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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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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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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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面九項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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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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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的概念 
 

• 「素養導向」 (competence orientation)的定義：係指以學生為學習主
體，在一個情境當中，學生能活用所學並實踐於行動中的一種教育
取向(楊俊鴻，2018)。 

 

• 在這樣的定義當中，包含了「學科素養」(disciplinary literacy)與「
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ies)這兩類素養的培養。 

 

• 「學科素養」係指依各領域或科目之內部屬性所發展出來的重要思
維特質，例如：文本深究、數學推理、科學論證或歷史思維等。 

 

• 「核心素養」係指係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
備的知識、能力與態度，例如：溝通表達、團隊合作等。 

 

• 核心素養的培養係奠基在學科素養的培養之基礎上。 



「學科素養」的概念 
 
• 林永豐(2018)指出，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程實施而言，「素養導向教學

」實則包含兩大意涵：一方面是指培養各領域/學科素養（例如：科學
素養、語文素養、數學素養等），另一方面，則指促進總綱三面九項
核心素養（例如：系統思考、規劃創新、團隊合作等）。然而，什麼
是「領域/學科素養」？ 

 

• 在目前相關的英文文獻中，有一個與之對應的用詞，即:「學科素養」
(disciplinary literacy) (Moje,2008 ; NYC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5 ; Pellegrino,2017 ; Shanahan& Shanahan,2008)
。 

 

• 「學科素養」是立基於「學科的專殊化」(disciplinary 
specializations) 的基礎之上所發展出來的概念(Shanahan& 
Shanahan,2008)。 

 

• 「學科素養」 (disciplinary literacy)的概念係反映個別領域或學
科之專門用語、屬性與思維方式，關聯到學生在特定領域或學科當中
重要知識或思維能力的培養(楊俊鴻，2018)。 

 

 



「學科素養」的概念 

領域/科目 學科素養 

數學 1.數學概念的推理與解釋 
2.數學語言的閱讀與寫作 
3.理解與解決複雜的數學問題 

科學 1.科學模型的發展與應用 
2.科學資料的分析與解釋 
3.利用證據以從事科學論證 

歷史 1.以歷史的證據檢視歷史的主張 
2.能夠進行歷史的解釋與綜整 
3.歷史之時序推理 
4.歷史因果關係之論證 

表1  各領域/科目之學科素養示例 

資料來源：整理自NYC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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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科目 學科素養 

數學 1.學習表現   n-III-10嘗試將較複雜的情境或模式中的數量關係以算式正確表述，
並據以推理或解題。 
2.學習表現    r-I-1學習數學語言中的運算符號、關係符號、算式約定。 
3.學習表現    f-IV-1理解常數函數和一次函數的意義，能描繪常數函數和一次函
數的圖形，並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解決問題。 

自然科學 1.學習表現    tm-Ⅳ-1能從實驗過程、合作討論中理解較複雜的自然界模型，並
能評估不同模型的優點和限制，進能應用在後續的科學理解或生活。 

2.學習表現    pa-Ⅳ-2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等方法，從（所得的）
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或其它相關的資訊比較對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果。 

3.學習表現   tr-Ⅳ-1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 

歷史 1.學習表現   歷3b-Ⅴ-3分辨歷史事實、歷史證據與歷史解釋，說明歷史解釋不
同的原因，並檢視證據的適切性。 
2.學習表現   歷1a-Ⅴ-1藉由史事的主題脈絡，建立時間架構，觀察事件與事件
間的關聯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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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之「學科素養」示例 



模式 說明 例證 

模式一： 
學科本位模式 

關注單一學科素養的學習，與核心
素養的關係較弱。不過，學科素養
卻是培養核心素養的重要基礎。 

例如：PISA2000-2012
數學素養、科學素養 

模式二： 
添加模式 

在單一領域/科目或學科素養的學
習過程中，開始關注到若干核心素
養項目的培養。 

例如：PISA2015 科學
素養：合作式的問題
解決 

模式三： 
折衷模式 
 

單一領域/科目或學科素養與核心
素養的學習並重，強調在兩類素養
之間做有機的結合。 

例如：公民意識與現
代社會、系統思考與
科學研究 

模式四： 
科際整合模式 

以若干核心素養項目的培養作為重
點，強調跨領域/科目的整合。 

例如：PISA2012問題
解決、PISA2018全球
素養 

模式五： 
全人模式 

強調透過學校教育(正式、非正式
及潛在課程)、家庭教育及社會教
育，全方位地培養核心素養。 

例如：PISA2018青少
年幸福感(草案)、學
生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模式 

學科素養 

核心素養 

資料來源：楊俊鴻(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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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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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途徑。 



• 貳、素養導向的課程發展與設計: 

      模式、案例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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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課程發展與設計的共通原則 

• OECD教育2030的研發團隊與夥伴，共同建構了改變世界各國課程與教育系統的「
設計原則」 (design principles)，作為素養導向課程發展與設計的共通原則: 

• 一、關於概念、內容與主題設計方面(OECD,2018): 

•   (一)強調「學生的主動性」(student agency)： 

•      課程的設計應該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也須清楚地知道學生的先備知
識、技能、態度與價值。  

•   (二)具備「嚴謹性」(rigour)： 

•      主題必須具有挑戰性，而且能夠促進學生的深度思考與反省能力。 

•   (三)能夠「聚焦」(focus)重要的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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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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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E2030%20Position%20Paper%20(05.04.2018).pdf 



