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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新課綱－實踐師生共學的探究歷程 
洪慧萍 

高雄市新莊國小教務主任 
 

一、前言 

108 課綱實施即將邁入第三年，新課綱課程綱要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主

軸，重視知識、情意與技能的整合，並揭示透過實踐力行，培養學生適應現在生

活及面對未來挑戰，以涵養「自發」、「互動」與「共好」之現代公民（教育部，

2014）。新課綱開始推動時，學校多偏重解決教學時數配置與重建課程架構等技

術層面問題（顏佩如，2019），惟即將邁入實施第三年，教學現場尚待持續探討

素養導向課程發展與教學落實、學生學習有效評估，同時檢視教師專業與學生學

習雙軌成長等問題。 

二、落實新課綱現況問題與分析 

素養導向的教育變革，一言以蔽之就是「探究」。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並

不僅是從教師教導轉向學生主動學習的改變，更是需要現場教師對課程觀、教學

觀重新再認、再省思，教學現場的老師如何引領學生探究？如何進行師生共同探

究的學習旅程？牽動著從課程發展到教學實踐的每一個環節。因此，當前落實新

課綱尚待深耕之面向與問題分析如下： 

1. 如何深化新課綱理念與目標，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環境的各種

互動能力 

以領域學習概念理解為基礎，讓學習與真實世界打通，讓孩子找回學習動力

與熱情，讓浮雕於真實世界的套裝知識和孩子的生活經驗連結，引導學生從生活

世界中連結學習經驗，啟發潛能、學習知能及自我展能正是新課綱價值所在。 

2. 如何導入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實踐課程滾動發展  

串聯「連結生活經驗、萃取生活價值、產生學習遷移」探究學習，掌握可用

的「文化材」、「教育材」經過鋪排轉為「學習材」，接軌新課綱「成就每一個孩

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願景，串起知識網絡，讓學習在生活中被啟動，實踐

自我建構的學習歷程。 

3. 如何開啟「引入生活情境問題、導入詮釋、重組和變化」，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與探究動力 

從生活世界啟動真實經驗的情境，以概念組織成為學習的錨點，驅動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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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輔以心智運轉歷程安排教學程序，掌握教材和生活經驗接觸點，從學生有

經驗的情境，鋪陳有意義的學習，師生共構成為學習共同體。 

4. 如何規劃一個探究的場域，讓學生學到「理解、應用、分析」；設計一個探究

的活動，透過情境引導，脈絡化鋪陳，培養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 

真實世界的問題往往是綜合性的，結合部定與校訂課程的實施，設計跨域課

程，融合學校教育和真實世界，反映時代價值與生活需求，培養學生探索自我、

解決問題，適應現在生活與迎接未來挑戰，無疑也是是新課綱落實之重要關鍵。 

三、落實新課綱可行性策略分析與建議 

108 課綱引領孩子自主習知識、展能力，依據領域綱要之學習表現及學習內

容，據以轉化為學習目標、學習任務，設計學習評量，將傳統知識概念的學習轉

化為問題探究，安排適當的教學情境讓學生學到知識、能力和態度。茲就教師專

業提升、課程設計轉化、教學歷程演化與學生自主學習強化面向提供策略與建議： 

(一) 善用社群「共學、產出、回饋再修正」歷程，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鼓勵自發性組成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透過社群中「探詢、冶煉、實踐與對話」

翻轉教學慣性，回應快速變遷教育現場，從「共學、產出、回饋再修正」循環歷

程中，匯集團體智慧，轉化課程實踐，強化教學反思與改變，突破專業成長盲點。  

1. 提高專業標準 

「找到路，就不怕路遠」，運用教育局專案計畫，以任務導向、目標導向規

劃社群運作，輔以學年共備時間、領域會議轉型為專業會談，結合新課綱公開授

課機制，深化教學反思與實踐，精進專業成長。 

2. 規劃成長鷹架 

「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依教師的需求及迫切性設計研習辦理的

順序，同時以系統性、前瞻性方式辦理螺旋式成長研習，或以工作坊型式，規劃

知識學習鷹架，過程中不時給予激勵、表示欣賞，鼓勵發表、參加競賽，激發教

師成就動機，讓師生努力被看見。 

(二) 導入校訂課程建構與發展，進行課程設計轉化 

新課綱各學習階段每週有 3-6 節課給予學校發展特色之用，學校自訂課程發

展方向，鼓勵學校結合願景與各種資源建構學校的特色，運用校訂課程規劃與實

施，規劃「彈性學習課程」，辦理全校性、全年級或班群活動，落實學校本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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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色課程（洪詠善、范信賢，2015；教育部，2014），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

