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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是探討網路化同儕評量，在技藝性課程中實施的成效。探討的內容是以一實際的網路評量

系統及實際的教學環境來建構實驗，觀察學生在實驗前後電腦技能學、術科測驗的表現。本文所探討的

技藝性課程為電腦文書處理，而參與的學生為跨年級，其中一年級擔任被評量者，二年級擔任評量者。

實驗結果顯示跨年級同儕評量對高一學生電腦文書處理知識技能學習成效造成顯著差異；參與同儕評量

的一年級學生，在活動後，有較好的文書處理觀念。此外，跨年級同儕評量可以顯著提升高一學生電腦

文書處理的知識技能學習成就。本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將能對於在商職教育中，推廣類似的評量機制，

提供建設性的參考內容。 

 

關鍵詞：學習評量、網路學習、同儕評量 

 

1. 前言 
評量在教學過程中，扮演著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教學與評量是一體兩面的，沒有誰重誰輕之說，

教學能否成功，有待於教學歷程的診斷，也就是評量的實施；沒有教學的過程，則評量的實施是沒有太

大的參考意義。教師的職責不應該是在分出學生程度的高下，而是在於診斷學生學習過程中的困難，而

給予適當的協助，而這重要的診斷工作就是評量。教學的品質對於學生的學習，雖然重要，但畢竟學生

在課堂上的吸收是有限的，能夠將學習保留，評量才是最主要的大功臣。學生學習的成功，不在於教師

課堂上教學的成功，而在於教師協助學生能清楚知道自己整個學習過程的階段性成果，然後可以自發性

在課堂上以外的時間做自我學習，這項重大的任務需要靠評量來達成。評量就像是一面鏡子一樣，可以

讓學生適時知道自己目前的狀況，才能自我整肅儀容也就是改進缺點，再以準備好的姿態去面對下一個

階段的考驗。評量的實施，學生可以藉此釐清、建立觀念，評量的次數愈多，可以分散學生成績不佳的

風險。評量的結果除了是老師用以協助學生外，也可以對於學生的家長做一個學生學習的階段性交待，

讓家長可以具體參與孩子的學習，共同協助發現學生學習上的問題，讓教師在學校做補救措施，以建立

學校、家長、教師之間一個健全、暢通的學生學習參與管道。教師應該在教學時就尋求適合課程、學生、

環境的評量的制度，可以評量出學生的真實能力，以做為教學時的參考，這才是最長久、真正被學生需

要的。 

教育是百年大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最主要因素，在這多元變動的社會，培養多元的學生具多

元的思考能力，使其不易被社會所淘汰，是目前的教師應盡的責任及應具有的能力，但在上課時間的壓

力及升學主義的壓力下，教師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加上為了避免人與人面對面評量的尬尷狀態，網路的

特性可以為我們解決這些問題，評量方式與受學生歡迎的網路作結合，是現在社會教育上不可避免的潮

流。 

許多學者為教育盡心力，研究在評量領域中的重要課題，發展了許多取代傳統評量的方式。因為傳

統的評量，最終只達到一個結果，就是讓學生愈來愈重視數字化的成績，計較那一、二分數字的落差，

無法知道學生真正的想法、實際的能力水平。老師一人的力量有限，實在是很難在短時間內去知道每位

學生的學習狀況，老師可以將焦點放在教學上，至於評量的工作，則應為教師們研發一套系統、方式，

讓老師可以在短時間內，有效地知道每位學生的狀況，以適時提出補救的教學之道。在課堂上，有什麼

力量可以協助教師的呢？那就只有同儕的力量了。如果有不錯的評量的制度，那就可以考慮將「部份」

評量的「權利」開放給學生。況且不只在學校裡，學生將來到社會上，會遭遇到很多被「評量」的機會，



例如找工作面試、參加工作考試等等，所以要利用學生在學校時，就要培養其評量他人的技巧及被他人

評量的膽識。「評量」活動類似於選美會活動一樣，評審選出理想中的人選，參賽人有競爭的心，成績不

理想者，大家可以藉以警惕，這樣可以創造出有競爭力又健康的社會。 

利用同儕力量於評量上，近幾年來有不少的相關研究，不過研究對象多以同年級的學生為主，這些

研究指出同儕評量方式確實與教師的評分有一致性，確實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把對象擴大至非同

