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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薛曉華 國立清華⼤學師資培育中⼼副教授

　　在教育改⾰與社會劇烈變遷的交織下，⼗⼆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簡稱108課

綱）⾃2019年全⾯上路，⾄今已歷經數年淬鍊與實踐。其核⼼理念—「適性揚才、終

⾝學習」—不僅回應時代的需求，更展現出培育全⼈、⾯向未來的教育願景。正如巴

⻄教育家Paulo Freire所⾔：「教育本⾝並不能改變世界，但教育能改變⼈，⽽⼈能改

變世界。」108課綱正是⼀場深刻的教育⾰新，重新思考「為何⽽教、教什麼、怎麼

教」，以培養具備核⼼素養的學習者，⾯對未來社會的多元挑戰，展現出⾃主學習與責

任實踐的⼒量。

　　本期特別以「與時俱進的⼗⼆年國⺠基本教育課綱」為主題，邀請來⾃教學現場與

教育研究的專業⼯作者，共同分享課綱實施以來的實務經驗、挑戰與前瞻視野。期盼透

過多元觀點的激盪，激發教育現場的創新活⼒，並為未來教育的發展注入更多可能性。

　　⾸先，在「教育解碼」專欄，由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楊秀菁主任撰

寫〈⼗⼆年國教課綱的現在與未來：適性揚才、彈性活⼒與學⽣基本學⼒鞏固的平衡挑

戰〉，探討108課綱的發展現況及未來可能⾯臨的挑戰，文章除分析探討如何在彈性發

展與學⽣基本學⼒培養之間取得平衡，同時提出未來課程發展研究的建議。

　　「教育交流道」專欄中則收錄3篇關於108課綱實施的實務經驗分享。第⼀篇張堯

卿老師所撰〈⾃主學習效益：學校⾃主學習實施狀況調查〉，透過實地調查分析⾃主學

習的推動現況與成效，並探討教師與學⽣在⾃主學習歷程中的挑戰與收穫。第⼆篇

〈108課綱實踐：桃⼦腳國中⼩的雙語教育與⾃主學習探索〉，郭昱晨校⻑則以個案學

校為例，介紹該校在雙語教育與⾃主學習推動上的實踐成果相關內容可供其他學校參

考。第三篇〈關於108課綱，我們在課堂上的實踐〉，則由張素惠主任分享現場教師在

課堂教學的轉變與適應，並反思108課綱帶來的挑戰與契機。

　　在「寰宇教育視窗」專欄裡，本期特別收錄國際⼤型教育評比調查專案辦公室的研

究文章〈從臺灣學⽣的國際評比表現看108課綱〉，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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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璇助理研究員透過國際評比數據，檢視臺灣學⽣在108課綱實施後的學習成效，並與

其他國家進⾏比較，以提供教育政策與教學現場更具參考價值的⽅向。

　　「教育新訊」專欄則推薦教育部最新發布的《中⼩學數位教學指引3.0》，由國家

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洪詠善研究員介紹該指引的重點內容與應⽤⽅式，期望

能協助學校與教師在數位教學領域的發展與應⽤。此外，本期特別介紹國家教育研究院

新設立的「社會情緒學習研究室」，研究室於114年3⽉27⽇正式揭牌，課程及教學研

究中⼼林哲立副研究員表⽰該研究室具有統整、研發、追蹤調查與培訓等任務⾯向，展

現教育界關注社會情緒學習的重要性。

　　綜觀本期內容，108課綱在教育現場逐漸展現其深遠影響，無論是在課程設計、教

學⽅法，抑或學⽣的學習樣態上，都描繪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新風景。期盼本期的專文

與案例分享，能為每⼀位關⼼教育的夥伴，帶來實質的參考與啟發。我們也真摯期待，

《教育脈動電⼦期刊》能繼續成為凝聚理念、激盪創新的平臺，與⼤家⼀同擁抱教育的

多元與可能。五⽉出刊，恰如暮春時節的花開綠盛，在溫柔光影中綻放希望。我們願與

所有教育的耕耘者，共迎這場屬於教育的春天，讓理想在教室裡⽣根，在孩⼦⼼中發

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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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脈動電⼦期刊 第20期：教育解碼

⼗⼆年國教課綱的現在與未來：適性揚才、彈性活⼒
與學⽣基本學⼒鞏固的平衡挑戰

楊秀菁／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主任

摘 要

　　⼗⼆年國教課綱在「成就每⼀個孩⼦─適性揚才、終⾝學習」的願景引領下，結合

「⾃發、互動、共好」的基本理念，以「連貫統整」、「素養導向」、「多元適性」、

「彈性活⼒」及「整合配套」作為課綱發展的⽅向。⽽依此原則所產出的總綱、領域／

科⽬、專業群科課綱及各類課綱，與2020年OECD所公布的課程修訂原則相符合，顯

⾒⼗⼆年國教課綱具有前瞻性與未來性。2023年下半年，國教院盤整院內外研究、國

際評比、教育部相關調查資料、各界調查（包含媒體、教師團體、學⽣團體等），輿情

分析以及外界來函，建議可在現有的基礎上，以鞏固、精進、前瞻三個⾯向推動未來的

課程發展研究。

關鍵詞： ⼗⼆年國教、國際評比、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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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國教課綱在「成就每⼀個孩⼦─適性揚才、終⾝學習」的願景引領下，結合

「⾃發、互動、共好」的基本理念，以「連貫統整」、「素養導向」、「多元適性」、

「彈性活⼒」及「整合配套」作為課綱發展的⽅向（潘文忠主編，2014：16-21）。

⽽依此原則所產出的總綱、領域／科⽬、專業群科課綱及各類課綱，與2020年OECD

所公布的課程修訂原則相符合，顯⾒⼗⼆年國教課綱具有前瞻性與未來性（參⾒圖

1）。

 

圖1

OECD課程設計原則與⼗⼆年國教課綱課程發展特⾊之比較

資料來源：OECD（2020）、吳正新（2024）。

 

　　然⽽，OECD的《課程（重新）設計》亦提醒，課程若多年不變，就會缺乏創新概

念，無法適應社會變遷（OECD，2020）。2023年下半年，國教院盤整院內外研究、

國際評比、教育部相關調查資料、各界調查（包含媒體、教師團體、學⽣團體等），輿

情分析以及外界來函，以了解⽬前課綱推動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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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界的調查對於⼗⼆年國教的理念、⽬標，與課程發展的⽅向⼤致持肯定態度。例

