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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教育實習與輔導組長 
 

一、前言 

這學期（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我因某些機緣受邀擔任部分中小學教師或

縣市學習領域輔導員在「發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諮詢委員，我也受邀前往中

小學擔任公開授課的觀課人員，因此，我經常收到中小學老師寄來的「素養導向

教學」的教學活動設計（教案），他們請我針對教學活動設計提供修改意見。另

外，這學期我也擔任某一個全國性的「素養導向教學」教案甄選的評審委員，在

參與審閱過程中，我又看了許多設計於不同年級或領域的教案。在陸續審閱教案

中，我看到一些符合素養導向原則的優良教案，也看了一些只在教案欄位中（格

式）出現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等名詞，但教學材料、教學

活動均與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前沒什麼不

同。這樣的現象，引發我關注：十二國教課綱或素養導向教學的研習已相當多，

何以仍有不少教師或師資生設計出來的教案仍不太符合素養導向教學的原則？

本文主要目的即嘗試分析其原因並提出相應之建議。 

二、素養導向教學的意義 

(一) 素養、核心素養與國民核心素養 

素養（competency）是兒童為了發展成為一個健全個體，以因應生活情境需

求所不可欠缺的知識、能力及態度（蔡清田，2011；蔡清田、陳延興，2013）。
素養是一個綜合性多個概念的專有名詞，它不是知識、也不是技能，而是知識、

技能加上態度，它必須以整體觀(holistic)的角度來理解（洪裕宏，2008）。 

素養的種類很多，每個人終其一生都需要許多素養，所有社會成員均需具備

共同素養。共同素養可再區分為比較關鍵、必要、重要並於最核心地位的「核心

素養」，及由核心素養延伸出來的其他相關週邊的「外圍素養」，而在十八歲預期

達成的核心素養，就稱為「國民核心素養」（蔡清田，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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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4）。 

學術界對於「素養」有不同的界定，就國內中小學來說，素養的界定應回歸

教育部頒訂的課綱（范信賢，2017；林永豐，2020）。根據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

十二年國教課綱旨在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其核心素養可分為三面九

項。所謂的三面，指的是自主行動、溝通互動與社會參與。九項則包括：身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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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自我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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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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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素養導向教學及其設計原則 

核心素養需透過素養導向（competency-based）的教學活動設計來加以落實，

正因為如此，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即變得相當重要。十二年國教的課程改革不能

只是學習領域與節數的規劃、增刪與調整，更關鍵的是需要透過素養導向的教學

活動設計來培養學生核心素養。 

素養導向教學要如何設計，許多學者均曾提出建議。林永豐（2018）指出：

教師在進行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時，要想到所設計的學習活動如何有助於「總綱核

心素養」或「領域核心素養」的達成，它有四項基本原則，包括：(1)連結實際

的情境脈絡，讓學習產生意義。(2)強調學生參與和主動學習，得以運用和強化

相關能力。(3)兼顧學習的內容（學習內容）與歷程（學習表現），以彰顯素養乃

包含知識、技能、情意的統整能力。(4)針對不同核心素養項目，應有不同設計

重點。 

蔡清田（2014）指出：核心素養的培養，不以「學科知識」做為學習的唯一

範疇，而是關照學習者可透過「做中學」、「知行合一」與「學以致用」，統整運

用於具動態發展的生活情境之中。核心素養的內涵不只重視知識，也重視基本能

力，更強調態度情意的重要性。范信賢（2016）指出，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的實

踐要點如下：(1)把知識、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強調學習是完整的，不應只

偏廢在知識上面。(2)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就是更朝向學習意義的感知

（making sense）以及真正的理解（understanding）。(3)強調學習歷程、策略及方

法。(4)強調實踐力行表現的空間，讓學生可以整合所學。 

除上述原則外，素養導向教學亦需同步重視學習原理以及教學倫理（王金

國，2015），因此，筆者將素養導向教學的原則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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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素養導向教學之依循原則 
序號 內容 

1 有助於培養學生核心素養 

2 統整化：能兼顧學習的內容（學習內容）與歷程（學習表現） 

3 脈絡化：連結實際的情境脈絡，讓學習產生意義。 

4 重視學生參與和主動學習，也強調學習策略的指導 

5 能夠力行實踐，學以致用 

6 符合學習原理 

7 依循教學倫理 

 

三、教師（含師資生）設計的教案不符合素養導向原則之問題分析 

素養導向教學是推行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應重視的，即因為如此，從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到教師在職進修，素養導向教學的講座、工作坊或教案甄選比賽相當

多。相信尚在師資培育階段學習的師資生及在職的中小學教師對「素養導向教學」

這個名詞並不陌生。只不過，就筆者實際參與審閱教案的經驗來看，仍有不少中

小學教師（含師資生）所設計的教案不是很符合素養導向教學的原則。筆者從與

教案撰寫者的討論中，發現其可能的原因如下： 

(一) 未充分掌握素養之內涵 

  素養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很多人僅從課綱、研習手冊或是專書的文字中，

把它的定義「背下來」。多數教師或師資生可以朗朗上口的地把素養的定義說出：

素養是知識、能力加上態度。然而，背出定義不等同於真的掌握其內涵。歐用生

（2018）指出，素養及核心素養是當前教育界最時髦的名詞，然而，對於素養及

核心素養的概念，宜有更深度的對話與論辯，以能將對此概念的內涵及元素有更

完整的掌握 1。另外，吳清山（2019）也曾提及，教師們無法真正了解核心素養

的內涵與精神，將是執行新課綱很大的挑戰。 

(二) 未充分掌握素養導向教學之原則 

  雖然教學活動設計並沒有統一格式，但可以明顯地看到當前的素養導向教學

之教案格式與九年一貫課程的教案格式不同，它多了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

內容）、核心核養、議題融入、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等欄位，然而，即使教

                                                

