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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高層次思考？

概 念 說 明



What is Higher-Order Thinking ？
本次課例與評量範例所採用的高層次思考定義，引用
自Susan M. Brookhart（2010）對批判思考的定義：

• Critical thinking is reasonable, reflective thinking that is
focused on deciding what to believe or do. (Norris &
Ennis, 1989, p. 3)

• Barahal (2008), who defines critical thinking as “artful
thinking” (p. 299), which includes reasoning, questioning
and investigating, observing and describing, comparing
and connecting, finding complexity, and exploring
viewpoints.

Susan M. Brookhart（2010）. How to Assess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in Your Classroom. ASCD.



為什麼需要培養批判思考？
•社會領綱基本理念
「社會領域的主要教育功能為傳遞文化與制度，培
養探究、參與、實踐、反思及創新的態度與能力；
其理念在於涵育新世代的公民素養，以培育公民面
對各種挑戰時，能做出迎向「共好」的抉擇，並具
社會實踐力。」

•社會領綱課程目標
五、發展跨學科的分析、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
的能力。

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



國 小 社 會 學 習 內 容 之 規 劃

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



高中社會歷史科學習內容之規劃

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



我們期待如何培養批判思考？

• “Being able to think”means students can apply wise
judgment or produce a reasoned critique.

• 教學目標是「使學生具備推理、反思和做
出正確決定的能力。」

• 隨著學校和社會變得越來越多元，每個人
的假設不太可能是相似的。識別觀點背後
的假設是一項重要的生活技能。

Susan M. Brookhart（2010）. How to Assess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in Your Classroom. A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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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經 貿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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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大業國小/社會/賴芳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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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課程與評量設計

學生學習成果分析

反 思 與 建 議



課程與評量設計

01



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

思考解決方法。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運用

多樣的表徵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社-E-C3 了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學習重點
(一)學習內容：
Af-Ⅲ-2 國際間因利益競爭而造成衝突、對立與結盟。
Da-Ⅲ-1 依據需求與價值觀做選擇時，須評估風險、結果及承擔責任，且不應侵害

他人福祉或正當權益。
(二)學習表現：
1b-Ⅲ-1 檢視社會現象中不同的意見，分析其觀點與立場。
2c-Ⅲ-1  反省自己或社會的價值觀、偏見與歧視，並探究其緣由。
3b-Ⅲ-2 摘取及整理社會議題相關資料的重點，判讀其正確性及價值，並加以描述

和解釋。



(六下) 2-2全球經貿議題加深加廣
課程內容分析

1.【未來學習的】
國中社會領域第三大主
題「C.社會的運作、治理
及參與實踐」

2.【目前要學的】
• 個人與市場關係的變化

(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
• 自由貿易
• 互惠關係
• 關稅
• 商品價格的制定

資料來源:110學年度國小社會南一版，第八冊，頁28-29。



(六下) 2-2全球經貿議題加深加廣課程內容分析
1.【未來學習的】

國中社會領域第三大主
題「C.社會的運作、治理
及參與實踐」

2.【目前要學的】
• 個人與市場關係的變化

(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
• 自由貿易
• 互惠關係
• 關稅
• 商品價格的制定

資料來源:110學年度國小社會南一版，第八冊，頁30-31。



1. 能提出主張。

2. 能辨別證據。

3. 能以證據檢視主張是否合理，

並說明理由。

4. 能正確的使用社會科學專有名

詞，說明主張與證據之間的關

係。

5. 以其他證據提出與主張對立的

觀點。

Claim（主張）—Evidence（證據）—Reasoning（推理）

http://www.argumentationtoolkit.org/intro.html



閱讀文本設計呈現主張與證據
(Claim)

自由貿易的主張

桃園市大業國小潘香汝老師、賴芳玉老師整理改寫



閱讀文本設計呈現主張與證據
(Evidence)

自由貿易的證據，

包含資料 (Data)、

圖表(chart)和解釋

(interpretation)

