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教學考的共通原則

§怎麼編寫教科書？

§怎麼教學？

§怎麼學習？

§怎麼評量？

§編教學考示例



§教滿等於教好？曾經教滿過嗎？

§教會比教完重要，什麼是教會？

§為什麼國中還在教通史？什麼是通史？

§課綱改來改去，考試會改變嗎？





§參考社會領綱草案的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參考課綱草案的附錄三，但不必受限

§留意附錄三的建議時數、學習內容條目所在的主題、

項目等脈絡

§回應「當代世界如何形成？」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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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考附錄中的指引，但不必受限

§主要見附錄三，學習內容的說明

§二、從探究「當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這個問題出

發

§三、課綱研修小組會與教科書編寫、審定部門磋商







§1.結合「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整合知識、技能與
態度。

§2.重視學習情境及脈絡，學習方法與策略，讓學生能整合
活用。

§3.以覺察、思辨為基礎，透過主題、探究、實作與表現深
化學習。

§4.可跨科、跨領域教學，考量地區特性及學生差異，靈活
運用教學策略。





§1.關注生活周遭的議題，將所學內容和社會現象相連

結。

§2.開放多種可能性，透過探究及思辨，提出自己的觀

點並和他人分享。

§3.省思多元觀點或經驗，提出慎思的方案或行動。

§4.活用知識，學會方法，願意終身學習。





§1.依據什麼？依據領綱，特別是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2.著重什麼？閱讀理解、綜合思辨、論述表達。

§3.包括什麼？情境化、脈絡化的選擇題與非選擇題。

§4.課綱研修小組會與心測中心磋商





§掌握課綱的書寫脈絡

§這個條目所在的脈絡是主題「中國古代的政治與社

會」，項目「國家與社會的形成與轉變」。

§建議留意：「政治與社會」的關係、「形成與轉變」

的特色。



§問題導向的教學

§「封建」和「帝國」的描述偏重政治（國家）面向，

它們的社會基礎是什麼？怎麼和政治體制發生互動？

這類社會基礎有沒有延續性？「封建」到「帝國」的

變遷重點又是什麼？



§留意從同學的生活經驗出發

§考慮「封建」到「帝國」的變遷時，像「親戚」、

「宗法」、「姓氏」、「戶籍」這類比較容易引發同

學興趣，或還存在臺灣當代社會的事物，內容或意義

有沒有跟著發生轉易？



§如果說「封建」時期的國家事務相對單純，是由少數

「親戚」構成的統治階層主導的，那麼，「帝國」時

期幅員龐大的國家，可以仰賴哪些成員、哪些機制或

技術來幫忙統治？作為不同時期被統治的人民，你可

以感受到哪些差異？你願意接受這類統治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