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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自發 互動 共好

2

啟發生命潛能 陶養生活知能 促進生涯發展 涵育公民責任

願
景

理
念

目
標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理念與目標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

• 你知道了哪些？

• 有什麼感受？擔心？

• 對學校與老師的影響是？

十二年國教課綱常會聽到的語言--

• 基本理念：自發、互動、共好

• 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 學校(本位)課程、(校本)特色課程

• 素養導向教學

• 學生的學習表現

• 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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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生 活 情 境

生
活

情
境

活
生

情
境

以核心素
養為主軸
支援各教
育階段之
間的連貫
以及各領
域/科目
之間的統
整

總綱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內涵 十二年國教相較於九年一貫課程，
無論是課程與教學--

•更統整（涵養深化、綜整、累加取代
點狀、零碎活動、 一次性學習內容或
目標）

•更有機（具有自我組織與發展性）

十二年國教課程特色

•表現在兩個面向--

素養導向課程

素養導向教學

兩者之間交互作用

素養導向課程

• 學校整體課程能否讓學生的素養不斷累
加增生（課程不能只是點狀或是零散的活動
，也不能只是平面狀的知識教授） 。

• 並能知道如何看到學生階段性的學習成
效

• 因此，學校整體的課程架構之建構非常
重要



桃子腳國中小學校本位課程 北政國中學校本位課程

九年一貫課綱及107總綱之課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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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 十二年國教

課程理念 • 能力導向 • 素養導向

課
程
架
構

•七大領域 • 八大領域

• 原為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 分為「自然科學」及「科技」
領域

• 原為藝術與人文領域 • 改名稱為藝術領域

• 節數採彈性比例制 • 節數採固定制

• 彈性學習「節數」，其使用
無明確規範

• 彈性學習「課程」，其使用
有明確規範

• 重大議題設置課綱 • 重大議題融入各領域

• 低年級「生活課程」與「綜
合活動」分設

• 低年級「綜合活動」融入
「生活課程」

• 各領域學習階段劃分不一 • 各領域學習階段統一劃分

• 增設「新住民語文」學習總節數不變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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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
強調
國中小
學校本
位課程
的發展

從學校願
景與教育
目標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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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項目

課程
類型

教育
階段

部定課程

• 可混齡、班群學習
• 鼓勵跨領域統整
• 課程的彈性組合
減少每週學習科目數

• 適性分組學習
• 鼓勵協同教學

1.主題
/專題/
議題探
究課程

八大領域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

國民中小學

校訂課程

• 訂有四類課程來引導學
校規劃

• 鼓勵跨領域探究及自主
學習

• 促進適性學習的發展
• 活化領域學習

部定課程:
領域學習

3.特殊
需求領
域課程

2.社團
活動與
技藝課
程

4.其
他類
課程

領域課程可依學校需求彈性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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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課規劃類型 說明 舉例一：一般規劃樣態 舉例二：彈性規劃樣態

以「週」為
單位排課

針對每週一節課
之科目

七年級每週一節社會(地理科)

每週一節視覺藝術
七年級單週兩節社會(地理科)

雙週兩節視覺藝術

以「學期」
為單位排課

每週一節社會(地理科)
每週一節視覺藝術

上學期每週兩節社會(地理科)

下學期每週兩節視覺藝術

領域內
跨科整合

針對第四學習階
段含數個科目之
領域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音樂

分科教學，各一節
視覺與表演藝術合科共二節

音樂一節

七、八年級視覺藝術、表
演藝術 、 音樂分科教學各
一節

七年級視覺藝術兩節、表演
藝術一節．八年級表演藝術
一節，音樂二節．

跨領域統整

統整節數不得超

過領域總節數⅕,
並可進行協同教
學

藝術領域三節
自然領域三節

表演藝術、音樂各一節，自
然兩節，科學之美（跨科統整
自然科學與美術）二節．

跨階段
彈性開課

(僅英語文)

第二階段英語科一節
第三階段英語科二節

第二階段英語科零節
第三階段英語科一加二節
(第二階段增一節彈性時數,
第三階段則減一節彈性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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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組合
課程

以週為單位

以學期為
單位

第四階段
領域內跨科

跨領域統整

跨階段彈性
開課
(英語文)

