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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當前教育重點工作

•貳、教師專業發展方向

•参、教育資源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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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當前教育重點工作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

二、十二年國教五堂課核心概念

三、生命教育

四、品格教育

五、多元文化與新移民教育

六、融合式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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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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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3年實施，100年8月以後入學的國中新生適用

※學前教育不納入國民基本教育，但採階段性免學費補助

高級中等教育

6歲 18歲12歲

幼兒園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含五專前三年)

15歲

九年國民教育

普 及

免 學 費

強 迫 入 學

免 入 學 考 試

普 及

免學費為主

非強迫入學

免入學考試為主

學前教育

普 及

5歲免學費

非強迫入學

國民基本教育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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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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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快樂

健康發展

多元活力

創意發展

適性揚才
特色發展

務實致用

卓越發展
國中小教育

學前教育

高級中等教育

大專以上教育

各級教育優質銜接

教育是國家最有利的投資

教育促進個人向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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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願景(整體目標)

成就每一個孩子：

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眾星拱月 群星爭輝

厚植國家競爭力：升學一元 行行出狀元

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

厚植國家競爭力的教育人省思

升學偏智
前段後段班

因材施教
多元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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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個體目標，在培養青少

年具有品德力、智力、體力、群力及美力。

使能充實人文科學素養，專業能力及多元軟實

力。

以陶冶健全身心、適性發展潛能、

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知能之基礎，

成為五育均衡發展之優質公民。

培養核心能力(個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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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考試的緊箍咒、鎖鏈拿掉了，不是無限解

放，而是教師要讓將學習的責任交到學生手上，
為學生提供主動學習的機會，讓學生體驗不同的

學習過程。

教師是合格的、專業的，教師應立於過去專業培
養的學經歷與未來精進發展，以便在十二年國教

中扮演學習的引導者、促進者、陪伴者。

教師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引導學生成為學習主體，
指導學生認知學習的本分，成為學習的追求者。

十二年國教的教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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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史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讓我們同心協力，為國家教育改革

寫下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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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國教五堂課核心概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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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堂課18小時是什麼？

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
中等學校教師
教學專業能力
研習五堂課

（共計18小時）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與實施策略

有效教學策略

差異化教學策略

多元評量理念與應用

適性輔導
14



十二年國教理念與實施策略1
有關本堂課的內涵、架構與願景可參照前單元
介紹或參照教育部網站資源
http://12basic.edu.tw/

15

http://12basic.edu.tw/


五堂課之有效教學2
資料參考自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五堂課-有效教學的理念與應用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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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學習者沒有學好，那是教育者沒有教對。」

If the learner has not learned, the
teacher has not ta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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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教學之定義

ㄧ、教學前：建立教學目標、核心能力、進行
課程設計。

三、學習後：展現學習成效能進行更深入及更
長期的自我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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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中：運用評量，教材呈現、教學技術
、師生互動、班級經營、教學回
饋。



ㄧ、教學內容面向

二、教學歷程面向

三、教學情境面向

四、教學活動面向

有效教學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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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教學之觀念

(一)增加師生互動

20

(二)有計畫建構學習歷程

(三)構築情感溝通的情境

(四)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五)發展教學者與學習者技巧

(六)強化師生合作



有效教

學策略

合作學習

圖像組織

討論教學

問題引導

案例研究

專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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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教學是教育的主要核心。
在學校中，學生能否獲得適當良好
的教育、得到良好的學習、促進良
好的生活適應，教師教學是重要的
關鍵。

教師要能認識有效教學的意涵及實
施策略，才能發揮教學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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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堂課之多元評量3
資料參考自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多元評量政策宣導講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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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概念

教師教學

教學中
有評量

評量中
有教學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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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評量應建立評量基準與規準

學習應兼顧認知、情意、技能等能力

評量需貫穿整個學習過程。

教學策略多元，評量才能多元。
多
元
評
量
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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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評量
目的導向，系統彙整或組織紙筆與實作
等相關紀錄，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0

