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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學評量與非選擇題之運用

邱德悉*教師

團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近年來，每三年舉辦一次的 PISA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逐漸被人所熟知，這個由所有OEeD會員國與其他

非會員國的夥伴國家共同執行，該計畫目的在評估各國完成基礎教育階段十五歲青少年

的閱語、數學和科學素養，檢驗青少年是否具備參與未來社會所需的基礎知識和技能。

根據臺灣 prSA 國家研究中心的說明，所謂閱讀的素養，意旨產生閱讀行為的各種

情境。情境架構概括為:個人、教育、職業、公眾。由於題材取自生活中廣泛的文字訊

息，文本形式相當多元，例如:散文、敘事、論述、廣告文宣、官方文件或聲明、故事

寓吉、報告表單等。評量重點在於對文本訊息的擷取、發展解釋、省思與評鑑文本內容、

形式與特色。

在以閱讀為主要評量學科領域的2009 年 PISA測驗中，臺灣學生閱讀能力的國際排

名，明顯差於數學與科學素養(閱續素養的國際排名為第23 名、數學素養為第5 名、

科學素養為第 12 名)。這個測驗結果顯示出我國教育忽視對閱讀素養的培養，以及當前

國民教育階段所面臨的矛盾。

實施九年一貫教育改革起，教育部開始推動多元人學、教育鬆綁，但在考試領導教

學的人學門檻之下，國中教育現場仍不斷輪迴著填鴨之事、排滿考試的課堂，乃至於今

日的十二年國教，理想、中的教育願景似乎還在政策擺盪與民意拉扯中間顯得模糊。然而

身為教育第一教學現場的教師，能夠做得看似有限，但能直接影響學生，在教學上做出

改變的也是老師。

筆者於民國九十九年至一百零三年間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董秀蘭教授所帶領的社會領域非選擇題研究小組，在此期間與多名在職教師共同研

討、發展出公民科非選擇題的題型與評量基準。本文以筆者本身之研發過程的經驗出

*本篇通訊作者:邱德蔥，通訊方式 hishikc@yahoo.col11 .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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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金聖

發，分享公民科非選擇題如何能有效的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輔助培養閱讀素養及

表遑論述的評量工具。

一直以來，公民教學的重點除了學科知識之外，更重視公民蒙養的情意養成，甚至

是實際公民行動，但往往公民科的學習給一般民眾的印象大多仍是背誦類型的知識理

解，甚至老一輩者的思維仍停留在國中教育階段的《公民與道德卜認為公民教學就是

生硬八股的教條規訓。因此，要如何符應時代潮流趨勢，教授學生帶得走的能力，讓學

生在校學習到的能力可以和真實生活情境連結，同時又需兼顧教科書知識，這些都成為

筆者執教以來不斷思考的問題。

接下來，筆者將用所設計的兩個非選擇題為例，例題(一)以核四公投為題材，例

題(二)以高雄後勁地區的中油煉油廠遷廠問題為材，說明非選擇題運用在公民教育的

意義與好處。

例題(一)
、

今天是針對「要不要興建核電廠」進行公民投票的日子，但外頭正下著傾盆大雨。

看到還賴在沙發上看電視的小明，媽媽忍不住提醒他趕快去投票。

媽媽 :f投票時間只到四點，還剩一個小時，快去投票吧! J

小明: f外面兩下這麼大，真不想出門去投票。」

媽媽 :f公民投票的結果會影響要不要興建核電廠的政策，你不應該輕易放棄投票的

權利。」

小明: f投票是公民的權利又不是義務，況且去投票的人那麼多，又不差我這一票，

而且這次公民投票的議題我也不太瞭解。」

媽媽: f但若人人抱持著和你一樣的想法，那民主政治還能維持得下去嗎? J

問題一:民主國家的公民為什麼應該參與公民投票?請寫出兩項理由。

問題二:小明不想去投票的一個原因是他對公民投票的議題不太瞭解，民主社會的公

民可以從哪些管道來瞭解公民投票的議題?請至少寫出兩項具體管道。

例題(一)為評估型的題目，嘗試研發公民科非選擇題時，此主題很快就浮現在筆

者腦海中，一個民主國家，需要民眾有足夠的政治參與度才能展現出真正的民意，實現

主權在民精神，故本題以「公民為何應參與公民投票」為題，藉以讓學生評估並論述公

民應關心、瞭解國家重大議題的重要性。

公民科學習評量大多採用選擇題的題型，強調單一標準的正確答案，將社會運作的

方式限縮成為僵化的紙筆測驗 A 、 B 、 C 、 D 四個選項，不但完全無法回應現實社會生

活的變動，也減少了讓未來公民思辨的機會，缺少理解、分析、評價、表達的練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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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學評量與非選擇題之運用

