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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心理學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傳統的教學評量與現代的課堂學習成果多元評量有何差異？請舉例說明至少兩種多元評量方

式。(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算是一般常見的考題與教育心理學議題。考生只要將傳統教學評量的內涵

、實施方式與評量目的及其需改進之處寫出;並將多元評量所依據的學習理論

，以及其評量意義與實施方式與目的正確寫出，同時摘要比較傳統評量與多元

評量的異同，和具體正確寫出兩種多元評量方式的內容，即可拿到高分。 

《使用法條、學說》：多元智慧理論、建構主義學習理論 

【擬答】： 

多元智慧理論主張學生具有多元化的能力，所以教育應提供學生多元化的教學與評量。加

上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強調，知識是學習者主動建構的結果，學習不只是知識的累積，而是學

習者建構意義的過程，並受到學習脈絡中人、事、物的影響。這些理念不僅推動了教學改革，

更衝擊著評量觀點的新思考，促進多元評量方式的發展。因此，多元評量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兩

個，一個是多元智慧理論，另一個是建構主義學習理論。 

多元評量有了多元智慧與建構主義兩大理論為其基礎，因此必須重新檢視傳統教學評量的

缺失。在教育精神與價值，強調「因材施教」與「適性教學」，這種強調個別差異，不同的學

生應該給予不同的方式教導，「帶好每一位學生」、「培養學生能力」的理念，正好可藉由多元

評量的方式提供學生適才適性的發展機會，並使學生體會到本身的價值存在。 

傳統教學評量一向以紙筆測驗為主，因為由於它具有計分客觀、施行容易、批閱迅速、節省

時間，且易於團體施測等優點，因此長期以來一直是教學評量的主流，，但由於升學主義的

扭曲，以致傳統教學評量，未能發揮評量在教學上的功能，反而普遍呈現出考試主導教學的

偏差現象，在教學的實踐方面產生了許多流弊，更在學生的學習與成長方面滋生了許多負面

的效應，以下是傳統教學評量的特性與缺點。  

偏重學科記憶知識的考核與學習結果的認定，忽略瞭解學生學習過程中的推理思考和過程

技能。 

紙筆測驗過於頻繁，測驗卷充斥坊間，學生淪為考試的機器，疲於應付，失去學習意義與

興趣。 

考試成為競賽的工具，人人惡性競逐高分，再加上不適當的比較與標籤作用，在學生的人

際方面造成負面影響，彼此猜忌、疏離，不能相互合作學習。 

升學第一、分數優先，陷入惡性補習，戕害學生的身心發展。 

評量和教學分離，無法充分了解測驗分數或評量結果的意義，及其所隱含的訊息，使得評

量的功能不彰，評量結果未能有助於改善教學幫助學習。 

學生成為被動的學習評量者，未能養成自我評量的習慣，並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多元評量是指教學評量的多元化。因此，多元評量並不是「一種」評量方式，而是評量「多

元化」的概括性統稱。換言之，多元評量係指教師根據教學目標與評量目的，為有效、完整

、適當地獲取學生的學習行為表現等相關資訊，而採取多種適切的方式進行評量，除傳統紙

筆測驗外，尚包括實作、口頭發表、表演、專題報告、作業、行為實踐、鑑賞、晤談、教師

觀察、資料蒐集與整理等。其所強調的不只是評量方式的多元，更兼顧評量內容、過程、參

與者多元評量的特色，迦納(Gardner)認為多元評量有以下不同於傳統評量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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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評量(assessment)而不是測驗(test)：評量是獲得個人技能和潛力資訊的工具，它是