如：《聯合報》於2022年針對全臺666所國中、300所⾼中教務主任或指定代理⼈所做

的〈全台國⾼中課綱實施3年現況調查〉指出，⼗⼆年國教課綱對於學⽣的正⾯影響包

括：「學⽣有更多機會⽣涯探索」（81.7％）、「課程規劃有利於培養批判思考、邏輯

運算等符合未來趨勢的能⼒」（63.3％）、「學⽣更願意⾃主學習」（36％）、「學

⽣更樂於關⼼國內外公眾議題」（29.3％）等（聯合報，2022）。全國教師⼯會總聯

合會（2023，以下簡稱「全教總」）針對全國⾼中職教師的調查指出，有59.7％的比

例同意⼗⼆年國教課綱的實施⽅向正確，54％的比例同意⼗⼆年國教課綱符合未來社

會的需求，54.7％的比例同意給⼗⼆年國教課綱正⾯評價。⽽⼗⼆年國教課綱最成功的

部分在於讓學⽣有多元適性的課程、彈性規劃，以利學⽣進⾏⾃我探索與⾃主學習等。

⽽我國在2022年國際公⺠素養評比（ICCS 2022）更拿下世界第⼀，顯⾒⼗⼆年國教

的探究學習及素養導向教學符合國際公⺠教育的趨勢（國教署，2023）。

　　相較於上述正⾯評價，在全教總的調查中，同意⼗⼆年國教課綱整體規劃合理的比

例為50.2％，略⾼於不同意的49.8％。其中，普通型⾼中教師不認同的比例則超過五

成。⽽《聯合報》的調查另指出，有72.1％的教務主任或其代理⼈認為⼗⼆年國教課綱

對學⽣的負⾯影響包括：「學⽣學⼒落差擴⼤」（72.1％）、「課程多元，學⽣作業量

過多」（63.1％）、「新課綱縮減必修時數，學⽣學⼒不⾜」（62.9％）等。

　　節數規劃與學⽣基本學⼒⼀直是各界爭論的焦點，⽽相關的國際評比及國教院的研

究則提供不同的視⾓與調查結果。在學⽣基本學⼒部分，PISA 2022的調查指出，我國

共182校約6,000名15歲在學學⽣參加施測，此次評量數學、閱讀、科學素養排名均較

2018年進步，數學表現平均547分，排名第3名（2018年排名第5名）；閱讀素養平均

515分，排名第5名（2018年排名第17名）；科學素養平均537分，排名第4名（2018

年排名第10名)；數學、閱讀與科學的表現均優於OECD平均，為PISA評量數位化

（PISA 2015）以來的最佳表現（國教署，2023）。另根據國教院所做的臺灣學⽣成

就⻑期追蹤調查（TASAL），比較2019年舊課綱七年級學⽣及2023年新課綱七年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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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語、英語、數學、科學及社會領域的學習表現顯⽰，⼗⼆年國教課綱學⽣在各科

⽬上的表現均優於舊課綱學⽣。

　　另外，依據國教院所做的學⽣調查，1在各領域／科⽬皆有過半數的學⽣同意現⾏

的部定節數／學分數規劃。在國中教育階段，除社會及⾃然科學領域選擇「不需調整」

為55％外，其餘領域／科⽬認為「不需調整」的比例皆⾼於六成。在⾼中教育階段，

則各領域／科⽬皆有六成以上的學⽣認為「不需調整」。在各類型⾼中，認為⽬前「各

類課程配置適切，不需要調整」的比例皆居該類型⾸位，在普⾼為38.3％、綜⾼為

44.3％、技⾼為38.6％。其次為「團體活動及彈性時間應增加」，在普⾼為37.8％、綜

⾼為43.7％，與前⼀選項差距不⼤。在技⾼則是「技⾼專業科⽬、實習科⽬學分數應增

加」，有32.8％的學⽣選擇。⽽選擇「部定必修學分數應增加」者，普⾼為16.6％、綜

⾼為10.8％、技⾼為9.4％，僅⾼於「校訂必修學分數應增加」（普、技、綜共同選

項）及「選修課程⼀般科⽬學分數應增加」（技⾼選項）。換⾔之，相較於增加更多⼀

般科⽬的修習時間，學⽣更傾向能適性發展的課程架構（詳⾒表1、表2）。

 

表1

普通型⾼中、綜合型⾼中課程架構調整意⾒（複選題）

資料來源：楊秀菁等（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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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技術型⾼中課程架構調整意⾒（複選題）

資料來源：楊秀菁等（2024）。

 

　　在多元適性與基本學⼒鞏固之間，不同的調查皆呈現意⾒分歧的狀況。在上述國教

院問卷調查的開放問題中，同樣發現學⽣⼀⽅⾯希望有更適性的課程規劃與選擇，另⼀

⽅⾯則希望有更確切的考試範圍與答案，以利升學準備。基於上述認識，建議未來的課

程發展研究可以加強現有優勢，持續培養學⽣批判思考、運算思維等符合未來趨勢之能

⼒等，讓課程發展更能兼顧學⽣的基本學⼒以及核⼼素養的培養，培養⺠主價值、創新

能⼒和公義精神的公⺠，並因應時代變遷、新科技發展，以及國家重要政策，讓課綱推

動能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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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2020). Curriculum (re)design. OECD.

 

1 此為國教院《國教⼀般科⽬課綱定位、功能與架構之擬議》研究計畫所做的學⽣調

查，⽬的在了解學⽣對於⼗⼆年國教部定及校訂課程節數/／學分數規劃之意⾒。問

卷由課程及教學研究中⼼研究同仁楊秀菁、蔡曉楓、劉欣宜，助理林欣誼共同研擬。

陳穎謙、林欣誼協助問卷資料整理及統計。國中教育階段部分，以112學年度（2023

年8⽉）入學之⾼⼀⽣為調查對象，蒐集其對國中教育階段課程之意⾒。研究問卷建

置在國家教育研究院的TASAL計畫調查平台，隨機抽樣全國各公私立⾼中職符合資格

的受測者填寫。問卷將分A、B版（分就不同領域進⾏調查），有效問卷，A卷共

1,246份，B卷共1,333份。⾼中教育階段，主要鎖定111、112學年度入學的⼤⼀、⼤

⼆學⽣，蒐集其對⾼中教育階段課程的意⾒。研究問卷建置在SurveyCake問卷調查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F6147F23FFB6FD3E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F6147F23FFB6FD3E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91BB75571F&s=1A08AD2FC666D4C6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91BB75571F&s=1A08AD2FC666D4C6
https://vip.udn.com/newmedia/2022/12-years-education/poll_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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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採網路便利抽樣，透過問卷代發公司所建立的樣本⺟體，將問卷調查連結發送

給符合資格的受測者填寫。有效問卷，A卷共1,002份，B卷共1,00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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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脈動電⼦期刊 第20期：教育交流道

⾃主學習效益：學校⾃主學習實施狀況調查

張堯卿／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商借教師

摘 要

　　國教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針對從國⼩⾄⾼中職實施⾃主學習調查，包含1,262

份問卷與71場深度訪談，調查結果顯⽰72.2％的學校已部分實施⾃主學習。調查資料

以5個⾯向分析，在時間安排⽅⾯，多數學校安排1⾄2節課的⾃主學習時間。在⼈⼒資

源⽅⾯，新進教師參與教學比例較⾼，在少⼦化關係下，學校的空間安排相對充裕，但

回應教師增能需求則顯⽰出不⾜。學校實施困境有⾯臨學⽣動機不⾜、教師專業能⼒⽀

持不⾜、資源缺乏等問題。因此針對上述問題，學校對教育政策建議，包括能建立學習

資源⽀持系統、提升教師教學能⼒以及逐步培養學⽣的⾃主學習意識等⾯向。

關鍵詞： ⼗⼆年國教、⾃主學習、教師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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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主學習⼯作計畫成效分析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基地學校⾃主學習⼯作計畫-108課綱⾃主

