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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本縣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團訂於105年6月24日辦理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推廣及培訓」研習

(如附件)，請貴校務必派員參加，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105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學

教學品質計畫辦理。

二、參加對象：本縣公(私)立國民中學擔任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教師。

三、辦理地點及時間：105年6月24日（星期五）8時至16時20

分，宜昌國民中學。

四、參加研習老師請自備筆電，另外請帶一份平日綜合課程實

施的教案（電子檔案）。

五、請同意核予出席人員公(差)假登記，惟差旅費及代課鐘點

費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輔導團員差旅費及代課費由

教育部補助本縣105年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國教輔導

團專款項下支應。

正本：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學、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國中部)、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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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05 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花蓮縣 105 年度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學習成就評量標準推廣及培訓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

質要點。 

 二、花蓮縣 105 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貳、目的： 

 一、協助本縣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瞭解評量標準的意義與實務應用。 

 二、培訓本縣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具備學習成就評量標準等專業知能，以增進教師的教學

專業，促進自我成長。 

 三、增進本縣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能有效推動評量標準實作，以能實際運用學習成就評量

標準。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肆、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伍、承辦單位：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團） 

陸、辦理時間：10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8：00~16：20 

柒、辦理地點：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捌、參加對象：花蓮縣公私立國民中學擔任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請各校務必派員參加，

預計 30 人。參加研習老師請自備筆電，另外請帶一份平日綜合課程實施的

教案（電子檔案） 

玖、課程內容：如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助理講師 

08:00-08:20 報到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 

08:20-08:30 主席致詞 宜昌國中陳玉明校長 

08:30-09:30 
評量標準研發說明與概念

簡介 

臺北市綜合活動輔

導團 江海韻老師 

臺北市綜合活動輔

導團 陳君健老師 

09:30-11:00 
各學習類別評量標準 

基本理念與發展現況 

臺北市綜合活動輔

導團 江海韻老師 

臺北市綜合活動輔

導團 陳君健老師 

11:00-12:00 
各學習類別作業示例 

研發經驗與分享 

臺北市綜合活動輔

導團 陳君健老師 

臺北市綜合活動輔

導團 江海韻老師 

12:00-13:30 午休用餐 宜昌國中團隊 

13:30-14:30 
各學習類別作業示例 

研發練習（一） 

臺北市綜合活動輔

導團 江海韻老師 

臺北市綜合活動輔

導團 陳君健老師 

14:30-16:00 
各學習類別作業示例 

研發練習（二） 

臺北市綜合活動輔

導團 江海韻老師 

臺北市綜合活動輔

導團 陳君健老師 

16:00-16:20 綜合座談 宜昌國中陳玉明校長 

16：20~ 賦歸 宜昌國中團隊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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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預期成效： 

 一、參與者能瞭解評量標準的意義與實務應用。 

 二、參與者能具備學習成就評量標準專業知能，以增進其教學專業，促進自我成長。 

 三、參與者有效推動評量標準實作，以能實際運用學習成就評量標準，改進教學品質，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 

