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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 Q1:世界各國也重視培養學生具備核心素養嗎？

• Q2:可以以最簡單的例子說明什麼是核心素養嗎？

• Q3:跨領域課程對於核心素養的培養有何重要性？ 既然每個
領域都能培養某些核心素養，學生只要學好各領域，即可形
成九項核心素養，為何還需要跨領域課程？

• Q4:如何以核心素養引導校本課程發展？

• Q5:什麼是「課程模組」？如何透過課程模組的設計，促進
學生核心素養的培養？

• Q6:如何透過課程-教學-評量的對準，以協助學生產生學習
遷移？

• Q7:素養導向的「教」與「學」策略有哪些？請舉例說明。

• Q8:素養導向的評量如何設計？適用的情境為何？

• Q9:素養導向的課程評鑑實施方式？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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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世界各國也重視培養學生具備核心
素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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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料來源: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7553



日本:21世紀資質‧能力架構

資料來源: http：//asiasociety.org/files/21st-century- competencies-japan.pdf



新加坡:21世紀素養與學生成果架構

資料來源: http//asiasociety.org/files/uploads/522files/advancing-21st-century-competencies-in-singapore-education.pdf

http://asiasociety.org/files/uploads/522files/advancing-21st-century-competencies-in-singapore-education.pdf


芬蘭:七項跨域素養



OECD：邁向2030年的學習架構

資料來源： 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E2030%20Position%20Paper%20(05.04.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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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可以以最簡單的例子說明什麼是核
心素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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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社口國小彈性學習課程實作編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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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德國中彈性學習課程實作編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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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應具備情境的「真實
性」(authenticity)，學習者應該有能力將他們
的學習經驗與真實世界進行連結，並且在學習的
歷程中找到意義感。除了需精熟學科知識之外，
這需要跨學科與協同合作的學習方式來加以配合
(OECD,2018)。



核心素養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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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的滾動圓輪意象圖

虛線• 整全

• 動態

• 有機

• 相互連結

• 交互運用

• 透過生活情境涵育

• 在生活情境整合活用

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



參據總綱或領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以進行
課程發展、教學設計與學習評量。

A自主行動：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15



108課綱電機電子群群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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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跨領域課程對於核心素養的培養有
何重要性？既然每個領域都能培養某
些核心素養，學生只要學好各領域，
即可形成九項核心素養，為何還需要
跨領域課程？



以領域/學科培養核心素養V.S.以跨領域培養核心素養

• 領域/學科關聯的核心素養培養:

例如:以地理培養A2、以生物培養A2、以健康教育
培養A2，係按領域/學科的屬性與邏輯培養核心素養
。

• 情境、現象、問題關聯的核心素養培養:

例如:從生活情境出發，結合地理、生物、健康教
育等學科探討「海洋環境汙染」問題。複雜的問題
往往不是單一領域/學科可解決，須培養學生具備跨
域思維的能力，以面對現在與未來的多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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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如何以核心素養引導校本課程發展？



一、參據總綱並進行學校情境分析，明確校本課程「圖像」

臺南市保東國小之校本課程圖像



新北市漳和國中之校本課程圖像

資料來源: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89/201288640.pdf



臺南市保東國小校本課程目標 對應總綱之核心素養

(一)以探索在地鳳梨特色為出發，透過
體驗與實作探索環境，啟發學生生命潛
能，建構健康快樂的學習環境。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道德實踐與公民
意識、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二)以走讀在地文化資產為精神，開展
與生命、生活的對話，陶養學生生活知
能，培育積極勤奮、尊重關懷的學習態
度。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三)以走出保東擁抱世界為目標，兼顧
科技工具與人文關懷，促進生涯發展涵
育公民責任，提升創意思考的勇氣與氣
度。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科技資訊與媒體
素養、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二、參據總綱核心素養，研訂校本課程「目標」



三、參據校本課程圖像與目標，進行學校「總體」課程營造



研究合作學校研發與實踐成果【國小】



研究合作學校研發與實踐成果【國小】



素養導向的課程發展強調「連貫性」
(coherence)，於不同的學習階段或年級，所
設計的主題應該進行有系統的規劃，以反映學
科或不同學科的邏輯，從基本到較為進階概念
的學習中，可以看到學生們的進步情形
(OEC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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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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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2) 地球科學(2) 藝術生活(1) 藝術生活(1) 