桃園市大業國小潘香汝老師、賴芳玉老師整理改寫



評量設計－
課堂提問
與學習單

檢視學生是否能在連結主
張與證據之關係，亦即作
出推論。此為本次課程的
形成性評量分析重點。

能提出與自由貿易
相關的主張

能分辨證據為何，教
師引導學生能正確標
示或讓學生寫出句
子，例如：
「這張圖指出……」
「這張圖顯示……」
等等。

格式參考修改自：李鳳華等（2022）國中社會領域高層次思考課程與評量--九年級地理，p.27

https://www.naer.edu.tw/upload/1/10/doc/2689/%E5%9C%8B%E4%B8%AD%E7%A4%BE%E6%9C%83%E9%A0%98%E5%9F%9F%E9%AB%98%E5%B1%A4%E6%AC%A1%E6%80%9D%E8%80%83%E8%AA%B2%E7%A8%8B%E8%88%87%E8%A9%95%E9%87%8F--%E4%B9%9D%E5%B9%B4%E7%B4%9A%E5%9C%B0%E7%90%86%E7%A4%BA%E4%BE%8B_%E6%9D%8E%E9%B3%B3%E8%8F%AF.pdf


教學流程與簡報舉例
(線上平台讓學生能課前預讀→課堂引導→於作答平台全班共享與討論想法)



課堂提問：提到自由貿易，你會想到什麼？



學生學習表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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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規準說明(Q3-1)
評量
向度

2 完全給分 1 部份給分 0 不給分

由證據
到推理
的思考
表現層
次

1.能依據主張，思考證據
(包含資料、圖表、解讀)
的正確性，並說明證據與
事實的差距。

1.能依據證據(包含資料、
圖表、解讀)提出主張
(claim)，但無說明主張與
證據之間的關係。

2.能依據證據(包含資料、
圖表、解讀)提出主張
(claim)，但連接度不足或
推論錯誤。

1.僅說明主張，但無
提供任何資料。

2.未作答。



修正後Q3-1評量規準說明
評量
向度

2 完全給分 1 部份給分 0 不給分

由證據到
主張，檢
視推理的
合理性

1.能依據主張，思
考證據(包含資
料、圖表、解讀)
的合理性，並說
明證據與主張之
間的差距。

1.能提出文本中的證據(包含資
料、圖表、解讀) ，但無說
明證據與主張之間的關係。

或

2.能依據證據(包含資料、圖
表 、 解 讀 ) 提 出 主 張
(claim)，但連接度不足或推
論錯誤。

1.僅重述作者主張，
未具體說明何種證
據資料可以支持推
論。

或

2.僅提供證據資料，
但無說明主張。

或

3.未作答。



評量規準說明(Q3-2)
評量
向度

2 完全給分 1 部份給分 0 不給分

由證據
到推理
的思考
表現層
次

1.能依據證據(包含資料、
圖表、解讀)提出主張
(claim)，並進一步提出反
駁或不反駁的原因。

1.能依據證據(包含資料、
圖表、解讀)提出主張
(claim)，但無說明主張與
證據之間的關係。

2.能依據證據(包含資料、
圖表、解讀)提出主張
(claim)，但連接度不足或
推論錯誤。

1.僅說明主張，但無
提供任何資料。

2.未作答。



修正後Q3-2評量規準說明
評量
向度

1 完全給分 0 不給分

檢視與補充資
料證據的充足
性

能評估原有證據 (包含資

料、圖表、解讀)與主張之

連結性，並進一步提出可

補充的證據資料，或提出

不需要補充證據資料的原

因。

1.未說明建議補充的資料與主
張之關係。

或
2.未具體說出補充何種資料。
或
3.僅說明主張，但無提供任何
資料。

或
4.未作答。



具體說明自由
貿易的主張

依據主張，
找出文本中
的證據

Q3-1

評分等級：2完全給分

能提出具體證據 (包含資

料、圖表、解讀)，說明依

此檢視作者推理出的主張是

合理的。

Q3-2

評分等級：1完全給分

能檢視與補充資料證據的

充足性，進一步具體提出

可補充的證據資料。

學生作答範例



Q3-1

評分等級：1部分給分

能提出文本中的證據 (包含資料、圖

表、解讀) ，但無說明證據與主張之間

的關係。

Q3-2

評分等級：1完全給分

能檢視與補充資料證據的充足性，進一步具體

提出可補充的證據資料。

學生作答範例



Q3-1

評分等級：0不給分

僅提供證據資料，但無說明主張及如何

推論。

Q3-2

評分等級：0不給分

僅說明主張，但無提供任何資料。

學生作答範例



反 思 與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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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與 評 量 規 劃 面

