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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n° 1

GOALS AND OBJECTIVES

1.探討素養導向課程

設計原則與方法

.

Objective n° 22.統整探究課程之班

級經營與親師溝通

Objective n° 3
4.學習反思及擴展

運用討論.

.

Objective n° 2
3.評析案例從中獲

得啟發與思考

.



素養?素養導向教學?

請說說什麼是素養？

你具備什麼素養或描述一個你認識的人，說說他有

什麼素養？你為何如此認為?



OCED素養的觀點

學科知識
跨學科知識
實用知識 

認知和後設認知的技能
社會和情緒的技能
身體和實用的技能 

資料來源： https://www.oecd.org/pisa/aboutpisa/Global-competency-for-an-inclusive-world.pdf



總綱核心素養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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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意願

活用學習

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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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互動自主行動

社會參與

資料來源：教育部總綱種子講師宣講(第七版)PPT，第19頁。



生

活
情境

生

活
情
境

生
活
情
境

終身
學習者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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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B2

B3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C1

C2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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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

資料來源：教育部總綱種子講師宣講(第七版)PPT，第20頁。

總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

以核心素養為主軸，

裨益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

以及各領域/科目之間的統整。.



視教材為權威，

以學科知識的學習為

主，教材內容亦是考

試重點

內容導向傳統導向

教師是教學權威，

教學過程中，以教師

的講授為主，較少與

學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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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素養導向教學

5-1-2.1 /

學生為學習主體，

以全人養成為理念，

素養導向是能力導

向的升級進化版

素養導向

資料來源：教育部總綱種子講師宣講(第七版)PPT，第56頁。



「素養」就似「能力
」的升級進化版；
「素養」豐富與落實
「能力」的內涵。

落實

透過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學習重點的

設計以及配套措施

等規劃，落實於課

程及教學中。
豐富

拓展了學習主體、

情意態度、情境學

習、學習策略、整

合活用等層面

9

教師教學需要改變

5-1-2 /

資料來源：教育部總綱種子講師宣講(第七版)PPT，第55頁。



--引用自吳璧純生活課程課程手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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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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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素養導向教學模式

5-1-2.4 /

學生是自主學習的個體
在特定情境中面對複雜任務
思考、行動與反思，不斷增長其素養

教學與學習活動在促成素養發展
而非僅看一時一刻的素養表現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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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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綱/領域核心素養、領綱學習重點等

做為前端的鷹架工具

資料來源：教育部總綱種子講師宣講(第七版)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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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連結

什麼樣的教學稱得上
是素養導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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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中的學習歷程符合那些素養教學的要素？

https://o365oid-my.sharepoint.com/personal/lichi160cm_ms_edu_tw/Documents/0.教育部/112初任教師研習/泰國公益廣告-媽媽教育女兒-鳳梨的故事%20(中文字幕).mp4


教師是引導者與協助者學生是自主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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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的基本元素

5-1-2.5 /

--引用自吳璧純生活課程課程手冊(草案)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教學

脈絡化的
情境學習

學生思考
或討論

採取行動
使用方法
及策略

反思與
自我調整

教師交付或
學生自訂
工作任務



促進素養的關鍵是在學習歷程中

★觀察、體驗、思考、分析、歸納、發表

★獲得理解

★以學生為主體

★學生學習到概念知識(可遷移的知識能力)

●聆聽、背誦、簡單問答

●聴從指示仿作

●以教師為主體

●學生學習到事實知識(固定的知識能力)

素
養
取
向

內
容
取
向



如何發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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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課程即學生經驗

02 03

課程設計即學
生經驗的設計

素養的促成是
來自於探究與
反思歷程的學
習經驗

開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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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學科本質
(基本理念+學習重點)



學科本質

Why

學科存在的意義

和追求的價值

How

學科理解世界的

方法
What

學科產生與處理

的知識

引自藍偉瑩2022課綱「重回地方/引路同行」精進培力計畫



如何掌握學科本質？

基本

理念

學習

重點

領域學
科本質

數學領域的學科本質為何？



數學學科本質

Why

學科存在的意義和
追求的價值

以簡馭繁、精確

完美、描述現象、

解決題

How

• 理解層次: 察覺、認
識、理解、判斷、
分析、推論、論證

• 操作層次: 熟練、操
作、處理、應用

• 運用層次: 溝通、輔
助、窮舉

• 表徵層次: 轉換、表
徵、簡化、量化

What

• 規律現象、數量、
形狀、數量與形狀
間的轉換

• 對稱性、週期性、
一致性、產生的例
外、不確定性

• 數學事實、定理、
公式、數學模型

學科理解世界的方
法

學科產生與處理的
知識

引自藍偉瑩2022課綱「重回地方/引路同行」精進培力計畫



開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步驟一：概念分析

1.從教科書中選出一個單元。

2.從學科本質分析此單元最能發揮的價值為何？可以學到那些別的

   單元學不到的可遷移的學科概念?

