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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動的教改中，影響中小學最大的莫過於九年一貫課程，不論是在課程、教材、教法、評量⋯等等，都

提出了相當多的研究與報告，透過各種的研習、研討、進修等方式，希望落實在中小學的教育上，然而在評量方面卻只注

重多元的評量方式，忽略了解釋評量結果的重要性。但不論是從教育學者提出認為解釋評量日趨重要外，在實際的中小學

每次大費周章的舉辦段考活動後，除了使用平均法並轉換成等第外，可以提供解釋評量的資料太少了。本研究將分數與等

第視為模糊概念，應用模糊理論的綜合評判模式，運用六種合成運算方法，配合多元的歸屬函數，最後以模糊分佈與最大

歸屬度呈現學生多元的評量結果，將更周延、多元的提供學生、家長、老師、學校參考使用的依據資料，讓段考後的成績

發揮更多元的功用。 　　本研究以彰化縣某縣立國中九年一貫課程的七年級(國中一年級)學生，數學資優班與S型常態班兩

班的段考成績資料為研究對象，應用模糊理論製作出多元的學生評量成績單，根據成績單提供多元的解釋評量：學生方面

，可根據不同的合成運算特質進而了解自己的特質，改善學習模式；家長、教師方面，透過參考模糊綜合評判的結果，更

加了解學生學習特質，進而做好親子教育以及有效引導學生的學習；學校方面，常態編班下的國中教育須做分組教學才能

符合因材施教，然而此模糊綜合評判的結果，能作為學生分組的成績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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