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文領域紙筆與實作評量的嘗試 

國語文領域紙筆與實作評量的嘗試 
──以臺北市健康國小中年級定期評量為例── 

臺北市健康國小 謝秀芬 

壹、紙筆評量試題的改進 
說到出國語考題，在很多同事的感覺中比數學題還難；說到由「謝秀芬」出國語考題，不少同事

會感到緊張，因為不知要從何複習起，題目在參考書、評量卷、命題光碟通通找不到。家長和同事都

覺得我出的題目很難，其實所謂的「難」是難在要能融會貫通才會正確作答，正確答案必須靠理解得

出，而非記憶得來。國語文領域的課綱不是提出，要能「正確理解」才能「靈活運用」的理念嗎？ 

要出題，就得再深摳課文一次，可讓我再次熟悉教材。每每在命題之初，我會先規劃大致的題型，

及各能力點的配分比重，再著手充實題目內容。我有這樣的奇想：透過題目的呈現，學年同事稍能領

略語文教學的若干重點，從而改變自己的教學。以詞語方面的題目來看，直接要學生回答兩個詞是否

為相似詞，是不合理的，應該在一個完整的句子中凸顯詞意，才能判斷兩個詞是否近義。關於評量題

目的設計，我受這兩年的北市小六學生語文能力檢測影響很大，因為我既要命題，又參與了審題，從

中我學習到如何掌握題目的評量點，如何設計誘答，如何發展新題型。我當然希望以自己命題為媒介，

讓學年同事們也有這樣的觀念。 

評量的目的在幫助老師了解學生的學習情況，進而調整或改善自己的教學。因之，每次學月評量

之後，我總會進行統計、分析，讓自己清楚往後教學該補強之處，這樣繁瑣的工作很辛苦，卻很值得。 

 三年級上學期第三次學月評量試卷(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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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力測驗 

（一）本大題設計係延續第一學月試題中的「聽力測驗」項目。 

（二）第一學月評量「聽力測驗」內容是他版的一篇課文，學生聆聽完整篇內容後，再依提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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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選擇題，此模式與本校九十學年度實施的四、五年級國語文基本能力評量的方式完全相

