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設計 *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規劃委員　范信賢

教育部協作中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於 107 年 3 至 4 月期間辦理

｢素養導向教學培力講師共備工作坊 ｣，目的之一在「培力主要講師

對素養導向教學的認識與詮釋，以及領域 / 科目 / 跨領域素養導向課

程發展、教學設計的實作能力」。「領域 / 科目」與「跨領域」之素

養導向課程設計及教學發展，構成此次工作坊的二大主軸。以下茲以

「領域」（包涵以單一領域或領域內的單一科目）為範疇，說明領域

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設計的準則與實作方式。

壹、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設計宜關照二大準則

十二年國教課綱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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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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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14）。培養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需透過素養導向的課程、教

學及評量等實踐途徑，並宜關照下列二大準則（如圖 1）：

一、妥善運用各領綱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領域核心素養及學習重

點等，做為課程發展、教學設計及學習評量的鷹架與工具。

* 本文所述工作流程及項目，係經過工作坊後的檢討會議再加以修訂而成。感謝藍

偉瑩、劉桂光、余霖、朱元隆、李鳳華、許 敏等協作講師的建議，以及卯靜儒

教授蒐集分析學員意見後的建設性回饋。其次，文中所引實作案例為國教院為研

修社會領域課程手冊而於 107/10/07 進行的普通高中歷史科目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共

備之初稿，共備者依姓氏筆畫序，為金仕起、范信賢、倪心正、陳一隆、陳正宜、

陳莉婷、黃惠貞、楊秀菁、楊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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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並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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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領域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設計的二大準則

（一）準則 1—依據並妥善運用各領域 / 科目課程綱要

總綱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是育人目的，「素養導向教學」則

是實踐途徑。二者的關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已

有敘明：從總綱到領綱階段，總綱的「核心素養」、「各教育階段核

心素養」主要透過各領域 /科目課程綱要的「各領域 /科目核心素養」，

結合各領域 / 科目特性（理念與目標）及「各領域 / 科目學習重點」

來進行轉化與表述（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其關係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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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綱到領綱：核心素養的轉化

總綱 轉化

轉化

發展

發展

對應

各領域 / 科目要綱 各領域 / 科目核心素養

＋領域
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
（三面九項）

＋知識、技能及態度

各領域 / 科目理念與目標

各領域 / 科目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

＋價值定位

＋學習重點

圖 2  核心素養在總綱及領綱的轉化、發展及對應關係

據此而言，素養導向教學並非只停留於總綱的三面九項，各領綱

是以素養導向理念進行研修及審議，在教學設計時，更需透過領綱的

基本理念、課程目標、領域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等加以落實。前述各

項領綱內涵並非只在教學設計後端被做為檢核勾稽之用，而是課程及

教學設計前端時的依據、鷹架及工具，以使課程及教學設計是建立於

系統、嚴謹的基礎上。

（二）準則 2—結合並融入素養導向教學四項原則

總綱對於「核心素養」界定涵義如下（教育部，201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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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涵義中，強調了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具備（原則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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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的結合（原則二），以及實踐力行的重要（原則四）。至於核

心素養內涵部分，則如圖 3 所示。在圖 3 中是以終身學習為核心（原

則三），並透過生活情境來培養及活用核心素養（原則二、原則四）。

圖 3  總綱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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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總綱的核心素養敘述及意涵，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設計可以

綜整為以下四項原則（范信賢，2016），如圖 4：

1. 關照知識、技能與態度的整合，強調學習是完整的，不應只偏重知

識方面。

2. 導入情境脈絡化的學習，透過體驗、事例、場景、關係、線索、條

理、架構或任務等，串連所學習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以促進抽象

和經驗、部分和整體，以及新舊、前後之間的連結，而更朝向理解

的學習、意義感知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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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注學習策略及方法，須把學習內容與探究歷程結合在一起，不只

是給魚吃，更要教釣魚的方法，陶養學生學會學習，成為終身學習

者。

4. 強調活用實踐的表現，讓學生可以將所學知能遷移至實際生活或新

情境中，是「做中學、學中做」的靈活運用、整全表現與反思辨 
證。

圖 4  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設計四項原則

貳、運用準則進行課程及教學設計實作

依據前述準則，在領域 / 科目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設計方面，工

作坊係以下列項目及流程進行引導、實作及省思（此為工作坊結束後

經過協作講師建議及學員回饋而有所調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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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領域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設計工作坊規劃及引導重點

