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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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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類別

前置作業 前測
前後測間
教學內容

後測 優缺點 建議

單元學
習成效

無
單元診斷測驗
(卷一)

單元教學
單元診斷測驗
(卷二)

優點：所需時間較短，
教師可平時在班上進行

缺點：學生還沒有學過
此單元，前測可能學生
會有挫折

如果有對照組，可以了解成效差
異，如果沒有對照組，則由前後
測來看進步情形。

單元學
後補救
教學成
效

進行完一
個單元的
教學

單元診斷測驗
(卷一)

根據前測結
果，進行個
別教學

單元診斷測驗
(卷二)

優點：所需時間較短，
教師可平時在班上進行

以因材網為例，可利用「單元診
斷測驗的卷一、卷二」作為前後
測，利用卷一的診斷報告進行個
別教學(學生自學)。

短期學
習扶助
教學成
效

已完成任
何一次科
技化評量
系統的測
驗

可依據科技化
評量或學力檢
測結果，選擇
未通過的能力
指標，進行跨
年級下修測驗。

根據前測下
修測驗結果，
進行補救教
學

同範圍的跨年
級下修測驗

優點：所需時間較短，
教師可平時在班上進行

以因材網為例，數學科下修測驗
可利用「科技化評量」或「縣市
學力檢測」測驗結果之縱貫診斷
測驗進行，並依結果進行個別補
救教學。國語、英語科下修測驗
可利用「科技化評量」或「縣市
學力檢測」測驗結果之補救卷測
驗功能進行，並依結果進行個別
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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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與計畫的班級實施科目為自然或是其他科目時，是否需參加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

若實施班級的實施科目非國、英、數，則免參加科技化評量測驗

2.參與計畫班級是否依照實施科目選擇施測科目(即只施測國、英、數其中一科)，或是全部科目皆須參加?

原則上依照實施科目選擇施測科目

3.向國教署提報全班施測，在科技化評量5月篩選測驗中的應是全班都需進行篩選測驗，但教師擔心成績

會不理想，可能會造成學校中須參加12月成長測驗的後35%學生數量提升，降低全縣市的平均，故是否

可改以全班紙本測驗方式進行，再由學校教師輸入相關數據資料或其他的配套措施？

(1)全測只是如實呈現全班學習狀況，能讓老師更了解學生學習表現，希望老師不要有太大壓力

(2)篩選測驗模式：國小1、2年級國語文與數學科及3年級英語科為紙筆測驗

科技化評量Q&A(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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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年級學生雖然5月全班進行前測，但12月時學生已畢業，也無法比較。

(1)今年5月全測後，會產出個案生，我們會依據個案生今年的12月份成長測驗做比較。

(2)六年級個案生資料國中端會接收，所以12月成長測驗會由國中端進行施測。

5.因為7月份學生會重新分班，所以5月篩選測驗的名單會和12月成長測驗名單不同，如何採集全班數據？

且新學期參與計畫老師會指導不同班級，該如何採集原班級數據?

如果想知道學生是否因為利用因材網，使得學習扶助成績提高。對於重新編班或升國中的學生，系統可以

利用身分證撈資料，比對5月份及12月份能力指標通過的個數或原始成績即可。

6.七年級的學生110年8月入學，他們沒有做到5月份的篩選測驗，12月還需要做成長測驗嗎？

如果有接收到個案生，學生可做國中端12月份的成長測驗；其餘學生可待來年五月份時再做5月份的篩選

測驗。



祝 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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