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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推動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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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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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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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年前開始出現的新興行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AWtz-8jug

油土伯
Youtub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miV2JfeZk

分潤：(觀看4500000萬*約300元＝135000元）
業配？＋會員？＋觀眾贊助？

未來的工作有6成未被發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AWtz-8ju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miV2Jfe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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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年度新生兒總人數

一定要成就每個孩子

少子化-每個孩子應受到更好的學習照顧

教育經費4.22K元/人

79.84K元/人

110.9K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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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今天你懂的，
可能明天就沒用。
重要的是學習力。

失去山林
的孩子

學習共同體
的革命

Web3.0時代
真正的教育是
所有人一起學習

未來的工作，
有6成還未被發明

從學習逃走
的孩子

PISA、TIMSS的
數學及科學排名不錯，
但學習興趣和自信卻低落

免試入學或
大學申請入學趨勢

教育的全球化、
本土化與個別化

2010年，
臺灣生育率0.895，

全球倒數第1 

社會的變遷，教育的目標及內容必須與時俱進



當前教育：學生M型分布與成就每個孩子背道而馳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自信，是教育改變的首要工作

資料來源：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

A高表現低差距

成績好

B低表現低差距

成績不佳

B高表現高差距

成績好

C低表現高差距

成績不佳

學
生
成
績
表
現
好

前後段學生差距大

學
生
成
績
表
現
好

PISA 2012各國數學素養表現變異，臺灣前後
段學生差距世界第一



2018 PISA 公布：
台灣閱讀素養微幅進步排第17，

低成就孩子卻沒減少

9

發現1：閱讀高成就學生的占比，從5%翻倍成長到11%，
但低成就學生看不出明顯提升。

發現2：性別差距及城鄉差距縮小，男生閱讀表現有提升，愈來
愈近女生的表現，但總體受試者的未作答比例偏高，近
半數學生容易放棄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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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害怕失敗的國家台灣排第一！



國中生…教學現場無動力世代

11

學習等
於升學
考試

被動

缺乏
動機

學習
受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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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希望能實現

十二年國教的理念
與過去的教育相去不遠

讓學校與社會都有能力達到
「成就每個孩子」的願景

五大
理念

有教
無類

因材
施教

適性
揚才

多元
進路

優勢
銜接

圖片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http://12basic.edu.tw/temp/brochure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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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動 好發 互 共

有意願，有方法 精熟知識，能活用 善合群，能共享

因知識半衰期短 因資訊容易取得
自、動、好—
這樣的孩子未來才有競爭力

自 動 好

一字箴言二字箴言四字箴言

因知識半衰期短

需終身學習 就要自主行動

因資訊容易取得

需活用所學 就要溝通互動

因沒有英雄年代

需團隊作業
就要社會參與

簡單說：

素養

= 能力 (知識)

+ 動機

+ 態度



參

以核心素養為主軸，
裨益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
以及各領域/科目之間的統整。

終身
學習者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A1

A2 A3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B1

B2

B3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C1

C2

C3

核心素養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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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課程

部定課程



參 183-5-2 /五、課程架構
(二)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

階段別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學習階段
各為國小12年級、34年級、56年級、國中789年級

國小階段語文領域新增”新住民語文、台灣手語“選項
國中階段語文領域新增”本土語、台灣手語“選項

新增科技領域，國民小學階段不排課，融入各領域教學
國民中學增2節，1節為資訊科技，1節為生活科技。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分為四類課程
分別為第一學習階段2-4節，第二學習階段3-6節

第三學習階段4-7節，第四學習階段3-6節



彈性學習課程中的跨領域統整課程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國小低
2-4節

國小中
3-6節

國小高
4-7節

國中
3-6節

1.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強化知能整

合與生活運用能力。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

程

讓學生依興趣、性向及能力分組自由選修，

與其他班級學生共同上課。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專指身心障礙、資賦優異、體育班或藝術

才能班等學生學習需求所安排之課程。

4.其他類課程 包括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

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

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等各式課程，以及

領域補救教學課程。

19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為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權責，應依學校需求開課，各該主管機關負監督之責（含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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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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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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考什麼?