拾壹、成效評估： 

 一、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參與者對於評量標準的意義與實務應用瞭解程度。 

 二、透過實作練習評估參與者是否具備學習成就評量標準專業知能。 

 三、透過到校服務（輔導）追蹤參與者是否能將學習成就評量標準實際運用在教學現場。 

拾貳、獎  勵：承辦本活動工作人員，依相關獎勵規定辦法辦理敘獎事宜。 

拾参、經  費：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

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專款項下支應（如附表）。 

拾肆、本計畫陳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Ｄ勇敢嘗試成績以外的事情.mp4


大綱 

觀念說明 

綜合活動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表現標準 

實作示例 

標準參照評量與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 標準參照評量 標準本位評量 

綜合活動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
評量 示例與實作 

Ａ男友問女友一個數學小問題.mp4


觀念說明 

標準參照評量與 
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 



為何12年國教要 
變革評量方式 



一、國家掌握學生學力 



國家制訂教育政策， 
提升教育品質， 

但往往無法掌握教育成效 



例如： 
2009年臺灣在PISA閱讀素養中排名較 2006年退步 

資料來源：http://pisa.nutn.edu.tw/taiwan_tw.htm 



監察院及教育部想知道 
問題出在哪裡？ 

 
但是，發現沒有政府單位 

能說明臺灣學生的 
程度及學力 



政府發現無論是學校裡的評量
或是升學考試成績都無法提供
學生學力的資訊。 

例如： 
聯考/基測/學測/指考成績只能區分當屆
學生的排名，後一階段的學校教育無從 
參考安排教學措施。 



二、改變社會對考試的
觀念 



資料來源：心測中心（2012） 

心測中心調查發現最依賴補習的是 
基測 PR89-PR49 的學生（補習天數最多） 

沒補習 補習1天 補習2天 補習3天 補習4天 5天以上 



1. 對真正需要補救的學生 
缺乏加強措施。 
 

2. 學生花過多時間在追求考
試排名，而非學習本身的
意涵（提升自我） 



雲林縣蔦松國中學生美術教育 

 

 



三、提升教學專業與品質 



什麼是”綜合活動領域”教師的專業？ 

體驗戶外休閒 經營家庭生活 

培養團隊合作 
引導自我探索 



綜合活動領域『實習老師』是這樣認為 

耐心，助人，自信，智
慧，開心，High，活潑 
傾聽，勇於挑戰，有趣，
熱情開朗 
貼近學生，不怕磨合 
組織能力，汗流浹背 
不怕刻苦，不畏艱難 



什麼是”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實踐？ 

• 依照綜合活動課本上課，就是教師專業嗎? 
 
 

• 會烹飪、手縫、露營、繩結、情緒管理、生
涯規劃……等，就是教師專業實踐嗎 ？ 
 
 

•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實踐是能解讀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及能力指標，並具備
課程設計及教學實踐的轉化能力。 



國中階段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十多年… 

• 老師們教學活動已經逐漸能掌握到體驗、
反思、實踐的精神。 
 

• 能注意課綱能力指標的引用與對應。 
 

• 但整體教學設計往往無法對應能力指標，
或者未能檢核是否完整地將能力指標落實
於課程與教學中。  



流程： 
1.烹飪教室簡介 
2.烹飪安全守則 
3.烹飪課程（果凍製作）講解

與分工 
4.巧鮮果凍示範 
5.進行鮮果凍實作 
6.分享與互評 
7.花費結算 
8.回饋與檢討 

主題：○○冰果室（3節課） 

課程/教學目標： 
1. 能說出烹飪教室的

使用規範 
2. 能說出廚房內的安

全守則 
3. 小組能做出衛生可

食的巧鮮果凍 
4. 能欣賞他組的作品 
5. 樂意跟師長、家人

分享成果 

能力指標： 
2-4-6有效蒐集、分析各項資源，加以整合並充分運用。 
2-4-1妥善計劃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3-4-1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
成分內工作。 



流程： 
1.烹飪教室簡介 
2.烹飪安全守則 
3.烹飪課程（果凍製作）講解

與分工 
4.巧鮮果凍示範 
5.進行鮮果凍實作 
6.分享與互評 
7.花費結算 
8.回饋與檢討 

課程/教學目標： 
1. 能說出烹飪教室的

使用規範 
2. 能說出廚房內的安

全守則 
3. 小組能做出衛生可

食的巧鮮果凍 
4. 能欣賞他組的作品 
5. 樂意跟師長、家人

分享成果 

主題：○○冰果室（3節課） 

能力指標： 
2-4-6有效蒐集、分析各項資源，加以整合並充分運用。 
2-4-1妥善計劃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3-4-1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
成分內工作。 

教學活動設計：教師介紹烹飪教室安全守則、統一採
購材料、提供食譜，讓學生製作果凍之後分享。 
 
• 未讓學生蒐集分析各項資源整合運用（未達成2-4-6） 
• 未讓學生計畫製作果凍（未達成2-4-1） 
• 未引導學生運用溝通與合作完成任務（未達成3-4-1） 



