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1：何謂「素養」？何謂「素養導向」？何謂「素養導向教學」？ 

A1： 

壹、「素養」的定義： 

「素養」的定義：係指個人為了健全發展，發展成為一個

健全個體，必須因應社會之複雜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或缺的

知識、能力與態度。素養的概念強調學習者能活用所學之知識、

技能、態度與價值，同時也能反思自已的學習歷程，重視學習

者能投入世界並在世界中行動。總綱中明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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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強調教育的價值與功能，重視在學習的

過程中透過素養促進個體全人的發展以及終身學習的培養。 

貳、「素養導向」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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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取向，有別於以教師教學為主的「傳統導向」以及以學科

知識學習為主的「內容導向」。 

參、「素養導向」教學的展現，主要能回答下列四個問題： 

一、是否融合知識、情意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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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展現教與學的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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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否營造適當的學習情境？ 

例如：教師為增進學生們的互動，能營造一個正向的競合

情境；為增進學生實際的體驗，能運用科技營造一個虛擬

真實的情境等。 

四、學生是否有整合活用或實際行動？ 

例如：學生在閱讀「我為人人黃金葛」的科普文章後，能

親手栽種黃金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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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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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九年一貫綱要在實施後曾經對各科能力指標進行說明與解釋，

不知道在十二年課程各領域綱要中有沒有類似的說明，教師在課程

設計與多元評量時能有所依循？ 

A2： 

    為能促進各界理解各領綱之重要內涵，及支持學校、教師試行

與實施新課綱，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中已有「學習

重點」的相關說明，教師在課程設計與多元評量時能有所依循，而

且配合新課綱教材研發與相關配套進程規劃，國教院課程及教學研

究中心也已經展開各領域/科目課程手冊研發工作計畫，撰寫各課程

手冊初稿，提供外界解讀各領域課程綱要的參考。後續各研發小組

將依教育部課審會審議完成之課綱，持續更新與調整，並公布於國

教院協力同行網站。 

註：有關各領域課程手冊資訊，請至協力同行-走進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網站/課

綱實施支持資源查詢

（http://12cur.naer.edu.tw/category/Documents_and_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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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對素養導向教學之意義與現今九年一貫差別何在？能力導向與

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是否所有不同？ 

A3： 

    課程與教學的取向大致可分為教師中心、學科中心與學生中心，

十二年國教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均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與教學

觀。因社會的進步、時代的變遷與教育理論的進展等因素，學生的

學習必須由能力轉型升級為素養的培養，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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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與教學的各種取向： 

圖 1 課程與教學取向 

資料來源：作者自編。 



貳、核心素養豐富與落實基本能力，素養導向是能力導向課程與教

學的升級進化版： 

圖2 能力導向與素養導向之關聯 

資料來源：作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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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如何進行素養導向的教學？其教學原則有哪些？ 

A4： 

教師在進行素養導向教學時，需以學生為主體，考量學生的身

心發展需求、學習風格、班級特色和有效教學等因素，還要呼應十

二年國教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轉化領綱的學習重點，並適時輔以

相關議題融入，以著重學生在生活情境中，真實運用所學。以下可

從四個部分進行說明（參見圖3）： 

壹、重視知識、技能與情意的整合 

教師運用提問、討論、欣賞、展演、操作、情境體驗等多

元教學方式，引導學生熟習領域中重要、基礎的「學習內容」，

整合知識、技能與情意的學習，達成「學習表現」。以國語文教

學為例，學生在課文內容的學習，可運用科技、資訊及媒體等

工具，進行檢索、擷取、統整、閱讀、解釋及省思，實踐生活

的素養。 

貳、重視學習歷程、方法與結果 

學校教材的設計，除了知識內容的學習之外，更應強調學

習歷程及學習方法的重要，使學生喜歡學習及學會如何學習。

以自然科學領域教學為例，除了教導自然科學的重要概念或事

實之外，應培養學生能從觀察、實驗的歷程，學習探索證據、

回應不同觀點，並能對問題、方法、資料或數據的可信性進行

檢核，進而解釋因果關係或提出可能的問題解決方案。 

参、重視情境脈絡的學習 

學生能主動地與週遭人、事、物及環境的互動中觀察現象、

尋求關係及解決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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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學領域教學為例，除了解說及

計算外，也要能透過真實世界或日常生活情境來學習其抽象概

念。 



肆、將學習落實於社會行動 

核心素養係能促進個人在多元的情境或社會中更有效率的

參與，並且增進個人成功的生活及健全社會發展的能力。以社

會領域教學為例，除了課本知識的學習之外，應培養學生具備

對道德、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也應鼓勵學生整

合所學，主動參與各種環境保護活動與社會公共事務。 

圖3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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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請說明素養導向領域教學的示例？ 

