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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导原则  

 

教师大多同意有需要评估学生的作业及与教学有关的活动，以促进学生的

学习及改善教学。评估包括搜集、判断及理解有关学生学习表现的资料。

评估并不是单独的附加活动，它是学与教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其

目的是提供可靠的数据及回馈学与教，进而改善和提升学与教的素质。适

当的评估能  

（ 1）  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能力，从而改善自己的学习方法；  

（ 2）  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表现，从而给他们提供适切的支持；及  

（ 3）  让家长了解子女的学习表现，从而与教师紧密联系，为子女提供适

切的辅助，帮助他们学习。  

 

透过图 5 所显示的校内评估架构，我们可以理解学习与评估是应该互相配

合的。数学课程清楚显示数学学习的过程及内容是同样重要。故此，评估

应与课程宗旨及目标呼应。一般来说，数学科的评估不应只注重学生解决

数学问题时所提供的答案，亦宜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解决数学问题时所

用的技巧及在思维和态度方面的发展，以达致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表现。

均衡及多元化的评估纵然有助全面了解学生的整体表现，但在透过不同模

式的评估活动去收集学习成果时，教师亦应留意下列各点：  

 

适当的评估  不适当的评估  

 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和兴趣  

 让教师有适时的回馈，促进学

与教  

 能配合不同的教学目的  

 

 

 

 可令学生感到忧虑和造成不必

要的压力，而在极端的情况下，

学生甚至失去学习的自信和兴

趣  

 减少学习和授课的时间，增加

教师不必要的工作量，最终会

增加学生及教师的压力  

 过份着重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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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实施评估的理念架构  

 

 

 进展性评估 
(回馈学与教) 

    促进学习 
总结性评估 

(量度成绩) 
 

 

 

 

学与教过程  校内评估  校外评估 

 让学生理解学习的目标 

 有效的提问(提供时间，让学生

思考及回答问题；不同类型的

问题－开放式问题和有固定答

案的问题、由内容主导转为学

生主导) 

 观察(例如:身体语言、面部表

情) 

 向侪学习(例如：学生在班上留

意及反思同学的答问) 

 有效的回馈(例如：提供明确的

建议，让学生能有所改善或巩

固所学) 

 学生主动学习  

 提高学生的自我形象 

 
 多元化 

- 不同模式的评估（例如：笔试、

专题研习、学习档案等）配合学

习目标和过程  

- 多方参与（例如：学生自评、同

侪互评、教师作评估、家长作评

估） 

- 以多元化策略评估学习的质素

(例如:除了赏罚之外，提供适合

学生能力并富挑战性的评估) 

 利用测验结果作为诊断及改善学

与教（例如：串字、阅读理解、数

学测验等） 

 提供机会让学生学习和改善，而不

是要他们互相比较分数 

 

 以测验、考试成绩评定等级或级别

（例如:期考、年终试） 

 记录  

- 追踪学生的学习进度 

 报告 

- 使用评语，减少依赖等级和分数 

 
（例如:公开考试） 

 

 

                               回馈流程 (取材自 Shirley Clarke)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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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需要设计一套政策，使对学习的评估与促进学习的评估得以平衡。这

政策须经全体教师讨论、协商及同意。它应包含根据相关的教学结果而厘

订的评估策略。例如，期望学生在有关阶段达成甚么学习成果？以甚么评

估活动评估学生在数学各方面的表现？会否包括如数学比赛及数理游踪

的校外活动？以甚么评估准则来评估如专题研习、课堂观察等活动？每学

年的测验／考试次数是多少？进行评估活动目的是为了改善学与教。适度

的评估有助了解学生的学习，但不应过度干扰学与教，使教师及学生负担

过重。计划评估政策时，应有足够的空间及时间让学生学习和让教师教授，

以及避免过量的评估。（有关学校评估政策的详细资料，可参阅《基础教

育课程指引  – 各尽所能  发挥所长》 (2002)第 5 分册。）  

 

5.2 评估的模式  

 

不同的评估模式适用于不同的评估目的。促进学习的评估重点在于学习的

过程及进度，大多是进展性评估，而对学习的评估重点在学习成果，大多

是总结性评估。由于数学课程同样重视学习的过程及成果，不同模式的评

估活动是必须的。  

 

教师需要各类型的评估活动以搜集、判断及理解有关学生学习表现的机

会。以下是一些可以推行的数学评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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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它们对教师来说并不陌生。堂上讨论不但令教师了解到学生对有关课题的

理解，而且亦给予学生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有助培养他们的沟通能力。

一些适合讨论的题目包括：为甚么
5

2

3

1

2

1
  及 222)( yxyx  ？如何估计

学校校舍的高度？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用估计？相等周界的图形其面积

是否相等？如何利用直尺和圆规构作一直角三角形？统计数字如何被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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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学生堂上的学习表现  

观察学生堂上的学习表现亦是评估活动的一种，数学学习所重视的思维能

力（例如：批判性思考能力）及学习态度等在传统的测验及考试的评估活

动中并不容易反映出来，但透过观察（尤其是长时间的观察），教师便不

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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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否

解答教师和同学所提出的问题？学生在有需要时能否适当地阐述问题的

题解？他们能否解释如何得到答案及应用甚么策略？他们的参与程度如

何？他们是否懂得提出问题？是否主动提出问题？  

 

