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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學院中

香港近年的教育改革，強寄電校本評估。學校評倍不應單看學生在考試和測驗中的成

績， n百應多注意學生在舉智過程的表現 3 因此形成戰功能的評估A尤其重要。學習檔案許最

是形成性評估的一種，但是香港小學中醫語文科教師仍未黨泛在評估中應用，其中一個原

因是教師對學督機欒磕觀念的提含糊。學習緝毒還有很多不同的名構和體劑，它主要的功間

是什麼?究竟學習檔案和文件夾有什麼分別?傳鼓評2倍模式與學警檔案許量的分朗在哪

?本文旨在探討學習檔案的性質和特點，希望教師能從中得到一些些敢發多充分發揮學習

檔案的潛在功能。

學習檔案在很多不同的名構，香港教育文件提它稱為「功課樣本東J (帶港課程發展議

, 1995) ，台灣學者譯作「鵬程檔案訴諸J (張美玉，玲96) , ["作品集環評量J (簡茂發雙

峙的)多近年關內的學者稱它為「成長記錄袋J (錢有玉， 2003) , ["檔算是袋j陳吳雙 2005) 。

學習檔案的種類有很多，樹立自有展示澀、描述親和拼估型(輯錯賤、偉芽， 2002) 。無論檔

案瘖什麼名稱，檔案鸝哪一聽，最重要的是:檔案的作用是收集學生在學智與發展攝程中

努力進步的例証。不悶的檔案目的，收集的例証就不同，割成形成不同攤類的檔案。本文

幕於檔案著齣記錄學生的學習情說，學生聽講學習檔案的過程其實也是個學習歷程，因

此本文用「學習檔案」

學智檔案的英文名叫po吋o恥，有文件夾和合舉包的意思，即將個人作品放在文件夾

襄以顯示種人的成就。最初是攝影家，藝v當i題作者採用文件夾來收集自己的作品。教育家

。世士能70年代己應用學習檔案 9 用來記豈是大學講師的工作表現 3 作為考續諱較

低咽pper， 1995) 。到了80年代西方中小學開始使用會議，持美國教宵界認為以傳統紙筆考

試並未接反映學生的壞習全貌，問此提志用學習檔案來記獎學生學習的實單。

檔案是有關的地收集學生的作品。學生須參與建構學習檔案的鵬報警餌如檔案

內容、的選擇，聽擇和判斷作品的標準和學控告我妥當作品的得失(給你， 1990) 。

檔案表茁看來覺悟淳厚的文件夾， fê.吾吾與一般文件夾有聽大的分別。文件夾是用件存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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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將文件分類，本身是沒有生命力的;但學習檔案是學生主動地因特殊目的而收集自己

作品的樣本，檔案內容包含學生本身及其他人對自己學習的評論。這正好提供學生仔細思

索他們作品的機會，檔案內載滿了學生學習的心路歷程，能反映學生的所學所思。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學生在構建學習檔案的過程中缺乏足夠的指導，學習檔案就會

變成純粹堆砌作品的文件夾，所以指導學生建構學習檔案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指導的過

程可包括教師須明示學生說明建立學習檔案的目的和用途，確定要收集的例証(學生作品

樣本) ，評定例証的準則。更重要的是教師運用的教學策略應「以學生為中，訓，學生有機

會參與不同類型的課堂和課後延續的活動搜集自己學習的例証。同時教師應幫助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反思，所以，建構學習檔案的過程是一項具積極意義的學習活動。如果教師將學

習檔案引進到「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傳統教室，只讓學生收集操練式的練習和作業，填滿學

習檔案，這將與文件夾沒有多大的分別，並不能達致學習檔案的目的。

學習檔案能展示學生學習的思想過程和進步表現，可以用作評壘學生學習的情況，

所以也可稱為學習檔案評量。這種評量模式與傳統評估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下面是兩者的

比較，從中可見學習檔案在中國語文科評估中的五個特點:

(一)學習過程的評估

在評估的理念上，傳統的評估多是「一考定終身卜離不開筆紙測驗和考試，以學

生在考試中的表現來決定學生所學的成果。這種評估模式目的是評核學生所學的成果，甄

別學生的能力，以達到篩選學生的效果，因此學生與學生之間會互相比較和競爭。這種評

估模式沿用已久，可是過份強調總結性評估，導致發展性的評估功能難以充份發揮出來

(趙德成、徐芬， 2002) 。但學習檔案評量的目的是記錄學生學習的情況，課程內容和目的

決定學生應選什麼例証放在檔案。學生在收集的例証上寫上反思。

以中國語文科的寫作評估為例，一般是學生就考試題目選題作答，在特定的時間和

空間寫作。這種傳統評估模式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考試的作文題目未必符合學生的興