同。然就其形式來看，實則是「口語的閱讀測驗」，學生聆聽內容的負載量極大，有一部分考

驗的是「記憶力」，較不能聚焦在「理解力」上，故此次的施測形式做了如下的調整： 

      1.每題各自獨立，各自有一個語言情境，減輕學生聆聽的記憶負載。 

      2.依據能力指標「B-1-2 能確實把握聆聽的方法」及「B-1-3 能聽出說話者說話的表達技巧」，

每題規劃欲檢核的聽力向度，使評量後的分析更能掌握學生的聽力弱點，再予補救或增強。 

      3.錄製 CD時，先提醒學生下筆作答的時間點：「第一大題 聽力測驗  請各位同學仔細聽清楚

題目，當老師說：『請作答。』再下筆回答。」於各題的題幹上也會提出要聽清楚的重點（如：

停頓、輕重音⋯⋯），供學生聆聽時不致失焦。 

題

次 
CD 口 述 試 題 內 容 

評量

重點 

試題

來源 
錯誤情形 通過率 

1 

第一題 朗讀時遇到標點符號都要停頓一下，句號的停

頓比逗號久。現在請聽聽下面這段話一共有幾個句子。 

鳥兒的歌唱叫醒了我，新的一天即將開始。早晨的第一

道陽光射進房裡，我拉開窗簾，接收這份見面禮。走到

屋外，陽光灑在我的身上，把我的心烘得暖洋洋的。 

正確的答案是1一句 2兩句 3三句  請作答。 

聽出

停頓

（朗

讀時

的節

奏） 

改寫

自國

語日

報學

生投

稿短

文 

答錯者計 

2人 
 

答1者 1人 
答2者 1人 

2 

第二題 下面三句話都一樣，請從說話時的輕重音去判

斷，哪一句在強調弟弟受傷的部位是腳，不是手。 

1弟弟
‧‧

的腳受傷了。 

2弟弟的腳
‧
受傷了。 

3弟弟的腳受傷
‧‧

了。  請作答。 

聽出

重音

（說

話表

達技

巧） 

國語

課本

統整

活動

三 

答錯者計 

4人 
 

答1者 1人 
答3者 3人 

3 

第三題 下面三句話都一樣，請從語氣上判斷哪一句有

疑問的意思。 

1下一節課是數學課。 

2下一節課是數學課！ 

3下一節課是數學課？ 

請作答。 

聽出

語氣

（說

話表

達技

巧） 

國語

課本

統整

活動

三 

答錯者計 

5人 
 

答1者 2人 
答2者 3人 

4 

第四題 聽清楚下面的內容，選出正確的說法。 

媽媽拿出一雙小布鞋，有一隻鞋面上，還貼著小白兔。

媽媽說，我學走路時，天天穿它，因為常常跌倒，所以

有一隻小白兔「跑走」了。 

從這段內容中可以知道，「我」常常跌倒，所以怎麼樣？ 

1一隻鞋面上的小白兔掉了。 

2從鞋子裡跑出了一隻小白兔。 

3掉了一隻鞋子。        請作答。 

聽懂

內容

（理

解內

容） 

康軒

國語

課本

第五

冊第

二課

課文 

答錯者計 

4人 
 

答2者 1人 
答3者 3人 

5 

第五題 聽清楚下面的內容，選出正確的說法。 

早上，我醒來的時候，陽光斜斜的照進房裡。看見白色

的牆、白色的床單和棉被，這才想起自己已經住在醫院

好幾天了。 

從這段內容中可以知道，「房裡」指的是哪裡？ 

1臥房   2廚房  3病房    請作答。 

聽懂

內容

（理

解內

容） 

康軒

國語

課本

第五

冊第

九課

課文 

答錯者計 

3人 
 

答1者 3人 

全對者

23人 
（67.65﹪） 
 

 

錯一題

5人 
（14.70﹪） 
 

 

錯兩題

5人 
（14.70﹪） 
 

 

錯三題

1人 
（2.94﹪） 

成就分析： 

    本班近七成學生全對，錯誤高達三題的僅有 1人，普遍表現良好，可見透過平日的團討，無論

是朗讀的指導，或是要求學生對聽到內容的複述、掌握提問核心加以思考發表，都有相當不錯的成

效。而各題錯誤人數都在 5人以下，表示在各項檢測約有 6-15﹪學生有待加強。 
    此次各題累計達錯總人數計 18人，平均每題約有 3.6人答錯；相較於第一學月各題答錯人數平

均 3.25人，相差並不大，但卻能更清楚的知道個別學生的聽力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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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句子理解 