學習實施狀況調查」於112學年度針對國⼩、國中、⾼中、⾼職等學校進⾏⾃主學習實

施狀況調查，包含⼀份詳細的問卷與現場深度訪談，調查對象為現場校⻑、主任組⻑以

及任課教師。問卷填答卷數1,262件（圖1），學校有安排實施⾃主學習為911件，占

72.2％。深度訪談依職務類別取樣，其中校⻑24⼈，主任／組⻑24⼈，教師23⼈（表

1）。

 

圖1

問卷填寫各級學校分配圖

 

表1

訪談各級學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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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113年基地學校⾃主學習⼯作計

畫-108課綱⾃主學習實施狀況調查」。

 

　　問卷及訪談內容結果以5個⾯向來做討論，以下分別就每個⾯向的調查成果分別說

明：

⼀ 、 時 間 安 排 ： 各 級 學 校 在 ⾃ 主 學 習 時 間 多 數 安 排 1 節 課 （ 34.2 ％ ） 、 2 節 課

（27.8％），安排在彈性課程／時間較多。⼩校時數比⼤校多（3.41>2.35），偏

遠比⼀般學校多（3.62>2.47）。國中實施⾃主學習時數最少。

⼆、⼈⼒安排：每學期教師參與⾃主學習教學，⼈數1-10⼈（45.9％）、11-20⼈

（23.9％），多數集中由新進教師教學。

三、空間安排：因為少⼦化的關係下，學校閒置空間增多，所以空間上的安排相對充

⾜，多數學校都以原班教室為⾃主學習空間（中⼩學），⾼中職則以專科教室與圖

書館或多元學習教室為主。

四、教師增能：⽬前有實施教師增能（66.6％），對於未來教師增能需求（80.8％）。

五、外部資源：⽬前有許多外部資源來⾃於⾃主學習相關學習⽅案如：數位、⼾外、分

組合作、閱讀、活化等，讓學校在推動⾃主學習有⼀定的經費⽀持，但在部分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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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材料費、教師新增鐘點費、教師增能費⽤等，如果能挹注更多經費的協助，那

學校在實施⾃主學習就能更充實。

貳、學校推動⾃主學習的困境與教育政策的建議

　　本次調查有針對⽬前實施⾃主時，學校有遇到哪⼀些的困境以及未來如果全⾯實施

⾃主時，學校對教育政策有何建議做歸納與整理如下：

⼀、困境

(⼀) 學⽣動機（與考試無關）與⾃主學習能⼒不⾜。

(⼆) 教師⾃主學習教學專業能⼒與⽀持（⾏政端）不⾜。

(三) 資源不⾜（共備時間、經費）與管理挑戰（空間、⼈⼒調度）。

(四) 升學壓⼒與教學挑戰（進度）。

(五) 學校文化（老師沒有共識）與家⻑期望落差（與升學無關）。

⼆、學校對教育政策的建議

(⼀) 建立更完善的學習資源和⽀援系統（給⼈給時間），包括終⾝學習中⼼、線上資源

系統等。

(⼆) 辦理教師教學專業能⼒提升，協助教師⾃主學習，理解以學⽣為中⼼的學習⾓⾊，

並學習如何扮演好引導者的⾓⾊，以提升教學品質和專業能⼒。

(三) 循序漸進的改⾰策略，從⼩培養學⽣的⾃主學習意識和能⼒。

(四) ⾃主學習實施規範明確和典範分享，解除限制，結合專業發展和素養導向。

(五) 考招制度適度改變，對家⻑多加宣導⾃主學習的好處。

參、後續推動⼗⼆年國教⾃主學習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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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調查結果分析，可以知道教育現場在實施⾃主學習有⼀定的成效，但是也⾯臨

到⼀些問題，如何幫助現場解決問題，讓⾃主學習能夠更容易推動，是⽬前必須處理的

關鍵時刻，國教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有以下規劃：

⼀、準備教師增能培訓課程（NOW）：成立⾃主學習教師增能⼯作團隊，發展教師增

能⼯作坊所需要的教材與教法，編成國教院版本的⾃主學習教師增能教學講義。本

培訓課程已從113年8⽉啟動，⽬前已有⼯作團隊近20位專家學者及學校優秀實作

教師參與規劃，並於114年1⽉完成增能⼯作坊規劃與講義撰寫。

⼆、進⾏教師增能⼯作坊、出版⾃主學習教學指南（SUPPORT）：透過中⼼辦理⾃主

學習教師增能⼯作坊，先⾏培訓若⼲在校教師成為種⼦教師，並編寫⾃主學習教學

指南⼀書，以備後續全⾯招募研究合作學校，辦理教師增能培訓所需要的⼈⼒資

源。於114年4⽉啟動，6⽉完成培訓，配合研究合作學校甄選與學校教師培訓成為

種⼦教師，並於114年底出版⾃主學習教學指南。

三、對於未來研究合作學校進⾏教師增能⼯作（FUTURE）：

　　1. 預計114學年度針對研究合作學校進⾏入校協作⼯作，讓學校有系統性的⽀持與

協助，本團隊可協助研究合作學校教師增能⼯作坊的辦理與觀摩。

　　2. 預計在各階段進⾏⾃主學習時提供正確的定義與實施原則，並訂各教育階段學

⽣⾃主學習學習⽬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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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實踐：桃⼦腳國中⼩的雙語教育與⾃主學習探
索

郭昱晨／新北市立桃⼦腳國⺠中⼩學校⻑

摘 要

　　108課綱強調以核⼼素養為導向，旨在培養學⽣跨領域學習能⼒、解決問題技能及

適應未來挑戰的能⼒。桃⼦腳國中⼩作為課綱實踐基地，聚焦於雙語教育和⾃主學習，

運⽤「內容與語⾔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模式，將語⾔學習與學科知識相結合，結合地⽅特⾊課程和國際交流活動，促進學⽣語

⾔應⽤能⼒與跨文化素養的提升。⾃主學習⽅⾯，則運⽤數位科技與情境化教學設計，

讓學⽣能在真實情境中主動探索，提升學習責任感與批判性思維。本研究透過桃⼦腳國

中⼩的實踐案例，剖析教育創新模式的挑戰與成效，提出未來發展建議，期望為素養導

向教育提供具體啟發。

關鍵詞： 雙語課程、⾃主學習、課堂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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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108課綱的推⾏，臺灣教育進入核⼼素養導向的轉型階段，全⾯改⾰教學內容