設計此題目的評量初衷，乃是希望學生在經歷政治範疇的公民科教學後，能夠回答

出現代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性，不但是在公民知識方面，必須對於公民投票相關制

度有所理解之外，還能看出學生在政治參與方面的情意態度。透過本題非選擇題的回

答，可以讓學生從自身理解去回答，瞭解到對於公民角色扮演，學生存在何種觀點，定

否具備足夠的成熟民主素養，以及能夠意識到民主社會中的每一個公民，在面對公共事

務決策時，所扮演的關鍵性與影響力。

關於龍門核能發電廠(簡稱核四)爭議，長久以來是臺灣民眾不斷爭論的公共議題，

也是懸而待解的難題，廢核四、停止商業運轉或歐用核四，這些都是選工頁。此題目設計

以核四公投為題材'說明未來臺灣社會在面臨到重大爭議事件，教科書中所學的公民投

票制度可能就是解決方法之一，但本題非選擇題的核心概念並非要學生論述核四的興建

與否，只是希望學生能以核四公投為例，去思辨公民在參與公民投票時的意義與價值。

如同筆者刻意在題目中所設計的家人對話，提供一個日常生活情境，呈現出的小明

具有公投不差我這一票的想法，也代表著社會上的某一種政治參與態度。公民投票固然

走人民的權利，每個人有行使與否的自主權，誠如 1964 年美國總統詹森 (Johnson) 曾

說 :r真正的自由社會是一個全民參與的社會，不是一個由旁觀者所組成的社會，自由

最深層的意義在於參與，全心全意，熱情與理性的參與。」但籍由例題(一)的問題提

問，希望能看出學生對公民參與意義與價值的認知，意識到公民參與是主權在民的實

踐，此一公民素養的核心態度，並非由選擇題的題型可以測驗得到，即便有相關情意態

度類的選擇題，測驗結果往往流於形式，如同考驗倫理道德態度，難以對公民素養的養

成有實質幫助，透過情境形塑讓學生自然而然回答己見，反倒能真實瞭解學生的想法。

非選擇題因為是開放式的作答，並未如同選擇題有標準答案，而是依據學生回答依

照評量基準'將學生回答區分為精熟、基礎及待加強三種程度。經過多次開會討論擬定

出的評量基準如下列所示，學生只需要在回答的內容中，能寫出兩類理由即可取得精熟

程度，每類理由有所區隔，有助於老師的歸納、批改。理由一:著重學生能瞭解民主國

家中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對於國家事務，公民有表達意見及決定的權利;理由二:學生

能理解到不論選舉結果為何，都會影響到國家內的每一個人:理由三:學生能知道公民

投票的多數決，可以作為爭議性議題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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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分草

問題一:民主國家的公民為什麼應該參與公民投票?請寫出兩項理由 o

編碼 2 (精熟或完全給分)

需寫出下列三類理由中的兩類(若學生回答的兩個答案都屬於同一種類的理由，只能

歸為一個理由)。

理由一:民意充分表達，才能作為政府施政的依據。

理由二:因為公民投票的結果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理由三:公民投票可解決紛爭。

編碼 1 (基礎或部分給分) :僅寫出三類理由中的一類。

編碼 o (待加強或不給分) :抓不到重點或語意不明，或僅將題目重複敘述。

例題(一)的問題二則是以生活中常面臨的狀況來發間，公民若想要更加瞭解公共

事務可以利用哪些管道，此題是屬於貼近實際生活需要，期待學生能知道並使用多元管

道來獲取訊息。

問題二:小明不想去投票的一個原因是他對公民投票的議題不太瞭解，民

主社會的公民可以從哪些管道來瞭解公民投票的議題?請至少

寫出兩項具體管道。

編碼 2 (精熟或完全給分)

需寫出兩項瞭解公共政策的管道(若學生回答兩個管道都屬於同一類管道，只能歸為一

種答案)。

種類一:傳播媒體管道。(網際網路、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節目..... 'etc)

種類二:非傳播媒體管道。

編碼 1 (基礎或部分給分):寫出上述管道中的任一類。

編碼 o (待加強或不給分):抓不到重點或語意不明，或僅將題目重複敘述。

從學生實際施測的結果，教師可以解讀出學生對於自我公民角色的想像，學生是否

具備足夠的公民情意態度，除了知道一般公民投票的方法、規則外，還能夠知道公民為

什麼要去投票，公民利用投票行為去表達公民對公共事務的態度，此種題目在評量學生

學習成果之餘，亦有助於刺激學生更高層次的思考與民主內忱。

例題(二)情境轉{七型的題目，筆者以後勁煉油廠為題材，根據真實的社會新聞作

為命題背景，以經濟發展與維護生活環境品質的權利衝突為情境，利用角色模擬的概

念，設定讓學生以當地居民的立場出發，思考各種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法與步驟。

因為現實生活中，此種民眾為自身權益而進行抗爭的案例不少，顯示出現代民眾對

自身權益的維護，平時在國中階段的政治參與課程，課程內容主要介紹政治參與的各種

142 中等教育第67卷第2期



公民教學評量與非選擇題之運用

方式，雖然學生未必在目前的生活中有相關遭遇，但讓學生將自己試想、成當地居民進行

作答，可得知學生在未來面對類似問題時，能夠採取哪些方式來應用。

例題(二)