（一）句子理解於閱讀理解中厥為重要，如何讀懂句子的意思，其中內涵甚多，為了解學生對句子

的理解程度，故有本大題之設計。命題者也希望藉由此類題目的設計，提供同學年老師正視

句子的重要性，從而思考在教學中如何引導學生理解句子。 

（二）由於此類題目為第一次出現，加上有些是複選題目，衡量學生對題型的陌生感，以及試題確

實稍有難度、深度，避免扣分太多，造成家長及學生的衝擊，因此安排每一選項均需回答○

或×，而且只佔一分，如此不僅扣分輕，也更能精確掌握學生在句子方面的迷思概念有哪些，

理解程度情形如何。 

（三）由於局部題目答案複選，所以在各題題幹上除了標示關鍵詞之外，也在「哪一句」、「哪些句

子」上劃線，以提醒學生是單選或複選題。 

（四）關於句子理解，其層面十分豐富，命題者僅就課本的評量範圍擇要出題。 

題

次 
試  題  內  容 

評量

重點

試題

來源
錯誤情形 通過率 

1 

下面哪一句的用詞正確？ 

（×）小明幫了我，我向他感謝。 

（×）經過實驗，我們發明糖可以讓水變甜。 

（○）這場告別演唱會吸引了成千上萬的觀眾前

來欣賞。 

詞語

運用

統整

活動

三 

答錯1者 9人 
答錯2者 13人 
答錯3者 4人 

2 

下面哪些句子的「」用來標示有特殊用意的詞句？ 

（×）妹妹大叫：「有老鼠！」 

（○）畫裡的三隻羊有「三陽開泰」的意思。 

（○）我把「春」字倒著貼，表示「春到人間」。

標點

符號

使用

統整

活動

四 

答錯1者 8人 
答錯2者 3人 
答錯3者 1人 

3 

「哥哥拿起鉛筆畫了幾下，才一會兒工夫，就畫

出了一條漂亮的魚。」這句話是在說—— 

（○）哥哥畫得很快。 

（○）哥哥畫畫的動作很熟練。 

（×）哥哥畫得很用心。 

掌握

句中

關鍵

詞意

第 

十二

課 

答錯1者 5人 
答錯2者 5人 
答錯3者 15人 

4 

小美要介紹聖誕樹是最搶眼的，請你幫她把下面

的句子寫完。 

走進教室，最醒目的是⋯⋯ 

（○）閃閃發亮的聖誕樹。 

（×）聖誕樹上掛著的許願卡。 

（×）聖誕樹底下一包包的禮物。 

找出

句子

主幹

第 

十二

課 

答錯1者 2人 
答錯2者 12人 
答錯3者 11人 

5 

下面哪個句子是通順的？ 

（×）這顆蘋果是媽媽買給我。 

（×）從前的時候我住在鄉下，經常在田裡跑來

跑去。 

（○）我收到這張卡片，就知道小華一直沒有忘

記我。 

句型

及 

語序

第 

十三

課 

答錯1者 15人 
答錯2者 20人 
答錯3者 9人 

全對者 2人 
（5.88﹪） 
 

扣 2 分 7人 
（20.59﹪） 
 

扣 3 分 9人 
（26.47﹪） 
 

扣 4 分 5人 
（14.71﹪） 
 
扣 5分 4人 
（11.76﹪） 
 

扣 7 分 3人 
（8.82﹪） 
 

扣 8 分 1人 
（2.94﹪） 
 

扣 12 分 1人 
（2.94﹪） 

成就分析： 

    本大題較具難度，因此答對率相對的也較低，不過本班在 15個選項中，答錯 0-3個選項的人數

已過半數（52.94﹪），表現相當不錯。 
    其中，以第二題（複選題）錯誤率最低，可見只要概念清楚，單選或複選是不會混亂答案選擇

的。錯誤最多的是第五題，其餘三題錯誤率差不多，約在兩成（25÷102）。 
三、填標點符號 

命題方式：為免學生只知道在括弧內填寫標點，所以題目中略去括弧，以實際明瞭學生是否能清楚的

斷句，以及使用標點符號的情形。由於這是第一次出現的題型，還是在需要標點之處空

格，作為暗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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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年級上學期第三次學月評量試卷(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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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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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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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深究： 

前四題針對單課出題，最後一題著眼於整個單元的課文，有比較閱讀的意味。本大題的產生乃源

第一次學月評量，為求銜接，所以本次再出此大題。但要回答正確，部分與學生是否熟記課文相關，

稍悖離「考出能力」的想法，所以四年級之後就不再出此類題型。 

◎兩年內四次命題題型分布與配分一覽表 
評量時段 

評量內容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聆聽能力 聽力測驗(10 分)    

字 

寫國字(16 分) 寫國字(15 分) 

部首辨別(8 分) 

字音辨別(8 分) 

寫國字(14 分) 

字義辨別(5 分) 

字音辨別(10 分) 

寫國字(15 分) 

字義辨別(5 分) 

字音辨別(10 分) 

詞 
詞意辨別(8 分) 語詞運用(15 分) 詞語運用(15 分) 詞語理解(10 分) 

填寫詞語(10 分) 

句 

句子理解(15 分) 

句型練習(12 分) 

造句(8 分) 

接寫句子(8 分) 

句型練習(6 分) 

造句(8 分) 

縮寫句子(6 分) 

句子運用(15 分) 

接寫句子(6 分) 

造句(8 分) 

句子理解(15 分) 

接寫句子(6 分) 

造句(8 分) 

閱讀理解 
課文深究(15 分) 

閱讀測驗(10 分) 

課文深究(15 分) 

閱讀測驗(10 分) 

閱讀測驗(10 分) 閱讀測驗(10 分) 

讀 
 

寫 
 

能  

力 

標點 填標點符號(6分) 填標點符號(7 分) 填標點符號(11 分) 填標點符號(11分)

   經過整理，我發現自己在字、句方面的題型發展得較為豐富，尤其在四年級特別重視字義與字音。

分辨字義」是本校四年級學生的識字學習要點，因字義的比較較有難度，所以配分較少。關於句子

題型，「寫」的成分多於「讀」，「運用」甚於「理解」，以造句與接寫為主要評量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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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寫字評量形式的研發 
一說到語文評量，幾乎不離紙筆測驗模式，所幸學校每學期有三次學月評量的安排，第二次可以

進行一些不同型態的評量，這給了身為老師的我們空間，也給了我們難題。 

過去在低年級，關於第二學月的語文評量，我發展過朗讀、查字典等活動，績效不錯，也成為目

前學校低年級的固定評量模式。現在上了中年級，在「學校本位國語文領域指標」的引領下，我想可

以在第二學月發展「寫字評量」——曾經在低年級試過一次，至於在中年級則從未有過，尤其要涉及

「毛筆字」，對我是項考驗。但，在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於教學現場被漠視的寫字教學，實在需要

被「正視」，「全面的語文能力」應是基礎教育要講究的。 

三 年 級 上 學 期 —— 硬 筆 字 評 量 

    三年級上學期，學生才要學習拿毛筆寫字，練習一個筆畫 

起筆、行筆、收筆的運筆三部曲，要立即進行書法評量，有違 

評量的原意。 

    「從硬筆字開始。」我就此開始了以下的規劃： 

1.評量時間：一節課 
2.書寫內容：取材自第二學月教授的國語課文 
3.呈現形式（A4大小）： 
  (1) 正文、落款並呈，呈現完整作品形式。正文包含標點。

(2) 由我範寫，提供範寫字樣，讓學生看硬筆字寫硬筆字 
（電腦楷體字為書法線條，與硬筆字線條不同，不利 
臨摹）。 

4.評量規準：在評量卷下方標示，以利學生參考。評量重點包含書寫姿勢、寫得正確、寫得

美觀，但不予學生分數觀念，僅以「優」、「良」、「可」等層次表示，採質化評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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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字作品，老師則是當場給予姿勢