年級的同儕關係，例如同科系的學姊學妹之間的關係，針對某一科目，學姊於一年級時已學習過一年的

時間，而新生一年級的學妹上高職後還尚未完整學習過此科目，也就是評量者與被評量者在評量科目的

學習是有先後順序的關係，是否學妹在此科目的作品經由學姊的評量後，能引發出學習的功效來，是否

學妹能信任學姊們的專業及評量，還有學姊們給學妹們回饋的舉動，是否相對地也能引發學姊在此科目

的自我加強而導致技能的提升呢？這樣學姊評量學弟妹的方式正是本文欲藉以探討的評量方式。跨年級

的同儕評量方式，本研究在這領域中是一項新的嚐試。 

 
2、文獻探討 

在劉旨峰[1]的研究中，提到網路同儕評量的作業方式可分為單或多輪(round)，為一學習中形成性評

量方式。本文中的同儕評量是屬於多輪的作業方式，共執行四輪。網路同儕互評的評量向度可以為細分

評量(Specific grading and comment)，或是只要求做出總體評量(global grading and comment)。 

同儕評量是指藉由學生的力量去執行教師的重要評量任務，促進學生同儕間彼此的學習，這種分工

合作的學習，也是一種合作學習。如果教師實施這樣的評量方式，並不是在推卸責任，而是充斥著更重

要的使命，目的不是只有評量出有形之數字成績出來，更希望藉著學生間彼此相近的背景可以激發出學

生不一樣的無形能力出來，例如學生自我學習和省思的能力，而能達成更大的學習效果。依據 Sluijsmans, 

et al.[2]及 Topping[3]所提出的同儕評量定義為，乃是由相同年級或背景的學生，嘗試以教師的角色去評量

同學。依據鄒佳蕙[4]對同儕評量的定義為就是在同儕的環境基準下，於課程的學習活動中藉由同儕間對

彼此的作品的數量、等級、實用性、品質，作品的成功與否，或是學習成果進行互相評量或比較批判等

方式的評量方法。劉得煒、劉聖忠[5]提出同儕評量的目的在希望以同儕間的互動方式達到更客觀的評量

標準。 

在劉旨峰[1]的研究中提出同儕評量與傳統教師評量的差別，在一般傳統教學活動中作業的評量方式

大多是由老師指定一份作業後，同學們在繳交作業的期限內完成作業並繳交作業，再由老師評分後，發

還給同學。在傳統的教學活動中，學習評量的回饋大部份是來自於師生之間的互動與回饋，同儕間的互

動與回饋是幾乎沒有的。在同儕評量的教學活動中，是將同學們繳交的作業，分配給其他的同學來評分，

評分完成後，再依同儕的建議來修改作業或提出異議，這個流程可能重覆若干次，才完成同儕評量活動。

要在這樣的同儕評量活動中得到教學效果，有很多流程的安排都是一大學問，例如如何分配作業、評量

者如何評量、被評量者如何做作業、修改作業、接受意見、流程重覆的次數等等。本文的評量活動類型

就是同儕評量，但不是同儕互評，而只有單一的評量方向，且沒有安排修改作業歷程，而是用不同的作

業單元讓學生互動而建構學生的學習。很多同儕評量或同儕互評的研究，探討的是學生所評定出來的成

績，與教師的評分是否相關。本文不是做這方面的探究，而是探討學生經過同儕的評量歷程後，在段考

實力測驗的表現，是否代表著其電腦科目學習成就的提升。 

同儕評量活動中，電腦科目的作業除了要有教師指導之外，能觀摩到他人的作品，讓同學們彼此相

互觀摩、互相學習，可以引發學生更多想法及靈感，對技能能深化，此觀摩動作也能收到與上課學習的

同等效果。在批改電腦科目作業時，若教師只是以分數回饋給學生，這樣的回饋不能持久，只能引起一



時的情緒起伏而已，亦不能引起進一步的指引作用。 

本文之同儕評量實施的對象與其他研究不同之處有二，一為本研究為單向評量，未完整學習過課程