1.本課例示範的論證思考重點在於「能以事實、數據資料等檢證
主張是否合理」。國小中、高年級都可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的
19項重大議題，融入該階段的社會領域教材實施。

2.改寫文本有以下建議：
• 選擇與課文文本立場相近的閱讀資料，讓學童比較同一個概
念，例如：「自由貿易能擴大市場，促進商品流動」兩篇文
本論據及論證上的差異，提升論證思考概念。

• 選擇與課文文本立場相異的閱讀資料，並依照課本的論據及
論證安排，讓學童比較兩方的論據及論證上差異為何，進而
提升論證思考概念，並理解議題存有多元思考之可能。



課 程 與 評 量 規 劃 面
3.建議於安排約六堂課(三週)時間實施。

4.課程重點可包含
• 閱讀文本主要概念說明(找出論點及論據)-約1-2堂課

• 依據論點、論據，找出文本缺乏說明處(提出論證)-
約2-3堂課

• 比較及分析學童作答差異(給予評量規準，教導學童
如何自我核對)-約1堂。



1.為了逐步培養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建議中年級能以繪本或
兩難情境故事進行思辨訓練，如能與其他領域統整更佳。重
點在於引導孩子完整說出想法，取代「我不知道」的直覺表
達。教師們可嘗試以下提問引導：

•故事/文章有哪些合理/不合理的地方？例如？(檢視推論)

•能舉例嗎？(說出論據)

•你同意嗎？(表達自己立場)

•你覺得故事中......的意義是什麼？(找出作者主張、分辨觀點)

課 程 與 評 量 實 施 面



2.提出論證重點如下(擇一即可)
• 能就文本論點(通常為教材單元學習目標)，找出能做為佐證
的論據，以說明社會領域應學習的主要概念。例如：透過自
由貿易能提升我國產品競爭力→能提出足以說明加入前、
後，呈現產品競爭力差異的論據（事實、數據等）。

• 能就文本論點，找出不相關、邏輯相斥與矛盾的論據(或者
使用反例)，並充分說明相斥、矛盾、不合理之處。例如：
透過自由貿易有利於商品市場發展→能提出自由貿易可能是
針對哪些產品有利、而非全面性皆有利的論據。

課 程 與 評 量 實 施 面



課程開發設計者

高雄市小港高中/歷史/洪慧霖老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歷史/蔡佩穎老師

03工業革命的影響 ─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高 中 歷 史 示 例

國 教 院 測 驗 與 評 量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教 師 李 鳳 華 共 備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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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社-U-A2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探索、思考、推理、分析、批判、
統整與後設思考的素養，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社-U-B1 運用語言、文字、圖表、影像、肢體等表徵符號，表達經驗、
思想、價值與情意，且能同理他人所表達之意涵，增進與他人溝通。

學習重點
(一)學習內容：歷Lb-V-2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二)學習表現：

歷 1c-Ⅴ-2    綜合歷史知識與史料證據，提出個人的分析與詮釋。
歷 2b-Ⅴ-1   理解時空背景對歷史事件發展或人物的影響。
歷 3b-Ⅴ-3 分辨歷史事實、史料證據與歷史解釋，說明歷史解釋不

同的原因，並檢視證據的適切性。



教學簡報



評量設計(含學習單)

格式參考修改自：李鳳華等（2022）國中社會領域高層次思考課程與評量--九年級地理，p.27
高雄市小港高中/歷史/洪慧霖老師、臺北市景興國中/歷史/蔡佩穎老師 設計

https://www.naer.edu.tw/upload/1/10/doc/2689/%E5%9C%8B%E4%B8%AD%E7%A4%BE%E6%9C%83%E9%A0%98%E5%9F%9F%E9%AB%98%E5%B1%A4%E6%AC%A1%E6%80%9D%E8%80%83%E8%AA%B2%E7%A8%8B%E8%88%87%E8%A9%95%E9%87%8F--%E4%B9%9D%E5%B9%B4%E7%B4%9A%E5%9C%B0%E7%90%86%E7%A4%BA%E4%BE%8B_%E6%9D%8E%E9%B3%B3%E8%8F%AF.pdf