每週1節或隔週2節

上下學期各排2節

含數個科目之領域（藝術）總節數不超過1/5，可協同

依學習階段調整

圖示說明領域課程彈性組合課程的編排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專指針對「特殊教育」學生，如：身
心障礙或資賦優異學生，及特殊類型
班級如體育班，藝才班所設計的課程

其他類
課程

包括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
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
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等
各式課程,以及領域補救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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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學生依興趣及能力分組選
修與其他班級學生共同上課
技藝課程：以促進手眼身心等感官統
合，實際操作之課程為主，也可開設
與技術型高中銜接的技藝課程等

統整性
探究課程

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發展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

彈性學習課程分四類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的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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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性
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其他類
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108課綱明確規範彈性學習課程的內容與模式

跨領域探究及自主學習

適性學習的發展

發展學校特色
帶動教學活化

學生適性學習
兼顧扶弱拔尖

彈性學習課程主軸
• 新竹市光武國中「春夏秋冬」戶外教育

課程

溯溪、單車、合歡山、綠島環島

社團+服務學習

從特色課程著手發展彈性學習課程

• 桃園楊心國小環境教育（生活、藝術、自然、 語文、 綜合）

一＆二年級：校園中的樹（探索＆探究、愛護樹木）

三＆四年級：秀才窩溪的鳥與樹（探索＆探究、愛護秀才窩溪 ）

五＆六年級：學校環境 （學生解說）

• 臺北逸仙國小的戶外教育（體能、 自然、 藝術、 人文）

校園社區（北投）台北台北之外

素養導向教育--重點結論
1.核心素養與學校願景、目標密切結合，學校的總體

課程架構要從核心素養著手(由上而下，接著上下交
互調整) ，讓領域課程與彈性學習課程的規畫朝向
學生核心素養之養成

2.素養導向教學、從各領域、特色課程、跨領域主題
或議題出發，發展年段或年級課程規劃(組織成學校
總體課程) (上下交互調整)

3.素養導向教案根據學習重點與素材而來，檢核其與
素養與核心素養的關係(由下而上，上下交互調 整)



課程與教學一定要這樣改變嗎？

為何需要進行素養課程？

課程與教學一定要改變嗎？

• 世界的潮流

• 臺灣社會的發展

人才素質&21世紀的人才培育

想一想，2030年這個世界的樣貌

• 科技生活

• 老齡狀況

• 職業類別

• 生活價值

• 生命意義

• ……

想一想，你的職涯發展&未來工作
樣貌

• ……



台灣的產業結構升級中&工作型態
變化

• 從代工到自創品牌

薩克斯風、木燈、紙藝、傘業、禮鞋……

• 從固定場所到多工、移動空間和網路平台

天下雜誌，2015/1/6，564期

• 牛津大學預測，在美國，會被機器人取代
的工作高達47％，這一天的到來，不算慢
，20年內就會發生。舉凡不太需要親身接
觸、面對面的工作，都是高危險群。但需
要面對面，有人情溫度地接觸的工作，機
器人就搶不走。

與世界接軌的必要

• 先進國家都在做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素養導向教育)

學理的掌握

• 素養導向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過去稱為能力教育）發跡於
1950年代的美國

• 1980年代英美兩國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思潮），將此教育運動推向全球

• 在美國&英國都著重教育與就業能力接軌，
並為全面提升教育品質，推動績效本位教
育+成效本位教育與評量



全球化&人力素質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浪潮

對教育的影響-- 全球競爭力、知識經濟、知識社
會、人力資本、人力素質提升

competence(y)-based education （能力本位教育）

技職教育、師資培育（英美兩國）

醫師培育、國中小、高等教育

• 1990年代UNESCO 、歐盟、OECD將終身
學習的主軸帶入素養導向教育，讓能力轉
向素養的意涵

• 課程與教學取向融合了「成效本位+自主學
習力」

(不同教育背景與文化，英美的比歐盟更重
視「績效」這件事)

1990年代素養導向教育

•2003年OECD的 DeSeCo （界定與選
擇核心素養計畫）提出三大核心素養
集大成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於2003-5年提出的核心素養包含三個主
要層面:                                    

（1）互動工具（using tools interactively）
（2）異質性團體互動（interacting in 

heterogeneous groups
（3）自主行動（acting autonomously）



與世界關鍵能力(素養)教育接軌
1.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
（UNESCO）於
2003年從核心素養
的觀點，提出了終
身學習的五大支柱：
Learning to know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learning to be                
learning to change