與評量⽅式，將學⽣學習聚焦於真實情境中的應⽤能⼒與創新解決問題的能⼒。雙語教

育和⾃主學習是課綱推⾏的兩⼤重點，提升學⽣國際競爭⼒與學習主動性的使命。桃⼦

腳國中⼩作為108課綱實踐基地，肩負著推動課綱理念的使命，深化素養導向教學、推

動校本課程發展、⽀持雙語教育推⾏及促進教師專業成⻑等核⼼任務，以下從雙語教育

與⾃主學習，探討桃⼦腳國中⼩的成功經驗與未來挑戰。

⼀、雙語教育的實踐與策略

　　108課綱的雙語教育著眼於語⾔能⼒與學科知識的同步發展，採⽤CLIL作為核⼼理

念，讓語⾔學習超越傳統語⾔課堂，直接融入學科教學中。桃⼦腳國中⼩⾃110學年度

起，推⾏《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學》，運⽤CLIL模組結合地⽅特⾊課程，開設雙語體

育、雙語童軍等體驗式課程，學⽣在學科知識學習的同時提升英語應⽤能⼒，逐步達成

課綱所提核⼼素養的⽬標，讓學⽣透過英語指令學習運動技巧與規則，不僅提升語⾔運

⽤能⼒，也深化對學科知識的理解與應⽤。

　　此外，學校以「雙語國際」為願景，推出「⽣活英語、課室英語、跨國連結」三⼤

策略，逐步構建學⽣的語⾔基礎與國際視野。積極與美國、⽇本、韓國及印度締結姊妹

校，設計為期14天的國際⾒學計畫，學⽣不僅參與當地學校課程，還以homestay寄宿

家庭的形式深入體驗異國文化，實現沉浸式語⾔學習。這種設計讓學⽣在真實語境中運

⽤語⾔，增強跨文化敏感度與國際競爭⼒，雙語教育不僅成功培養學⽣的語⾔能⼒，更

助其發展批判性思維、創造⼒與文化理解能⼒。

⼆、國家雙語政策挑戰與應對

　　為全⾯推動雙語教育實踐，臺灣政府根據《2030雙語政策》投入⼤量資源，積極

提升教育體系的國際化與均衡發展。⾃2021年起，教育部規劃在四年內投入100億

元，致⼒於在2030年前達成全國三分之⼀中⼩學於部分領域實施雙語教學的⽬標。然

⽽，在政策推⾏過程中，仍⾯臨多項挑戰，包括資源分配不均、雙語師資短缺，以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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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設計與教學策略需重新調整等問題（黃琇屏，2021；廖偉⺠，2020；穆柏安，

2023）。其中，偏鄉地區因缺乏英語學習環境與專業資源，雙語教育的推⾏難度尤為

顯著。為應對這些挑戰，教育部推出「師資多元管道」計畫，著⼒於培養非英語科專業

的雙語教學能⼒，並與國際教育機構合作，推⾏境外師資培訓與認證，提升教師雙語教

學的專業⽔平。同時，教育部亦協助偏鄉及資源相對不⾜的學校整合資源，提供師資增

能與教材研發的⽀持。此外，透過政策調整，逐步擴⼤雙語教育試辦學校的範圍，致⼒

於強化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確保雙語教育能在不同地區的學校間

持續推進與落實。

　　國中階段學⽣因受升學壓⼒及學科負擔影響，雙語課程的實施⾯臨諸多挑戰。傳統

教學模式以課本內容與考試導向為核⼼，難以滿⾜雙語教育對情境化教學及綜合能⼒培

養的需求。此背景下，教師的教學信念與⾃我效能感成為雙語教育推⾏成效的關鍵因

素。根據Menken與García（2020）的研究，當教師相信雙語教學能有效提升學⽣學

習表現時，其對⾃⾝教學能⼒的信⼼及創新教學的動⼒會顯著增強。這種積極信念不僅

促使教師在課堂中運⽤更多創新策略，也對學⽣的學習成效產⽣深遠的正⾯影響。因

此，為成功推動雙語教學，培養優秀的雙語師資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三、桃⼦腳國中⼩雙語課程之實踐經驗

　　桃⼦腳國中⼩在雙語教育的實踐中，特別重視教師專業成⻑、教材設計與數位⼯具

的應⽤，展現了創新教學模式的多樣化與實效性。新北市推動的《新北市雙語實驗課程

領航計畫》、《新北市雙語策略聯盟》、《新北市雙語中⻑程計畫》及《新北市國際教

育⽩⽪書》為學校的雙語教育提供了堅實的政策⽀持與推動基礎。為有效解決雙語師資

短缺問題，學校以「雙語教師專業發展」為核⼼策略，採取以下措施：

(⼀) 成立雙語教師社群：雙語教師社群定期舉辦雙語教學增能⼯作坊，幫助教師提升教

學能⼒，取得雙語教師資格，並積極⿎勵校內教師參與海外研習，透過實踐吸取國

際先進的雙語教學經驗與創新課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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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校合作與經驗分享：推動跨校合作，促進教師之間的專業交流與共同成⻑，並透

過舉辦公開觀課活動，讓教師觀摩並學習其他學校的雙語教學模式與策略。這不僅

有助於教師專業能⼒的提升，也促進了雙語校本課程的研發與創新。

(三) 國際合作與文化交流：與⽇本、韓國、美國和印度建立姊妹校合作關係，設計沉浸

式學習活動。例如，與美國學校合作的14天交流計畫中，學⽣參與當地課程並寄

宿於家庭，透過沉浸式語⾔學習與文化體驗，提升跨文化敏感度及國際視野。

(四) 開設國際教育社團：邀請雙語或外籍教師參與課程設計與教學輔導，提升教學多元

化，浸潤式英語學習環境，讓學⽣在實際語境中進⾏互動學習，提升⼝語表達能

⼒。

(五) 善⽤數位化與創新教材策略：學校將雙語教學融入校本課程，設計結合學科知識與

語⾔學習的內容與語⾔整合學習（CLIL）課程，應⽤多元數位學習⼯具與平台，將

教學內容數位化，⽅便學⽣隨時瀏覽教學影片與參與互動練習，不僅讓學⽣能反覆

學習課堂內容，加深理解與記憶更有效提升學習效率。

(六) 研發雙語多元教材：結合地⽅特⾊與學⽣需求，透過教師社群的合作，共同研發雙

語教材，確保教材內容的適切性與實⽤性，進⼀步提升教學效果，為雙語教育的實

施提供具體⽽有⼒的⽀持。

四、⾃主學習的推動與策略

　　⾃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強調學⽣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參與與

責任感，學⽣需具備設定學習⽬標、選擇適合策略及反思進程的能⼒。桃⼦腳國中⼩以

108課綱核⼼素養為指導框架，開發出結合真實情境的課程模式，實現學習的深度遷

移。

(⼀) 課程設計與實踐案例：桃⼦腳國中⼩將⾃主學習的核⼼概念融入課程，透過專題探

究與⼾外⾛讀，讓學⽣從課堂延伸到真實世界。例如「專題探究課程」結合跨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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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學⽣基於個⼈興趣選擇研究主題，完成資料蒐集、分析與成果發表的學習任