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究竟遷不遷廠?是高雄後勁居民關心的議題，居民意見呈現分

歧。飽受空氣污染所苦的居民，多年來不斷地向政府請願、向民意代表陳情、甚至到中

油公司抗議，居民大多支持遷廠;但也有部分居民擔心，煉油廠遷走，後勁地區的經濟

發展會受到影響。另外，中油員工為保障工作權，要求中油遷廠須和工會達成共識，<1\

則將反對到底。

行政院原先承諾民國-0四年底前完成高雄後勁煉油廠遷廠，但中油公司卻打算遷

廠至高雄小港大林廠並加蓋新廠。可以預料的是，將來不論煉油廠遷或不遷，都可能引

發一連串的爭議，政府在重視地方民意及高雄工業發展之間，應取得最大的共識，且必

須提出完整配套計畫，避免重蹈污染環境和引發衝突的覆轍。

問題:根據上述選文，如果你(妳)是希望煉油廠遷廠的當地居民，會採取何種

方式來促成遷廠順利完成?請寫出兩種的處理方式，並具體詳細說明

由於是開放式回答，此題目設定評量基準，而未設定標準答案，僅以學生回答的答

案須以合情、合理、合法的非暴力方式作為原則非選擇題的研發過程中，評童基準的

擬定也非由教師團隊單方面討論制定，研發中的題目會根據國中生實際施測結果，作為

題目再修正參考，同時也透過國中學生的實際答案，研訂評量基準和回答範例

編碼 2 (精熟或完全給分) :需寫出兩種以上的處理方式

標准 I :以非暴力的措施作為處見方式。

標準 2: 處理方式須以合情、合理、合法為原則。

回答範例:

A. 組成社會組織，將意見統整匯集。

日|句政府講願

C 向民意代表陳情

D. 集體遊行抗議

巳開記者會，藉由媒體表示不滿

F 舉辦公投

G.用緩和的方式抗議

H. 把廠長找出來談判

l.找利益團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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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分軍

編碼 I (基礎或部分給分) :僅寫出一種處理方式。

編碼 o (待加強或不給分) :未寫出合理的處理方式，或僅情緒性表達看法，或答案的陳

述立場錯誤。

回答範例:

.找一位有權勢的人(如立委) ，或者是有經濟賞力的人當精神領袖，在談判日時

雞蛋必須隨時待命，以防敵人使詐。

以例題(二)的評量基準為例，因為公共問題的處理有多元方式，並不是有一套萬

用標準處理流程，本來不同民眾為達到抗爭目的就可能採取不同手段，所以評益基準的

設定並非要求學生死板寫出課本提及的政治參與類型，而是給予標準和回答範例提供給

教師評閱時參考，只要學生的答案符合相關標準，即可達到精熟或基礎程度，此一評且

方式有別於過去的選擇題、填充題及簡答題。

公民科非選擇題運用在實際教學現場上，看似困難，但並非不可行，惟在試題的研

發需嚴謹，並讓學生漸漸習慣選擇題以外的評量方式。對學生而言，每當筆者讓學生進

行非選擇題的評量時，大部分學生的第一反應總是哀號，抱怨著怎麼除了國文、英文、

數學科外，連公民科也要考非選擇題?此外，常見學生反應遺包括尚未看到問題，僅看

到題本上的文章就懶得閱讀，或直覺題目文字很多、文章很長就一定很難，但事實上經

過教師說明，學生實際作答後，學生們往往發現其實非選擇題並不如他們想像中困難，

反而甚至更能用自己的話語去表達個人看法，非選擇題的題型對培養學生閱讀素養與論

述能力是很有幫助的。

對教師而言，將非選擇題運用於教學，利用非選擇題的情境引導、題文敘事鋪陳特

性，讓學校中的學習評量能較為貼近真實生活情境，學校教育作為學生未來參與社會的

基礎，社會中有各式各樣複雜難解的課題，不是單單憑藉選擇題的選項，因此這是在現

階段教育現況之下，教師可以實際運用的評量工具，養成學生未來社會參與的關鍵知

能。教師也可從非選擇題的評量結果來評斷學生是否具備較高層次的分析、應用能力，

並能發掘學生學習狀況，找出學習盲點，進而對症下樂。

非選擇題評量運用在公民教學上的新嘗試，以公民素養取向為設計宗旨，而非學科

知識成就取向的目標設定，開放式作答方式，偏重在培養及評鑑學生適應社會生活的關

鍵知能，包括:閱讀、理解、情境轉往、應用、表達、論述等重要能力。參與公民非選

擇題的研發和施作經驗，讓筆者深刻體驗到，非選擇題在教育現場有實踐的可能，或許

只是在教學現場中革新的一小步，卻也讓人看見新時代之下公民教育的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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