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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別
學年度

國中生
升學率

高中生
升學率

高職生
升學率

100 97.67% 94.67 % 81.91 %

101 99.15 % 94.75 % 83.51 %

102 99.39 % 95.50 % 81.10 %

103 99.52 % 95.70 % 81.01 %

一、為何要研修新課綱？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一)從升學率顯示，
已具備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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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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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著社會的變遷，
教育的目標及內容有必要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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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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年代每年 40 多萬新生兒創造經濟奇蹟，

100 年後不足 20 萬的新生兒，「成就每一個孩子」才能確保台灣的發展

0

10

20

30

40

50

0

1

2

3

4

5

6

7

8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總

生

育

人

年民國
引用：內政部資料,105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係依生母各年齡別出生數之初步估計數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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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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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子化-每個孩子應受到更好的學習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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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不佳

2高表現高差距

成績好

4低表現高差距

成績不佳

學
生
成
績
表
現
好

前後段學生差距大

(四)學生的學習落差大，適性教育還未完全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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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要研修新課綱？

(五)、課程教學需要幫助學生面對未來

1. 複雜問題解決
2. 批判式思考
3. 創新
4. 人際經營
5. 協同合作
6. 情緒智力EI
7. 判斷與決策
8. 服務導向思維
9. 協商
10.認知靈活性

世界經濟論壇預測第四次工業革命（2020年）

預測未來面對工業4.0，所需要的能力



壹

教育改革奠基於九年一貫課程的基礎，從有到更好

9

教育現場正在改變，
創造教育新風貌，我
們必須積極營造正向
支持的環境

內

迫切需要因應時代需
求及社會變遷，持續
精進

外

二、教育現場與課程改革的需求



壹

盱衡社會變遷 全球發展趨勢

檢視現行課程實施成效

未來人才培育

強化連貫統整實踐素養導向

落實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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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年國教課程願景發展歷程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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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
理念

有教
無類

因材
施教

適性
揚才

多元
進路

優質
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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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年國教課程願景發展歷程

透過十二年國教的契機，落實課程連貫及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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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家教育研究院

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

研究發展會

教育部

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

課程審議會

支持系統
夥伴協作

課程推動

與實施系統

師資培育與教師

專業發展系統

評量與入學

制度系統

研發 審議 協作

相關會議規則、紀錄等，請見國教院網頁 http://www.naer.edu.tw/bin/home.php

132-1 /

一、新課綱研修機制



貳

另於106年4月28日宣布：
原訂自107學年度起，
調整至108學年度
從國民小學、國民中學
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起，
逐年實施

14

二、新課綱公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原已於103年11月28日由教育部發布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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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修訂背景

貳、基本理念

参、課程目標

肆、核心素養

伍、學習階段

陸、課程架構

柒、實施要點

捌、附錄

新課綱

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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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的願景、理念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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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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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好 -

這樣的孩子未來才有競爭力

自 動 好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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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社會
參與

學習意願

學習方法

活用學習

溝通
互動

社會
參與

自主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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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 /

四、核心素養



伍

課綱研修具有延續性
，亦需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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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4.1素養教學-能力的升級版

5-1-2 /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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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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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導向

22

4.2 素養教學-教師教學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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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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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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大面向、 九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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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1 /

四、核心素養



怎麼考

24

核心素養

素養導向命題趨勢已是進行式



素養導向試題的四項特色
未來Family，22期。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7199

負責國中教育會考出題的心測中心主任陳柏熹談到，以素
養導向來進行評量是全球教育趨勢，不管會考或平時的學
習成就評量，題庫中已經有一定比例的試題符合12年國教
課綱中核心素養的內涵，素養導向命題主要具有下列四項
特色：
1、有意義的情境題：主要是以生活問題解決為主，有些評
量到單一能力，有些評量到綜合能力。

