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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二大準則

2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

度

情境脈絡
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
及策略

活用實踐
的表現

領域理念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http:/www.teepr.com/718307/jonhsieh/4%E6%A0%B9%E7%81%AB%E6%9F%B4%E5%81%9A%E5%87%BA%E6%AD%A3%E6%96%B9%E5%BD%A2%E7%9A%84%E8%B6%85%E9%9B%A3%E6%B8%AC%E9%A9%97/
.http:/www.teepr.com/718307/jonhsieh/4%E6%A0%B9%E7%81%AB%E6%9F%B4%E5%81%9A%E5%87%BA%E6%AD%A3%E6%96%B9%E5%BD%A2%E7%9A%84%E8%B6%85%E9%9B%A3%E6%B8%AC%E9%A9%97/


學習表現

認知歷程、技能、態度等
層次

 學習內容

知識、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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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參考流程（引自范信賢）

思考及設計
1.選擇一個學習單元。
2.此單元價值定位（跨單元理解及學習遷移）。
3.呼應的領綱核心素養。
4.撰寫單元目標。
5.設計總結性表現任務。
6.設想連結的情境脈絡 (打開經驗世界∞發展抽象能力)
7.列出節次安排。
8.擇定設計節次，選出學習重點，轉化為學習目標。
9.設計學習活動及形成性學習評量。

檢視
10.與素養導向教學四大原則的呼應或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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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實作項目
單元名稱
/領域/年級

價值定位

領域核心素養

單元目標

表現任務

情境脈絡

節次安排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單
元
構
思

選
定
節
次



單元構思

1.選擇一個完整意義的單元

2.跨單元理解及學習遷移 --價值定位

3.挑選呼應的領綱核心素養。

4.結合前二者，敘寫單元目標。

5.設計總結性表現任務。

6.設想連結的情境脈絡

7.列出單元各節次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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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個學習單元做為

設計標的（3節以上）。

註明單元名稱、領域、

年級。

1.
選擇單元



參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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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訓練

功能性動
作訓練

生活管理

輔助科技
應用



激盪想法

2 對於學生學習有何重要？
為何需要？

3 情境、素材或題材的
特質？

1學生的特質及經驗為何？

4可以有哪些學習活動？
如何串連？

改編自107_跨領域課程發展(麗山高中藍偉瑩)

課程
設計



參考領綱理念與目標，轉化聚焦
於本單元（非單元主題的重複）

可結合「設計理念」發想
(Why?)。

思考：對於學生學習，此
領域、此單元有怎樣無可
取代的重要貢獻？

思考：促成那些跨單元理
解?促發怎樣的學習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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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價值定位



參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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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訓練

功能性動
作訓練

生活管理

輔助科技
應用



根據學生特性與價值定位，
挑選呼應的領域核心素養。

建議以1-2則為原則，避免
失焦。

將領域核心素養編碼及內容
完整複製，但可以雙刪除線
表示刪節部分內容。

若領域核心素養內容較多，
亦可採擷取方式敘寫（註明
「已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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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領域核心
素養



參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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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訓練

功能性動
作訓練

生活管理

輔助科技
應用



將選取後的「領域核心素養」

與「價值定位」結合，敘寫單

元目標。

目標基本形式：（副詞＋）動

詞＋名詞。

運用各領域核心素養內動作性

質的字詞做為參考「動詞」，

結合單元內容（名詞），以完

整句子串連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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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元目標



參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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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訓練

功能性動
作訓練

生活管理

輔助科技
應用



 扣緊單元目標，怎樣讓學生表現

出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和運用（總

結性作品或行動）？提出哪些引

導基準以讓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負

責（總結性評量） ？

 例如，報告、發表、導覽介紹、

寫作、評論、報導、圖表或模型

製作、媒體製作、概念圖、方案

設計、實驗操作、展演、活動策

辦、參與活動、各式創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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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現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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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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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訓練

功能性動
作訓練

生活管理

輔助科技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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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情境脈絡

的設想

• text ∞ context

• 透過「打開經驗世界∞發
展抽象能力」，讓讓孩子
和世界真實的連結（黃武雄）

• 情境脈絡即在釐清單元中

學習相關的「結」，並將

它們有機的「連」起來。



參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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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訓練

功能性動
作訓練

生活管理

輔助科技
應用



串聯學習脈絡，用文、圖或

表呈現單元架構。

決定所要設計的節次（建議

1或2節）。

將選定節次加外框（可塗淺

底色）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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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節次安排



參考
示例

23

溝通訓練

功能性動
作訓練

生活管理

輔助科技
應用



選定節次教學設計

8.擇定設計節次，選出相關學習重點，

轉化為學習目標。

9. 設計學習活動及形成性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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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出領綱學
習重點，

學
習目標

領域
核心
素養

價值
定位

學習
目標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學生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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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綱到領綱：核心素養的轉化

核心素養
（三面九項）

+知識、技能及態度

+學習重點

+價值定位

+領域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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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習重點

↓
學習目標

1.找出此教學結合的學習表現及
學習內容

‧ 聚焦，是教學上會花時間處理
的。

‧ 編碼及內容完整複製，但可將
未用部分雙刪除。

2.轉化為學習目標

‧ 具體，動詞＋名詞（學習重點
的交織轉化）

‧ 要能在教學設計及評量中實現



動詞 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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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歷1b-Ⅳ-2運用歷
史資料，進行歷
史事件的因果分
析與詮釋。

學習內容
歷Ib-Ⅳ-1晚清
時期的東西方
接觸與衝突。

學習目標

運用歷史資料，分
析並詮釋鴉片戰爭
的衝突起因及對清
國天朝體制的挑戰。

社會領域

引用范信賢老師簡報



核心素養動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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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動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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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動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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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學習目標及情境脈絡緊密

連結，設計活動及流程。

 從學生學習視角，概略描述

相關方法策略、學習內容、

學習材料、學習鷹架、表單

工具等。

 過程中，用何證據檢視學習

目標可以達成（評量基準）？

評量點設定在何處？
32

9.
學習活動
與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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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

度

情境脈絡
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
及策略

活用實踐
的表現

10.檢視及歸結：

此教學設計怎樣呼應或開展素養導向教學
？請討論後寫出2-3則理由。

../../工作坊照片/新竹市前導/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國語文-春.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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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聽資中心
20190215課綱
研習

感謝台北市蘭雅國中
李依潔老師
吳佳錡老師
湯宜欣老師
蕭純妍老師
共同設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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