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類文本閱讀素養導向命題設計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陳毓欣】 

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一直是教學現場關注的焦點，不少縣市教育單位也期盼教

師們能夠持續提升素養導向命題的知能，投入研發更多素養導向的試題，以作為檢視

教學成果、幫助學生學習的工具。 

素養導向試題研發人才培訓計畫，於 109年透過定期培訓縣市種子教師，提升教

師素養導向評量與命題專業知能。培訓方式以每月一次，共 9場次的工作坊，由多名

講師分組帶領參與本計畫的各縣市教師，共同研發素養導向試題。工作坊強調理論與

實作並行，以紮實的訓練，提升參與教師的素養導向試題研發能力。工作坊的產出，

後續亦由本計畫團隊協助試題修審、預試與試題分析，建置優良素養導向試題題庫。

本文挑選其中一篇以〈牡蠣的集體智慧〉為文本的題組為例，說明科普類閱讀題組如

何設計，包含如何因應命題需求調整文本，以及試題的編寫理念。 

素養導向試題須符合 2項定義：1、布題強調真實的情境與真實的問題；2、評量

強調總綱核心素養或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學科本質及學習重點。（詳見：

https://reurl.cc/EXE8q0）當編寫閱讀素養試題的文本屬於科普類時，教師須掌握學科本

質，緊扣閱讀學習表現所關注的能力、學習內容的重點，例如擷取大意、推論訊息、

辨識文本中議題的觀點、運用科技與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解讀與判斷等。 

本題組共分為兩個部分，即文本與試題，完整題組已完成 2 次預試，共有 10 小

題，礙於篇幅，本文節錄其中 5題，說明如下： 

 

一、文本來源及設計： 

文本節錄自遠流出版社《科學少年》49 期，由作者方力行撰寫之〈牡蠣的集

體智慧〉。工作坊期間，由講師與小組成員共同微調文本，另外，基於命題需

求，新增了 2項資訊：(1)作者的學歷與研究專長介紹；(2)漁民養殖牡蠣的文

字說明與圖片。 

二、試題設計： 

1. 我們熟知的魚類是群聚，但附著生物的習性卻是近幾十年來才了解，能有這

https://reurl.cc/EXE8q0


項突破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① 從魚群群游經驗推測答案 

② 生殖季時產量多造成群聚 

③ 附著生物的習性發生轉變 

④ 結合不同領域專家的協助 

⚫ 命題理念：藉由本題，教師可瞭解學生是否能整合文本內的重要訊息；同

時，透過這篇文章，習得科學的進步需仰賴不同領域的專家共同努力。 

 

2. 本文主要在說什麼？ 

① 介紹附著性生物的種類 

② 說明附著性生物的生存方式 

③ 比較野生與養殖牡蠣的異同 

④ 解釋牡蠣如何避開天敵捕食 

⚫ 命題理念：摘要文章大意是重要的閱讀能力。藉由本題，教師可瞭解學生

是否能理解各意義段重點，進一步摘要出大意。 

 

3. 小知識裡告訴我們什麼事？ 

① 牡蠣如何群聚 

② 牡蠣如何繁殖 

③ 牡蠣的養殖方式 

④ 牡蠣的採收過程 

⚫ 命題理念：【小知識】是調整文本時，另外加入的延伸訊息，包含了簡單

的文字說明與圖片。說明文文本常見類似補充訊息，本題的設計希望學生

能區辨文本核心概念與其他延伸資訊之間的關係，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

延伸資訊的內容。 

 

4. 「小知識」在本文中的功能是什麼？ 

① 提供讀者結論 

② 提出不同觀點 

③ 增加版面篇幅 



④ 補充相關知識 

⚫ 命題理念：本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判斷延伸資訊在全文中的作用為何。 

 

5. 文章裡有什麼訊息可以幫助我們判斷這篇文章的內容是可信的？ 

① 作者是海洋科學的專家 

② 文章告訴我們海洋知識 

③ 文章最後有牡蠣的圖片 

④ 作者使用很多專有名詞 

⚫ 命題理念：媒體素養也是 108課綱核心素養之一，即「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養」。國小階段著重在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理解各類媒體

內容的意義與影響。本題的設計具有教學引導的功能，教師能瞭解學生是

否具備基本素養，亦可進一步設計相關教學活動，教導學生正確判斷各種

資訊的方式。 

 

掌握學科本質，緊扣課綱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的重點，便能問對問題、問好問題。

透過本計畫規律而密集的工作坊，參與者能習得如何根據評量目標適當剪裁文本，如

何編寫符合議題與學科本質的試題，對於提升教師命題專業知能相當有幫助。培訓人

才、提升教師的素養命題知能，才能進一步建立優良素養導向試題庫，讓評量真正發

揮教學上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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