方面的評分。 



九十七年度年會暨研討會手冊 

 
 
 
 

 

 

 

 

 

 

 

 

 

 

 

 

 

 

 

 

 

 

 

 

 

 

 

 

 

臺北市健康國小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三年級第二學月國語文領域評量 

硬筆字書寫評量指標圈選及成績量化說明 

 
◎ 指標一：寫字時，坐姿端正。【占 10 分，每一階占 2分】 

           評量內容細目—— 頭正 

身直 

雙臂平放、左右等開 

身體與桌面距離恰當 

紙張放正不歪斜 

★ 全部達成為「優」，達成四項為「良」，於此類推。 

◎ 指標二：準時完成，並能寫出正確的國字。【占80分，每錯一字扣1分】 

           評量規準—— 優：錯 0～2 字 

良：錯 3～5 字 

可：錯 6～10 字 

加油：錯 11～15 字 

請多加努力：錯 16 字以上 

★ 若不能準時完成，而錯 0～2 字者，則勾選「良」

（即降一級）；於此類推。 

◎ 指標三：能注意字體大小，寫出美觀的國字。【占10分，每一階占2分】 

           評量內容細目—— 好習慣：紙張平整，擦拭乾淨。 

分主次：正文文字大，落款文字稍小。 

分主次：國字大，標點符號小。 

求均勻：正文文字大小協調。 

求均勻：落款文字高低適中、大小協調、

行氣一貫。 

★ 全部達成為「優」，達成四項為「良」，於此類推。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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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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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硬筆字評量分項細目表現統計： 
指指指標標標一一一：：：寫寫寫字字字時時時，，，坐坐坐姿姿姿端端端正正正。。。（（（占占占 111000 分分分）））   

得分 頭正 身直 臂開 身桌距離 紙正 

2 分 18 人 24 人 24 人 30 人 28 人 

1 分 13 人 8 人 8 人 3 人 6 人 

0 分 3 人 2 人 2 人 1 人 0 人 

總計 34 人 34 人 34 人 34 人 34 人 

指指指標標標三三三：：：能能能注注注意意意字字字體體體大大大小小小，，，寫寫寫出出出美美美觀觀觀的的的國國國字字字。。。（（（占占占 111000 分分分）））  

得分紙張乾淨正文大落款小國字大標點小 正文協調 落款協調

2分 13 人 21 人 29 人 17 人 6 人 

1 分 20 人 8 人 5 人 17 人 27 人 

0 分 1 人 5 人 0 人 0 人 1 人 

總計 34 人 34 人 34 人 34 人 34 人 

為了幫助同事將質化評量轉化成量化

分數，我設計了這張分數量化表，從這次

經驗，我有了進一步的體認：主概念之下

應分配次概念，更利於評量後的檢討分析。

   

(一)

(二)

(三)

評量

評量

試卷

   

 

全班硬筆字評量成績一覽表 
得分 

號 錯字數
指標二 指標一 指標三 

總得分 

2 1 79 8 7 94 
1 0 80 7 9 96 
2 0 80 10 9 99 
0 4 76 8 8 92 

9 3 77 8 7 92 
4 4 76 9 8 93 
6 2 78 9 9 96 
5 2 78 8 7 93 
6 1 79 10 9 98 

8 0 80 4 7 91 
7 0 80 10 8 98 
5 3 77 10 7 94 
9 3 77 8 7 92 
1 3 77 9 9 95 

5 1 79 9 8 96 
4 0 80 10 7 97 
4 1 79 10 7 96 
3 4 76 7 4 87 
8 2 78 10 10 98 

2 2 78 8 8 94 
0 1 79 9 6 94 
2 2 78 9 4 91 

4 2 78 10 6 94 
0 6 74 9 5 88 

7 2 78 10 6 94 
3 5 75 10 7 92 

1 4 76 5 7 88 
8 0 80 7 7 94 

3 6 74 10 6 90 
1 2 78 6 9 93 
9 2 78 8 9 95 
7 3 77 4 6 87 
3 1 78 10 8 97 

6 3 77 7 6 90 
 評量過後，我整理了全班孩子的成就表現，有了以下的發現： 

書寫姿勢方面：全班大抵表現良好，以「身體與桌面的距離」掌握得最好，以「頭正」表現較差。 

書寫正確方面：全班表現不盡理想，只有 6名學生完全正確，錯 1-2 字者為最大宗，錯字最多為 6

字，可見學生對正確字形的掌握還需再加強。 

書寫美觀方面：基本上已能做到「國字寫得大，標點寫得小」，但整幅字大小的勻稱度上還有努力

的空間。 

四 年 級 上 學 期  —— 毛 筆 字 評 量 

日期：民國 95年 11 月 28 日 

形式：書法評量、現場書寫（一節課） 

設計：1. B4 大小，註有「評量說明」，以齊一施測標準。 

       2.提供書寫範本，以利臨摹。書寫內容為該學月國語課文之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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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列評量指標，共計 10 項，每項 10 分，包含「執筆正確」、「坐姿正確」、「紙張