A5： 

承上題，素養導向的教學示例除參照各領域綱要/科目的核心素

養與學習重點之外，亦需掌握素養導向的四項原則，相關的教學示

例可參考國教院建置之「協力同行」網站，網站上有各領域課程手

冊（初稿）項次七初步研發的教學示例；此外在「課綱實施支持資

源」分項下，也有相關的教學模組示例可供參考，以下茲以數學領

域的「正方體與長方體」一示例簡述說明： 

此示例為國小五年級的教學活動，對應「S-5-6空間中線與面

的關係」，著重「操作」活動，強調做中學，故教學模組以實作活

動為主軸，利用競賽情境製作正方體及長方體的包裝盒，逐步引導

學生在探討與修正過程中，察覺、理解正方體與長方體的相關數學

概念。同時考量學生先備經驗及教具操作的順暢性，將本單元切分

為三個主要活動，分別是以實際製作正方體（長方體）為檢測工具、

面與面的平行與垂直，以及線與面的垂直。據此，設定本教學模組

之單元教學目標有四：1.認識正方體與長方體的構成要素。2.認識

正方體與長方體中，面與面的垂直平行關係；邊與邊的垂直平行關

係。3.認識正方體與長方體的展開圖。4.認識正方體與長方體的示

意圖。 

本單元具體實踐的對應關係如圖4，詳細內容可參見

http://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89/224797993.pdf 



圖4 國小數學「正方體與長方體」單元與素養導向教學原則呼應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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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的參考資源有哪些？ 

A6： 

國教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自103年起，進行素養導向的課程

與教學研發相關工作，陸續已開發國語文、數學、自然及生活課程

等素養導向教學模組示例，並於106-107年進一步展開英語文、綜

合活動、科技、藝術、健康與體育及跨領域素養導向教學模組的示

例研發。 

此外，為能促進各界理解各領綱之重要內涵，並配合新課綱教

材編輯與相關配套進程規劃，發展各領綱課程手冊研發工作計畫，

依據陳報教育部審議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

（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中）」草案（目前仍進行審議階段），撰

寫各領綱課程手冊初稿，提供外界進行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的參考。

未來，待教育部課程審議會審議完成之課綱將持續更新與調整各領

域課程手冊。 

上述參考資源請詳見「協力同行–走進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

綱網站」http://12cur.naer.edu.tw/main/showNews/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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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新課綱實施後，如何評量學生所具備的素養？ 

A7： 

素養評量應依據各領域/科目之學習重點，考量學生生活背景與

日常經驗或問題，運用在地資源，發展真實有效之學習評量工具。

評量的工具類型上，可彈性運用測驗、觀察、問答及面談、檔案等

多元工具，或是發展實作、探究、專題性等課程的多元評量。在學

習評量方式上，也可依學科及活動之性質，採用紙筆測驗、實作評

量、檔案評量等多元形式。學習評量報告應提供量化數據與質性描

述，協助學生與家長了解學習情形，在質性描述可包括學生學習目

標的達成情形、學習的優勢、課內外活動的參與情形、學習動機與

態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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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素養如何與會考做連結？未來的會考方式與內容是否也會跟著

改變？ 

A8： 

壹、教育會考的內容將與新課綱精神內涵緊密結合 

受限於大量的考生人數，目前教育會考的形式仍以紙筆測

驗為主，但在內容的部分則以脈絡化與情境化的試題來呈現新

課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以評量學生習得的核心素養。在新課

綱實施後，會考將以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

為命題依據，而教學只要能符合新課綱的核心素養內涵，學生

並加以融會貫通、習得相關核心素養與知能，即能作答教育會

考試題。 

貳、未來會考方式與內容的調整將由臺師大心測中心公告 

教育會考的目的為檢視國中學生三年的學習成果，在新課

綱實施之前參加會考的考生，其學習教材的編寫是根據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因此會考的試題內容與形式與過去幾屆不會有太

大的改變。而在新課綱實施之後的考生，其學習教材是根據新

課綱編寫，為了能有效評量這些學生的學習狀況，負責會考題

庫建置的臺師大心測中心正在進行評估與研究，檢視以會考現

有試題評量新課綱的內涵時，是否有不足之處，並進一步研發

新題型，以求評量內容能更符應新課綱核心素養的精神。無論

試題是否調整，都將於新課綱實施前公告範例試題，俾利學生

充分準備應試。 

此外，在過去的會考試題中，許多的試題都是以生活化脈

絡來設計，已具有新課綱的素養精神，例如105年教育會考數

學科第19題，評量學生是否能整合情境中的數量關係，以此列

出不等式並求解，即是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數學領域綱要中的



核心素養：「數-A3 具備轉化現實問題為數學問題的能力，並

探索、擬定與執行解決問題計畫，以及從多元、彈性與創新的

角度解決數學問題，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運用於現實生活。」 

會考範例 （105年教育會考數學科第19題） 

表（一）為小潔打算在某電信公司購買一支MAT手機與搭配一個

門號的兩種方案。此公司每個月收取通話費與月租費的方式如

下：若通話費超過月租費，只收通話費；若通話費不超過月租費，

只收月租費。若小潔每個月的通話費均為X元，X為400到600之間

的整數，則在不考慮其他費用並使用兩年的情況下，X至少為多

少才會使得選擇乙方案的總花費比甲方案便宜？ 

（A） 500 

（B） 516 

（C） 517* 

（D） 600 

註：有關國中教育會考的詳細資訊，請至國中教育會考網站查詢

（http://cap.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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