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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要推動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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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u.parenting.com.tw/event/educonference-350


為什麼，需要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

時代
背景

學生
未來

台灣
現況

瓦特、牛頓不再

填鴨、英雄不再

年輕鄰國中年台灣

不能只賴菁英支撐

全球化數位化

知識快速汰換

要學什麼?

團隊取代英雄

知識貴在活用

要怎麼學?

少子化高齡化

人力快速流失

要教好誰?

100年 30年

6年 3年？



資料來源：國發會

台灣的少子化人力流失，高齡化更讓負擔加重

超過20%是

超高齡社會

(super aged society)

超過14%是

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達249 萬人，

占10.7%

占7%，進入聯合國定義的

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

1993 年

2010年底

2018年

2025年

2025年
超高齡化

國發會推估臺灣

65歲以上
人口變化

要尋找高齡化與

少子化台灣的

翻轉之道！

應先看看人口和台灣

經濟發展的歷史連動



資料來源：國發會

台灣的少子化人力流失，高齡化更讓負擔加重



資料來源：國發會

台灣的少子化人力流失，高齡化更讓負擔加重









PISA

資料來源：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 11

➢ PISA評量內容涵蓋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個領域的素養程度
➢ 每次評量會詳細測試一個學科領域，大約佔全部施測時間

的三分之二，其學科週期的排列如下:

PISA_FINAL_V01.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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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失敗，我擔心其他人怎麼看我。」
「當我失敗，我怕其實自己沒天分。」
「當我失敗，我會質疑自己的未來規劃。」

台灣學生，是全球最害怕失敗的

台灣學生害怕失敗，
其實是害怕「失敗後旁人的眼光」

越是不允許失敗，
越是扼殺孩子未來的可能性

針對孩子的努力做出誇獎
讓孩子對自己更有自信



社會的變遷，教育的目標及內容必須與時俱進



10年前
出門旅遊要帶什麼？

現在
出門旅遊要帶什麼？

照相機、地圖、手電筒
星座盤、現金、信用卡

……

生活的快速變遷



科技的快速發展--手機發展史

Nokia3310 西門子6633

1994第一支智慧型
手機 IBM Simon

2007 iPhone 誕生

1973年 1995年

2000年 2001年

那些年我們追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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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複雜問題解決
2.批判式思考
3.創新
4.人際經營
5.協同合作
6.情緒智力EI
7.判斷與決策
8.服務導向思維
9.協商
10.認知靈活性

世界經濟論壇預測第四次工業革命（2020年）

預測未來面對工業4.0，所需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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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背誦、標準答案

已成昨日黃花，

創新、連結才是未來玫瑰。

--2015天下雜誌教育特刊

2025年最重要的
技能是什麼？

分析思維與創新

積極學習與學習策略

複雜問題的解決能力

批判性思考與分析

創意與原創性

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

科技的運用與監控

科技設計與程式編碼

正面思考、抗壓性與彈性

推理、梳理問題、構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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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後的未來工作趨勢報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KenNOYOiq4&t=2s


國中生…從教學現場談起─無動力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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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等
於升學
考試

被動

缺乏
動機

學習
受創



二、新課綱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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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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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的願景、理念與目標課綱的願景、理念與目標



參



參 27



參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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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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課程架構

校訂課程

部定課程



課綱主要內容：國教院整理出六項主要發展面向 聚焦素養

素養導向全人教育 連貫統整

多元適性配套整合 彈性活力

1.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2.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3.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
應用所學於不同情境

1.領域的橫向統整
2.不同學習階段的
縱向連貫

五育均衡
終身學習者：
終身學習者的新概念—
恰是素養導向的核心意涵

1. 落實學生為主體的
適性學習

2. 規劃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等課程

1.透過集體討論，凝聚學
校發展共識

2.學校運用在地資源，發
展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

針對教育相關法令、機制、
人員、措施、環境等環節，
考量中央、地方、學校與
課室四層級整體規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課綱發展面向

主要關注：教師 家長 主要關注：政府教師與書商

主要關注：行政，政府 主要關注：教師、家長 主要關注：教師、家長

終身學習者



課綱主要內容：國教院整理出六項主要發展面向 聚焦素養

素養導向

1.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2.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3.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
應用所學於不同情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課綱發展面向

