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 113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專業成長活動計畫 

＜1-4-11＞實境解謎-「素養導向統整與探索融入數位學習之教學課程設計」分區(山線、中區)

實作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

點。 

二、臺中市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臺中市113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為了落實新課綱核心素養精神，秉持「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的基本理

念，輔導團研發協助現場老師發展以核心素養導向主題式探索課程，並以「專業」、「服務」、

「研創」的核心理念，以求兼顧學習者的自我實現及社會的優質發展。 

二、因社會領域涵蓋範圍廣，須將教學內涵轉換成素養導向非一蹴可及，希望持續推動深化領域

教學融入新領綱之核心素養，藉由輔導團融合數位科技之研創，分享與推廣教學成果給現場

教師，提供鷹架可順利導入素養導向數位學習之教學，並提供教師有效的數位科技融入教學

方法，讓學生可以有多元、有趣的學習。 

三、由研發屬於「在地特性」的「探索式主題課程」，研發創新教學「問題式學習」模式之課程教

學活動設計或教材，融入數位科技運用之實作過程，讓教師能更快熟悉素養導向數位學習之

創新教學課程教學活動，有效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 

 

參、目的： 

一、由本團具有領綱宣導種子教師之輔導員為主講，增進現場教師對於新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教學

之了解。用專業領導現場教師全面提升本市社會領域教學之成效，以推動以教學實踐為本位

進行專業精進之研習。 

二、發展在地的有效教學策略與創新，融入科技並結合載具，藉由研習之機制分享成果，達成同

儕激勵與精進之目標。落實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及豐富教學內涵，提高教學品質。 

三、透過輔導團員與各校教師的對話以建立統整性之共識，強化輔導團的服務效能。因應研發有

效教學策略與創新，輔導教師應用有效教學策略與創新案例，增進各校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從事教學創新與設計。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社會領域分團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 

 

伍、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初階： 

(一)時間：113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12：50-17：00 

(二)地點：南屯老街；《集合地點：萬和宮(408 台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 51 號)前廣場》 

二、進階： 

(一)時間：113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08：30-17：00 

(二)地點：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住址：臺中市大雅區楓林街 232 號) 

 

陸、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參加對象：初階(每場次 60 人)；進階(每場次 30 人) 

二、山線、中區各校社會領域課程副召集人請務必出席。 

三、如有其他名額開放學校老師、代課(理)老師、實習老師參加。 

 

柒、實施方式：  

一、初階：113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12：50-17：00 

辦理時間 辦理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備註 

12：50 

-13：10 
報到 輔導員   

13：10 

-14：00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及新領綱轉化

運用數位融入教學策略 

副領召校

長黃哲偉 

主講:韓秀玉教師

(北屯區松竹國小) 

主講是新課綱與
領綱種子教師 
 

14：00 

-14：10 
休息 

輔導員   

14：10 

-16：05 
結合領綱素養導向學習指標之結

合載具進行「問題導向式田野實察

課程」引導教師遊戲式探索「在地

特性」主題融入在地特色文化特色

課程之實作探索  

副領召校

長黃哲偉 

主講: 張崴耑教師 

(大雅區大明國小) 

助講: 謝孟芸(南

區樹德國小)、余

淑敏教師(霧峰區

霧峰國小) 

 分 4組進行 
主講是新課綱與
領綱種子教師 
 

16：05 

-17：00 

「問題導向式田野實察課程」引導教

師遊戲式探索「在地特性」主題融

入在地特色文化特色課程之實作

程式設計解說 

副領召校

長黃哲偉 

主講: 高惠貞(豐

原區福陽國小) 

助講: 韓秀玉教師

(北屯區松竹國小) 

主講是新課綱與
領綱種子教師 
 

 