2.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於
2003-5年提出的核
心素養包含三個主
要層面:                                    

（1）互動工具（using 
tools interactively）
（2）異質性團體互動
（interacting in 
heterogeneous groups

（3）自主行動（acting 
autonomously）

3.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05年提出促進終
身學習的八項核心
素養：
（1）母語溝通
（2）外語溝通

（3）數學能力
（4）基本科技能力

( 5）數位能力

（6）學習如何學習、
人際、跨文化與社會能
力以及公民能力 33

OECD整合性(holistic)素養教育觀點

• 人是一個複雜的控制系統（Rychen & 
Salganik, 2003）

• 系統特性：功能取向、內在結構、情境依賴

• 教育目標：全人發展、累積深化、終身學習

素養教育的特性與學生樣貌

• 全人發展：表現+素養

有素質、能做有品質的決定

• 累積深化：歷程+成效

行動、反思與調整中精進，有效率地達成任務

• 終身學習：學習策略＋喜愛學習

能生存於多變而複雜的世界

因為，世界一直在變化--

物質、精神、生命、訊息、制度……

速度從慢慢走，變成飛快跑

因此，未來的國民需要具有核心素養



於是，各國期望培育的人才圖像--

腦筋靈活、能適應複雜與變動的生活、
過好生活、有道德感、肯自我負責的
公民……

何謂核心素養？

過現代生活所需的，能夠引領成功
生活和良好運作社會的普世價值，
例如：尊重人權，整合經濟、環境、
社會發展和民主歷程的總體價值
（OECD，2003）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如何而來？

• 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國內國科會委託

學者於2006-2008年「界定與選擇核心

素養」，國家教育研究院亦委託專長於

各教育階段的課程學者分別於2011年與

2012年完成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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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指引」如何而來？

• 國教院民103（2014）年1月發佈《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
作為課綱發展之依據

• 2014年11月發佈總綱，預計108學年
度實施



臺灣的課程興革背景—十二年國教

• 國際競爭力

成就每個小孩

• 教育公平性

從台灣自己的文化脈絡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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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2.0時代，

科技帶領我們走向
未知與複雜的世界

社會變遷帶來了教育的挑戰：全球化後
的人才品質要求—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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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山林的孩子

社會變遷帶來了教育的挑戰：
教育公平性的觀點—成就每個孩子

全世界都在關注教育的品質與
公平性

•No Child Left Behind—美國

•Every Child Matters—英國

•成就每一個小孩—十二年國教理念



12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導向教育」

培養「有素養的國民」

有感、有德、有學識、有方法、有（心智）技能、

— 能做出「好」的決定

十二年國教課綱特色—素養導向課程

終身學習者

社會
參與

溝通
互動

自主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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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意願
學習知識

學習方法

活用學習

核心素養像什麼?

•核心素養：通則能力（Generic competence），
例如批判思考、創造力、解決問題、合作、
溝通、社會關懷等等能力。

•核心素養：從不同的情境脈絡所發展出的素
養（能力）集結而成，跨領域、跨學科， 三
面九項。

• ※可以抽取出非常多的層次

轉化

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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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的轉化與發展

總綱總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

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各領域/科目綱要各領域/科目綱要

各領域/科目理念與目標各領域/科目理念與目標

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對應

發展

發展



十二年國教領綱的兩項重要改變

• 將基本能力擴展為核心素養概念；

• 將能力指標擴展為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

與學習內容）

英語文領域核心素養舉隅

英語文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
內容

• 學習表現

分為：（一）語言能力（聽、說、讀、寫、綜合
應用）；（二）學習興趣與態度；（三）學習
方法與策略；（四）文化與習俗；（五）邏輯
思考、判斷與創造力，共五類

• 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涵蓋四大主題：A.語言知識（字母、語
音、字詞、句構、篇章）；B.溝通功能；C.文
化理解；D.思考能力。

英語文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舉隅（第四學習階段，聽）：
◎1-Ⅳ-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Ⅳ-2 能聽懂常用的教室用語及日常生活用語。

1-Ⅳ-3 能聽懂基本或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1-Ⅳ-5 能聽懂簡易歌謠和韻文的主要內容。

