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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試試題  

考試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測驗與統計概要 

 

一、Anderson 等人對 Bloom 在認知領域的教學目標做了修正，請說明此兩向度之內容。 

（2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雖然此題非教育測驗的內容，但在去年 109 年地特三等的教育心理學考科中有

完全相同的考題，有做考古題的同學應不陌生。 

【擬答】 

Anderson 等人修訂版將教育目標分類分成知識向度(knowledge dimension)和認知歷程向度

(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前者為協助教師區分教什麼，後者在促進學生保留和遷移所習得的

知識。 

知識向度 

知識分成事實知識、概念知識、程序性知識、及後設認知知識。事實知識與概念知識是指有關

什麼(what)的知識，程序性知識是有關如何(how)的知識，指對一系列或連串的步驟，知覺為一

個程序；後設認知知識則包括對認知的知識，以及對認知歷程的控制、監控和調整，包括適用

所有工作的一般策略、使用策略情境、策略有效程度和自我知識等方面。其中事實知識與概念

知識指學生學習科目後和解決問題時的應備知識，程序性知識與後設認知知識則視為獨立和特

定的元素。主要內容如下： 

事實知識 

指學生應了解的術語，或是可以進行問題解決的基本要素。例如：地圖中的等高線、甲午戰

爭、溫室效應等。 

概念知識 

指基本要素與較大的結構共同發揮功能的互動關係。例如：氣候地形的類型、歷代朝代、法

律與生活、政府的結構與功能、水生態與循環等。 

程序知識 

指知道如何做某事的知識；通常是一系列或有步驟的流程，以及決定何時運用不同程序的規

準。例如：測量距離與面積、評估投資風險與報酬、人際衝突的解決策略等。 

後設認知知識 

指一般認知以及自我知識的認知和覺察；含認知知識、監控、控制、調整認知。例如：複誦、

記憶術、概念圖或圖像記憶等認知策略運用。 

認知歷程向度 

認知歷程分為較低層次的記憶、了解、應用和分析，以及較高層次的評鑑與創造，其中記憶和

學習保留具密切關聯，而另五種則與學習遷移有關。 

記憶 

指是從長期記憶中提取相關知識。包括：再認、回憶等。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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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學訊息(在課堂中、在書本中或電腦螢幕上的口語、書面與圖形訊息)中創造意義；建立

所學新知識與舊經驗的連結。包括：詮釋、舉例、分類、摘要、推論、比較、解釋等。 

應用 

牽涉使用程序來執行作業或解決問題，與程序知識緊密連結。包括：執行、實行等。 

分析 

牽涉分解材料成局部，指出局部之間與對整體結構的關聯。與評鑑、創造緊密連結。包括：

辨別、組織、歸因等。 

評鑑 

根據規準與標準作判斷。包括：檢查、評論等。 

創造 

涉及將各個元素組裝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且具功能的整體。創作的目標是要學生能透過在

心智上重組元素或重組局部，使成一個過去鮮少出現的組型或結構。包括：產生、計畫、製

作等。 

參考來源：鄭蕙如、林世華，Bloom 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修訂版理論與實務之探討─以九年

一貫課程數學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為例。台東大學教育學報 15 卷 2 期 

 

二、差異化教學愈來愈受重視，請說明與之搭配的差異化評量作法為何？（3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差異化教學屬課內常考內容，包括 106 年地特三等與 105 年高考皆有命題。但

差異化評量作法就相對沒有考過，作答的重點在於差異化評量如何與教學過程相互結合，達

到相輔相成的目標。 

【擬答】 

傳統的講授法，偏重於內容傳授，忽略學生學習需求差異性。近年來，為讓教師教學內容和

方法更能貼近學生個別差異和需求，學者們倡導差異化教學，以補傳統講授法之不足。差異化教

學係指教師能依據學生個別差異及需求，彈性調整教學內容、進度和評量方式，以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和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為了搭配差異化教學，差異化評量同樣需要在教學歷程中針對學生學習表現的情形進行過程

性、綜合性與診斷性的價值判斷，藉由評量的回饋達成改進教學與學習的最終目標。林清山(2012)

