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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新課綱架構概述

淺談素養導向教學

命題趨勢與注意事項



十二年國教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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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綱概說--課綱架構



態度

能力

知識

十二年國教課綱概說—國語領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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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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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綱概說—重要內涵

經驗
世界

學習
策略

素養
導向

語文
實用

素養導向

語文的實用性
策略導向

強化自學能力
自學篇章
適性教育

連貫學習經驗
1-12年級連貫



筆試 路考 上路

核心素養的定義

知識知識 能力能力 素養素養

資料來源：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1.聆聽
2.口語表達
3.標音符號與運用
4.識字與寫字
5.閱讀
6.寫作

學習內容

文字篇章
字詞、句段、篇章

學習
素材

認知歷程
行動能力

態度

文本表述
記敘、抒情、說明
議論、應用文本

文化內涵
物質、社群
精神文化



學習重點階段銜接

口語
表達

書面
語文

策略
應用

學習
思辨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素養導向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的學習

◆理解字詞、句、 段、篇

◆理解文本特質

◆運用學習策略

◆學習模組

分享表達

的學習

實踐：聽、說

讀、寫

解決困難

的學習

完成課堂
學習目標

(一課一重點)
(一堂一目標)

資料來源：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素養導向教學
進行方式

資料來源：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漸進釋放責任的策略教學進行方式

資料來源：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教師示範思考
過程

引導練習 獨立練習
反思策略好處
與使用時機

大班練習 小組練習 配對練習



學習責任的釋放

(T→TS→SS→S)

學習經驗的遷移

(學習模組+策略)

素養導向

教學

資料來源：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素養導向教學

策略：有意識

的使用方法

模組：高效率

的接受知識

資料來源：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什麼是學習模組



新課綱國語領綱教學示例

找不懂 用方法 回句中
資料引自教育部新課綱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手冊初稿



新課綱國語領綱教學示例

資料引自教育部新課綱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手冊初稿



學生的理解監控流程圖

資料來源：http://pair.nknu.edu.tw/pair_system/Search_index.aspx?PN=Reader

http://pair.nknu.edu.tw/pair_system/Search_index.aspx?PN=Reader


新課綱國語領綱教學示例

資料引自教育部新課綱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手冊初稿



資料來源：http://pair.nknu.edu.tw/pair_system/Search_index.aspx?PN=Reader

http://pair.nknu.edu.tw/pair_system/Search_index.aspx?PN=Reader


資料來源：http://pair.nknu.edu.tw/pair_system/Search_index.aspx?PN=Reader

http://pair.nknu.edu.tw/pair_system/Search_index.aspx?PN=Reader




一年級 •字音連結記憶策略，協助學童識字

二年級

•分析單字，利用形聲規則，猜測字義與發
音

三年級

•由已學習的部件，結合組字規則的知識，
導引學習新字

四年級

•超過97.5％的學生可辨識2,200個字。生字
教學時間應該降低，強調自學的能力。

識字年級教學建議

資料來源:教育部補救教學入班輔導人員培訓研習講義



摘要策略教學

低 •重述故事重點

中

•「刪除、歸納、找主題
句」的摘要策略

高
•以文章結構寫大意。



摘要策略步驟一

瀏覽 • 標示段落句子，標示文章意義段

刪除
• 刪除句子不重要的訊息，
刪除段落不重要的訊息，
刪除不重要段落

整理 • 分類歸納敘述情
節、文章重點



摘要策略步驟二
找句點 • 有幾句

畫重點 • 畫出句中重點語詞

加連詞 • 重點加上連接詞

排通順 • 排成一段通順的大意



 以人、事、時、地、物為敘寫

對象的文本。

 由主體出發，抒發對人、

事、物、景之情感的文本。

 以邏輯、客觀、理性的方

式，說明事理或事物的文

本。

 以論點、論據、論證方式，表

達對人、事、物看法的文本。

記敘文本

抒情文本

應用文本

說明文本

議論文本

文本
表述

 因應日常生活、人際往來、

學習需要而產生的實用文

本。



「傳記主題文本」閱讀理解基模
主角因為什麼事而出名呢？

(成就、作為⋯⋯)
主角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態度、行為⋯⋯)

主角是不是曾遇到什麼樣的難題？
(生活上、學習上⋯⋯)