整潔」、「用墨恰當」、「運筆動作確實」、「筆畫粗細得宜」、「筆畫線條優美」、「筆

畫搭配、結構安排適當」、「字體大小適中」、「落款字跡清晰」。 

 

 

 

 

 

 

 

 
 

 

 

 

 

 

 

 

 

 

 

 

 

 

 

 

 

 

 

 

 

 

 

 

 

 

 

 

  
瑋皓（左上）：整幅字大小安排勻稱，「求」、「以」

二字是佳作，橫畫間距再小心。 
皓皓（中上）：運筆有力，有大將之風，筆畫位置

安排可再注意（如：隹、東）。 
弘梵（右上）：筆畫空間安排恰當，下筆宜更大膽

有力，使結構緊實。 
瑞丹（左下）：筆畫間距安排疏密有致，橫話粗細

控制得宜，豎筆可再加強。 
予安（中下）：仔細臨帖，使各字呈現應有的姿態，

豎筆必須直挺則更佳。 
琪臻（右下）：整幅字給人娟秀的感覺，如果鉤筆

能更厚實，線條會更美。 

語

評

的

給

師

老

芬

秀

唷

看

來

快
    今天下午考國語，也就是書法，當我在寫的時候，我
好怕我寫錯，寫錯要重寫時，又怕時間不夠，令我最緊張

的事，老師居然站在我旁邊，我心想：「我是不是寫錯了？」

這次書法真是恐怖啊！（95.11.28星期二/林予安） 

各班六件優秀作品選出後，製作成展示看板，於圖書事前公開

展覽約三週，給予學生發表的舞臺，鼓勵其再接再厲。 

學生可在範字上註記結構特色，老師則在 

「評量標準上」寫出分項得分，供學生參考。 

評 
量

卷

 評量結束後的第二節課，趁學生的感覺還很

「新鮮」，我揭示了若干同學作品，讓孩子討論其

優劣，或請孩子上臺發表感想，進行欣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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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健康國小九十五學年度上學期書法評量四年三班成就表現一覽表 

號 姓名 執筆

正確 
坐姿

正確 
紙張

整潔 
用墨

恰當 
運筆

確實 
粗細

得宜 
線條

優美 
結構

恰當 
大小

適中 
落款

清晰 總分 

1 汪暐倫 10 9 9 10 10 8 8 8 10 9 91 
2 廖柏緯 10 10 9 10 9 7 7 7 8 9 86 
3 何瑋皓 10 9 10 10 10 9 8 9 10 10 95 
4 孫 正 10 10 10 10 8 8 8 8 9 9 90 
5 簡嘉宏 10 10 10 10 10 8 8 9 10 10 95 
6 周右晨 10 7 10 10 9 7 8 8 9 9 87 
7 楊皓鈞 10 10 10 10 10 8 8 8 9 9 92 
8 翁祖浩 10 10 10 9 10 9 9 9 10 9 95 
9 趙元麒 9 10 9 9 8 8 8 8 9 9 87 

10 凌國軒 10 10 10 10 7 6 5 5 7 8 78 
11 陳弘梵 10 10 10 10 10 9 9 9 10 10 97 
12 馮光緯 10 10 10 10 8 8 8 9 10 10 93 
13 蔡其哲 10 10 10 10 8 8 7 8 9 8 90 
14 吳承致 10 10 10 10 8 8 9 8 8 7 88 
15 沈中仁 9 10 10 9 10 8 8 8 9 6 87 
16 陳 皓 9 10 10 10 10 9 9 9 9 10 95 
17 吳彥寬 10 10 10 10 10 9 8 8 10 10 95 
18 廖紫伶 10 9 10 10 9 8 7 9 10 10 92 
19 林予安 10 10 10 10 10 9 8 9 10 10 96 
20 梁瑞丹 10 10 10 10 10 9 8 9 10 10 96 
21 陳玟璟 10 10 10 10 10 8 8 8 9 10 93 
22 王小玲 10 10 10 10 10 8 8 8 9 9 92 
23 陳儀庭 10 10 10 10 9 8 8 8 10 9 92 
24 焦晧芳 10 9 10 10 8 8 8 8 8 10 89 
25 蕭郁文 10 10 9 10 9 9 8 8 10 10 93 
26 蕭雅勻 10 10 9 10 9 10 8 9 9 9 93 
27 簡琪臻 10 10 10 10 10 9 9 9 10 10 97 
28 廖奕柔 10 10 10 10 10 8 7 8 9 10 92 
29 蔡淳坪 10 10 10 10 9 9 8 8 8 10 92 
30 蔡羽湘 10 10 10 10 9 7 7 8 9 10 90 
31 袁奕婷 10 10 10 10 8 8 8 8 10 10 90 
32 黃思祐 10 10 10 10 9 9 9 9 9 10 95 
33 阮欣霈 10 10 10 9 9 8 8 8 8 10 90 

