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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臺北學習中心 
教材轉化測驗評量技巧 教學課程大綱 

 
一、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教材轉化測驗評量技巧 

英文名稱 Conversion Skills of Textbooks into Assessment 

全/半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數 2 每週授課時數 
4 (週六08:10-12:00) 
 (週二、四18:00-22:00) 

開課系所 進修推廣學院 授課教師 陳振勛 

課程領域 

(單一領域或跨領域，至多跨 2 領域)  
■ 語言與文學          □ 藝術與美感    □ 哲學思維與道德推理   
□ 公民素養與社會探究  □ 歷史與文化    □ 數學與邏輯思維 
□ 科學與生命 

課程簡介 

本課程主要教授四個部分：(一)介紹語言評量的基礎概念及理論；(二)介紹現行

原住民族語認證測驗之分級題型與測驗能力指標及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本土語

文（原住民族語文）；(三)透過實作分析族語教材，並從教材中轉化實踐設計

聽說讀寫譯各面向之評量試題及評量標準、並適時輔以語言結構進行補充說

明；(四)課堂實作中會指導如何進行族語評量工具的評析。 

課程目標 

1 了解語言測驗評量有關之基本概念。 
2 了解族語課綱、教材與評量之間的關係。 
3 具備設計聽說讀寫譯之測驗評量工具。 
4 評析族語聽說讀寫譯之測驗評量工具。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陳振勛 
教學進度與主題（請詳細說明每週進度及課程內容） 

第一週：(2023/07/15週六)：課程說明及語言測驗理論及基礎、及現行族語課綱。【4小
時】 

1. 課程介紹、作業、小考、上課方式、評分說明等。 
2. 語言測驗及評量之基本概念。 
3. 族語課綱、族語教材、族語測驗評量之間的關係。 
4. 介紹語言教師應有之語言評量素養。 
5.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介紹。 
6. 課程中使用之工具書介紹。 

第二週：(2023/07/18週二)：現行族語認證測驗、測驗能力指標、題型、命題原理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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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材、教材分析。【4小時】 
1. 小考1。 
2. 現行原住民族語認證測驗之分級題型與測驗能力指標及族語學習詞表介紹。 
3. 試題類型的介紹。 
4. 聽說讀寫命題原理及原則。 
5. 成績與評量之相關法規。 
6. 現有族語教材之介紹。 

第三週：(2023/07/22週六)：教材分析、教材轉化測驗技巧、課室測驗藍圖及標準本位評

量。【4小時】 
1. 小考2。 
2. 族語教材分析。 
3. 教材轉化測驗試題技巧。 
4. 設計課室中之測驗藍圖。 
5. 標準本位評量介紹。 

第四週：(2023/07/27週四)：教材轉化口說測驗題型技巧與編製、口說測驗試題評析實作。

【4小時】 
1. 小考3。 
2. 口說題型、課程綱要中說話學習表現之對應。 
3. 教材分析及教材轉化口說測驗題目設計技巧。 
4. 口說測驗題目編製、口說評量標準及撰寫評分指引。 
5. 口說題目的評析及討論、施測之結果分析。 
6. 族語課室中如何融入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口說之題型。 
7. 作業：口說測驗評量作業設計1(含錄音及評量標準及評分指引)。(補充：錄音軟

體介紹。) 

第五週：(2023/07/29週六)：教材轉化閱讀測驗題型技巧與編製、閱讀測驗試題評析實作。

【4小時】 
1. 閱讀題型、課程綱要中閱讀學習表現之對應。 
2. 教材分析及教材轉化閱讀測驗題目設計技巧。 
3. 閱讀測驗題目編製、閱讀評量標準及撰寫評分指引。 
4. 閱讀題目的評析及討論、施測之結果分析。 
5. 族語課室中如何融入族語能力認證測驗閱讀之題型。 
6. 作業：閱讀測驗評量作業設計2(含評量標準及評分指引)。 

第六週：(2023/08/01週二)：教材轉化聽力測驗題型技巧與編製、聽力測驗試題評析實作。

【4小時】 
1. 聽力題型、課程綱要中聆聽學習表現之對應。 
2. 教材分析及教材轉化聽力測驗題目設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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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聽力測驗題目編製、聽力評量標準及撰寫評分指引。 
4. 聽力題目的評析及討論、施測之結果分析。 
5. 族語課室中如何融入族語能力認證測驗聽力之題型。 
6. 作業：聽力測驗評量作業設計3(含錄音及評量標準及評分指引)。 

第七週：(2023/08/05週六)：教材轉化寫作測驗題型技巧與編製、寫作測驗試題評析實作

【4小時】 
1. 寫作題型、課程綱要中閱讀學習表現之對應。 
2. 教材分析及教材轉化寫作測驗題目設計技巧。 
3. 寫作測驗題目編製、閱讀評量標準及撰寫評分指引。 
4. 寫作題目的評析及討論、施測之結果分析。 
5. 族語課室中如何融入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寫作之題型。 
6. 作業：寫作測驗評量作業設計4(含評量標準及評分指引)。 

第八週：(2023/08/10週四)：教材轉化翻譯測驗題型技巧與編製、翻譯測驗試題評析實作

【4小時】 
1. 小考4。 
2. 翻譯題型、課程綱要中翻譯學習表現之對應。 
3. 教材分析及教材轉化翻譯測驗題目設計技巧。 
4. 翻譯測驗題目編製、閱讀評量標準及撰寫評分指引。 
5. 翻譯題目的評析及討論、施測之結果分析。 
6. 族語課室中如何融入族語能力認證測驗翻譯之題型。 
7. 作業：翻譯測驗評量作業設計5(含評量標準及評分指引)。 

第九週：(2023/08/12週六)：期末報告【4小時】 
1. 報告所設計之族語測驗評量並線上分享及報告。 
2. 同儕互評及提問討論。 
3. 課程討論及回饋。 
4. 期末報告說明：請將聽、說、讀、寫、譯測驗評量集合成一份電子檔。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由講師講述每一週主題之基本概念及原理原則。 
 討論法 講師與學員針對不同的題型或當周主題進行討論。 

 實作 
每一位學員完成一份聽說讀寫譯之測驗評量作業(需含對應之學習重

點、評量目標、作答說明、評量工具、評量標準)。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25% 作業共5份，每份作業佔5%，請按時繳交。 
 小考 20% 小考共4次，針對課程內容進行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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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討論參與 15% 學員針對主題討論及提問。 
 出席 10% 缺課超過12小時，本課程不予計分。 

 期末報告(展示) 30% 

完成聽說讀寫譯的測驗評量工具報告一份(需含對應之學習

重點、評量目標、作答說明、評量工具、評量標準)，於最

後一周課堂前放置於教師指定內部網頁上進行成果展覽，並

由同儕進行評分，及相互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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