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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得好好的，為什麼要改變？ 

• 1750年至1900年間，資訊量每150年時才增加1倍 

• 1900年至1950年，資訊量每50年增加1倍 

• 1950年至1960年，資訊量每10年增加1倍 

• 1960年至1992年，資訊量每5年增加1倍 

• 預估到了2020年，隨著資訊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資訊量每73天即增加1倍 

• 資訊爆炸   information explosion   張嘉彬 
2012年10月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au:"%E5%BC%B5%E5%98%89%E5%BD%AC"


2030年世界將會看到的7種驚人技術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qJ8fbTb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qJ8fbTb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qJ8fbTb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qJ8fbTbg


預知2030未來世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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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知識教育已經不能滿足時代快速變遷 

• 給魚吃不如給釣竿，培養終身學習者。 

• 學會適應生活，解決問題。 

• 產生學習遷移，面對未來挑戰。 

• 溝通互動，團隊合作。 



學校教育如何幫助學生面對未來挑戰？ 

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 

(學科知識) 

九年一貫 

課程改革 

(基本能力) 

108新課綱 

(素養導向) 



九年一貫課程的省思 

• 帶得走的能力 

• 主題教學 

• 熱鬧的教學活動與大量學習單 

• 豐富的體驗與操作 

學生(我) 

究竟學了什麼？ 

 

知識淺化？ 



各主題活動無法連貫或整合成可學習遷移及深化 
的生成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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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以核心素養串聯整個學習活動，
將學習經驗有意義的整合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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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1：進行素養導向教學之前必須了解
串聯學習活動的核心素養是什麼？ 



108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 

•什麼是「素養」？ 

•什麼是「素養導向」？ 

•什麼是「素養導向教學」？ 

•什麼是「素養導向評量」？ 



什麼是「素養」？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1.學會求知 

   2.學會做事 

   3.學會共處 

   4.學會自處 

   5.學會改變 

 

• 歐盟（EU）： 

   1.母語溝通 

   2.外語溝通 

   3.數學與基本科技素養 

   4.數位素養 

   5.學習如何學習 

   6.及跨文化與社會和公民素養 

   7.創業家精神 

   8.文化表達 

 



什麼是「素養」？ 

•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1.自律自主的行動： ①在廣泛脈絡情境的行動能力②形成及執行 
生活方案與個人計畫的能力③保護及維護權利、利益、限制與需求
的能力等內涵 

 

2.互動的運用工具溝通： ①使用語言、符號與文本互動的能力②使
用知識與資訊互動的能力③使用科技互動的能力等內涵 

 

3.與異質性團體互動： ①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的能力②團隊合作能
力③管理與解決衝突的能力等 



蔡清田(2014)等國內教授 

• 「素養」是指一個人接受教育後學習獲得知識（knowledge）、
能力（ability）與態度（attitude），而能積極地回應個人或社會
生活需求的綜合狀態。 

 

• 素養中擇其關鍵的、必要的、重要的，乃為「核心素養」，轉化
到總綱中，意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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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情意態度層面 與生活情境緊密結合 

透過力行實踐 
學以致用 

學習者全人發展 
成為終身學習者 

具跨領域性質 



什麼是「素養導向」？ 

•  係指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在
一個情境當中，學生能活用所
學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並實踐
於行動中的一種課程與教學取
向。 



什麼是「素養導向教學」？ 

一、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例如：學生能於國語文課中進行新詩仿作；學生能於自然科學 

        課中設計環境汙染調查表等表現。  

二、情境脈絡化的學習 

        例如：在學習數學加法時，營造商店購物情境增進學生真實的  

        體驗。  



三、學習方法與策略 

       例如：教師能進行概念圖教學、有層次的提問，學生的學習能 

        繪製心智圖、進行小組合作學習或能運用作筆記的策略，掌握 

        文章的重點等。  

四、實踐力行的表現 

       例如：學生在學習植物的繁殖方法後，能親手阡插左手香；或 

        是學生於體育課中學會跳土風舞後能於社區老人活動中心進行 

        分享。  



小結2：素養導向教學就是採取學習策略，結合情境，
整合知識K、技能S、態度A，並透過行動(action)實踐
的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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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素養導向評量」？ 

• 注重的面向： 

1.依據課程綱要，考量學生生活背景、經驗現象或任務、問題，兼
重思考與行動、理解與應用，以引導並促進學生更具主體性的學習。 

2.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學習評量。 

3.能引導學生能對週遭環境保持好奇心，並能進行主動地探索、體
驗、試驗、尋求答案與合作學習 

4.積極正向的參與家庭、學校、社會生活，並能主動地與週遭人、
事、物及環境的互動中觀察現象，尋求關係，解決問題，並關注在
如何將所學內容轉化為實踐性的知識，並落實於生活中，以開放的
心胸來適應及參與社會生活。 