• (五)進行課程、教學與評量之間的相互「校準」(alignment)： 

•     課程與教學、評量實踐之間應「妥善地對準」(well-aligned )，不同的
目的需要有不同的評量方式來加以配合，應發展那些原本不能夠被評價出來
的學生學習成果與行動之新式評量方法。  

• (六)關注學習的「可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     應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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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可選擇性」(choice)： 

•     應該提供學生可選擇的不同範圍之主題或專題，而且，教師能夠針對學
生自己所選擇的主題或專題給予建議，讓學生知道這是在充分了解相關訊息
之後所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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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E2030%20Position%20Paper%20(05.04.2018).pdf 



素養導向課程發展與設計的共通原則 

• 二、關於程序的設計方面(OECD,2018): 

•   (一)強調「教師的主動性」(teacher agency): 

•       應該賦予學校教師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技能與專門學識，以有效的實施課程
。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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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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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主張課程設計的「彈性 」(flexibility)觀: 

•      「課程」的概念應該由「預先決定的與靜態的」( predetermined and static)
觀點發展到「適應性強的與動態的」(adaptable and dynamic)觀點。學校與學校教
師們應該有能力更新與校準課程，如同對於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一樣，能夠對於發展
中的社會需求進行反省。 

•   (五)課程的設計具有「可參與性」 (engagement): 

•      教師、學生與其他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應及早參與課程的發展，以確保課程實
施的自主權。 

資料來源： 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E2030%20Position%20Paper%20(05.04.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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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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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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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安平國小彈性學習課程實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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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平國小彈性學習課程實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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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福興國中彈性學習課程實作工作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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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平國小彈性學習課程實作編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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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平國小彈性學習課程實作編寫成果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校訂課程實作編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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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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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德國中彈性學習課程實作編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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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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 

      模式、案例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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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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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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四項基本原則 



1.整合知識、能力(包含技能)與態度 

• 透過提問、討論、欣賞、展演、操作、情境體驗

等有效的教學活動與策略，引導學生創造與省思，

提供學生更多參與互動及力行實踐的機會。 

2.重視情境與脈絡的學習 

• 教材與教學設計能夠重視情境與脈絡化的學習，引

導學生能主動地與週遭人、事、物及環境的互動中

觀察現象，尋求關係，解決問題，並關注在如何將

所學內容轉化為實踐性的知識，並落實於生活中。 



3.重視學習的歷程、方法及策略 

• 教材與教學設計，除了知識內容的學習之外，

更應強調學習歷程及學習方法的重要，以使

學生喜歡學習及學會如何學習。 

4.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 

• 教學設計要能提供學習者活用與實踐

所學的機會，並關注學習者的內化以

及學習遷移與長效影響。 



 
 
教 
學 
單 
元 
參 
考 
格 
式 



新北市國小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實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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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小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實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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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中輔導團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實作工作坊 



新北市三和國中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實作工作坊 



新北市三和國中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實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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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設計理念 

年級/(跨)
領域/節數 

教學方案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實作模板-簡版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雙向細目表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單元或活動名稱： 

學習目標： 

可於表頭加上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以理解核心素養與學習目標的對應情形。 



56 
資料來源: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2111018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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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211101839.pdf 



基隆市仁愛國小學習目標編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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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仁愛國小學習目標編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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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仁愛國小學習目標編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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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檢視表（一） 

年
級 

教
師 

授課單元 學科素養(若有) 核心素養 

三
年
級 
級
任 

T1 關廟三寶 語文素養(文本深究)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四
年
級 
科
任 

T2 The various kinds 
of pineapple 
products 

語文素養(理解與溝通)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五
年
級
科
任 

T3 「我為人人」的
黃金葛 

語文素養(閱讀理解) 
科學素養(科學資料的分

析與解釋)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檢視表（二） 

年
級 

教
師 

授課單
元 

融合知識、
情意與技能 

教與學的策略
與方法 

情境營造 實踐與行動 

三
年
級 
級
任 

T1 關廟三
寶 

新詩仿作 概念圖教學 
有層次的提問 
譬喻修辭 
學生繪製心智

圖 

具合作式與
獨立性的情
境 

上台報告 

四
年
級 
科
任 

T2 The 
various 
kinds of 
pineappl
e 
products 

Kahoot互動式
即時線上形成
性評量 

小組合作競賽 

具互動式的
情境 

具競爭性的
情境 

五
年
級
科
任 

T3 「我為
人人」
的黃金
葛 

小組合作學習 
運用筆記策略：
預測題目與大
標、找重點句、
掌握定義字詞
和邏輯字詞 

具合作式與
分享性的情
境 

自己動手栽
種黃金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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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平國小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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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平國小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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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教案實作編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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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設計理念 

年級/(跨)
領域/節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教學方案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實作模板-詳版 



肆、結語 

• 一、在教學實踐上，「導向素養教與學的歷程」及「形塑
共備,共觀,共議課的文化」兩者是雙股螺旋，彼此交織纏
繞在一起，彼此連動，這也是新課綱對學校與教師影響最
深的二件事。 

 

• 二、落實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的關鍵配套： 

•   (一)學校課程領導與教師學習社群的實踐 

•   (二)跨領域/科目協同教學的具體辦法 

•   (三)國中教育會考、大學入學考試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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