◎1-Ⅳ-6 能聽懂簡易故事及短劇的主要內容。

1-Ⅳ-7 能辨識簡短說明或敘述的情境及主旨。

1-Ⅳ-8 能聽懂簡易影片的主要內容。

*◎1-Ⅳ-9 能辨識句子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1-Ⅳ-10 能了解歌謠、韻文的節奏與音韻。

*◎1-Ⅳ-11 能聽懂公共場所廣播的內容，如捷運、車站、機場廣播。



英語文學習重點

• 學習內容舉隅（第四學習階段語言知識的字詞）
Ac-Ⅳ-5簡易的英文標示

Ac-Ⅳ-6常見的教室用語

Ac-Ⅳ-7常見的生活用語

Ac-Ⅳ-8國中階段所學字詞（能聽、讀、說、寫最基本的1,200字詞

）

在素養教育的框架下--

十二年國教的教學長什麼樣子呢?

• 情境中採取行動
• 不只是知道什麼，還要知道如何做，以及
為什麼？

• 不只是個人能力導向，還有社會導向以及
學生中心的學習

素養導向教學怎麼做? 素養導向教學，先思考--「素養在哪裡?」

• 「素養」要從學生的「表現」中觀察

• 在某個情境中採取行動稱為「表現」

• 情境中出現問題或任務

• 表現之後省思、調整與成長

因此，素養總是在發展中，可有階段性發
展的學習成效評估



素養導向教學的樣貌

• 例如--

主題統整教學—生活課程
我和我的

朋友

素養＝知識、情意與技能的統合素養＝知識、情意與技能的統合

宜蘭縣輔導團--我和我的椿象朋友 (2年級，20-21節)

國小生活課程實例—低年級主題統整課程 ◎在探索校園時發現椿象，引發養椿象的動機

◎引出椿象怎麼養的問題意識

◎蒐集資料與準備飼養椿象的器具

◎想像椿象長大＋椿象長大歌仿詞與唱遊

◎實際飼養椿象並紀錄過程

◎報告分享所認識的椿象

◎向客人介紹椿象

◎送椿象回家

◎創作椿象的家

◎舞動椿象



教學實施教學實施
我和我的

朋友

為客人介紹椿象

飼養行動展開 飼養箱與觀察記錄本 椿象長大歌

清理飼養箱

仔細觀察

模仿椿象討論椿象的樣子練習介紹椿象
送椿象回家

創作飼養箱

舞動椿象

評量說明評量說明

我和我的
朋友

形成性評量 總结性評量

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並非僅評量知識層面內涵，
而是評量學生應用及實踐知識的方法、能力與態度。