音樂(2) 美術(2) 體育(2) 體育(2) 

體育(2) 體育(2) 資訊科技(1) 資訊科技(1) 

生命教育(1) 生涯規劃(1) 家政(1) 家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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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見下表 見下表 見下表 見下表 見下表 

融入本校旗艦計畫發展的四大核心學程 

 

安康高中之學校總體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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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的課程發展關注少許但相對重
要的某些主題，應該於每一個學年中實施，
以確保學生學習的深度與品質。主題可以重
複出現，這是為了強化某些關鍵概念
(OECD,2018) 。



四、參據校本課程圖像與目標，發展各年級「校訂」課程



花蓮縣富源國中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

資料來源: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89/556487236.pdf



宜蘭高中校訂課程之規劃

資料來源：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52/213179716.pdf



五、連結部定與校訂課程，發展校本課程「模組」

保東國小校本課程模組的發展



北政國中發展素養導向的課程模組







六、參據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及學校課程模組，發展教學「案例」



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發展的基本模式:四工具、六要點

參據總綱並進行學校情境分析，明確校本課程「圖像」

參據總綱核心素養，運用校本課程目標發展表，研訂校本課程「目標」

參據校本課程圖像與目標，建立學校課程「總體」架構，填妥校本課程
總體架構表

參據校本課程圖像與目標，運用校訂課程架構與編寫表，發展各年級
「校訂」課程

連結部定與校訂課程，運用校本課程模組規劃表，發展校本課程「模組」

參據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及學校課程模組，發展教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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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什麼是「課程模組」？如何透過課
程模組的設計，促進學生核心素養的
培養？



南投縣名間國小「打敗泥巴怪」課程模組(連結B2、A3)

資料來源:2020年南投縣名間國小數位深耕計畫報告



21世紀跨域核心素養的培養策略

21世紀素養的培養與「深度學習」(deeper learning)息息
相關(Pellegrino,2017)。

深度學習強調發展學生「可移轉知識」(transferable 
knowledge) ，這種可移轉的知識可以應用於新問題的解決
或者是對於新情境做有效地回應(Pellegrino,2017)。

學生並不只是學習特定學科的專門知識，教師也要理解就學
生之所知，於何時(When)應用、如何(How)應用及為什麼
(Why)應用(Pellegrino,2017)。

21世紀素養的培養強調學習遷移，「遷移」(transfer)即在
一個脈絡關聯的情境中，學生運用過去的學習經驗以支持新
的學習或問題解決的能力(Pellegrino,2017)。

資料來源:Pellegrino, J. W. (2017).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ing 21st century skills, In Guerriero, S. (ed.), Pedagogical 

Knowledg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pp.223-252), Paris: OECD Publishing.



以課程模組之設計，促進學生跨域核心素養的培養

• 1.定義:「課程模組」(curriculum module)為一主題性課程設計下
的成果，由許多互有關聯的「元件」(units)以組成「套件」
(package)，包含使用原則、課程目標、學生學習資源、教與學
之活動、學習評量、評鑑計畫與方式等等，使用者可以依其個
人需求以進行調整、再行組織或參考選用。

• 2.功能與作用: 

• (1)「模組」類似「原型」(prototype)的概念，透過套件的設計
，提供使用者或教師加以轉化與應用之機會。

• (2)強調學生學習的主體性，使用者或教師可依據不同學生之
學習需求自由選擇及調整元件，讓學生獲得更適切的學習經驗
。

• (3)透過核心素養的設定，以連結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
程中的相關「元件」，培養學生統整運用、學習遷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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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模板

課程
名稱

課程設計理念 核心
素養

課程目標 教學單元及
重點/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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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如何透過課程-教學-評量的對準，
以協助學生產生學習遷移？



臺南市復興國中:彈性學習課程「圖表策略」(B1)

45資料來源:復興國中林倖微老師提供



跨領域教學:發展地理圖表解析的閱讀策略(跨地理與國文)

46資料來源:復興國中林倖微老師提供



學習評量:產生學習遷移(跨英文與數學)

