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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 強調應用在生活情境的能力

• 素養導向問題要盡可能接近真實世界

• 不是每一堂課都要呼應核心素養

• 不是每一堂課都要呼應很多核心素養

• 不是短時間就可檢核出顯著的核心素養成長

• 學校總體課程應能完整涵蓋九項核心素養

(資料來源 林永豐教授)

素養導向教學模式素養導向教學模式素養導向教學模式素養導向教學模式



語文素養語文素養語文素養語文素養 數學素養數學素養數學素養數學素養 科學素養科學素養科學素養科學素養 科技素養科技素養科技素養科技素養 健康素養健康素養健康素養健康素養 …………

身心素質與
自我精進

一一一一、「、「、「、「素養導向素養導向素養導向素養導向」」」」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係指由「學科素養」與
「核心素養」兩種素養類型所構成的一種課程與教學
導向，可以用矩陣來了解彼此之間的關係。

二二二二、「、「、「、「學科素養學科素養學科素養學科素養」」」」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係指由各學科內部所發展
出來的素養。例如：國語文領綱草案中的語文素養、
數學領綱草案中的數學素養、自然科學領綱草案中的
科學素養…等等。

三三三三、「、「、「、「核心素養核心素養核心素養核心素養」」」」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係指一個人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是為跨領域的通用素養。例如：總
綱中的系統思考、符號運用、團隊合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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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研究院、、、、課教中心楊俊鴻課教中心楊俊鴻課教中心楊俊鴻課教中心楊俊鴻））））

功能性
知能

通用能力

素養導向的定義素養導向的定義素養導向的定義素養導向的定義:「「「「學科素養學科素養學科素養學科素養」」」」與與與與「「「「核心素養核心素養核心素養核心素養」」」」的矩陣的矩陣的矩陣的矩陣



國教院（2016）。協力同行。

• 透過提問、討論、
欣賞、展演、操
作、情境體驗等有
效的教學活動與策
略，引導學生創造
與省思，提供學生
更多參與互動與力
行實踐的機會。

• 教材與教學設計能
夠重視情境與脈絡
化的學習，引導學
生能主動地與週遭
的人事物及環境的
互動中觀察現象，
尋求關係、解決問
題，並關注在如何
將所學內容轉化為
實踐性的知識，並
落實在生活中。

• 教材與教學設計，
除了知識內容的學
習之外，更應強調
學習歷程及學習方
法的重要，以使學
生喜歡學習及學會
如何學習。

• 教學設計要能提供
學習者活用與實踐
所學的機會，並關
注學習者的內化以
及學習遷移與長效
影響。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的四大原則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的四大原則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的四大原則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實施的四大原則



((((一一一一))))素養導向的評量素養導向的評量素養導向的評量素養導向的評量的原則的原則的原則的原則
1.不僅評量學生的知識與技能，而且評量學生的態度。

2.重學習結果也重學習歷程，總結性與形成性的評量兼重。

3.強調對於學生能整合所學並應用於特定情境中的評量。

((((二二二二))))素養導向評量的方法素養導向評量的方法素養導向評量的方法素養導向評量的方法
1.進行表現本位評量(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例如，評量學生共同合作以解

決問題的能力；評量學生展示、實驗、團隊工作、訪談、角色扮演等能力。

2.實施卷宗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卷宗」可以對於學生的知識、技能與態
度，運用在適當情境脈絡中的程度來進行評價，透過卷宗可以知道學生在某
種學習項目上進步或改變的情形。

3.發展學生自我評量(self- assessment)的能力：強調由學生自己確認自己的學習結
果，對於自己學到什麼樣的程度能進行自我的判斷。透過管理與控制自己的
學習歷程，發展學生自我評量的能力，並提升「後設認知」(meta-cognitive)技
能。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研究院、、、、課教中心楊俊鴻課教中心楊俊鴻課教中心楊俊鴻課教中心楊俊鴻））））

素養導向的評量原則素養導向的評量原則素養導向的評量原則素養導向的評量原則與方法與方法與方法與方法



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形成學習目標 ，衍生學年學期目標

(課程計畫)           (IEP)

(整組)                  (個人)

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如何轉換為課程計畫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如何轉換為課程計畫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如何轉換為課程計畫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如何轉換為課程計畫



– 一對一：一條表現對應一條內容

綜合領域課程手冊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應的關係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應的關係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應的關係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應的關係