在正常表現過程中擷取資訊的技術。 

評量是簡單的、自然的：評量原來就是教學裡的一環，評量應該成為自然學習情境中的一

部份，而不是在額外的時間再加進來的。 

具有生態效度：當評量是在和「實際工作情境」相似的狀態下進行時，對個人的最終表現

就能做出較好的預測。 

設計智能公平的工具，以便直接觀察個人操作中的智能。 

使用多種評量工具。 

考量個別差異，重視發展階段及專業知識的多樣化。 

以學生的利益為出發點而進行評量：傳統評量的標準化測驗脫離生活情境，應考方式只利

於語文及邏輯智能表現較佳的學生，而無法兼顧不同能力優勢的學生差異性。 

實作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係指根據學生實際完成一項特定任務或工作表現所作的

評量。這些任務或工作，可能是實際操作、口頭報告、戲劇表演、詩歌演唱、漫畫圖像製作

……等。因此，其所使用的方式，係透過直接的觀察學生表現或間接的從學生作品去評量。

這種評量方式異於傳統的紙筆測驗(Paperand pencil test)，它重視實作的能力，就像駕照

考試的路考一樣，係從實際的行為表現來評量，而不是依賴筆試來決定。 

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起源於藝術領域與傳統師徒制學習，強調的是情境知識

的學習。真實性活動學習的評量方式，必須根據操作方式來進行。此種測驗的理念與方法，

重視的是實質內容的評量，而不是形式的評量。其目的則在於確切瞭解被評量者，實際具備

某種程度的能力，以作為教育改進的依據。在教育實際實施上，真實評量強調教師以直接測

量受測者行為表現的方式，評量學生的真正能力，要求學生解答一個問題、寫一篇報告、做

一個實驗、找出列表機機件故障或依照食譜，正確完成一道菜的，真實評量尤其強調在真實

情境或儘量擬真的環境下，進行評量，讓評量與真實應用的情境加以結合，譬如在實際的餐

廳評量學生身為主廚的各種專業技術。 

 

二、何謂動機？動機如何分類？曉華的期末考及期末報告有將近 10 項，他可以用那些方式促進其

準備考試或撰寫報告的動機？(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並不困難，首先先解釋動機的含義，並依向度區分動機的種類，並加以簡

短說明期含義。最後主要依據各種成就動機或學習動機理論，依據題幹的要求

，寫出具體有效的促進動機方式。 

《使用法條、學說》：自我效能理論、歸因學派動機理論、行為學派動機理論、人本心理學派動

機理論。 

【擬答】： 

動機（Motivation）是指使個體活動，並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個目標進行的心裡內在歷程（

張春興，1991，現代心理學），（亦指能夠引導與刺激個體行動的因素）。動機的特徵為產生能

量、導向與持續行為。動機產生能量使個體產生行為，將行為導向一個非隨機的目標，並且

使行為持續到直到目標達成為止。 

動機的來源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內在動機包含為驅力（drive）和本能以及特定學習

行為。驅力是源自於滿足生物的需求（need）。當生物的需求無法被滿足時，會產生驅力，

並產生行為來滿足需求，使其能夠生存。與驅力相關的理論有驅力驟降論（drive reduction

）、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和耶克斯．道森法則（Yerkes-Dodson law）。

動機可區分為生理動機與社會性動機。 

生理動機是指激發行為的因素來自於生理因素，這類動機通常與本能和生存和生存有關，

是與生俱來的行為動力，例如：飲食與性動機。攝食動機是指維繫生命的重要行為。攝食

的動機來源有驅力，在生理機制作用下，當產生飢餓感時就會進食。然而，即使身體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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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飢餓的訊號，人們仍會想要吃東西。由此可見，誘因也是攝食動機的來源，例如時間

、味覺與文化都會影響攝食行為。性動機的激發亦源於生理因素，種族為了繁衍後代並伴

隨著生理機制的成熟與學習而產生。然有些性行為無法單以繁衍後代的視角解釋，可能包

含其他心理需求與社會文化因素影響。 

心理動機：發自內心所產生，使個體在某個環境中能夠更有利的生存，例如：權力動機、

親和動機、好奇、成就動機等。成就動機是指驅使人去設定目各種不同的目標，並且去達

成。成就動機高的人比較常獲得成功。影響成就的因素與自我調節能力和設定的目標與成

功與否息息相關。 

曉華可以依據自我效能理論、認知歸因、行為主義及人本心理學的觀念與相關方式，來促使

自己完成準備考試與撰寫報告的動機。 

Albert Bandura 提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認為自己的付出能夠帶來成功的期望

