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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研修的核心素養 
蔡清田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 

    2014 年 8 月 1 日我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2014 年 11 月 28 日公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基本理

念，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教育部，2014；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4a；2014b），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委員會」

於 2019 年 6 月 22 日下午完成歷經 2 年 6 個月又 29 天的所有《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相關審議，並于同年 8 月 1 日新學年度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指引學校進行課程發展，引導學生學習現在及未來生活所應

具備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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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研發架構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2014b，2） 

    《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

育司進行課程研發，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負

責課程研議，教育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負責課程審議》，盱衡

社會變遷、全球化趨勢，以及未來人才培育需求，持續強化中小學課程之連貫與

統整，實踐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以期落實適性揚才之教育（教育部，20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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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研發架構而言，《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發展

建議書》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研修的方向與原則（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4a），而《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則以「核心素養」為主軸（國

家教育研究院，2014 b），進行《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其與領域／

科目綱要之間的連貫統整，如圖 1 所示（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b，2），各領域

／科目的核心素養、學習重點等具體內涵，透過各領域／科目綱要的研修工作而

具體研發。本文聚焦於闡述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研修《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的核心素養與《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的核心素養之呼應情

形，尤其是「核心素養的定義」以及「核心素養的內涵」，說明如次。 

二、核心素養的定義 

    《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強調為落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理

念與目標，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核心素養主要應用於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的一般領域／科目，裨益各教育階段間的連貫以及各領

域／科目間的統整（林永豐，2019）。 

    《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核心素養」涵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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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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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這呼應了國家教育研究院公布《十二年基本教育課

程發展指引》的核心素養定義，「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

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度。「核心素養」承續過去課程綱要的「基本

能力」、「核心能力」與「學科知識」，但涵蓋更寬廣和豐富的教育內涵。核心

素養的表述可彰顯學習者的主體性，不再只以學科知識作為學習的唯一範疇，而

是關照學習者可整合運用於「生活情境」，強調其在生活中能夠實踐力行的特質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b，2）。 

三、核心素養的內涵 

    《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

學習者」，分為三大面向：「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

面向再細分為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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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4，3）。這呼應了國家教育研究院公布

《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的核心素養內涵，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

學習者」，包括「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面向，以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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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素質與自我精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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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

項目。學生能夠依三面九項所欲培養的素養，以解決生活情境中所面臨的問題，

並能因應生活情境之快速變遷而與時俱進，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國家教育研

究，2014b，3）。同樣地，《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各教育階段核心

素養具體內涵，依學生個體身心發展狀況，各階段教育訂有不同核心素養之具體

內涵，分國民小學教育、國民中學教育及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等三階段說明，期培

養學生在「自主行動」、「溝通互動」與「社會參與」等三大面向上循序漸進，

成為均衡發展的現代國民（教育部，2014，4），這也呼應了國家教育研究院《十

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的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內涵之整體說明，核心素養

依照個體身心發展階段各有其具體內涵，依序分為國小、國中及高級中等教育等

三個教育階段，在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參與等三大面向循序漸進，進而成

為能具備在各面向均衡發展的現代國民（國家教育研究，2014 b，4）。 

    「核心素養」能積極地回應未來理想社會生活情境要求與工作任務挑戰，學

習獲得優質生活美好理想結果之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態度（蔡清田、陳伯璋、

陳延興、林永豐、盧美貴、李文富、方德隆、陳聖謨、楊俊鴻、高新建、李懿芳、

范信賢，2013），協助個人獲得「成功的個人生活」，進而建構「功能健全的社

會」，順利達成未來理想社會圖像之「優質生活」，合乎「聯合國教育、科學與

文化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洲聯盟」等從哲學、人類學、心理

學、經濟學、以及社會學建立的學術理論依據，以及我國學者從哲學、心理學、

社會與歷史、教育、科學、文化與藝術等學理來界定與選擇核心素養的概念與參

考架構（洪裕宏、胡志偉、顧忠華、陳伯璋、高湧泉、彭小妍，2008），特別是

從教育研究視野，將素養界定為因應全球化與在地化、學校內與學校外的環境變

遷、過去、現在與未來社會所需要的「全方位的」國民核心素養（陳伯璋、張新

仁、蔡清田、潘慧玲，2007），順乎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研究趨勢。「核心素養」