務，這樣的設計不僅鍛鍊學⽣的問題解決能⼒，還深化學科知識的應⽤。

(⼆) 數位科技與應⽤：學校充分利⽤數位學習⼯具，設計數位化課程幫助學⽣深入理解

複雜概念。學習管理系統（LMS）的使⽤讓學⽣能根據⾃⾝需求調整學習進度，教

師則能透過數據分析提供個性化的學習建議，這種數位化的⽀持不僅提⾼學習效

率，還促進學⽣的學習責任感與⾃主性。

(三) 體育⾃主學習的創新模式：體育課程中，⾃主學習元素被充分運⽤。Hula Hut

Relay活動為例，學⽣需合作建構呼拉圈結構，同時解決團隊問題，學校⿎勵學⽣

錄製運動表現影片，進⾏反思與改進，並設計學習⽇誌記錄學習歷程，這些策略不

僅促進學⽣的體能與合作能⼒，也強化時間管理與⾃律性。

(四) 學⽣學習歷程檔案：依據學⽣⾃⾝需求設定⽬標（如提升籃球技術或學習新的運動

規則），在活動中不斷反思與調整學習策略，學⽣透過錄製影片分析運動表現，結

合教練與同學的反饋進⾏改進，學習⽇誌的應⽤幫助學⽣記錄進展並進⼀步反思學

習成果。學⽣在活動後，進⾏學習總結與反思，透過⾃我評估確認⽬標達成度並制

定改進計畫，數位平台如Padlet讓學⽣隨時共享資源，反思⽇誌與學習檔案則幫助

學⽣記錄學習歷程。

五、未來展望：深化教育創新

　　108課綱的推⾏帶動了教育現場的深刻轉型，其成功實施需要更強的⾏政⽀持與跨

校合作，藉此提升資源整合的效能，並有效促進教育⽬標的落實。在雙語國際教育與⾃

主學習的未來發展中，桃⼦腳國中⼩將以「教師專業增能」、「多元課程評量」與「教

學模式創新」為核⼼投入更多⼼⼒，實現全⾯的教育提升。學校計畫聚焦於教師專業增

能，透過建立跨校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持續進⾏課程研發與教學觀摩，促進教師專業成

⻑。同時，將雙語教學與國際⾒學交流課程相結合，讓學⽣在創新實踐中運⽤語⾔，透

過⾃主學習模式增強選擇、決策與責任感。這些課程結合引導式對話和數位⼯具，使學

⽣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進⼀步培養其批判性思維與解決問題的能⼒。此外，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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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跨文化交流活動，強化學⽣的文化理解⼒與適應⼒，並探索AI技術在教育中的應

⽤，讓學⽣具備「數位素養」與「數位品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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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脈動電⼦期刊 第20期：教育交流道

關於108課綱，我們在課堂上的實踐

張素惠／新北市立漳和國⺠中學主任

摘 要

　　本文探討了漳和國中在108課綱實施過程中的實踐經驗。⾸先，教師們對108課綱

的實施感到擔憂，尤其是在如何開發校訂課程⽅⾯。漳和國中藉由參與國教院專案計

畫，提早成立課程社群，逐步發展出符合學校特⾊與需求的彈性課程。尤其在⾃主學習

⽅⾯，學校設計了為期三年的課程，旨在提升學⽣的學習策略與專題探究能⼒，並將⾃

主學習的策略應⽤在學科上。此外，學校也結合當地資源，發展如「文史踏查話枋寮」

等校訂課程，讓學⽣透過實地⾛讀了解在地歷史，並將課本內容與社區歷史相結合。最

終，透過這些實踐，學⽣不僅能夠提升歷史知識，還能培養提問、批判思維及⽣活應⽤

能⼒。

關鍵詞： 108課綱、部定課程、校訂課程、彈性課程、⾃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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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層教師的擔⼼中實踐

　　話說108課綱實施的那⼀年，著實讓基層教師擔⼼不已，記憶猶新的是校訂課程和

部定課程的差別，校訂課程有幾節課？要怎麼產出這些課程？就在⼤家的疑慮和擔⼼

中，漳和國中因為參加國教院專案計畫，在107學年度，成立校訂課程社群，社群夥伴

從社區⾛讀中，運⽤在地文化資源，編寫了「文史踏查話枋寮」；更從學⽣的特質著

⼿，了解漳和的孩⼦需要⾃主學習的能⼒，因此從基地班的實驗，請社群夥伴運⽤各種

學習策略，最後完成七、八年級彈性課程「⾃主學習在漳和」學習策略篇和專題探究

篇。⼀路上，我們感受到108課綱可以因應學校的需求發展校本課程，漳和國中也呼應

108課綱：結合在地特⾊、學⽣特質和學校需求，發展出漳和國中的校訂課程。發展校

訂的彈性課程（如圖1）。

 

圖1

作者繪製108課綱漳和國中彈性課程編寫元素

 

⼆、漳和國中彈性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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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習在漳和

　　漳和國中就在國教院專案計畫的陪伴下，編寫了為期2年的「⾃主學習在漳和」的

彈性課程（如圖2）。七年級學習策略篇從學⽣入學了解圖書館，並教導學⽣使⽤漳和

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的館藏資料；並利⽤番茄鐘實例和領域課程內容教孩⼦相關閱讀理

解策略及筆記術；最後銜接八年級課程教⼩孩做Google問卷和簡報製作。

　　八年級是⼀學年的專題探究課程，透過訂定研究主題，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研究

⽬的、研究動機、尋找相關文獻資料，使⽤的研究⽅法以及資料收集閱讀、分析、統

整、統計等，最後產出⼩論文和專題簡報。

 

圖2

作者繪製「⾃主學習在漳和」彈性課程內容

 

（⼆）文史踏查話枋寮

　　因應108課綱增加了歷史考察內容，加上課綱精神課程安排與⽣活情境結合，因此

在與社群夥伴溝通後，決定發展以在地特⾊資源，透過社群老師邀請在地耆老，實地⾛

讀社區，了解可編寫的課程內容以及可供學⽣訪談的商家或廟宇，繪製枋寮老街踏查地

圖（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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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作者繪製「文史踏查話枋寮」課程踏查圖

 

　　透過⾛讀社區，學⽣訪問商家或廟宇，讓學⽣在七上的宗教信仰和械鬥⺠變單元

時，可以更理解族群間的械鬥以及原鄉的信仰。

　　期待透過學校教師社群的共備、共編彈性課程，透過學⽣的⾛讀社區和訪問商家、

耆老時，能夠培養孩⼦的表達能⼒、統整能⼒等未來適應社會能帶著⾛的能⼒。

三、在學科中融入⾃主學習的策略─以歷史科為例

（⼀）八年級歷史：家族與婦女⾓⾊的轉變

　　在實踐彈性課程的路上，也利⽤了學科的學習，培養學⽣有效的⾃主學習策略。以

歷史科為例：八年級的「家族與婦女⾓⾊的轉變」，教師融入SDGs性別平等元素，讓

師⽣共同探究與描繪婦女⾓⾊在中國歷史上的轉變歷程（如圖4），學⽣透過中國歷史

上著名女性在當朝的故事，思辨歷史事實與傳說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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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中國婦女⾓⾊的轉變歷程（圖為陳亭安繪製）

 

