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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別 
學年度 

國中生 
升學率 

高中生 
升學率 

高職生 
升學率 

100 97.67% 94.67 % 81.91 % 

101 99.15 % 94.75 % 83.51 % 

102 99.39 %  95.50 % 81.10 % 

103 99.52 % 95.70 % 81.01 % 

一、為何要研修新課綱？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一)從升學率顯示， 
已具備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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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世界是平的--今天你懂的， 
可能明天就沒用。 
重要的是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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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要研修新課綱？ 

1-1-2   /  壹 

失去山林 
的孩子 

學習共同體 
的革命 

Web3.0時代 
真正的教育是 
所有人一起學習 

未來的工作， 
有6成還未被發明 

從學習逃走 
的孩子 

PISA、TIMSS的 
數學及科學排名不錯， 
但學習興趣和自信卻低落 

免試入學或 
大學申請入學趨勢 

教育的全球化、 
本土化與個別化 

2010年， 
臺灣生育率0.895， 

全球倒數第1  

(二)隨著社會的變遷， 
教育的目標及內容有必要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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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年度新生兒總人數 

一定要成就每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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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要研修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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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子化-每個孩子應受到更好的學習照顧 

教育經費4.22K元/人 

79.84K元/人 

110.9K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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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現高差距 

PISA 2012各國數學素養表現變異，
臺灣前後段學生差距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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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要研修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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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的學習落差大，適性教育還未完全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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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問題解決 

批判式思考 

創新 

人際經營 協同合作 

情緒智力EI 

判斷與決策 

服務導向思維 

協商 

認知靈活性 

自信 

文化的理解力 

數位能力 

終身學習 

6 

一、為何要研修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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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教學需要幫助學生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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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奠基於九年一貫課程的基礎，從有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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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現場正在改變，
創造教育新風貌，我
們必須積極營造正向
支持的環境 

內 

迫切需要因應時代需
求及社會變遷，持續
精進 

外 

二、教育現場與課程改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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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衡社會變遷 全球發展趨勢 

檢視現行課程實施成效 

未來人才培育 

強化連貫統整 實踐素養導向 

落實適性揚才 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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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年國教課程願景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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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http://12basic.edu.tw/temp/brochure2.pdf 

五大 
理念 

有教 
無類 

因材 
施教 

適性 
揚才 

多元 
進路 

優質 
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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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年國教課程願景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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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十二年國教的契機，落實課程連貫及統整 

http://12basic.edu.tw/temp/brochure2.pdf


對話-1 

研修新課綱  V.S. 

教育現場與課程改革的
需求 

 

10 



目錄 

貳、新課綱的研修歷程 

參、新課綱的重要內涵 

肆、 

壹、新課綱的研修背景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總綱宣講 

一、新課綱研修機制 

二、總綱公布 

三、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 

學校實踐新課綱的第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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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 

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 

研究發展會 

教育部 

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 

課程審議會 

支持系統 
夥伴協作 

課程推動 

與實施系統 

師資培育與教師

專業發展系統 

評量與入學 

制度系統 

研發 審議 協作 

相關會議規則、紀錄等，請見國教院網頁 http://www.naer.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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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課綱研修機制 

http://www.naer.edu.tw/bin/home.php


貳 

另於106年4月28日宣布： 
原訂自107學年度起， 
調整至108學年度 
從國民小學、國民中學 
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起， 
逐年實施 

13 

二、新課綱公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原已於103年11月28日由教育部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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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4 

壹、修訂背景 

貳、基本理念 

参、課程目標 

肆、核心素養 

伍、學習階段 

陸、課程架構 

柒、實施要點 

捌、附錄 

新課綱 

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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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修正公布-111學年度逐年實施 

•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修正 

• C.國民小學階段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
列為部定課程，每週一節課，學生選擇其中一項
語別進行學習，並由學校調查學生實際需求與意
願開課。 

•  D.國民中學階段本土語文/臺灣手語列為七、八年
級之部定課程，每週一節課，學生選擇其中一項
語別進行學習，並由學校調查學生實際需求與意
願開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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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 互動 共好 理念 