課程、教材、教學

實踐面多元適性

的教材與教學

自主
學習
自主
學習

溝通
互動
溝通
互動

社會
參與
社會
參與

實踐面彈性活力

的課程與教學 自主
學習
自主
學習

溝通
互動
溝通
互動

落實素養課程與教學，強化學生本位

為每個學生「量身打造」活化的學習

讓每個孩子都得到成就

社會
參與
社會
參與



因知識半衰期短

需終身學習
要自主行動

因資訊容易取得

需活用所學
要溝通互動

因沒有英雄年代

需團隊作業 要社會參與

簡單說：
素養=能力(知識)+動機
+態度

自主行動

A

終身
學習者

能活用知識
才能與別人社會環境互動，

提高學習意願強化學習方法
才能自主學習

有品德能分享
才能經營團隊，發展未來

一項最重要的改變：三面符應時代需求的素養導向學習新風貌



課程設計能力

彈性學習課程發展

無審定本可用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學生學習為主體

教完到學會

教學目標到學習任務

重視情境脈絡

重視學習策略方法

新課綱課程與教學重要變革



素養學習做法：家長和老師都需改變的觀念與做法

引進社區學習資源、營造親子共學，創造孩子的學習成就感；精熟學習；互動合作

給孩子系統思考方法

給成就感激勵動機

給孩子精熟的知識

並能與生活連結

給孩子分享與合作機會

能聽明白，能說清楚

教學 學習

學生為主體的學習
給孩子自主空間

內容 活用

強調活用知識
活用比記憶重要

聽講 行動
強調班級與教學經營
關注社群、社會、國

際發展

自主行動

方法
思考

溝通互動

知識與
運用

社會參與

團隊
經營



影片：108課綱
讓孩子成為更好的自己

台南0917.mp4
新課綱─讓孩子成為更好的自己.mp4


三、素養怎麼教



課綱過去 未來

重視知識
實際運用

偏重知識
與分數

跨域整合領域教學

素養導向的教與學：強調深化、落實



素養導向教學

除了知識與技能，更要教會孩子

應變、解決問題

教學變得有意義



體驗

一連串的教學案例

39

素養學習





齊柏林 看見台灣 吳均 與宋元思書

時間
白天
夜晚

白天(在晝猶昏)

形式 空拍紀錄片
書信

作法
砍樹種植檳榔

蓋民宿
以駢文描寫景物

抒發情感

對環境的
影響

破壞大
不斷索取資源

無破壞

時代 2012(現代) 南朝（古代）

為環境努力 以機種植（洪箱、賴青松） 無

景色範圍 大(整個台灣) 小(富陽至桐廬)

交通方式 直升機 船(從流飄蕩)

天氣狀態 晴 雨 晴(風煙俱淨,天山共色)



看見台灣 與宋元思書

作者 齊柏林 梁 吳均

手法
以大自然的美
襯托人類的破壞

描寫山水，
重景物描寫

內容
高山、海洋、湖泊、河流、
森林、稻田、魚塭、城市

山、水、鳥聲、蟬聲、猿聲

創作源頭
莫拉克颱風後看見殘破的台

灣
以景抒情

心情 心疼台灣，反對過度開墾 閒適(從流飄蕩,任意東西)

寫水
海岸線水泥化
被污染的河道

水皆縹碧，千丈見底。
游魚細石，直視無礙。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寫山
清水斷岸切開山脈

高山蔬菜減少林地面積
豪華民宿侵佔山林

夾岸高山，皆生寒樹。
負勢競上，互相軒邈，
爭高直指，千百成峰。

感觸 經濟發展與環保必須平衡
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
經綸世務者，窺谷忘返



文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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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紅的落日，灑下金色的光芒。秋風
由江面吹來，捲起一道道的波浪；白
茫茫的蘆花，像巨龍在秋風中翻滾。
歸巢的水鴨，消失在暮色中。大地在
古廟的鐘聲裡，顯得格外沉靜。

• 大文學家紀曉嵐，陪著乾隆皇帝在江邊散步。只
見江畔有一條小船，上面有個老漁翁，手持魚竿，
靜靜的垂釣。他目不轉睛的看著魚漂，一動也不動

。

• 不久，水面上的魚漂晃動了一下，老漁翁用力拉
起魚竿，釣上一條活蹦亂跳的金色大鯉魚。他高興
得拍著大腿，哈哈大笑。蘆草中的水鳥都嚇得拍翅
飛起，揚起片片白色的蘆花。

