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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素養」是指知識、能力和態度等多元層面的統整，是在特定情境下可以有

效率適切行動的能力或潛力（陳聖謨，2013；蔡清田、陳延興，2013；Oyao, 

Holbrook, Rannikmäe, & Pagunsan, 2015）。李坤崇（2013）認為素養是： 

在培養人成為獨立個體的過程中，為成功與內在、外在環境互動溝通所

需具備的能力，包括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 

蔡清田（2016）則指出素養能力是跨領域的，打破學科的藩籬，不再細分科

目；九大核心素養中的任何一項素養，都可以透過不同領域科目來促進與培養，

如：體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可在國文、社會、藝術領域培養。「素養」經由

「選擇」以挑選出最為關鍵的、必要的、重要的，即為「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ies），又稱「關鍵素養」、「必要素養」、「重要素養」（蔡清田，2012）。

Rychen（2004）指出核心素養是個體面對錯綜複雜的環境，能完成活動與達成任

務，成功的生活和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能力。蔡清田（2011，2013）認為核心素

養（key competencies）是最根本、不能被取代、量少質精的關鍵少數，具有關

鍵性、必要性、重要性的核心價值，它是統整的知識（knowledge）、能力（ability）

及態度（attitude），個體基於環境需求、開發潛能與產生社會效益所須具備的素

養，面對現在與未來挑戰，能成功回應個人與社會的生活需求。 

而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理念與目標，即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的主

軸，揭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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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專注學科知識而關注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表

現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教育部，2014）。綜合言之，核心素養是指個體平日的修

為狀態， 為自在面對現在生活與未來挑戰，能適切的以跨領域統合、抉擇，回

應特定情境下複雜要求的知識、能力與態度等面向的行動條件所展現出的實踐能

力。 

近年來，核心素養在國際基礎教育改革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以及「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三大組織提出核

心素養之研究成果與議題論述，顯現透過學校課程培養國民核心素養，已成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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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國課程實施與教育改革之焦點（陳聖謨，2013）。而我國也於今年開始實施

12 年國教新課綱，著力於以核心素養培育足以面對未來生活、能進行終身學習

的國民。然盱衡實際，核心素養的培育是一項浩大的希望工程，各種核心素養的

內涵相互交織，無法透過單一的教學活動來達成，而且常需針對不同構面抽絲剝

繭並適切予以轉化，而更多牽涉跨領域的統整、反省思考及行動與學習的高階心

智複雜性等層面，需要透過系統而完整的培養與發展才能獲得 （Rychen & 

Salganik, 2003；蔡清田，2011）。 

二、 孕育核心素養的沃土 

有鑑於核心素養必須長期培育的特質，透過不斷學習，使個人持續發展知識

與能力，懂得反思、分析、批判，再內化並躬行實踐與解決問題。在學校教育裡，

核心素養的培養需要透過有效的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來共同完成，爰此，學校應

致力於軟、硬體的充實與更新，營造有利於核心素養萌芽、茁長的環境，再輔以

相關配套措施，群策群力齊心耕耘，才能欣見纍纍的豐碩果實。 

揆諸實際，核心素養並非是與生俱來的，它是在動態的成長教育過程中，透過

學生的自主探究和自我體驗，以及藉由一次次的表現，不斷的省思、調整、內化，

漸次累積豐富起來的（師保國，2017）。因此，核心素養的培養必須築基於「發

展」，透過系統而完整的培養與發展才能獲得，在不同的學習成長階段，面對不

同年齡的學生，教學應考量學生的發展差異，藉由不同的課程、教材和方法，濡

染涵化學生的核心素養。 

其次，各學科或學習領域都有培養素養的義務和功能，只是展現的優勢和特色

不一，而核心素養是一種共通性、跨學科、跨領域的概念，它奠基在學科與領域

的基礎上，必須在要求學生真確掌握學科或領域的本質和概念之後，「統整」相

關知識與能力，找到彼此之間的交叉連接點，建立起關聯，開展跨領域學科的教

學，進行高階綜合性學習，培養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 

再者，知識轉化為素養的重要途徑是情境。而核心素養重視實踐與真實問題解

決能力的形成，這更需要掙脫傳統課程「去情境化」的羈絆，也是核心素養發展

的關鍵所在（師保國，2017）。唯有將學生置於真正情境中，基於現實世界的真

實任務進行學習，透過體驗式與探究式的學習過程中，與他人互動，學會尊重、

理解、合作、同情與關愛他人，讓他們把知識與真實的、現實的情境連接起來，

獲得必要的素養，能有效面對解決真實任務或付諸實踐。 

而核心素養的培養能否克盡其功，必須重視整全性的關注，舉凡在教學上不

只教導認知，還必須兼顧技能和情意的統整；不只關注學生學習與情境脈絡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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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還必須強化學生的主動和參與；不僅重視學習成果，也要審視學習的歷程和