主角是不是曾獲得他人的協助？
(鼓勵、援助⋯⋯)

主角對世人或我們這一代有什麼影響呢？
(貢獻⋯⋯)

自己和主角有無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想想自己⋯⋯）

資料來源：思考泡泡http://blog.roodo.com/hsinhsi



學習模組：從閱讀學寫作

A標點
應用

B句型
擴寫

C細節
寫作

D情感
寫作

E結構
分析

認識與運用
標點符號

認識與運用
複句句型

認識與運用具體和聯想進行擴寫

認識與練習運用
間接抒情描寫

認識與練習畫出
簡單段落結構

資料來源：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共同備課(教學準備)

思考

文本
重點

設計

重點
提問

安排

教學
步驟

規劃

評量
方式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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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讀全文

• 再讀全文，邊讀邊思考文本在說什
麼。

• 細讀全文或重點，畫線或圈出重點，
並說一說為什麼。

思考

文本重點

• 用圖表說明全文摘要。

• 簡單寫出文本的訊息。

• 針對文本設計問題。

設計

重點提問

• 有效

• 有趣

• 創新

安排

教學步驟

• 符應評量架構

• 符合評量原則

規劃

評量方式

學習
策略



評量與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文典教授說：
「教學活動與教學評量的關係就像
『開車與看路況』的關係一樣，一則
是工作與觀測兩項工作要同時進行，
二則是兩項工作要相互支援，才能把
事情做好。」



Chall的閱讀發展階段



識字就是辨識文字的字
形，從大腦提取該字形
的字音與字義。

理解就是將文字辨識後
所提取出的意義整合，
達到了解句子、段落及
篇章意義的目的。

讀
懂
讀
懂

推
論
推
論

流
暢
性

簡明閱讀理論



符應閱讀歷程的評量架構

項目 說明

形音對應 學生能辨認字音字形。

字詞理解 學生能理解文章脈絡中字或詞彙的意義。

語句理解 學生能理解文章脈絡中特定句子所傳達的意義。

文意理解 學生能掌握文本內容中的明確訊息，並理解文本概念間的關係。

推論理解
學生能結合自身背景知識，以推論歷程，詮釋文本中字裡行間的
言外之意。

評論理解 學生能從特定觀點詮釋文章的內容、寫作手法、情意表達等。

單
題

閱
讀
題
組

資料引自國教院學力檢測命題工作坊上課講義



學力檢測閱讀題組的命題層次

資料引自國教院學力檢測命題工作坊上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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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應發展階段的命題架構圖（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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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應發展階段的命題架構圖（2017年）

形音對應 字詞理解 語句理解 文意理解 推論理解 評論理解



依照年級漸次調整閱讀成分的教學比重

隨著年級的成長↗，生字詞的教學比重降低↘，
閱讀理解教學的比重增加↗。



評量趨勢



90年國中基測國文科試題

1.下列選項，何者全部都是外來語音譯的詞？

(A)披薩、沙發、巧克力

(B)邏輯、壽司、腳踏車

(C)電視、冰箱、摩托車

(D)番茄、麵包、冰淇淋



90年國中基測國文科試題

4.下列各選項「」中的句子，經調整之後，何者意思
改變了？

(A)這件事「何難之有」→有何難

(B)「久違了，故人」→故人，久違了

(C)這事辦不成，「一切唯你是問」→一切唯問你

(D)「世界難道不是一個舞台嗎」→舞台難道不是一
個世界嗎



90年國中基測國文科試題

6.下列語詞，何者有「事先須做好防備工作」的意
思？

(A)去蕪存菁

(B)水落石出

(C)未雨綢繆

(D)舉一反三



90年國中基測國文科試題

13.下列語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並駕齊驅

(B)因循殆惰

(C)水乳交溶

(D)天崩地烈



90年國中基測國文科試題

21.下列各組「」中的字，何者意義相同？

(A)無「的」放矢/一箭中「的」

(B)千「乘」之國/「乘」風破浪

(C)「輾」轉難眠/「輾」碎

(D)「屏」息/「屏」棄



105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

1.「考期將至，望著桌上堆積如山的書本，我的心在
瞬間彷彿變成了鉛塊。當下只有悔恨，悔恨自己未
能善加運用時間。」作者在句中以「鉛塊」來比喻
他當下的哪一種心情？