流程： 
1.烹飪教室簡介 
2.烹飪安全守則 
3.烹飪課程（果凍製作）講解

與分工 
4.巧鮮果凍示範 
5.進行鮮果凍實作 
6.分享與互評 
7.花費結算 
8.回饋與檢討 

○○冰果室教學與評量目標 

課程/教學目標： 
1. 能說出烹飪教室的

使用規範 
2. 能說出廚房內的安

全守則 
3. 小組能做出衛生可

食的巧鮮果凍 
4. 能欣賞他組的作品 
5. 樂意跟師長、家人

分享成果 

能力指標：4-4-1覺察人為或自然的危險情境，
評估並運用最佳處理策略，以保護自己或他人 



流程： 
1.烹飪教室簡介 
2.烹飪安全守則 
3.烹飪課程（果凍製作）講解

與分工 
4.巧鮮果凍示範 
5.進行鮮果凍實作 
6.分享與互評 
7.花費結算 
8.回饋與檢討 

○○冰果室教學與評量目標 

1. 課程/教學目標： 
2. 能說出烹飪教室的

使用規範 
3. 能說出廚房內的安

全守則 
4. 小組能做出衛生可

食的巧鮮果凍 
5. 能欣賞他組的作品 
6. 樂意跟師長、家人

分享成果 

能力指標：2-4-3規劃合宜休閒活動，並運用創
意豐富生活。 



教學活動設計 

課程綱要 
（能力指標、細項）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課程目標 

評量設計 

以往的教學設計流程 



教學活動設計 

課程綱要 
（能力指標、細項）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課程目標 

評量設計 

教學檢討 

• 綜合活動領域
會議較少對評
量進行探討。 
 

• 對課程與教學
的檢視，較少
回歸到課程綱
要與課程目標。 

教學檢討 



四、改善評量技術 



以往綜合活動老師進行評量的問題 

• 一般學科的測驗題： 

  答題  答對題數加總  累積分數 

• 綜合活動教師用百分制的思維，為實作評量
或高層次紙筆測驗評分。 

 

• 這樣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以往綜合活動老師進行評量的問題 

• 給分的範圍：教師批改學習單時，會考量分數
的分配，但是往往流於主觀。 

• 分數的迷思：全班學生的成績很接近時， 
教師會有困擾，但是綜合活動成績需要排名嗎? 

• 評分的干擾：評分時受到美工或字體的影響… 

• 評分的穩定：同一種作業，不同老師給的分數
差異很大。 

• ……還有哪些問題呢? 



另一種評量的概念 

標準本位評量 
(standard-based assessment) 



標準本位評量 
(standard-based assessment) 

標準本位評量是將評量結果與
事先預定的標準做比較，然後
瞭解評量表現與所訂定標準間
的差異。 



標準本位評量 
(standard-based assessment) 

常見的標準本位評量型態有兩類： 
 
1. 有明確的分數水準（例如：英語檢

定考試有明確的分數等級；考駕照
有分數的切截點等） 

2. 對於某些能力表現的質性描述。
（例如：會考作文級分有清楚的質
性描述。） 



標準參照評量的例子(1)：TOEIC考試（有分數範圍） 

分數
水準 

質性
描述 

等級 

http://www.toeic.com.tw/toeic_news_pub.jsp?type=4&pmid=84 

金色 
（860~

900） 

綠色 
（470~

725） 

藍色 
（730~

855） 



標準參照評量的例子(2)：會考作文的級分
（無分數範圍） 

等級 質性描述 



引自林世華（2012年8月）。評量方式概念簡介。評量標準試辦教師知能研習之演說講義。台北。 

只能分程度高下 

分高下+給說明 

與他人表現比較 

與預先設定標
準比較 



標準本位評量的特色 

• 標準本位評量時，教師教學內容和評量
內容緊密結合 

 

• 標準本位評量是看學生達成事先設定成
就目標的情形，而非和其他同學比較 

 

• 標準本位評量可採用多元評量方式，而
非以考試成績為主要的評量方式 



觀念說明 

綜合活動學生學習成就
標準本位評量 



標準建置的依據（內容標準）： 

•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表現標準： 

• 學生表現區分為A、B、C、D、E五等級，對各等級
提供一般性描述。由領域（學科）專家與教師共
同制訂全國一致的表現標準。 

作業示例與評量標準： 

• 現場教師進行教學設計並發展作業示例與評分規
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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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優秀 良好 基礎 不足 落後 

表現等級之訂定 



2016/6/23 38 

A B C D E 

優秀 良好 基礎 不足 落後 

表現等級之訂定 

通過 



2016/6/23 39 

A B C D E 

優秀 良好 基礎 不足 落後 

表現等級之訂定 

未通過 



2016/6/23 40 

A B C D E 

優秀 良好 基礎 不足 落後 

表現等級之訂定 

↑ 
待加強 



標準本位評量 
(standard-based assessment) 

