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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園圃所需的土壤與陽光 
邱世明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 前言

回顧前一波課程改革的建構式數學，應該很能引起大家的熱烈迴響吧。不論

其功過如何，我認為它基本上採取的是正確的路向，只是套用了未必合用的鞋

子，所以一路走來，不免步調踉蹌。那麼當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教育部，2014）的素養導向課程呢？這片園圃需要什麼樣的土壤與陽光呢？ 

在素養導向課程有點紛擾不定的定義中，個人對於素養的界定是：人在日常

生活與學習成長歷程中受到文化薰陶後所留下的痕跡。基於這樣的看法以及對當

前教育環境的觀察，我想這片園圃應該還需要一些關鍵元素來培植我們所期待的

花草樹木。 

二、 親師生需要採取更寬廣的眼光來看待課程 

過去的課程觀點，有極高的比重聚焦於課程內容，分別以知識情意技能等三

大領域（方德隆，2004b）來精準列述課程目標，並成為親師生共同致力追求的

焦點。素養導向的課程改革不至於把知識情意技能全丟到腦後，但不應該只將這

些堆滿在我們眼前，遮住我們對美好未來的想像。有時課程內容就是學習的知識

節點，但有時課程只是歷程與媒介，目的在讓學習者產生改變，或者改變的可能。

這樣的課程所培植的，在知識情意技能之外，還包含了思考方式、對自己他人與

世界的眼光、情懷、氣度與抱負…這樣的學生才更能適應未來社會。 

三、 以更長遠與多元的視野來期待學習成效 

早年的教育受到科學主義（ scientism）影響，高度重視的行為主義

（behaviorism）式教學目標（方德隆，2004a、2004b），有其貢獻但也有其限制。

雖然經過許多調整，不過多數人對於教育內容與學習成效，仍然放不下精確、可

分析、效率、具體、確定性、最大化…等等偏向目標導向的思考。近年倡言快樂

學習、沒有失敗的教育論述也甚囂塵上，君不見書店暢銷書，充滿了「快樂」「無

痛」「速成」的書名（博客來，2019）。如果我們期待所學到的內容並非只能短期

應付學校考試，還能因應長期的人生挑戰，那麼對於學習成效就必須採取更寬廣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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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新看待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 

許多現場老師感到最大困擾的，可能是素養導向如何進行教學評量的問題。

也會有許多的進修研習不斷提醒大家：試著讓評量變得不一樣，更貼近真實情

境、題目可要求系統性思考、多元知識能力的統整、避免只是機械記憶的膚淺回

答…不過這些改善後的學習評量，仍可能容易受到標準答案與分數競爭的框限。

我們能不能放下對科學主義式精確細微計分的執著？放下這些精準計分背後對

於升學主義的過度想像？個人建議，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應該多回到學習歷程去

觀察，這不僅是向著現在的表現去觀察，也向著未來的可能發展去眺望。 

其次，因為學習評量容易看到的是確定性成效，而如果我們想要追求的是可

能性？那麼是不是可以多從課程設計或課程評鑑來著手？透過課程設計讓素養

的陶冶有更多的可能性，也透過課程評鑑來修正與發展課程。 

五、 在學習探索旅途中無畏於冒險失敗與錯誤 

有個研究生問我，他想要從習作考卷來做分析，研究低年級小學生的數學迷

思概念（misconception）。我笑著說基本上應該找不到錯誤樣本吧！因為學生都

被家長或是安親班老師充分的照顧與訂正，在不容許錯誤的大前提底下，怎麼能

夠看到迷思概念呢？樣本不足吧？ 

這樣子看似非常安全的學習成效，其實應該是非常危險的學習策略。學不到

如何分析問題、分析情境，如何面對挑戰。這樣的學習成功，只是一種假象。如

果我們同意愛迪生一千多次的燈絲失敗並不是毫無價值，我們就應該相信學生在

學習旅途上的錯誤挫折都非常有價值。過度保護下的學習，可能不容易有素養。 

六、 找回教育的真實價值而不迷惑於一時表面績效 

社會上到處可以看到一時表象對本質價值的矇蔽，例如用金錢多寡看待幸福

程度、用臉書按讚與加友數安慰自己的人脈、用畢業學歷遮蔽真實學力。學校與

教室裡也容易有類似迷思，例如用最快搶答表示學習投入程度、用分數高低論定

本事高低、用笑鬧聲表示快樂學習、用不敢多方探究的安全答案換取分數排名、

強調行為不犯錯就好像是重視品格、空汙旗看似可以喚醒環保意識…如果我們迷

惑於一時的表面績效，其實很難奢求所謂的素養陶冶。回歸教育本質的堅持，才

是素養導向課程所當追求的。 

如果素養導向課程的園圃裡，有了以上種種的土壤養分，我想最後需要特別

強調的就是陽光：我們對於學習的思考方式。植物有向光性，同時陽光也帶來園

圃的充沛生機。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學習，也會受到我們對教育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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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取向所影響。唯有對教育的思考方式與價值取向改變了，才是素養導向課

程改革的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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