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評量: 形成性評量  
國中的教學案例 

 

國中的能源課程 
何老師負責六個八年級班的自然科學課程教學，班級人數在 26 到 33 
人之間。他的學校實施常態分班，所以何老師班上的學生能力參差不齊，包括各種程度的特殊

教育學生、非英語母語的學生以及資優生。何老師知道，教學單元設計是因應所有學生需求最

重要的一步，透過開放性專題和活動，他可以瞭解學生在建構內容意義、形成自我管理技能和

獨立性過程中的重點及需求所在。   
 
何老師的班級準備花三個星期來學習以能源為主題的教學單元，名稱是「誰有決定權？」在學

習本單元的科學概念時，學生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我要如何做出決策？何老師希望學生仔細

思考，在科學相關問題上他們如何做出決策？他希望改善學生的決策過程，納入研究調查和批

判性思考技能。他的學生再過二年就可以考駕照（譯註：美國16歲就可以拿學習駕照），他
們都非常興奮，而這個專題可以讓學生學到有關能源的知識，對於選購汽車有幫助。他們要選

擇一種形式來呈現做出決策的過程，展現他們選擇購買的汽車。 
 
教學單元的準備 
單元一開始，何老師首先評量學生的能源相關經驗和知識，瞭解他們對自己決策過程的描述，

以及對自己學習的管理情況，從評量中獲得的資訊，有助於他針對學生的需要和經驗來設計課

程與活動。  
 
為了瞭解學生先前對能源的理解，他帶領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 怎麼樣是負責任地使用能源？  
• 科技如何影響替代性能源的發展？  
• 替代性能源是如何產生的？ 

討論進行中，何老師記下學生應該已經瞭解的概念，同時也記下迷思概念和知識

不足之處。為了準備教學學生必須學習的科學內容，他檢查了自己的教學大綱，

在學生可能誤解的地方做標記。此外，他還針對不同學習障礙的學生設定了不同

的學習目標，然後和那些學生的特教老師就這些目標交換意見。  
 
何老師要求學生們在日記中回答下列問題：   

• 對於科學相關問題我如何做出決策？  
• 我要怎樣成為更獨立的學習者？ 

為了獲得有關決策過程的更多資訊，何老師把學生分成小組，然後請他們討論他

們如何決定自己生活中的能源問題，並且說明自己的決策依據。何老師記錄學生

展現的思考類型，同時也記下了他們對能源概念的瞭解，運用這些資訊準備自己

的教學，培養學生完成該專題所需要的思考技能。 

 



學生個案：佩菁和博凱的目標   
為了培養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何老師給了學生了一張自我導向檢核表，下文引自資優生佩菁

對自己能力的分析：  

我設定的目標可以實現，

但具有挑戰性，我必須努

力達成。  

我常這樣做。為了完成最後的專題，我必須學習使用音訊編輯軟
體，這很困難，但我做到了。不過有的時候，雖然我很努力還是
做不到，只好放棄。 

我設定了合理的時間表，

能夠在最後期限內完成預

定任務。  

通常我都能在最後期限內完成預定任務。只有在電腦出問題的時
候，才沒辦法按時完成。 

我向各方徵詢回饋，並且

認真考慮。  
我不太喜歡去問別人他們對我工作的看法。有時候別人給我的建
議會讓我生氣。 

我從錯誤中記取教訓，很

少犯同樣的錯誤。  
碰到電腦的問題，我可以從自己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但是和同學
出現問題的時候，我不是每次都能改過。 