• 「標準」分成：內容標準 (content standards) 及表
現標準 (performance standards) 

 

• 內容標準：學生應理解與具有的能力，通常指課
程（能力指標） 

 

• 表現標準：在內容標準的規範下，學生表現的水
準（學生表現有多好？好的程度與品質如何？）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綱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 

四大 
主題軸 

自我發展 生活經營 社會參與 保護自我
與環境 

 

 
十二項核
心素養 
 

自我探索 生活管理 人際互動 危機辨識
與處理 

自我管理 生活適應
與創新 

社會關懷
與服務 

戶外生活
  

尊重生命 資源運用
與開發 

尊重多元
文化 

環境保護
  

 
 

綜合活動內容標準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綱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 

四大 
主題軸 

自我發展 生活經營 社會參與 保護自我
與環境 

 

 
十二項核
心素養 
 

自我探索 生活管理 人際互動 危機辨識
與處理 

自我管理 生活適應
與創新 

社會關懷
與服務 

戶外生活
  

尊重生命 資源運用
與開發 

尊重多元
文化 

環境保護
  

 
 

綜合活動內容標準 

四大主題軸為內
容標準之主題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綱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 

四大 
主題軸 

自我發展 生活經營 社會參與 保護自我
與環境 

 

 
十二項核
心素養 
 

自我探索 生活管理 人際互動 危機辨識
與處理 

自我管理 生活適應
與創新 

社會關懷
與服務 

戶外生活
  

尊重生命 資源運用
與開發 

尊重多元
文化 

環境保護
  

綜合活動內容標準 十二項核
心素養是
次主題 



• 國中不分年級、不分專長科目，共用一套 
標準本位評量 

綜合活動領域標準本位評量特色說明 

• 標準本位評量因應能力指標多
為螺旋式發展特色，採跨年級
整體性設計。相同的評量標準
可在各年級透過加深、加廣的
方式實施。 



標準本位評量 
(standard-based assessment) 

發展歷程 

內容標準 
（課綱） 

 

表現標準 
 

目前已由研發小
組，依據課綱
（能力指標）發
展22條表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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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描述 表現等級 表現標準 內容標準 

優秀 良好 基礎 落後 不足 

綜合活動表現標準描述範例(請參閱講義) 



臺灣師大心測中心（2012）。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試行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台北：作者。 

1-4-1探索自我發展的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  

綜合活動標準本位評量與能力指標之對應 

原則上每個能力指標對應一條表現標準 



臺灣師大心測中心（2012）。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試行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台北：作者。 

1-4-2 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並探索自己可能的發展方向。 

綜合活動標準本位評量與能力指標之對應 

由於本能力指標在實務上經常分不同年級設計課程實
施（例如七年級時設計「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八、九年級時設計「探索自己可能的發展方向」），
故表現標準分成兩點描述 



2-4-5 覺察自己與家人溝通的方式，增進經營家庭生活能力。 

臺灣師大心測中心（2012）。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試行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台北：作者。 

綜合活動標準本位評量與能力指標之對應 

由於本能力指標分別涉及兩個重要主題，實務上經常
分開不同單元設計，故表現標準分成兩點描述 



2-4-6 有效蒐集、分析各項資源，加以整合並充分運用。 
2-4-7 充分蒐集運用或開發各項資源，做出判斷與決定。 

臺灣師大心測中心（2012）。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試行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台北：作者。 

綜合活動標準本位評量與能力指標之對應 

由能力指標2-4-6、2-4-7實務上會設計在同一個單元，
故表現標準合併成一點描述 



4-4-4 分析各種社會現象與個人行為之關係，擬定並執行保護與
改善環境之策略及行動。  
4-4-5 參與保護或改善環境的行動，分享推動環境永續發展的感
受。 

臺灣師大心測中心（2012）。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試行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台北：作者。 

綜合活動標準本位評量與能力指標之對應 

由能力指標4-4-4、4-4-5實務上會設計在同一個單元，
故表現標準合併成一點描述 



標準本位評量 
(standard-based assessment) 

• 作業示例：藉由老師在以內容標準和表現標準為
基礎發展的評量作業中，取得學生各等級具有代
表性的實際表現。（學習單、作品、技能表現等） 

 

• 單元評分規準：教師評分的準則依據作業示例與
評分標準，為連結「內容標準、表現標準」與
「學生學習表現」的橋樑（實際單元評分用） 

• 實務上需要進一步發展作業示例及單元評分規準 



標準本位評量 
(standard-based assessment) 

發展歷程 

內容標準 
（課綱） 

 

表現標準 
 

作業示例與 
單元評分規準 



The reason why people give 

up so fast is that they tend to 

look at how far they still  

have to go, instead of how  

far they have gotten.  