方法；不僅在課堂中學習，更要落實在生活行動，運用學習解決問題（周淑卿、

吳璧純、林永豐、張景媛、陳美如，2018）。總之，核心素養的培養應築基於學

生的身心發展，並透過跨領域的融合、情境化的引導以及整全性的關注來孕育核

心素養的沃土。 

三、 落實核心素養的具體作法 

   以下就落實核心素養的建議，提供學校相關單位人員與教師作為參考： 

(一) 廣泛運用學習資源，形塑優質學習環境 

    資源運用和教學環境是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的強力後盾。學校應廣泛蒐集與建

置優質教學資源和教學研究平臺，持續豐盈教學資源、活絡分享，漸次形塑多層

次、多功能、交互式的教育資源服務體系。在教學環境改造方面，創設以發展學

生核心素養為理念的建築設計，符應彈性更換配合教學主題的空間情境布置，提

供便於團體、分組和個人學習的優質環境，俾利學生多元互動，催化激盪、合作

和分享，營造積極自主學習的學校文化。學校更可以藉助網路建置開創資源共

享、模擬環境等平臺，透過豐富的學習實踐、人力資源和環境來支援核心素養的

教與學，並輔導教師善用多元學習資源，活絡多元教學策略及班級經營，豐富學

生生活經驗，引導學生在真實情境裡的知識應用與能力表現。 

(二) 厚實教師基本功，確保核心素養的理念與方向 

    發展基於核心素養的教師培訓與在職進修，厚實教師基本功，催化教師的理

念翻轉及教學變革，是確保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的首要課題。面對核心素養的課

題，教師應成為終身學習的表率，充分理解 108 總綱的核心精神、理念及內涵，

掌握核心素養與領綱科目的學習重點之呼應，適切因應課程與教學的轉化，靈活

運用多元的教學引導學生學習。此外，教師亦應嫻熟多元評量方式，以正確評估

核心素養的學習成效，增益學生學習能力並濡養素養。教育當局也應藉助擅長核

心素養教學與評量的教師菁英，設計示範教學；同時責成各校以及地區策略聯盟

成立核心素養互動學習小組，多管齊下同心協力於引領教師開展基於核心素養的

專業發展學習和教學。 

(三) 激勵核心素養的校本課程研發，裨益永續發展 

    課程是培養學生核心素養不可或缺的載體。108 課綱朝向學得「少」，但要

學得「深」的方向前進，減少國家統一規定的課程時數，賦予學校更多自主的空

間，讓學校可以發展自己的校本特色課程（楊怡婷，2019），打造符應學生需求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0），頁 79-84 

 

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主題評論 

 

第 82 頁 

的適性學習環境。爰此，校長和教師作為校本課程研發的關鍵樞紐，要掌握核心

素養精義，在學校願景及教育理念的基礎上體現對於學科領域的融會貫通，開發

跨領域核心素養和實踐活動的優質課程，提升學生應用、分析、綜合、評鑑、實

踐力行等能力，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在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中，讓教師參與課程

設計，賦予教師有選擇課程內容的決定權，能創新課程內容，並適時做修正的動

作，增強教師在課程活動中的歸屬感，永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動力。 

(四) 翻轉教學內容與方法，撒播核心素養的種子 

    核心素養是生活中必備的統整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吳清山，2011）。其中，

知識是素養的基礎，能力是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技能過程，而態度判斷與抉擇則

是行動的重要條件。而教師，是培養核心素養的關鍵舵手。教師教學的優劣攸關

核心素養的培育成效，它反映在學生的日常活動、適應挑戰、問題解決等方面所

形成的實踐能力和行為表現，所以教師的教學要從以知識為本走向以素養為本的

方向前進。教學要能跳脫「知識本位」的藩籬，秉持「以學生為本」的理念，讓

學生在學習中體驗，在體驗中省思，在省思中內化成長，才能使他們擁有在任何

環境中成功因應不同變化的力量。爰此，教師應熟稔素養導向教學的特性，並從

系統的角度，鋪陳脈絡化的學習情境，靈活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善用跨領域主題

教學、實作教學、啟發式教學、合作學習與情意教學等，輔導學生使用不同的方

法與策略，多給予學生自主學習、獨立思考的空間，並能適切採取行動或進行省

思修正，藉以落實學生能力與態度的培養，俾能引導渠等自信愉悅的適應目前的

生活與未來的挑戰。 

(五) 善用多元評量，有效引導核心素養學習 

學生核心素養成效無法透過片段知識或是單一認知層面的累積來呈現，必須

適切輔以情意、技能等層面來加以窺探，因此，學校應建構多元評量方式，引導

核心素養的落實。揆諸實際，素養導向的評量與學生的各種學習活動相互呼應，

教師宜選用適切的評量工具、方法及多元資訊審視學生的學習成果，診斷學生的

表現與能力，據以回饋至教學活動，以改進教學設計。基此，傳統的紙筆測驗可

以朝向複合式題型、情境學習題型或偏向應用、分析、綜合與批判等高層次認知

能力命題。能力的培養則需透過實作評量、真實評量或「檔案評量」檢視。至於

態度與價值觀，也可以藉由觀察紀錄、面談、同儕互評、問卷調查、情意或態度

評量表等蒐集資料（羅寶鳳，2017）。再者，教師可透過形成性評量檢視學生學

習歷程的各種表現，而總結性評量則在於審視學生的學習表現是否達成預期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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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成功的定義在於充分展能，讓每個孩子自在的揮灑，自在的生活與自信的迎

接未來的挑戰。值此全球化、資訊化、科技化與人工智慧衝擊的潮流下，如何輔

導學生具備因應社會劇烈變革及創新社會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躋身擁有核

心素養的現代公民，委實是我們應當正視並戮力以赴的重要課題。 

揆諸現況，面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國人應改變側重智育的迷思，因

應終身學習的需求以符應創新社會的來臨；而學校應關注學生的發展，秉持以人

為本的學習，強調關鍵能力的蓄積厚實，著重情意態度的濡養內化，藉以提升綜

合展能的發揮，有效培養學生核心能力，以因應未來生活挑戰並邁向成功。爰此，

學校應著力於建構核心素養的環境，以裨益核心素養的生根、茁長。此外，學校

應積極強化教師的基本功，催化教師的理念翻轉及活化教學，廣泛運用學習資

源，豐富學生學習體驗與實踐的機會，強化獨立思考與團隊合作的精神；教師更

要擺脫智育的羈絆，透過合宜的素養導向評量，檢視學生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果，

悉心琢磨核心素養；學校也要衡酌校內外的資源與學生需求，研發核心素養的校

本特色課程，以有效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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