頭報告、書面報告、
實習等)	  、具體表現（受評的行為表現、技能、態度等）。	  

¡ 等第：可自訂名稱，如典範、尚可等。	  

¡ 尺度：分數	  
¡ 向度：完成某⼀一作業，應該達到的成效面向。	  
¡ 向度描述：是等第與向度的交集，說明每個向度，在達成
各個尺度時所表現的成效程度。	  

15

4.	  基本模型與範例

	  	  	  	  	  	  	  	  	  等第	  
	  
向度

最佳	  
	  

（尺度）

佳	  
	  

（尺度） 

可	  
	  

（尺度） 

亟需努力	  
	  

（尺度） 

向度	  1 向度	  1「最佳」
描述

向度	  1「佳」
描述


向度	  1「可」
描述


向度	  1「亟
須努力」描
述

向度	  2 向度	  2「最佳」
描述

向度	  2「佳」
描述

向度	  2「可」
描述

向度	  2「亟
須努力」描
述

向度	  3


向度	  3 … … …

尺規說明： 描述尺規設計目的、受評的作業/活動類型。

16



資料來源：黃淑玲(2010)。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執行學生
學習成效之策略與實務，評鑑雙月刊，第28期11月號。 

範例	  1:	  
『書面報告』評量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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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句如行雲流水、用
字遣詞自然不著痕跡
、文章引人入勝

語句通順、用字遣詞
恰當

語句有不通之處、用
字遣詞須加強

語句前後不通、用字
遣詞不當

優

沒有邏輯相互矛盾、
論辯層次紊亂、不知
所云

非常滿意 欠佳

邏輯性強、論辯層次
明確且容易辨識、陳
述緊湊條理分明

有邏輯性、論辯層次
適當、陳述明確有條
理但不夠緊湊

沒有佐證論述的例子
、有些微闡述意見、
提升知識層次不足

沒有佐證、意見的闡
述不明、老生常談無
益知識層次的提升

組織架構鬆散、段落
間無相關且不連結

亟需努力

組織架構完整明確、
段落環環相扣

稍引用例子佐證論述
闡述意見、有部分提
升知識層次

有組織架構、段落有
層次但可再緊湊

組織架構需要加強、
段落層次不足

意見闡述精闢並引經
據典佐證論述、有效
提升知識的層次

邏輯性欠佳、論辯層
次不夠清楚、陳述冗
長條理不明確

100                80                 60                 40                  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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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黃淑玲 譯
(2013，1月)。附錄D：
評量尺規範例，新手
也能上手的學生學習
成效評估。台北：高
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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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vs.	  範例	  2

•  差別1	  

•  差別2	  

•  差別3	  

•  ……

19	  

5.	  運用優點	  

¡ 引導學習：準則使學習或行為有依循的方向	  
（如要求、期待、應遵循規則等）。	  

¡ 省卻重覆：要求無需重覆說明（如學生作業）。	  

¡ 標準⼀一致：不同時間評量，標準仍可前後⼀一致。	  
¡ 建立規範、團體默契：同樣的課程，不同授課
教師，評分標準相同，了解學生整體的學習成
效。	  

¡ 學習者自評：受評者對學習結果可自我檢視。	  

20



16/3/3	  

2	  

6.	  製訂歷程與修訂建議

p  開發歷程	  
n  依照開發尺規目的，教、職、生共同參與	  
n  課程用尺規-‐使用目的須明確，評量結果可作為改善參考	  

利害關係人(如師、生)共同開發:建立學習歷程的擁有權
(ownership)。	  

p  修訂	  
n  不合現狀、實際操作經驗者	  
n  教師給分-‐學生互評，兩者分數差異明顯者	  

p  頻率	  
n  期末：開會討論運用情形與挑戰	  
n  學年末：再度檢視調整  但須考量工具穩定性  勿過度修訂	   21

7.	  如果尺規不是你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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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就科學期刊的角度，語氣、結構恰當；含括必要的變項、品牌，足
以勾起讀者對該實驗的期待。

•  4  就科學期刊的角度，語氣、結構恰當；大多數的變數都已提到；能
辨別出實驗過程所發生的作用，有研究設計的建議，但沒有品牌名稱。

•  3  能辨別出實驗過程將發生的作用，品牌名稱，但讀者無法從中預期
可能的實驗設計。

•  2  能辨別出實驗過程將發生的作用，或是可看出品牌名稱，但沒有兩
者兼具；缺乏實驗設計的訊息，或產生誤導。

•  1  依循其他領域慣例，或者根本沒有標題。

資料來源：黃淑玲 譯(2013，1月)。附錄D範例2，新手
也能上手的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評估「論文標題」準則	  

23

1.	  	  

