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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素養導向
教學義涵
與原則

1

圖片來源：http://www.ntdtv.com/xtr/b5/2013/09/28/a974649.html

壹、學術界對於「素養」或有不同界定，素

養的界定應回歸部頒課綱。
(一)素養義涵：為適應現在及面對未來；涵蓋知識

、能力與態度；關注與生活的結合及實踐力行

；關注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二)「核心素養」是育人目的，「素養導向的課程

及教學」是實踐途徑。

(三)核心素養豐富並落實現行課綱的基本能力。

(四)各領綱研修透過多種機制檢核總綱核心素養的

轉化，核心素養的落實與領綱密切相關。

貳、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掌握四原則，海納多

元模式，隨領域/科目性質、 學習對象與

學習目標得以有機調整，以創發現場動

能。

2

教育部106/12/19

「素養導
向教學與
評量的界
定、轉化
與實踐」
共識會議
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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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和「能力」的關係

課綱研修具有延續性，

亦需與時俱進。

「素養」係「能力」

的升級進化版；

「素養」豐富與落實

「能力」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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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

透過領綱學習重
點的設計以及配
套措施等規劃，
落實於課程及教
學中。

3

落實素養導向教學需做系統思維

• 課綱

• 教科用書

上游

• 課程

• 教學

中游
• 評量

• 考招

下游

4

http://12cur.naer.edu.tw/main/showNews/321
../超連結/香港國文課本掃描檔p.1-p.21.pdf
../超連結/素養導向教材設計探討德法歷史_素養咖啡報告版本 2017-05-24b.pptx
../../工作坊共同連結/1061030自然探究與實作素養試題.docx
../../工作坊共同連結/公民與社會試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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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試題的五大特色
未來Family，22期。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7199

陳柏熹談到，以素養導向來進行評量是全球教育趨勢，不管國中教育
會考或平時的學習成就評量，題庫中已經有一定比例的試題符合12年
國教課綱中核心素養的內涵，主要具有下列五項特色：

1.題目情境主要是以生活問題解決為主，有些評量到單一能力，
有些評量到綜合能力。

2.題目閱讀量高，用以清楚描述問題情境，常配合圖表或數據資
料。

3.不只有單題，也常以題組形式呈現，受測者看完題目情境後會
回答多道試題。

4.評量目標不僅有學科知識或學習內容，更希望評量到由學科知
識或學習內容所延伸出來對知識概念的判斷、應用或生活問題
的解決。

5.不只有選擇題，也會有非選擇題。
5

國中教育會考

沒有版本

只有根本

6
http://www.tvoao.com/a/181554.aspx

超連結/02-01-107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參考試卷(定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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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素養」為核心來思考國民教育課程的發展，以求兼
顧學習者的自我實現及社會的優質發展，日益受到國際
組織及國內的重視。--國際

7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2003

•學會求知

•學會做事

•學會共處

•學會自處

•學會改變

歐盟（EU）-2005

•母語溝通

•外語溝通

•數學與基本科技素養

•數位素養

•學習如何學習

•人際及跨文化與社會
和公民素養

•創業家精神

•文化表達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2005

•自律自主的行動

•互動的運用工具溝通

•與異質性團體互動

以「素養」為核心來思考國民教育課程的發展，以求兼
顧學習者的自我實現及社會的優質發展，日益受到國際
組織及國內的重視。--臺灣

8

洪裕宏等（2005-7），國科會，「界定與選擇國民核心
素養：概念參考架構與理論基礎研究」整合型專題計畫。

柯華葳等
（2005），
教育部，
「18歲學生
應具備基本
能力研究」

陳伯璋、張新仁、
蔡清田及潘慧玲
（2007），國科
會，以洪裕宏等
研究為基礎，將
國民核心素養之
理念與架構運用
於教育研究領域
中。

蔡清田、林永豐等（2011-3）
國教院，核心素養相關研究
及撰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體系發展指引」。