1

2

3

4

5

認知

技能情意

紙筆評量
最小化

0

1

2

3

4

5

認知

技能情意

實作與口語評量

多元評量類型

依據教學
目標使用
評量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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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教學評量有其功能與目的
使用時機端視
要發揮何種功能
即搭配使用何種評量方法
不是多就好
或
為評量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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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堂課之差異化教學4
資料參考自能力混合班級的差異化教學-五南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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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個別差異，執行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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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之定義

差異化教學：是一種針對
同一班級之不同程度、
學習需求、學習方式及
學習興趣之學生提供
多元性學習輔導方案的
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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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堂課之適性輔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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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技藝教育群內涵或高中職群內涵

了解生涯輔導與諮商

認識推動國中適性輔導現行作法

了解生涯發展教育內涵

適
性
輔
導
內
涵

宣導技職教育

奠定終身學習與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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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輔導的重要目標

一.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及能
力。

35

二.擴展學生認識職業世界之管道。

三.發揮學生個人潛能，做好適性選擇、適性
準備與適性發展之進程目標。



結語

一.適性輔導應結合學校、教師、家長
共同心力。

二.落實孩子生涯輔導及學習扶助。

三.把每個孩子帶上來，逐步實現在地
就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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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教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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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同一顆永恆的鑽石，透過學習，生
命會產生光和熱。
一切學習的啟蒙來自老師，透過學習~
去希望‧有信心‧去慈愛‧有智慧

(摘自生命教育學習網站)

◎生命教育是
教改不能遺漏的一環--曾志朗
瞭解生命意義才會尊重別人

為什麼要推動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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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的意義和目的

(一)幫助學生主動去認識自我，尊重自己、
熱愛自己。

(二)培養社會能力，提昇與他人和諧相處的
能力。

(三)認識生存環境，瞭解人與環境生命共同
體的關係。

(四)協助學生探索生命的意義，
提升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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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角色

因為您的熱忱、關懷及輔導知能

將使更多的孩子活出生命的光與熱、

活得自由與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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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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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的概念

一.協助兒童及青少年未來成為道德成熟
、負責、合群、自律的成人。

二.是藉由典範的模仿與行為傳遞

三.教育是一種心與心的傳遞，心與心的
交流，教師自身要心靈提昇，品德精
進上有所學習、成長，才能傳遞品德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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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的實踐

環境形塑

–從日常生活的灑掃、應對、進退做
起，形塑一個負責任有教養的環境
氛圍，學生從中得到良性循環的優
質薰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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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的實踐

體驗反思

-實際參訪，安排義工日，安養中心等
機構服務學習，引導學生反思生命
價值，珍惜所擁有，行善利他、奉
獻服務，遇難不退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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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的實踐

激勵感動

–老師和學生一起學習
將經典中的品德教化轉為師生對話
的語言，可形成學習新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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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的實踐

思辨能力

–利用聯絡簿。聯絡簿可設計每日一句的
「智慧小語」，讓學生欣賞思辨記誦，
並寫「今日所學所思」、「善行記錄」
等，對每日學習活動作檢視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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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文化與新住民教育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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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與新住民教育

• 多元文化的概念
–時代不斷的演進，一個國家漸漸住進了許多不
同國籍的人，也因文化風俗習慣的差異，而有
了許多不同風貌的文化。

• 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
–藉由教育之力量肯定文化多樣性之價值，尊重
文化多樣性之人權，增加人民選擇生活方式之
可能性，進而促進社會正義與公平機會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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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與新住民教育

實施新移民教育之策略：

49

實施諮詢輔導方案

辦理親職教育講座

辦理教師多元文化研習

整合規劃各項專案補助及

人力資源，效發揮經濟效益



多元文化與新住民教育

具體教學方法

• 落實生活輔導，增進學生的生活適應能力

–導師關懷學生，瞭解學生生活，給予適時輔導

–協助案主認識自我並探索自我潛能

• 鼓勵班級同儕協助學生學習

–引導同儕瞭解多元文化並學會欣賞與尊重

–培養同儕學生國際觀及關懷弱勢族群的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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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南向人才培育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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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移轉

