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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中應該知道的課程教學概念 



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與分類對應 

A自主行動 
學習能力 

B溝通互動 
活用知識 

C社會參與 
積極參與 

  

本體 

A1.身心健康 
與自我精進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責任 

 

 
焦點
內涵 

A2.系統思考 
與問題解決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應用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社會力 

競合力 

透視力 

精進力 

思辨力 

創新力 

表達力 

資訊力 

生活力 



素養能力（OECD) 

三面九項在這裡 圖片來源：愛思客 

捲麻花即是融入 
真實世界／真實情境 



部定（領域學習）課程 

國家統一規定 
為深植基本學力 

跨階段 
注重縱向連貫 

跨域／科 
注重橫向統整 

圖片來源：吳月鈴 

正式課程的素養導向規劃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學校自行安排 
為形塑學校願景 

跨域／多元 
／生活化課程 

提供學生 
適性發展機會 



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說明 



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說明 

國小階段語文領域新增新住民語文
1節 



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說明 

國民小學第一學習階段的生活課程固定為6節 

（整合社會、自然科學、藝術及綜合活動領域） 



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說明 

新增科技領域，國民小學階
段不排課，融入各領域教學 
國民中學增2節，1節為資訊
科技，1節為生活科技。 



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說明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分為四類課程 
分別為第一學習階段2-4節，第二學習階段3-6節 
      第三學習階段4-7節，第四學習階段3-6節 



新課綱以             進行整合，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比較偏向學習素材 

學習表現比較偏向認知歷程、行動能力、態度 

素養教學強調雙向細目表的相互交乘效益 



關於議題 

草案： 

４大重要議題 
 

 
１５相關議題 

審定版： 
 

１９議題 

都很重要！ 

 

位置：每一領綱的附錄「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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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觀念釐清與建構 



15 

「素養」就似「能力
」的升級進化版；  

「素養」豐富與落實 
「能力」的內涵。 

素養導向是能力導向課程與教學的升級進化 



《總綱》：「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
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
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態度 

技能 知識 

素養 

能力 

知識 

素養位階與核心素養詮釋對應 



實際進行教學設計之前， 
應該先問： 

是哪一種素養？ 



素養 

核心素養 
Competences 

通用能力 

學科素養 
Functional 
Literacy 

功能性知能 

例如：PISA素養實測項目 

1.閱讀素養 

2.數學素養 

3.科學素養 

4.問題解決能力 

5.合作解決問題能力 

6.數位閱讀能力 

7.金融素養 

資料來源：林永豐教授 



具功能性知能的學科素養 

重點除了涵育素養 

更在鞏固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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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如何思考設計素養導向教學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是可以看到「學習遷移」的學習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度 

脈絡化的 
情境學習 

學習歷程、 
方法及策略 

實踐力行
的表現 

參照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107_跨領域課程發展(麗山高中藍偉瑩) 

事實 

概念 

原理原則 

理論 

過程技能 

概念 

原理原則 

理論 態
度
與
價
值
的
養
成 

素養建構歷程 



脈絡與情境其實不一樣 

生活
情境 

真實
問題 

現
象 學科

學習 

跨域
學習 

潛在
學習 

情境化：靜止片段 脈絡化：動態歷程 



關於素養導向教學我是這樣做的 



我的三年素養課程主軸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識讀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
創新應變 

C3 
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七上 

七下 

八上 

八下 

九上 

九下 

建立合作學習模組 強化系統思辨能力 拓展多元學習視野 

國中國文 

人文關懷 

學科
本質 

生命安頓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三問 

1 我要帶孩子
去哪裡？ 

2 
我希望孩子在學
習過程中學會／
使用哪些能力？ 

3 
我如何讓教學／評
量融入情境／脈絡
扣合所設定的素養？ 



跨域 

跨科 

對生活中

的現象發

出疑問 

以學生為

主，從學

生好奇的

問題出發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三特點 



您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切入…… 



核心問題的特色 

1.是開放性問題 

2.能刺激思考和挑戰心智 

3.需要高層次思考 

4.是學科領域裡很重要、可遷移應用的想法 

5.引發另外的問題 

6.要求支持證據和正當理由 

7.隨著學習發展的時間重複出現 



素養教學的轉換需要衡量現有思維 



素養 

能力 

知識 

理想的素養位階 應該調整的教學樣態 

能力 

知識 知識 

從能力上延
素養整合 

先固本培能 
再求素養涵化 



不是每一堂課都要呼應核心素養 

不是每一堂課都要呼應很多核心素養 

不是短時間就可檢核出顯著的核心素養成長 

學校總體課程應能完整涵蓋九項核心素養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補充說明 

資料來源：林永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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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教連動－素養導向評量說明 



