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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xplore students’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effectiveness by using multiple assessments for an

eighth grade Chinese language class.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action research. The Multiple assessment activities

include: a. Description of sound-related words assessment; b. Text reading assessment; c. Campus surrounding observation; d. The

drama teaching activities; e. Word reasoning assessment; f. Creative thinking assessment; g. Guided writing; h. Drawing association;

i. Dual sentence writing; j. Film appreciation and group discussion; k. Letter writing assessment. Thirty-on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research in Taichung for the period of seven week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1.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assessments can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satisfaction. 2.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assessments

can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3.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assessments can really inspire student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4.The monthly test scores of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researc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assessments.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further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teachers and related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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