（⼆）九年級歷史：第⼀次世界⼤戰與戰間期課程

　　九年級第⼀次世界⼤戰與戰間期課程，教師透過⾃主學習KWLH學習單讓學⽣找出

課本內容的關鍵字，透過預習了解課本內容重點，完成KWLH學習單，上課前老師批改

學⽣預習作業，統整學⽣的已知、想知和新知，並依學⽣的需要，在課堂上作補充、銜

接與整合，協助學⽣對該單元的歷史做全⾯的理解（如圖5）。

 

圖5

KWLH預習學習單（圖為陳亭安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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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108課綱，讓老師思考如何活⽤教學策略幫助學⽣的學習與提問，並透過與學⽣⽣

活密切相關的教學設計，引導學⽣有效的學習。

（⼀）學⽣回饋

　　在協助我們對歷史課的理解部分，老師教我們從課本關鍵字連結，幫我們了解歷史

的脈絡，在畫桌遊卡時，幫助我學會提問。尤其從校訂課本提到：「咸豐9年（1859

年）發⽣漳泉⼤械鬥，枋寮、⽡窯被毀，所以這個地區就出現『有應公廟』（今中和區

廣福路71巷）」（如圖6），我們就直接去社區實查，透過⾛讀社區，聽著老師說很多

年前這條街發⽣的史事，回到學校後我們畫出⼼中想像的漳泉械鬥，這樣的學習（桌遊

卡），讓我覺得有趣⼜能記憶（如圖7）。

 

圖6

作者拍攝有應公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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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漳泉械鬥桌遊卡（圖為陳亭安繪製）

 

（⼆）家⻑回饋



 29 

　　家⻑說：「在漳和國中，學校因應學⽣的需要讓學⽣⾛讀社區了解在地文化、還有

⾃主學習課程培養統整、⼝說能⼒，課堂上⼜有KWLQ的⾃主學習和提問策略，就是培

養⼩孩『⼀輩⼦都可以受⽤的錦囊⼯具』」。

　　108課綱，透過我們的課堂實踐，展現了基層教師對教育的理想，以及對學⽣的期

待。回⾸過去，感謝國教院專案計畫團隊的陪伴，逐⼀化解我們的擔⼼，協助我們編

寫、出版學校的校訂課程，期待未來我們仍能對教學保有年輕時的初衷，以孩⼦為主體

的教學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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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脈動電⼦期刊 第20期：寰宇教育視窗

從臺灣學⽣的國際評比表現看108課綱

李映璇／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助理研究員

摘 要

　　國際評比是什麼？要比什麼？它跟我國的課綱和教育政策有什麼關係？近三年適逢

我國參與之國際評比調查陸續公布調查結果，除了關⼼我國學⽣在各項調查的表現外，

國際評比調查亦反映我國學⽣在當代課綱與教育政策中的表現。本文將從我國學⽣在各

項國際評比調查之結果來認識各項國際評比以及課綱與教育政策和學⽣表現之關係。

關鍵詞： 國際⼤型教育評比調查、108課綱、PIRLS、PISA、ICCS、ICILS、TI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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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型教育評比調查簡介

　　⽬前全球性國際⼤型教育評比調查（以下簡稱國際評比）主要由⼆⼤機構主辧，其

⼀ 為 國 際 教 育 成 就 評 量 學 會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簡稱IEA），主要規劃並辦理「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

趨 勢 調 查 」 （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 簡 稱

TIMSS）、「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國際公⺠教育與素養調查研究」（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 ， 簡 稱 ICCS ） 、 「 國 際 電 腦 與 資 訊 素 養 研 究 」 （ International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tudy，ICILS）等調查研究；其⼆為經濟合作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簡 稱

OECD ） ， 主 要 規 劃 並 辦 理 「 國 際 學 ⽣ 能 ⼒ 評 量 計 畫 」 （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等調查研究。各調查研究有其聚焦領

域，該領域涵蓋學⽣於基礎學科之表現，包含閱讀、數學、科學等；亦有因全球社會經

濟發展趨勢⽽著重之公⺠教育、電腦與資訊素養等知識、技能與態度。此外，除了針對

學⽣在學校學習狀況與表現之調查，亦針對教師之教學與專業發展等之相關調查研究。

我國⾃1999年起，第⼀次參加IEA所辦之TIMSS後，陸續參加其他⼤型調查。⽬前持續

參與之⼤型調查包含IEA所辧之TIMSS、PIRLS、ICCS和ICILS，以及OECD所辧之

PISA。表1羅列我國過去與現在參與之國際評比調查。

 

表1

我國過去與現在參與之國際評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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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最近⼀期臺灣學⽣的國際評比表現

　　近三年各項國際評比調查紛紛公布最新⼀輪的調查結果，包含PIRLS 2021、PISA

2022、ICCS 2022、TIMSS 2023和ICILS 2023。臺灣學⽣在這幾項評比調查皆表現亮

眼，為國際所知。以下簡述臺灣學⽣在這四項國際評比調查之表現結果。

⼀、PIRLS 2021

　　PIRLS為每五年⼀次針對四年級學⽣的閱讀素養的調查，PIRLS 2021為我國第四次

參與。PIRLS 2021施測時間受COVID-19全球疫情影響，我國學⽣在57個國家及地區

參與國中排名第7，雖表現持平，但在疫情停班或停課的影響之下，仍屬不易（國教

署，2023c）。在閱讀素養的表現中，我國學⽣在閱讀說明文的表現優於故事體；⽽女

學⽣在閱讀表現皆優於男學⽣，與歷屆⼀樣（國教署，2023c）。

⼆、PISA 2022

　　PISA為每三年⼀次針對15歲學⽣於閱讀、數學和科學領域之調查，每⼀輪的調查

皆有主測及輔測領域。PISA 2022以數學為主測領域，閱讀與科學為輔測領域。在8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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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體參與之PISA 2022，我國學⽣在數學領域排名第3，科學領域排名第4，閱

讀領域排名第5，此表現為⾃2015年PISA採數位化測驗以來，臺灣學⽣的最佳表現。

此外，PISA 2022的施測時間前後深受COVID-19全球疫情影響，⽽臺灣學⽣能在疫情

的影響中有如此亮眼的表現，也讓OECD認可並於國際報告中指出臺灣為具有韌性的教

育體系（國教署，2023a）。

三、ICCS 2022

　　ICCS 2022為此評比之全球第三輪調查，亦為我國第三次參加，主要探討八年級學

⽣之公⺠教育，包含公⺠認知、公⺠態度與公⺠參與等⾯向。在24個參與國家中，臺

灣學⽣在多個關鍵領域取得全球最⾼分，包括公⺠知識⾯、⽀持性別平等、移⺠權利及

各族群平等權利的態度（國教署，2023b）。此外，臺灣學⽣對環境保護表現出積極的

態度，並且在公⺠機構的信任度上⾼於全球平均⽔準。⽽在數位科技的發展與影響中，

臺灣學⽣亦能善⽤數位⼯具和社群媒體了解或參與政治，並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想法

