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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討論多元評量在英語閱讀上的學習成效之影響。文 中探討了在多種評量 中，學生對英語閱讀的態度，學生對

評量的反 應，以及學生對各種評量的意見。 參加本實驗之受試者為彰化縣的七十二位國中三年級學生，施 以自編的英語

閱讀教材授課，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組共進行 三次英語閱讀課程及評量，分別為總結測驗評量、檔案評量及合作 

評量，控制組僅進行總結評量。在實驗進行前，學生先回答一份基 本學生問卷及接受一份英語閱讀前測測驗。在實驗進行

的過程中， 每二週變換評量方式，依序是檔案評量，其次是合作評量，最後是 總結評量。每一階段進行間，觀察學生在

課堂上的反應，並在實驗 課程結束後，讓學生回答一份有關課程評量 的問卷，進而本研究者 訪談一些學生，並對學生的

學習檔案、實驗資料及感想，進行質與 量的分析。 本研究結果有幾點顯示： 1. 實施多元評量能讓學生學習成效 有顯著的

提升。 2. 多元評量對英文學習的學習能力有顯著的差異 。 3. 小組合作學習比總結評量更能讓學生上課積極。

關鍵詞 : 英語閱讀、多元評量、總結評量、檔案評量、合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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