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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附小     近五年學生基本能力檢測結果分析                    教務處 

本校透過學生定期評量、課程評鑑、教師行動研究及北市基本能力檢測等結果，了解

學生學習成效並分析學生迷思概念，作為新學年度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調整之依據。歸納近

五年五年級學生基本學力檢測結果，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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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國語」領域「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的指標低於北市平均值，進

一步分析分項結果發現，閱讀理解部分高於平均值頗多，而字詞義與句型部分，

則低於平均值；另外，閱讀理解題型中，關於圖書館應用的「圖書分類概念」，

本校學生亦低於北市平均值，需進一步加強。 

106 
本校學生在「字音」、「字詞義」、「句型」、及「閱讀理解」的學習內容上表現突

出，惟「字形」低於中正區平均表現，有待擬定進一步加強的策略。 

107 
本校學生在「字音」、「字形」、「字詞義」、「句型」、及「閱讀理解」的學習 

內容上均高於臺北市平均表現。 

108 
本校學生在「字音」、「字形」、「字詞義」、「文法修辭」、「句型」、 及「閱讀理

解」的學習內容上均高於臺北市平均表現。 

109 

一、國語文分項表現  
本校量尺分數高於臺北市，惟因標準差高，因此低於中正區，顯見本校在課

程設計需重視差異化教學，適性引導學生，提升基本學力。以下就認知歷程、國

語文類別指標向度、國語文內容向度之表現進行說明。 
 
 
 
 
 
（一）認知歷程：記憶、理解、應用、分析均高於臺北市平均值。 
 
 
 
 
 
 
 
 
 

 
 
（二）國語文類別指標向度：本校學生在「注音符號運用能力」、「識字與寫字

能力」、「閱讀能力」均高於臺北市平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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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語文內容向度：本校學生在「字音」、「字形」、「字詞義」、「文法修

辭」、「句型」、 及「閱讀理解」的學習內容上均高於臺北市平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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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數學」領域共有以下三條指標學生整體表現低於臺北市平均值，包括在「幾

何」中的「認識平面圖形全等意義」；「統計」中的「報讀生活中常用與複雜長條

圖」；「代數」中的「能理解乘除互逆並運用於驗算與解題」。 

106 

數學」領域：在數學能力向度上高於臺北市，同時在四大主題「數與量」、「幾

何」、「統計與機率」上亦明顯高於臺北市，惟於「代數」這個向度中的「乘除互

逆概念作除法驗算的能力」則有待提升。 

107 

數學四大主題「數與量」、「幾何」、「代數」、「統計與機率」平均略低於臺 

北市，顯示本校數學教學策略與學生認知部份有待提升。A. 數學能力檢測結果中

高級佔約 64%，基礎及約 32%，未達基礎級約 4%，且低於台北市及中正區平均

值 1%左右，顯示出附小學生數學能力表現尚趨於常態曲線。 

108 數學能力向度、四大主題向度與數與量向度，平均答對率統計表中皆呈現 高於

臺北市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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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本校量尺分數高於臺北市及中正區，仍須持續進行課程及教學之專業發展，

提升學習成效。 

 
 
 
 
 
（一）能力向度：概念性了解、程序性知識、應用解題、均高於臺北市平均值。 
 
 
 
 
 
 
 
 
 
 
（二）四大主題向度：數與量、幾何、統計與機率、代數均高於臺北市平均值。 
 
 
 
 
 
 
 
 
 
 
（三）數與量向度：整數、分數、小樹與量與實測均高於臺北市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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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英語」領域在每個向度均大幅高於北市平均值，惟以下兩條指標學生表現低於

臺北市平均值，分別為「能辨識印刷體大小寫字母」以及「能讀懂中年級所習得

的句子」。 

106 

本校學生在英語整體的「答對率」上分別優於臺北市 10%、優於中正區 7%，在

六大英語文能力向度亦同時大幅優於臺北市及中正區的平均值，惟在「閱讀圖表

/短文」向度中的「能聽懂、讀懂、並說出或抄寫中年段所習得的句子」以 0.15

些微的差距落後於臺北市平均值。 

107 
本校學生在英語整體的「答對率」上分別優於臺北市 4%、優於中正區 5%， 

在六大英語文能力向度亦優於臺北市及中正區的平均值。 

108 

本校學生在英語整體「答對率」皆優於臺北市及中正區，學生成就水準未達 基

礎級低於臺北市平均數，基礎級高於臺北市平均數近 8%，進階級則低於臺 北市

平均數。英語語言能力向度之「聽力能力」、「閱讀能力」高於臺北市 平均值，

「綜合應用(聽/讀)能力」略低於臺北市平均值。英語內容向度之 「基本應用字

詞」、「閱讀圖表/短文」高於臺北市平均值，「字母拼讀法 (phonics)」、「簡易句型 

/對話」略低於臺北市平均值。 

109 

本校英語量尺分數高於臺北市及中正區，仍須持續進行課程及教學之專業發

展，提升學習成效。 

 

 

 
（一）能力向度：聽力、閱讀能力、綜合應用(聽/讀能力)均高於臺北市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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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向度：字母拼音法、基本應用字詞、生活用語、簡易句型/對話 
閱讀圖表均高於臺北市。 

 

 

109學年度五年級學力檢測在國語文領域方面，分別就「認知歷程向度」、「能力指標

類別向度」、「內容向度」 及「作文」進行探討；在數學領域方面，分別就「認知向度」

「四大主題向度」、「數與量向度」及「建構反應題」進行探討；在英語領域方面，分別就

「語言能力向度」、「內容向度」、「書寫試題」及「口說試題」進行探討；在問卷調查方

面，針對「個人生活習慣與運動情形」、「學校認同感」以及「思維模式」對學生基本學力

的影響進行探討。綜合以上各領域分向度之分析結果，分別就國語文、數學、英語領域提出

如下建議： 

  一、國語文教學建議 

     (一) 在語文教學中進行體驗、操作、探索。 

     (二) 以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的概念規劃多元寫作的題型。 

     (三) 關注非連續文本的教學與評量。 

     (四) 讓學生從真實情境中表達出自己的觀察和想法。 

  二、數學教學建議 

     (一) 留意數學課程與教學PCR：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 計中心(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將學生數學能力區分為三個向度，包括概念性了解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及應用解題(Problem  

solving)三種。另外，建構反應題以一至四年級的能力指標出題 

     (二) 依檢測評量目的，根據檢測結果以設計各層次的素養試題。 

     (三) 從學生答題表現，後設回顧教學歷程及覺察專業精進重點。 

三、英語教學建議 

(一) 審視英語課程綱要內容，並融入課堂教學。 

(二) 落實差異化教學，以提升英語學習弱勢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 

(三) 重視生活用語的教學並落實雙語標示的功能，讓英語學習更具實用性。  

(四) 加強情境化的教學，培養學生理解對話與短文的能力。 

(五) 強化情境式的英文句子書寫練習，以奠定紮實的書寫能力基礎。  

(六) 善用溝通式教學，加強口語練習，以提升口說表達之流暢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