2.	  	  

3.

4.

評量尺規製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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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校級成效標準	  

•  檢視課程授課目標、製定目的與受評作業類型	  

•  開發è師生討論è試用è調整è運用è檢視學習成效	  

	  

製作PDCA：1）Plan：設計；2）Do：使用；3）Check：

使用檢討；4）AcCon：修正改善  

資料來源：黃淑玲*、張榮叁、鍾飲文（2014，4月）。從學習品質保證機制
到課室教學：高醫建立深度學習之取徑。教育研究月刊，240，34-56。	 

25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 護理倫理PBL	  Rubrics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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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中
山
大
學
電
機
系「

學
士
論
文」

總
結
性

課
程
評
量
尺
規
範
例

以等第進行程度
的描述(向度描
述)，易造成無
法分辨品質程度。	  

「等第」(即此
表中的程度)與
程度描述 (向度
描述)，幾乎雷
同，可能造成無

法分辨品質程度。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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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運用尺規案例

1.	   • 課程案例1	  

2. • 課程案例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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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程度 10 8 6 4

　 典範 優 尚可 亟需努力

寫作力 文句優美流暢 文句易懂 , 平鋪直述 文句可讀 , 可理解語意 文句不通順 , 前後矛盾

思考性

1.具有個人觀點   1.頗有新意 1.稍有見地 1沒有陳述個人意見 , 僅重述問題

 2. 具體提升讀者的視野，拓展讀
者的體驗

2. 稍有創見，提升讀者的視野與體會
2. 沒有幫助讀者的視野與體會，僅
複述一般可理解的觀點

2. 了無新意

連結性

1.個人觀點與文獻/上課內容充分
結合 , 並進一步提出新的看法

1. 觀點與文獻/講課結合 1.觀點稍與文獻有關
1.觀點完全無涉文獻，沉浸在自
我的世界

2.因文獻/上課內容進一步抒發個
人情感 , 明確顯現個人成長

2.個人情感抒發之內容與文獻主題相
同

2.個人情感局限於個人世界 , 文獻與
個人的情感/成長不夠明確

2.個人成長沒有因為文獻/講課內
容有任何關連性 , 或沒有成長隻
跡象

※註 寫作力 : 文字流暢易懂

思考性 : 針對問題能具體說明個人的看法/意見與質疑

連結性 :　意見及看法等與文獻/講課內容結合

偶數等第	   尺度	  

向度	  

向度描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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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生出席 

b. 

c. 課堂討論-知識的社會共構性 

d. 

評量尺規-書面心得報告 

組員互評 

e. 師生互動即時回饋 

35	  

¡  分數提升：心得報告（10分/篇）歷次平均  ���
3.02è4.16è5.75è6.18è6.42è7.67	

¡  學習進展：隨著學期進程，愈趨明顯	

•  自我探索(我可能會怎麼做……)	

•  反思(回 顧過往經驗並給予自我評價)	

•  連結(如群-我、知識-我、環境-我等關係)	

¡  後設認知發展：回顧、思考、自我評估、���

          探索多元可能(ALTERNATIVES)、	

             期許未來	

¡  連結：授課主題結合個人生命歷程（過往、當下、未來），���

          知識產生個人化的意義。 	

資料來源：黃淑玲	 (2014, 3月)。通識教育學習成效評估與案例研究。林秀娟主編， 
                    課的解析 (ISBN: 978-986-04-0584-2)。台南：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18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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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教師期待學生在課程/學年/畢業後展
現出什麼核心能力？	

	

Ａ：教學即是幫助學生達成知識、能力、

態度的歷程。	

「大學入門」上課集錦	  

資料來源： 
黃淑玲	 (2013)。高醫
『大學入門』作為另一

種集體學習的可能。通

識在線，49(10)，39-4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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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大學入門」上課一景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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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議題產生延展性-‐反思2	  

1. 科技	  

2. 親密、距離	  

3. 獨立、角色轉變 	  

4. 態度轉變	  

41	  

小結論

教師需要評估學生	  
§  知識	  

§  技能	  
§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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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尺規運用範圍

¡ 受評單位（unit	  of	  analysis）：口頭、書面報告、	  
面談表現、質性特質的外顯行為（批判思考、創意思

考、倫理批判）	  
¡ 受評規模：單一課程è課程模組è學程è系所自評è

校務評鑑	  
¡ 優點：建立共識、行為準則、發展方向	  
¡ 目的：認識自己（個人、社群、組織）、了解當下、 

開啟未來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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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黃淑玲	 (2014，5月)。深化學生學習：總結性課程的規劃、設計、
實施、評估與評鑑。評鑑雙月刊，49(3)，10-16. 45	  

¡  今天是期末報告日，每組同學無不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老師製作了口頭評量尺規，口頭報告當日發給每組各一份，讓學生

清楚知道評分標準。	  
不過，由於這位授課老師是個生手。他做好了的尺規未真正完成…..	  	  

