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創造奇蹟

迎接能寄望的未來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台灣家長教育聯盟十二年國教課綱工作團隊製作

講師群：



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的

3個主要理由 認識十二年國教課綱的

4項細節變革

認識並體驗

素養導向學習的新風貌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說明內容

掌握十二年國教課綱的

1個主要改變 理解家長需要強化的

觀課與親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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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個面向看看，為何需要十二年國教課綱？

貝多芬

過時了嗎？

瓦特牛頓

還能存在嗎？

看看鄰居

想想自己

時代
背景

學生
未來

台灣
現況

全球化

數位化

知識快速汰換

沒有英雄的世代

須團隊競爭的社會

少子化

高齡化

人力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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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年，

總人口達到【 】萬，

全國平均年齡【 】歲

2017年，

總人口達到【 】萬，

全國平均年齡【 】歲

2017年，

總人口達到【 】萬，

全國平均年齡【 】歲

2017年，

人口突破【 】大關，

全國平均年齡為【 】歲

全國平均年齡為【 】歲

（2017年中位數【 】）

（世界均值【 】）

1970年台灣全國人口數是1459萬，

1970年馬來西亞全國人口1091萬，

猜2017年馬國人口數？

鄰近國家如：馬來西亞等鄰國人口數顯示什麼警訊？

2017年,

總人口達到【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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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總人口達到3120萬，

全國平均年齡27.7歲

2017年，

總人口達到9540萬，

全國平均年齡27.4歲

2017年，

總人口達到5470萬，

全國平均年齡27.9歲

2017年，

人口突破1億大關，

全國平均年齡為23.5歲

1970年台灣全國人口數是1459萬，

1970年馬來西亞全國人口1091萬，

猜2017年馬國人口數？

2017年

印尼總人口

達到2億6378萬

（2017年中位數39.2歲）

全國平均年齡為37歲

（世界均值29.7歲）

鄰近國家如：馬來西亞等鄰國人口數顯示什麼警訊？

面對周邊平均年齡大約都是27歲的鄰國，

平均年齡37歲的台灣，要如何翻轉未來！



台灣的人口問題丌只少子化，高齡化更是嚴重

超過20%是

超高齡社會

(super aged society)

超過14%是

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達249 萬人，

占10.7%

占7%，進入聯合國定義的

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

1993 年

2010年底

2018年

2025年

2025年
超高齡化

國發會推估臺灣

65歲以上
人口變化

要尉找高齡化與

少子化台灣的

翻轉之道！

應先看看人口如何

影響台灣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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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每年40多萬新生兒創造經濟奇蹟，

100年後丌足20萬的新生兒，「成就每一個孩子」才能確保台灣的發展

最高生育率
7.04人

嬰兒出生數
42.7萬

80年代剩
30餘萬人

最近再破
20萬人

99年剩
16.7萬人

現在
經濟發展遲緩

曾經
台灣錢淹腳目

每年40多萬新生兒的年代，

傳統教育教出約16、7萬的

社會菁英創造經濟奇蹟

每年只20萬新生兒，現代教育

必須成就每個孩子，

才能確保台灣的未來

6



當前教育現況：學生M型分布成就每個孩子很困難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自信，是教育改變的首要工作

在PISA 四十餘國學生的數學表現，看出臺灣前段、後段學生表現的差距世界第一
7資料來源：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

1高表現低差距

成績好

2低表現低差距

成績丌佳

2高表現高差距

成績好

4低表現高差距

成績丌佳

學
生
成
績
表
現
好

前後段學生差距大



課綱大要課綱發展與推動千頭萬緒

發展歷程

重要內涵

政府的準備

學校的準備

課綱
大要

1.要回應社會變遷、少子化
2.要落實十二年國教成就每一個孩子的願景
3.在九年一貫的基礎下邁向新世代的人才培育

1. 專業常設機構「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發會，研訂整體
規劃的總綱與專屬各領域的領綱

2. 教育部課審會審議通過，103年發布總綱，107年領綱
公布，108學年度全面實施

1. 總綱理念目標確認成就每個孩子
2. 以核心素養引領課程與教學改變
3. 追求多元價值的課程與教學設計

1. 教育部與各級政府分工落實各項配套措施—協作中心
2. 執行前導學校、課綱宣導等前置作業
3. 統整各項教學翻轉的力量

1. 學校開始逐漸發展素養導向教學、課程與評量
2. 分享與推展各項成功案例－各區都有成功案例
3. 推展探究與實作的教學，重新建構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

角色，讓學生樂於主動投入學習

研修背景



課綱希望能實現

十二年國教的理念
與過去相去丌遠

讓學校與社會有能力達到
「成就每個孩子」的願景

五大
理念

有教
無類

因材
施教

適性
揚才

多元
進路

優勢
銜接

圖片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http://12basic.edu.tw/temp/brochure2.pdf 9