素養導向試題的五大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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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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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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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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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只有選擇題，也會有非選擇題。
22

未來Family，22期。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7199



領域課程綱要

沒有版本

只有根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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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教育會考



會考試題設計：強化素養導向

• 教育會考的試題不僅有評量重要概念的「學科基本素養
題」，也有連結日常生活情境或學術探究情境的「生活實
踐題」

• 「生活實踐題」的設計，透過真實情境脈絡(包含日常生活
情境或是學術探究情境)進行提問，同時也會適度融入跨領
域素材與新課綱所列相關議題，希望經由試題的引導，讓
學生思考、探究課堂所學與生活之關聯性。

• 生活實踐的試題，在題幹或選文中提供較多的資訊，學生
需解讀資訊以探究相關議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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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voao.com/a/181554.aspx

國中教育會考



會考線上體驗--請大家拿出手機

26

Kahoot

https://play.kahoot.it/v2/?quizId=fa9d81ca-ad67-4247-886b-1f68d5048645


結合生活情境
有意義的考題

112年會考

國文

A

(A)圖案只有說 18%在過去 12 個
月經歷過性暴力,但是沒有說 82%
的人是完全沒經歷
過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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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會考

社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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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片可知,收入最低 20%因為
兩次事件皆使成長率變為負成
長,面臨較大的衝擊,
因此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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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112年會考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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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題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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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12年會考

自然

B

夏天為西南季風,並依圖中潮流位置為
太平洋應為黑潮。故選(B)



4.知識運用

112年會考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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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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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小學
數位精進方案
班班有網路生生用平板

PBL專題式
學習

數位學習融入課中
差異化教學

Success for all

教育相關政策

雙語教育



以學生學習為主體 (learner-centered)

學生學習自發、互動、共好

～全球教學的新趨勢

1.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

36



2.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學

2.重視學生積極參與（投入）學習
✓ 尊重差異性需求
✓ 重視學生合作學習(同儕學習)
✓ 強調學生自主學習
✓ 明確教導學生學習策略、認知監控策略
✓ 教導學生如何思辨、省思、探究、問題解決

1.翻轉教師長期講述為主的教學方式

37



3.後疫情時代-學習資源的提升

1.各校平板到位-前瞻計畫與精進數位學習計畫

2.數位學習平台、內容與資源快速發展

(數學、英語文尤甚)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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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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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 均一 學習吧酷英

科技輔助-四大學習平台

四大數位學習平台持續進化升級功能









均一教育平台



知識結構星空圖：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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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AI 語音辨識

https://asr.cs.nthu.edu.tw/azure/doExercise?section=d7480c59&exercise=%20Basic%20Social%20Encounters&lesson=Gr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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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學習資源

https://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https://www.learnmode.ne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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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融入課中差異化教學

Success for all

讓每個孩子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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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融入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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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支援系統

教師
進修資源

①促進現場教師
差異化教學

②改變教室風景
翻轉教學

陪伴每個學生學習

可記錄學習歷程平台

數位學習融入課中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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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實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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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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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差異化教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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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可以調整

(修改自洪儷瑜、陳美芳，2012)

教材

•刪減
•添加

教學策略

⚫問不同難度

的問題

⚫給不同難度

的學習任務

⚫提供不同鷹

架

評量

•不同標準

平時考50%

定期評量50%

成績評量計畫

教學型態

•分組

同質異質

•自學

•配對

讓學生在
課堂中討
論知識



拔尖 扶弱

帶起每一位學生



雙語教育

62

雙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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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英語學習環境建置圖像

64

全球溝通力
Communication



臺南市雙語學校類型

65

雙語教育學校(A類)
實施年級每週雙語課程達總節數
三分之一。 雙語試行學校(B類)

實施年級每週雙語課
程達總節數六分之一

實施年級每週雙語課程
達總節數九分之一

雙語活動學校(C類)

臺南市ABC雙語學校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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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

112學
年度

113
學年度

111學
年度

114學

年度

115學

年度

A類

B類

C類

33校

50校

189校

33校

90校

149校

63校

120校

89校

73校

199校

0校

83校

189校

0校

90校

182校

0校

A+B=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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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

4.