趣，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學生能有更多生活的體驗、統整的經驗。 

1. 重整校本課程為基礎，重新梳理課程脈絡 

學校可重新進行學區情境脈絡分析，再次梳理學校課程主題軸。連結生活文

化脈動，於時間與空間上，由近而遠，從學校到社區，結合校訂課程強化學生探

究與整合運用的能力，在領域素養與跨領域素養交織堆疊歷程中，不同概念連結

建立產生學習保留與遷移。 

2. 催化同儕互學與共創，架構課程轉化發展 

成立核心小組發展課程主軸，學年接力討論設定課程目標，加入核心素養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以各領域、各階段學習重點為軸心，瞭解學生先備知識與

能力，協助學生多元學習，達成適性目標，討論後方案交回核心小組，再次檢視

以建構出系統性、邏輯性課程架構，確定後再交回學年完成細部教案及評量規準

設計。 

(三) 連結生活世界，引入生活情境問題，實踐教學歷程演化 

以 Dewey 探究、教育即生活教育哲學觀，結合 Vygotsky 社會文化理論闡釋

利用外部語言刺激內部語言的心智運轉歷程，幫助學生形成學習鷹架，聚焦由學

生興趣出發，透過與他人對話、相互協助，再經過反思，建構知識內化為智慧。 

1. 運用課程在地轉化，強化縱向連結橫向擴展 

連接時代脈動依附部定課程形成縱向連貫，規劃生活學習予以橫向擴展連結，

兼具課程延續性與統整性。 

2. 透過教學有效鋪排，活化持續探究歷程 

規劃系統化計畫、體驗與實踐教學脈絡，輔以學習情境布置，教學語言支持

引導，協助學習任務順利移轉，鼓舞超越潛能發展區自我成長，實踐做中學、玩

中學、生活中學。 

3. 奠基領域素養，加強跨域連結，強化學習保留與遷移 

掌握不同時間、情境、文化脈絡概念關聯，連結素養導向教學四原則：(1)
知識、技能與態度不是分別獨立的；(2)從真實情境中思考問題；(3)重視學習的

歷程而不是背誦結果；(4)將所學應用在生活中，讓知識產生跨時間、跨情境的

保留與遷移，達成學習成效（游自達，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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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合學習歷程與成效評量，伴隨興趣培養，生成思考與探究習慣 

學習活動鑲嵌在問題覺察、探究活動、問題解決策略引發，在學生和學習情

境的探究互動中引導學生敏覺現象的覺察和思考，觸發學生的探究，尋求對現象

或問題的理解或解決（游自達，2019）。經過不斷反思、分享、表達便於「保留」；

更多實踐、力行、表現，培養高層次能力形成策略性知識便於「遷移」。 

1. 整全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共構發展 

領域學習培養知識重要概念和思維能力；運用校訂課程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多

元學習方法，強化學生與生活環境的觀察與互動，引導學生因時、因地、因情境、

因問題需求調整思考策略，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增進學生自主學習動力（游

自達，2019）。 

2. 掌握素養導向學習的評量、學習即評量，學習成果評量精神 

結合更多體驗、探索與實作，強化興趣、適性展能，讓學習與生活經驗產生

連結關係，辦理期中或期末發表會、展覽、導覽解說，擴大學習場域走入社區，

以培養生活實用，與生活世界接軌，提供展演舞台，激發孩子潛能與亮點。 

四、結語 

熱情不是乍起乍落的風潮！新課綱推動正夾帶強大正面能量，席捲臺灣教育

界，教師嘗試翻轉自己教學，重新定位角色並修正自我教學信念，以課程設計創

意改變課堂風景，引領更多體驗、探究、互動與實作的學習歷程，讓孩子將所學

實際應用，落實在生活情境中，實現學習的無限可能，教育是一種可能性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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