我們說評量領導教學，您知道…… 

大考素養評量 
 不是先行 
  而是已行！ 



107學測國文試題15-16題 



107學測國文試題15-16題 



107學測國文試題17-18題 



107學測國文試題17-18題 



107學測自然試題第2題 



到底誰不會？ 

國文考桌遊！ 
自然考文言！ 



素養導向
評量 

核心素養 
評量 

注重歷程 
多元評量 

學科素養 
評量 

脈絡化 
情境化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強調脈絡化的情境布題 

側重方法與策略使用 

著重理解、思考與推論 

素養導向評量共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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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示例撰寫說明 



脈絡化的 
學習情境 

 

教師交付或 
學生自訂 
工作任務 

 

學生思考
或討論 

採取行動 
使用方法 
及策略 

反思與 
自我調整 

學生是自主
的學習者 

教師是引導
者與協助者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教學                

--引用自吳璧純生活課程課程手冊(草案)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基本元素 



我們一起來看看領綱 

與 

在哪裡／怎麼用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實際撰寫之前 



做在教學設計之前的重要工作 

思考學科價值定位 

分析學生學習經驗 

擬定學習重點與目標 

確定教學流程 



確定領域核心素養後，應該從學習者的角度思考： 

在這個單元前學生學過什麼先備知識或經驗？ 

在這個單元後學生還要學習什麼樣的知識或技能？ 

前有
所承 

後有
所啟 

學習
脈絡 

學生學習經驗分析撰寫說明 



學科
價值 

教材
定位 

學科價
值定位 

學科價值定位撰寫說明 

設計課程前應該更仔細思考學科價值定位： 

為什麼課綱裡必須要有這個學科存在？ 

這個單元為什麼必須放進此學科內來學習？ 



領綱定調的語文教育宗旨 

語文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溝通與理性思辨

的知能，奠定適性發展與終身學習的基礎，

幫助學生了解並探究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

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理解。 

簡單來說：就是只有我們會教，別人不會教的 



以〈油桐花編織的祕徑〉為例 

學科價值定位： 

以語文詮釋取材、組織及描寫手法間
的交互作用，並探討其呈現效果 

領域核心素養對應： 

國-J-A2 透過欣賞文本，培養思辨能力，並能反
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可遷移 



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撰寫說明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的動詞＋學習內容的名詞，有助擬訂學習目標   
-改自106台南市自動好工作坊大橋國中 

教案撰寫最容易卡關的地方：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歷1b-Ⅳ-2運用歷史資料，進
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學習內容 
歷Ib-Ⅳ-1晚清時期的東西方接
觸與衝突。 

學習目標 

運用歷史資料，分析並詮
釋鴉片戰爭的衝突起因及
對清國天朝體制的挑戰。 

社會領域 



學習表現的動詞＋學習內容的名詞，有助擬定學習目標 
-1061219教育部素養導向教學共識營國教院簡報節錄 

學習表現 

美1-V-3能運用數位及影音媒體，進行
創作表現。 

學習內容 

美E-V-1形式原理 

學習目標 

應用形式原理與平面構成編排，
並以多媒體與資訊科技進行排
版設計創作。 

藝術領域 

教案撰寫最容易卡關的地方：學習目標 



教案規劃節次撰寫說明 



教案脈絡化的設想 



教案脈絡化的設想 

黃武雄：讓孩子和世界真實的連結 

脈絡的設定是為了扣合素養內涵 



學習任務與學習評量的設想 

與學習目標及情境脈絡緊密連結 

過程中，用何評量基準檢視學習目標達成？ 

評量點設定在何處？ 

--引用自范信賢〈領域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簡報 



素養本有 
只是轉換 



關於素養 
大家都還在摸索嘗試 

我們一起努力 
讓彰化的孩子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