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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養導向評量採跨領域與生活情境的素材來命題，對特殊需求學生是一大挑戰。

本文就評量調整內涵與法規探討特殊需求學生評量調整實施方式。針對會考、學測、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所提供的考試服務進行討論與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評量、評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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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ssessment accommodations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enable them to   
demonstrate their knowledge fair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assessment 
accommodations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from many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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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因應特殊需求學生個別能力差異特

教教師會設計適合特殊生的學習與評量

方式。資源班教師針對校內定期評量會進

行試題調整、考場與考試時間調整或提供

報讀服務，讓特殊生能得到合理的支持服

務。108 新課綱強調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

學，會考考招政策配合新課綱精神出題，

試題命題跨單元、跨冊與跨領域。特殊生

尤其是心智障礙類學生升學面臨更大挑

戰，因為會考評量他們是否能將相關知識

統整，內化學習內容且能應用於解決生活

問題。本文探討各階段特殊生評量調整。 
 

貳、評量調整的內涵 
 
    陳興豐（2015）歸納學習評量的目的

有 4 項包含（1）瞭解起點行為；（2）規

劃教學活動；（3）診斷學習困難；（4）評

定學習成就。教師透過，評量瞭解學生學

習狀況進而設計適合學生的教學內容激

勵學習。因此適性的評量與教學調整讓學

生能依其需求與能力在融合的環境中自

主學習與跨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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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評量相關法規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

準則（2019）第 5 條「成績評量採取下列

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一、紙筆測驗及表

單二、實作評量三、檔案評量。」 
高級中等學校成績評量，得採筆試、

作業、口試、表演、實作、實驗、見習、

參觀、報告、資料蒐集整理、鑑賞、晤談、

實踐、自我評量、同儕互評或檔案評量等

方式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2019）。 
 
二、特教評量與評量調整相關法規 

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2012）
第 10 條規定評量服務應載明於個別化教

育計畫或個別化支持計畫。第 5 條「考試

服務包含試場服務、輔具服務、試題（卷）

調整服務、作答方式調整服務及其他必要

之服務」。第 6 條明定「試場服務如下：

一、調整考試時間。二、提供無障礙試場

環境。三、提供提醒服務四、提供特殊試

場。」第 7 條「輔具服務，包括提供擴視

機、放大鏡、點字機、盲用算盤、盲用電

腦及印表機、檯燈、特殊桌椅或其他相關

輔具等服務」。第 8 條「試題（卷）調整

服務，包括調整試題與考生之適配性、題

數或比例計分、提供放大試卷、點字試

卷、電子試題、有聲試題、觸摸圖形試題、

提供試卷並報讀等服務。」第 9 條「作答

方式調整服務，包括提供電腦輸入法作

答、盲用電腦作答、放大答案卡卷）、電

腦打字代謄、口語（錄音）作答及代謄答

案卡等服務。」 
台灣特殊教育法（2019）第 19 條規

定「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

方式，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

心特性及需求。」第 24 條「各級學校對

於身心障礙學生之評量、教學及輔導工

作，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為原則。」特

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2013 年第九條個別化

教育計畫內容項目包括三、學年與學期教

育目標、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

日期及標準。 
 
參、核心素養評量趨勢 
 

教育部（12014）認為核心素養評量

方法應考量學科及活動性質，採用標準化

測驗、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多元學習歷

程形式，避免偏重紙筆測驗的傳統評量方

式。曾建銘（2015）認為 21 世紀的評量

希望能帶給學生全人教育，在認知、情

意、社交或道德上，都能得到充分的發

展。洪詠善與范信賢（2015）認為核心素

養學習評量除了考量學生身心發展、生活

經驗與文化背景外，也包含實作、探究、

專題性等多元評量。任宗浩（2018）認為

佈題要強調真實的情境與真實的問題。國

教院測評中心（2019）和王錦慧（2019）
認為素養導向評量要包括真實情境與真

實問題及解決生活問題。 
綜合以上文獻素養導向評量強調(1)

命題與實際情境脈絡連結，(2)整合與運用

的能力，(3)跨領域與時事結合，(4)溝通

表達能力。因此教師教學時需關注閱讀及

常將國內外重要新聞與議題融入教學，讓

教學內容對學生產生意義。 
特教教師在教學設計需結合生活情

境，給學生實際操作的經驗。透過不同教

學內容呈現方式如文本、圖像、影音、實

作、演講、參訪、服務學習、探究式與體

驗式活動來讓學生理解不同的課程內

容。從生活事件與社會議題教導學生認識

不同層面的知識，關心不同文化與世界局

勢，讓學生能依不同情境與任務去思考如

何應用不同學習方法或策略來解決問

題。利用建構反應評量，可以評量學生分

析、評鑑、創造等能力；實作評量則可以

了解學生在真實情境中能應用的知識或

能力；協助學生建立學習檔案保留多元評

量證據與記錄學習歷程。 
特教教師除為學生申請相關輔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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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外，在教學評量上也用多元評

