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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補救教學科技化評量系統 

江蕙伶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兼任研究助理） 

張繼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本期師資培育小辭典延續前一期的主題「攜手計畫」，介紹由台南大學所開發的

「中小學補救教學科技化評量系統」，其功能在於透過科技化評量機制篩選出需要接

受補救教學的對象，在補救教學的同時，定期追蹤以瞭解學生的進步情形。茲就補救

教學對象、評量系統及未來展望，說明之。 

 

一、 補救教學對象 

 

台南大學中小學補救教學科技化評量系統，係以輔助教育部「攜手計畫-課後扶

助」之實施。如前一期師資培育小辭典所介紹，「攜手計畫-課後扶助」主要針對學習

低成就之學生進行個別化補救教學，對象包括(教育部，2011a)： 

 

（一） 參加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篩選追蹤輔導轉銜試辦計畫學校，其學生經評

量系統標準化測驗結果，百分等級未達百分之 35 者。 

（二） 未參加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篩選追蹤輔導轉銜試辦計畫學校，都會地區

以單一學科班級成績後百分之 25，非都會地區以單一學科班級成績後

百分之 35 為指標；所稱都會地區指直轄市、省轄市及縣轄市。 

（三） 「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之受輔學生為原住民及離島地區學校

之所有國中小學生，則無學習低成就之條件限制。 

 

參加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篩選追蹤輔導轉銜試辦計畫學校，受輔學生之篩選為使用

臺南大學所開發的科技化評量系統；而未參加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學生篩選追蹤輔導轉

銜試辦計畫學校，則由學校或教師自行篩選出受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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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量系統簡介 

 

民國 95 年教育部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開始啟動，目的是在提昇學習弱勢學生

基礎學習能力，達成義務教育培育學生終身學習能力的目標。為提供攜手計畫介入效

益回饋資訊，同時協助提升學生篩選品質，民國 97 年教育部委託國立臺南大學設置

科技化評量中心(Technology-based Educational Assessment Center, TEAC)，建置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科技化評量系統(After School Alternative Program 

technology-based testing，ASAP-tbt)，一方面支援全臺灣國民中小學學習落後學

生鑑定，另一方面分析、追蹤並累積攜手計畫各校學生學習進展資訊，作為教育部補

救教學效益統整探討的教育統計資料庫。特色如下(引自教育部，2011b)： 

 

（一）評量內容兼顧認知與情意。 

（二）評量方式依學生年級分別採紙筆測驗及電腦化適性測驗。 

（三）評量結果包含常模參照、標準參照及能力指標等資訊。 

（四）透過新的測驗技術將相鄰年級題庫試題參數量尺化，可提供跨學年學生

成長剖面報告。 

（五）評量資源效益最大化，永續經營。 

 

攜手計畫的網路評量作業已於民國100年9月全面進行，透過網路評量測驗診斷出

學生之學習落後點，並由電腦詳實記錄學生補救教學後之學習進展資訊。每年需進行

3次電腦化測驗，9至10月為篩選測驗，翌年之2至3月、6月為成長追蹤測驗，將持續

以此系統化之方式來檢核補救教學之成效。目前測驗科目有(教育部，2011c)： 

 

  國語文電腦化適性化測驗（3-9年級） 

  國語文紙筆測驗（1-2年級） 

  數學電腦化適性化測驗（3-9年級） 

  數學紙筆測驗（1-2年級） 

  英文電腦化適性化測驗（3-9年級） 

  自然電腦化適性化測驗（7-9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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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學生任一科目達到補救標準，學習輔導小組(包含現職教師、儲備教師、退休教

師、經濟弱勢或受師資培育大學生及大學畢業以上社會人員)則會以教師總評意見與

評量結果來決定補救教學型態，型態如下(教育部，2011c)： 

（一）於正式課程時間兼顧個別化教學：由原任課教師依其需求，採取適切

教學方式，並視需要進行補救教學。 

（二）於課餘、課後時間及寒暑假進行外加式補救教學：以課後時間進行為

原則，午休不實施，惟學校有特殊情形，專案報經縣市政府同意者，

不在此限。 

（三）於正式課程時間進行抽離式補救教學：經評估正式課程時間抽離實施

效果較佳，確有必要抽離實施者，須經學習輔導小組會議通過、家長

同意且報經縣市政府同意後為之。 

（四）學校可依篩選測驗結果符合受輔資格之學生人數申請隔年度補助經

費。  

（五）符合受輔資格且同意加入攜手計畫班之學生，需由家長填寫「入班同

意書」。 

     

三、未來展望 

 

基於社會公平正義而擬定的「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及「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

導」政策，終旨在於照顧弱勢之個人或地區，但目前卻尚未關注不具弱勢身分之國中

小學習低成就學生。因此，為因應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配套措施「學生生涯

規劃與國民素養提升」中之「國中小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已規劃，未來攜手計畫

評量系統需再依據國教司研發之國小國語文、英語、數學各年級基本學習內容，以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訂定之國中各年級學習成就評量標

準，於101年8月31日前調整完成攜手計畫評量系統之評量架構及雙向細目表，並增修

試題。更重要的是， 101年9月起將以臺南大學開發之評量系統來篩選受輔學生，凡

測驗結果未通過國語文、英語、數學等科目該年級之基本標準者，即屬於該科目之學

習低成就學生，應施以補救教學（教育部，2011a）。 

 

鑑於民國103年起實施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國中學生將無須經由基本學力測驗

升學考試而進入高中（職）或五專就讀。因此，進行補救教學需確保每一位國民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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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生的基本學力，且避免國中學生之基本學力因無升學考試而下降，已成為十二年

國民基本教育的核心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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