願景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促進 
生涯發展 

陶養 
生活知能 

涵育 
公民責任 

啟發 
生命潛能 

目標 

17 

課綱的願景、理念與目標 



參 

圖片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宣導影片 

秉持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 
透過與生活情境的結合， 
 
學生能夠理解所學， 
進而整合和運用所學， 
解決問題、推陳出新， 
成為與時俱進的終身學習者。 

18 

一、課綱願景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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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發 

有意願，有動力 

19 

二、總綱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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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動 

有方法，有知識 

共  好 

有善念，能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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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 
生命潛能 

陶養 
生活知能 

促進 
生涯發展 

涵育 
公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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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綱的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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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社會
參與 

學習意願 

學習方法 

活用學習 

溝通
互動 

社會
參與 

自主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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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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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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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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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素養為主軸， 
裨益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 
以及各領域/科目之間的統整。 

(一)三大面向、 九大項目 

終身 
學習者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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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B2 

B3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C1 

C2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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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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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 

轉化 

總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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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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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 

發展 

發展 

(二)核心素養的轉化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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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素養 

規範 
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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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素養的轉化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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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素養 

二者需結合編織在一起，構築完整的學習 

新課綱以學習重點進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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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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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架構 



參 26 

部定（領域學習）課程 
 

由國家統一規定 
不同學習階段間注重縱向連貫 
不同領域（科目）間注重橫向統整 
功能：深植基本學力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由學校安排 
提供跨領域、多元、生活化課程 
功能：形塑學校願景， 
            提供學生適性發展機會 

(一)課程之連貫統整與多元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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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架構 

校訂課程 

部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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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架構 (二)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 

階段別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學習階段 
各為國小12年級、34年級、56年級、國中789年級 

國小階段語文領域新增”新住民語文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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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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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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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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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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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領域補救教學課程 

• 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
班級學生的學習需求 

• 社團活動：學生依興
趣及能力分組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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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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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架構 (二)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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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性 
探究課程 

社團活 
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其他類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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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學習 
的發展 

學生適性學習 
兼顧扶弱拔尖 

2.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的預期成效 

跨領域探究 
及自主學習 

發展學校特色 
帶動教學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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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預期成效 

其他類 
課程 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五、課程架構 (二)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 

統整性 
探究課程 

社團活 
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其他類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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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 十二年國教 

課程
理念 

• (十大)基本能力 
• 能力指標 

• (三面九項)核心素養 
• 學習重點(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課程 

• (七大)學習領域 • 八大領域 

• 語文領域 • 語文領域新增「新住民語文」選項 

• 原為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 分為「自然科學」及「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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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為藝術與人文領域 • 改名稱為藝術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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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議題融入各領域 

學習
節數 

• 節數採彈性比例制 • 節數採固定制 
• 學習總節數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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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架構 (三)九年一貫課綱及十二年國教課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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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學習節數 
一 二 三 四 

領域學習課程

每週節數 

維持 

20節 

維持 

25節 

原27節 

改為26節 

原7、8年級28節

，9年級30節， 

皆改為29節 

彈性學習課程 

每週節數 

維持 

2-4節 

維持 

3-6節 

原3-6節 

改為4-7節 

原7、8年級4-6節

，9年級3-5節， 

皆改為3-6節 

每週 

總學習節數 

維持 

22-24節 

維持 

28-31節 

維持 

30-33節 

維持 

32-35節 

九年一貫課綱及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學習節數更動 

31 3-5-3   /  

五、課程架構 (三)九年一貫課綱及十二年國教課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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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領域課程可依學校需求彈性組合 

以週為單位 
每週1節或隔週2節 週 
以學期為單位 
上下學期各排2節 期 
跨階段彈性開課 
依學習階段調整 段 

第四階段領域內跨科 
含數個科目之領域 科 

跨領域統整 
總節數不超過1/5，
可協同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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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架構 



對話-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重要內涵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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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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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精進 

檢視課程發展要素 
整合發展校訂課程 

規劃 瞭解 

課程綱要內涵 
核心素養意涵 

試行、修正、評鑑 

（一）多元適性課程發展：學校可行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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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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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1. 學校課程領導人之因應作為 

（一）多元適性課程發展 

課程發展委員會 
領域教學研究會 
檢視學校願景目標 

盤點師資人力 
鼓勵組織社群 

學校本位課程 
設計適切教材 
調整安排節數 

強化跨領域課程整合 
規劃分科或統整教學 

發展素養導向教學 
實施公開授(觀)課、議課 
落實多元適性評量 

學校課程領導人 
(校長、教務主任、課程教學組長、 
 領域召集人、學習社群領導人...…) 