3.教概念 V.S. 教事實？有何不同？

4.例：記敘文的基本要素（語）、間接比較（數）



開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步驟二：核心素養

1.根據學習主題及想要學生學習的概念，挑選呼應的領域核心素養。

2.不同的核心素養，會決定不同的問題解決或探究歷程。



核心素養的選擇

•英文領域color & culture

關鍵理解 關鍵思維 核心素養

A師 溝通與表達 （結構與功能）
對比類說明文的結構是什麼？這樣
的寫法能達到什麼功能？
完成什麼表達目的？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

B師 文化理解 （差異與多元）
不同的顏色在不同的文化中代表的
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的差異？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
理解

摘自藍偉瑩（2019：67）。教學力-深化素養學習的關鍵。台北，親子天下。



開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步驟三：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1.根據概分析及核心素養，決定學習重點。

2.根據學習重點，擬定學習目標。

3.目標基本形式：動詞（表現）+名詞（內容），

，以完整句子串連敘寫。



教學目標-智救養馬人

學

習

重

點

領域學

習表現
5-Ⅲ-6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

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Ⅲ-5 認識議論文本的特徵。

6-Ⅲ-5 書寫說明事理、議論

的作品。

學

習

目

標

一、應用摘要策略，擷取篇章

大意。（5-Ⅲ-6 、Ad-Ⅲ-2 ）

二、認識議論文包含立論、論

據、論證等結構的文本特徵。

（5-Ⅲ-5 、Bd-Ⅲ-1 ）

三、練習以事實、理論來說明

事理的寫作，達到說服的目

的。(6-Ⅲ-5 、Bd-Ⅲ-1 )

領域學

習內容
Ad-Ⅲ-2 篇章的大意、主旨、結

構與寓意。

Bd-Ⅲ-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

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開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步驟四：學生分析

1.針對這個課程進行學生分析。

2.要學習這個單元學生最相關的先備知識是什麼？

學生可能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有那些可以幫助學生思考的真實情境？



開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步驟五：設計教學脈絡（架構）

1.從要學習的概念及學生分析，設想學生要達到概念的理解與學習的遷移，需要那

些事實與概念，由事實到概念的學習要如何連結與組織成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2.這樣的學習活動可以分為幾個段落(活動)？



如何開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步驟六：規劃學習經驗（活動）

1. 從學生學習視角，概略描述活動流程、相關方法策略、學習鷹架、表單工具等。

2. 如何與學生的學習發展或生活情境結合？

3.  預想學生可能的學習困難，並考量教學策略？

4. 如何提供思考、互動、探究、表現等機會？

5. 過程中，用何證據檢視學習目標可以達成(？希望看到什麼？用什麼評量方式與工具)



Next, let’s learn from excellent teachers

Take a break



跨領域課程

統整探究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什麼是統整課程？為什麼要實施統整課

程？如何實施？

什麼是探究課程？為什麼要實施探究課

程？如何實施？



教育部補充說明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之規劃與實施

跨領域課程重視「統整性」、「探

究」，為避免課程內容過於零碎與拼

裝，應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透

過問題、任務或現象等，引導學生進

行探究及表現，促進學生學習遷移

學習內涵及評量方式即應以學生之主

題、專題或議題探究歷程及成果報告

為主，而非以教師中心之教學及紙筆

測驗為主。

議題探究課程與主題、專題探究課程之差異，在於其更著重於價值分析與澄清的反思學習；

如實施統整性「議題」探究課程，宜選擇學生真正關心和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讓學生自

己進行探究，並在探究過程中培養多角度思維和跨學科視野，以學習相關的知識、技能和價

值。



探究課程

設計模式

五E學

習模式

問題本

位模式

專題本

位模式



1.投入：
˙主題沉浸
˙興趣分組
˙(KW) 2.探索：

˙擬訂研究問題(心智圖)
˙擬訂研究方法(文獻探
究、踏查、訪問等)

3.解釋：
˙多元資訊來源
˙擷取整理資訊
˙(筆記方格表、電子資
料庫、文獻探究、踏查
、訪問等)

