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評量學生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素養能力？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呂鳳琳】 

  由於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可提供個體在面對複雜情境或問題時，作為化繁

為簡、以簡馭繁的關鍵工具。因此，培養個體具備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核心素養能

力變得尤為重要。系統思考使個體能夠從宏觀的角度理解複雜問題，識別出各個元素

和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方法不僅幫助個體深入洞察問題的本質，還能夠揭示潛

在的解決方案。同時，解決問題的能力則進一步使個體能夠將這些洞察轉化為實際行

動，通過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提出並實施有效的策略來應對這些複雜情境。這種結

合了深度理解和實際應用的方法，使個體能夠在面對複雜挑戰時，以簡潔明瞭的方式

進行思考和行動，從而在個人和職業生活中取得成功。 

  然而在現行總綱或是各領綱中，對於核心素養的具體示例、教學應用及評量的論

述相對有限，且未具體闡明核心素養的設計準則及評量方式。換言之，108 課綱對核

心素養的操作性定義較少著墨。對教師而言，要設計能夠準確且有效評量學生核心素

養的試題並非易事。本文旨在以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項目的素養能力為例，透過詳細

的命題架構、題組設計概念以及初步的施測結果，來闡述評量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能

力的過程及方法。 

  筆者首先透過相關文獻資料的爬梳以深入理解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具體意涵。

在系統思考方面，主要包含分析系統要素、綜合系統要素及執行等三個指標。以商店

的抽獎活動為例（見圖 1），分析系統要素可從抽獎機制、商品價格或消費者結帳方式

評量學生是否能識別和理解活動的關鍵組件。綜合系統要素則可考慮抽獎機制如何影

響消費者的購物策略進而評量分析得出的各個要素整合起來的可能結果。而在執行部

分則可由個體透過對結果的評估與調整評量個體能否將對系統的理解轉化為具體行

動或策略。 

 

 

 

 



圖 1、系統思考評量題組示例 

 

 

  在解決問題方面，主要包含問題分析、計畫與執行以及評估與反思等三個指標。

以旅行交通規劃為例（如圖 2），問題分析是指在確定出發地與目的地後，評量個體

是否知道應查看哪些資料深入分析才能做出合適的選擇。計畫與執行是指在分析與訂

定行程後，可針對個體能否從中選擇最佳交通方式並實施交通計畫進行評量。在評估

與反思部分，則是指當交通計畫出現狀況時，個體是否具備評估有無其他應變方式以

解決問題的能力。 

 

圖 2、解決問題題組示例 

 

 

  在題組發展階段，研究者邀集多位資深中學教師依據前述命題架構與指標方向進

行試題開發與修審工作。接著即以十年級學生為對象，進行前導性施測，檢驗試題品

質。以商店的抽獎活動（系統思考）題組為例，三個子題的鑑別度介於 0.57至 0.69，

難度介於 0.47至 0.60。以旅行交通規劃（解決問題）題組為例，四個子題的鑑別度介

於 0.42 至 0.75，難度介於 0.29 至 0.70。意即上述兩道題組的設計皆具備優良的試題



鑑別度與難易度適中。這表示上述題組均能有效區分不同水平能力的受試者在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方面的表現且難度適中，適合多數受試者作答。 

  總的來說，雖然從相關數據資料顯示目前的試題開發過程和試題品質均具有正面

的結果，但仍有進一步提升和擴展的空間，特別是在確保試題的全面性、公平性和適

用性方面。例如與其他學科專家合作，開發能夠涵蓋更廣泛技能和知識領域的試題，

如批判性思維、創造力等。或是運用前瞻技術，如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來分析試題

的表現，並根據學生的回答提供個別化的反饋。此外，透過進行長期追蹤研究，以評

估這些試題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並根據反饋進行必要的調整亦是此研究正在努力

進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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