人們輕言放棄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只是看到前方路途遙遠，
而忘記了身後的一路堅持。 



實作示例 

綜合活動學生學習成就 
標準本位評量示例與實作 





 



A 組作業示例：  

一、 評量計畫 

（一） 教學目標、流程與評量方法對照表 

單元名稱 避難小屋 

設計教師 林伊芳、羅振宏、邱明宗、賴錦慧 

能力指標 4-4-3具被野外生活技能，提升野外生存能力應與環境作合宜的互動。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活動流程 評量方法與目標 

【活動一】 

山中傳奇 

1.了解野外求生的重

要性。 

2.知道避難小屋搭建

原則。 

1. 清大奇萊山山難事件 

2. 野外求生要訣。 

3. 避難小屋基礎結構介紹。 

 

口語評量/學習單 

【活動二】 
心有千千結 

能正確使用繩結。 1. 課前訓練教官。 

2. 基礎繩結、工程結教學演練。 

實作評量。 

【活動三】 
三隻小豬 

1.能選擇合適地形，

搭建避難小屋。 

2.能利用手邊物品及

自然物搭建避難小

屋。 

1.選擇合適地點，搭建避難小屋。 

2.避難小屋基礎結構設計。 

3.避難小屋嚴酷考驗。 

 

實作評量。 



 

（二） 評量標準 

內容

標準 

表現等級 

A B C D E 

 能熟練野外生活技

能，提升野外生活的

安全與品質，並享受

野外生活樂趣。 

能展現野外生活技

能，並提出降低對環

境干擾或傷害的方

法。 

能具備野外生活的

基本技能，並表達野

外活動時保護環境

的理由。 

能參與野外生活

基本技能的學習

活動，並學習保

護環境的方法。 

未

達 

D

級 

單

元

評

分

規

準 

能熟練並搭建穩固

(具體描述 )的避難

小屋，提升野外生活

的安全與品質，並享

受野外生活樂趣。 

能使用適合的繩結

完成避 難小 屋 搭

建，並提出降低對環

境干擾或傷害的方

法。 

能參與避難小屋搭

建基本技能，並表達

野外活動時保護環

境的理由。 

能知道避難小屋

搭建基本知能的

學習活動。 

未

達 

D

級 

 

（三） 教學內涵、學習紀錄與評量工具對照表 

※學習紀錄為課堂參與歷程的資料，「＊」表示評量工具。 

活動名稱 單元主要內涵 學習紀錄 評量工具 

【活動一】 

 
  

 

【活動二】 

 
  

 

【活動三】 

 
   

【活動四】 

 
   



 

二、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適用年級  教學節數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活動方式  

活動步驟 【活動一】 

 

【活動二】 

 

【活動三】 

 

【活動四】 

教師教學省思  

教學改善策略  



B 組作業示例：  

一、 評量計畫 

（一） 教學目標、流程與評量方法對照表 

單元名稱 The A Team 天龍特攻隊 

設計教師 楊宗運、吳秉忠、張世琴、徐安誼 

能力指標 4-4-1覺察人為獲自然環境的危險情境，評估並運用最佳處理策略，以保護自己或他人。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活動流程 評量方法與目標 

【活動一】 

步步驚心 

1.能了解緩降機的原

理、使用方法及時

機。 

 

1. 野外求生影片欣賞(荒野求生秘技)。 

2. 請問同學生活中哪時候用到緩降機?火

災現場使用垂降的時機? 