二、進階：113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08：30-17：00 

辦理時間 辦理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備註 
08：30 
-08：45 

報到 輔導員 輔導員  

08：45 
-08：55 

領綱與素養導向教學課程之

引言 

副召集人 

黃哲偉校長 

副召集人校長黃哲偉  

08：55 
-10：35 新課綱與領綱導讀及科技運用

之素養導向教案分享與分析 

副召集人 

黃哲偉校長 

主講:韓秀玉教師 (北屯區

松竹國小) 

1.講師是新

課綱與領綱

種子教師 

 

10：35 
-10：40 休息 輔導員   



10：40 
-11：30 

主題式「實境解密」探索創

新課程設計策略介紹與操作

方式解說 

副召集人 

黃哲偉校長 

主講: 張崴耑教師(大雅區

大明國小) 

講師是新課

綱與領綱種

子教師 

11：30 
-12：20 

主題式「實境解密」探索創

新課程設計分組探索 
副召集人 

黃哲偉校長 

主講:張崴耑教師(大雅區

大明國小) 

1.講師是新

課綱與領綱

種子教師 

12：20 
-13：40 

午餐約會 輔導員   

13：40 
-17：00 
 

主題式「實境解密」探索創

新課程設計分組設計實作與

分享 

(依據結合載具之課程設計，

共分 3組 3 場地進行實作) 

輔導員 主講:張崴耑教師 

(大雅區大明國小) 

助講:韓秀玉教師(北屯區

松竹國小)、高惠貞(豐原

區福陽國小)、余淑敏教師

(霧峰區霧峰國小) 

講師是新課

綱與領綱種

子教師 

 

17：00~ 賦歸 

 

捌、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 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民小學)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玖、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

點」補助支應。 

 

壹拾、 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加強社會領域教師內部的對話與分享機制，發展教學策略中「明確可行」的程度，並透過

回流式問卷讓輔導團能了解學校與校師的需求，更精進的輔導成效。 

二、發展有效教學策略與創新，落實新領綱社會領域核心素養創新教學，進而深化教師的專業

能力，並轉化知識為素養導向的課程發展。 

三、在「核心素養教學研發」中，參與研習教師對教學策略的運用意願表達滿意或很滿意。 

四、在「教學經驗分享與交流」上，參與研習教師對研習內容滿意或很滿意，並且願意與其他

教師夥伴分享有效教學的策略或研習內容。 

五、在「溝通與轉達」方面，參與研習教師能認同進行公開課的專業價值，輔導小組針對問題

與需求的回應能讓教師認為滿意或非常滿意，達成服務學校、提升教學之成效。 

六、評估工具:113 學年度臺中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社會領域「實境解謎-「素養導向主題式

探索及平板融入教學課程設計」分區實作工作坊意見回饋單(附件一) 

 

壹拾壹、 預期成效： 

一、透過「實境解謎-「素養導向主題式探索及平板融入教學課程設計」分區實作工作坊，輔導教

師應用有效創新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落實新領綱核心素養教學。 

二、藉由教學專業知能與經驗分享，研發屬於「在地特性」的「探索式主題課程」，教學創新研發

「問題式學習」模式之創新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或教材。。 

三、透過強調系統性、實踐性及累積性，建立有效教學專業成長運作模式，由地區性跨校的實踐



經驗分享，並帶動教學示例觀摩的參與，因應學校脈絡情境中職務工作與角色的轉化，由輔

導員擔任橋樑，針對教學現場面臨的問題與需求，進行面對面即時的溝通與轉達。 

四、建立輔導團與本市各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師溝通聯繫的管道，達成意見交流與實踐回饋分享

之機制。 

 

壹拾貳、 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國民中小學課程教學資源網－精進計畫成果

專區」（https://guidance.tc.edu.tw/improve），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參、 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市政府教

育局依規處理。 

三、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肆、 考核： 

一、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國民中

小學課程教學資源網－精進計畫成果專區」（https://guidance.tc.edu.tw/improve），供全

市教師參考利用。 

二、辦理本計畫順利完成之相關有功人員，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

處理要點、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規定辦理敘獎。 

 

壹拾伍、 本計畫經教育部審查通過並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