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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教授抱怨，學生素質下降，對學習

提不起興趣，常達不到教授要求，最後變

成教授降低標準配合學生，以免學生挫折

感太重，部分大學還要求教授不能當太多

學生，否則會影響學校生計，更助長大學

生學習成就低落。

該如何找到最好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成

就，一方面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一方面

又能準確評量學生的學習表現？

目前任職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評鑑

與發展研究中心的彭森明主任，曾在美國

大學及美國教育部服務多年，對學生學習

成就評量相當有研究。他指出，美國對在

學學生的學習成就評量方式與臺灣相去不

遠，多數採測驗及繳交報告，全由教授視

情況選擇不同評量方式，有時不僅有一次

考試或繳交一份研究報告而已。

美國經驗：重視學生參與

此外，美國的教授特別重視學生獨立研

究報告。彭森明說，研究是知識的彙整，

除思考問題，還要整合、運用所學，完

整論述。研究報告不是用來評量片段的知

識，而是評量學生學習後內化、分析、整

合、組織所呈現的觀點與論述，了解學生

是否具有組織、批判、分析能力，研究報

告也被視為是一種良好的評量方式。

除了上述測驗與研究方法外，學生參與

課堂討論程度也是評分重點；參與課堂討

論可表現學生積極學習，並促進思考，

與學習成果高度相關，彭森明在美執教

時，即非常重視學生參與。不過，臺

灣學生參與課堂討論較為被動，不

如美國學生熱烈。

除課堂學習參與外，彭森明說，

糾正學習歪風 

評量方式與教授心態成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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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觀點：

教育改革幾年下來，大學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考進大學非難事，卻成為教授們頭痛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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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越來越重視學生主動參與學校課外

活動的程度，因為參與活動能增長人際溝

通、領導、團隊合作等能力與知識，學校

開始營造教師與學生互動的機會與環境，

積極舉辦學生參與學校、各系、所或宿舍

活動，提高學生參與程度。

重視學生參與活動，最初由美國印第

安那大學一位教授提出，之後有越來越多

的大學引用，設計各種問卷，填寫各種量

表，以便了解學校狀況。現在，美國很多

大學設有「校務研究單位」，負責替學校

進行此類評鑑調查，並提出改進方法。

商管類科評量  實際調查很重要

美國大學評量方式與臺灣相去不遠，

各類科的評分方式也差不多。中山大學企

管系教授周逸衡說，商管科系的評分方式

視各課程的教學目標而定，一般課程屬於

「傳遞知識」教學，多採考試方式，若中

階以上課程屬於「形成觀念與態度」的教

學內容，則由學生提出書面及口頭報告。

另外，商管類科有管理課程如市場調

查、企業管理等訓練學生實作的課程，便

會要求學生撰寫小論文，將上課所學實際

應用於研究與調查，表現上課學習成果。

不過，大學教育逐漸受到挑戰，周逸衡

指出，社會改變，學習型態也跟著改變，

過去，商管類大學畢業生多數立即進入職

場就業，學生對中階管理課程相當認真，

希望進入職場成為優秀管理人才，但近十

年，考研究所風氣盛，四成以上的大學畢

業生都繼續念研究所，影響大學教育。

周逸衡說，過去大學入學考試影響高中

教學，現在研究所考試也影響大學教學，

很多大學生三、四年級開始補習考研究

所，回頭念基礎課程，對三、四年級重要

的管理、行銷課程等中階課程興趣不大，

反而選擇上輕鬆課程，全心準備考試。他

說，大學四年教育，其實已經縮短為兩年

半，對臺灣培育高等教育人才影響很大，

令人憂心。

分析原因，周逸衡認為，因為學生覺得

學費便宜，所以不認真，加上大學淘汰率

低，對大四學生，教授們也不想為難，更

造成學生的偏差心態。

理工科系  評量重實驗

前國科會主委、交通大學電子系教授魏

哲和表示，理工類科因科目不同，評分方

式也不同，基礎科目通常採取考試與交作

業，由教授決定考試與作業繳交次數。

實作部分，工程科系多數採專題研究及

口頭報告，可看出學生用功程度、組織能

力、思考整合，還能觀察其表現態度，有

別於一般的測驗。

魏哲和說，評量工具只評量學生於該階

段是否有效學習，觀察每個學生對該領域

的興趣及做事的態度，各種評量工具都有

優缺點，並非適合每個學生。他舉例，考

試成績好的學生，研究不一定做得好；有

些人不喜歡運算、推理，卻很有創意，這

都是性向差異，所以，教授選擇何種測量

工具，便相當重要。

為保財源不退學  助長打混歪風

不過，國內學生有一項嚴重的問題，便

是對學習沒有興趣，不夠用功。彭森明記

得自己剛回國任教時，有個學生上課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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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問他為什麼？學生回答因為想多玩