之作品作者為被評量者，由學弟妹們來擔任，已完整學過課程的學姊為評量者，角色固定、不互換，也

就是沒有互評的動作，本研究這項特別的設計是有別於其他研究的。對於同一科目的學習，學姊的學習

經驗可稱得上是學弟妹們的楷模、模範，學姊的成功具有影響力，且學弟妹感受到較高的相似性，而提

升了自我效能和動機。其他研究多為雙向評量，作者與評量者角色還得替換，除了要完成作品的實作還

要評量他人的作品。不同處之二為，本研究為“不同年級”之同儕評量研究，不同於很多的同儕評量研究，

是“同年級”的同儕評量研究。 

 

3. 系統與實驗設計 
我們使用一套網路化評量系統以協助實驗之進行。此系統之設計符合實際教學環境之使用，界面單

純，適合推廣至中小學校。教師和學生皆經由網路上使用網路同儕評量系統。教師利用網路的優勢可遠

距公告事項、控制評量系統的流程順序、開啟或關閉評量的流程、新增或刪除參與學生名單、新增或刪

除作業項目與觀看所有學生評量成績。學生經由網路下載檔案、上傳作業、評量作業與觀看成績，師生

經由網路討論等。 

本研究之受試學校為幾度獲得教育部評鑑優等之台北縣某私立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之學習能力為

中等程度。受試對象為該校所有高一、高二資料處理科學生，共八個班級，三百八十二位學生參與研究。

高二全部為女生一百七十三人、高一學生男生五十六人，女生一百五十三人。參加實驗的每一位高二學

生都已接受了高一一個學年每週三堂的電腦中英文輸入課程、每週二堂的文書處理課程，並參加電腦基

金會之全國文書處理檢定測驗、每週二堂的計概課程，學習的內容有電腦基本概念、Windows基本操作、

網頁瀏覽、收發郵件等課程；高二上學期一個學期每週各二堂電腦軟體應用檢定之學、術科課程，主要

是電腦概念、Windows操作、Word操作等題庫完整練習、簡單 VB程式設計，高二學生具有接受本實驗

課程之所有電腦能力。參加實驗的每一位高一學生都已接受了高一上學期一個學期每週三堂的電腦文書

處理課程，學習內容有中、英文輸入、文書處理基本概念、操作；每週二堂的Windows基本操作，每週

二堂的計概課程，學習的內容有電腦基本概念，高一學生具有接受本實驗課程之Windows基本能力、觀

念，但尚未有完整的文書處理操作技能，後者是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學生電腦的能力。 

教學實驗之進行是以班級為單位，以隨機方式分派同儕評量組及教師評量組，再對同儕評量組配對。

實驗組的一年級及控制組的一、二年級學生的練習結果，將被評量，相反的，沒有安排被評量的學生，

其練習的結果，則進行自我評量，視自行要求度高低狀況而定，最佳者是可以自行尋求答案而內化為知

識，積極的學習者能不斷地藉由充實學習，來為自我加值。 

同儕評量組詳細的作業流程如下： 

(一)教師將此次的課程活動內容與流程告知學生。 

(二)教師將所設計的練習單元上載至系統。 

(三)每個學弟妹操作練習單元並文字說明，然後上載至系統。 

(四)系統自動分配評審。 

(五)每個學姊替學弟妹的練習單元評分及給意見。評分是依據一套統一的準則來進行。 

(六)系統將學姊的評分及意見告知學弟妹。 

(七)老師替每個學生的練習說明與回饋意見打分數，但不公佈。此分數為學生學習成績的一部分。 

(八)學弟妹可以以學姊的評分及意見作為練習單元的檢討。 



(九)如果學弟妹對於學姊的回饋感到疑惑，老師必須當兩者的溝通者及仲裁者。 

(十)重覆上面二到九步驟以進行四個練習單元。 

(十一)每個學姊及學弟妹進入段考學習成果評量。 

 

