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年國教新課綱，終於在大家的努力下定案並且陸
續公告了。目前，各家教材已進入編審階段，未來除

了教材要體現新課綱精神之外，現場老師們的教學模

式以及測驗評量方式，也都必須以「核心素養」為發

展主軸，從基本能力的教學改變成以素養為導向的課

堂。

 過去以學習知識為目的，未來要求學生不僅學知

識，還要能將知識運用和實踐於生活之中。目的在

於培養「終身學習者」，能自主選擇適合的學習方

式，並且對於日常遇到的問題，能夠進行系統性思

考和判斷；能運用各種工具及管道與人溝通，並且

有效與人互動；能具備社會多元性，了解文化差異

認識 108 年新課綱

資料來源：國教院〈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

新課綱的基本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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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適應群體的互動。簡而言之，新課綱希望可以

讓學習者所學活用出來，在生活中落實，成為生活

實踐家。

 新課綱將課程分為「部定課程」和「校訂課程」

兩種，「部定課程」由國家統一規劃，將九年一貫

的七大領域調整成八大領域，將「科技」從自然領

域獨立出來，成為新設的一門領域，包含生活科技

和資訊科技等學習內容，落實科技教育及實作的能

力。「校訂課程」（又稱「彈性學習課程」），則

由各校以發展校本位特色課程、議題探究、跨領域

學習專案或是安排其他強化學生的適性課程為主。

 在九年一貫課綱的時代，學校老師可以協議國文

和英語共享節數，例如國文和英語一週各上四節課，

加起來共八節課，但在新課綱實施後，規定國文一

週上五節課，英語則為一週三節課，彼此不能相互

增減。過去多數學校不一定會開設的生活科技或電

腦課程，皆為彈性課程，從108年起，新課綱將科

技領域獨立出來，規定學校必須教授生活科技或電

新舊課綱差異表

部定課程 (領域學習 )

節數
各領域學習節數為彈性比例制

(例如國、英領域可以共享 )
各領域採固定節數，每週共29節

課程內容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與

生活科技、綜合活動、藝術與人文、

健康與教育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科學、

科技、綜合活動、藝術、健康與教育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 )

節數 彈性學習節數 彈性學習課程，每週3-6節

課程導向 以能力為導向 以素養為導向

課程內容
領域學習課程、補救教學、選修或

班級輔導、自修

以學校特色為主，規劃統整性主題課程、

專題探究、自主學習或補救教學

資料來源：國教院〈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

腦相關課程。另外，理化課程在過去也是因校制宜，

但新課綱有固定的理化授課時數，整體來說，新課

綱強調學生的基本能力，各領域應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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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素養」，因應策略
 這幾年不難發現，學校研習、教務討論或坊間教

育相關研究，幾乎都圍繞著「素養」二字。所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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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實踐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103年11月）。核心

素養將能強化各教育階段、課程總綱與領域之間的

連貫性，以及各領域彼此之間的統整性。

延伸能力、態度及生活的實踐

 簡單來說，我們除了要教導孩子知識，還要教授

孩子能適應現今生活及未來可能會面臨的日常挑戰，

所應具備的知識、動手做的能力與良好的態度。很

重要的是，過去我們習慣把同樣的教學當成套裝內

容，一套一套地提供給學生們，但在未來的教學現

場，學生為學習主體，我們要根據學生的需求提供

適宜的內容，發揮因材施教的精神。

 策略1  調整教學方式
 依循「核心素養」此主軸，老師們在教學上應深

入學習知識，並且強調實作、探究能力。素養導向

教學原則，可以包括：

1. 不偏重知識，並且將知識、技能、態度三者進行

整合教學。以英語教學為例，除了學習課本內的世

界文化差異，也應培養學生具備思考、批判能力，

資料來源：國教院〈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

核心素養的基本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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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判斷日常隨手可以從媒體或科技所取得之素材。

2. 重視學習歷程，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

問題、觀點等，進一步協助學生可以找到更適宜

的學習方法，並提高學生主動探究延伸內容的意願

性。

3. 跳脫教材內容，在課堂上結合真實情境和生活現

象，引發學習動機，讓學生願意主動學習及尋找解

決辦法，將所學知識落實於生活中的實踐。

4. 引導學生主動參與社會活動，讓學生了解所學知

識如何應用生活，實現做中學、學中做的精神。

 策略2  多元評量方式
 未來評量方式將以素養為導向；但要注意，我們

不只是考素養，而是檢測學生是否可以將學到的知

識運用在生活中，因此以素養導向評量顯得非常重

要，必須也要能夠評量出素養的教學是否具有成效。

新課綱將過去的能力指標，調整為「學習重點」，

其中分為「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

 以「學習內容」來說，老師們需要了解學生在學

習素材及知識部分的表現，將評量重點放在學習歷

程上，因此必須關注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態度、學

習過程及表現。而「學習表現」，則是了解學生是

否能整合所學，並應用於特定情境中，偏向認知、

行動能力及態度的表現。

資料來源：國教院〈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

素養課程設計和評量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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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評量

 前陣子，一位美國少女發表的一部影片引起了大

眾的興趣。她很訝異，亞洲學生似乎每天都有讀不

完的書、寫不完的作業和準備不完的測驗。的確，

台灣跟歐美教育非常不一樣。說穿了，我們的學生

需要背誦及理解繁雜細碎的課本內容，才有辦法應

付各大小考試。

 但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國中會考也悄悄地改變

中。各領域測驗試題逐漸降低記憶性題目，並且加

入閱讀理解、高層次思考以及生活情境題，像這類

強調生活實踐的應用試題，可被稱之為「素養導向

評量」。

 事實上，新課綱以素養為主軸，除了讓老師們改

變授課方式，評量重點也應在於學生是否理解問題，

並且具備整合、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台

師大心測中心表示，未來會考測驗命題將趨於更生

活化、情境化、跨科跨領域。簡單來說，過去偏向

記憶性測驗題目，將不再會是考試重點，而是偏向

生活應用類型的測驗，讓學生可以延伸所學，實踐

於生活中。

 我們不只是考素養，而是檢測學生是否可以將學

到的知識用出來，因此以素養導向評量顯得非常重

要，必須也要能夠評量出素養的教學是否具有成效。

 但所謂「素養導向評量」，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讓我們來看看這幾年的會考測驗，就可以馬上理解

了。各領域會考題目除了漸趨向生活化，還會加入

圖表理解或長篇閱讀，並且融入跨領域議題，目的

是考驗應試者的知識理解、問題分析及生活應用能

力。

領域別 素養導向評量重點

國文 文本主題多樣化，圖表理解力

英語 篇章理解、邏輯思考力

數學 讀懂題意、結合日常生活情境

自然 注重時事議題、圖表判讀及轉譯能力

社會 常見生活情境、跨領域統整及推理力
國教院也進一步提出未來素養導向紙筆測

驗，應具備的三個要素（素養導向的「紙

筆測驗」要素與範例試題，107年1月）：

1. 評量學生是否具備重要知識與技能的試

題，但盡量避免機械式記憶與練習之題

目。

2. 強調運用跨領域核心素養或是該領域核

心素養，讓學生可以理解或解決真實情境

中所發生的問題。

3. 試題設計應盡量符合真實而合理的問題

情境，避免不合理或不必要的情境安排。

「台灣學生放學後趕著去補習班、上輔導課，

那什麼時候才有空參加社團、從事體育活動呢？」

資料來源：國教院〈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

素養導向題型包含要素

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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