。有高自我效能的人能設下適合的目標以追求，能夠導致成功，然而自我效能低或是過高

的人通常會設下過於簡單或困難的不理想目標影響成就。因此，由於影響自我效能的因素

主要有四點，所以小華可以依照四種方式來提高自己的成就動機： 

曉華可以依據自己過去在準備報告與作業的成功經驗，來激勵自己：過去自己曾經可以

成功，現在自己依然有信心及動力完成這些作業與準備考試。 

曉華可以依據與自己有共同學習經驗與學習背景的他人之成功經驗，來激勵自己。即同

學和我情況一樣，他們能夠努力完成考試與準備報告作業，我應該也可以和他們一樣，

來達成自己的工作目標。 

他人對於曉華的正面評價與建議，也會影響曉華的成就動機。因此家長與老師、同學都

可以以正面的激勵方式或曉華過去正向表現的具體的證據，說服曉華能夠達成目標的機

會很高。 

曉華當下的身心情緒狀況與警醒亢奮的動力，也會影響其動機。因此要鼓勵曉華對於作

業與任務，保持正向的情緒與健康的生理狀況，以及對於目標養成努力奮鬥的意志與養

成勤勞的工作習慣。 

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解釋個體對於產生一個結果的原因的詮釋與對於下次結

果的預期。心理學家們從不同的角度歸因，有分為內在與外在（internal v.s. external

）、穩定與非穩定（stability v.s. instability）及可控與不可控）。內在歸因是將原因

歸在自己身上，認為自己的能力愈特質造成某個結果；外在歸因則是認為是外在環境的影

響造成結果。例如：某天工作效率不佳是結果，內在歸因的人可能會認為是因為自己生性

懶散；外在歸因可能會認為是因為同事太常來打擾而影響。若一人認為某個結果是穩定的

，則認為長期以來都將會是這樣的狀況，即使努力也不會有所改變；若認為是非穩定的，

則認為某種結果是暫時的現象。對同一件事透過不同面向歸因的組合，會使個體對某個結

果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曉華應該視考試或作業，為自己可控制的任務及成敗皆是需要依靠自己內在的因素

，譬如努力程度夠不夠，而非常逕自歸因爲個人能力行不行。而一時考試的成敗與報告的

難度，是會隨著情況改變的，而非一直是不變命定的結果。 

行為主義的行為連鎖化原則，曉華的老師家長可將十項任務，逐而設定完成目標，每次完

成一項任務，及可以獲得正增強，但要避免產生過度辯護效應，逐而完成十項任務，小華

也可使用自我增強自我調節的學習策略，來提高自己的內在學習動機。家長也可與曉華訂

定學習契約，答應在完成十種任務，可獲得相應的的正增強與獎勵，亦可應用普里馬克法

則，以小華感興趣主動高頻的活動，來增強曉華墮於作業與考試較低頻被動的行為。 

建立自我實現的價值觀，給予曉華自我實現的環境與支持、安全的環境，並予以同理心的

理解小華實施任務時的困擾，並一致認同關注曉華所付出的努力，同時給予無條件的關懷

，不設條件正向的關心曉華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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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本心理學取向的學習理論包括羅吉斯(Rogers)以及馬斯洛(Maslow)等理論背景，請說明此一

取向的學習特徵及教師教學特質。(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屬於常見且難度不高的試題。考生只要寫出人本心理學羅吉斯(Rogers)