實作評量：為客人介紹椿象

統整對椿象外觀、習性的認識，
透過口語、圖像，展現學習表現情形。

以學習單、圖文日記、發表、表演、
實作、教室觀察記錄等方式，了解
學童學習進展的情形

國小視覺藝術實例

◎暖身活動：泰迪熊玩偶故事接籠 引導藝術創作聯想

◎鑑賞活動：林珮淳之花朵故事與創作 引導藝術創作聯想

（藉由藝術家的作品檔案，想想看藝術家加上了什麼，亦
即他想說什麼，而有了創作的呈現？）

（學生討論、分享、學習反思）

◎創作活動：各組繭單燈製作

（遷移花朵故事與創作技能，學生進行創作設計、實作）

◎分享活動：各組繭單燈分享

（分享故事與作品，合作學習互評、自評與省思）

•

藝術與人文中央團教師邱鈺鈞、廖健茗＆鄭永峻教案-
-繭單燈（六年級，4節）

泰迪熊＋（什麼）
＝故事文本照片，
請給他一個題目，
為什麼？



藝術家林珮淳花
朵系列創作

◎繭單燈創作步驟提醒：

a.決定容器（需要透光、有組合、裁切的可能性）

b.容器挖洞、固定燈條（可使用電鑽進行挖洞，燈
條安裝

可思考不同角度，會有不同的燈亮效果）

c.如何成繭：從自己收集的物件中，找尋組合的的
可能（可以思考如何切割、排列，可以呈現秩序
美感）

d.加上物件：在成繭的包覆中，可以加入不同物件
，能呈現出不同故事意涵。

e.完成故事：將學習單下半部故事完成。



◎分組創作時間

◎分享活動：各組輪流上台，分享所創作之
繭單燈，並且說明作品之故事。

◎收拾環境，小組組員互評與撰寫課後省思
學習單

國中國文實例

◎學生分組並協調任務角色、使用教師提供改寫之 白
話劇本、擔任不同角色進行朗讀

◎使用情感表分幕填入劇中人情緒、各組上台分享

◎閱讀原文、小組合作翻譯原文、各組發表翻譯成果

◎每人寫出一句對張釋之的看法、小組將成員看法組成
一首詩、代表上台分享

國語文央團教師黃惠美--張釋之執法（國

七，2節，90分鐘）

這樣的教學和九貫課程的教學，有何
異同？

• 創新？

• 學生中心？

• 若是學生中心， 關注的是什麼？



學生學習歷程和表現

學生如何學習？用什麼方法？策略？

學生為學習的主體

於是，我們現在常說--

•以「學生學習」為主的教學

•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

•看見學生的學習

建構素養導向教學模式
1.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

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
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2.學生是自主學習的個體、在特定情境中面對
複雜任務，思考、行動與反思，不斷增長其
素養

3. 是competence development 而不是只談靜
態的competence status

• 行動模式、自主模式

素養導向教學模式

脈絡化的

學習情境

教師交付

或學生自

訂的工作

任務

學生思
考或討
論

採取行動

使用策略
與方法

教師是引
導者與協
助者

學生是自主
的學習者

反思與自
我調整



素養導向教學的兩大精神支柱

•學生的自主性展現在哪裡? (活化教學)

•素養目標為何? 成效有無達成？(以終
為始)

活化教學

• 有教學引導、學習歷程、 學生使用學習與
思考策略

「小題大作」學生也較容易有學習脈絡

較容易深化學習

多樣的素養導向教學面貌

※素養導向教學的典型—主題統整教學

※其它多元類型：跨領域教學統整、領域內學
教翻轉、活動課程、非正式課程......

例如：

◎議題：食品安全、環保筷與免洗筷

◎專題：老街踏查

◎活動：社團、探索教育、戶外教學、公民行
動……

◎單領域：學科素養+有學習策略的學習歷程

活動
• 例如：戶外教育、心得寫作&論壇

※提醒：對應教育目標，做素養累加學習與
發展

•例如：老街踏查、訪問、可配合
（微電影拍攝競賽、報告、閱讀寫
作、專題研究、導覽手冊、英文導
覽）

•例如：公民行動—保護藻礁、海廢
觀察與紀錄、……



領域內的學教翻轉

1.先思考能力及素養如何展現或應用，再思考知識
內容與系統（學科素養）

2.鋪陳學習歷程與情境：

• 例如：

• ◎一首詩的解析到吟唱到集體演劇、作文擬題引
導、文體及連結生活經驗

• ◎數學是人類文化活動：數學史、生活應用、桌
遊

善用各種學教翻轉的教學取向與方法

例如：合作學習、討論教學、探究教學、問
題解決教學、專題本位學習、學習共同體
、學思達、案例討論、模演、工具運用、
創造、實作……。

善用各種任務取向的教學法與問題
引發學生在學習歷程中表現&調整
• 關鍵提問、概念圖、思考流程圖、ORID

（objective、reflective、interpretive、
decisional）、4F（Feel、Find、Fact、
Future）、PMI(plus、minus、
interesting)、九宮格（曼陀羅）、有學習
歷程的學習單.....等。

• 學生相互討論與同儕、師生回饋

• 科技媒介或工具的應用

• …….

