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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
課綱的基本精神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校訂必選修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跨科結合
(跨學科/領域小組合作學習)
（探究與實作、專題課程）

領域內
素養導向教學

（探究活動、歷史考察、
地理實察）



貳、總綱的核心素養

一、核心素養
(1)自主行動：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2)溝通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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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會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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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總綱的核心素養

二、社會領域具體化核心素養的實踐

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組成。

學習表現是社會領域學科素養的具體表徵。

學習內容是培養學習表現的學習情境。

學習內容是學習材料；學習表現是學習成果。



参、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社會環境的需求

1.資訊革命與快速全球化的結果，不僅大幅度增加知
識創造的數量與傳播的速度，大量的知識與資料，
也多已數位化且儲藏在雲端。

再完整的教科書，也無法涵括知識的全部，再多時間
的學習，也無法獲得完整的知識。



参、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社會環境的需求

2.全球化的快速發展，社會環境瞬息萬變，企圖透過
學科知識的學習和技術的訓練，已難以解決不斷湧
現的新問題。

傳統以獲得學科知識為主要目的的學習目的必須改變
，能夠解決問題，具備高層次思考能力（思辨能力）
、自主學習、合作學習等，才是學校教育中學生學習
的重點。



肆、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理論基礎(PBL)

1.PBL的主要特色：（Woei Hung，2015：79-80）
(1)以問題為學習之核心。
(2)強調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
(3)以討論為主的學習。
(4)強調學習者主動學習，並主動與他人討論與分享。
(5)教師的角色不是知識的灌輸者，而是學習的引導者。
(6)學習者在釐清問題的性質，或思考解決問題的策略時
，教師適時提醒問題的系統思維。問題的內涵及解決
問題的策略，經常是跨領域的。



肆、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理論基礎(PBL)

2.PBL的操作
(1) 單 元 教 學 前 提 出 結 構 不 完 整 的 問 題 (ill-

structured problem)。
(2)教師針對問題進行迷你講課 (mini-lecture)。
(3)教師設計一系列階段性學習歷程單給每一位學生。
(4)學生分組，各組人數以3-8人為宜。
(5)學生藉由多元活動，包括觀賞、探索、實作、蒐集
、整理資料以釐清問題脈絡，並進一步提出解答。
教師需引導學生進行跨學科/領域的思惟。學生活動
的深度與廣度，可配合課時的的多寡而調整。



肆、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理論基礎(PBL)

2.PBL的操作
(6)學生在課堂展示完整論述與成果，同時進行同儕互

評 (peer assessments)。
(7)教師帶領學生針對單元學習，進行反思與討論，併

引導衍生的新問題或尚未解決的問題。
(8)教師綜合各個面向，給予整體性評量 (holistic 

assessments)。



肆、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理論基礎(PBL)

3.PBL中問題的性質
(1)需能激勵學生的學習動力，並主動參與學習。
(2)真實世界、和學生生活經驗有關的問題。
(3)結構不完整(ill-structured)的問題。使用多元概

念或假說，可持續討論的開放性問題
(4)多元、跨領域思考的問題。
(5)小組合作、協同查詢的問題。
(6)具挑戰性的問題。
(7)可延伸該問題的問題。
(8)可培養批判性思維提出解題策略的問題。



肆、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理論基礎(PBL)

4.結構不完整(ill-structured)問題示例
(1)如果蘋果成熟了會掉下來，那月亮圓了為什麼不會掉下來?
(區域交互作用，地理、歷史、公民與社會、物理跨學科/領域
學習)

(2)如果「能量不滅定律」是對的，為什麼還要提倡節約能源?(
或為什麼要提倡環境倫理?)

(環境倫理，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跨學科/領域學習)
(3)如果工商業的生產力較高，工商業主要集中在都市，為甚麼
不把農業廢了?