47資料來源:復興國中林倖微老師提供



48資料來源:復興國中林倖微老師提供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關注學習的「可遷
移性」(transferability)，重視學生在一特
定情境脈絡中，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的
學習；以及將所學之知識、技能、態度與價
值，遷移到另一個情境脈絡中的學習
(OEC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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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的課程發展、教學設計與評量方法的連動關係

課程發展

評量方法教學設計

50

學生
學習

小結：「核心素養」是育人目的，
「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是實踐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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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素養導向的「教」與「學」策略有
哪些？請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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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2018)研究報告:歸納六項「教」與「學」策略

1.重視「互動的」與「密集的」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 ：
這種教學論取向重視校內、校外教學與學習資源的利用，強調融合學生的學

習任務以及學生對於教師教學的理解程度，並高度依賴數位學習資源。混成學習
的目標在於促進學習者的參與度與學習的連貫性，混成學習重視「互動的」
(interactive)以及「密集的」(intensive)教室活動。

2.強調遊戲化(gamification)教與學情境之營造：
著重於遊戲相關活動的設計，遊戲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促進學生的學

習，遊戲在學生學習的歷程中有著重要的地位，遊戲協助學生獲得智力、情緒與
社會面向上的幸福感。

3.重視學生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能力的發展：
將個體視為是具有認知能力的問題解決者，強調透過電腦科學以發展學生問

題解決的能力。以電腦作業的方式來看待問題，並以這一些方式來解決問題，這
些方式包含了「近似解法」(approximate solutions)、「平行處理」 (parallel 

processing)、「模型檢證」(model checking)、「調試」(debugging)以及「搜索策
略」(search strategies)。

資料來源:Paniagua, A.& Istance, D. (2018). Teachers as Designers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ve 

Pedagogies. Paris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ECD Publishing.



53

4.關注學生動態性的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以及探究與反省學
習歷程：

以廣闊的範圍與方式進行的體驗與探究活動，採取動態性的學習體驗、探究
與反省。體驗式學習結合了學習內容與歷程、減少老師的指導、促進學生們的參
與與投入、在學生的學習與廣大的環境之間促成彼此之間的連結、以及從體驗當
中獲得對事情的深刻理解。

5.強調由被動內容的吸收到具現化學習(embodied learning)的展現：
應培養學生成為社會的、情緒的、美感的以及身體的全方位個體，關注學生

有關連結「身體的」(physical)、「美感的」(artistic)、「情緒的」(emotional )與
「社會的」(social)學習經驗。傳統的教育偏好「抽象性思考」(abstract thinking) 

與被動內容的吸收，當學生沒辦法理解書本中的抽象性符號時，往往會使學生放
棄學習。

6.重視培養學生「多元識讀」的能力與運用「討論式教學法」
(multiliteracies and discussion-based teaching) ：

應發展學生的「文化距離」(cultural distance)與「關鍵能力(critical capacities) ，
提出教學與學習實踐與原則性的範疇，而非只尊崇單一的教學論取向，主張基礎
識讀的概念具備多樣性及爭議性的本質。

OECD(2018)研究報告:歸納六項「教」與「學」策略

資料來源:Paniagua, A.& Istance, D. (2018). Teachers as Designers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ve 

Pedagogies. Paris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ECD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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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行目標設定(setting goals)
依據學生需求以設定目標，學習目標需明確地描述學生的學習結果。學習目標

可設定學生基本的或深度的學習結果，教師可據依學生的舊經驗進一步設定具挑戰
性的學習目標並連結後端的評量規準。

2.將教學單元結構化(structuring lessons)
教師將教學活動順序化，教學歷程中提供學生學習的鷹架，利用提問與回饋技

巧提高學生的注意力與參與程度，以形成性評量知道學生的學習情形，善用「離場
卡」(exit cards)以回饋教師的教學情形。

3.實施顯式教學(explicit teaching)
教師決定學習目標與成功的規準，教學過程中需清楚地告知學生要做什麼及如

何做，並協助學生建立學習內容與活動之間的關聯 。

4.提供作業範例 (worked examples)
作業範例顯示著學生所需完成的任務或問題解決的步驟，藉由作業範例所提供的

鷹架，協助學生技能的獲得以及減輕學習者的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

5.實施同儕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

強調學生的學習是透過小組的合作方式進行，每一位學生都負有不同的學習任
務。以富有意義的學習任務之設計，透過同儕合作的方式，以培養學生溝通協商與
問題解決的能力。

資料來源:

https://www.education.vic.gov.au/Documents/school/teachers/support/Expired/0000highimpactteachstrat-expired.pdf

