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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 學習評量之問題導向學習（PBL） 

二、單元： 如何透過評量方式促進學生多元智能的發展 

三、班別： 教育學程 

五、課程目標：  

1. 活用學習評量與多元智能理論。 

2. 瞭解課程發展及有效教學。 

3. 熟悉 PBL實施步驟。 

4. 清楚研究分析及問題解決方法。 

5. 增進團隊合作及報告發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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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實施： 

1. 案例討論： 

    本課程提供兩個國中案例，《困惑的數學老師》分兩幕。同學在組內閱讀

後，開始討論，然後依據所學，提出問題，形成假設，最終發展出解決方案。 

 

困惑的數學老師 

第一幕 

 

淑芬是國中二年級的數學老師，二年三班是她這學期新接的班級。第一次段考

結束後，淑芬在閱卷時發現王紀安的分數只有 31 分，而林柏謙的分數依然是

全班最高的 96 分。淑芬回想上課的情形，王紀安坐在第一排，每次上課都很

認真聽講，學習單及回家作業都按時繳交，反之，林柏謙坐在倒數第二排，上

課不很專心，常低頭做自己的事，對於學習單及回家作業也是以應付了事的心

態面對。淑芬曾在師資職前教育時修過有關多元智能的課程，理解每個人都有

其優勢智能與劣勢智能，很顯然數理邏輯智能是林柏謙的優勢智能，卻正是王

紀安的劣勢智能。班上其他學生也獲多或少有這樣的情形，只是程度各異。淑

芬心想，從公平的角度她應該以段考實際分數作為評分的依據，還是考量多元

智能適度調整學生分數？所未公平的意義為何？若要調整又要依據甚麼標

準？此外，調整後會不會引起學生抗議？其它班的老師是否也會反彈？ 

 

第二幕 

這是淑芬服務的第二所學校，比較起第一所在偏鄉的國中，這所學校坐落在

市郊的學校是一所比較重視升學的國中。雖然校長、主任不曾公開要求老師

要提升學生成績，也不會公布各班學業成績表現的名次，但各班每次段考的

成績都會貼在佈告欄，這足以說明行政單位是在乎學生成績表現的。而來自

家長的反應也似乎呼應了學校的經營方向。這些壓力不自覺地影響了所有老

師對教育的看法。第一次段考之後，淑芬接到了不少家長的電話，大多數是

關心學生數學成績不佳的求救或是建議。而教務主任雖然不是刻意，但也會

找機會善意地提醒淑芬要注意學生成績的表現。淑芬從擔任教職開始，就深

信教育是成就學生的工作，發現學生的才能並協助他們善用所長，達到他們

所期望的人生目標。12年國教課綱不也強調「適性揚才」的觀念嗎？然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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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實，淑芬遲疑了。班上的學生各有不同的多元智能，有運動細胞很強

的，有音樂或美術很突出的，也有人際關係良好，具領導能力的，但在數學

科的表現卻不見得很理想。她該放棄她一直堅持的教育理念？還是入鄉隨

俗，隨波逐流？每一次段考之後，淑芬都陷入一種天人交戰的困境，甚至曾

想過是否該換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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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及探究問題 

想法 

（有什麼想法、點

子） 

事實 

（已知已有的問題與

條件） 

學習主題 

（還需要知道什

麼） 

行動計畫 

（我們要做些什

麼？） 

問題應該怎麼解

決？ 

從問題陳述知道什

麼？ 

要解決問題還要知

道什麼？ 

如何找到解決問題

的資料和方法？ 

 

 

 

   

 

 

 

   

 

 

 

   

 

 

 

   

此欄要學習者討論

對於問題可能解決

方案的任何想法。 

此欄要學習者討論問

題陳述中的事實或討

論出來的已知事實。 

此欄要學習者討論

必須要知道什麼，

才能解決問題，包

括需要再推敲、定

義、查證和研究的

疑問或是需要更進

一步了解的論題。 

此欄要學習者討論

如何研究上述的學

習論題，包括：可以

諮詢的人員、書籍、

電子資料、網際網路

等。 

3. 呈現解決方案 

（1）報告和發表學習成果或作品。 

（2）互相評估問題各項解決方案。 

 

4. 評估學習成果 

（1）學習成果回饋。 

（2）評量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