堂课及家课  

一般教师都会给予学生堂课和家课，并以此帮助学生巩固数学的概念（参

阅第 4.4 段）及评估学生的学习表现。这项活动并不新鲜，最重要的是堂

课和家课应以适量为主，深度亦宜适中，而且，教师应给予有目的的数学

习作（例如：评估学生加、减法的应用时，便不应只给予他们一些加、减

法的操练）。最后，数学习作不宜局限于一般的数学题，亦应包括阅读及

学生作堂上讨论前的预备工作等。例如讨论统计的误用的课题时，可利用

日常生活中有关统计的剪报；进行量度活动前，从家中搜集一些以「升」

标示容量的容器回校作为堂上活动之用。  

 

专题研习  

专题研习是一个很值得善加利用的评估工具。事实上，专题研习是有效的

学与教策略，它能推动学生自主学习及促进学生把知识、能力、价值判断

与态度结合起来以建构数学知识，并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创造

力及解决问题能力。教师应注意学生可以个别或群体的方式做专题研习，

全视乎该专题研习的性质及目的而定。例如，以群体方式做专题研习对发

展协作和沟通能力较为有效。教师可因应以下准则评估学生的表现：  

1.  对专题研习的理解；  

2.  策略和方法的运用；  

3.  涵盖面、深度和内容的准确性；  

4.  表达与沟通；以及  

5.  态度。  

 

评估亦可以自我评估或同学互评的方式进行，而家长亦可表达他们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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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些可供参考的例子包括：探究学生喜爱的课外活动、比较学校男生

与女生的高度、学生视力与观看电视所花时间关系的研究、π的故事、模

型制作、二进制的应用、欧几理德几何、圆锥曲线、体育与数学等。详细

示例见于本课程指引「示例部分」的示例八至十。  

 

课堂小测验  

课堂小测验可以口头方式进行及在一堂的开始作为温习，形式类似堂上讨

论、口头报告及堂课。教师可因应已教授的课题，提出一些简单的题目，

例如找出授课当天学生的出席率及缺席率。教师可从学生的解答方法评估

学生对该课题的理解，例如学生是否知道出席率及缺席率的和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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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和协作能力（如果活动是以分组形式进行）。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的表

现可透过观察来评估，准则包括他们对问题的理解、策略和方法的运用，

以及参与程度和态度等。典型的探究活动例子有图形的对称性及变换、图

形性质、偶数和奇数的关系、截面、锥体和柱体、三角形面积公式、勾股

定理等。  

 

测验和考试  

一般学校都有测验和考试，但拟题时应留意下列各点：  

  评估范围必须全面，题目形式要多样化  

  每题应有明确的评估目的  

  难度要适中  

  份量要合理  

  文字要浅易  

教师应在拟题前订定一拟题计划及事先编制答案及评分标准。拟题计划应

清楚显示所评估的学习单位的分数分配，而且分数要适当，以能反映试卷

的目的和重点，以及保证所涵盖的范围。试题应包含各类形式的问题，例

如长题目、填充题、多项选择题等，以评估学生在数学各层面的知识；亦

应加入一些开放式问题以评估学生的高层次思维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能

力、创造力和沟通能力。有关开放式问题的示例请参阅本课程指引「示例

部分」的示例十一至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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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适的收集数据方式或程序是取决于使用数据的目的及甚么表现能提

供所需数据。无论采取哪一类的评估活动搜集学生学习的资料，亦应谨记

评估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学与教。  

 

5.3 进展性评估  

 

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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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学生懂什么及能做什么。所得资料用作回馈以改善学与教的活动。进

展性评估应为经常及持续进行的活动，并以不同方式进行，其中可包括课

堂上的观察及讨论，以及学生的堂课与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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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它

能提供学生表现的一个全面纪录，进而帮助学生改善学习。教师依据学生

的强项与弱项调整教学，为学生提供适切的支持，进一步巩固学生的知识。 

 

专题研习、堂上讨论、口头汇报及上课表现等评估活动应与其他课堂活动

互相结合。事实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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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答问题，进

行讨论及组织课堂活动等。这些都是进展性评估的活动。  

 

 

5.4 总结性评估  

 

总结性评估量度学生在某一时段（例如，在一个学期、学年或学习阶段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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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不同的目的，两者皆需要。重要的是

两者的最终目的同是改善学与教。  

 

5.5 评估报告  

 

评估的回馈是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适当的回馈，评估便失

去了意义。回馈不是指「赞赏」或「谴责」，它亦与「指导」不同。透过



 55 

适当的回馈，学生了解他／她能做到甚么或未能做到甚么。教师可找出学

生的强项和弱项，并能提供学生适时的支持措施，以改善数学的学习。  

 

回馈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进行，并应就学生的学习表现的素质上提出

改善建议，以及应尽量避免作同学与同学间的比较。实时回馈是十分有效

的，可作为课堂上进展性评估的一部分。家课应批改，如有需要应附以适

当的评语，并尽快发还给学生。  

 

总结性评估的回馈可提供数据给学生作为规划随后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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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数学课

程的目标和策略是十分重要的。  

 

为使学生在学校及家庭的学习同步，家长与教师之间须要一个有效的沟通

途径。有些家长认为背诵和多练习对学生学习极为重要。这种观念会引致

过量操练而忽略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各种家庭与学校的非正式活动或

学生的成绩报告都可以是学校与家庭的沟通渠道。根据评估活动所收集的

资料，学校可透过这些渠道向家长提供如何改善学生学习的方法；而透过

教师所提供的回馈，家长与学校能互相协作，支持学生的学习。  

 

整体来说，学校宜因应其文化、教师的经验、学生的需要及兴趣厘订评估

策略。评估策略应包含均衡的评估活动，并适当地将数据 报。学习目标、

活动及评估课业应互相结合，以确保教师能适当地教授预定的教学内容，

而学生亦能有效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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