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2017):歸納十項「教」與「學」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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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元顯現(multiple exposures)

以多元的呈現教材方式(如:圖、表)提供學生多樣化的學習機會，讓學生能夠接
觸、投入與精緻化新的知識、技能之學習。

7.提問(questioning)

提問是一項有力的工具，它能夠喚起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好奇心以及連結生活
經驗。透過提問，打開學生的討論、論證與表達意見的機會。

8.回饋(feedback)
教師可提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回饋管道，例如:口頭回饋、書面回饋、教學過

程中的回饋、總結性回饋…等等。

9.後設認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教導學生能夠覺察自己的學習歷程，並監控自己的學習歷程。教師可利用自我

提問(self-questioning)、概念圖(concept mapping)、教導研究技巧或問題解決策略…
等方式提升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

10.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teaching)

係教師視班級學生起始點的差異，所使用的一種增進不同學生知識與技能學習
的教學策略。教師可以以個別介入 (individualised interventions)、 定時的補救教學
(regular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等方式實施差異化教學。

資料來源:

https://www.education.vic.gov.au/Documents/school/teachers/support/Expired/0000highimpactteachstrat-expired.pdf

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2017):歸納十項「教」與「學」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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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教」與「學」策略例舉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後設認知策略、遊戲化、差異化教學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後設認知策略、混成學習、體驗學習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多元顯現、體驗學習、具現化學習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合作學習、多元顯現、討論式教學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混成學習、遊戲化、運算思維、差異化教學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多元顯現、具現化學習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合作學習、體驗學習、討論式教學法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合作學習、遊戲化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多元顯現、體驗學習、多元識讀、差異化教學

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及「教」與「學」策略之關係



新舊教與學典範:從「內容的精熟」到「深度的學習」

57資料來源:https://www.michaelfullan.ca/wp-content/uploads/2014/01/3897.Rich_Seam_web.pdf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基本模式:三工具、五要點

以教學單元參考格式為工具，陳述該(跨)領域/科目教學單
元的設計理念。

找出與此設計理念高度相關的總綱或領域/科目核心素養

依此單元的設計理念、總綱或領域/科目核心素養，選擇高
度相關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以雙向細目表為工具，分析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彼此之間的
對應關係，發展該單元之學習目標。

依此學習目標，發展教學活動及評量方式，透過素養導向教
學檢視表了解是否符合素養導向教學內涵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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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素養導向的評量如何設計？適用的
情境為何？



60
資料來源:新北市北大國小余政賢老師提供

示例一：新北市北大國小素養導向評量(單領域單科)



61
資料來源:新北市北大國小余政賢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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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題與學習重點、核心素養的關聯性分析:

數學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N-3-17 時間：「日」、「時」、「分」、「秒」。實測、量感、
估測與計算。時間單位的換算。認識時間加減問題的類型。

n-II-10 理解時間的加減運算，並應用於日常的時間加減問題。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
使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
公式。



63資料來源:新北市北大國小鍾珮君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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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北大國小鍾珮君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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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題與學習重點、核心素養的關聯性分析:

數學領域核心素養
數-E-B2 具備報讀、製作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學習表現:
n-III-9 理解比例關係的意義，並能據以觀察、表述、計算與解
題，如比率、比例尺、速度、基準量等。
數 d-III-1 報讀圓形圖，製作折線圖與圓形圖，並據以做簡單推
論。

學習內容:

D-6-1 圓形圖：報讀、說明與製作生活中的圓形圖。包含以百分率
分配之圓形圖（製作時應提供學生已分成百格的圓形圖。）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含「百分率」、
「折」、「成」。



示例二:南投縣東光國小素養導向教案設計實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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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東光國小素養導向評量設計實作成果(跨領域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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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設計，關注不同主
題或概念間的「相互關聯性」(inter-
relation)，應該給予學習者發現單一學科
或跨學科之間不同的主題或概念，是如何
與其他的主題或概念產生關連的機會，以
及發現這些主題或概念是如何與校外的實
際生活產生關聯的機會(OEC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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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出處〉105年新店高中重考
題本第2題

國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
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
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A-IV-3日常科技產品的保養與
維護

J-B2 具備善用科
技、資訊與媒體
以增進學習的素
養，並察覺、思
辨人與科技、資
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案例來源:曾芬蘭/從課室評量到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十二年課綱之素養導向評量簡報/前導學校演講資料2018.7.