有別於過去以吸引學生來臺就學的教育產
業面向，現則強調人與人連結的新思維，
並以臺灣在亞洲地區的發展，無論是民主
制度的和平移轉；由農業、工業再到現代
社會的知識科技、服務產業等轉型調整，
做為東協各國未來在其國家發展上的參考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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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

「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以「以人為本、
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為核心目標，除優
化目前相關政策及措施外，亦規劃一系列
具有創新創意的新方案，期帶領我國大專
校院開拓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實質教育交
流，深化雙方互動及聯盟關係，達成創造
互利共贏的人才培育合作及區域經濟發展
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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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為擴展及深化東協、南亞等重點國家之國
際合作交流管道，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目
標包括：

Market：提供優質教育產業、專業人才雙向培育

Pipeline：擴大雙邊青年學者及學子交流

Platform：擴展雙邊教育合作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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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人才培育

Market：提供優質教育產業、專業人才雙向培育

讓我國青年學子從「經貿管理｣、「文化理
解｣及「東協語言｣能力等面向加強對東協
各國的理解與認知。以臺灣的高等及技職
教育的專業協助培育東協及南亞青年學子
，強調「臺灣經驗｣、「技術實作｣及「華
語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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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人才培育

Pipeline：擴大雙邊青年學者及學子交流

擴大吸引不同階段的東協及南亞優秀青年
學子來臺留學或研習，並提供國內青年學
子赴東南亞及南亞地區深度歷練的機會；
透過學校及體育與新南向國家進行雙向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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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人才培育

Platform：擴展雙邊教育合作平臺

籌組新南向國家人才培育策略規劃推動平
臺。推動臺灣連結（Taiwan Connection）
計畫，並促成雙邊高等教育機構聯盟。

57



七、融合式特殊教育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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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式教育的意義

• 將身心障礙兒童和普通同儕放在同一

間教室一起學習的方式，它強調提供

身心障礙兒童一正常化的教育環境，

而非隔離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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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的信念

• 所有的學生有權在他們所居住的地區接受

免費的公共教育，即使對於障礙兒童。

• 零拒絕的教育理想。

• 尊重個別差異。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張素貞教授-融合教育特殊教育導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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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的做法

• 讓特殊兒童就讀普通班。

• 提供融合教育之普通班或學校足夠且

適宜的支援。

• 針對特殊學生提出個別化教育計畫。

• 讓普通學生與特殊學生均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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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融合教育是一種潮流和趨勢，期望能達成

對人權的尊重及維護教育機會的均等。

應考量融合教育真正的精神與內涵，以愛

心、耐心、開放的心，透過共同努力讓身

心障礙學生也可以在正常環境下，開啟新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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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專業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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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必須是專業人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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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必須是專業的

教學必須被視為專業，教學是一種持續努力與不

斷地研究，以獲得專門知識與特別技能。

（UNESCO,1966）

教師個人與團體的責任感

教學也需要從業人員對於學生的教育及其福祉產

生一種個人的以及團體的責任感。

（UNESCO,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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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角色必須提升專業化

1996年，UNESCO出版《學習：內在的財富》

教師的角色：提升專業素質、朝向專業化發展

教師與學習者的關係：獨唱者轉變為伴奏者

教師不再是分派知識給予學習者，
而是幫助學習者追求、組織並管理自己的知識。

社會對教師的期待與日俱增，呼籲教師必須提升專
業素質、朝向專業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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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總綱

教師的專業知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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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8日發布

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

一、課綱之理念與目標

二、培養學生核心素養

三、教師應具有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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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以尊重學生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

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

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

力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

自發

(本體觀)

互動

(認識觀)

共好

(倫理觀)

69

啟發生命潛能 陶養生活知能 促進生涯發展 涵育公民責任

願
景

理
念

目
標

一、課綱：理念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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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程理念與目標，