達成雙語學校倍增策略

協力同行跨校聯盟支持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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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雙語暨英語教育資源中心 https://tbeerc.tn.edu.tw/

https://tbeerc.tn.edu.tw/


PBL專題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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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專題式學習－未來Family 2015/12/02

並且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式。PBL 將學習與重大的任
務或問題掛鉤，使學習者投入於問題中

強調把學習設置到複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景中

學習潛藏在問題背後的科學知識，養成解決問題的
技能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現實世界為基礎

真實性的任務

學習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



72

好的專題式學習
要從真實世界的需求出發

摘自親子天下雜誌116期 2021/01/07

專題不是複雜的作業
也不是另一種型態的考試

而是能激發孩子自學的動力
培養未來需要的能力

關鍵在於專題要做得對

從「任務設計」就很重要

真實問題激發好奇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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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專題式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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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議題探究：科學探究的方法

控制變因實驗法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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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溶解的時間與水溫的高低有何關係?
控制變因：
水量---20 毫升；糖的種類---紅糖；
糖的質量---5 公克；燒杯規格---50 毫升

水溫的高低
(℃)

30℃ 40℃ 50℃ 60℃ 70℃ 80℃

糖完全溶解
所需的時間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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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溶解的時間與水溫的高低有何關係?

糖
完
全
溶
解
的
時
間(

秒)

實驗測量完成後，尚需把測量所得的數據轉
化成關係圖表(折線圖、長條圖等)，以清楚
表示實驗探究的結果。

水溫 (℃)

課本上的
實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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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蛇擺的觀察到單擺週期的探討（35秒開始）

探究
的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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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蛇擺的觀察到單擺週期的探討

觀察
合作

老師
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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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蛇擺的觀察到單擺週期的探討

設計
實作

整理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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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蛇擺的觀察到單擺週期的探討

回饋
結論分享



匯 聚 所 有 相 信 改 變 的 力 量 讓 更 好 的 教 育 來 得 更 快 ！

2023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親子天下

2023臺南市PBL探究教學論壇
11/1 成大魔法學院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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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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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未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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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輔導課程規畫（列舉）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自我探索 職涯初探 生涯統整/選擇

認識與探索個人
特質/能力/興趣
時間管理/學習風
格
生涯夢想
學習/讀書計畫

職業世界探索
職群介紹
性向測驗
家族職業樹
高職/工廠參觀
技藝學程甄選

興趣測驗
工作價值觀
何倫生涯類型
台灣學制
臺南區學校科系介紹
生涯資料彙整
多元入學Q＆A
選校平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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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表現最好的科目是哪一科?

孩子學習什麼事情最投入?

孩子平時或假日最常做什麼?

我最常和孩子一起做什麼?

孩子未來最想從事的工作?

這些可能都
跟孩子未來
適性的生涯
選擇有關

孩子的性向、興趣與能力如何發掘?

性向、興趣、能力與生涯抉擇的關係?

我們可以提供孩子哪些學習資源?

我們能提供哪些多元的試探機會?

孩子國中畢業以後可以有哪些選擇?

我瞭解社會變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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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涯 金三角

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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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畢業生升學進路階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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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2basic.tn.edu.tw

http://12basic.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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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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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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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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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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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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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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拿你的幸運
做甚麼?

TFT劉安婷/2016成功大學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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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更多人
幫助更多人一起變好

自發 互動 共好理念



謝謝大家的聆聽

教育之路，攜手前行

親師合作共創孩子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