教學中關注--

學生學習歷程和表現

學生如何學習？用什麼方法？策略？

學習單討論、找資料、使用科技載具、規
劃、歸納報告、解題……
學生為學習的主體

探究如何開始、問題意識、學生有無任務
的目的感、有無思考或討論策略……



自主性如何陶冶與啟發？

• 給予學生覺察問題的機會

• 給予學生嘗試錯誤的機會

• 給予學生回饋調適的機會

• 給予學生組織知識的機會—教別人比被教
有效

自主性在教學中並非全有或全無

• 有無引發問題意識?
為什麼要進行糖溶於水的探究活動?
為什麼要去服務老人？

為什麼要用禪繞畫技巧畫臺灣圖像？

為什麼要讀畢達哥拉斯的故事？

• 一定要步驟性的教學？或是可以先嘗試錯誤
，再引發出必要步驟的思考與操作？

以終為始

•教學方案的發展採逆向設計

先掌握素養學習目標(學生預期習得的能力
或素養)，逐步往前回推可能的教學活動

學習目標的寫法跟過去有所不同

• 知識導向？

• 知識+技能（含思考技能）

• 知識+技能+情意



學習目標怎麼寫？

• 了解感應燈的製作原理 X
• 能製作感應燈 X

• 能理解藝術作品的創作意義，並進行燈具設計與
製作

• 能從燈具創作中學習與人合作的技能

• 能關心學校環境的不足，進行問題解決

• 在創作燈具歷程中學習思考技能

以「張釋之執法」為例

–如果學習目標是—

 能透過劇本朗讀與角色人物心情揣摩
，理解文言文文本並說出感想

 能透過任務協調與分享發表，學習與
人合作素養

以「張釋之執法」為例

國中階段的核心素養（國-J-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 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他人合作學習，
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能力，在生活中
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以「張釋之執法」為例

國中階段「閱讀」學習表現：

• 5-Ⅳ-1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暢
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化。

•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
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國中階段「口語表達」學習表現：

• 2-Ⅳ-5能視不同情境，進行小組討論、口頭
報告、發表評論、演說及論文



國中國文實例

◎學生分組並協調任務角色、使用教師提供改寫之 白
話劇本、擔任不同角色進行朗讀

◎使用情感表分幕填入劇中人情緒、各組上台分享

◎閱讀原文、小組合作翻譯原文、各組發表翻譯成果

◎每人寫出一句對張釋之的看法、小組將成員看法組成
一首詩、代表上台分享

國語文央團教師黃惠美--張釋之執法（國

七，2節，90分鐘）

逆向回推
• (終)文言文本的理解小組成員合作翻譯

使用情緒卡為角色描繪心情擔任不同角色
朗讀教師提供的白話劇本

• (終)合作完成任務並組織發表詩作共創
合作翻譯

從自主學習能力到全人終身學習

，學生的自主性如何展現？

素養導向教學，經常--

• 融合知識、情意、技能的主題或單元教學

• 解決問題取向（學科系統+生活問題）

• 讓學生表達關心與守護的行動（學科知識+
技能&價值情感）

• 讓學生使用不同符號表徵系統進行思考組織
與表達



課程發展與設計的幾個原則
一、在教學歷程中，不斷地交錯與接續「情境、

任務、思考、學習方法或策略使用、行動或
反思」等元素

二、在學習歷程中，善用教學策略促進學生素養
發展以及自主學習

三、在教學歷程中，透過形成性評量關注學生學
習，給予鼓勵與回饋，促進素養形成

四、在教學設計與實踐中，時常反思學生表現目
標達成的情形

五、素養或核心素養的養成可能無法在一個教學
單元內就看到，要有系統與脈絡觀

相關網站 I
•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
1.php?Lang=zh-tw

•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Q&A 
http://12cur.naer.edu.tw/download/fileList

• 總綱種子講師實地宣講問題解析Q＆A(第一輯）
https://goo.gl/noyKc1 

• 總綱種子講師實地宣講問題解析Q＆A(第二輯)
http://203.64.159.95/12basic/mag/pub_file/20170914_11c

d6.pdf 

相關網站 II

• 各領域課程綱要草案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
10635,c1174-1.php?Lang=zh-tw

• 課程手冊初稿 （協力同行—走進十二年國教課綱）

http://12cur.naer.edu.tw/main/showNews/321
• 素養導向數學教材

http://www.naer.edu.tw/files/11-1000-1422-
1.php?Lang=zh-tw

新課綱的實踐，需要
「學校、教師、學生」

一起來參與〜

學校－形成討論對話的專業氛圍

教師－成長專業多元並活化教學

學生－願意並自主學習深化所學



問答與交流

一起期望~

Help kids  know how to make meaning and 
sense of what they are learning so they 
can see who they are.

--Mary Helen ImmordinoYang Ed. D.

老師應著力於--幫助學生知道學習的意義、具
有自主學習的能力，會思考，能作有利於社
會的較佳決定。

感謝參與與共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