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评估  
 
 

评估的目的  
 

教师大多同意评估应促进学生学习，而评估是学与教周期中重要的部分。  

评估的主要作用已由提供分数或等级将学生排序，变为帮助学习的工具。  

一般来说，评估应能：  

 

•  提供可靠的数据以改善学与教；  
 
•  提供回馈让学生了解其学习进度；及  
 
•  提供汇报数据。  

 

明显地，评估包括收集、判断及理解有关学生学习表现的资料。它可以是

进展性评估或总结性评估：  

 

•  进展性评估量度学生的进度，从而找出学生懂甚么及学甚么。所得数据

可作为回馈以设计随后的学与教活动。进展性评估应为经常及持续进行

的活动，以不同方式进行，包括课堂上的观察及讨论，以及检查学生堂

课与家课。 
 
•  总结性评估量度学生在某一时段（如在一个学期或学年终结时）的整体

表现。它主要就学生学习表现及进度提供一个全面及扼要的描述。  

 

进展性评估及总结性评估均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如要诊断学生在学习上的

强项与弱项，定时的评估是必要的。因此，进展性评估在学与教的过程中

显得越来越重要。这概念并不新鲜，教师均会在课堂上经常进行评估。大

部份教师都会在课堂上提问、要求学生在黑板或在座位内回答问题、进行

讨论及组织课堂活动等。这些都是进展性评估的活动。这里所强调的是数

据搜集应该是经常性的，其目的是希望改善及提升学与教的质素。一般来

说，评估不应被视为独立附加的活动而应被视为学与教周期中一个不可或

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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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评估  
 

学校估评是指在校内推行的所有评估活动。教师可弹性地搜集数据，了解

学生的学习成果是否能达致既定目标，并对学生的进度作专业的判断，从

而改善学与教的过程。 

 

高级程度纯粹数学科涉及广泛的学习目标及过程。为了加深了解学生的学

习进度及成果，教师需要向学生进行不同形式及配合学习目标的评估活动，

目的是搜集学生的学习显证。在数学学习中，过程(如解决问题的策畧)及学

习成果(如问题的解)同样重要。并应反映在评估的设计上。不同的评估模式

适用于不同的评估目的。教师需要各类型的评估活动以便有机会搜集、判

断及理解有关学生的学习表现。教师应让学生了解他们怎样被评估。以下

是一些可以在高级程度纯粹数学科中推行的学校评估活动： 

 

•  堂上讨论及口头报告  
 

堂上讨论及口头报告是很有效的评估活动。在学与教的过程中，教师与

学生（或学生与学生之间）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讨论、发问及回答问题。

堂上讨论不但令教师了解学生对有关课题的理解，而且亦给予学生表达

他们意见的机会，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一些适合讨论的问题包

括：  

 你能否描述当 x 趋向无穷大时曲线 y =
12

3

−x
x  的变化 ? 

 所有收敛序列是有界的。其逆命题是否成立？换句话说，是否所有

有界序列都是收敛的？  

 对于所有在〔 a, b〕的 x，若 f(x) g(x)，为何 ？  ≥ ∫ ∫≥
b

a

b

a

xxxx d)(gd)(f

 分项分式是甚么？你能否分解
))(( 22

4

kxkx
x

+−
为分项分式？  

 曲线的渐近线的定义是甚么？在曲线的描绘中，有多少类型的渐近

线？它们的特性是甚么？  

 序列  )11()1(a
n

n
n +−=  是否振动？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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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  f(x)= x3 及  =0，是否能判定 f(x) 在 x=0存在一局部极值？

试解释。  

)0(f ′

 

•  观察学生堂上的学习表现  
 

观察学生课堂上的学习表现是重要的评估活动。在发展学生的思维能

力（如高阶思维能力）及学习态度时，并不易判断他们的进度及成果，

但透过观察（尤其是长时间的观察），教师便能清楚知道学生的表现。

一些以观察评估学生的可用准则包括： 

 

 学生能否解答教师和同学提出的问题？ 

 学生能否适当地阐述题解？ 

 学生能否解释如何得到答案及使用甚么策略？ 

 学生的参与程度如何？ 

 学生是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 

 学生是否主动提出问题？ 

 学生的学习态度如何（例如独立性、合作性和对工作的坚持性）？ 

 

•  堂课及家课  
 

堂课及家课为学与教过程中常用的评估工具，目的是帮助学生巩固数学

概念及评估学生的学习表现。堂课和家课应适量，深度宜适中，并应适

当地针对课程内的特定目标。例如，评估学生应用定积分来计算平面面

积时，便不应给予他们一些需要利用繁复技巧来求积分的练习。同时，

习作不宜只局限于常规的数学问题，亦应包括阅读数学参考书、学生作

堂上讨论前的预备工作及从网上、报纸或杂志上寻找数据等。教师在批

改堂课及家课时，应给予明确、清晰、具建设性及有鼓励性的评语、回

馈和指出应改进的地方，让学生知道自己的强项、弱项及进度，从而能

令他们知道可进一步改善的地方。  

 