(A)煩躁 (B)堅定 (C)麻木 (D)沉重



105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

4.「我們不是讓自己活得悲慘，就是讓自己活得堅
強。兩者所花的力量是一樣的。」
「命運與機會無關，而是與選擇有關。它不是等著
發生的東西，而是等著努力達成的東西。」
這兩句話共同傳達出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人生方向可由自己掌握
(B)以堅強的態度接受失敗
(C)快樂與痛苦是一體兩面
(D)機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05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

6.「我的作文功力和明華差不多，可以說是
□□□□；思恩的表現更好，我只能勉強
□□□□；而蔚然是作文的常勝軍，和她比的話我
就□□□□了！」這段文字的空格處，依序應填上
哪一組成語？

(A)不分軒輊／望塵莫及／望其項背
(B)不分軒輊／望其項背／望塵莫及
(C)望其項背／望塵莫及／不分軒輊
(D)望其項背／不分軒輊／望塵莫及



105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

13.「當許多人把『氣候變遷』這幾個字，當成議題
在世界上討論的時候，它其實已經成為再悲傷不
過的語言了。」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
近？

(A)「氣候變遷」被廣泛討論，代表它已造成威脅
(B)各國面對「氣候變遷」的議題時，應負起責任
(C)眾人已由空談「氣候變遷」轉為積極研擬對策
(D)討論「氣候變遷」這個議題，會使人變得悲觀



105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

21.「我常常看到，一個詩人在享盡一片田莊最有價
值的部分後離去，而那農夫還以為他只不過吃了
幾個野蘋果而已。________，用那不可見而又最
優美的籬笆把田莊圍了起來。」根據文意，畫線
處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A)那詩人早已把田莊寫成了詩
(B)於是農人決心護衛他的所有
(C)禁果濃郁的香味瀰漫空氣中
(D)詩人黯然離開重新打造莊園



從不同年代的試題看見什麼？

過去
90年

 試題偏重字音、字形、字義、詞義的理解。
 要有換句話說的能力。

現代
105年

 題目較長，文字解碼的速度要流暢。
 對成語或四字語詞要懂其意義與用法。
 要有摘要、換句話說、因果推論的能力。
 要有判斷主要論點的能力，以及科普的素養。

一樣是大考，但對於語文的評量已經有巨大的變化，
「閱讀理解」似乎是學生必要的能力。



106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

22.周老師在黑板上寫道：「天下沒有一個人從不羨
慕別人，只有少數人從沒被別人羨慕過。」她請
學生以圖表來表示這句話，下列哪一張圖表最恰
當？
(A) (B)

(C) (D)



106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

24.臺北的王小姐要以右列信封寄信給高
雄的陳先生，其中格式有誤，下列修
改何者正確？
(A)郵票應貼在信封右上角
(B)左右欄書寫的地址應對調
(C)左欄的「王緘」二字應改為「王
寄」
(D)中欄的啟封詞「大啟」應改為「敬

啟」



106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



106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



國中教育會考考題趨勢

基本

生活

跨科
新課綱



2017
五年級
TASA單

題



1.處理機密事件，不但不能暴「露」出緊張的神色，還要注
意不可「露」了口風。

上面句子「」中的讀音，依序是哪一組選項？

2016五年級TASA形音對應：學生能辨認字音字形

選項 1 2 3 4 其他

選項率 0.11 0.02 0.03 0.80 0.00

高分組 0.04 0.01 0.01 0.94 0.00

低分組 0.20 0.05 0.13 0.62 0.00

通過率 80.30％ 鑑別度 0.32



2017
五年級
TASA題
組題



2017
五年級
TASA題
組題



西瓜大王—陳文郁
(    )1.下列哪一項是
「黛安娜」西瓜的特徵？
① 無子
② 黃肉
③ 黃皮
④ 綠皮
(    )2.從文章敘述推論
陳文郁被稱為西瓜大王的
原因是什麼？
①賣西瓜很賺錢
②品嘗西瓜功力
③改良培育西瓜
④吃西瓜不吐子
(    )3.根據文章敘述，
哪一種品種適合用來改良
成無子西瓜？
①皮薄子小
②冰冰涼涼
③黃皮紅肉
④綠皮紅肉



