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艱鉅的任務——素養導向試題研發學習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吳正新】 

  「核心素養」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用來連貫課程與統整發展的主軸。

透過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的實踐是培育學生具備核心素養最直接的方式。然而，除了

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外，更有效的方式莫過於利用素養導向評量工具，因為它不但能

引領學生學習核心素養，更能引導教師落實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還能有效的評估學

生核心素養的成效。 

  「素養導向試題研發人才培訓計畫」以小組工作坊形式進行，強調理論與實作並

行。然而，學習素養導向試題研發需要多久的時間呢？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從外行人

員到內行的素養導向試題研發人員？根據第一、二期參與四次工作坊培訓的學員學習

狀況自我評估調查，可以得到下列的結果： 

一、掌握素養導向試題研發方向 

  經四次課程的命題講解、實作與討論後，學員都已經可以瞭解什麼是素養導向試

題（平均分數 4.1 分／滿分 5 分）、素養導向試題的命題方式（平均分數 4.0 分／滿分

5 分）、以及素養導向試題的修題方式（平均分數 4.1 分／滿分 5 分）。 

二、學習到應用仍有落差 

（一）學員對自己研發的第一個素養導向試題題組滿意程度平均分數 3.5 分（滿分 5

分）。與前三項相比，學員對自己研發的題組滿意程度平均分數相對較低，雖然

有部分學員覺得滿意，但多數學員覺得仍有進步空間、考慮的面向仍不夠完備、

或試題仍偏向低層次的問題模式……等。 

（二）多數學員認為預試結果和原預期結果兩者之間存在著落差，預期相同的平均分

數僅 2.9 分（滿分 5 分）。分析發現兩者的落差包括：「題目的呈現方式和說明我

們覺得清楚，但學生卻感覺不清楚」；「題幹訊息的說明要更具體、明顯」；「學生

解讀試題和老師的想法有出入」；「學生的回答很多元比原先設計的評分規準更

多樣」……等。 

跨越「外行」與「內行」之間的鴻溝 

  從上述的分析與比較可知，整體而言，在歷經四次工作坊學習與討論後，學員對

於素養導向試題研發的各項程序已逐漸熟悉，不論是素養導向試題的內涵、命題方式、

或修題方式都已有成效。但四次的訓練似乎仍無法從素養導向試題研發的「外行」的

素人變成「內行」的專家，僅能從「外行」的素人提升成為「理解素養導向試題研發」



的人員。要跨越「外行」與「內行」之間的鴻溝，還需要更多的實作練習與討論，才

能蛻變成長成「內行」的素養導向試題研發專家。最後，提供一個學員研發的試題從

第一版、第四版（歷經四次工作坊的討論與修改）至第六版（專家修審）的歷程作為

範例，呈現學員的學習過程以及回應學員學習狀況自我評估調查的問卷結果。 

數值簡化 

第

一

版 

數字簡化是指在進行具體的數字運算前，按照一定的規則確定一致的位

數，然後捨去某些數字後面多餘的尾數的過程，常用於商店的折扣後的價

格的簡化。 

下面是超商折扣資訊： 

 

問題 1：建榮買了 2 瓶 16 元的奶茶，請問要付多少元？ 

問題 2：雅婷買了一包 35 元的洋芋片，一包 24 元的泡芙，請問雅婷需付

多少元？ 

問題 3：媽媽買了 2 個禮盒，二個禮盒價位分別是 399 元和 511 元，請問

媽媽要付多少元？ 

第

四

版 

數字簡化是指在進行具體的數字運算前，按照一定的規則確定一致的位數，

然後捨去某些數字後面多餘的尾數的過程。 

國內錢幣交易最小單位是 1 元，五捨六入是指若所取位數的位次後一位小



於等於 5，則捨去；反之，若大於等於 6，則進位。常用於商店的折扣後的

價格的簡化。若有小於 1 元部份會依照五捨六入方式計算，計算方式是所

取位數的位次後一位小於或等於 5，則捨去；反之，若大於或等於 6，則進

位，也就是打折後若是 40.5 元，會算 40 元；打折後若是 40.6 元，會算 41

元。 

 

 

問題 1：建榮和一位同學到超商聊天，為了省錢，兩人商討後決定同系列產

品，買了 1 瓶奶茶和 1 瓶紅茶，請問要付多少元？ 

問題 2：過年期間，媽媽要去拜訪親戚，所以買了肉乾類和軟糖類禮盒當

作伴手禮，請問媽媽要付多少元? 

問題 3：秉宏參加學校兩天一夜的畢業旅行，買了洋芋片、泡芙、捲心酥

和蛋捲，可以在車上邊吃零食邊欣賞影片，請問秉宏要如何結帳

才比較划算且花費金額做少呢？ 

第

六

版 

我們曾經學過四捨五入取概數，不過某些商家卻使用五捨六入的方法取概

數。 

台灣錢幣交易最小單位是 1 元，因此商家在使用五捨六入時，會計算到整

數位，也就是結帳金額的小數點後第一位，若小於或等於 5，則捨去；反之，

若大於或等於 6，則進位。例如：如果結帳金額是 40.5 元，只需付 40 元；

若結帳金額是 40.6 元，則需付 41 元。 

問題 1 請問四捨五入和五捨六入，何種收費方式比較有利於消費者？請說

明你的理由。 

問題 2 建榮和同學到某家使用五捨六入的超商買飲料。 

超商正在週年慶，飲料的優惠方式是：「同系列的商品第 2 件 5 折」 



建榮他們購買了同系列產品奶茶和紅茶各一瓶，其中奶茶一瓶是 15 元，紅

茶一瓶也是 15 元。請問他們一共要付多少元？ 

問題 3 畢業旅行即將到來，秉宏和陳靜到某家使用五捨六入的超商買零食。

超商售有 5 種餅乾，價錢分別如下： 

洋芋片 蛋捲 捲心酥 泡芙 點心酥 

88 元 33 元 44 元 77 元 55 元 

超商正在週年慶，餅乾的優惠方式是：「第 2 件 6 折 (以價低者折扣)」 

秉宏選了一包洋芋片和一包蛋捲；陳靜選了一包捲心酥和一包泡芙。 

請問他們在結帳時，如何重新配對餅乾進行結帳，可以更省錢呢？請說明

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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