九年一貫 十二年國教

課程理念 能力導向 素養導向

課

程

架

構

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增動手做的「科技」領域

七大學習領域 八大領域

原為藝術與人文領域 改名稱為藝術領域

節數採彈性比例制 節數採固定制

彈性學習「節數」，

其使用無明確規範
明確規範具校本精神的彈性學習「課程」

重大議題設置課綱 各項議題融入各領域

低年級「生活課程」

與「綜合活動」分設
低年級「綜合活動」融入「生活課程」

各領域學習階段劃分不一 各領域學習階段統一劃分

本土語文—提升未來競爭力 增設「新住民語文」

內容
改變
丌多

10

改變
大



課綱主要內容：國教院整理出六項主要發展方向 聚焦素養

素養導向全人教育 連貫統整

多元適性配套整合 彈性活力

1.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2.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3.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
應用所學於不同情境

1.領域的橫向統整
2.不同學習階段的
縱向連貫

五育均衡
終身學習者：
終身學習者的新概念—
恰是素養導向的核心意涵

1. 落實學生為主體的
適性學習

2. 規劃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等課程

1.透過集體討論，凝聚學
校發展共識

2.學校運用在地資源，發
展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

針對教育相關法令、機制、
人員、措施、環境等環節，
考量中央、地方、學校與
課室四層級整體規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課綱發展方向

教師、家長都有責任 教師與書商的挑戰

中央，地方都有責任 教師、家長都有責任 教師、家長都有責任

終身學習者



課綱主要內容：國教院整理的六項主要方向聚焦素養導向學習

素養導向 連貫統整

多元適性配套整合 彈性活力

1.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2.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3.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
應用所學於不同情境

1.領域的橫向統整
2.不同學習階段的
縱向連貫

1. 落實學生為主體的
適性學習

2. 規劃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等課程

1.透過集體討論，凝聚學
校發展共識

2.學校運用在地資源，發
展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

針對教育相關法令、機制、
人員、措施、環境等環節，
考量中央、地方、學校與
課室四層級整體規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課綱發展方向

教師、家長都有責任 教師與書商的挑戰

中央，地方都有責任 教師、家長都有責任 教師、家長都有責任

終身學習者

行政政府主責
行政與
書商主責



課綱主要內容：六項主要發展方向聚焦素養導向學習

素養導向

多元適性 彈性活力

1.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2.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3.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
應用所學於不同情境

1. 落實學生為主體的
適性學習

2. 規劃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等課程

1. 透過集體討論，凝聚學
校發展共識

2.運用在地資源，發展學
校本位及特色課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課綱發展方向

教師、家長都有責任

教師、家長都有責任 教師、家長都有責任

教師、家長與
政府的職責

教師、家長與
政府都有責任

課綱主要內容：國教院整理的六項主要方向聚焦素養導向學習



素養導向

多元適性 彈性活力

1.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2.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3.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
應用所學於不同情境

1. 落實學生為主體的
適性學習

2. 規劃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等課程

1. 透過集體討論，凝聚學
校發展共識

2.運用在地資源，發展學
校本位及特色課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課綱發展方向

實踐面彈性活力

的課程與教學

自主
學習

溝通
互動

社會
參與

實踐面多元適性

的教材與教學

自主
學習

溝通
互動

社會
參與

課綱主要內容：國教院整理的六項主要方向聚焦素養導向學習



課綱主要內容：六項主要發展方向聚焦素養導向學習

素養導向

1.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2.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3.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
應用所學於不同情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課綱發展方向

實踐面多元適性

的教材與教學

自主
學習

溝通
互動

社會
參與

實踐面彈性活力

的課程與教學 自主
學習

溝通
互動

落實素養課程與教學，強化學生本位

為每個學生「量身打造」活化的學習

讓每個孩子都得到成就

社會
參與

課綱主要內容：國教院整理的六項主要方向聚焦素養導向學習



因知識半衰期短

需終身學習
就要自主行動

因資訊容易取得

需活用所學 就要溝通互動

因沒有英雄年代

需團隊作業 就要社會參與

能活用符號活用學習
能與別人、社會、環境互動，
才能強化溝通互動

能提高學習意願與自信
能強化學習方法
才能自主學習

能積極分享表達、有品德
能經營團隊

才能社會參與，發展未來

16

簡單說：素養=
能力(知識、技能)+動機+態度



自 動 好發 互 共

有意願，有方法 精熟知識，能活用 善合群，能共享

因沒有英雄年代因知識半衰期短 因資訊容易取得
自、動、好—
這樣的孩子未來才有競爭力

自 動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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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箴言二字箴言四字箴言

因知識半衰期短

需終身學習 就要自主行動

因資訊容易取得

需活用所學 就要溝通互動

因沒有英雄年代

需團隊作業
就要社會參與

簡單說：
素養=
能力(知識、技
能)+動機+態度



素養學習做法：家長和老師都需改變的觀念與做法

引進社區學習資源、營造親子共學，創造孩子的學習成就感；精熟學習；互動合作

給孩子系統思考方法

與成就感

給孩子精熟的知識

與運用機會

給孩子分享與合作機會

能聽明白，能說清楚

教學 學習

學生為主體的學習
給孩子自主空間

內容 活用

強調教材活用
活用比記憶重要

聽講 互動
強調班級與教學經營
關注社群、社會、國

際發展

自主行動

方法
思考

溝通互動

知識與
運用

社會參與

團隊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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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和老師要從心態、本質、方法、素材上改變，素養學習才有機會成功

