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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強調多元評量的理念與目標，提升學校教師素養

導向評量的專業知能與實踐動機是目前的重要課題。為了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許多

單位辦理素養導向評量相關之教師增能研習與工作坊，不過目前多數採取 2至 3小時

的短期培訓，教師扮演聽眾角色，聆聽專家講述與同儕經驗分享，缺少參與及實作機

會，不易轉化教學評量信念與解決課室評量問題。而現有多天期研習多為大專校院培

訓學校教師，縣市則負責指派薦送教師學員參加培訓，這些種子教師完成培訓之後，

縣市通常未善用種子教師進行在地培訓，使得種子教師儲而不用，無法發揮培訓之擴

散效益。縣市政府為地方教育之主管機關，在學校落實素養導向評量上應扮演主導與

推動角色，引導學校教師推動素養導向評量的實踐。 

  本研究提出「以縣市為主體之教師評量專業發展」之設計架構，如圖所示，此架

構包含「推動在地培訓」、「結合專業課程」、「強化社群運作」三個面向： 

（一）推動在地培訓：厚植縣市評量專業人力 

  縣市政府主導規劃長期性與系統性之培訓業務，設計初階與進階之長期培訓課程，

取代補助學校委辦短期講述的傳統做法，課程採取系統性規劃，涵蓋示例說明、理論

探索、評量實作及反饋調整之循序設計，協助教師了解及認同新課綱多元評量理念與

內涵，增進教師素養評量之專業成長。 

（二）提供專業課程：促進教師評量專業能力 

  培訓課程實施採取引導探究實作之方式，講師引導學員進行問題提問與課堂實作。

課程分次辦理，講師安排評量任務供學員返校實作，實作過程的問題則於下次課程共

同參與討論回饋。學員在培訓過程不再被動灌輸知識，而是透過討論與實作，主動建

構評量知識與轉化評量實務經驗，逐漸增進教師評量專業知能與動機。 

（三）強化社群運作：增加教師持續參與動力 

  教師素養導向評量專業發展採社群方式運作，在社群性質上採同科社群運用，區

分不同學科領域社群，俾利討論學科知識與分享評量經驗實務，在運作模式上，營造

社群同儕合作經驗，讓教師在培訓過程中建立互助合作之夥伴關係，以強化社群的凝

聚力，作為教師持續參與專業發展之動力。 

 

 



圖、以縣市為主體之教師評量專業發展之設計架構 

 

  具體實踐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可指派熟稔教學與行政經驗之課程督學，作為縣

市素養導向評量教師專業發展在地培訓之穩定推動人員，專責籌備規劃長期性之素養

導向評量教師培訓計畫，盤點縣市推動評量專業人力需求，召集縣市種子教師參與長

期系統性之專業發展培訓，並協助縣市推動學校端素養導向評量之課室實踐。國家教

育研究院可提供素養導向評量之專業師資與培訓課程，協助縣市進行在地人力培訓或

專業諮詢，中央亦可依據縣市推動素養導向評量成果提供相關計畫擇優經費補助，落

實中央輔導、地方推動、學校實踐的具體行動，以強化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評量

理念與目標之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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