經過教育部課審會通過，確
定以「核心素養」做為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的
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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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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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社會
參與

溝通
互動

自主
行動

9

10

總綱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內涵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2018/5/21

6

OECD：邁向2030年的教育架構

11

資料來源： https://www.oecd.org/pisa/aboutpisa/Global-competency-for-an-inclusive-world.pdf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12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

度

情境脈絡
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
及策略

活用實踐
的表現

領域核心素養、理念目標、學習重點

.http:/www.teepr.com/718307/jonhsieh/4%E6%A0%B9%E7%81%AB%E6%9F%B4%E5%81%9A%E5%87%BA%E6%AD%A3%E6%96%B9%E5%BD%A2%E7%9A%84%E8%B6%85%E9%9B%A3%E6%B8%AC%E9%A9%97/
.http:/www.teepr.com/718307/jonhsieh/4%E6%A0%B9%E7%81%AB%E6%9F%B4%E5%81%9A%E5%87%BA%E6%AD%A3%E6%96%B9%E5%BD%A2%E7%9A%84%E8%B6%85%E9%9B%A3%E6%B8%AC%E9%A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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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
Competence

/ Literacy

意義感知

的學習

Making sense

理解的學習
Understanding

有意義的推論
學習的可遷移
同一現象的多種表徵

學科架構、學科本質
點、線、面的串連
關連、探索和實踐

貳、

素養導向
教學可以
怎麼設計？

14圖片來源：
慈心華德福 (上)、開平餐飲(左下)、新竹光武國中(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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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通常處理哪些要項？

學習目標

學習過程

教材內容

學生的需求

當代及未來
社會的生活

狀況

學科概念與
過程技能

評 量

改自周淑卿老師1070112簡報

圖片來源:https://noodlenooknet.wordpress.com/2013/01/24/addie-and-design/

教學系統設計

-- ADDIE模式

學習者、教材、
環境等分析

目標、架構、
活動、評量
等設計

教案、教材
等發展

教學實施

評估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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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二大準則

17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

度

情境脈絡
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
及策略

活用實踐
的表現

領域核心素養、理念目標、學習重點

18

從總綱到領綱：核心素養的轉化

核心素養
（三面九項）

+知識、技能及態度

+學習重點

+價值定位

+領域
核心素養

.http:/www.teepr.com/718307/jonhsieh/4%E6%A0%B9%E7%81%AB%E6%9F%B4%E5%81%9A%E5%87%BA%E6%AD%A3%E6%96%B9%E5%BD%A2%E7%9A%84%E8%B6%85%E9%9B%A3%E6%B8%AC%E9%A9%97/
.http:/www.teepr.com/718307/jonhsieh/4%E6%A0%B9%E7%81%AB%E6%9F%B4%E5%81%9A%E5%87%BA%E6%AD%A3%E6%96%B9%E5%BD%A2%E7%9A%84%E8%B6%85%E9%9B%A3%E6%B8%AC%E9%A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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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現場較熟悉的模式入手

• 課綱提供設計指引及工具

• 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原則

• 便於實作及共備

• 基礎的，可再精進

• 非直線性過程且可變化運用

19

採用此
設計的
考量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參考流程（視時間調整）

思考及設計
1.選擇一個學習單元。
2.此單元價值定位（不可或缺的理由）。
3.呼應的領綱或總綱核心素養。
4.撰寫單元目標。
5.設計總結性表現任務。
6.設想連結的情境脈絡 (打開經驗世界∞發展抽象能力)
7.列出節次安排。
8.擇定設計節次，選出學習重點，轉化為學習目標。
9.設計學習活動及形成性學習評量。

檢視
10.與素養導向教學四大原則的呼應或開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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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實作項目
單元名稱
/領域/年級

