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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進行開放性科學評測？

• 開放性科學題目能有效激發學生的創意思維與科學推理能力

• 幫助學生從多角度分析問題，並發展創意思維：

• 提出原創意念(original ideas)

• 提出多元意念(diverse ideas)

• 就現行方案進行評鑑及改良(Evaluate and Improve solutions)

• 與傳統科學題目相比，開放性題目沒有概定答案，並能更有效

評估學生的創意和運用科學知識解決科學問題的能力。



運用人工智能進行評測的好處

• 人工智能（AI）工具能支援教師更高效地評閱學生多樣和原創

的開放性答案。AI 可協助教師：

• 自動識別學生答案中的核心觀念與推理步驟

• 根據評分準則進行初步評級並提出具體回饋

• 協助教師從批次學生答案中快速篩選罕見的答案



教師如何應用 AI 工具與資源？

教學設計與評量的應用例子包括：

• 設計具創意挑戰的開放性題目：設計鼓勵學生提出多樣化方案、

比較與優化的題目情境

• 制定清晰的評分準則：例如就原創性、多樣性方面評鑑答案

• 導入AI自動評閱平台：使用AI模型進行批改與分析



開放性科學課堂活動

❶「實驗為本的開放型問題」
例如：就實驗寫出不少於五個控制變項。

❷「找不同」
例如：從以下選出與其他不同的項目，運用科學概念說明您的理由：
氦氣、氫氣、二氧化碳 （單元八：原子世界）

❸「分類」
例如：把以下項目分成兩個類別，運用科學概念說明您的理由：
蝙蝠、海豚、鯊魚、鷹 （單元二：觀察生物）

❹「探索物件的多樣性使用」
例如：寫出五個有關凸透鏡的科學用途。 （單元十二：光和聲音）



❶選擇課程內涉及不同變項的探究活動，例如

❷設計讓學生提出原創、多樣答案的問題，例如
「盡你所能，寫出進行實驗時需要保持不變的的所有因素。」

操作示例
第一部分：制定「實驗為本的開放型問題」



❸制定評量標準製作評分表

Quantity

數量
Diversity

多樣性
Originality

原創性

no. of separate responses

答案的數量
no.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答案類別的數目
the scarcity of response obtained

答案的罕見性

@1 mark for

each separate response

每個獨立回答，得1分

@1 mark for

each different approach

每個不同類別，得1分

@ 2 marks for 

each response that appears < 5% 

of the total responses

答案出現佔總數目少於5%，得2分

操作示例
第一部分：制定「實驗為本的開放型問題」



Quantity

數量
Diversity

多樣性
Originality

原創性

學生共提出

7個答案

學生答案可

分作3個類別
(例如：環境因素、

實驗過程因素)

答案❺
屬罕見答案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❹使用評分表就少量學生答案樣本進行批改，檢視評分表是否需要調整

操作示例
第一部分：制定「實驗為本的開放型問題」



❶開啟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載
入科學實驗工作紙及評分準則。

❷輸入以下指令：「寫出進行此實驗
時需要保持不變的15個因素，並根據
評分準則進行評分。」，然後檢視所
生成的答案是否合理。

操作示例
第二部分：運用AI進行題目評估



❸掃描學生作業，並上載PDF至AI進行批改。
(亦可運用線上平台收集學生答案)

操作示例
第二部分：運用AI進行題目評估

輸入以下指令：
「以評分準則批改所上載的學
生作業，並就以下項目(數量、
多樣性、原創性，以及總分)
以列表方式輸出。批改時需注
意若多個答案意思相近，則合
併為一個答案。」

教師需確保AI輔助批改的最終結果經由人工審核



樣本評估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