量的方式進行。除此之外資源班教師因應

普通班考試需要先取得試卷進行試題調

整、協調報讀人力與場地安排等讓特殊生

能公平參與測驗（陳佳珍、洪榮照，

2010）。素養導向的評量需更多行政、人力

與資源協助才能進行實作與跨領域評量。 
 
肆、會考的評量調整 
 

國中升學教育會考是身心障礙學生

升學的重要關卡，針對特殊考生提供的考

試服務如下：（一）作答方式調整（二）

時間調整：包含延長作答時間 20 分鐘及

提早 5 分鐘入場。（三）應考服務：包含

語音報讀、安排接近音源的座位、免參加

英語聽力考試、喚醒服務。（四）輔具（考

場準備）：如盲用電腦（加裝 NVDA 螢幕

報讀軟體）、耳機及印表機、一般電腦（作

答用）及印表機、語音報讀播放器。（五）

輔具（考生準備）：如人工電子耳、搭配

FM 調頻系統、助聽器、輪椅等（國中教

育會考，2020）。 
這些考試服務是要協助身障生能克

服他們的障礙公平應試展現他們真實的

能力。這些服務並無考試內容的修改，當

出題的方式用圖轉文的題目或文轉圖的

題目對視障學生或是有認知障礙學生的

困難程度增加。而段落理解與擷取訊息歸

納統整的命題方式常以冗長的文章及題

目呈現，對申請報讀的考生相當不利，因

為同時也考他們聽覺記憶。身障生需學會

閱讀策略與考試技巧，除要具備基礎能力

外也要關注國內外重要新聞與議題，才能

應付素養導向的命題。 
 

伍、學科能力測驗的評量調整 
 

身障生升學大專管道之學科能力測

驗針對身障生提供的考試的服務包含

（一）一般項目：優先進入試場、安排特

殊座位、安排特殊試場、其他應試協助措

施。(二）輔具項目：摧帶使用特定輔具

如拐杖、輪椅、助行器、白手杖、特殊桌

椅、放大鏡擴視機、盲用算盤、助聽器、

或電子耳搭配調頻輔具、幫浦、氧氣瓶

等。（三）特殊項目：延長考試時間、使

用特殊試題、使用特殊作答方式（大考中

心，2020）。 
大考中心指出 107與 108學測考題已

經朝向素養導向情境化整合運用能力及

跨領域跨學科來命題。109 學測的考題也

以多元和從長文中理解概念為主。試題也

跨領域因此學生需統整上課所學並針對

主題進行文意理解。林沛穎和林昱成

（2015）指出針對學障學生測驗調整方式

越多，測驗結果不一定越好。評量調整與

讀寫測驗結果關聯性極小。許家驊（2019）
認為素養導向試題訊息長度通常較長，對

閱讀識字及閱讀理解能力不利、寫作組織

表達能力不利、和資源及文化弱勢族群而

言，恐易造成評量誤差、無法正確評估其

素養程度。素養導向試題不必然是長題文

或題組的方式命題，但大考中心指出高強

度的素養題會傾向用長題文或題組方

式。因此若特殊生想得高分需要多加強閱

讀理解與各學科的先備知識。 
 
陸、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院校

甄試的評量調整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

試」，此仍單獨為身心障礙學生辦理的考

試。將身障學生類別分為視覺障礙、聽覺

障礙、腦性麻痺、學習障礙、自閉症及其

他障礙（包含肢體障礙、智能障礙、語言

障礙、情緒障礙、多重障礙、發展遲緩、

身體病弱）等六大類。依類別進行考試調

整與讓學校開缺。此管道的考試內容較學

測及指考簡單但考試內容並未依各障別

而有不同試題難度或題型調整。 
僅就 109年至 105年報考人數進行分



與 現行特殊需求學生評量調整之探討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殊教育 

助科技 輔 
4 

特 

析(如表一)。結果如下：（1）每年皆有 2
千多至 3 千多人報考。報名比率約佔身心

障礙學生的 14%-15%。（2）其他障礙、學

習障礙和自閉症是報考人數前三名。（3）
視障、聽障、腦性麻痺報考比率較高。（4）

學習障礙報考比率最低。報考四技二專組

人數比大學組人數多。（5）視障生、腦性

麻痺與自閉症每年報考大學組比率皆較

四技二專高。（6）學習障礙報考四技二專

較大學組比率高。 
 
表一  
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各障別報考人數與比率 
學年度 
   

視覺障礙

（佔%） 
聽覺障礙 
（佔%） 

腦性麻痹 
（佔%） 

自閉症 
（佔%） 

學習障礙 
（佔%） 

其他障礙 
（佔%） 

總計 
（佔%） 

109 學年 185 551 293 3063 8801 7981 20874 

大學組 82 
（44%） 

110
（20%） 

52 
（18%） 

439
（14%） 

162 
（2%） 

520 
（7%） 

1364 
（7%） 

二技組 0 
（0%） 

0 
（0%） 

0 
（0%） 

2 
（0%） 

0 
（0%） 

1 
（0%） 

3 
（0%） 

四技二專 17 
（9%） 

81 
（15%） 

21 
（7%） 

308
（10%） 

811 
（9%） 

564 
（7%） 

1802 
（9%） 

總計報考 
人    數 

99 
（54%） 

191
（35%） 

73 
（25%） 

749
（24%） 

973
（11%） 

1085
（14%） 

3170 
（15%） 

 
108 學年 

 
216 

 
594 

 
291 

 
3046 

 
8495 

 
8058 

 
21150 

大學組 81 
（38%） 

100
（17%） 

54 
（19%） 

429
（14%） 