4.精緻化：
˙發展評量指標
˙形成觀點、多元展現˙
專業發表行銷

5.評鑑：
˙發表自評互評
˙分享與回饋
˙行動與省思 投入

探索

解釋
精緻

化

評鑑

探究教學模組Ⅰ-５Ｅ學習模式



雞籠尋根—仁愛國小主題跨域課程
教學設計者：葉淑卿老師



葉淑卿老師
聯絡資訊

服務學校

工作經歷

Email: aa7615@gm.kl.edu.tw

基隆市仁愛國小

1. 國小教師(76~82年)、國小主任(82~88年)、國小校長(88~112年)

2. 基隆市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輔導員(民90-93年)、海洋教育議題小組(民99年

迄今)。

3.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種子教師」(104年度迄今)。

4. 教育部海洋教育推動小組委員 (101.5.1-103.4.30；106.1.1-107.12.31)。

5.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縣市資源中心巡迴諮詢服務諮詢委員。

6. 榮獲基隆市特殊優良教師、教育部師鐸獎、海洋教育推手獎



孩子為什麼要尋根？

•不了解家鄉歷史文化

•缺乏對家鄉的認同感

•對家鄉的陌生與無感

我們如何尋根？
•發掘臺灣史課程中的基隆

•引起想要了解基隆的動機

•在生活周遭探索基隆文史



雞籠尋根—主題跨域課程之課綱關聯圖

雞籠

尋根

社會

綜合

活動

國語

資訊

學科 與主題關聯性

社會

1.透過學習先民來臺拓墾時的社會與文化，理
解雞籠在臺灣史中的發展脈絡，藉此將海洋-
歷史-文化-基隆人連結起來，與現在的我們
產生意義。

2.透過實地踏查及訪問耆老、學者等方式，引
導孩子獲得一手資料的方法。

綜合
活動

探索、尊重、溝通：尊重同學資訊能力的差異、
以溝通解決人際相處、合作共學之問題。

國語

1.心智圖整理；
2.讀寫練習與呈現；
3.開拓視野的觀察系列課文:賞析、實作。

資訊

1.X Mind 心智圖繪製；
2.seesaw蒐集、分享小組資訊；
3. Gear 360全景拍攝
4.製作簡報、繪製動畫



探究教學模組
-５Ｅ學習模式

投入

探索

解釋
精緻

化

評鑑

1.投入

開啟對雞籠的好奇，

連結生活經驗，內

省已知與想知(KW)

