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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評分方式 
一、針對學生的表現打分數 
身為一位教師，有責任針對學生在學期中的課堂表現給予評分，往往你會在「嚴

肅：學生尊敬我」或是「熱情：學生喜歡我」兩者間，花上一學期的時間取得中

間之平衡。但無論運用何種方式，學生並不會因而尊敬你，除非你能給予他們在

完成你所期望之標準的學習道路上，一個明確清晰的指引。 
 
(一)評分的決定標準–思考考試和指派作業的內容 

學生對於成績評定標準十分在意：考試內容為何？每一回的小考成績佔期末

成績多少比重？出席率和課堂參與率，是否列為評分項目之一？諸如此類的問題，

雖顯現「打分數」這件事對於影響學習效果的意義不大，但卻是教師必需的工作

之一。上課第一天，向學生愈清楚說明期待他們在這學期中須完成的目標和工作

是什麼，訂定明確的評分準則，你便能與學生擁有愈好的師生關係，且在日後課

堂上學生的表現，能輕鬆的給予評斷。你可以給每一位學生皆是「A」的好成績，

倘若無法說明為何能得到如此好成績，則學生將認為成績的評定不公平，日後也

將難以信服於你。 
當在思考試題類型或是指派作業的內容時，必需考量你欲瞭解學生學習到的

內容是什麼，參考學期初便訂定的課程大綱，以此作為試題或是作業內容。首先，

即是確立對學生設立的目標。像是：學生是否該精通專業術語？是否該吸取課程

相關的課外知識？是否該在課堂中所學的原則、概念，運用於解決相關問題？其

次，該思考如何評定學生是否達到這些標準。過往特定的考試型式，如：多重選

擇題、配合題、填充題、問答題等。假若心中對於想要評分的內容早已有譜，則

依照實際情況所出之試題，才能清楚反映學生的學習情形，教師方能減少教學上

所受的挫折。 
 
(二)測驗 
1、客觀的測驗 

儘管沒有一種考試形式屬於真正公平，但在此手冊中，公平的測驗方式即指

考試類型為選擇題、配合題、填充題或其他簡短填答的題型。一個客觀測驗的優

點在於，能使教師就課程內容設計出代表性的測驗題目，且能有效率、公正可靠

的給予成績。反之，這樣的測驗方式著重於”辨別”的技巧，容易導致學生猜中答

案，卻無課程所需具備的組織和統整能力。 
出題方式應儘可能避免使用此項，但客觀的測驗模式擁有實際的評分標準能

使人們感到信服，因而此處對於選擇題的出題方式給予些許建議。教科書上蒐集

相關課程內容，常附上教師的教學手冊，而老師在教授相同課程時，可能參照教

課書附贈的教師教學手冊內容教學。然而，對於這樣的內容，應選擇列為參考用

途，而非通盤採納。畢竟教學手冊提及內容，極少部份能滿足教學上特殊的需求，

依據個人著重的焦點修改教學內容，使其更能適切反應自己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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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設計選擇題時，主旨為使對於課程有一定的熟稔，故較易圈選對的答

案，反之，對於課程內容較不瞭解者，則容易圈選錯誤的答案。如是情形，似為

理所當然，但有時會遇到學生選擇對的答案卻是秉著錯誤的觀念。因而設計題型

時，需細心思考，盡量避免此現象發生。 
最後，學生容易忽視給予的學習建議，反倒莫名陷入死記硬背迴圈，但這樣

的作法對於「選擇題」的填答仍屬困難，畢竟他們對於語句意義模糊不清。部份

問題只需喚醒原有記憶則可作答，但試著設計能真正挖掘學生對於課程瞭解與否

的深入性問題。 
 
2、建構開放式問答題型 

傳統觀點明確描繪簡答和開放式問答，分別是最簡單和最困難的兩極端評分

方式。開放式問答，是普遍認為評斷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瞭解與否最有效的方式。

學生對於上課內容精通與否，倚賴於課前準備和過往經驗，儘管到了學期尾聲，

部分學生對於上課內容仍是一知半解。因此，對於考試題型的設計，應傾向讓所

有不同水平的學生都能有所發揮。 
 
二、學生的成績 

對於學生個人的成績，身為教師應堅守不將成績透露給學生本身以外之第三

者。在美國聯邦法律中，學生成績已明確受到法律的規範，因而無論在何種情況

下，都不應將學生的成績張貼出示。 
 

三、建立評分的準則 
僅次課程大綱，學期成績的各項比例計算，是一件極為重要需向學生說明清

楚的事項。在你的評分範圍中，可能包含出席率、專題報告等，當中尤為重要的，

你必需詳細列出，評分的各細項內容其分別佔學期成績多少比重。 
不同的班級型態有不同的評分標準，以下將就此多做討論。 

 
 (一)大型的講座課程 

如果你的授課班級是類似於大型的講座課程，那麼，你將會將成績的評定標

準簡單化。但雖如此，學生有權利和義務知道自己處於何種立場，他們所被賦予

何種期待。 
大型的授課班級，你或許會選擇定期以選擇題的出題方式，做為主要測試學

生對於課堂內容吸收程度之驗收。無論使用何種方式，你皆應該明確指出每一類

別佔期末成績多少百分比重，以及，若考試成績不理想，是否有額外的補救措施。 
 
(二)小型的討論課程 

無論在小班級中建立起多麼令人感到舒服、不受制式約束的班級氛圍，學生

仍舊想知道課堂的評分標準為何，以及他們該達到如何的學習水準。典型的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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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評分準則，可能涵括參與率、出席率、指定作業的完成率、報告的呈現、團隊