 
為了幫助學生在本專題中更能夠掌控自己的學習，何老師要求學生參照自己的目標，省思前一

個單元的學習，然後他指示學生根據檢核表上的回答，構思幾個新的自我導向學習目標。 

佩菁的目標  

1. 我準備去問問芳茹對我的工作有什麼意見，因為我尊重她的意見，而且我要認真考慮她

的意見，採納她的一些建議。  
2. 我準備每天在日記中記錄我有哪些進步，以及第二天要做到哪些事情。 

博凱是有中等學習障礙的學生，他和特教老師一起制定了學習管理目標。 

博凱的目標 

1. 我會確定每天開始上課的時候，準備好自己的學習資料。  
2. 做作業的時候，我會放慢速度，而且在交作業之前先檢查，找出粗心的錯誤。 

何老師保留了一份學生的自我導向目標，和學生會談時定期討論這些目標。每個專題結束時，

學生會把自己的目標與接下來的專題聯繫起來，並且在學年結束時進行全面的總省思。 
 
介紹本單元  
專題的第一部分，由學生進行能源的調查研究，何老師選了一些網站供學生研究。為了讓所有

學生在開始的時候具備基本資訊，他特別選擇了不同難度水準的網站，然後水準較高的學生，

就可以依自己的步調向前邁進。何老師要求學生在工作的同時，要完成對自己所學知識的評量

，還要記錄自己的反應，這樣學生和老師都可以檢驗學習狀況。   
 
除了網站調查之外，何老師針對學生完成專題所需的科學概念，另外安排了教學和活動，他運

用提問策略讓所有程度的學生都能夠參與，事先準備具體的問題和討論觀點，這些問題和觀點

反映不同水準的學習目標。隨後，他又花心思選出針對特定學生的問題，透過不同層次的問題

，讓何老師知道哪些地方必須調整。有的時候，何老師會指定小老師來幫助那些學習困難的同



學，這種作法必須要建立一種團體氛圍，所有學生都能自由自在的彼此學習，並且尊重差異。 
 
最後的專題由學生進行自主研究，報告他們選購汽車時的決策過程。開始之前，學生先制定專

題計畫。首先，何老師分發了一份評鑑指標，說明本專題的評估標準。接著，他詢問學生的想

法：他們準備怎樣展示他們已經理解了重要的概念、盡力完成了工作？他把學生提出的一些意

見，加入評鑑指標當中。   
 
在之前單元的專題計畫中，何老師注意到學生不太會把任務分解為各個步驟，以便在一節課或

者更短時間內完成，因而無法有效掌握自己的進度。所以在這個專題中，何老師在課堂上花了

一些時間說明和示範如何將龐大的任務分解成比較小的活動，比如進行研究、縮小主題、尋找

資源、評估資源等。他還為有興趣的學生開設了幾節小組迷你課程，指導他們如何運用資訊科

技製作流程圖、圖表和表格，幫助追蹤掌握進度。 
 
學生實施計畫的同時，何老師和學生隨性對談，在談話中何老師詢問了一些探究性的問題，幫

助學生完善自己的計畫，解決科學調查中的問題。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學生，何老師向輔導人員

尋求協助，幫忙他們完成計畫，但他鼓勵所有學生盡自己的能力，在同學的幫助下盡可能完成

計畫。 

 

完成專題  
製作專題的過程中，學生運用專題評鑑指標，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自評和同儕評量，在固定時

間與小組成員磋商，聽取回饋、分享資訊。學生必須經過練習，才能以建設性的方式回應同儕

，因此何老師規劃了一堂特別課程，指導學生如何提供、接受、評鑑、運用回饋。小組成員討

論的時候，他觀察每個人，注意哪些學生需要幫助和額外的指導。有的時候他會打斷討論，示

範如何提出有建設性的回饋。 
  
何老師知道，個人的調查研究並不保證能讓學生學會本單元課程的核心概念，因此除了學生專

題工作之外，何老師還另外安排了各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活動，介紹和加強他們對能源、保育以

及環境等知識的學習。利用教學時間，他向學生示範了如何從科學的角度來研究問題。學生在

研究過程中會找到各種資訊，他也示範了評鑑和詮釋這些資訊所需的技能。  
 
學生與小組成員討論專題的過程中，何老師利用觀察檢核表記下了他們的決策過程，下面是從

該記錄摘錄的一部分，呈現了何老師所蒐集到的小組資訊，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中度學習障礙

的怡萍，以及非英語母語的崇文。 

   永琪 崇文  怡萍 守義 

搜尋多種來源的相關資

訊  
資訊來源非常廣泛，包
括與技工的訪談 

搜尋西班牙
文資料有困
難 

只用了一
篇雜誌上
的文章 

有兩篇網站上的
文章 

預測選擇對自己的影響  未觀察到 有 未觀察到 有 

預測選擇對他人的影響  提到父母的花費 未觀察到 未觀察到 說道如果他選購
了某輛汽車，朋
友會很喜歡 

預測選擇對環境的影響 製圖比較汽車的溫室氣 表示少用燃 未觀察到 認為如果他開得



，以及對石化燃料的消

耗、各種污染的影響  
體排放情況，並解釋會
如何影響本地的氣候 

料會讓其他
人有更多燃
料 

非常快的話，就
不會污染空氣 

 
 
完成研究之後，學生決定要買什麼樣的汽車，也省思了自己的決策過程，接下來要準備介紹自

己的決策過程。學生應該選擇一種表達形式，既可以發揮自己的長處和興趣，又能夠最為清晰

地說明想法。他們可以製作流程圖呈現統計資訊和公式，可以採用圖解、多媒體簡報、寫作或

者表演等方式。  
 
何老師鼓勵學生在最後的專題中，加入具有挑戰性的部分。他鼓勵具有寫作天賦的惠美，編寫

一齣供朋友演出的腳本，讓她得以發揮長才，同時也推動她去冒險嘗試視訊技術。嚴重學習障

礙的美雲需要努力學習寫作，但她喜歡畫畫，所以何老師建議她創作一本圖畫小說，讓她可以

做自己喜歡的事，同時也練習了她需要加強的部分。  
 
學生個別進行專題與小組協商的過程中，何老師就在學生之中巡視，觀察他們之間的互動，記

錄他們習得知識的情況。他也記下了學生合作、決策以及自我導向技能等方面的情況。利用這

些記錄，何老師針對能源概念和過程中用到的技能，制定了更為深入的教學計畫。 
 
總結本單元的學習  
本單元的最後，何老師要求學生寫一份詳細的省思，探討他們所學到的能源概念、決策、對自

身學習的自我管理等，然後分析學生的回答，判斷每個學生習得科學概念與處理技能的情況。

他自己做了記錄，以便在之後的教學中關注每一名學生的需要。單元教學過程中，為了確保在

培養自我導向技能的同時，關注到所有程度的學生，何老師運用了三個主要策略：  

• 他經常要求學生就他所要教授的課程製作專題，但也允許學生就他們學習的內容、怎麼

學會這些內容以及如何展現他們已經學會的內容等，做出自己的決定。  
• 學生實驗的時候，何老師持續掌控進度，因此能夠立即澄清誤解之處。  
• 他所安排的教學內容，以提供學生掌控自身學習所需技能的活動和教學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