主軸 向度 項   目 思考及實作重點

思

考

及

設

計

單

元

構

思

1. 選擇一個學習單

元。

●  選擇一個學習單元做為設計標的（3 節以

上）。

●  註明單元名稱、領域、年級。

2. 單元價值定位。 ●  參考領綱理念與目標，轉化聚焦於本單元

（非單元主題的重複）

●  可結合「設計理念」發想（Why ）。

●  思考：對於學生學習，這個單元促成那些

跨單元理解？促發怎樣的學習遷移？

3. 呼應的領綱核心

素養。

●  根據學生特性與「價值定位」，挑選呼應

的領域核心素養。

●  建議以 1-2 則為原則，避免失焦。

●  將領域核心素養編碼及內容完整複製，但

可以雙刪除線表示刪節部分內容。

●  若領域核心素養內容較多，亦可採擷取方

式敘寫（註明「已擷取」）

4. 撰寫單元目標。 ●  將選取後的「領域核心素養」與「價值定

位」結合，敘寫單元目標。

●  目標基本形式：（副詞＋）動詞＋名詞。

●  運用各領域核心素養內動作性質的字詞做

為參考「動詞」，結合單元內容（名詞），

以完整句子串連敘寫。

5. 設計總結性表現

任務。

●  扣緊單元目標，怎樣讓學生表現出對所

學內容的理解和應用（總結性作品或行

動）？例如，報告、發表、導覽介紹、

寫作、評論、報導、圖表或模型製作、

媒體製作、概念圖、方案設計、實驗操

作、展演、活動策辦、參與活動、各式

創作等。 
●  此總結性作品或行動，評量基準或學習挑

戰為何？怎樣引導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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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 向度 項   目 思考及實作重點

思

考

及

設

計

單

元

構

思

6. 設想連結的情境

脈絡。

●  透過「打開經驗世界」和「發展抽象能

力」，讓學生和世界真實的連結。

●  情境脈絡即在釐清單元中學習的「結」，

並將它們有機的「連」起來。

●  這些「連」「結」，可包括知識與知識、

知識與生活情境、知識與能力、知能與

行動等之間的點線面串連。

7. 列出節次安排。 ●  串聯學習脈絡，用文、圖或表呈現單元架

構。

●  決定所要設計的節次（不限於 1 節）。

●  將選定節次加外框（可塗淺底色）表示之

選

定

節

次

8. 擇定設計節次，

選出學習重點，

轉化為學習目

標。

●  找出此教學結合的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但須聚焦，是教學上會花時間處理的才

納入。

●  將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的編碼及內容完整

複製，但可將未用部分雙刪除，以再次

聚焦。

●  轉化為學習目標，目標基本形式為，動詞

＋名詞（學習重點的交織轉化）。「動詞」

可從學習表現提取並視學生特性調整之，

「名詞」可從學習內容轉化為本節次設

計的具體內容；二者適切結合，即為課

程目標。

9. 設計學習活動

及形成性學習評

量。

●  將學習目標及情境脈絡緊密連結，設計活

動及流程。

●  學習活動著重從學生學習視角敘寫，概略

描述相關方法策略、學習內容、學習材

料、學習鷹架、表單工具等。

●  評量點設定在何處？用何證據檢視學習目

標的達成狀況（評量內容與方式）？

省思

檢視

整

體

10. 本設計與素養

導向教學四大

原則的呼應或

開展。 

●  設計完後，整體檢視：此課程及教學設計

怎樣呼應或開展素養導向教學？

●  請討論後寫出 2-3 則理由。

為利課程及教學設計之轉化運用，另提供參考格式及說明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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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作案例分享

前述調整後的設計項目及流程，筆者以 107 年 10 月 7 日為研修

國教院社會領域課程手冊而共備的普通高中歷史科目素養導向教學為

例，舉其重要者加以說明，如圖 5。

圖 5  普通高中歷史科目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案例（107/10/07 初稿，共

備者依姓氏筆畫序，為金仕起、范信賢、倪心正、陳一隆、陳

正宜、陳莉婷、黃惠貞、楊秀菁、楊惠娥）

在單元構思的課程設計方面，「單元目標」為其中關鍵。但單元

目標的擬訂並非漫無方向，宜先參考領綱的基本理念及課程目標以明

確其「價值定位」，再依據價值定位而從三面九項中選擇數則適切的

領域核心素養（建議以 1-3 則為宜，以利聚焦），才能進而撰擬「單

元目標」及總結性的「表現任務」。請參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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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單元目標及表現任務的設計示例（擷取自圖 5 示例）

其次，「設想連結的情境脈絡」亦是關鍵環節。「課程是不斷地

在連與結中建立連結的」（黃譯瑩，1998，頁 620），此部分需探尋

單元中知識與知識、知識與生活情境、知識與能力、知能與行動等之

間的「結」，透過提供體驗、事例、關係、線索、條理、架構或任務

把它們串「連」起來，促進抽象和經驗、部分和整體，以及新舊、前

後之間的「連結」，透過彼此之間從點、到線、到面的有機連結，以

生成理解的、有意義感的學習。請參見圖 7。

圖 7  單元「情境脈絡」的設計示例（擷取自圖 5 示例）

在選定節次的教學設計方面，各節次的「學習目標」是引導學習

活動、學習評量等設計的重要環節。學習目標的擬訂亦需經過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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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呼應單元構思時擬訂的單元目標外，亦應選擇適切的「學習表現」