提到，差異化教學評量必須是多元、彈性和適切，且能評估學生持續的表現。評量的改變與扮演

的角色作法如下： 

多元評量所涉及的改變 

評量目標改變 

強調重視如何解決問題、如何訂定良好決策、如何培養批判思考與創造之能力。 

評量情境改變 

採用真實評量，運用與生活相關的真實問題，將教學內容落實於真實的評量情境中。 

評量方法改變 

採用多元的方法，多向度之來源提供評量，包括學生作品、老師和家長意見等。 

評量重點改變 

需重視歷程，呈現學生真實學習歷程與進步情形，並且學生會存有個別差異。 

評量時機改變 

教學與評量必須要能融合，隨時要能提供學生鷹架與回饋，重視形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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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結果解釋改變 

減少團體比較，多給學生自我成長分析，評量的報告應該是一種系統式的概念，要在差異化

教學的教室能提供對教師教學、個別學生動機與學業成就更全面性的資訊。 

差異化教學中多元評量之角色 

差異化教學中教師應具備的多元評量能力 

教師應具備能力去選擇適合，並配合自身差異化教學計畫的多元評量方法。並且能夠評測、

傳達與解釋多元評量的結果。 

落實多元評量於差異化教學實務中 

教師首先應察覺到學生的個別差異，並依據這些個別差異，為不同學生訂定清楚的學習目標

與結果；在教學過程前施以安置性評量，並在教學過程中善用形成性評量的資料去描繪出學

生的進步情形；最後確認達到成功的總結性評量之標準，並且提供多元的評量方式讓學生有

不同的機會得以表達他們各自的學習成果。 

總結來說，教師對如何將多元評量融入差異化教學之關聯性應要有所體認，教師若能充分理

解差異化教學與多元評量兩者間確實具有相互支援的關係，才能具體將多元評量落實在差異

化教學上。因此，差異化評量是需要與差異化教學過程相互結合，才能達成實施差異化教學

的目的。 

參考資料：吳清山，差異化教學與學生學習。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 

龔心怡，因應差異化教學的評量方式：多元評量停、看、聽。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三、共有兒童 75 人，他們第一次接受牙醫檢查的年齡統計如下表： 

年齡(歲) 1 2 3 4 5 

人數(人) 10 10 20 15 20 

請計算接受檢查的平均歲數及標準差。（10 分） 

請找出年齡的中位數。（5 分） 

請解釋為何平均數和中位數有所不同？請以資料分布的型態來說明。（1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雖然是非常簡單的基本題，僅需要計算平均數與標準差，屬課內基本內容，但

在不能使用計算機的情況下，計算量並不算小，會造成作答上的恐慌，但此題仍是需要把握

的題目。 

【擬答】 

歲數平均 .
        

  
1 10 2 10 3 20 4 15 5 20 250

3 33
75 75

 

iX            2 2 2 2 2 21 10 2 10 3 20 4 15 5 20 970  

歲數標準差 . .   2970
3 33 1 35

75
 

( )Md X 38 3  

平均數大於中位數，代表資料的分布並沒有對稱，可能有些許正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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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假設（hypothesis）之比例為 6：3：1，以下是抽樣 100 人對不同身分者的信賴度結果調查： 

專家 碩士學歷者 大專學歷者 

52 36 12 

若虛無假設為真，請問此三細格之期望值各為多少？（10 分） 

卡方檢驗的自由度為多少？（5 分） 

所計算出來的卡方值為多少？（1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卡方適合度檢驗是課內基本內容，本份考卷雖不能使用計算機題，但本題的計

算量並不大，考生應可順利完成。105 年高考、105 年地特四等以及 105 年原住民特考四等皆

有相同試題，可參考王瑋 教育統計學有完全相同類題。 

【擬答】 

將資料整理如下： 

 專家 碩士學歷者 大專學歷者 合計 

 52 36 12 100 

 0.6 0.3 0.1 1 

 60 30 10 100 

所以期望值分別為專家 60 人、碩士學歷 30 人、大專學歷 10 人 

df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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