評量過後，我依舊整理了全班孩子的成就表現，有了以下的發現： 

(一)習慣與基本姿勢方面（40﹪）：全班大部分學生表現良好，習慣、態度方面幾乎都有不錯的基礎。 

(二)書寫技能方面（60﹪）：在筆畫部分，以「運筆方法正確」表現最佳，而「筆畫粗細」與「線條姿

態」可再加強。在結構章法上，除了一兩名學生外，絕大多數都能掌握作品的主次安排，表現得

較筆畫優異。 

四 年 級 下 學 期—— 毛 筆 字 評 量 

評量日期：民國 96年 4 月 24 日(各班隨堂施測) 

評量形式與試卷設計：與上學期相同，增加學生的熟悉 

                    感。評量結束，仍將各班優秀作 

                    品六件公開展出 2-3 週。 

與時令的結合：試題配合母親節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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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健康國小九十五學年度上學期書法評量四年三班成就表現一覽表 

座

號 
姓名 

姿

勢 

整

潔 

筆

畫 
結

構 
章

法 
總

分 學 生 自 評 內 容（ 兩 個 優 點 一 個 缺 點 ） 

01 汪暐倫 18 20 16 17 15 86 
優：1.位置都差不多。2.筆畫有變粗。 
缺：「澤」的最後一豎收筆不太好，要再加油。 

02 廖柏緯 20 20 19 20 16 95 
優：1.筆畫夠粗。2.位置剛好。 
缺：「澤」中間最長那一橫，粗細粗不明顯。 

03 何瑋皓 18 20 18 17 18 91 
優：1.這二個字夠粗也不會太小。2.「恩」的點夠大，「澤」的水也

不會離「睪」太遠。 
缺：「澤」的最後一豎沒寫好。 

04 孫正 20 20 18 18 19 95 
優：1.恩字的心高度剛好。2.澤字起收筆清楚。 
缺：筆畫不夠粗，再加強。 

05 簡嘉宏 20 20 18 18 19 95 
優：1.有粗細變化。2.名字放大。 
缺：「恩」上面偏長，我偏方。 

06 周右晨 15 20 17 16 15 83 
優：1.有粗細變化。2.注意到格式。 
缺：字寫太大。 

08 翁祖浩 20 20 18 19 18 95 
優：1.這兩個字的每一橫，都有向上斜，比較好看。2.字型端正，
有對準格式。 

缺：「恩」的「口」左邊的豎粗細不一致。 

09 趙元麒 20 19 18 17 16 90 
優：1.澤的「罒」有開開。2.「恩」的「工」沒有連起來。缺：圖

中有飛白的現象。 

10 凌國軒 20 19 17 17 16 89 
優：1.有均間。2.筆畫很粗。 
缺：名字寫得不好看。 

11 陳弘梵 20 20 19 19 19 97 
優：1.「恩」的心，做到一點在「因」下，另一點在外面。2.「澤」
下面是「羊」，豎寫的很長。 

缺：「澤」寫得有點小，要放大。 

12 馮光緯 20 20 17 18 16 91 
優：1.用墨適當。2.有收筆。 
缺：「澤」的第二筆我都寫成「丨」。 

13 蔡其哲 20 20 16 16 15 87 
優：1.有粗細。2.「澤」有寫對齊。 
缺：恩寫得不太好。 

14 吳承致 20 20 17 17 16 90 
優：1.我的字體很大。2.我的「恩」和「澤」都有對齊。 
缺：名字太靠近字。 

評評
量量
卷卷
的的
試試
題題
仍仍
採採
集集
字字
成成
詞詞
，，
取取
材材
自自
﹁﹁
九九
成成
宮宮
醴醴
泉泉
銘銘
﹂﹂。。
試試
題題
尚尚
有有

格格
，，
便便
於於
學學
生生
仔仔
細細
觀觀
察察
，，
而而
書書
寫寫
的的
確確
是是
完完
全全
空空
白白
的的
毛毛
邊邊
紙紙
，，
考考
驗驗
學學

﹁﹁
移移
臨臨
﹂﹂
能能
力力
。。
平平
日日
教教
學學
、、
練練
習習
時時
，，
學學
生生
早早
已已
練練
習習
摺摺
格格
子子
，，
體體
會會
書書

品品
的的
感感
覺覺
。。
此此
次次
評評
量量
在在
設設
計計
﹁﹁
加加
分分
題題
﹂﹂
，，
讓讓
學學
生生
學學
習習
自自
評評
，，
欣欣
賞賞
自自

本班挑選出的六件優秀作品，仍保持男女各

半的比例。雖然毛邊紙上沒有九宮格的輔

助，孩子們仍寫出書法的神韻，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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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號 
姓名 