以及馬斯洛(Maslow)等理論背景及其主張的學習目的與特徵，並條列寫出說

明人本心理學所強調教師教學應注意的特質與方式，即可完整答題。 

《使用法條、學說》：人本心理學派學習理論與教師特質 

【擬答】： 

馬斯洛主張的學習特徵 

馬斯洛對於學習與教學有兩點主張，其一，他認為學習不是外鑠的，而是內發的，學生本身

生而具有內發的成長潛力。外鑠的學習是指條件作用下的學習，對學生來說，外鑠學習是缺

少個人意義的，只是對個別刺激所做的零碎反應。像這種學習，無論學到的是什麼，都不是

學生自己決定的，而全是教師或實驗員加諸予他的。 

其二，他認為，教師的任務不是教學生學知識，而是為學生設置良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自

由選擇，自行決定，他就會學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學習活動應由學生自己選擇和決定，教師

只能輔導而不能強制學生學習，學習的活動應由學生自己選擇和決定。教師的任務只是輔導

，學生本身自然就有學習的潛在能力。 

馬斯洛的需求理論 

馬斯洛曾先後兩次提出需要層次的理論，歸納起來可分為七個層次，按低級排到高級，呈一

個金字塔的階梯： 

生理需要：對食物、飲料、氧氣、睡眠和性的需要。 

安全需要：對安全感、穩定性和擺脫恐懼、焦慮的需要。 

歸屬和愛的需要：對歸屬感、愛情、友誼和擺脫孤獨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自尊和來自他人尊重的需要。 

認知需要：認識和理解的需要，其中認識需要是基本的 

審美需要：對真、善、美追求的需要。 

自我實現需要：對實現自己的潛能、創造力、理想和信念的需要。 

馬斯洛把前四種歸為基本需要（因缺乏而產生的需要）把後三種歸為發展需要（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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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後需要）。需要層次說明了人同時具備了與動物相似的缺乏性本能需要，以及人類特有的

成長性自我實現需要。亦可以說人生的發展必須由基層需要的逐步滿足而來。 

羅傑斯提倡自由為基礎的學習特徵與原則 

人皆有其天賦的學習潛力：教師必須認定每個學生軍各有其天賦的學習潛在能力。人類的

天賦學習能力，自幼即表現在對環境的探索、對世界事物的好奇。例如：兒童學習騎自行

車時，忍受無數次跌傷痛苦卻仍奮力不懈。兒童對於學習上適度的困難，多能自行克服。 

教材有意義且符合學生目的者才產生學習：教材必須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因為只有增進

它的生活經驗，才有助於實現它的生活目的。 

在較少威脅的教育情境下才會有效學習：此處的威脅，是指個人在學學過程中音種種因素

所承受到的精神壓力。例如：學生因成績不如人而感到威脅。學生常因威脅不能排除而感

到自卑，因自卑而喪失自信自尊，終而自暴自棄。教師必須充分了解每個學生的情況，讓

學生獲得成功的機會多於失敗。 

主動自發全心投入的學習才會產生良好效果：安排學生學習不能使用逼迫方式，只需提供

學生學習活動範圍，讓學生自由選擇決定他們的方向，去探索發現結果。教師只是從旁協

助，以減少阻力與挫折。只有自動自發的學習活動，才會使學生全心投入。 

自評學習結果可養成學生獨立思維與創造力：以自由為基礎的教學設計，其基本理念之一

，就是要學生對自由選擇的學習結果，從是自我評量；除了核對答案與改正錯誤外，並進

一步檢討，從而作成結論以示自我負責。 

知識外重視生活能力學習以肆應變動的社會：學校除了知識教學外，更應培養學生自行求

知的能力與興趣，不斷自我充實。此外，讓學校教學活動生活化，學生在自由學習活動中

認識自我，了解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培養多方興趣以為將來選擇作準備。 

人本心理學取向的教師教學特質： 

真誠、信任以及尊重每一位學生。 

接納、同理心、無條件積極尊重每一位學生。 

協助學生自我成長與學習。 

提供完善的教學資源，使學生適性發展。 

啟迪學生向學的動機，鼓勵學生探索問題。 

教師以身作則，成為學生的表率。 

學生學習的過程中，師生共同參與。 

關懷學生，將每一個學生視為自己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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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謂社會情緒學習(Socil Emotional Learning)其內涵包含那五大面向？試說明針對國中學生可