154 
（2%） 

496 
（6%） 

1314 
（6%） 

二技組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2 
（0%） 

四技二專 16 
（7%） 

130
（22%） 

31 
（11%） 

305
（10%） 

763 
（9%） 

581 
（7%） 

1826 
（9%） 

總計報考 
人    數 

97 
（45%） 

230
（39%） 

85 
（29%） 

735
（24%） 

917
（11%） 

1078
（13%） 

3142 
（15%） 

 
107 學年 

 
231 

 
638 

 
286 

 
2897 

 
8292 

 
8762 

 
21106 

大學組 78 
（34%） 

115
（18%） 

54 
（19%） 

350
（12%） 

170 
（2%） 

463 
（5%） 

1230 
（6%） 

二技組 1 
（0%） 

0 
（0%） 

1 
（0%） 

0 
（0%） 

0 
（0%） 

1 
（0%） 

3 
（0%） 

四技二專 14 
（6%） 

119
（19%） 

34 
（12%） 

280
（10%） 

811
（10%） 

647 
（7%） 

1905 
（9%） 

總計報考 
人    數 

93 
（40%） 

234
（37%） 

89 
（31%） 

630
（22%） 

981
（12%） 

1111
（13%） 

3138 
（1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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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 247 648 251 2617 8128 8923 20814 

大學組 64 
（26%） 

101 
（16%） 

52 
（21%） 

295 
（11%） 

98 
（1%） 

438 
（5%） 

1048 
（5%） 

二技組 0 
（0%） 

1 
（0%） 

1 
（0%） 

0 
（0%） 

0 
（0%） 

2 
（0%） 

4 
（0%） 

四技二專 11 
（4%） 

101 
（16%） 

33 
（13%） 

250 
（10%） 

742 
（9%） 

548 
（6%） 

1685 
（8%） 

總計報考 
人    數 
 

75 
（30%） 

203 
（31%） 

86 
（34%） 

545 
（21%） 

840
（10%） 

988 
（11%） 

2737 
（13%） 

105 學年 240 637 186 2252 7719 9151 20185 

大學組 66 
（28%） 

119 
（19%） 

55 
（30%） 

277 
（12%） 

153 
（2%） 

471 
（5%） 

1141 
（6%） 

二技組 2 
（1%） 

0 
（0%） 

0 
（0%） 

0 
（0%） 

0 
（0%） 

2 
（0%） 

4 
（0%） 

四技二專 23 
（10%） 

117 
（18%） 

24 
（13%） 

238 
（11%） 

689 
（9%） 

599 
（7%） 

1690 
（8%） 

總計報考 
人    數 

90 
（38%） 

236 
（37%） 

79 
（42%） 

515 
（23%） 

842
（11%） 

1071
（12%） 

2833 
（14%） 

資料來源：整理自 https：//enable.ncu.edu.tw/webEnable/statistics/statistics.asp 
https：//www.set.edu.tw/Stastic_WEB/sta2/stuA_city_All_spckind.asp 
 

陳建穎(2019)指出國立大學開設的學

系少，錄取成績門檻高，身障生選擇有

限。希望未來各校提供更多缺額讓身障生

升學無障礙。 
  
柒、結語 
 

特教教師透過評量瞭解身心障礙學

生的能力，並依學生能力進行學習內容調

整如簡化、減量、分解、替代、重整、加

深、加廣、濃縮等方式彈性調整課程目標

與評量內容。考試服務會因應個別需求提

供不同評量調整，如肢體障礙或腦性麻痺

學生若只有影響腳没有影響到手部書寫

則不需延長考試時間，只需提供無障礙空

間或提早進入考場。 
身心障礙學生在各種考試皆可申請

考試服務，試題呈現方式、作答反應方

式、施測情境、延長考試時間等。但除在

學校內的考試外，升學考試並未提供題型

調整或簡化題目內容的易讀試卷、分段考

試或彈性考試日數等較有利心智障礙者

或情緒行為障礙者的考試調整。 
資源班的教學時間不足以教導所有

的知識內容，需教導學生更多的學習策

略、閱讀策略與考試策略，因為素養導向

評量不易用背多分來獲取基本分數，升學

考試未提供考試內容調整，教師需培養學

生自主學習。讓學生習慣升學考試的題型

與提昇閱讀的能力。教師可以多增加實作

評量，觀察與了解學生是否能應用課程內

容解決生活問題。讓學生對各領域的知識

皆有整體與通盤的理解，不再只是背誦與

記憶片斷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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