價值定位

領域核心素養

單元目標

表現任務

情境脈絡

節次安排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單
元
構
思

選
定
節
次

22

完成示例—1070410新竹市前導學校工作坊

../../../10608教育部協作中心/協作中心-素養教學與評量/素養講師共備工作坊/簡報及超連結/1070325公民與社會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格式.docx
../../工作坊共同連結/素養教學設計/國語文-春.jpg
../../工作坊共同連結/素養教學設計/國語文-春.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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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示例
—1070505台南市國英數輔導團

工作坊

建議版式

單元構思

•單元名稱/領域/年
級

•價值定位

•領域核心素養

•單元目標

•表現任務

• 情境脈絡

選定節次

• 節次安排

• 學習表現

• 學習內容

• 學習目標

24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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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構思

1.選擇一個完整意義的單元

2.此單元不可或缺的理由--價值定位

3.挑選呼應的領綱核心素養。

4.結合前二者，敘寫單元目標。

5.設計總結性表現任務。

6.設想連結的情境脈絡

7.列出單元各節次的安排。

25

參考示例
-1070508苗栗縣鶴岡國小

26

../討論案例/鶴岡
../討論案例/鶴岡


2018/5/21

14

•選擇一個「完整意義」

的學習單元做為設計標

的（3節以上）。

•註明單元名稱、領域、

年級。

27

1.
選擇單元

•參考領綱理念與目標，轉化聚焦

於本單元（非單元主題的重複）

•可結合「設計理念」發想

(Why?)。

•思考：這個單元對於學生

的學習為什麼不可或缺？

促成那些跨單元理解?促發

怎樣的學習遷移?

28

2.
價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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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示例-台南市1070505國英數輔導團工作坊、1070508苗栗縣鶴岡國小

29

• 根據學生學習與課程需求，挑
選呼應的領域（或總綱）核心
素養。

• 建議以1-2則為原則，避免失
焦。

• 將領域核心素養編碼及內容完
整複製，但可以雙刪除線表示
刪節部分內容。

• 若領域核心素養內容較多，亦
可採擷取方式敘寫（註明「已
擷取」）

30

3.
領域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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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示例 -台南市1070505國英數輔導團工作坊

31

• 將選取後的「領域核心素

養」與「價值定位」結合

，敘寫單元目標。

• 目標基本形式：（副詞＋

）動詞＋名詞。

• 運用各領域核心素養內動

作性質的字詞，以完整句

子串連敘寫。

32

4.
單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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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副詞＋）動詞+名詞

33

34

單元
目標
撰寫
示例

-1070508苗栗
縣鶴岡國小

../../工作坊共同連結/RevisedBloomsHandout-1.pdf
../../工作坊共同連結/RevisedBloomsHandout-1.pdf
../討論案例/鶴岡/1070508鶴岡國小數學3.jpg
../討論案例/鶴岡/1070508鶴岡國小數學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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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緊單元目標，怎樣讓學生表

現出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和應用

（總結性作品或行動）？提出

何種評量基準或學習挑戰？

• 例如，報告、發表、導覽介紹

、寫作、評論、報導、圖表或

模型製作、媒體製作、概念圖

、方案設計、實驗操作、展演

、活動策辦、參與活動、各式

創作等

35

5.
表現任務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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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任務參考示例
——1070410新竹市前導學校工作坊

37

扣緊目標

作品或行動

評量基準

表現任務參考示例—1070508苗栗縣鶴岡國小

38

扣緊目標

作品或行
動

評量基準

../討論案例/鶴岡/1070508鶴岡國小數學4.jpg
../討論案例/鶴岡/1070508鶴岡國小數學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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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6.

