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綱解析與實施準備 



新舊課綱架構對照圖 



核心素養內涵v.s課程理念 

自主行動 

•強調個人為學習的主體，學習者應能選擇
適當學習方式，進行系統思考以解決問題
並具備創造力與行動力。學習者在社會情
境脈絡中，能自我管理，並採取適切行動，
提升身心素質，裨益自我精進。 

溝通互動 

•強調學習者廣泛運用各種工具，有效與人
及環境互動。….於此，藝術也是重要的溝
通工具，國民應具備藝術涵養與生活美感，
並善用這些工具。 

社會參與 
•強調學習者在彼此緊密連結的地球村中，
需要學習處理社會的多元性，以參與行動
與他人建立適切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
每個人都需要以參與方式培養與他人或群
體互動的素養，以提升人類整體生活品質。
社會參與既是一種社會素養，也是一種公
民意識。 

p.4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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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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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課綱） 

(三面九項)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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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 

(十大) 基本能力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領域/學科內 

Functional Literacy 
（功能性知能）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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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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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 

Competences/  
generic skills 
（核心素養） 

閱讀素養 
數學素養 
科學素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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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的思考包含哪些要素？ 

學習者 教師 

課程與教學 

環境 教材 

教師的知能
與特質 

學生需要什
麼樣的情境、
資源、互動
過程？ 

教材應該包
含什麼樣
的內涵才
能符合學
生需求？ 

學習者的主
觀與客觀需
求為何？ 

引自周淑卿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目標模式 
• 美國課程學者泰勒 (Ralph. W. Tyler) 在「八年研究」 (the Eight 

Year Study) 所發展出來的課程設計模式，便是「目標模式」的

典型代表。 

• 因應進步主義：允許自由放任、開放，導致學校課程改革毫無

方向。各學校開始要求更明確的領導與方向。 

• 1.學校應達成哪些教育目標？ 

• 2.要提供哪些學習經驗才能達成目標？ 

• 3.如何有效地組織學習經驗？ 

• 4.如何確定這些教育目標已經達成？ 



歷程模式 

• 「歷程模式」的課程設計，強調的是教育的方式與教學過程，而不是
教育的內容，且重視學習者的主動學習與教師的專業思考。 

• 以學習為中心，此課程包含六個教育宗旨，作為課程設計的教學程序
原理原則之主要概念 。 

1.引發學生發問的過程 

2.教導學生研究的方法 

3.協助學生發現運用第一手資料的能力 

4.引導教室內討論的進行 

5.視探索為正當的活動 

6.鼓勵學生反省自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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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模式 

• 「情境模式」課程設計根源於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

又稱「情境分析模式」或「文化分析模式」，其基本假定是以

個別的學校及其教師作為課程發展的焦點，亦即「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乃是促進學

校真正改變的最有效方法。  

• 「情境模式」的課程設計，主張從情境、文化選擇的角度來詮

釋課程，並進而從事課程的計畫。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修改自莊明貞主編（2001）。學校本位課程的理念與實踐。臺南市：翰林。 

素養導向 
學習評量 

設定課程願景 

發展教師 
專業社群 

界定課程目標 

素養導向教學 

部定＋校訂 
課程規劃 

建構學校課程 

實施課程評鑑 持續改善 



培養學科/領域內的功能性知能 

•教數學 

•教生活中的數學 

•教不同生活脈絡中的數學 

•教不同生活脈絡中用得到的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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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導向 

素養導向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Gc-IV-1 pa-IV-2 

總綱 

領綱 

教材內容 

次主題 110 
        組成地球的物質 

基本能力 

能力指標 

1-4-5-6 
2-2-4-1 

總綱 

領綱 

新課綱最重要的兩點改變-1 

引自江逸傑 



 

新課綱最重要的兩點改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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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程類型-2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由國家統一規劃） 
 

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領域學習課程」 
 
 

（由學校各自規劃） 
 

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彈性學習課程」 

包含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
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
需求領域課程，以及本土語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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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補救教學等其他
類課程。 



 
 
 
 
 
 
 
 

WHAT 
已知的傳習 

 
 
 
 
 
 
 
 

WHICH 
爭議的探究 

陳順和製表 

 
 
 
 
 
 
 
 

WHY.HOW 
未知的探討 



校本課程與特色課程的釐清 

• 十二年國教總綱中界定彈性學習課程由學校自行
規劃辦理全校性、全年級或班群學習活動，提升
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落實學校本位課
程（含特色課程）。 

 

課發會審議 

 
 

 
 