 



• 可行作法： 

素養評量注重歷程、多元及真實，是以專題、體驗、探究、實作、
表現、活用為核心。學生透過整合所學，不只能把所學遷移到其他
例子進行應用，或是實際活用在生活裡，更可對其所知、所行進行
覺察思考，而有再持續精進的可能。 

• 評量策略： 

可彈性運用實作任務、開放性問答、隨堂和正式測驗、觀察、檢視
作品、放聲思考、面談、專題報告等多元策略 ，兼顧整體性和連
續性，尤應重視核心素養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在實際生活應用之檢
核，以反映學生學習情形或應用成效，並進行有效評估與回饋。 



小結3：素養導向教學評量宜採
多元化，並囊括學習目標，緊扣
核心素養，與生活結合。 



回顧以上內容： 

• 進行素養導向教學之前必須了解串聯學習活動的核心素養是什麼？ 

 

 • 素養導向教學就是採取學習策略，結合情境，整合知識K、技能S、
態度A，並透過行動(action)實踐的學習過程。 

 

 • 素養導向教學評量宜採多元化，並囊括學習目標，緊扣核心素養，
與生活結合。 

 

 



實作練習說明 

一、文本分析 

文本重要訊息或意旨、
意涵 

定錨：核心素養項目與
具體內涵 

教學重點 

教學目標 

二、學生經驗分析 

(先備能力) 

教育課程 

在地經驗 

三、安排各節教
學內容 

教學內容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學習
內容) 

學習目標 

教學原則 

四、教學活動內
容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評量 





一、文本分析 
      (真平第七冊) 
 
重要訊息或意旨、意涵 

1.個性太急容易發生危險 

2.要如何與急性的人溝通互
動? 

3.學會「……猶未……就」
的閩南語句型。 

4.延伸學習：其他「個性」
的閩南語形容用詞，例如慢
性、大方、閉思……等等。 

 



定錨：核心素養項目與具體內涵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閩-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 驗 與 實 踐 處 理 日 常 生 活 問 題。 

教學重點 

 

 

 

 

  

  

 

 

 

  

B1 符號 運用與溝通表達 

閩-E-B1 具 備 「 聽 、 說、讀、寫、作」 的 
基 本 語 文 素 養，並具有生活所 需的基礎數
理、肢 體 及 藝 術 等 符 號 知能，能以同理
心 應 用 在 生 活 與 人 際溝通。 

• 能透過閩南語文理解課文內容，
並用以溝通討論。(閩-E-B1 ) 

• 學習「……猶未……就」的閩南
語句型。(閩-E-B1 ) 

• 能透過課文了解「急性」帶來的
影響，並反思自己的個性是否也
如此，要如何改善？(閩-E-A2 ) 

• 要如何同理「急性」的人並與他
有良好的溝通互動?(閩-E-C2)  

(以下以一節課的課程內容設計為範例) 

C2 人際 關係 與 團隊 合作 

閩-E-C2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的溝通能力，珍愛
自己、尊重別人，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教學目標 

(將核心素養內涵與教學重點結合) 

三、安排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 

• 課文理解與朗讀。 (閩-E-B1 ) 

• 「……猶未……就」的閩南語句
型使用。 (閩-E-B1 ) 

• 小組討論生活中是否遇過「急性」
的人?發生什麼事? 結果如何？(閩
-E-A2 ) 

• 如果遇到「急性」的人要如何跟
對方溝通互動? (閩-E-C2)  

 

• 能透過閩南語文理解課文內容並
朗讀，且能以閩南語回答課文中
提到「急性」帶來的影響。(閩-
E-B1 ) 

• 能以「……猶未……就」的閩南
語句型溝通表達。(閩-E-B1 ) 

• 能使用閩南語表達「急性」的人
為自己或他人帶來哪些影響，要
如何改善。(閩-E-A2 ) 

• 能同理「急性」的人，並思考與
其溝通互動的方法。 (閩-E-C2)  



 

 

第一節   學習重點 

■聽   ■說  ■讀  □寫          



第一節 學習目標 
(結合教學內容與學習重點，將學習表現具體化) 

• 能運用閩南語漢字協助聆聽課文及朗讀。(閩-E-B1 ) 

• 能以閩南語表達課文中提到「急性」帶來的影響。(閩-E-B1 ) 

• 能以閩南語表達生活中遇到哪些「急性」的人，並描述發生的事
情。(閩-E-A2 ) 

• 能同理個性「急性」的人，並以閩南語表達應如何與對方溝通互
動。 (閩-E-C2)  

 

 

 



檢核四大教學原則 



教學活動設計 



感謝大家聆聽 

一步一腳印    努力為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