情境脈絡

的設想

• text ∞ context

• 黃武雄：讓孩子和世界真實
的連結

打開經驗世界∞發展抽象能力

• 提供體驗、事例、場景、關

係、線索、條理、架構或任

務，以促進抽象和經驗、部

分和整體，以及新舊、上下

、前後之間的連結與理解。

參考示例—

10612台南市自動好工作坊 107新竹市社會領域工作坊

40

內容架構＋
情境經驗

../../工作坊照片/社會領域研習照片/10703新竹社會/巧克力的全球分工4.jpg
../../工作坊照片/社會領域研習照片/10703新竹社會/巧克力的全球分工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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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參考示例
——1070410新竹市前導學校工作坊

實際例子見微 知著 課文文本
＋

經驗情境
＋

能力表現

42

參考示例——1070330台南市課綱輔導團工作坊 1070424苗栗縣素養導向教學工作坊

實際例子

點、線、面的連結

../../工作坊照片/新竹市前導/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國語文-品德屋1.jpg
../../工作坊照片/新竹市前導/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國語文-品德屋1.jpg
../../工作坊照片/新竹市前導/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國語文-春6.jpg
../../工作坊照片/新竹市前導/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國語文-春6.jpg
../../工作坊照片/台南自動好照片/2素養導向/國小進階/1070424鶴岡.jpg
../../工作坊照片/台南自動好照片/2素養導向/國小進階/1070424鶴岡.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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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點、線、面的連結 參考示例- 1070505台南市國英數輔導團工作坊

情境脈絡參考示例—1070508苗栗縣鶴岡國小

44

新舊、前後

知識與經驗

知能與行動

校本課程

../討論案例/鶴岡/1070508鶴岡國小數學4.jpg
../討論案例/鶴岡/1070508鶴岡國小數學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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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聯學習脈絡，用文、圖

或表呈現單元架構。

• 決定所要設計的節次（不

限於1節）。

• 將選定節次加外框（可塗

淺底色）表示之。

45

7.
節次安排

46

節次安排示例- 1070505台南市國英數輔導團工作坊

描述單元架構（文、圖、表皆可）
選此單元其中的1或數節課，加粗外框顯示。



2018/5/21

24

47

架構安排示例
- 1070410新竹市前導學校工作坊

選定節次教學設計

8.擇定設計節次，選出相關學習重點

，轉化為學習目標。

9. 設計學習活動及形成性學習評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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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hy)
找出領綱
學習重點
，轉化為
學習目標

領域
核心
素養

學科
定位

學習
目標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學生
經驗

49

以選定的節次來習作

50

從總綱到領綱：核心素養的轉化

核心素養
（三面九項）

+知識、技能及態度

+學習重點

+價值定位

+領域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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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的「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認知歷程、技能、態度等

層次

學習內容

知識、素材

Learning?

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交織組成。
「學習表現」包括認知歷程、情意及技能等向度。
「學習內容」則指該領域/科目的重要事實、概念、原理原則、操作流程及技能等知識。

情意向度
指正向價值信念、興趣
取向與行為習慣等培養。
包括：接受、反應、評
價、價值組織、價值性
格化等層次。

技能向度
描述人們完成行動所需
的歷程及方法。
包括：感知、準備狀態、
引導反應(或模仿)、機
械化、複雜的外在反應、
調整、獨創等層次。

學習
內容

../../../10608教育部協作中心/協作中心-素養教學與評量/RevisedBloomsHandout-1.pdf
../../工作坊共同連結/RevisedBloomsHandout-1.pdf
../../工作坊共同連結/RevisedBloomsHandout-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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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學習目標、學
習活動、學習
評量等，由教
師擬訂。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54

8. (how)
學習重點

↓
學習目標

1.找出此教學結合的學習表現及
學習內容

‧ 聚焦，是教學上會花時間處理
的。

‧ 編碼及內容完整複製，但可將
未用部分雙刪除。

2.轉化為學習目標

‧ 具體，動詞＋名詞（學習重點
的交織轉化）

‧ 要能在教學設計及評量中實現

../../工作坊共同連結/1070122國中小暨普高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課發會大會後版本-清稿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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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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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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助學
習目標
的擬訂

561061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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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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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的動詞＋學習內容的名詞，