3. 在教室示範緩降機的使用方法，並且講

解其原理。 

口語評量 

 

【活動二】 
天降奇兵 

2.能實地操作緩降機

並依場地而適時調整

使用方法 

1. 示範緩降機的使用方法。 

2. 分組練習操作緩降機。 

3. 分享操作緩降機心得並討論如何改進

缺失。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活動三】 
 

   

【活動四】 
 

   



 

（二） 評量標準 

內容

標準 

表現等級 

A B C D E 

危

機

辨

識

與

處

理 

能主動覺察生活中

社會現象獲自然環

境的危險情境，以評

估並選用合宜的策

略，以保護自己及提

醒他人。 

能說明生活中社會

現象或自環境的危

險情境，並執行策略

以保護自己或他人。 

能覺察生活中危險

情境的成因，並知道

保護自己或他人的

策略。 

能表達生活中的

危險情境，及參

與保護自己或他

人的活動。 

 

單

元

評

分

規

準 

能覺察生活中各種

場合逃生路線及工

具，以評估並選用合

宜的策略，以保護自

己及提醒他人。 

能正 確 操作緩 降

梯，並執行策略以保

護自己或他人。 

能正確說出緩降梯

的 使用 步驟及 原

理，並知道保護自己

或他人的策略。 

能辨識緩降梯的

使用情境。 

 

 

（三） 教學內涵、學習紀錄與評量工具對照表 

※學習紀錄為課堂參與歷程的資料，「＊」表示評量工具。 

活動名稱 單元主要內涵 學習紀錄 評量工具 

【活動一】 

 
  

 

【活動二】 

 
  

 

【活動三】 

 
   

【活動四】 

 
   



 

二、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適用年級  教學節數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活動方式  

活動步驟 【活動一】 

 

【活動二】 

 

【活動三】 

 

【活動四】 

教師教學省思  

教學改善策略  



C 組作業示例：  

一、 評量計畫 

（一） 教學目標、流程與評量方法對照表 

單元名稱 老師好 YOUNG 

設計教師 甘鉅莨、張統偉、簡仁智、黃瑄穎 

能力指標 3-4-1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活動流程 評量方法與目標 

【活動一】 

 

能認識校園活動學會

溝通的技巧 

1.校園配置圖的介紹。 

2.路徑遊戲例:703 班到導師室的路徑。學

生分組討論口頭回答最佳路徑，可以看

著配置圖回答。 

3.校園漫步，分組進行，以四人為一組，

選定校園內最喜歡的角落，四人各自完

成一幅畫，然後把畫拼貼出來，最後給

別組猜猜看。 

實作評量 

【活動二】 
 

能認識師長校園活動

學會溝通的技巧 

1.分組看著老師小時後的照片配對正確的

老師 

2.公佈答案，拿出現在老師的樣子來比

對。題目答對最多的組別給予獎勵。 

實作評量 

【活動三】 
 

   

【活動四】 
 

   



 

（二） 評量標準 

內容

標準 

表現等級 

A B C D E 

 
能在團體活動中有

效進行溝通協商，並

樂於與他人合作。 

能在團體活動中運

用溝通技巧與他人

合作。 

 

能在團體活動中練

習溝通技巧，並學習

與他人合作。 

 

能說出自己在團

體活動中工作的

經驗。 

 

未

達 

D

級 

單

元

評

分

規

準 

能認識校園活動、認

識師長中有效進行

溝通協商，並樂於與

他人合作。 

能認識校園活動、認

識師長中運用溝通

技巧與他人合作。 

 

訪談老師 

能認識校園活動、認

識師長中練習溝通

技巧，並學習與他人

合作。 

能 參 與 小 組 活

動、認識師並說

出自己負責的任

務。 

說出國中生活的

感受 

 

 

 

 

 

 



 

 

 

 

（三） 教學內涵、學習紀錄與評量工具對照表 

※學習紀錄為課堂參與歷程的資料，「＊」表示評量工具。 

活動名稱 單元主要內涵 學習紀錄 評量工具 

【活動一】 

 
  

 

【活動二】 

 
  

 

【活動三】 

 
   

【活動四】 

 
   



 

二、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適用年級  教學節數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活動方式  

活動步驟 【活動一】 

 

【活動二】 

 

【活動三】 

 

【活動四】 

教師教學省思  

教學改善策略  



成果照片 

  

江海韻老師~暖身活動~觀察力訓練 

  

江海韻老師~評量標準研發說明與概念簡介 

  

陳君健老師~試辦實例作業研發經驗與示例分享 

  

陳君健老師~各學習類別作業示例研發練習與分享 

  



  

分組實作演練 

  

各組實作成果分享 

  

海韻老師針對各組報告給於回饋 

  

領域招集人陳玉明校長進行課程總結 

 



簽到表： 

 

 



 

 

 

 



 

活動回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