4. 結果與討論 
研究問題一是要探討高二同儕評量及教師評量對高一學生電腦文書處理知識技能學習成效是否造

成差異？答案是肯定的。以一年級學科前測、術科前測為共變數，評量方式為獨立變項，學科後測、術

科後測成績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消除同儕評量

活動前兩組學生之間的學習差異，考驗「控制組」及「實驗組」學生在活動後之學習表現是否有顯著差

異。 

在表 1中，經過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的方法比較學科測驗成績之後，F=3.279（p=0.072），兩組的學

科測驗後測成績未達到顯著差異，可見網路同儕評量活動對電腦文書處理概念的學習未具有正面的影

響。在表 2中，經過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的方法比較術科測驗成績之後，F=14.860（p=0.000），兩組的術科

測驗後測（題目的特色是較單純，只有單一的功能設定）成績達到顯著差異，但在表 3中，兩組的Mocc

實力測驗（題目的特色為功能設定較完整複雜）成績並未達到顯著差異，F=2.452（p=0.119），可見網路

同儕評量活動對電腦文書處理技能單一功能的學習具有正面的影響，使學生的對於單一Word功能之技能

更加精熟。但同儕評量活動的效果對於促進學生在Word技能較統整性的學習則是有限的。 

 
表 1 以學科前測作為共變數分析實驗處理對電腦文書處理概念（學科後測）的影響（一年級）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評量方法） 197.400 1 197.400 3.279 0.072 

組內（誤差） 11617.568 193 60.195   

 
表 2 以術科前測作為共變數分析實驗處理對電腦文書處理技能（術科後測）的影響（一年級）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評量方法） 262117.163 1 262117.163 14.860 0.000 

組內（誤差） 3404303.713 193 17638.879   
 

表 3 以術科前測作為共變數分析實驗處理對電腦文書處理技能（Mocc）的影響（一年級）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評量方法） 518.670 1 518.670 2.452 0.119 

組內（誤差） 40830.991 193 211.560   

 

進一步使用相關法來分析，得到傳統與同儕評量兩種評量方式與一年級學生學科後測分數之間有顯

著相關（r=0.215），且為正相關，就是參與同儕評量的一年級學生，在活動後，有較好的文書處理觀念；

相對的，參與教師評量的一年級學生，在活動後，則沒有較同儕評量組的學生有較好的文書處理觀念。

另外傳統與同儕評量兩種評量方式與一年級學生術科後測分數之間有顯著相關（r=0.295），且為正相關，

就是參與同儕評量的一年級學生，在活動後，有較好的文書處理技能；相對的，參與教師評量的一年級

學生，在活動後，則沒有較同儕評量組的學生有較好的文書處理技能。 



總之，這二種評量方式對於一年級學生的學科成績沒有造成差異，但是對於術科成績是有造成差異

的，但只限於較簡單的Word功能設定上，且這二種評量方式與一年級學生的術科成績呈正相關的關係，

所以網路同儕評量方式確實能使一年級學生（被評量者）有較佳的電腦文書處理技能。 

問題二是要探討『同儕評量及教師評量二組高二學生電腦文書處理知識技能學習成效是否造成差

異？』答案是否定的。 

以學科前測、術科前測成績為共變數，是否參與同儕評量為獨立變項，學科後測、術科後測成績為

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消除評量活動前兩組學生之

間的學習差異，考驗「控制組」及「實驗組」學生在參與評量後之學習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 

在表 4中，經過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的方法比較學科測驗成績之後，F=0.002（p=0.968），兩組的學

科測驗後測成績未達到顯著差異，可見網路同儕評量活動對評量者來說，對其電腦文書處理概念的學習

沒有正面的幫助。 

在表 5中，經過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的方法比較術科測驗成績之後，F=0.045（p=0.832），兩組的術

科測驗後測（題目的特色是較單純，只有單一的功能設定）成績未達到顯著差異，且表 6 兩組的 Mocc

實力測驗（題目的特色為功能設定較完整複雜）成績亦未達到顯著差異，F=0.361（p=0.549），可見以評

量者來說，網路同儕評量活動對其電腦文書處理技能的學習未具有正面影響，不管是單一功能的學習還

是統整功能的學習。 

 

