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遊戲組 題目 B 

考試好好玩 
說明： 

在台灣，考試是學校的常態，對老師來說，傳統的考試可以簡單的測驗出孩

子平日的學習成果，但是對學生來說，頻繁的紙筆測驗卻是學習的夢靨，不但無

聊，而且常需要無意義的背誦，填滿應該快樂學習的日常；更可怕的是伴隨著考

後的成績帶給家長、孩子、老師的無形壓力，不但經常傳出因為成績不好被老師

責備、家長修理、也常常聽見有學生因受不了考試壓力，造成自己或親人終身無

法彌補的傷害或遺憾。 

 假如你將是 2040年的考試院的院長，擁有足以改變台灣孩子命運的權利與

能力，你想打造一個台灣教育學習的新系統，全面改進台灣的考試方式；你必須

做出一個示範的考試系統給學校的老師們參考，讓孩子們能在趣味的闖關遊戲中，

玩著玩著就把考試給考完，玩著玩著就學習到新的知識，並且能檢驗自己的學習

進度及狀況，甚至可進一步給予學習的建議或分析、或是依程度給予下一個任務

進度… 等，學習領域內容不限定，請你發揮你的獨特創意，讓我們的下一代能

快樂健康的學習成長。 

評分參考標準 

項目 
運算思維能力 
(技術力、技能) 

主題表達分享 
(表達力、知識) 

多元創造運用 
(創造力、情意) 

特殊加分 
(特殊性、例外) 

比重 建議比重 30% 建議比重 30% 建議比重 30% 建議比重 10% 

說明 

程式寫作技巧是
否使用運算思維
模式： 
運算思維呈現： 
1.拆解 
2.演算法 
3.抽象化 
4.模式識別 
5.資料處理 
程式寫作方式： 
1.撰寫說明 
2.視覺化 
3.模組化 
4.多工好效能 
5.正常運作 

問題解決及表達
方式是否優良有
說服力： 
包含 
操作說明完整 
遊戲結構完整 
角色符合主題 
藝術美感呈現 
音樂音效搭配 
操作動作順暢 
遊戲情節腳本 
詮釋解決問題 
呈現學習過程 
過關層次安排 
遊戲深化學習 
知識內容正確 

運用各種創意或
教育理論令人驚
艷或互動方式產
生真學習。 
創造力表現 
變通性 
獨特性 
流暢性 
可行性 
適切性 
教育理論 
多元智慧 
多感官學習 
高層次思考 

前述三項分數不
足以表達部分例
如： 
遊戲化 
八角原則 
(主動) 
使命感 
發展與成就 
創造和回饋 
所有權 
(被動) 
社會影響 
稀缺性 
不確定性 
損失趨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