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養導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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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信賢

106.11



學校實施轉化新課綱的黃金三角

多元適性

連貫統整

素養導向校本課程

配套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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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揚才
終身學習



我們需要面對社會變遷帶來的教育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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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0時代

http://f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131&content_no=6511
超連結/FYA_TheNewWorkSmarts_July2017.pdf


以「素養」為核心來思考國民教育課程的發展，以求兼
顧學習者的自我實現及社會的優質發展，日益受到國際
組織及國內的重視。--國際

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2003

•學會求知

•學會做事

•學會共處

•學會自處

•學會改變

歐盟（EU）-2005

•母語溝通

•外語溝通

•數學與基本科技素養

•數位素養

•學習如何學習

•人際及跨文化與社會
和公民素養

•創業家精神

•文化表達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2005

•自律自主的行動

•互動的運用工具溝通

•與異質性團體互動



以「素養」為核心來思考國民教育課程的發展，以求兼
顧學習者的自我實現及社會的優質發展，日益受到國際
組織及國內的重視。--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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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裕宏等（2005-7），國科會，「界定與選擇國民核心
素養：概念參考架構與理論基礎研究」整合型專題計畫。

柯華葳等
（2005），
教育部，
「18歲學生
應具備基本
能力研究」

陳伯璋、張新仁、
蔡清田及潘慧玲
（2007），國科
會，以洪裕宏等
研究為基礎，將
國民核心素養之
理念與架構運用
於教育研究領域
中。

蔡清田、林永豐等（2011-3）
國教院，核心素養相關研究
及撰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體系發展指引」。

經過教育部課審會通過，確
定以「核心素養」做為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的
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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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社會
參與

溝通
互動

自主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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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內涵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OECD：邁向2030年的教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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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oecd.org/pisa/aboutpisa/Global-competency-for-an-inclusive-worl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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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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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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

度

情境脈絡
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
及策略

活用實踐
的表現

轉化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http:/www.teepr.com/718307/jonhsieh/4%E6%A0%B9%E7%81%AB%E6%9F%B4%E5%81%9A%E5%87%BA%E6%AD%A3%E6%96%B9%E5%BD%A2%E7%9A%84%E8%B6%85%E9%9B%A3%E6%B8%AC%E9%A9%97/
.http:/www.teepr.com/718307/jonhsieh/4%E6%A0%B9%E7%81%AB%E6%9F%B4%E5%81%9A%E5%87%BA%E6%AD%A3%E6%96%B9%E5%BD%A2%E7%9A%84%E8%B6%85%E9%9B%A3%E6%B8%AC%E9%A9%97/


主題-探究-表現
(教育即生成及創造)

目標-達成-評量
(教育即生產及績效)

核心素養引領的教與學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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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
Competence

/ Literacy

意義感知

的學習

Making sense

理解的學習
Understanding

 有意義的推論
 學習的可遷移
 同一現象的多種表徵

 學科架構、學科本質
 點、線、面的串連
 關連、探索和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