¡  議題討論：	

請大家幫忙這位生手老師上路，將評語融入此尺規中，好讓它成為

一份完整的口頭報告評量尺規。請分組討論。	  
	  
動手吧！	

46	  

D I SCUSS ION 	  

 � 案例實作: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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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尚待完成的尺規….
評估等級

向度!!!!!!!!!!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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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性描述	  
¡ 師生共製	  
¡ 評估學生學習：訂定自我學習目標，擁

有學習成果	  
¡ 教師反思：學習成果中反觀教學設計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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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專業發展	  

1.	  

2.	  	  

3.	  

Categories	 Codes	 說明	 

課程規劃 
與準備	 

1.課程設計	 系統性、知識結合課程活動	 

2.教材內容	 材料種類多元(講義、投影片、領域
學者行家)、授課內容深入淺出	 

3.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領先、技術與時俱進	 

4.測驗與評量	 報告、作業、隨堂測試、即時問答、
考核方式 

教學	 

個人特質	 

熱情、熱忱、熱心、親切、溫和、
溝通、關懷、關心、尊重、	 耐心、
認真、用心、笑容滿面、真誠、要
求、人我互動	 

班級經營	 活潑、快樂、美好的氛圍、幸福感、
師生互動機會多元	 

教學方法與策略	 

課堂外互動、教學技巧、多元教學
(講課與小考並用)、小組討論、實
作、職場觀察參訪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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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學習進度，勝於教學進度。	  
¡ 覺察學習者的困難	  
¡ 教材種類多元，多角度詮釋新知，豐富學習視野

和學習經驗。	  
¡ 累積經驗，不斷改善教材與教法。	  
¡ 傳道解惑、尊重並提攜後學、熱(真)誠以待。	  

51	  

¡ 課程與班級經營：在乎學生學習進度、互動

¡ 傳承：培育未來的專家與公民

¡ 權力分工：教師引導vs.	  學習自主性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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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核心能力、促進深度學習	  

What’s	  the	  problem?	  
案例1:	  	  
『合作』的條件？	  

D I SCUSS ION 	  

 � 實作:	  Learning	  in	  progress.	  	  

54	  

案例 2:	  	  
總整能力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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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Novices’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stery	  

55	  

Know	  what	  to	  teach,	  what	  to	  learn,	  &	  what	  to	  assess	  

	 課程程度低、中、高，對應學習成效的評估方式：	 

¤ 初階屬於記憶、瞭解，評估多圍繞記憶或瞭解正確與

否。評估以是非、選擇、填空、簡易問答最常見。 
¤ 中階多屬應用、分析、詮釋等評估方式可採案例分析。 
¤ 高階多屬研究、創造、規劃、建構，評估方式則多屬學

生發展計畫(如專題研究、課程實作等)。 
¤ 態度、行為表現等核心能力配合專業素養內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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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導向的探索式學習	  
（Process	  Oriented	  Guided	  Inquiry	  Learning,	  POGIL）	  

59	  

§  能力	  
	  

§  益處	  

Deep	  learning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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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1：陳老師開了一門與他領域相關的課程。	  
	  

故事	  2：張老師在開課第一週告訴學生….	  

D I SCUSS ION 	  

 � 實作:引發學習動機	  

61	  

這
到
底
是
怎
麼
回
事	  
？

在這兩個故事中…..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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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引發學習動機到學習表現的路徑….

MoZvaZon
Learning	  &	  
Performance

63	  

換言之….

•  學習者的目標≠老師的目標	  
•  激發學習動機的公式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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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學生建立正向預期的對策	  
1)  保證目的、評量和教學策略的一致性	  
2)  作業型態	  
3)  學習活動	  
4)  成功的學習經驗	  
5)  明確的期望	  
6)  導引學生朝向教學目標	  
7)  給予回饋	  
8)  公平	  
9)  結果掌握在自己手裡	  
10)  有效的學習策略	  

給教師們的建議

65	  

•  滿足價值與預期的對策	  
1)  讓學生自行選擇並實踐符合個人目標價值的

決定	  
2)  給學生反映問題的機會，支持學習動力的建

立。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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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67	  

教師	  
•  了解影響學習動機的因素。	  
•  建立對應策略	  
•  創造增進學習動力的客觀條件、給予學

習回饋、建立成功學習的經驗、師生/
同儕互信，創造學習的團體動力，有效
提升學習品質。	  

院、校	  
•  建立友善教學環境、協助教師成長、促

進教學精進的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