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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是一個國際趨勢，108年開始實施的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課

綱由過去知識能力進一步強化為素養，將為人師的師培教育課程，自然要跟著改變，否

則將來如何從事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呢？因此，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研擬出

素養導向的課程基準，自108年9月入學的師資生就要接受此一課程培養，教師資格考試

也隨之調整。 

評量指標與題型 

  從94年開始的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至109年6月舉行的教師資格考試，學生所修的都是

以科目與學分來計算，考試也都以傳統的學科知識作為命題大綱。課程基準於107年12

月1日施行，適用108年9月開始修習的師資生，因此從110年6月起的考試評量架構也跟

著改變，評量指標與內容是根據教育部所公布的課程基準五大專業素養、十七項專業素

養指標與課程核心內容進行研發。評量架構好比建築的藍圖，當藍圖通過審定後，後續

的施工與檢查也都要以藍圖為依歸。因此，日後的命題、組題也要參照評量指標與評量

內容。因本考試為資格考，目的是檢核師資生之基本核心知識、技能，進入教育實習與

現場時可以運用，故評量指標之認知層次乃以應用為主，但不排除少數高認知層次的試

題。 

  110年起的教師資格考試仍是維持一天四考科，國民小學部分也維持加考數學能力

測驗，除國語文能力測驗為共同考科外，其餘三個教育科目名稱是根據課程基準之五大

核心素養與對應之十七項素養專業指標而命名，分別是教育理念與實務、學習者發展與

輔導、課程教學與評量；而國語文的架構亦隨著調整，包含語文理解與溝通表達。試題

的題型除原有的選擇與問答外，增加新的綜合題型。與過去最大的不同是命題大綱不再

是學科知識，而是須根據素養評量指標來命題與檢核。綜合題所強調的是現場教學解決

問題的能力，情境描述內容增加，並進行跨科目／領域／知識的整合，讓考生提出自己

的論述與見解。綜合題型之特性，在同一個情境下可能包括是非題、配合題、選擇題及

問答題係為多元題型。 

考科內容之差異 

  教育原理與制度和教育理念與實務之差異，原來的教育原理與制度包含教育心理，

新的考試是移到第二科的學習者發展與輔導的範圍中；另外四個類別分別有各自的評量

指標，以前是除了四題的法規選擇題不同外，其餘皆相同。第二個考科是學習者發展與

輔導，以學習者為主，強調正向輔導，以前屬於課程教學範疇的班級經營，也移到本考



科中。第三個考科名稱為課程教學與評量，雖然考科名稱多了評量，實際上是要強調評

量結果的應用，而不是測驗統計的理論。 

綜合題如何準備呢？ 

  素養導向的問題解決能力，強調的是要基本核心知識與能力的應用，不能只是記憶

與背誦，將來增加綜合題強調的是如何將習得的重要核心知識統整，應用於題目中教學

情境之問題解決。因此，學生要回答這些綜合題，除了讀懂情境所述，重要的是能否統

整所學之理論或知識應用於問題解決。因為限於考科的時間與內容取材，學生所需回答

的問題並不會像申論題，需要長篇大論，而是要能根據所學提出看法或主張且要加以說

明或論述。 

下面為初擬的綜合題示例： 

題目：點心時間，長頸鹿班的林老師記錄了幼兒之間的對話： 

小利說：「你知道嗎？我外婆家有種香蕉、木瓜、芭樂喔！」 

小強說：「哇！那你可以吃到很多水果耶！」 

小雯說：「咦！只有香蕉、木瓜、芭樂啊！怎麼會有水果？」 

小樂說：「哈！我最喜歡吃芒果了！」 

小雯說：「我說的是水果，不是芒果啦！」 

小香說：「我昨天有吃芒果冰沙喔！好冰好冰喔！」 

問題一：情境中的五位幼兒，你認為誰的認知發展表現最顯成熟？請說明理由。 

  設計理念：此題旨在測試教師是否了解不同發展能力幼兒的階層包含概念的發展。 

  參考答案：小強。因為他表現了對階層包含概念的了解，他知道香蕉、木瓜、芭樂

都是水果。 

  計分規準：答對且理由說對得 3分；答對但理由說錯得 2分；答錯但理由說對得 1

分；答錯且理由說錯得 0分。 

問題二：上述點心時間，小雯、小樂、小香的對話表現了下列哪一項發展特徵？ 

  （A）語言的延伸不足 

  （B）自傳記憶的描述 

  （C）同儕的鷹架作用 



  （D）認知的自我中心 

答案：（D） 

  設計理念：此題旨在測試教師對不同發展能力幼兒認知發展的理解。 

問題三：如上述，幼兒認知程度不同。混齡班的林老師認為透過團體活動「打果汁」可

以幫助幼兒建立水果包含香蕉、木瓜、芭樂的概念，你的看法如何？ 

  （一）請提出一個你同意的理由。 

     同意，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也請提出一個你不同意的理由。 

     不同意，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理念：此題旨在測試教師對不同年齡幼兒發展及學習方法的了解與思考。 

參考答案： 

  如：「同意」，理由一：因為維高斯基的同儕鷹架作用可以幫助能力較弱的幼兒提升

學習效果。年長的幼兒可以用他們的詞彙向年幼者說明水果和香蕉、木瓜、芭樂的關係。 

  理由二：班杜拉的觀察學習可以讓程度高的幼兒成為年幼的幼兒模仿學習的對象。

年長的幼兒回答水果和香蕉、木瓜、芭樂的關係，是年幼者觀察思考的指標。 

 

  「不同意」，理由一：因為「果汁」和「水果」概念不同，透過團體活動把香蕉、

木瓜、芭樂打成綜合果汁，不容易幫助幼兒認識水果和香蕉、木瓜、芭樂的關係。 

  理由二：混齡班的幼兒年齡層多元，幼兒發展差異很大。團體活動不易顧及幼兒發

展上的個別差異，做好因材施教，若以角落活動（學習區活動）或個別指導方式較能幫

助到能力不足的幼兒，認識水果和香蕉、木瓜、芭樂的關係。 

  計分規準：每一個理由 3分。說明完整得 3分，若說明不完整，酌情給 1~2分，離

題或未作答給 0分。 

  上述之綜合題即了解幼兒發展理論應用適當的學習原理於幼兒適性發展的知識。 

問答題該如何計分才公平呢？ 

  綜合題之問答題是以問題解決為主，雖然不一定有標準答案，應該還是應有明確的

評分規準。而這個規準應該在事前就經由專家討論訂定，且須需保留彈性（例如其他正



確的理由）。因此建議未來教師資格考試，一個問答題至少需有兩位閱卷專家，閱卷前

須召開評分校準相關會議，閱卷後還須將參考答案不同與兩閱差異過大之試卷挑出開會

討論，以增加評分者信度，對考生才會更公平，且於試後須進行評分者信度的評估與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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