玩，即使被當掉，再重修就好了。

一些調查資料也顯示，臺灣學生沒有

讀書風氣，沒有閱讀習慣，懶散不積極，

鮮少上圖書館。彭森明惋惜地說，時間不

會回頭，不利用大學這段黃金歲月好好讀

書，相當可惜，而這似乎是很多大學生的

相同態度。

面對這種學生，教授們的態度變得相當

重要。彭森明說，美國教授對學生要求相

當嚴格，很多學生應付不了功課的要求，

會自動休學。反觀臺灣，很多學校退學

條件變得寬鬆，部分學校擔心招不到學生

或學生中途跑掉，還會要求教授不能太嚴

格，間接地造成學生隨便混過，不認真學

習的現象。彭森明說，這種現象將成為臺

灣高等教育的隱憂，對臺灣高等教育的傷

害很深。

　

教授心態需要改

魏哲和則認為，現在大學教授還要發揮

預警功能，當學生可能被當時，就立即通

知，加上部分學校沒有「二一退學制」，

讓長期準備升學考試的學生，一進入大學

就開始放肆的玩，結果影響教師的授課與

評分方式。

魏哲和說，考試可讓教授了解學生學

習的問題，不過，對學習成就不夠好的

同學，建議教授們了解原因，協助他們學

習，會比找出更好的評量方式更重要。

周逸衡也有相當感觸，認為評量工具問

題不大，重要的是「教授的心態」。網路

時代來臨，學生隨便剪貼網路文章，報告

亂寫，教授不仔細看內容，只看份量多不

多、色彩豐富與否，根本不知道學生學習

結果究竟如何。

　

批改作業不認真  學習回饋難察覺

不過，據周逸衡的觀察，大學內只有不

到二成的教授會認真批改學生作業、報告

及考卷，多數教授都推給助教批改或自己

隨便看看，不想花太多時間批閱。

周逸衡認為學生的答案就是學習回饋，

最能檢視教學目標是否達成，並提供教授

改善教學，若教授只是想給一個分數，根

本無法了解其中透露的訊息。

他舉過去自己開「企業倫理」課程為

例，該課程學習目標為培養學生正確態度

與觀念，因此得先了解學生態度，進而建

立其正確態度與想法。他要求學生每周寫

幾項心得、感想、疑問或新發現後交回，

▲

學習評量是教與學

過程中重要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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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由助教看過後自己再看，最後自己於

每份作業上寫下對學生的評語與建議後發

回。

四星期後，學生寫得越來越多，他也給

予更多評語與回應，這份作業成為教師與

學生最好的觀念溝通與互動平台，同時記

錄學生的學習軌跡，當然，也讓教授隨時

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與觀念變化，並適時

加以引導。過去，他曾想推動這種評量方

式，但部分教授覺得很瘋狂，無法有效落

實。

可惜的是，這種觀念在大學中無法引

起共鳴，因為任何評鑑都不重視這部分，

加上長期重研究、輕教學，更使得教授們

不重視學生學習。如果訪視只看教授是否

給上課大綱、教材、教幾堂課的表相上打

轉，卻不重視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成就

評量或教師的用心程度，教學評鑑就只是

隔靴搔癢，觸不到問題核心。

評量多層次能力  納入教學規劃

想要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找到最好評

量學生學習成就的辦法，彭森明認為，學

習評量是教與學過程重要的一部分，能促

進學習成果，也能引導學生學習方向與培

育正確學習態度，並檢測學生整體學習成

效，診斷學習缺失，指引學生努力方向。

所以教授們應將評量列入教學規劃中，讓

教學目標與成果評量相互結合。

不過，學習是一種相當複雜的現象，

彭森明建議，未來對學生的評量，應採多

元方式，以評量多層次能力，包括最低層

的記憶與認知以及高層次的分析、整合與

運用，以降低單一方式可能造成的學習偏

差。

而周逸衡也說，管理類科很多是傳遞觀

念、態度與價值觀的課程，若教授想影響

學生價值觀，就得先知道學生想法，並透

過溝通與學習方式傳遞給學生，隨便閱卷

根本無法達到目標。

周逸衡說，若教授願意投入更多心力，

把教學當成一種使命，一定有願意學習的

學生，與教授產生共鳴，扭轉偏差的學習

態度，而這就是教育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