和「學習內容」，將二者交織組合，加以擬訂。「學習目標」敘寫的

基本格式為「動詞＋名詞」，而學習表現中具有動作性質的字詞正可

提供前述「動詞」撰擬的參考（它亦指涉了學生的學習方法與策略），

請參見圖 8。

圖 8  節次「學習目標」的設計示例 
（擷取自圖 5 示例，此為其中的第 2、3 節）

學習目標擬訂後，就可據以從學生學習的視角，發展學習活動及

學習評量，如圖 9。

圖 9  所選節次「學習活動」及「學習評量」的設計示例

                    （此為其中的第 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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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課程及教學設計宜掌握準則、海納百川

綜而言之，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等設計係以「學習」為核心，只

要有助理解性、探究性、意義性及創發性等深度學習的促成，都可嘗

試運用多種設計模式，但不宜因此將它限縮為只能有某種固定模式或

流程。在掌握「依據並妥善運用領綱」和「結合並融入素養導向教學

四項原則」的二大準則下，應海納百川，可隨單元性質、區域特性與

學習對象，兼顧邏輯系統而彈性調整項目及流程。基此，素養導向課

程及教學工作坊的規劃，除了為教育現場提供適其所用的準則、鷹架

及工具之外，亦需立基於教師自有的專業基礎上，進而引發課程及教

學的實踐動能，才能讓每位教師和學生都有機會成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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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領域 / 科目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參考格式

范信賢設計   107/11 版

領域科目：

設計者：

設計日期：

一、單元架構設計

單元名稱 實施年級

學生特質

及經驗
學生學習特質、相關經驗或困難等分析。

價值定位 
●   可結合「設計理念」發想（Why ）。

●   思考：此領域、此單元有怎樣無可取代的重要貢獻？對於學生學

習，這個單元促成那些跨單元理解？促發怎樣的學習遷移？

領域核心

素養

●   根據學生特性與「價值定位」，挑選呼應的領域核心素養。

●   建議以 1-2 則為原則，避免失焦。

●   將領域核心素養編碼及內容完整複製，但可以雙刪除線表示刪節

部分內容。

●   若領域核心素養內容較多，亦可採擷取方式敘寫（註明「已擷

取」）

單元目標

●   將選取後的「領域核心素養」與「價值定位」結合，敘寫單元目 
標。

●   目標基本形式：（副詞＋）動詞＋名詞。

●   運用各領域核心素養內動作性質的字詞做為參考「動詞」，結合

單元內容（名詞），以完整句子串連敘寫。

表現任務

●   扣緊單元目標，怎樣讓學生總結性的表現出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和

應用（總結性作品或行動）？例如，報告、發表、導覽介紹、寫作、

評論、報導、圖表或模型製作、媒體製作、概念圖、方案設計、

實驗操作、展演、活動策辦、參與活動、各式創作等。

●   此總結性作品或行動，評量基準或學習挑戰為何？怎樣引導學生

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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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脈絡

●   透過「打開經驗世界」和「發展抽象能力」，讓學生和世界真實

的連結。

●   情境脈絡即在釐清單元中學習的「結」，並將它們有機的「連」

起來。

●   這些「連」「結」，可包括知識與知識、知識與生活情境、知識

與能力、知能與行動等之間的點線面串連。

節次安排

●   串聯學習脈絡，用文、圖或表呈現單元架構。

●   決定所要設計的節次（不限於 1 節）。

●   將選定節次加外框（可塗淺底色）表示之

二、所選節次教學設計

本設計為該單元第　　節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   找出此教學結合的學習表現及學

習內容，但須聚焦，是教學上

會花時間處理的才納入。

●   將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的

編碼及內容完整複製，但

可將未用部分雙刪除，以

再次聚焦。

學習目標

●   轉化為學習目標，目標基本形式為，動詞＋名詞（學習重點的

交織轉化）。

●   「動詞」可從學習表現提取並視學生特性調整之，「名詞」可

從學習內容轉化為本節次設計的具體內容；二者適切結合，即

為學習程目標。

學習活動內容及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 備註

●   將學習目標及情境脈絡緊密連結，設計活動

及流程。

●   學習活動著重從學生學習視角敘寫，概略描

述相關方法策略、學習內容、學習材料、學

習鷹架、表單工具等。

  （不必過於詳細，以沒參與討論者也能理解各

活動進行方式及作用為原則）

●   評量點設定在何

處？

●   用何證據檢視學

習目標的達成狀

況（評量內容與

方式）？ 

三、支持資源（教材來源、學習單、教學設備或參考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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