（國教署，2023b）。

四、ICILS 2023

　　ICILS 2023為此評比之全球第三輪調查，我國為⾸次參加。ICILS主要針對八年級

學⽣在電腦與資訊素養的表現，包含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簡稱CT）

與電腦與資訊素養（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簡稱CIL）。調查結果顯

⽰，臺灣學⽣的運算思維⾯向在24個參與國家中排名第1，且電腦與資訊素養⾯向在34

個參與國家中排名第4；此外，臺灣男女學⽣在運算思維的表現無顯著差異，⽽在電腦

與資訊素養⾯向則為女學⽣表現顯著優於男學⽣（國教署，2024a）。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的調查結果亦顯⽰臺灣學⽣電腦與資訊素養的整體表現與家⻑教育程度、家⻑職業

或家庭電腦資源等家庭社經背景因素之關聯低於國際平均，表⽰我國的資訊科技教育無

論就學⽣性別或家庭社經背景⽽⾔，具相當教育公平性（國教署，2024a）。

五、TIMS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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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SS為我國最早參加之國際評比調查，每四年⼀次針對四年級與八年級學⽣進⾏

數學與科學的調查，TIMSS 2023為我國第七次參與。調查結果顯⽰，我國四年級學⽣

在58個參與國之數學與科學表現分別排名第2與第3，八年級學⽣在44個參與國之數學

與科學表現皆排名第2；此外，TIMSS 2023亦納入環境意識評量，⽽我國四年級與八

年級學⽣在此評量之表現遠⾼於國際平均，顯現⻑年於校內推動環保意識的努⼒（國教

署，2024b）。與前幾輪的調查相似的是，我國四年級與八年級學⽣雖在數學和科學表

現不錯，但不喜歡數學或科學，或是對⾃⼰的數學或科學能⼒沒信⼼的百分比仍⾼於國

際平均；不過整體⽽⾔，對數學和科學的學習興趣較上⼀輪調查略提升，顯⽰我國仍需

對提升學⽣在數學與科學領域的學習熱情⾯向努⼒（國教署，2024b）。

參、從臺灣學⽣的國際評比表現看108課綱

　　從前述PIRLS、PISA、ICCS、ICILS、TIMSS的評比調查結果可知，這些評比調查

內容涵蓋了閱讀、數學、科學、公⺠與數位科技，且調查對象包含了中⼩學學⽣，因此

評比的調查結果可作為我國課綱與教育政策的診斷參考依據。我國⾃2019年起實施⼗

⼆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108課綱）以來，迄今已逾五年多，各界對此課

綱有諸多期待與想法；就前述所提之國際評比與108課綱相較，不難發現其共通性，包

含數位科技的應⽤、探究與實作的重要性與以學習者為中⼼的教育模式。以下提供此三

點與我國108課綱連結之說明：

⼀、數位科技的應⽤

　　數位科技的應⽤涵蓋不同程度，包含基本的數位⼯具操作技能、透過數位⼯具學習

或創造，⽽⾄辨別數位⼯具所提供資訊的可信性等，皆為數位科技應⽤的重要⼀環。

PIRLS 2021、PISA 2022、ICCS 2022、ICILS 2023與TIMSS 2023皆採數位化測驗，

亦即學⽣需能夠操作數位⼯具（例如電腦或平板）以完成作答，這表⽰學⽣必須具備基

本的電腦與資訊素養，⽅能完成測驗任務。更進階的數位科技應⽤則在ICCS 2022的調

查，其中包括了解學⽣透過數位⼯作參與公共事務與辨別網路資訊真偽等的題項，以及

ICILS 2023直接評量學⽣的運算思維（國教署，2023b、2024a）。在108課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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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活科技領域即強調學⽣應具備使⽤數位⼯具的能⼒、能夠透過數位科技培養批

判思考的能⼒、能夠善⽤數位科技實踐創意與設計的能⼒等，尤其以⼩學著重對數位科

技產品的認識與應⽤，中學以利⽤數位科技進⾏實作、設計與社會參與等活動（教育

部，2014）。因此我國於課綱中所強調學⽣對數位科技應⽤須掌握的程度，⼀⼀反映

於我國學⽣在國際評比的表現中。

⼆、探究與實作的重要性

　　從國際評比調查結果來看，我國學⽣在各領域的認知表現佳，在實作與應⽤的⽅⾯

已較過去提升，但仍有進步空間。尤其與數學和科學相關的調查結果顯⽰，學⽣擁有豐

富的數學和科學知識，但要如何將所學應⽤於⽇常⽣活，需要教師提供⽰例與機會，讓

學⽣得以透過教師引導、⾃我練習、實驗室操作等⽅式，在過程中探索，從錯誤中學

習；從⼀連串的探究歷程中理解知識應⽤於⽇常⽣活的價值，⽅能培養學⽣的批判思考

能⼒，並帶動學⽣的創新能⼒。108課綱除了在⾼中階段強調社會與⾃然領域的探究與

實作課程，亦明定從⼩學階段開始，各單元⾄少設計⼀項探究活動，且每學期⾄少規劃

⼀個探究與實作之主題（教育部，2014）。透過增加學⽣探究與實作的機會，引起學

⽣學習動機，勇於接受各類的學習挑戰。

三、以學習者為中⼼的教育模式

　　由OECD主導的PISA為素養導向之評量，⽽由IEA主導的PIRL、ICCS、ICILS、

TIMSS則為課程導向之評量。但無論是哪⼀機構所主導、研發的國際評比，從其題⽬設

計與題型，皆可看出學⽣在作答時需要能夠運⽤系統思考、解決問題、創新應變、公⺠

意識、媒體識讀等能⼒。⽽這些能⼒不僅是學⽣在快速變遷的未來社會中重要的⽣存能

⼒，更是108課綱所強調需培養學⽣的核⼼素養。如此以學⽣為中⼼所規劃出的課程與

評量，⽅能透過⼀次次校內學習的機會，磨練⾯對未來社會的關鍵能⼒。

　　108課綱的訂定反映了臺灣社會的變遷以及培養具全球競爭⼒⼈才的必要性，⽽這

些課程綱要的核⼼原則植根於全⼈教育，強調促進學⽣的主動性、互動能⼒及社會責任

感（教育部，2014）。其終極⽬標則是培育具有終⾝學習與適應能⼒的⼈才，以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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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變化的全球環境。從我國學⽣近年在國際評比卓越的表現來看，108課綱的訂定與

實施確實帶動了教師教學與學⽣學習上正向的改變，也顯⽰108課綱的內涵符合國際社

會發展趨勢。同時，也希冀在此趨勢下，我國學⽣的各項能⼒能持續發展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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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脈動電⼦期刊 第20期：教育新訊

推薦「教育部中⼩學數位教學指引3.0」

洪詠善／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研究員

摘 要

　　隨著數位科技與⼈⼯智慧（AI）迅速發展，AI數位的使⽤已逐漸改變我們的⽇常⽣

活，也促使教師們在教育現場的教學⽅式必須不斷創新與精進，不斷進化，本篇由本院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洪詠善研究員（本指引3.0版之計畫主持⼈／總編輯）撰寫之指引