關於評量規準 ( r u b r i c s ) 的幾項提醒
如何決定適當的評量向度(criteria)?
特徵
The criteria are . . . 解釋

適當的 每個向度都代表了課程目標的一個層面，是學生在本課程中要學
習的。

可定義的 每個向度都有一個明確的、或約定俗成的涵義，學生和教師都能
理解。

可觀察的 每個向度所描述的是可以被看到或聽到的表現。

彼此有區別 不同向度之間彼此獨立不重疊。

完整的 所有的向度共同描述所要評量的整個學習成果。

是有品質等級的 每個向度都可以將表現依據其品質區分等級。

Susan M. Brookhart (2013)How to Create and Use Rubrics for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Grading
表3.1 課堂評分標準的必要特徵



關於評量規準 ( r u b r i c s ) 的幾項提醒
課堂評量規準表現等級描述
特徵
The descriptions of 
levels of performance 
are . . .

解釋

描述性的 表現是以作品中觀察到的內容來描述的。

清楚 學生和老師都明白這些描述的涵義。

涵蓋整個表現範圍 每個表現都是從品質的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描述。

區分等級
各個等級的表現描述能易於區別，以對作品進行明確的分類。每個
等級的描述應該要有相對應的例子

將所期待的表現放在適當
的等級

課程目標所期待的表現描述，應放在評量規準中想要的等級(例如
「熟手」或 A)。

各個級別均屬同一向度 同一個向度的每個等級，應描述作品同一個方面的不同品質等級。
Susan M. Brookhart (2013)How to Create and Use Rubrics for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Grading，p.28
Desired characteristics of Descriptions of levels of Performance for classroom Rubrics



常見方法有兩種：
1. 從你打算讓大多數學生達到的表現水準開始描述

(例如熟手)，以此為基礎，再提高或降低標準(例
如高手 & 半熟手、生手)。

2.從最高的類別開始描述（例如A)，然後再往下調
整（例如，B、C、D、F）。

如何撰寫表現等級描述？

Susan M. Brookhart (2013)How to Create and Use Rubrics for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Grading

關 於 評 量 規 準 ( r u b r i c s ) 的 幾 項 提 醒



• 表現等級描述應該描述學生在各個等級的表現。
• 不使用評價性術語（優秀、良好、一般、差等）。
• 描述應該包括所有可能的等級，例如，包括一個
完全偏離目標的底層等級，即使我們不希望學生
產生該等級的作品。

在這個向度上，每個品質等級（從高到低）的學生作品
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Susan M. Brookhart (2013)How to Create and Use Rubrics for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Grading

關 於 評 量 規 準 ( r u b r i c s ) 的 幾 項 提 醒



學生學習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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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Q1

依據課文歷史有意識(p.55)：
「繁榮」和「公平」如何選
擇？請運用論證策略來提出
自己的想法？

Q2

從這個學習過程，我還發現
什麼待解決的問題？

評量題目(引文+提問)

高中歷史南一版。第三章工業革命的影響及民主政治的發展。頁55



Q1

依據課文「歷史有意識」 (p.55)：

「繁榮和公平如何選擇？」一文，請

運用論證策略來提出自己的想法？

評量題目(引文+提問)



Q 1 評 量 規 準 說 明

評量向度 超乎期待(2) 符合期待(1) 值得期待(0)

推理與證據

的應用

1.能應用資料回應提

問脈絡，並能以論

證結構組織資料，

表達自己的主張。

1.能應用資料回應提問脈

絡，表達自己的主

張，但未能以論證結

構組織資料。 或

2.能以論證結構組織資

料，回應自己的主

張，但未能回應提問

脈絡。

1.能提出自己的主

張，但未能以論

證 結 構 組 織 資

料，也未回應提

問脈絡。

2.未作答。



修 正 後 Q 1 評 量 規 準 說 明

評量
向度

Level3 熟手 Level2 半熟手 Level1生手

給定評分 2 1 0

應用
證據
進行
推理

能提出主張和論據

並能充分推論主張

和資料之間的關係

且能提出其主張的

反駁論點。

能提出主張和論據，

但推論資料與主張之

間的連結度不足，並

無法提出反駁論點。

1.僅能提出主張，但無任何論據
或
2.能提出主張和論據，但推論資
料與主張之間的關係連結有
錯誤。

或
3.無法提出主張或提出錯誤主張
或
4.未作答。



學生學習單(學生作答範例1：主張+論證歷程)

