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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六年起推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計畫，打破以往教學模式，落實多元化、適性化的教育原則。

在新的課程教學模式中，強調多元化的評量方式，以非限制性答案的評量取代傳統標準答案式的評量，藉以培養學生多元

智慧與獨立思考能力。非限制性答案評量因評量領域內容標準無法明確定義，使得評量具有多元性與模糊性，因此使得傳

統評量給分方法無法滿足非限制性答案之評量。 然而模糊理論對於多元性、模糊性評量分析提供一個良好的理論基礎，而

且模糊理論已被廣泛應用於評估及決策領域中。為彌補傳統評量給分方法之不足，本研究提出一個以模糊理論為基礎，應

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定出評量領域中各評定項目的權重，並藉由語意變數來表達教師對於學生在各項評定項目施測結

果的感知程度，應用模糊數學法則，將各評定項目的權重與施測結果做綜合運算，並使其成為學生評量結果整合模糊數值

，再應用最大隸屬原則法及相似度法將整合模糊數值轉化成語意方式表達該生於此評量的評定結果，以符合教育部學生成

績評量準則之等第表示或語意表示的要求，解決非限性答案評量的語意輸入與語意綜合計算之困難。 本研究最後將此一模

糊評量給分機制建置成網頁系統，供教師使用，並據此獲取相關資料以供後續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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