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评估  

6 . 1  评 估 的 目 的  

 评 估 可 作 各 种 不 同 的 用 途 ，例 如 检 讨 教 学 成 效 、鉴 定 学 生 是 否

在 学 习 上 有 困 难 、甄 别 学 生 、学 位 安 排 等 。在 数 学 科 课 程 纲 要 中 ，

评 估 被 视 为 教 学 和 学 习 周 期 中 一 个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这 是 一 项 资

料 搜 集 工 作 ， 以 找 出 学 生 在 达 成 既 定 学 习 重 点 所 取 得 的 成 绩 ， 从

而 改 善 教 与 学 的 过 程 。  

评 估 所 得 的 资 料 应 协 助  

1 .教 师  
 了 解 学 生 的 进 度 ；  
 鉴 定 学 生 的 强 项 和 在 学 习 上 需 要 改 善 的 地 方 ；  
 寻 求 协 助 学 生 的 方 法 ； 以 及  
 策 划 教 案 。  

2 .学 生  
 了 解 自 己 的 进 度 ；  
 鉴 定 学 习 上 需 要 改 善 的 地 方 及 找 出 改 善 学 习 的 途 径 。  

 
有 关 的 学 习 目 标 和 学 习 重 点 说 明 学 生 在 课 程 内 容 方 面 需 要 学

习 的 范 围 和 深 度 。 因 此 ， 教 师 亦 应 根 据 这 些 学 习 目 标 和 学 习 重 点

来 进 行 评 估 及 判 断 学 生 在 这 些 目 标 和 重 点 上 的 表 现 。  

6 . 2  评 估 的 策 略  

学 生 学 习 表 现 的 复 杂 性 不 能 从 单 一 分 数 或 单 一 种 评 估 活 动 所

能 量 度 或 反 映 。 教 师 应 透 过 不 同 模 式 的 评 估 活 动 ， 收 集 学 习 成 果

显 证 从 而 反 映 学 生 在 数 学 上 的 学 习 成 果 。 然 而 ， 评 估 可 令 学 生 感

到 忧 虑 和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压 力 ， 失 去 自 信 心 和 兴 趣 ， 而 在 极 端 的 情

况 下 ， 甚 至 令 学 生 拒 绝 学 习 。 过 多 的 评 估 更 会 增 加 教 师 不 必 要 的

工 作 量 。 为 减 少 这 些 负 面 影 响 及 因 应 个 别 学 校 的 文 化 、 教 师 的 经

验 、 学 生 的 需 要 和 兴 趣 ， 学 校 需 要 设 计 一 套 合 适 的 评 估 及 报 告 政

策 。 根 据 这 校 本 评 估 政 策 ， 教 师 必 须 在 教 学 计 划 如 教 学 进 度 表 中

加 入 各 种 规 划 得 宜 的 评 估 活 动 ， 及 设 计 恰 当 的 记 录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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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设 计 评 估 时  

 须 包 括 多 元 化 的 活 动 如 课 业 或 练 习 ， 务 求 涵 盖 所 订 定 的 一
系 列 学 习 重 点 ； 及  

 须 让 不 同 能 力 的 学 生 也 有 机 会 展 示 他 们 在 各 方 面 的 表 现 能
力 ， 包 括 高 阶 思 维 能 力 。  

评 估 活 动 可 包 括 下 列 各 种 ：  

 堂 上 讨 论 及 口 头 报 告 ；  

 观 察 学 生 堂 上 的 学 习 表 现 ；  

 堂 课 作 业 及 家 课 ；  

 专 题 设 计 ， 例 如 ： 设 计 模 型 、 进 行 统 计 调 查 等 ；  

 课 堂 小 测 验 ；  

 测 验 和 考 试 ； 及  

 数 学 学 会 、 数 学 周 等 课 外 活 动 。  

评 估 活 动 可 以 小 组 或 个 人 、 正 规 或 非 正 规 的 形 式 进 行 ； 同 时 可

由 教 师 主 导 ， 或 让 学 生 提 供 意 见 。 有 些 学 习 重 点 特 别 和 情 感 有 关

的 是 很 难 以 正 规 途 径 评 估 的 ， 教 师 应 尝 试 从 多 种 非 正 规 途 径 ， 如

口 头 响 应 去 提 供 回 馈 予 学 生 。  

评 估 活 动 可 以 进 展 性 或 总 结 性 进 行 。 进 展 性 评 估 是 指 教 师 持 续

对 学 生 的 进 度 进 行 检 讨 ， 其 主 要 目 的 在 于 找 出 学 生 在 学 习 上 的 强

项 和 弱 点 。总 结 性 评 估 是 指 教 师 每 隔 一 段 时 间 ，例 如 在 一 个 学 期 、

学 年 或 学 习 阶 段 终 结 时 ， 对 学 生 的 整 体 进 度 进 行 评 估 。 总 结 性 评

估 旨 在 全 面 而 扼 要 地 说 明 学 生 的 学 习 表 现 和 进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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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评 估 的 回 馈  

 评 估 活 动 所 收 集 的 资 料 应 视 为 改 善 学 生 的 学 习 及 调 整 教 师 教

学 的 策 略 和 进 度 的 重 要 回 馈 。 在 课 堂 上 或 当 教 师 派 回 习 作 时 ， 学

生 可 实 时 从 进 展 性 评 估 中 得 到 口 头 或 书 面 的 回 馈 。 从 而 ， 学 生 可

在 学 习 新 知 识 前 ， 立 即 纠 正 错 误 的 观 念 及 努 力 改 善 弱 项 。 总 结 性

评 估 的 回 馈 则 可 提 供 数 据 用 作 规 划 随 后 阶 段 的 学 习 。  

 教 师 可 利 用 从 进 展 性 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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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一 步 巩 固 数 学 知 识 和 技 能 的 活

动 ， 抑 或 教 授 增 润 项 目 。 总 结 性 评 估 所 得 的 数 据 可 作 为 规 划 以 后

的 教 学 计 划 ， 学 习 单 位 的 范 围 和 深 度 之 基 础 。 这 些 数 据 对 学 校 调

整 校 本 课 程 目 标 和 策 略 亦 十 分 重 要 。  

 为 了 能 使 学 生 在 学 校 及 家 庭 的 学 习 同 步 ，家 长 和 教 师 之 间 须 要

一 个 有 效 和 有 效 率 的 沟 通 途 径 。 有 研 究 指 出 家 长 认 为 背 诵 和 多 练

习 对 数 学 学 习 十 分 重 要 ， 这 种 思 想 会 给 学 生 带 来 一 些 正 面 和 负 面

的 影 响 ， 包 括 过 于 强 调 操 练 对 改 善 学 习 的 重 要 性 。 各 种 家 庭 与 学

校 的 活 动 和 学 生 的 正 式 成 绩 报 告 均 为 学 校 与 家 庭 的 沟 通 渠 道 。 通

过 这 些 渠 道 及 根 据 评 估 活 动 所 收 集 的 资 料 ， 学 校 可 向 家 长 提 供 有

关 学 生 的 学 习 进 度 及 如 何 改 善 学 生 学 习 的 方 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