採用的社會情緒教學方法。(25 分)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本題稍難，社會情緒學習對於考生而言，可能略感生疏，但社會情緒意義和

情緒智商有些類似，因此考生若不熟悉此專有名詞或理論，亦可以情緒智商

的含義與教學方法答題，雖不夠完整，但亦可以獲得一些分數。本題重點需

明確寫出五大核心面向的意涵及如何配合相應的教學方法或理論。 

《使用法條、學說》：社會情緒學習理論與相應教學方法 

【擬答】： 

社會情緒學習的概念由美國學業與社會情緒學習協會（CASEL， The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提出，是當前全球備受關注的教育趨勢。

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亦稱 SEL、社交情緒學習）是指培養學生自我

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察、人際技巧、做負責任的決策等相關認知、態度與技能的教育過

程 。 

SEL 最初由自我認識開始，從自己的身體、自我概念發展的形成，接著認識、管理自己的情

緒，最後再延伸到與他人互動。據 CASEL 的說明，當 SEL 內化到孩子的生活中，他們便能擁

有覺察自我和社會的能力，並透過管理自己和了解他人的情緒，做出負責的行為。 

社會情緒學習（SEL）核心能力五大面向與對於國中生可採用的社會情緒教學方法 

自我覺察 

自我覺察的內涵在於能理解自己的情緒、想法和價值觀，藉此建立信心並發現自己的優勢

和侷限，例如培養興趣和目標感，或了解他人的情緒，並將感受、想法連結。 

培養自我覺察時，老師和家長可以和孩子聊情緒，讓他們了解師長和自己是站在同一角度

，明白自己的喜怒哀樂，藉此培養正向的性格，更可能對他人產生同理心。實踐自我覺察

的方法，可以透過「寫日記」記錄開心、值得感謝事，並與人分享。 

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能力是指在不同情況下能有效管理情緒、想法和行為並完成某項目標。排解壓力

的策略、感受自我激勵、設定目標並善用計畫完成，也都是自我管理的一部分。 

能結合生活議題來練習自我管理，例如疫情下人人擔心自己確診，老師可以和孩子討論焦

慮情緒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如何透過落實防疫的行動降低自己對染疫的恐懼。此外，停

課期間，待在家中的時間變長了，訂定生活作息表、設定每日、週目標以維持規律生活，

也是練習自我管理的方法。 

社會覺察 

具社會覺察能力的人，能同理來自不同家庭、文化、社會背景的人，站在他人的立場思考

，展現同理心、關心他人的感受，並能認可別人的優點，對他人表達感激，同時也能了解

不同情境、社會的規範。練習社會覺察可以從生活小事開始，例如在疫情期間若有親友確

診被隔離，你的感受是什麼？如何給予關心？並反思若是自己確診了，要如何及早應變準

備？ 

人際技巧 

人際技巧能幫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際互動，有效和不同的人或群體交流。清楚溝通表達、

積極傾聽他人、能分工合作解決問題、有效解決衝突、在適當時機用正確的方法提供他人

幫助等，都是人際技巧。 

人際技巧發展良好的孩子，經常會在小組中展現領導力，並會為他人權利挺身而出。老師

能引導孩子針對不同事件說出情緒感受，例如和同學吵架，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孩子對於

和同學吵架的感受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應該要如何和對方溝通自己的想法和

期？ 

負責任的決策 

在不同情況中，考慮安全、道德、社會關懷等面向，並評估自己、他人、群體的益處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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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所做出的決策，即是負責任的決策。 

能做出負責任決策的人，擁有好奇心和開放的態度，能針對不同情境，分析事實、資訊並

作出合理判斷，並能反思決策對自己與他人的影響。師長能帶領孩子從所見所聞練習分析

問題，以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為考量做出適當決定。透過負責任的決策，孩子能學習到行為

和選擇如何影響他人。 

以上資料參考：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7592 

  

https://www.publi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