為什麼海龜可已找到回家的路
(    )1.根據文章內容，海龜的特殊習性是什麼？
① 游幾千公里覓食
② 會再回原棲息地
③ 很喜歡長途旅行
④ 長大後到處產卵
(    )2.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
① 海龜游泳能力很好，可以游幾千公里
② 海龜很神奇，長大後會回出生地產卵
③ 海龜不會迷路是因為體內有磁性物質
④ 海龜的身體裡藏著指引方向的指北針



無扇葉電風扇
(    )1.吹電扇讓人覺得涼
的原因是什麼?
① 夏天天氣特別炎熱
② 風加速帶走了熱氣
③ 電風扇的風很強勁
④ 帶走人體皮膚表面
(    )2.空氣流動會形成什
麼?
① 熱
② 電
③ 風
④ 汗
(    )3.根據文章內容，無
扇葉電風扇的運轉時空氣是
從哪裡進入?
① 基座的進風口
② 橢圓形的圓環
③ 圓環的出風口
④ 轉動中的扇葉
(    )4.根據文章敘述，無
扇葉電風扇的優點不包含哪
一項?
①使用更安全
②清潔更方便
③氣流更穩定
④外形更漂亮



結晶小星星
(    )1.照片中左上角的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① 實驗的步驟
② 照片的張數
③ 材料的數量
④ 閱讀的順序

(    )2.根據內容敘述，以下哪位小朋友準備的食鹽重量
是正確的?
① 小名準備 60克的食鹽
② 小燕準備 77克的食鹽
③ 小弘準備100克的食鹽
④ 小為準備120克的食鹽

(    )3.實驗完成後毛根上的白色顆粒是什麼東西?
① 星星
② 食鹽
③ 水滴
④ 毛根



命題
注意事項



試題內容建議

1. 有關字音字形測驗題，建議以完整句子呈現，比較能讓學生
明白題目，精準答題。

2. 有關閱讀題組應以測驗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為主，記憶性題目
宜減少，建議可轉化成理解或應用題型。

3. 有關選項敘述不宜文白摻雜，例如：有三項是白話文，有一
項是文言文。

4. 有關否定問句，如：「哪個不適合？」「不正確？」等，宜
加上雙底線和粗體。

5. 引用他人文章，應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6. 建議選項字數差異不宜過大，避免學生易從當中尋找猜答案

之線索。
資料引自國教院學力檢測命題工作坊上課講義



字形題的編修（或編寫）

字形題僅針對學生之「形音對應能力」進行評
量。

定位上，類似月考考卷上常見之第一大題，改
以選擇題方式呈現。

呈現語境

資料引自國教院學力檢測命題工作坊上課講義





語句理解題型

以連接詞，如因果、轉折、遞進、條件句題型為
主。

將題目中的連結詞做同義詞的替換

選擇適當的連結詞

判斷語句的句意



語句理解—範例題

範例4：連接詞，轉折

他有顆聰明靈活的頭腦，□□用錯地方了。下列
哪一個選項填入□□中最適當？

①還是

②這就

③可以

④不料

資料引自國教院學力檢測命題工作坊上課講義

題幹

選項



語句理解—範例題

範例3：連接詞，遞進

仙草和愛玉雖然用料不同，賣相也不一樣，卻都
是受人喜愛的消暑良方。這句話的主旨是下列哪
一個？

①介紹兩種食物的材料

②介紹兩種食物的賣相

③比較兩種食物的不同

④說明兩種食物的功效
資料引自國教院學力檢測命題工作坊上課講義

題幹

選項



閱讀題組題型



篇章理解

閱讀理解，是指讀者能從各式各樣的文本中建
構意義！

選材分為：

1) 記事、記物、記人的記敘文

2) 提供訊息的說明文

3) 非連續性文本

評估讀者對篇章意義的掌握程度：文意理解、

詮釋理解、評論理解。
資料引自國教院學力檢測命題工作坊上課講義



如何命題？

文本分析是第一步

什麼是文本分析 ?

將理所當然的理解歷程，轉而從學生的角度出發。

從文本的表層深入到文本的深層，而發現那些不能
為普通閱讀所把握的深層意義。

解讀文本的角度不同，就會有不同的深層意義。

資料引自國教院學力檢測命題工作坊上課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