推薦，將帶您進⼀步了解教育部於113年8⽉22⽇公布的「中⼩學數位教學指引3.0」，

期待共創更美好的教育發展。

關鍵詞： 教育部中⼩學數位教學指引3.0、數位教學



 38 

　　《中⼩學數位教學指引3.0》是教育部因應⽣成式⼈⼯智慧（Generative AI）和數

位科技的迅速發展推出的指引。主要⽬的在於⽀持教師應⽤數位⼯具與AI素養教學為核

⼼，幫助教師設計與實施數位教學，促進學⽣的學習成效與提升AI與數位素養。本指引

延續前兩版的基礎內涵，新增⽣成式AI的應⽤指導與風險管理原則，致⼒於創造個⼈

化、適性化及平權的數位學習環境，落實優質教育⽬標。

　　本指引涵蓋六⼤主題。⾸先，闡述了數位學習的最新趨勢與願景，包括實現數位學

習平權、個⼈化學習及適性化的創新教學模式的⽬標。其次，深入探討數位素養、數位

學習與數位教學三⼤概念，幫助教師掌握這些核⼼概念並融入教學實踐。此外，指引針

對⽣成式AI的應⽤提供具體建議，包含在備課、教學和評量中的運⽤策略，同時提醒教

師注意相關倫理與安全議題。本指引還提供中⼩學不同學科領域的數位教學⽰例，從實

務出發協助教師創新教學⽅法，並說明如何建構地⽅與學校層級的數位⽀持系統。

　　為幫助教師設計與實施數位科技與AI輔助教學與融入學科學習，本指引提供多元的

教學⽰例。例如，教師可利⽤數位⼯具輔助將抽象概念具體化，讓課堂更加⽣動有趣。

學⽣可以通過數位學習平臺進⾏個性化學習，獲取即時回饋與學習路徑建議。指引還⿎

勵師⽣應⽤數位協作⼯具，共同完成跨學科專題研究，提升學⽣的問題解決能⼒與合作

能⼒。

　　《中⼩學數位教學指引3.0》是每⼀位教育⼯作者在數位轉型過程中的重要資源。

指引每個單元設計社群共同探究實作與延伸閱讀的任務資源，期待教師社群運⽤本指

引，了解數位教學趨勢、內涵，以及如何創造豐富且多元的學習經驗，與學⽣共同探索

數位科技與AI帶來的機會與風險挑戰，成為終⾝學習者。

　 　 推 動 中 ⼩ 學 數 位 學 習 精 進 ⽅ 案 入 ⼝ 網 ：

https://pads.moe.edu.tw/pads_front/index.php?action=download

https://pads.moe.edu.tw/pads_front/index.php?action=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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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社會情緒學習研究室揭牌：營造幸福
學校，實踐健康台灣願景

林哲立／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副研究員

摘 要

　　為因應數位時代學習環境變遷與學⽣⼼理健康挑戰，教育部頒佈「社會情緒學習中

⻑程計畫」，於此計畫下，國家教育研究院成立「社會情緒學習研究室」，並於今

（2025）年3⽉27⽇正式揭牌，期盼未來透過統整國內外實踐經驗、研發課程與指

引、⻑期追蹤調查與培訓學校領導⼈與種⼦教師等任務⾯向，營造幸福學校，實踐健康

台灣願景。

關鍵詞： 社會情緒學習中⻑程計畫、社會情緒學習、健康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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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康台灣」的國家政策藍圖下，為因應數位時代學習環境的變遷與學⽣⼼理健

康等挑戰，教育部於今（2025）年2⽉頒布「社會情緒學習中⻑程計畫」，在此中⻑程

計畫下，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成立「社會情緒學習研究室」，專責研發

與推動⼯作。3⽉27⽇國教院於臺北院區10樓國際會議廳舉⾏研究室揭牌典禮，邀請立

法委員、教育部代表、⼤學研究機構學者、非營利組織代表，以及學校校⻑與教師共襄

盛舉，分享推動經驗並展望未來發展。

　　本次活動適逢國教院成立14週年，院⻑林從⼀表⽰，社會情緒學習的理論與實務

旨在培養孩⼦的⾃我理解、⾃我管理、⼈際互動及決策能⼒，為全⼈教育不可或缺的⼀

環。林院⻑進⼀步指出，「社會情緒學習中⻑程計畫」得以順利完成，有賴顏慶祥副院

⻑的領導、林哲立副研究員的全⼒投入，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學陳學志教授的⼤⼒協

助。未來，研究室將致⼒於研發教學指引、發展評估⼯具、進⾏⻑期調查、培訓學校領

導⼈與種⼦教師，並深化國內外交流與協作，以營造幸福學校，朝向「健康台灣」的⽬

標邁進。

　　教育部學⽣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司⻑吳林輝指出，近年來兒少⼼理健康議題⽇益嚴

峻，社會情緒學習作為⼀種思維與⽅法，協助營造幸福學校與友善校園；他表⽰，此中

⻑程計畫能迅速推動，得⼒於國教院的研究基礎，研發團隊在三個⽉內即完成計畫草

案，後續也將成立協作委員會提供政策實施建議。此外，吳司⻑提到我國推動社會情緒

學習並非從零開始，已有多所學校將相關課程納入校訂課程，研究室的成立將有助系統

性的研發與推動，進⼀步實現政策⽬標。

　　監察委員范巽綠則表⽰，此計畫為教育部「健康台灣」政策下的重要舉措，有助於

提升學⽣⼼理健康、社會情意素養及教育品質。立法委員吳思瑤，雖因立法院議程未能

親臨，亦特別傳達對研究室的⾼度期許。

　　揭牌儀式後，接續舉⾏「社會情緒學習中⻑程計畫規劃理念與實踐展望座談會」，

由顏慶祥副院⻑主持，邀請多位專家進⾏深度對談。座談會中，林哲立副研究員指出，

社會情緒學習的實務可增益素養導向教學以及教學評量的實施，此外⽬前多數教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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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翻譯，需要⽀持教師社群的協作與增能，以提升本⼟適切性。國立臺灣師範⼤學社

會情緒教育發展研究中⼼主任陳學志則提到，研究顯⽰25-40%的學⽣數學成績受情緒

影響，若能減少對失敗的恐懼，學習成效將有所提升，並強調社會情緒學習並非與學科

教學對立，⽽是相輔相成，有助於提升學⽣學習成效。

　　國立臺北教育⼤學正向發展與社會情緒學習中⼼主任林偉文指出，該校已設立社會

情緒學習學分學程，並規劃「幸福⼒微學程」，希望從師資培育階段開始，奠定未來教

師的相關能⼒，並提升其幸福感。臺灣芯福⾥情緒教育推廣協會創會理事⻑楊俐容則分

享多年推動經驗與實施成效，強調跨系統資源整合的重要性，期待未來能串聯相關體

系，擴展情緒教育課程，讓更多學⼦受益。

　　國教院社會情緒學習研究室的任務涵蓋多個⾯向，包括統整國內外實踐經驗、研發

符合本⼟需求的課程與指引、實施⻑期追蹤調查、培訓學校領導⼈與種⼦教師，以上各

項任務需要匯聚各單位的能量與資源，⽅能發揮綜效，實踐「健康台灣」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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