本試題與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的關聯性分析:

示例三:國中教育會考評量案例(從單領域單科到跨領域)



國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
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
解決問題的能力。

數 D-7-1 統計圖表：蒐集生活
中常見的數據資料，整理並繪製
成含有原始資料或百分率的統計
圖表

J-B1 具備運用
各類符號表情達
意的素養，能以
同理心與人溝通
互動，並理解數
理、美學等基本
概念，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

案例來源:曾芬蘭/從課室評量到國中教育會考--因應十二年課綱之素養導向評量簡報/前導學校演講資料2018.7.

本試題與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的關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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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四:PISA 2021數學素養融入運算思維(從單領域單科到跨領域)

資料來源:http://www.oecd.org/pisa/pisaproducts/pisa-2021-mathematics-framework-draft.pdf



74
資料來源:http://www.oecd.org/pisa/pisaproducts/pisa-2021-mathematics-framework-draf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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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題與學習重點、核心素養的關聯性分析:

學習內容:
數 N-8-3 認識數列：生活中常見的數列及其規律性（包
括圖形的規律性）。

學習表現:
資科 運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

總綱核心素養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
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示例五:高中英文素養導向評量(跨領域跨科)

資料來源:108新課綱與素養導向命題精進方向/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17.11.



• 試題分析：(相關之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

• 學習表現：

• 英3-Ⅴ-11 能閱讀不同體裁、主題的文章。

• 英3-Ⅴ-13 能熟悉各種閱讀技巧（如擷取大意、推敲文意、預測後續文意），
進行快速閱讀並有效應用於廣泛閱讀中。

• 學習內容：

• 生BMc-Ⅴa-3 可以實際案例，由研究、教育、立法或行政等方面來探討生物
多樣性的保育。

• 音P-V-2 文化資產保存與全球藝術文化相關議題

• 核心素養

• 英S-U-A2 具備系統性思考與後設思考能力，善用各種策略，對文本訊息、國
內外文化深入理解，釐清訊息本質與真偽，提升學習效率與品質，應用所學
解決問題。

• 自S-U-C1 培養主動關心自然相關議題的社會責任感與公民意識，並建立關懷
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的自我意識。

• 藝S-U-C3 探索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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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素養導向的課程評鑑實施方式？如
何做？



南投縣課程評鑑工作坊實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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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課程評鑑工作坊實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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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碇內國中校訂課程-
「生態筆記」學生回饋表單



科普世界—生態創客

基隆市碇內國中校訂課程-
「生態筆記」學生及家長回饋表單



課程評鑑的系統化流程

• (一)優先性與設定目標(prioritise and set goals)
• 相關的證據(如學生學習成就…)告訴了我們什麼？

• 我們如何對於課程實施的歷程與結果進行評估？

• (二)發展與計畫(develop and plan)
• 我們如何確認我們的教學是對準所有學生的學習？

• 我們目前的任務是什麼？有什麼是需要改變的？我們如何進一步發展？

• (三)實施與監控(implement and monitor)
• 我們如何知道這樣的作法有助於學生的進步與改變？

• (四)評鑑與診斷(evaluate and diagnose)
• 下一步我們要改進什麼，以對於學生的學習有所助益？

• 我們如何知道課程實施的問題之所在？

83
資料來源:https://www.education.vic.gov.au/Documents/school/teachers/teachingresources/practice/pedagogicalmodel.pdf



素養導向評量設計模板
學校與年級: 跨領域/領域/科目:

評量設計理念:

84

總綱或領域/科目/群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生活情境或
真實問題之描
繪

題目或題組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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