姿

勢 

整

潔 

筆

畫 
結

構 
章

法 
總

分 學 生 自 評 內 容（ 兩 個 優 點 一 個 缺 點 ） 

15 沈中仁 20 20 18 18 19 95 
優：1.字大很好看。2.有分高低。 
缺：「澤」這一個字最下面的「羊」沒有分長短。 

16 陳  皓 20 20 19 19 18 96 
優：筆畫很粗，有大將軍氣勢，而且字夠大，知道誰是主人。 
缺：位置有一點擺得不好，有點難看。 

17 吳彥寬 20 20 18 17 18 93 
優：1.寫完之後，兩個字有行氣。2.名字很整齊、很漂亮。 
缺：「澤」的三點水太靠近了。 

18 廖紫伶 20 20 18 18 17 93 優：1.注意到均間。2.筆畫夠粗。缺：墨汁不太夠。 

19 林予安 20 20 18 18 18 94 
優：1.「澤」的第十一畫「橫」注意到粗到細到粗。2.有行氣。 
缺：名字寫太大。 

20 梁瑞丹 20 20 18 19 19 96 
優：1.粗細變化分得好。2均間的地方有均間。 
缺：「澤」的挑沒有對到澤的最長橫。 

21 陳玟璟 20 19 16 16 15 86 
優：1.粗細都有做到。2.該斜的的地方有斜。 
缺：斜勾太短要長一點。 

22 王小玲 20 20 17 18 17 92 
優：1.澤和恩都寫得很正。2.心和因大小差不多。 
缺：恩的口太胖，身材不好。 

23 陳儀庭 20 20 17 17 17 91 
優：1.字不會太大。2.沒有飛白。 
缺：字太小。 

24 焦晧芳 18 18 16 15 14 81 
優：1.該突起的地方我都有突出。2.不能連的我都沒連。 
缺：粗細變化沒差別，且字太小。 

25 蕭郁文 20 19 18 18 18 93 
優：1.這兩個字都夠大，而且粗細都有注意。2.兩個字都有偏旁搭
配，不會分得很開。 

缺：有時墨水太多，而且會抖，所以旁邊會毛毛的。 

26 蕭雅勻 20 19 18 19 18 94 
優：1.字的大小寫得很整齊。2.用墨用得剛剛好。 
缺：筆畫線條不完美。 

27 簡琪臻 20 20 20 19 19 98 

優：1.以前的作品，字都寫得滿小，但今天的字比較大。2.上次考
試時，我都會害怕而不敢寫粗，但今天卻不會。 

缺：有一些筆畫都沒有對齊，例：「澤」的挑就沒有對齊「羊」的

第三橫。 

28 廖奕柔 20 19 17 17 18 91 
優：1.名字大小都差不多、有行氣。2.每一筆都夠粗。 
缺：恩和澤的字形大小差太多，也有點偏左。 

29 蔡淳坪 20 20 18 19 18 95 
優：1.粗細變化控制不錯。2.三點水有筆斷意連。 
缺：「澤」的三點水沒有和「四」筆斷意連。 

30 蔡羽湘 20 19 16 17 15 87 
優：1.該怎樣就怎樣，例：拉長。2.字差不多一樣大。 
缺：位置靠左了點。 

31 袁奕婷 20 20 15 16 16 87 
優：1.筆畫不粗不細。2.有認真寫，不東張西望。 
缺：有時姿勢正確，有時不正確。 

32 黃思祐 20 20 17 18 18 93 
優：1.字寫得很正。2.大部分要注意的事情都做到了。 
缺：粗細變化有些不明顯。 

33 阮欣霈 20 18 15 16 16 85 
優：1.有注意行氣。2.墨用得夠足。 
缺：「澤」寫完後擦到了，所以有印子。 

34 于愷華 20 19 17 17 17 90 
優：1.字的大小一樣。2.筆劃粗細一致。 
缺：「恩」的第一畫有偷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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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的心情                            簡琪臻/960509
上上個星期二，是我們書法考試的日子，這一天，每個人都緊張兮兮的，似乎很害怕的樣子。

不過，我卻自信滿滿，覺得自己一定可以拿高分。 
一開始，我覺得自己都寫不好，所以就一直更換紙張。那時候，我一下子寫得太粗，一下子

又寫得太細；不是寫得太大，就是寫得太小。這樣的情形，讓我覺得自己怎麼寫得這麼不好呀？
所以，我開始認真起來，把每一筆、每一畫都寫得很整齊、很漂亮，而且都做到有粗有細，

並且把每一筆都加粗了。我看了，覺得已經比剛才還漂亮，就很滿意的把作品交了出去。 
交完後，我又開始擔心起來：「會不會寫得不好看，就沒有被貼出去呢？」後來，我轉一個角