A自主行動

學習動力

B溝通互動

活用知識

C社會參與

積極參與

本體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內涵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應用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體

法

用

3面核心素養

的

9項素養內容

19



兩則績效案例
21-32頁各地區提供實際素養學習案例

20

素養學習



體驗

一連串的在地教學案例
數學戒語文等各領域學習演示

21

素養學習



落實課綱

至少有四項教學行政的改變

協助學校落實素養導向的學習

22

知易行難

強化校訂課程、彈性開課、彈性排課、落實公開授課



落實素養導向，課綱微增國中小每週2-7節校訂的彈性課程

普高、綜高、技高只近半數課程部定，學校有空間規劃校訂課程

課程類型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教育階段

國民小學
領域學習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國民中學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校訂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強化
校本課程
發展

23



課程可以
彈性組合

以週
為單位

以學期
為單位

領域內
跨科統整

跨領域
統整

跨階段
彈性開課

(英語文)

部定與校訂課程開課都有彈性，從學習者的立場考慮，

可隔週戒隔學期對開，能協同也能統整開課，提升效果

可協同開課，
總節數丌超過1/5

含數個科目之領域
（如：藝術、自然）

戒可上下學期對開
各排2節

單節學科丌必每週1節
可隔週2節

依學習階段調整

24

彈性開課
彈性排課



落實素養導向，國中小每週有2-7節校訂的彈性課程

普高、綜高、技高只有近半數課程部定，學校有很多空間規劃校訂課程

包括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

等各式課程,以及領域補救教學課程

技藝課程：實際操作

課程為主，可開設與

技術型高中銜接技藝

課程等

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

項議題，發展「統整

性主題/專題/議題探

究課程」，強化知能

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

專指針對「特殊教育」學生

（如：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學

生）及特殊類型班級（如：體

育班，藝才班）所設計的課程

社團活動：學生依興趣及能力

分組選修與其他班級共同上課

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0201

03 04

統整性

探究課程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2-7節
彈性學習課程

分四類

彈性開課
彈性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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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

課程



進班觀課前家長要先學會課綱的觀課要領

掌握觀課原則，把握學校老師公開授課機會，提升課程認知

公開
觀課

非特定
學科

非特定
教師

非排演
大秀

觀課
三原則

各學科
同等重要

每位老師
都需

公開授課

平日上課
原貌

教師
專業發展

家長與
民間參與

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

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

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

次，並專業回饋

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參

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

課程與教學活動

落實
公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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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班觀課前家長要先學會課綱的觀課要領

掌握觀課原則，把握學校老師公開授課機會，提升課程認知

教師
專業發展

家長與
民間參與

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

應在學校戒社群整體規

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

次，並專業回饋

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

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

其他課程與教學活動

觀課的具體作法應包含

是正常授課的觀課，丌是表演，丌預設批評立場

要有準備-要課前對話、課後回饋

事先細讀教材與教學設計

聚焦觀看學生

學習活力與

學習成效

課後禮貌詢問，

禮貌回饋

27

落實
公開授課



進班觀課，留心三個觀課的觀察要點。

系統性設計教材 每位學生學習參與、動機、自信與成就

看老師能用心引發學生思考，學生能積極有效的回應

看 看

課前細看
教材設計

臨場看
教學經營

感受
教與學雙方的用心

教材有學習重點
有系統、有層次
且能與生活連結

學生動機強、互動好
、幾乎每一位學生

都能通過課中評量檢測

提問明確又易懂
正向看待學生的犯錯，
並能引導思考與改正

01 02 03

三項觀課要領-心態上 請將自己當成學生學習
觀課前用心準備，觀課中聚焦學生學習，觀課後禮貌回饋

28

落實
公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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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

是為了每個孩子

與台灣未來的競爭力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教

學就是要彈性活力、多

元適性、連貫統整

希望每個課堂的每一堂課

都能有素養學習新風貌

了解十二年國教課綱—再次想想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主要改變

的是素養導向學習 家長也要強化素養導向的

觀課與親子互動的能力



讓每個孩子

有能力自主學習解決問題

每個時刻學生都認真思考都有表現機會

讓每個孩子

有高昂學習動機，每雙眼睛都會炯炯有神

能活用與精熟學習

讓每個孩子有積極的態度

能參與、分享戒經營社群與社會

能營造每一個可以寄望的未來

簡報結束 謝謝大家
請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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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加各校、各團體辦理的家長學習社群與觀課工作坊，

學會看素養導向的教學與學習，讓親子互動、親師合作更優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