表 4 以學科前測作為共變數分析實驗處理對電腦文書處理概念（學科後測）的影響（二年級）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評量方法） 7.455E-02 1 7.455E-02 0.002 0.968 

組內（誤差） 7633.431 163 46.831   
 

表 5 以術科前測作為共變數分析實驗處理對電腦文書處理技能（術科後測）的影響（二年級）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評量方法） 471.525 1 471.525 0.045 0.832 

組內（誤差） 1705614.696 163 10463.894   
 

表 6 以術科前測作為共變數分析實驗處理對電腦文書處理技能（Mocc）的影響（二年級）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評量方法） 77.238 1 77.238 0.361 0.549 

組內（誤差） 34919.195 163 214.228   
 

由相關分析法亦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二年級學生的學科後測分數高低與學生有無參與同儕評量活

動無關。二年級學生的術科後測分數高低與學生有無參與同儕評量活動無關。二年級是否參與同儕評量

與學科測驗後測成績、術科後測成績均未達到顯著差異，所以，此同儕評量活動的安排，對於二年級學

生是否擔任評量者角色，其電腦文書處理知識技能水準是沒有造成差異的。 

 

5. 結論 
參與網路同儕評量活動的一年級學生比參與傳統教師評量的一年級學生，在活動結束後，在單一功



能電腦文書處理技能，通常有良好的表現，但在電腦文書處理知識觀念及較完整功能的電腦文書處理技

能的表現，則不一定有良好的表現。同儕評量方式對於操作技能比認知技能較有正面的影響，但帶來的

成效是有限的。學姊的鼓勵文字、簡單建議文字、分數，對於學弟妹的學習多少有助益。推論其原因是

評量作業是針對操作技能的題目，有明確的指示文字，所以學弟妹只要有瀏覽，稍微操作修改練習，應

該能習得題目所具有的技能，與林英文[6]之『更正回饋』的學習成效的形成原因是一樣的。但是一模一

樣的學科題目雖然在活動前就已做過前測，但學生不知前測的成績為何，且在術科評量活動的過程當中，

亦不會主動去尋求、確認學科前測的答案，所以學科的學習成效有限，與[6]之研究中的『績效回饋』對

於學習成效的獲得的問題是一樣的。 

(二)參與網路同儕評量活動的一年級學生比參與傳統教師評量的一年級學生，在活動結束後，在單

一功能電腦文書處理技能能有精進的表現。由二年級來評量一年級的電腦文書處理作業，是可以使得被

評量的一年級學生在簡單技能的實作成績上有進步，但一年級學生能在學科成績上有進步的不一定在術

科成績上也能有進步。透過被他人評量的方式來學習，多少都能得到學習上的成效，此評量方式對於被

評量者習得技能是沒問題的。 

(三)參與網路同儕評量活動的二年級學生比參與傳統教師評量的二年級學生，在活動結束後，在電

腦文書處理知識觀念，及單一功能電腦文書處理技能，及較完整功能的電腦文書處理技能上，通常沒有

特別良好的表現。由二年級來評量一年級的電腦文書處理作業，並不會使得擔任評量的二年級學生擁有

良好的學科成績及實作成績，不管是在操作技能還是認知能力上。此評量他人對自己並無益處的結論，

與在 Liu, E. Z. –F., Lin, S. S. –J., Chiu, C. –H., & Yuan, S. –M.[7]的研究中得到的結論是相同的。 

本研究以私立商業職業學校資料處理科的學生，在電腦文書處理作業進行網路同儕評量，研究結果

能推論的範圍尚屬有限，但至少已經是國內少數推動商職學生程度的網路同儕評量，而且是跨年級的網

路同儕評量。本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將能對於在商職教育中，推廣類似的評量機制，提供建設性的參考

內容。適合參與同儕評量的對象還有那些？其配對方式還可以有那些組合？適合同儕評量的科目還有那

些？這些仍是未來的研究者可以進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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