1 紅紅的落日，灑下金色的光芒。

2 秋風由江面吹來，捲起一道道的波浪

3 白茫茫的蘆花，像巨龍在秋風中翻滾

4 歸巢的水鴨，消失在暮色中。

5 大地在古廟的鐘聲裡，顯得格外沉靜

• 大文學家紀曉嵐，陪著乾隆皇帝在江邊散步。只
見江畔有一條小船，上面有個老漁翁，手持魚竿，
靜靜的垂釣。他目不轉睛看著魚漂，一動也不動。

• 不久，水面上的魚漂晃動了一下，老漁翁用力拉
起魚竿，釣上一條活蹦亂跳的金色大鯉魚。他高興
得拍著大腿，哈哈大笑。蘆草中的水鳥都嚇得拍翅
飛起，揚起片片白色的蘆花。

自己整理句子與敘寫標的

1 紅紅的落日，灑下金色的光芒。

2 秋風由江面吹來，捲起一道道的波浪

3 白茫茫的蘆花，像巨龍在秋風中翻滾

4 歸巢的水鴨，消失在暮色中。

5 大地在古廟的鐘聲裡，顯得格外沉靜

• 大文學家紀曉嵐，陪著乾隆皇帝在江邊散步。只
見江畔有一條小船，上面有個老漁翁，手持魚竿，
靜靜的垂釣。他目不轉睛看著魚漂，一動也不動。

• 不久，水面上的魚漂晃動了一下，老漁翁用力拉
起魚竿，釣上一條活蹦亂跳的金色大鯉魚。他高興
得拍著大腿，哈哈大笑。蘆草中的水鳥都嚇得拍翅
飛起，揚起片片白色的蘆花。

自己找出敘寫的動詞等

1 紅紅的落日，灑下金色的光芒。

2 秋風由江面吹來，捲起一道道的波浪

3 白茫茫的蘆花，像巨龍在秋風中翻滾

4 歸巢的水鴨，消失在暮色中。

5 大地在古廟的鐘聲裡，顯得格外沉靜

• 大文學家紀曉嵐，陪著乾隆皇帝在江邊散步。只
見江畔有一條小船，上面有個老漁翁，手持魚竿，
靜靜的垂釣。他目不轉睛看著魚漂，一動也不動。

• 不久，水面上的魚漂晃動了一下，老漁翁用力拉
起魚竿，釣上一條活蹦亂跳的金色大鯉魚。他高興
得拍著大腿，哈哈大笑。蘆草中的水鳥都嚇得拍翅
飛起，揚起片片白色的蘆花。

加上形容詞讓敘寫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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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江

獨釣

秋江五景

賦詩考驗
兩組主角

二項
反應

二項

條件

三項
點評

1落日

2秋風

5大地

4水鴨

3蘆花再結構

確定意義段
提問

ㄧ、本文寫哪幾位角色？主角是？

二、寫哪五項背景？

按「遠近」「亮麗」排序？

三、哪些文句寫兩主角出場？

「動與靜」氣氛有何差別？



以一句佳句形容眼前美景
• 西陵峽

• 答謝中書書

• 與顧章書

• 與宋元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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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教學-教師教學的改變素養教學-教師教學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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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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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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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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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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素養導向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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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導向教學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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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科技力
( ntelligent technology)

問題解決
( olving complex

problem)

美學創思力
( esthetics & creativity)

全球溝通力
( ommunication)

扎根基本學力
( asic competence)

BASIC

扎根基礎、迎向未來



5-9年級至少

1節校訂課程

PBL學習模式進行

G1-12

12+4



PBL專題式學習

聯合國SDGs

國際共同語言

國際教育議題

2030雙語國家

國際教育白皮書2.0

國小英語文向下延伸
國中80%具有國際教育內涵

問題解決
能力素養

課程內容

課程發展工具

臺南市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建議措施 五至九年級 至少一節



四、素養怎麼考

素養導向命題趨勢已是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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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時間及題數