的學習興趣，並沈

浸在與雞籠相關的

歷史事件中。

2.探索

探索社會領域「大

航海時代的臺灣、

清領時期的臺灣」

課文中與基隆相關

的人物、事件等，

運用XMind繪製心

智圖；從中確定研

究面向、利用六何

法提出研究問題，

分享至seesaw平台。

3.解釋

蒐集多元的資訊、

導入研究工具與策

略，深入問題研究。

包括做筆記、圖書

與電子資料庫查詢

和引用、判斷資訊、

踏查與訪談專家(社

區大學講師、基隆

宗親會總幹事等)。

示例來源：基隆市仁愛國小葉淑卿老師/雞籠尋根



探究教學模組
-５Ｅ學習模式

投入

探索

解釋
精緻

化

評鑑

4.精緻化

能整合小組的資訊，運用多元

的溝通語文、符號，表達探究

之過程、發現或成果。評估並

選擇適當的敘事數位工具

（PowerPoint、ANIMOTO、

AR等），小組共同組織、創

造學習成果。

5.評鑑

為各組發表分享的基隆市砲臺

的歷史、構造、未來發展或是

雞籠中元祭的由來、輪值方式、

水燈遊行、特色等內容，互相

評分並共享學習成果，也藉由

後測評量，引導學習反思。

示例來源：基隆市仁愛國小葉淑卿老師/雞籠尋根



學
習
教
材—

課
本
中
的
基
隆





主題開啟、沉浸
• 城市的中元祭氛圍――
雞籠中元祭2008年由行政院文建會指定為「國家文化資產」的國定重要民俗

• 社會領域學習內容：
先民從唐山到臺灣



興趣分組
—KW、繪製心智圖
• 用便利貼寫出自己
已經知道什麼(Know)，想要知道什麼(Want ）

• 小組繪製心智圖



擬定研究問題

•運用「六何法」提問：
何時、何人、何地、
何事、為何、如何。

•針對主題提出問題。

•每位同學都要提出問題。

•先廣泛思考有關主題所
有可能的資訊來源，如
書籍、期刊、電視、網
路、相關專業人員等。

• 思考「到什麼地方找資
源？」、「要如何找？」
等方法。

• 從圖書館尋找資源：查
詢書籍資料。

• 從網站尋找資訊：正確、
專業、新穎等注意事項。

尋找研究方法



訪問曾子良老師《雞籠中元祭
探索小冊》編撰小組召集人

增加學習深度――訪問、踏查


參
訪
基
隆
中
元
祭
祀
文
物
館
、
大
武
崙
砲
臺



多元資訊來源：篩選、做摘要

• 利用筆記方格表進行資料分類、統整。

• 確認筆記是根據主題做組織整理。

• 組織筆記方格表內容：找出順序、意義脈絡化。

選擇、整理資訊



發展評量指標
• 師生共構評量指標



形成觀點、多元展現與行銷



發表自評互評：11月28日兩個班級研究發表。

分享與回饋：邀請同學與老師給予回饋。

行動與省思：以四年級學弟妹為對象，行銷
雞籠中元祭與砲臺。

自評互評、回饋、行動與省思

AR



科技運用



教師社群運作模式

•行政支援：跨域課程課務整合、建置無障礙網路設備、

增購數位設備、校外教學行政事務協調……

•校內工作會議結合專家學者輔導會議：10/23、11/5、11/28

• 107.8.24 全校共備日—參訪桃園國小數位課程

• 107.11.21數位資訊融入教學教師研習—Kahoot! Plickers



成效與省思

•師生參與課程人數：501、503師生共52人；授課老師6人；
專家學者4人。(參與課程人次：約1110人次)

•以前後測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課程複製：運用教學模組於五年級其它班級實施探究學習
課程，並將課程納入本校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

•課程推廣：校內以四年級為對象，行銷雞籠中元祭與砲臺；
校外透過輔導團巡迴訪視、城鄉交流視訊共學課程推廣；
結合本市教育處、產發處辦理觀光教育推廣活動。



雞籠尋根主題課程，是素養

導向教學嗎?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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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教學模組Ⅱ-Problem Based Learning學習模式



Health Smart  人人都健康

基隆市仁愛國民小學

數位學習深耕計畫教學團隊

彭麗琦、葉淑卿、蔡立川、曾文宏、洪毓琄

covid-19防疫的真實生活情境



以學生為主體跟著學生走

營造學習情境

搭建思考鷹架

指導解決問題科技知能

評量與回饋

教師
發現問題

定義問題與概念

設計解決方案

製作產品及測試修正

學生



核心問題

如何運
用科技
提升防
疫效能
？

問題一：COVID-19對生活帶來
那些改變和影響？

問題二：還有那些防疫產品需求，
科技如何成為防疫好幫手?

問題三：如何推廣設計的防疫
產品，協助他人提升防疫效能?



課程目標
覺察校園變化，廣泛探究環境永續問題。

發現covid-19對生活的影響，嘗試提出問題解決的方案。

透過團隊合作運用科技知能，完成解決問題的產品設計。

發表探究成果，運用與推廣防疫設計產品。

理解SDG3的核心精神及目標內涵。



課程內容
• 投入大量閱讀、摘要筆記，認識covid-19，並能覺

察covid-19 對生活帶來的改變與影響。

• 透過擴散與聚斂思考歸納出防疫的核心概念，提出解

決問題方案。

• 進行國際交流，分享防疫經驗及設計思考。

• 發表設計思考，評析解決方案之可行性、有效性、

便利性及差異性。

• 學習科技知能及規劃產品方案之執行。

• 分組實作製作產品，並進行測試及修正。

smart 
design

• 推廣產品的設計與運用，並收集使用者經驗及意見。

• 規劃發表會，分享探究與行動成果。

• 進行校際及國際交流，示範產品之運用，及探究之

發現。

防疫
Good Job

COVID-19

偵察隊

Health Smart

人人都健康

6



資訊科技議題

思考運用新興科技提升防
疫效能之設計與實作。
• Arduino UNO

• LEDs 

• Buzzer

• Bluetooth device

• BlueControl APP 

英語文

溝通表達，進行國際交流。
• 製作學習歷程英文版

PPT。
• 以英文與國際交流學校,
進行防疫課程與生活之
交流。

跨領域整合
與協同教學

數學領域

利用統計圖表述與解決問題。

• 收集社交距離需求數據

• 分析資料提出預警防範措
施

國語文

獲得資訊，擴展主題知識
與觀點。
• covid-19閱讀筆記
• 運用圖書與網路
• 蒐集資訊、專題報告

健康與體育
培養健康意識、思辨

SDG3的意義與重要。

• 了解SDG3「健全生活品
質」的目標與內涵。

• 探究COVID-19的傳播
及預防方法，覺察其對
健全生活品質的影響。

7



模組一 covid-19偵察隊

落實SDG3「健全生活品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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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淑卿老師