趣;二是學生應考的當天可能並非最佳狀態(包括情緒和健康) ，這可能影響學生的寫作成

績。但學習檔案則包括學生平日的寫作紀錄，學生可根據自己平時的表現選擇自己喜愛的

作品作為評分。有些學校容許學生可就教師所給予的意見加以修改寫作，所以檔案中已包

括學生的初稿、修改稿和訂稿的學習過程，這種學習檔案評量是側重平時學生學習的進

程。

(二)以學生為主體的評估

在評估的主體上，傳統的評估大都是教師決定考什麼，給什麼評分，學生處於一個

被動的角色;但在學習檔案評量中，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檔案評量十分注重評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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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參與，多與評讀者不一再是完全自教師文配，單間有幫個:一是學生在極

大的報擇性決定用什屋里191J証或作品來評分;二是評分有趕到自教師和學生共同費訂。為了讓

學控能了解靜攬寫作文章的標準 p 教師事兜要教學生一些評分技巧，如應從哪穗芳噩譯

婦人文章、如何寫詩器等相關知議。有些教師甚革和學生一起釐訂一替自我辦枯及同f'~詩

(闊的標懼。整個評估過程中多不是單方區函數掰決定的，而是有機會給學生參與。

(三三)動態的詩桔

在評估的蘊向上，一般傳說的評估椒式是以默脅和測驗為主，學生默默地接受混試。

諸種靜態評估並未能反映學生在課堂上能動態活動。教師靜括學生聽說能力多大都是在考

試時給學生琴手聽→一段故事或聽話，學生然稜在試卷依題作答;在評估學生的說話能力峙，

很多時是教師給學生看關成題目，講學生依闢或題目說話，然後給分數。其實教師在日常

的教學中己設計不同的讓堂浩動。學習攜業喜事量非常注重學技課堂表現記錄，所以!堂上有

輯錯、說、續、寫的課堂活動 3 也可以是評量學生表現的依據。

教掰可將學生平時在課堂上講故事‘分組討論和角色謗攘的說話內容錄音，然後提

出改善方法多讓發生在 F一段i可額增課堂活動裝表現哇。這略學習競驗是學生根據告己

的己育經驗，重新建構的一個動聽過程。學生在活動中研牧麓的例証，正好反映學生動態

的學習表現。同持{也們反思告己在新的知識與已有知識之間研建立的意義和聯緊。

生在思想上的動態活動。

(四)多樣你評估

舉曾積業包含了多元化的評估，所謂了多元化J '一走來自評估內容;二是來自

與評估的人物。傳統評估學生的模式主要依賴考試，福考試內容大器以知識為主，對學生

的態度哩情意和習慣的詩估並不多見。但是評估，學生的表漫不儷括學生佛聽知能力，還

包合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情意態度。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4) 揖品了品種情意的學實雪其中

一寸歸自標是培養學生的悔當和判斷能力。在課輯指引中直接及學習語文的農有態度，倒如

樂於寫作亨勤於閱讀，男於表麓，認真耳旁聽。璋些有關學生的情意、態度和習慣的評拈是

較難評量的，但是在學習檔案內學生說收集的作品進行發評和反，嗯，同詩t拒收集同構闊的

互許袁和家長評分表。這些資料可作為教詩評估學生的情意、態度和習慣的依據，全面評

估學性的學習表現 c

除了老師，學生和家長t:!1TIJ參與評括學生的表現。在發生的自評和互詐的過程中，

教師可諦能們考慮將哪些作品存入學習檔案內空思考這略作品的擾點、缺點和可改善的地

雯但當主學生的批劑，宮、誰能力，進1ft心接升學潛水平。家長檢空見自己聽子的作品，不1.ê.有助

他們了解讀予的學習情說，需且有I以增加親手溝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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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與許仿著攝述結合

在轉載的謀生設中，教掰罷常在完成教學後才對學生進行許f吉普教學活動容許仿活動

是分闋的;學習建議評量能有致地將教學和評估搖動結合租來。教師可以把檔案評價黨穿

和輸會在整鶴教學過紹。首先正如前文所說多教師的課堂活動車以學三位為中心，鼓動學生

再說學習活動收集學督辦証，教師龍活動中評估學生的學習成就;其故教師在設計課堂教

學時可預臨時聽給學生建構學習檔棠，例如數篩可與學討論學習倒証、幫助學生反思所

學和舉行學習檔案踐示會，離保學習檔案喜事壘起在互動的情說下雄行。更重晶耍的是教師可

說學生呈交的擋案資料，分析學生的學習得矢，從而改善自己的教學策略，調暫教學目

標，配合學生的需要多促進學生的學習 c

中國語文軒的評估一向是以評定學生的語文能力為主導，但在薪課程下，評估是以

促進學習為目的。學習擋業辭靈是抽轎車奇的學習和評估模式，雖然在實施時存在不少困

難多倒如教師和家長須花大量時闊查搗檔案，教師教玟檔眾的標權啦難以製前，但是學生建

構學習檔案的過程卻能倪進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學習。傳統的考試多屬總結性詳帖，許f古概

式是較客觀和公的;學習檔案可以說是形成性評悟，評估模式是很多樣化 c 學習檔案詩

攪和傳統的考試模式是互不排斥的，兩者可立播不足，相體相處。只有錯樣，才能準確

地、真實地反映學生的中劉青語文學習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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