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在數學素養導向試題的表現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吳正新】 

  「核心素養」重視學生在面對問題時的知識、能力與態度，它強調的是一個整合

能力，因此，不論教學或試題都需要把情境脈絡、問題、數學核心能力結合在一起，

才能培養出學生的核心素養。如果只是將知識或能力逐條、逐項單獨抽離出來進行教

學和評量，將無法達到 108 課綱的目的。 

  素養導向評量強調真實情境與真實問題，評量內容同時兼具核心素養、學習表現

和學習內容，以及評估學生運用這些知識與技能解決問題能力。為同時兼具這些面向，

在素養導向評量中經常使用非選擇題類型。學生在作答非選擇題時，他們要根據自己

對問題理解，運用不同的策略進行分析與推論，建構出合理的答題程序，紀錄並撰寫

出完整的作答過程。故非選擇題一般也稱為建構反應題。 

  建構反應題可以完整評量學生解決問題所需的各面向能力，瞭解學生是否能展現

或運用習得的數學知識、學生是否能使用適當的問題解決的策略、學生是否能提供合

理的解釋與說明。然而，學生在這些面向的表現如何？以下利用一道第三學習階段的

素養導向試題「雨水撲滿」進行說明。 

 

試題：雨水撲滿 

為了有效利用水資源，我們可以在學校製作雨水撲滿，收集雨水再加以利用。 

雨水撲滿的製作方式與概念如下： 

 

問題： 

學校利用收集到的雨水，做為廁所馬桶沖水用。 

根據統計，學校平均每人每天在校上廁所 3 次，每次沖水量約為 6 公升。 

下雨時，雨水會沿著屋簷流入溝

渠，最後接到雨水撲滿裡。 



  本試題利用校園中常見的雨水撲滿作為題材、結合環保議題，評量國小學生能否

將數學應用在雨水回收再利用的評估與估算情境中，提供學生分析數據、據理說明的

機會。此試題具有高度的鑑別度（點二系列相關=0.45），學生在此問題的作答與表現

說明如下： 

1. 大約有一半學生能靈活運用所學解決問題。 

從試題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大約有 40%學生獲得滿分 2 分，10%獲得 1 分、50%

學生獲得 0 分。換言之，大約有 50%的學生能嘗試或發揮習得的數學知識解決問

題。 

2. 學生具豐富的創造力，提供多元的作答策略。 

整理學生作答後可以發現，學生在解決問題時，能從不同面向思考，且能創造出

多樣不同且合理的作答方式，大致有下列三種策略： 

I. 計算或說明出師生一天的廁所沖水量，再與雨水撲滿之體積做比較。 

II. 計算或說明出雨水撲滿可使用之人數，再與全校師生人數做比較。 

III. 比較每人每天需要的用水量與每天每人可分配到的用水量。 

3. 針對不同的策略，學生能展現習得的數學知識，提供合理的說明與解釋。 

不論使用哪一種策略，學生能應用正確的應用單位換算、容積的計算以及比較大

小，提出支持自己答案的說明。使用各種不同策略的學生作答表現如下： 

策略 I的學生作答範例： 

A. 足夠。5立方公尺 = 5,000公升，故師生一天的廁所沖水量 =

250 × 3 × 6 = 4,500公升 < 5,000公升。 

B. 足夠。師生一天的廁所沖水量 = 250 × 3 × 6 = 4,500公升 =

4.5立方公尺 < 5立方公尺。 

C. 是，250位師生總共4,500公升。 

收集一桶體積為 5 立方公尺的雨水撲滿後，是否足夠全校 250 位師生一天的廁所

沖水量？請說明你的理由。（註：1 立方公尺＝1000 公升） 



策略 II的學生作答範例： 

A. 足夠。5立方公尺 = 5,000公升，故雨水撲滿可供5,000 ÷（6 × 3） ≒

277人使用，且277 > 250，因此足夠全校師生一天廁所的沖水量。 

B. 是。5,000 ÷ 6 = 833…2；833 ÷ 3 = 277…2 

策略 III的學生作答範例： 

A. 足夠。5,000 ÷ 250 > 6 × 3，即 20 > 18。 

 

  雖然學生在素養導向試題的表現還不夠穩定，但綜合上述的說明可知，良好的素

養導向試題，不但可以評估學生應用數學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學生的思考力與創造

力、還可以提供學生溝通表達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能培養學

生運用數學的習慣與態度，潛移默化的建立學生的學習遷移能力，為未來的生活與工

作奠定重要的核心能力。 

  評量最重要的就是回饋教學，從目前的素養導向評量結果可以直接瞭解學生的學

習成效、教師的教學成效、甚至是政策的執行成效，而這些結果也可以作為未來學習

和教學的努力方向或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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