跨域統整性探究



認識SDGs，聚焦探究主題



了解SDG3倡議、具體做法



從防疫措施思考防疫原理：
消滅病毒、隔絕病毒、促進身體健康



消滅病毒、隔絕病毒、促進身體健康的問題



防疫產品方案設計：發想與說明



方案設計評比：實用性、可行性、創新性



模組二 smart health設計

落實SDG3「健全生活品質」

11



科技運用：

社交距離

感測器



設計思考：使用對象、
情境



產品功能設計

設計 修改



產品設計說明、意見交流



檢視學習歷程



42

學習科技

解決問題



組裝硬體

拍攝教學影片



撰寫程式

motoBlockly及Arduino



進行實測

測量運作實際距離



修正參數

依據各組設計進行修正



透過不斷嘗試及修正、互助合作，熟悉Arduino的運作模式



任務成功



模組三：防疫Good Job

落實SDG3「健全生活品質」

11



美化設計 方便使用者穿戴



產品運用及推廣



產品運用及推廣



學習反思及遷移



寫程式

零件組裝

產品設定 時間、人力

小組合作

學習反思及遷移



學習反思及遷移



學習反思及遷移



國際合作交流

Irvine International Academy is 

the bilingual school located in 

Los Angeles.



111.04.19

雙方教師交流討論

111.05.20

雙方學生分享報告



國際交流三大簡報



說一說：探究式課堂的課堂有何不同？

探究式課程的

班級經營

班級經營會遇到那些困難？



情境例子 可能原因

解決策略 教師期待

問題



班級經營的原則

1.建立清晰的規則與期望

2.尊重和包容

3.有效的溝通

4.鼓勵自主學習和自我管理

5.提供學習和情感上的支持

6.積極激勵和認可

7.提升學生社會情緒能力

8.持續的評估和調整

9.建立親師合作關係

10.示範和榜樣作用



原則1
建立清晰的規則與期望
如何運用共同價值 (班規) 營造和諧的班級？



討論：探究式學習的課堂規則

•探究式學習的課堂，可能
的班規是…

•班規的訂定原則…



班級規則的建立策略

制定時
•學生參與制定規則

•充分討論規則目的和原因

•使用正面陳述

•獎勵與處理機制

•具合理性和可執行性

•建立共識和團隊精神

制定後
•規則展示和提醒

•以身作則和示範

•教學和練習規則

•定期回顧和評估規則

•班級慶賀活動



原則2   尊重與包容

5-1-2.5 /

不是忍受，
是接受

視對方
為平等

傾聽不
批判

自我反省、
找出偏見

關心他人的
感受、權利
和需求

內
涵



當我

•觀察

當我看到你已經
上網三個小時

我感到

•感受

我感到非常擔心

我希望

•具體

我希望11點以前
可以結束上網

原則3  有效的溝通-我訊息

https://o365oid-my.sharepoint.com/personal/lichi160cm_ms_edu_tw/Documents/0.教育處/1.新進教師研習/我訊息介紹影片.mp4


我訊息-練習

•查找資料、自主學習時間，

學生趴在圖書館的桌上睡

覺。

老師看到你趴在桌上，但是現

觀察+感受+具體期望



原則7  
提升學生社會情緒能力，營造和諧的班級

（SEL,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社會情

緒學習

(SEL)

自我

覺察

自我

管理

社會

覺察

人際

技巧

負責

任的

決定BEST

靜心瓶

感受定格

情緒按鈕

觀點取代

BIG



 
原則9  
建立親師合作關係

如何建立良好的親師關係？



營造和諧親師關係

了解學生家庭的文化、價

值觀念和期望

善加運用親師座談會，建

立親師合作關係。

互動時展現真誠、尊重和

包容的理解。

定期溝通與分享学生的學

習進展，積極的反饋與建

議。

1

3

2

4



營造和諧親師關係

建立多種溝通聯繫的方法，

方便家長運用。

溝通時聚焦在重點，提供引

導和建議，避免訊息複雜化

或問題的糾結。。

面對家長質疑保持開放態度，

以解決問題為重點；先倾聽

再說明回應。依個人問題或

國體事務，採取不同回應。

創造在學習、班級經營等親

師合作機會。

5

7

6

8



營造和諧親師關係

5. 建立多種溝通聯繫的方法，方便家長運用。

6. 溝通時聚焦在重點，提供引導和建議，避免訊息複雜化

或問題的糾結。。

7. 面對家長質疑保持開放態度，以解決問題為重點；先倾

聽再說明回應。依個人問題或國體事務，採取不同回應。

8. 創造在學習、班級經營等親師合作機會。



Have a nice trip for teaching.

THANK'S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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