茲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

涵義

是一種核心能力、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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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學習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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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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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發展

•彈性多元的學習課程，以促成學生適性發展

•學校課程評鑑以協助教師教學與改善學生學習為目標

•鼓勵教師個人反思與社群專業對話，以引導學校課程

與教學的變革與創新

•鼓勵教師進行課程與教材教法的實驗及創新，並分享

課程實踐的成果。

三、教師應有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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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實施

•教師應規劃多元適性之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學習、

觀察、探索、提問、反思、討論、創作與問題解決的

機會，以增強學習的理解、連貫和運用。

•教師應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包括動機策略、

一般性學習策略、領域/群科/學程/科目特定的學習

策略、思考策略，以及後設認知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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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評量與應用

•為了解學生的學習過程與成效，應使用多元的學習評
量方式，並依據學習評量的結果，提供不同需求的學
習輔導。

•教師應依據學習評量需求自行設計學習評量工具

•學習評量方式應依學科及活動之性質，採用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多元形式，並應避免偏重紙筆
測驗

•教師應依據學習評量結果與分析，診斷學生的學習狀
態，據以調整教材教法與教學進度，並提供學習輔導。

(四)教學資源

•鼓勵教師研發多元與適切的教學資源

•鼓勵學校自編校本特色教材與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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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是專業工作者，
需持續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

•教師應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
共同探究與分享教學實務

•教師可透過專業學習社群，
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
教材…等多元專業發展活動。

•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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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專業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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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6學年度起，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以下簡稱教專評鑑)將轉型為教師專業發
展支持系統，從中央、地方、學校、教師
發展共好的夥伴關係，攜手研商解決教育
問題的策略，並以系統思考、盤點統整的
概念，實現教育價值並給予教師專業支持
、情感支持與共同面對問題的支持，提供
更貼近現場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把教師專
業自主權真正還給教師，促進臺灣的教育
品質更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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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以自發、互助、共
好之概念給予教師專業成長支持，針對實
習生和初任教師提供系統化之教學領導教
師機制，打造客製化的服務，協助增進教
學通識技巧，並透過教學領導教師帶領校
內教師學習社群，進行備課、觀課、議課
，帶動新進同儕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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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年資達3年以上之教師，也朝向給予由
下而上的多元專業發展模式包括揪團進修
、學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
學、教師學習社群、學校策略聯盟及教學
基地學校等更多的支持。

透過持續對話、合作、分享與省思，增進
教師學科知識及教學品質，期望教師專業
發展政策更貼近現場教師專業成長需求，
建立與教師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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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教育資源網站與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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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臺
http://teachernet.moe.edu.tw/MAIN/in
dex.aspx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
http://tepd.moe.gov.tw/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inservice.edu.tw/

教育家部落格
http://teachersblog.edu.tw/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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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學習領域教學研
究中心平臺

http://laes.ntcu.edu.tw/platform/index.aspx

高中學科中心(全國23個學科中心網站)
http://kc.kshs.kh.edu.tw/93kc/course/

course_2.html

分組合作學習平台
http://www.coop.ntue.edu.tw/

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https://isp.moe.edu.tw/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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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社群網

http://teach.eje.edu.tw./

性別平等教育網站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index

人權教育諮詢暨教育中心

http://hre.pro.edu.tw/1-1.php?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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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自由軟體應用諮詢中心

http://ossacc.moe.edu.tw/

永續校園全球資訊網

http://www.esdtaiwan.edu.tw/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數位學習示範課程

http://environmen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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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雲入口網

http://cloud.edu.tw/EduCloudWeb/wSite/mp

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

http://siro.moe.edu.tw/fip/index.php

臺灣健康促進學校

http://hpshome.giee.ntnu.edu.tw/News/Ac

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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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經過千錘百鍊後成為教育的新園丁後，切勿

失去理想與熱忱，因為青春並非年華歲月，

而是一種心境，我們需要您永保對教育的承

諾與熱情，給孩子更寬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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