•  专题研习  
 

专题研习是推动学生自主及自我调节学习的有效学与教策略。它不是取

代学习领域内科目学与教的知识，而是提供其它学习经验，让学生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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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习空间。通过不同的活动，专题研习能让学生建立知识、技能、

价值观与态度并结合起来。专题研习能帮助培养学生的共通能力 3。所

以，专题研习是一个很值得善加利用的评估工具。教师应注意学生可以

个人或小组的形式做专题研习，视乎该研习的性质。教师可因应以下准

则评估学生在专题研习的表现： 

 

1. 对专题的理解  

2. 策略和方法的运用  

3. 阔度、深度和内容的准确性  

4. 表达与沟通  

5. 态度。  

 

•  课堂小测验  
 

课堂上的小测验可以作为一些课题的温习。从学生的响应可知道他们对

课题是否不明白、了解课题的程度、他们的强项、弱项及能力等。教师

可因应已教授的课题，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 (例如，要求学生计算有两

列相等或两列成正比例的行列式的值 )，教师可从学生的解答评估他们

对该课题的理解 (例如，要求学生利用基本列运算计算行列式的值，并

清楚显示所有步骤 )。课堂小测验有时更可以口试形式进行。  

 

•  探究活动  
 

探究活动是课堂活动的一种。教师可透过探究活动，了解学生的解决问

题能力。若活动是以小组形式进行，教师更可以了解学生的协作能力。

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的表现可透过观察来评估。准则包括：  

 

1. 对问题的理解  

2. 策略和方法的运用  

3. 参与程度和态度  

 
 
       
3   该九种共通能力是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创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运用信息科技能力、运算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研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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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验和考试  
 

测验和考试已被广泛应用为校内主要的评估。教师在拟定测验和考试的

题目时应留意下列各点：  

 

1. 评估范围必须恰当，题目形式宜多样化。  

2. 每题应有明确的评估目标。教师在拟题时应经常参考课程的宗旨和

目标。  

3. 教师应避免只测试学生对基本数据的记忆，应尝试考核他们对概念

的理解、解难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  

4. 题目的难易程度应反映学生的能力。  

5. 文字要浅易。  

 

教师应在拟题前订定一拟题计划及编制答案及评分标准。拟题计划应清

楚显示所评估学习单位的分数分配。分数的分配要适当，以能反映试卷

的目的和重点，以及保证涵盖的范围恰当。试题应包含各类形式的问题，

如短题目、长题目、结构性题目等，以评估学生在数学各方面的知识。

在高级程度纯粹数学科中亦应加入一些开放式问题以评估学生的思维

能力，包括沟通能力和推理能力。开放式问题着重学生对不大常规情境

的理解、推理及应用知识的能力。这类问题更能清楚反映学生所达到的

程度。一般来说，开放式问题需要复杂的思考，而答案可能有多个。教

师评改学生的答案时，需加以理解及采用多个准则。学生作答时，不能

只靠背诵，需要构作本身的答案(例如：构作一收敛于零的序列；构作

一不为零，且它的逆矩阵不存在的三阶矩阵)，从而启发他们的思考及

理解能力。学生在这些问题的响应可提供数据向家长、教师及学生本身

显示他们的实际表现。 

 

总括来说，一个平衡的评估方案应包含不同类形的有效评估活动，以判断

能否达到既定的学习目标。 

 

 

评估的回馈  
 

回馈是评估的一个重要元素。有效的回馈可帮助学生理解在学习过程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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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踏出下一步、怎样向前展望及向学生提供鼓励。回馈亦可帮助教师了

解学生的真实表现及预期表现的差距，从而识别他们的强项、弱项和可以

改善的地方；同时亦可帮助改善教学。 

 

教师可利用进展性评估的数据作为调整教学策略之用，并决定在随后的日

常教学中应否加入进一步的巩固活动或增润项目。 

 

总结性评估的回馈可提供数据给学生规划随后的学习，给教师设计下一学

期或学年的教学次序、范围和深度。这些资料对学校调整高级程度纯粹数

学科的校本课程的目标和策略是十分重要的。 

 

 

公开评估  
 

香港的公开考试和校内的评估以笔试为主。纸笔测试只能评核学生在某一

时段的学习成果，如某些知识和概念的背诵及理解。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为

高级程度纯粹数学科课程安排公开的考试，以评估学生就本课程的宗旨和

目标所达的水平。公开考试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公平测试的机会，作资格

认可及筛选之用。此外，会考年报亦为学生在考试的整体表现提供分析，

为本课程的学与教成效提供回馈。 

 

高级程度纯粹数学科主要是为有意修读数学、工程学、科学与科技的学生

而设计。修读本课程的学生须具备中学会考程度的数学知识。 

 

公开考试的评估目标是测试学生对数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及应用。本科的公

开评估形式及详情可参阅由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每年出版的《香港高级程度

会考考试规则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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