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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發   歷   程 

需求評估 
落實總綱精神 
素養教學模式 
 
 

課程研發 

確定階段學習重點
問題探究為核心 
建立課程架構 
發展操作模組 
 

模組建構  
滾動式課程 
操作流程 
策略方法 
教案推廣 

轉化實踐 

實驗教學 
備觀課 
檢討修正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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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的三大面向九大項目 

生 活 情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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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 
學習者 

自主行動 

會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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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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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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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綱到領綱：核心素養的轉化 

核心素養 
（三面九項） 

+知識、技能及態度 

+學習重點 

+學科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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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素養導向的教學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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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度 

脈絡化的 
情境學習 

學習歷程、 
方法及策略 

實踐力行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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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的教學 

•重視學習的

歷程而不是

背誦結果 

•將所學應用    
在生活中 

•做中學、學
中做 

•從真實情境中
思考問題 

•知識、技能與
態度不是分別
獨立的 

整合知識、 
技能與 
態度 

營造情境 
化、脈絡 
化的學習 

 

重視學習
歷程、方
法與策略 

強化實踐 
力行的 
表現 



素養導向教學活動的理論基礎：問題導向學習法(PBL) 
 主要特色 

以問題為學習之核心。 

強調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 

以討論為主的學習。 

強調學習者主動學習，並主動與他人討論與分享。 

教師的角色不是知識的灌輸者，而是學習的引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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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資料來源：陳國川教授講稿 



素養導向教學如何操作？ 

(一)單元教學前提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 

(二)教師針對問題進行迷你講課。 

(三)教師設計一系列的階段性的學習歷程單給每一位學生。 

(四)學生分組，各組學生3~8人為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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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的深度與廣度可配合課時的多寡而調整。 

(六)學生在課堂展示完整論述與成果，同時進行同儕互評、自評。 

(七)教師帶領學生針對單元學習，進行反思與討論。 

(八)教師綜合各個面向，給予整體性評量。 

 

 

11 資料來源：陳國川教授講稿 

其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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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Ae-Ⅳ-2臺灣工業發展的特色 
 

素養導向教學示例 

       教學節數：1節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領域  

14 

基本內容 

呼應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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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
域領綱
草案 
 
學習內
容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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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a-IV-1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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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1b-IV-1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地1c-IV-1利用地理基本概念與技能，檢視生活中面對的選擇與決 

         策。 

社3b-Ⅳ-3使用文字、照片、圖表、數據、地圖、言語等多種方式， 

          呈現並解釋探究結果。 
 

學習表現 



A.基本概念與臺灣 

學習內容 
e.臺灣的產業發展 
地Ae-Ⅳ-1臺灣農業經營的特色。 

地Ae-Ⅳ-2臺灣工業發展的特色。 

地Ae-Ⅳ-3臺灣的國際貿易與全球關連。 

地Ae-Ⅳ-4探究活動：產業活動的挑戰 

                 與調適。 

領域核心素養 

以地Ae-Ⅳ-
2臺灣工業
發展的特色

為例 

社-J-A2、社-J-A3 
社-J-B1、社-J-C3 

議題融入 
涯 J9 社會變遷與工作/教育環境的關係。 

涯 J13 培養生涯規劃及執行的能力 。 

跨領域連結 
歷Fb-Ⅳ-1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 

公 Bn-IV-1 如果沒有交易，家庭如何解決食衣住行的需求？ 



核心問題：我們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的商品從哪裡來？ 

「用」在臺灣 「外銷」臺灣 「升級」臺灣 「吃」在臺灣 

臺灣的產業發展 

1.我們的食物哪裡 
  來？  
2.臺灣能否靠自己 
  生產的食物餵養 
  所有人口？  
3.臺灣的農業特色 

1.臺灣工業產品能   
  否自己製造自己用？  
2.我們的日常生活用 
  品哪裡來？ 
3.臺灣傳統產業的轉 
  型 
4.臺灣工業轉型與升 
  級 

1.為什麼我們需要 
  國際貿易？ 
2.我們對國際貿易 
  的依賴程度如何？ 
3.臺灣國際貿易面 
  臨的挑戰。 

1.臺灣產業要如何 
  升級？ 
 2.轉型，另一條出 
   路 
 3.聽聽他們的故事 

課程架構 



迷你講課 
「用」在臺灣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應掌握原則、

宜海納百川，可隨領域／科目

性質與對象而彈性調整，創發

實踐動能。 

更具創造性的學習 
(productive learning) 

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25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