1 讀者可參閱歐用生（2018）。歐序：深度的核心素養觀。載於楊俊鴻：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理論與實踐。臺北市：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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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格式（形式上）列出相應的內容，也不表示它就是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還必

須檢視其教學活動設計。有些教師（含師資生）可能尚未充分認識及掌握素養導

向之原則，以至於在撰寫教案時，並未將這些原則應用出來。教案中使用的素材

未能連結學生經驗與情境，在教學過程中幾乎全是教師中心的講述教學，另外，

也忽略了力行實踐的元素。 

(三) 未完全依循學習原理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要符合學習原理，除了要重視學習者的參與外，也要多一

些從學習者角度出發的思考。 

1. 學習材料未調整為「學習者中心」。有些老師或師資生在設計教案時，已開

始會留意脈絡化的元素，會試著設計真實的情境，讓學生去思考或解決。例

如：有份教案中的題目寫到：老師到便利商店買 4 包餅乾，如果一包餅乾是

35 元，老師一共要付多元錢？我看了這份教案後，回覆給教案設計者：建

議情境中的主角換成學生，變成：你到便利商店買 4 包餅乾，如果一包餅乾

是 35 元，你一共要付多元錢？在學習材料或任務設計上，宜多考量以學生

為中心。 

2. 教學活動仍側重講述，未調整為「學習者中心」。教師（含師資生）在進行

教學活動設計時，會受早期求學經驗的影響（王金國、桂田愛，2014），當

教到某個主題或單元時，很容易受到自己舊經驗的影響。我看過的教案中，

有些除了學習材料未結合真實情境外，整個教學活動還是以教師講述為主，

忽略了素養導向教學中，重視學生主動探索的原則。 

(四) 沒有足夠時間備課 

  前述三項比較傾向知識層面，也許教師或師資生都知道這些原則，只不過，

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及設計學習任務。有一位國小一年級的老師寄了一份數學

領域的教案給我，教學單元是「分與合」，希望讓學生認識 10 以內的數字，學習

表現指標為 n-I-2 理解加法和減法的意義，熟練基本加減法並能流暢計算。為了

讓小一學生能具體操作，我們一起花了一些時間思考與討論，希望讓學生可以具

體地看到 10 以內的分與合。最後，想出一個情境：有 5 個玩具，想要收到兩個

盒子裡，請問可以怎麼放？在這個活動中，符合學生真實情境，也可以實際操作，

讓學生體會 5 可以分為 3+2，或其他組合。在我這次參與教案設計中（共備），

我發現要符合素養導向教學的原則（表 1）且符合學生程度與背景，是需要花時

間的。倘若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備課，就可能空有理念而未能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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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之建議 

針對前述問題，筆者提出幾項相應之建議： 

(一) 深入探討素養與核心素養之內涵 

  對教師或師資生來説，「素養」不能只背出其定義，也不能只是背出「三面

九項」的內容，必須更加深入理解其內涵及重要性。舉例來説，學生知道摘寫大

意的方法（選擇重要的、刪除不重要的，再把它流暢地串起來）是知識，能實際

摘寫大意是能力，喜歡摘寫並能在閱讀多篇材料或文本後，予以歸納與摘寫，就

是素養，素養為因應未來複雜情境的知識、能力、態度。另外，有關素養如何培

養、素養如何展現…等與素養有關的議題，也都值得深入探討。 

(二) 觀摩與分析教案，以掌握素養導向教學原則 

  素養導向教學也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即使學者提出素養導向教學的原則（如

表 1），對教師或師資生來説，仍不好掌握其內涵。若能觀摩素養導向之教案並

予以分析、討論，即可能可以更具體地體會這些原則的內涵。 

(三) 結合學習原理，增加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規劃 

  素養導向教學的目的是希望協助學生培養核心素養，在教學活動設計中，仍

不能忽略學習原理，要儘量設計以學生者為中心的學習活動，要能多提供學生參

與、探索、思考、練習及力行實踐的機會。教師要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思惟

（吳清山，2019）。 

(四) 教師共備，共同發展優質之教學設計 

  要設計優質且符合自己班上學生的教學活動設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細

心構思。倘若可以藉由共備，相互激盪，則可產出更多的想法，透過對話，可產

出更優質的設計。透過分工合作，有機會可以縮短教案設計的時間。 

五、結語 

素養導向教學是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的關鍵活動，倘若只有在格式上符合，實

質的教學活動設計並未具備素養導向教學的原則，將會使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實施

效果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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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以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為方向，在教學設計上要留意統整性、脈

絡性、重視學習策略、力行實踐等原則，另外，也要符合學習原理與教學倫理。

雖已有不少期刊文章、政府文宣、研習講義…等介紹過前述原則，但仍有很多老

師或師資生設計出來的教案仍未把這些原則融入。探究其原因，可包括：未充分

掌握素養之內涵、未充分掌握素養導向教學之原則、未完全依循學習原理，以及

沒有足夠時間備課。對此，本文提出四項建議，包括：深入探討素養與核心素養

之內涵、觀摩並分析教案，以掌握素養導向教學原則、結合學習原理，增加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規劃、教師共備，共同發展優質之教學設計。期許教師及師資生都

能掌握素養導向教學之內涵與原則，並能實際在課堂中實施素養導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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