(產業發展，地理、公民與社會、歷史跨學科學習)



伍、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設計

一、歷史
1.學習目標
(1)歷1c-Ⅳ-2從多元觀點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在歷史中

的作用與意義。
(2)社2a-Ⅳ-2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培養本土

意識與在地關懷。
2.學習素材

B.早期臺灣 a.史前文化與臺灣原住民族 歷Ba-Ⅳ-1考古發掘與史前文化。
歷Ba-Ⅳ-2臺灣原住民族的遷徙與傳

說。
b.大航海時代的臺灣 歷Bb-Ⅳ-1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海域

的各方勢力。
歷Bb-Ⅳ-2原住民族與外來者的接觸。



伍、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設計

一、歷史
3.題出問題

青蚵子嫂民間歌謠是怎麼產生的?

4.迷你講課

噶瑪蘭族的遷移：



伍、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設計

一、歷史
4.迷你講課

噶瑪蘭族南遷時間及其路線 

加禮宛社     

                 道光 15年（1835，伊能嘉矩）、16年（1836，田代安定）、20年（1840，波越重之） 
打那岸社                                                    歧萊平原 

 

打那美社 

             

光緒元年（1875）     

        建立加禮宛庄六聚落              

                                     沿縱谷南下至水尾—馬太鞍間           

     加  竹  武  七  談打  瑤                             馬佛社 

     禮  仔  暖  結  仔馬  高                             打馬煙社 

     宛  林      仔  乘煙                                 加禮宛庄 

                                   沿海岸南下（貓公社—活仔寮）                

              光緒 4年（1878）                                               與阿美族混居 

 

 

 
恆春半島



伍、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設計

一、歷史
4.迷你講課

恆春民謠



伍、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設計

一、歷史
4.迷你講課

恆春民謠



伍、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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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民謠



伍、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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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設計

一、歷史
4.迷你講課

恆春民謠



伍、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
的設計

一、歷史
5.根據下列學習條目設計學習活動
地Aa-Ⅳ-3臺灣地理位置的特性及其影響。
歷Ba-Ⅳ-2臺灣原住民族的遷徙與傳說。
地Ab-Ⅳ-1地形與海岸的分類。
地Ab-Ⅳ-2臺灣主要地形的分布與特色。
歷Bb-Ⅳ-1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各方勢力。
歷Bb-Ⅳ-2原住民族與外來者的接觸。
公Ad-Ⅳ-2為什麼人權應超越國籍、種族、族群、區域、文

化、性別、性傾向與身心障礙等界限，受到普遍
性的保障？



1.教師心態的挑戰

(1)知識傳輸者vs知識探索引導者

(2)取材週全vs問題核心

(3)跨學科/領域教學設計的共備

(4)小組合作學習的落實

(5)會考評量的質疑

陸、素養導向學習活動的挑戰



2.教學實驗面臨的問題

(1)班級學生人數過多，影響學習效果

(2)學習材料(太多)與學習節數(不足)的矛盾

(3)家長質疑學習的知識量不足

陸、素養導向學習活動的挑戰



柒、結語：

社會領域素養導向的學習
一、學甚麼

1.公民實踐的素養

2.系統邏輯的思惟

3.宏觀統整的視野

4.環境倫理的培養

5.溝通表達的方法

6.解決問題或完成任務的策略



柒、結語：

社會領域素養導向的學習
二、怎麼學

1.思考探究日常生活的問題

2.觀察歸納社會景觀的特色

3.分類綜合各種資料的意義

4.合作學習溝通與表達技巧

5.跨學科跨領域的宏觀思惟



柒、結語：

社會領域素養導向的學習

三、學的時候?

1.意義思考和問題的好奇心

2.溝通與表達的方式

3.跨學科/領域知識與技能的連結

4.發展趨勢的推論



柒、結語：

社會領域素養導向的學習
四、學以後

1.肯認多元、重視人權和關懷全球的意識。

2.具備大開大闔的人文素養

3.擁有發掘問題的能力

4.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

5.完成任務的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