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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反應題」的評量目的是為瞭解學生數學概念理解情形、解題思考歷程、解

題推理能力、解題應用能力、數學表徵能力等，並透過學生解題表現能確認、提

昇、延伸、綜合學生數學知能。 

 

「延伸式建構反應題」的命題原則及建議： 

a.評量目標單一且明確。 

b.題意及文字清楚明白。 

c.可呈現學生的解題想法或高階思考。 

二個建議： 

d.不要類似課本、習作或測驗卷常見的題型。 

e.解題時間大多數學生不超過 5~10分鐘(小型任務即可)較佳。 

 

數學課室實施形成性評量（一個單元，2~3題建構反應題）的原則： 

1. 教學前建議先瞭解學生可能有哪幾種解題類型，並想好對應的教學策略，

以便在教學中隨機使用。 

2. 教學中建議以「動動腦」、「數學金頭腦」、「數學想想」、「自我挑戰」等活

動進行，學生個別做以確認學習狀況；不進行評分（課後再分析）。 

3. 評量中需掌握全班學習狀況；利用行間巡視，瞭解差、中、優生的表現。 

4. 評量後需即時的處理與回饋，並促進同儕間的討論；利用學生的不同作法

(錯誤案例、優秀案例、特殊案例)，來澄清或溝通數學概念，並提昇解題

思維；重點是過程的支持而非結果的評價。 

 

運用建構反應題時，可能的「學生反應」、對應之「教學處理」，及採用的「教學

策略」： 

1.學生反應： 

  □大部分學生都會 □一半學生會一半不會 □大部分學生都不會 

2.教學處理： 

  □教師說明重點 □師生共同歸納 □教師解題並講解   

  □教師提示並引導解題 □小組討論與發表 □全班討論並澄清   

  □同儕協助指導 □不會的學生個別課後輔導 □其他                              

3.教學策略： 

  □比較不同解題類型 □藉由錯誤例來澄清概念 □藉由正確例來建立概念 

  □澄清題意並掌握解題條件 □簡化問題或分段布題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