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评估建议  
 

 

评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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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包括收集、

判断及理解有关学生学习表现的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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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性评估应为经常及持续进行的活动，

以不同方式进行，其中可包括课堂上的观察及讨论，以及学生堂课与

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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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的目的包括：  

 提供可靠的数据以改善学与教的安排；  

 提供回馈让学生了解其学习进度；及  

 提供汇报数据。  

 

进展性评估或总结性评估的运用应视乎其目的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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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进展性评估在学与教的过

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其实这概念并不新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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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的是搜集数据应该是经常性的，其目的是希望改善及提升学与教的质素。

一般来说，评估不应被视为单独的活动而应被视为学与教周期中一个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评估的标准及策略  
 

学生的学习表现不能从单一分数或单一种评估活动作出准确的量度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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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教师应透过不同模式的评估活动去收集学习成果。教师在进行评估时

应留意以下这两点：  

 评估（特别是正式的测验／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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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过多的评估会减少学习和授课的时间，更加会增加教师不必要的工作

量，而最终会增加学生及教师的压力。  

 

学校须要设计一套合适学校文化及需要的评估政策 /活动。在设计的同时应

切记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搜集数据用以改善学与教的过程。  

 

任何一个评估活动均须要考虑教学结果而厘订评估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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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的表现能提供所需数

据。评估学生在附加数学科的表现应考虑以下三个准则：  

 

准则一：  沟通能力  

准则二：  数学技巧，包括  

( i)  学习结果及数学过程；及  

 ( i i) 数学工具的使用。  

准则三：  数学应用，包括  

( i)  在日常生活（真实或模拟）应用数学；  

( i i) 在数学情境下应用数学；及  

( i i i)  就问题的解作合理的解释。  

 

以下扼要说明了以上述准则评估学生表现的一些重点：  

 

准则一：沟通能力  

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并应表现于每一个附加数学科的课堂内。就收集学

生在这方面表现的资料时，应以学生在课堂上对活动／课业的响应的沟通

技巧作整体的考虑。问与答（例如，要求学生描述当某曲线上的 Q 点趋近

在同一曲线上的 P 点时，弦线 PQ 的改变）及课堂讨论（例如，让学生解

释为何在证明命题 P(n)是正确时，祇须证明 P(1)是正确及若 P(k)是正确，

则 P(k+1)是正确便可以）都是用作搜集有关资料的一些非常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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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二：数学技巧  

评估的重点应放于学生是否能应用数学知识、结果及程序和使用已学的数

学技巧于类似的情境上。在附加数学科中，学生数学技巧的运用可于学生

能否解常规性问题上反映出来。教师应鼓励学生在家课及堂课中清楚及有

层次地表达其解题方法。在课堂中，由于要节省时间，学生可只提出解题

的方案（例如，以微分法找出极点，测试极大或极小点，找出 x 截距和 y

截距，最后利用这些数据描绘图像）。在拟题方面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题目应有不同的难度以照顾学生的能力差异及找出学生在数学上的强

项和弱项；  

 题目须具备能考核学生各种不同的数学技巧；  

 题目能让学生应用数学于日常生活及数学的情境中；及  

 题目应能让学生展示能否达到沟通能力的准则。  

 

准则三：数学应用  

评估的重点应集中于学生能否在不常见的情境下应用数学。这个准则可以

透过在日常生活情况及数学情境中应用数学而作出评估。同时，有关答案

的合理性解释的评估应于问题中一并考虑。  

 

策划评估时，教师应让学生有机会显示不同的能力（包括高层次思维能力）。

故此，评估应包括多元化的活动如课业或练习，务求函盖所有学习重点。

以下是一些可以在附加数学科课程中推行的评估活动：  

 堂上讨论及口头报告（例如，讨论为何当两向量的纯量积等于零时，

则此两向量互相垂直）；  

 观察学生堂上的学习表现；  

 堂课及家课；  

 专题设计（例如，函数图像及其导数图像的配对）；  

 课堂小测验；  

 探究活动（例如，杨辉三角、极限的概念、假设地球为一球体或椭球

体时地球的体积）；  

 研究课题（例如，如何令包装某一商品所需的材料达致最少）；及  

 测验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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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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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回馈  
 

回馈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去进行。没有适当的回馈，评估便失去了意

义。教师应了解评估的精神及原则在于利用收集的资料改善学生的学习及

调整教师教学的策略和进度。向学生作出的回馈应就其工作表现的素质上

提出改善建议，应尽量避免与其它同学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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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课应尽快作批改，并纠正学生的错误

概念。教师应特别留意改善学生共有的弱项。教师可利用从进展性评估所

得的数据作修订教学策略之用，并决定应否在以后的日常教学中加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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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对学校调整校本附加数

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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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与教师之间需要一个有效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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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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