我主張公平，因為我覺得在這個進
步的社會裡要多一點公平，理由是
犧牲少數人成就多數人是不公平
的，支持我這麼說的原因是社會主
義學者的主張，利益共享，而我想
反對我的聲音應該是認為利益最大
化的觀點。

Level3 熟手

能提出主張和論據，並能充分
推論主張和資料之間的關係，
且能提出其主張的反駁論點。



學生作答範例2(主張與論據連結度不足)

我會選擇「公平」，林肯說：
「所有人生來都是平等的」，
不能為了一小群人的權益而坐
視不管。

Level2 半熟手

能提出主張和論據，但推論資
料與主張之間的關係連結度不
足，並無法提出反駁論點

未能說明林肯所說為何能支持其
主張。



學生作答範例2(主張與論據連結度不足)

主張：公平
論據：工人衰弱，不健康、
兒童無法健康長大
理由：勞動量大、貧富差距

Level2 半熟手

能提出主張和論據，但推論

資料與主張之間的關係連結

度不足。(僅能引用資料，缺

少解釋資料與主張關聯)

未將主張與證據做有效的連
結說明。



學生作答範例3(有主張、缺乏論證歷程)

公平，工業革命雖然帶
來富裕的生活，但對勞工
而言(資本家)卻未如什達
成目的。

Level1生手

僅能提出主張但無任何論據。

整段論述都在解釋主張，並
未提出支持的證據。



學生作答範例3(缺主張、有論述歷程)

若將社會的繁榮建築在少數
工人的病痛上，那我認為應
該要改變邊沁的看法，即使
無法避免少數人的犧牲，但
後期一定要做出彌補。

Level1生手

未能提出主張。雖有論證歷

程，但缺主張。



學習教材與評量修正

03



課 堂 提 問 調 整 1

依據課文「歷史有意識」 (p.55)：「繁榮和公平如何選擇？」
一文，請運用論證策略來提出自己的想法？(請用短文書寫)

2

修改原因：增加提問鷹架，
促進學生回應資料脈絡。
1.上述資料描述的時代背景為
何？
2.上述資料探討哪些社會現象
或問題？

新增課堂提問引導短文思考：

運用課本文本，請學生提出個人的分析與詮釋：



教材與學習單修正

在高層次思考的課程與評量中，適當的提問

能夠引導學生思考文本與探究自己的思考。

在本次實際教學過程中，學生對於學習單評

量的提問，卻有很多疑惑，因此，從學生學

習單回答樣態分析，修改提問，有助於教師

的提問更明確。形成性評量有助於教師調整

教學與協助學生學習。



學 習 單 提 問 修 正



學 習 單 提 問 修 正



學 習 單 提 問 修 正



學 習 單 提 問 修 正



反 思 與 建 議

04



教 學 實 踐 時 間 調 整 建 議

本次學習的執行時間，包含(一)論證架構說明與示範、(二)閱讀

文本、學生完成論證學習單、(三)理解評量規準與論證應用練

習，每個班級約執行三週(約6堂)課，不包含教師的評量回饋。

考量教學進度和時間的配置，會建議：
1.教師可以將論證學習歷程拆解，於不同章節安排適當的學習
表現和文本進行練習

2.經過熟練的學習步驟後，可以選擇任一完整單元進行完整的
論證練習，反覆直到學生能論證提出自己的歷史解釋。



建立學生學習SOP，拆解步驟在不同單元練習

從文本中找出學者或作者的主張與
論據(理由)。

分析與判斷支持學者或作者主張論
據背後的理論、原理原則、學說

找反駁學者或作者主張的論點，說
出例外的主張

運用論證提出與說明主張

學習流程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執行的建議與說明

從文本中找出學者們的主張與論據(理由)。

分析與判斷支持學者主張論據背後的理論、原理原則、學說

找反駁(學者們或作者)主張的論點，說出例外的主張

運用論證提出與說明主張

第一步驟：在每一小節分析作者主張立場及論據，以及與歷史背景的關係

第二步驟：視學習內容挑選單元進行內容分類、概念化，並與學術用語連結

第三、第四步驟：在任一單元做為歸納統整的收尾；也可以作為探究與實作

脈絡教學、或需要提出具「邏輯和證據應用」想法的學習時融入教學。目的

在使學生能具備論證能力對自己的主張進行完整的歷史解釋；也能在完成提

出個人主張後，理解不同主張的存在，學習接受多元觀點。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論證架構融入教學時，「轉化」理論連結學科本質很重要！