有助擬訂學習目標 -1070328台北市國中藝文輔導團

57

• 與學習目標及情境脈絡緊密

連結，設計活動及流程。

• 概略描述相關學習內容、方

法策略、學習材料、學習鷹

架、表單工具等。

• 過程中，用何證據檢視學習

目標可以達成（評量基準）

？評量點設定在何處？

58

9.
學習活動
與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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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學習經驗

主題/單元名稱

1a

1b

1

5a

5b

5

3b

3c

3a

3

2a

2b

2c

2

4a

4b

4c

4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依照學生特性與課
程目標，設計適合
學生完成的總結性
作品或行動。

多元
評量3

多元
評量2

多元
評量1

59根據台師大陳佩英教授及愛思客團隊研發之版本加以修訂

9.依節次學習目標及單元表現任務,設計活動及評量

涵育
核心素養

學習活動規劃

• 與學生的學習發展或生活情境結合？

• 預想學生可能的學習困難，並考量應對策略？

• 與學習目標緊密扣連？促進何種層次的表現？

• 有助表現任務的完成？

• 提供思考、互動、探究、表現等機會？

•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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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完成示例—1070505台南市國英數輔導團工作坊

與學習目標及情境脈絡緊密連結，設計活動流程，並概
略描述其方法策略、學習材料、學習鷹架、評量設定等。

62

完成示例—1070505台南市國英數輔導團工作坊

與學習目標及情境脈絡緊密連結，設計活動流程，並概
略描述其方法策略、學習材料、學習鷹架、評量設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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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活動與評量設計示例—10704新北市雙峰國小工作坊

與學習目標及情境脈絡緊密連結，設計活動流程，並概
略描述其方法策略、學習材料、學習鷹架、評量設定等。

64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

度

情境脈絡
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
及策略

活用實踐
的表現

10.檢視及歸結：

此教學設計怎樣呼應或開展素養導向教學
？請討論後寫出2-3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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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回饋

65

• 單元目標如何產生？

• 單元表現任務如何設定？

• 學習重點如何轉化為節次學
習目標？

• 情境脈絡如何安排？

• 學習活動與評量如何規劃？

• 為何它是素養導向的教學？

66

參、

立意良好，
但做得出
來嗎？--
協作準備

圖片來源：宜蘭縣慈心華德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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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

修

實

課程與教學
研發

課程推動
與

教學支持

研

施

準 備

師資培用
與

專業發展

升學輔導
與

入學制度

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
之配套協作議題

教育部透過協作中心，
建置並落實完善配套措施

組織與法規

課程與教學

宣導與增能

資源與設備

課程實施
教學實踐

新住民語文教學

資源應用
充實設備

組織運作

法規研修

協力試行
分階宣導

1.組成任務小組推動各項工作
2.強化課程與教學輔導功能
3.訂定規定
4.修訂規定
1.建置課程計畫實施與輔導措施
2.建立課程評鑑機制
3.強化教科用書品質
4.研發核心素養導向教學/評量示例
5.規劃新舊課綱銜接之配套方案
6.充實特定領域師資人力
7.推動科技領域與與創新自造教育
8.研訂新住民語文開課規則
9.充實新住民語文教學人力
10.研發新住民語文補充教材
1.推動前導學校試行新課綱相關措施
2.縣市協力聯盟
3.辦理宣導工作
1.推廣教學資源共享
2.整合資源
3.研析設備需求
4.充實教學設備資源

配
套
計
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面對新課綱的作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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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CIRN 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國教院建有課綱資源平台可供參考

70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_6Jzn5enVAhVHvrwKHauXCKMQFgglMAA&url=http://cirn.moe.edu.tw/&usg=AFQjCNHXFfqAph_juunQz9SGt_NSofEAQQ
http://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http://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http://12cur.naer.edu.tw/
http://12cur.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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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沈澱與回饋

3件我學到
的內容

2件我回
去會實踐
的事

1件我的學
習感想

71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在應然/實然的對話中，找出「或然」的可能世界；

教育，是一種可能性想像的實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IgfiwTk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