學校本位 
課程 

特色 
課程 學校課

程計畫 



核心素養的基本設計原則，是分階段、分領域的 
1.學生所具備的核心素養應能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開展成熟 
2.在每一階段中，不同的學科只是以不同的(學科)語言來呈現這
個（分階段的）核心素養 

（分階段）核心素養 

（分領域）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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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單元一 

飲食習慣大作戰 

學習表現 

1a-III-3理解促進健康生活的方法、資源與

規範。 

2a-III-2覺知健康問題所造成的威脅感與嚴

重性。 

3b-III-4能於不同的生活情境中，運用生活

技能。 

4a-III-2自我反省與修正促進健康的行動。 

一. 理解促進健康的飲食原則。 

二. 關注兒童及青少年的飲食問題，覺察不良

飲食行為對健康所造成的威脅。  

三. 能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運用作決定的技

巧選擇健康的食物。 

四. 透過飲食習慣的自我反省，檢視並修正不

良的飲食行為以促進健康。 

學習內容 Ea-III-2兒童及青少年飲食問題與健康影響 

單元二 

食品廣告追追追 

學習表現 

3b-III-3能於引導下，表現基本的「決策與

批判」技能。 

4a-III-1運用多元的健康資訊、產品與服務。 

五. 覺察食品廣告對飲食消費的影響，並在引

導下表現分析與批判媒體的技能。 

六. 運用多元的健康資訊，選擇有益健康的食

品。 學習內容 Eb-III-1健康消費資訊來源與媒體影響 

單元三 

食在愛地球 

學習表現 

1a-III-2描述生活行為對個人與群體健康的

影響。  

2b-III-1認同健康的生活規範、態度與價值

觀。 

4b-III-3公開倡導促進健康的信念或行為。 

七. 描述日常生活飲食對地球溫室效應的影響，

理解低碳飲食與環境的關係。 

八. 認同綠色消費、公平貿易等概念的重要性。 

九. 能落實低碳飲食的生活方式，並公開向他

人倡導低碳飲食的信念及行為。 

學習內容 Ca-III-3環保行動的參與及綠色消費概念 

學習
重點 

發展
概念 

學習
目標 



核心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原則 

1. 針對不同核心素養項目，應有不同設計重點。 

2. 兼顧學習的內容（學習內容）與歷程（學習表現），以彰顯素養乃

包含知識、技能、情意的統整能力 

3. 連結實際的情境脈絡，讓學習產生意義 

4. 強調學生參與和主動學習，以有機會運用與強化相關能

力 

 

 



「素養導向」教學的展現，主要能回答下列四個問題 
 

一、是否融合知識、情意與技能？ 

二、是否展現教與學的策略與方法？ 

三、是否營造適當的學習情境？ 

四、學生是否有實際的實踐或行動？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檢核參考表 
為協助教師在教學設計上留意上述素養導向教學的原則，提供表做為自我檢核用。該表主要用以檢視單元或主題教學，
每一單元或主題教學不見得可以完全涵蓋該表所列指標，但可累積用以檢視該領域／科目全學期或全學年的教學情形。 

 

層面 檢核指標 自我檢
核 

他人檢
核 

檢核意
見 

（文字
敘述） 

課程理念的落實 

1.自發：以學習者為學習的主體，選擇適當的學習方式，促進自我
理解，引發學習興趣與動機 

  
  

2.互動：學習者能廣泛運用各種方式，有效與他人及環境正向互動。 
  

  

3. 共好：和他人建立適切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參與公眾行動，
應用所學產生共好的效果。 

  
  

4. 跨領域／科目及議題融入：考量與其他領域、科目的整合或議
題融入教學。   

  

素養導向的設計 

1.整合知識、技能、態度﹕強調學習是完整的，不能只偏重知
識層面。 

  
  

        2.注重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能將學習內容和過程與經驗、 

          事件、情境、脈絡進行適切結合。 
  

  

3.兼重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能結合學
習內容與探究歷程，以陶養學生擁有自學能力，成為終身學
習者。 

  

  

       4.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讓學生能學以致用，整合所學遷移應 

         用到其他事例，或實際活用於生活中，更可對其所知所行進 

         行後設思考，而有再持續精進的可能。 
  

  

資料來源：引用自國家教育研究院「公民與社會」教學及教材模組研發小組（2016年7月）研訂 



知識技

能態度 

情境化

脈絡化 

策略與

方法 

力行 

表現 

（一）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表現任務 

學習評量 

生活情境 

教學方法 

主題脈絡 

子題脈絡 

核心素養 

學習經驗 

課程目標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學習活動 

學習目標 

引自江逸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