合作，以及特定的專題報告等。當你在制定屬於自己的評分準則時，試著將你對

學生的要求，直接明瞭的逐一條列，並對其簡述說明。 
 
四、評分策略：文章或論文形式 

批閱 50 篇文章或 200 份的開放式問答，尤其是當這 50 篇文章、200 份的問

答都是回答同一個問題時，如何維持給分的一致性、公正性和保有耐心從頭至尾

閱讀，這便考驗著教師的評分策略。 
論文的評斷，伴隨討論角度不同，獲得的評價也就大有不同。而 C+和 B-兩

者的差異在哪？如果一位學生，他的表現正處在 A-和 B+的交界點，你將以什麼

標準給學生評分？是否仍仰賴在一堆文獻中找尋合適的評分標準？推遲、拖延，

直到成績送交最後一小時？ 
倘若沒有適切的方法或是充分的計畫，「打成績」這件事可以成為教學中一

繁重的苦差事。然而，你若能按著自己的步伐，堅持自己的評分準則，便能發現

其實「打成績」也能變得簡單、一致性且又富公平性。 
 
(一)照著自己的步伐，提早開始作業 

打成績時，影響成績高低最大因素或許是無法照著自己的速度，而被趕著急

於繳交成績。一般而言，在批閱試卷的一開始，或是前幾份試卷，你可能會從頭

至尾仔細檢視；至後期，重複同樣的事情令你感到疲倦、煩躁時，你便不會如同

前述一樣認真的審視試卷內容。面對此問題的解決方式，即是依照自己步伐，訂

定時間計畫表，使自己不必被迫急於給予成績。 
當收到學生的作業、文章或考試的試卷時，一定要先對收到的內容大致翻閱

瀏覽，縱使只有兩、三份。謹記時間有限的重要性。 
然而，順著自己的腳步，處理學生的成績、回答學生的問題，不要為了追求

時效性而犧牲學生本該享有的品質。 
 
(二)參考「分數級距」的分布 

部份教師會參照「分數級距」的相關文獻，作為批閱成績時的參考。當你感

到疲倦、煩躁時，則應停止手邊工作。等心境平復，著手執筆批改時，需再將先

前休息前審閱的最後一份試卷拿出來瀏覽一番，喚醒評分時所採取的標準和要求

的重點為何，再開始未完成的工作。 
 
(三)堅持你的評分標準 

如果發現自己正為了猶豫是否該給眼前這位學生得到 A，但卻給了先前另一

位有相同文章內容水準的學生 B，此時僅需牢記一點，你已經訂定一明確具體的

評分準則，因此，遵循訂定的準則，毫無例外。 
然而，對於評分時的準則，你可能會有無法遵循、失控之時，課堂上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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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分數的計算。對於指派的每個作業，你必須引導學生回歸到最初所訂定的評

分準則之標準，這點十分重要。如此做，不僅能減少學生感到混亂的機會，也能

使你有一明確準則。 
 
(四)回應學生的寫作 
1、有建設性 

每當寫評語時，試著寫出能激勵學生學習，同時支持教學目標的話語。使自

己的評分方式，能適切的評斷文章優劣；對學生詳細述明評分的標準。 
2、限制自己的評論字數，考量評分的優先順序 

針對所關心的評分準則，將其具體詳列。首要考慮事項，即是你必需在此課

程中，完成哪些學習工作(例如：作者如何解釋，採用何種角度切入分析，如何

處理這類議題)。其次，著眼於文章的組織架構、寫作風格和文中語法使用。 
語法的使用錯誤或是有其他不好之處，應避免直接點出且寫上正確答案，取

而代之，在段落開始的前幾行或是文字下緣，以註記或畫底線的方式標明。 
對於學生的期許，你應明確點出。在一開始，給予學生犯錯機會，允許學生

能重新修改，盼藉由嘗試錯誤，使他們達到你的期許。 
3、其他建議 
● 別一股腦的將所有意見都傾注在評論中 
● 培養學生互相協商，解決問題 
● 給學生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和想法 
● 保持公平性 
● 將焦點著眼於最重要的語句或錯誤的論述 
 
五、抄襲和不誠實的問題 

應讓學生瞭解抄襲的後果，並明確告知，你的班級絕不容忍此類事情發生，

一但發生，一定會被抓到並處分。 
 
(一)防止抄襲的方法 

許多學生不明瞭何謂「抄襲」，未被告知抄襲會招致何種嚴重後果，因而犯

了抄襲的過錯。懲罰性措施並無法有效防止學生抄襲的行為，故教師在學期一開

始，便該清楚說明自己的教課方向，對於抄襲行為有一明確定義，促使學生抱以

誠信的態度在學術研究中學習。 
 
(二)向學生說明抄襲：為何誠實的學習是重要的 

與學生談及抄襲行為的不應該，比起解釋為何對於自我學習應該誠實以對而

言，來的簡單許多。我們應告知學生，一但他們抄襲他人著作，將會失去老師的

信任。再者，這樣的行為，會影響將來繼續升學的機會，也可能阻礙日後從事專

業抑或學術性質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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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有少數學生認為他們可以不被發現，以身示法，觸碰抄襲行為，但這並

不意謂應該放棄在課堂上和學生談論誠實學習的重要性 
 
(三)該如何處理學生竊取他人智慧財產的行為 

面對學生抄襲行為，是一件備感壓力、極難處理的難事，縱使如此，仍需讓

事件在學期結束前處理完畢。以下提供些許步驟供參考： 
● 告知學生 
   倘若學生竊取他人作品視為自己的成果，應留有證據並讓學生對此事先做說

明。再進一步將此事提交給上級單位時，須先確認學生抄襲的動機，以及明瞭觸

犯智慧財產權的後果。 
● 聯繫上級單位 
   助教須向教授報告學生抄襲的行為，同理，教授應將系所的情形轉達至主管

部門，以進行導正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