判斷主張與論據

學科本質：史料(資料)
的閱讀與歷史理解

論據的支持(backing)
學科本質：史料的應用與分析─
統整、分類、概念化(學說、理論)

反駁主張

學科本質：史料證據的應用(確認其

他證據的存在，使其論證更周延)

論證

學科本質：進行完整周延

的歷史解釋能力！



04
高層次思考評量再思



從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學看高層次思考評量
Anderson et al. (2001)修訂Bloom的教育目標分類，也反思「問題解

決」和「批判性思維」與「理解」有類似特徵，但是，往往跨越分類表好

幾行、好幾列以及好幾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要解決的問題具體類型和

具體學科內容，故目前未能找到將「問題解決」或「批判思維」作為一個

主要類別納入的途徑。此點也提醒使用者要注意使用複雜認知歷程與選擇

多種知識，幫助較簡單教育目標實踐的重要性（234-239）。

Anderson et al. (2001). A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New York: Longman.



高 層 次 思 考 評 量 再 思

1.素養導向評量之目的在於引導課室脈絡化的教學與學

習。社會領域教師普遍認為課程時數不足，本次呈現

了國小(第三階段)與高中(第五階段)如何於部定課程教

學中，落實學習重點相關條目，並透過評量規劃檢視

成效與協助教學精進、促進學生學習，以達成領綱之

學習目標「五、發展跨學科的分析、思辨、統整、評

估與批判的能力。」



高 層 次 思 考 評 量 再 思

2.本次研究中提供國小課例，並就課程設計與實施面

提出具體建議。協助現場教師思考如何善用教科書

文本，進行「主張、論據與推論」的高層次思考教

學，再搭配重大議題融入的學習單延伸閱讀文本，

於課堂中進行形成性評量，以覺察學生的學習難

點，並進行即時補教教學。



高 層 次 思 考 評 量 再 思

3.本次研究中提供高中歷史科課例，協助現場教師思

考如何善用教科書文本，進行「主張、論據與推

論」的高層次思考教學，搭配課堂提問引導思考，

以批判反思的學習單延伸提問，在課堂中進行形成

性評量，透過師生、生生的對話，建立歷史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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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et al. (2001). A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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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M. Brookhart（2010）.How to Assess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in Your Classroom. ASCD.

Susan M. Brookhart (2013).How to Create and Use Rubrics for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Grading. ASCD.



110-2高層次思考課例研發與形成性評量施行

感謝下列師長協助

•高雄市小港高中洪慧霖老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蔡佩穎老師
•桃園市大業國小潘香汝老師
•桃園市大業國小賴芳玉老師



110學年度高層次思考課例與評量研發總結

本研究透過種子教師團隊的協助，結合教學現場實踐，第

一學期研發國中課例與選擇、非選的紙筆測驗；第二學期

延續第一學期脈絡，研發國小與高中課例及學習單形式的

形成性評量。提供教育現場先進參考與討論。

感謝社會領域教學與評量種子教師團隊的協助
• 高雄市小港高中洪慧霖老師
• 臺北市景興國中蔡佩穎老師
• 桃園市大業國小潘香汝老師
• 桃園市大業國小賴芳玉老師

• 新北市中平國中賈生玲老師
• 桃園市經國國中高翊峰老師
• 臺北市景興國中朱筱菁老師
• 臺北市弘道國中莊孔一老師



•變革專家加拿大社會學者Michael Fullan（1998）認為:

如果變革要取得成功，個人和團體必須在改變什麼

和如何改變這兩個方面找到意義；個人和學校發展

是教育改革的核心，道德變革推動者的積極行動，

系統才有機會得到改善。

Fullan, M. (1998).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 A quarter of a century of learning. In A. Hargreaves, A. Leiberman, A. 
and M. Fullan and D. Hopkins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change. (pp.214-228).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與教育先進們共勉



• THANK YOU
如需討論歡迎來信

李鳳華老師
feng200686@gmail.com

mailto:feng20068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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