2、長題幹：題目閱讀量高，用以清楚描述問題情境，常配
合圖表或數據資料。

3、題型多元：不只有單題，也常以題組形式呈現，受測者
看完題目情境後會回答多道試題。不只有選擇題，也會
有非選擇題

4、知識運用：評量目標不僅有學科知識或學習內容，更希
望評量到由學科知識或學習內容所延伸出來對知識概念
的判斷、應用或生活問題的解決。

25



108年會考 國文

請問這是哪個領域的考題

(C)



數學(106)--表徵、推論

結合生活情境
有意義的考題正確答案 (A)



國中教育會考

沒有版本

只有根本

28

http://www.tvoao.com/a/181554.aspx

根本就是領域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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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熹建議老師與家長，可以幫助學生多思
考日常生活中與各領域知識概念有關的事件。
1、如何運用數學概念來協助規畫儲蓄或安排日

常生活的購物
2、使用語文表達來詢問交通資訊或溝通同學間

的合作報告
3、運用社會領域所學到的概念來解釋與判斷課

外讀物或媒體報導中所提到的歷史事件或地
理資訊

4、根據自然領域所學的原理來解釋與解決生活
中觀察到的自然現象與環境汙染

素養，融會貫通活用知識



怎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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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新課綱─讓孩子成為更好的自己」

• 各校可以用自己學校的素養導向教學作為
案例

• 新課綱紀錄影片連結網址: 
http://yt1.piee.pw/JYFBL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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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中小課程架構



參 33

部定（領域學習）課程

由國家統一規定
不同學習階段間注重縱向連貫
不同領域（科目）間注重橫向統整
功能：深植基本學力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由學校安排
提供跨領域、多元、生活化課程
功能：形塑學校願景，

提供學生適性發展機會

(一)課程之連貫統整與多元適性

3-5-1 /

五、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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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架構 (二)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

階段別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學習階段
各為國小12年級、34年級、56年級、國中789年級

國小階段語文領域新增”新住民語文“選項

國民小學第一學習階段
的生活課程固定為6節

整合社會、自然科學、
藝術及綜合活動領域

新增科技領域，國民小學階段不排課，融入各領域教學
國民中學增2節，1節為資訊科技，1節為生活科技。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分為四類課程
分別為第一學習階段2-4節，第二學習階段3-6節

第三學習階段4-7節，第四學習階段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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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

其他類
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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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領域補救教學課程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 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
班級學生的學習需求

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 社團活動：學生依興
趣及能力分組選修

• 技藝課程：以促進手
眼身心等感官統合，
實際操作之課程為主

統整性
探究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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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353-5-2.1 /

五、課程架構 (二)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



參

適性學習
的發展

學生適性學習
兼顧扶弱拔尖

2.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的預期成效

跨領域探究
及自主學習

發展學校特色
帶動教學活化

363-5-2.2 /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預期成效

其他類
課程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統整性
探究課程

五、課程架構 (二)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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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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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架構

(三)國小英語文、科技融入校訂課程

國小英語課程

第一學習階段鼓勵融入1-2節

第二三學習階段鼓勵融入1節

國小科技領域

3-6年級鼓勵融入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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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給家長的小叮嚀

學習是一輩子的事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學會比教完重要
豐富孩子的學習經驗 讓孩子自己建構理解世界的方式

給孩子有溫度的學習
溫柔而堅定的陪伴孩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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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陪伴孩子，共讀文本

1.長文本：會考國文題本13頁，命題趨勢

2.讀閒書：從小就廣泛閱讀來培養閱讀興趣
教育局已規劃建置K-12閱讀平台來幫助您

3.享受閱讀：跟孩子有共同的故事、共同的
語彙，享受優質的親子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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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近自然，關心環境

1.降低3C使用頻率

2.享受自然，體驗生活

3.關心環境變遷議題，培養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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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現強項，學習選擇

1.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2.協助孩子多元探索發現自己的優點

3.思考自己的興趣，喜歡學習什麼?為什麼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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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任教師，互動共好

1.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學

2.重視學習過程與方法

3.課堂風景的改變，教學模式的翻轉，需
要您更多的信任與支持



We Are Team

協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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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