度想，覺得自己只要有自信，書法作品一定可以被貼上去的。 
結果，真的如我所願，我的書法作品真的被貼上去了，而且，我的分數還是九十八分呢！啊！

我心裡的大石頭終於可以放下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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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字卡是書法課程主要的教材，卡上列印的大字是學生要練習的內容。範字卡也是書法課程的

學習單，其設計有幾點可供參考之處： 

1.學記筆記抓重點：各學期的範字卡都留有做筆記的地方，目的在培養學生良好的學習習慣。三年

級時，在討論後，由老師整理出三個重點，以聽記方式記下；四年級時，「學習重點」仍採聽記

方式，而「筆記區」則任由學生依自己聽取內容擇要記下。 

2.運用記號標示範字結構：將課堂討論的要點，在範字上標示各種記號，作為臨寫時提醒之用。 

3.從毛筆回到硬筆：從四年級開始加入「硬筆字練習」，並輔以田字格，讓學生運用該單元的重 

寫出相關的國字，結合識字能力的訓練。這是從日本書法教材得到的啟發。 

對於書法的基礎教學，老師如果能具備範寫能力，則教學更具釋明性，畢竟初學筆畫運筆，孩

子看得到實際的示範，模仿起來就更有感覺了。兩年來，我除了負責自己班上及一班的書法教學外，

實在無法顧及其他班級的教學品質，而二班的祥菁老師及六班的玉珍老師總在我上課時前來旁聽作

筆記，讓我上課更不敢有所懈怠。兩位老師的好學精進，讓這兩班的孩子更有福了。 

由於有扎實的平日課程，評量時自然就能展現功力。當四年級上學期我們第一次在圖書館前展

示各班優秀作品，立即引來許多師生的注目，這可是在健康國小首次稍有規模的書法展唷！說穿

了，評量方式很簡單，可以 open book，作弊也沒用，全憑實力，一些在紙筆評量無法得到肯定的

孩子反而在此找到樂趣。我想打破觀念，語文評量不是只有閱讀、寫作，語文評量不是只有紙筆測

驗單一模式，我似乎做到了！效果還不錯哩！ 

 

看到一張張孩子們在書法評量時獨力寫出的作品，更加堅定了我在書法教學的信念，不僅是老

師驚豔，孩子們更對自己的能力有信心。 

對於曾有七年書法科任教學經驗的我來說，從不敢妄想在《九年一貫》各科教學壓縮的現況下，

書法（或許說「毛筆字」更貼切）會掙得怎樣的一片天，因為它不像閱讀、寫作，它不是主流；因

為它沒有價值，它不能給考試成績加分。儘管明瞭現實的侷限，但我仍想在中年級的語文課程中大

力推動書法教學，除了有《校本課程》的支持外，我認為既然「國語文領域」既然在「識字與寫字

能力」項目中提出了書法的相關要求，教學就必須落實，否則何需能力指標！在現今追求快速的普

世文化中，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孩子好忙呀！成天趕場似的上課，其實身心是無所安頓的，價值觀更

是膚淺的，學校課程中必須要有個「慢活」的課程，幫助孩子回歸寧靜、感知自我，「書法」絕對

是首選的課程。我指導孩子學書練字，目的不在復興中華文化，而是透過運筆起收之際的呼吸，幫

助孩子感知自己心靈的聲音。 

時間不足，絕非是無法實施書法課程的藉口！兩年下來，我總共規劃了 36 個單元的課程，每

單元教學 80 分鐘，第一節主要是作技法指導與欣賞教學，第二節則全供學生練字之用，課程採隔

週上課方式實施。我覺得書法課最好如同自然、美勞課，能夠連上兩節，若只上一節，準備用具恐

怕就用掉大半的時間。實際教學後，發現連上兩節確實成效很好，老師能講解得遊刃有餘，學生也

能寫得不疾不徐。 

書法課只追求技能的熟練，會讓很多孩子望而卻步。我認為書法課應以「欣賞教學」為核心，

才能夠讓每個孩子走進書法的世界。而「欣賞」則應貫串每一節課的教學，在指導學生運筆時，欣

賞線條變化之美；在進行範字書寫要領討論時，從筆畫的長短配置、筆畫間的疏密安排，具體的欣

賞結構之美。懂得欣賞，就能把美感帶入生活，把「學」與「用」結合起來。 

兩年來，我在書法課程的規劃極為縝密，儘量做到「重點明確」、「銜接有序」、「多元融入」：

課課  程程  重重  點點  安安  排排：：  

三年級重點在筆畫練習，上學期學的是基本筆法，包括橫、豎、折、撇、捺、挑共六種；下學

期學的是點法及勾法，包括四種點、六種勾。四年級重點在部首偏旁的練習，以為五年級的書法結

構作鋪墊，上學期學的是同一部首的不同寫法，下學期學的是同部位兩個部首的寫法。 

範範  字字  卡卡  的的  妙妙  用用：

思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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