是建立在終身學習的基礎之上，以「終身學習者」為共同核心，更層層外擴形成

滾動的圓輪意象，具有後現代社會「變動不居」、「持續前進」動態發展理念，

能因應時代環境變動而不斷發展，而且個人可透過積極主動的行動並與情境進行

互動，重視學習者的主體性，並關照學習者可運用於「生活情境」，強調其在生

活中實踐的特質，產生因應與創新具有不斷地開展的積極動力，而且強調彼此並

非單獨存在，而是可交互作用、相互滲透，甚至是相互依賴彼此互動，呼應了自

發、互動與共生共榮的人類圖像。 

四、評論與建議 

    《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對我國推動「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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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重要影響，特別是本文回顧我國從 2013 年 6 月到 2019 年 6 月進行《十二

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研修，並於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十二年基本教育

課程改革，特別指出 2014 年 2 月 17 日發佈《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

以學生所需「核心素養」做為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核心，引導《十二年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研發，2014 年 11 月 28 日再公佈《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教育部，2014），本於全人教育精神，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

念，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研訂課程目標結合「核

心素養」，指出「核心素養」可做為各學科領域／科目垂直連貫與水平統整課程

設計的組織核心（蔡清田， 2018）。評論此次《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研修，雖然引發了有關「能力」與「素養」等用詞的爭議，但最後《十二年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明確指出「核心素養」涵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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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並以「核心素養」

作為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改革的小學、國中、高中職等各級學校教育課程垂直連

貫與水平統整的「核心」，實屬一大特色，期望學生能學習獲得學生生活所需的

「核心素養」，順利完成生活任務並獲致美好的理想結果之所應具備的知識、能

力、態度，合乎教育的認知、技能、情意等價值規範 （黃光雄、蔡清田，2017）。 

    依據《十二年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核心素養」轉化為各「教育階段

核心素養」後，可考慮不同教育階段領域／科目特性，可與各「領域／科目」進

行統整課程設計成為「領域／科目核心素養」。「核心素養」具有橫跨各種領域

／科目之廣度，可由各「領域／科目」共同實踐，跨越個別「領域／科目」可打

破單一「領域／科目」的疆界，並且「核心素養」是所有「領域／科目」之核心，

可由各「領域／科目」共同實踐，強調不同「領域／科目」都有責任且共同合作

培養「核心素養」。「領域／科目核心素養」是指「核心素養」在各領域／科目

內展現的具體內涵，可強調該領域／科目所強調培養的核心素養內涵，進而引導

「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的課程設計。「領域／科目學習重點」是指由該「領域

／科目」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與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發展轉化而來的，「學習重點」

目的在引導設計課程目標並進行教材發展、教科書審查及學習評量的規劃，並配

合教學加以實踐。而且「學習重點」是由「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兩個向度

相輔相成交織組合而成，透過課程編織統整設計，可統整「學科知識」與「學科

能力」，並可強化各領域／科目內部的連貫性與統整性及銜接性（洪詠善、范信

賢，2015），是以核心素養可做為各領域／科目垂直連貫與水平統整課程設計的

組織核心，同時具備促進「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之功能，有助於「成功的

個人生活」進而建構「功能健全的社會」，可以因應未來社會生活之所需。 

    然而，面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於 2019 年 8 月 1 日的正式實施，

各級學校如何進行「核心素養」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如何實施「核心素養」

的各領域／科目「部定課程」？學校如何規劃合乎「核心素養」的「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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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如何設計「領域／科目核心素養」的教學？教師如何實施跨領域「核心素養」

的教學？教師如何引導學生學習「核心素養」？教師如何評量學生的「核心素養」

的學習？教師如何評量「核心素養」教學？這些都將是如何落實「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核心素養課程改革之待答問題與教學實踐的未來挑戰，更是有待進一步

研究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林永豐（2019）主編。邁向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改革。臺北市：五南。 

 洪裕宏、胡志偉、顧忠華、陳伯璋、高湧泉、彭小妍等人（2008）。界定選

擇國民核心素養：參考架構與理論基礎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NSC 95-2511-S-010-001）。臺北市：國立陽明大學。 

 洪詠善、范信賢（主編）（2015）。同行～走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黃光雄、蔡清田（2017）。課程發展與設計新論。臺北市： 五南。 

 陳伯璋、張新仁、蔡清田、潘慧玲（2007）。全方位的國民核心素養之教育

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5-2511-S-003-001）。
臺南市：首府大學。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臺北市：作者。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a）。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建議書。臺北市：

作者。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b）。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臺北市：作

者。 

 蔡清田（2018）。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臺北市：五南。 

 蔡清田、陳伯璋、陳延興、林永豐、盧美貴、李文富、方德隆、陳聖謨、楊

俊鴻、高新建、李懿芳、范信賢 （201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草

案擬議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委託研究報告）。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

所。


	一、 前言
	二、 核心素養的定義
	三、 核心素養的內涵
	四、 評論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