37 

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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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學校校務會議通過 
→成立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設各領域/群科/學程/科目教學研究會 
檢視學校願景與目標（目標是否符應基本理念ヽ核心素養） 

部定課程：領域學習 
• 每節分鐘數是否調整 
• 第四階段領域是否分科 
• 英語文二ヽ三階段是否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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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5-1-1.2   /  

2.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因應新課綱注意事項 

（一）多元適性課程發展 



伍 

「②在符合教育部教學正常化之相關規定及領域
學習節數之原則下， 
學校得彈性調整或重組部定課程之領域學習節數，
實施各種學習型式的跨領域統整課程。 
跨領域統整課程最多佔領域學習課程總節數五分
之一，其學習節數得分開計入相關學習領域，並
可進行協同教學。」 

3. 「領域學習」中的跨領域統整課程 

（一）多元適性課程發展 

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39 5-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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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 

科技領域 

通過本土語言能力認證 
取得中高級以上證書 

鼓勵取得第二外語教師證書 
鼓勵參與第二專長學分班 

積極參與增能學分班 
或第二專長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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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5-1-1.4   /  

4. 檢視既有師資 

（一）多元適性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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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5-1-1.5   /  

5.協助教師做好教學準備 

（一）多元適性課程發展 

 

參與公開授課的態度與  

觀課、議課的能力 

多元評量的運作及素養導

向的紙筆命題能力 

多元取向活化教學的策略 

議題融入任一領域的面向及 

可能的策略 

掌握任教領域課程縱向課程銜接

的關係及橫向課程統整的運作 

跨領域協同教學的課程設計能力 

熟悉任教領域的課程綱要內涵與具體學習重點                           
（含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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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研修具有延續性
，亦需與時俱進。 
「素養」就似「能力
」的升級進化版；  
「素養」豐富與落實 
「能力」的內涵。 

落實 

透過總綱核心素
養、領綱學習重
點的設計以及配
套措施等規劃，
落實於課程及教
學中。 

 

豐富 

拓展了學習主體
、情意態度、情
境學習、學習策
略、整合活用等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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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5-1-2   /  

教師教學端的改變 

（二）素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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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教材為權威， 
以學科知識的學習為
主，教材內容亦是考
試重點 

內容導向 

教師是教學權威， 
教學過程中，以教師
的講授為主，較少與
學生互動 

傳統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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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5-1-2.1   /  

1. 課程教學取向 （二）素養教學 

學生為學習主體， 
以全人養成為理念，
素養導向是能力導向
的升級進化版 

素養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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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5-1-2.2   /  

2.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二）素養教學 

參照各領域 / 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整合 

知識、能力

與態度 

營造 

脈絡化的 

情境學習 

重視 

學習歷程、 

方法及策略 

強調 

實踐力行的 

表現 



伍 

3. 素養導向是能力導向課程與教學的升級進化版 

• 更能夠有機地連結不同領域/科目所習得
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 更能夠靈活運用所學，以解決問題 

• 更能夠將能力應用於特定生活情境 

• 更強調對於自己的實踐或行動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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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5-1-2.3   /  

（二）素養教學 



伍 

--引用自吳璧純生活課程課程手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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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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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5-1-2.4   /  

4. 建構素養導向教學模式 

（二）素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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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與學習活動在促成素養發展 
而非僅看一時一刻的素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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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引導者與協助者 學生是自主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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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5-1-2.5   /  

5. 素養導向教學的基本元素 

（二）素養教學 

--引用自吳璧純生活課程課程手冊(草案)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教學                

脈絡化的 
情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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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交付或 
學生自訂 
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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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3.64.159.95/12basic/12basic 

前導學校試辦新課綱課程案例 

花蓮縣立 
宜昌國民中學 

屏東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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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學校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案例 

5-2   /  

http://203.64.159.95/12basic/12basic/index.php?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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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院研究合作學校 