考試科目 題型
題數 考試時間

110年 111年

國 文 4選1 45～50題 38～46題 70分鐘

英 語
4選1（閱讀） 40～45題 40～45題 60分鐘

3選1（聽力） 20～30題 20～30題 25分鐘

數 學
4選1 25～30題 23～28題

80分鐘
非選擇題 2題 2題

社 會 4選1 60～70題 50～60題 70分鐘

自 然 4選1 50～60題 45～55題 70分鐘

寫作測驗 引導寫作 1題 1題 50分鐘



領域課程綱要

沒有版本

只有根本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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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教育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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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試題的四項特色
未來Family，22期。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7199

1、有意義的情境題

2、長題幹

3、題型多元

4、知識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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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
考題試做



1.有意義的情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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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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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圖表與數據
解決生活問題

數學(108)會考--表徵、推論

正確答案:古早味紅茶



國文(109)會考–擷取訊息、綜合理解

結合生活情境
有意義的考題

正確答案 (B)



2.長題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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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這是哪個領域
的考題?

109年會考國文 (B)

題目閱讀量高，用以清楚描述問題情境，常配合圖
示、圖表或數據資料



(C)

國文(109)會考

請問這是
哪個領域
的考題?



長文閱讀，重理解
跨領域生活時事-全球暖
化導致阿拉斯加融冰現象

33.作者對於Kivalina的紐因特人
有什麼看法?

正確答案: (B)

109會考英語閱讀



3.題型多元
不只單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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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選

擇題，也會有非選擇題。

請問你覺得共有幾種切法?

數學(110)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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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判斷



4.知識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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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結合運動
生活情境考題

對知識概念的判斷

正確答案: (A)

自然(109)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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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會考 自然

(C)



74

教育會考怎麼考？教育會考怎麼考？
➢目前教育會考的試題包含學科基本概念題與生活情境題。

➢理解各領域的知識與概念屬於基本素養，所以 111年教育會考還是會
保留學科基本概念題。

➢生活情境題評量學生帶著走的能力，已可呼應12年國教課綱生活實踐
的理念。未來試題會盡可能以「接近真實世界會問的問題」來設計。

➢不會刻意增加生活情境題的題數，但會努力提升試題品質。

➢「情意態度」與「行為習慣」也是核心素養的一部分，但難以在教育
會考中用紙筆評量，應由教師落實於課堂教學過程之中。

➢目前教育會考的試題包含學科基本概念題與生活情境題。

➢理解各領域的知識與概念屬於基本素養，所以 111年教育會考還是會
保留學科基本概念題。

➢生活情境題評量學生帶著走的能力，已可呼應12年國教課綱生活實踐
的理念。未來試題會盡可能以「接近真實世界會問的問題」來設計。

➢不會刻意增加生活情境題的題數，但會努力提升試題品質。

➢「情意態度」與「行為習慣」也是核心素養的一部分，但難以在教育
會考中用紙筆評量，應由教師落實於課堂教學過程之中。

https://cap.rcpet.edu.tw/PressRelease108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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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小叮嚀



學習是一輩子的事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學會比教完重要
豐富孩子的學習經驗 讓孩子自己建構理解世界的方式

給孩子有溫度的學習
溫柔而堅定的陪伴孩子學習

給家長的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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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陪伴孩子，共讀文本一、陪伴孩子，共讀文本

1.長文本：會考國文題本13頁，命題趨勢

2.讀閒書：從小就廣泛閱讀來培養閱讀興趣
教育局已規劃建置K-12閱讀平台來幫助您

3.享受閱讀：跟孩子有共同的故事、共同的
語彙，享受優質的親子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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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近自然，關心環境二、接近自然，關心環境

1.降低3C使用頻率

2.享受自然，體驗生活

3.關心環境變遷議題，培養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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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現強項，學習選擇三、發現強項，學習選擇

1.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2.協助孩子多元探索發現自己的優點

3.思考自己的興趣，喜歡學習什麼?為什麼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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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任教師，互動共好四、信任教師，互動共好

1.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學

2.重視學習過程與方法

3.課堂風景的改變，教學模式的翻轉，需
要您更多的陪伴、信任與支持



讓每個孩子都有表現機會

每個時刻學生都認真思考

有能力自主學習解決問題

讓每個孩子都有高昂學習動機

能精熟並活用學習

每雙眼睛都會炯炯有神

讓每個孩子都有積極的態度

能參與、分享或經營社群與社會

能營造每一個可以寄望的未來

謝謝大家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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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路，攜手前行

親師合作共創孩子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