桃子腳國中小 

龍山國小 

大仁國小 

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 

華南國小 

保東國小 

忠孝國小 

東華大學附實小 

敦化國中 

土城國中 

漳和國中 

汐止國中 

永和國中 

光武國中 

鳳岡國中 

鳳林國中 

富源國中 

富北國中 

慈濟大學附中 

福山國中 
國小 

國中 

二、建構學校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案例 

二、建構學校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案例 

http://www.tykjh.ntpc.edu.tw/default_page.asp
http://www3.lsps.hc.edu.tw/front/index.html
http://www.dres.tc.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ewjhanghu/
http://www.hnes.ylc.edu.tw/web/?scrw=1536&if=end
https://www.bdes.tn.edu.tw/
http://web.chps.ptc.edu.tw/
http://www.efs.hlc.edu.tw/
http://www.thjh.tp.edu.tw/
http://www.tcjh.ntpc.edu.tw/
http://www.chjh.ntpc.edu.tw/default_page.asp
http://www.hcjhs.ntpc.edu.tw/default_page.asp
https://www.jhjhs.ntpc.edu.tw/
http://www.gwjh.hc.edu.tw/default_page.asp
http://www.fkjh.hcc.edu.tw/
http://www.fles.hlc.edu.tw/
http://www.fyjh.hlc.edu.tw/
http://www.fbjh.hlc.edu.tw/
http://www.tcsh.hlc.edu.tw/
http://www.fsjh.kh.edu.tw/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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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定 課 程 
 

 

 

 

 

 

 

 

 

 

○○市 立 ○○國 中 學 校 本 位 課 程 架 構 

 

潛在課程 

 

 

 

 

 

 

 

 

 

 

 服務學習 

校 訂 課 程 
 

 

 

 

 

 

 

 

 

社團活動 

技藝教育課程 
◆多元社團 

◆職能探究 

◆邏輯推理 

◆科學探究 

 

 
 
 

素養教學為導向 融入生活為依歸 

領域學期課程.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自然領域 

◆社會領域 

◆健體領域 

◆藝術領域 

◆綜合領域 

◆科技領域 

 

主題探究課程 
◆自然探索課程 

春–溯溪 

夏–單車環島 

秋–登山 

冬–綠島騎跡 

◆議題學習課程 

◆專題探究 

 
 

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 

實踐、體驗為導向 關懷、服務為目標 

 

落實教學正常化 

課程設計生活化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身心素養與

自我精進 

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藝術涵養與

美感素養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其他類 

課程 
◆藝術週 

◆校慶課程 

◆節慶課程 

◆戶外教學 

◆閱讀指導 

◆國際教育 

 

 

 

特殊教育 

課程 
◆特殊需求

學生 

◆特殊才能

班級 

 

 

 

 

 

 

◆戶外教學 

◆師生關係 

◆校園環境 

◆同儕文化 

◆學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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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學校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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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及教師面對新課綱的關鍵事項 

學校組成新課綱推動核心團隊 

盤點學校教學資源 

掌握教師專長 

形塑學校願景 

校長先行公開授課 

落實公開授觀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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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強化專業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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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及教師面對新課綱的關鍵事項 

國中科技領域師資 
的增補與進修 

探討素養導向教學 

導讀新課綱之總綱 辦理進修或工作坊 



對話-3 

• 一、學校如何轉化新課綱？ 

• 二、學校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可供 

           參考的案例？ 

• 三、學校及教師面對新課綱實踐有 

           哪些關鍵的事項？ 
 

53 



新課綱正在中央、地方及學校準
備下展開，需要「行政、研究、
配套」三合一支持。 

新課綱的實踐，需要「學校、教
師、學生」 一起來參與〜 

宜蘭縣內城中小學  

開平餐飲學校 

新竹市光武國民中學 

嘉義市民生國民中學 屏東縣長榮百合國民小學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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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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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與實作議題-1 

    從學校既有的基礎與利基出發， 

面對12年國教新課綱，學校課程及教學可能造成的

影響是什麼？需做哪些調整與因應？ 

 12年國教新課綱有哪些可以運用或轉化的空間，讓

它更可以實踐我們對教育的想望？ 

 

領域學習 
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跨領域/科目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類課程 



         討論與實作議題-2 

運用12年國教新課綱的課程類型，結合學校既有的基礎與利基 

怎樣將它們組合？彼此的關係或層次？ 

節數安排及重點內涵？ 

透過這樣安排，想達成什麼？ 

領域學習 
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跨領域/科目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類課程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團體活動 彈性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