– 一對多：一條表現/內容對應二條以上內容/表現

綜合領域課程手冊



– 多對多：二條以上表現/內容對應二條以上內容/表現

綜合領域課程手冊



第四
部分

身障特需領綱
實施要點



課程發展

1. 考量個別差異，以需求為本位，
須經評估，結合個別化教育計
畫，提供適性課程。

2. 獨立式與融入式課程設計。
3. 規劃系統性及功能性課程，連結
生活經驗，促進學習遷移與類化
以提升學習成效，充分參與學校
、社區和社會。

4. 善用團隊合作發展課程。



教材編選
1. 教材內容應與學生特殊需求及優勢能力
契合，以符合個別化原則。

2. 教材內容應符合學生年齡、文化背景，
連結生活經驗與情境，以符合實用並能
充分練習的原則。

3. 注重學生統整能力，並適切融入議題。
4. 若以融入方式實施，應參考或調整相關
領域課程教材，以利與普通班課程接
軌。

5. 宜積極發掘學生優勢能力，並充分運用
輔助科技編選適當教材，以利學習。



教學實施
1. 各科目得採融入，亦可單獨或合併實
施。

2. 學分數調整須經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決
議，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納入學
校課程計畫後，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
過，並陳報主管機關備查。

3. 教師可彈性選擇階段別，也可拆解或合
併階段內的條目進行調整，無須拘泥階
段順序，以符學生需求。

4.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編碼流水號（最後
一碼）未必代表學習的次序，教師應依
學生能力和需求選擇適切的學習重點。



教學實施
5. 各科目實施得採分組或個別方式進
行，端視學生人數與特質而定，盡量
以小組進行。

6. 配合學生學習特性，應採多元教學方
法，提供學生成功經驗與充分練習的
機會。

7. 各科目在教學實施時，皆可視學生需
要與相關專業人員以合作方式進行。

8. 教師可視學生學習需要，同意學生使
用行動載具，以提升學習成效。



教學資源

1. 教師可自編適性適齡教材，善用普通
教育各領域及議題之課程內容、教材
教具作為教學資源。

2. 網路、相關書籍、日常生活事件與生
活場域、公部門或社區資源與設施設
備等均可列為教學資源。

3. 教師應運用特殊教育相關專業資源，
並整合教師助理員等校內人員進行教
學。亦可適當安排同儕或志工，提供
所需的教具、輔具和遊戲化教材資
源。



教學資源

4. 教師可安排類化的情境與對象。促
進學生與人互動，或參與校內外活
動或與社區人士交流，藉由成功的
互動經驗，增進動機。

5. 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依需求提供
所需人力資源，如教師助理員、特
教學生助理人員、手語翻譯員等。

6. 可透過相關協作平台或社群，上傳
與分享教材與教具，累積並豐富教
學資源。



學習評量

1. 以學生個別化教育目標為依據，適性、
彈性、動態，採取多樣化方法與課程本
位的多元評量，在不同情境進行評量。

2. 視課程與學生需求結合相關專業人員，
共同進行評量。

3. 學習評量宜兼顧量化與質性描述、形成
性與總結性評量。

4. 結果與分析應做為課程發展、教材編選
、教學實施及教學資源的主要參考，並
做為後續教學與輔導之參考依據。



18

議題融入
1. 性別平等教育
2. 人權教育
3. 環境教育
4. 海洋教育
5. 品德教育
6. 生命教育
7. 法治教育
8. 科技教育
9. 資訊教育
10.能源教育

11.安全教育
12.防災教育
13.家庭教育
14.生涯規劃教育
15.多元文化教育
16.閱讀素養教育
17.戶外教育
18.國際教育
19.原住民族教育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特職-E-A1 

具備職場所需良好的生活習
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
識個人特質所屬職業，發展職
業潛能。

特職-J-A1 

具備職場所需良好的身心發展
知能與態度，並於團體中展現
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
值及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特職-U-A1 

提升各項身心健全發展素質，
發展個人職業潛能，探索自
我，肯定自我價值，有效規劃
職業生涯，並透過自我精進與
超越，追求至善及幸福的職業
生涯。

特職-E-A2 

具備職場中探索問題的思考能
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職
場問題。

特職-J-A2 

具備理解職場情境全貌，並做
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
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職場議
題。

特職-U-A2 

具備職場中所需系統思考、分
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
考，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職
場問題。

特職-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力，
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職場
情境。

特職-J-A3 

具備於職場中善用資源以擬定
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
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特職-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省的
素養，並以創新的態度及作為
因應職場情境或問題。

職業教育核心素養內涵示例:職業教育課程計畫的撰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特職-E-B1 

具備職場所需的「聽、說、
讀、寫」的基本語文素養，並
具有職場生活所需的基礎數
理、肢體與藝術等符號知能，
能以同理心應用在職場生活及
人際溝通。

特職-J-B1 

具備於職場中運用各類符號表
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
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
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職場
中。

特職-U-B1 

具備於職場中掌握各類符號表
達的能力，以進行經驗、思
想、價值與情意之表達，能於
職場中以同理心與他人溝通並
解決問題。

特職-E-B2 

具備職場中科技與資訊應用的
基本素養，並理解職場中各類
媒體內容的意義及影響。

特職-J-B2 

具備於職場中善用科技、資訊
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
察覺、思辨職場中人與科技、
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特職-U-B2 

具備於職場中適當運用科技、
資訊與媒體之素養，進行與職
業相關各類媒體識讀與批判，
並能反思與職業相關的科技、
資訊及媒體倫理的議題。

特職-E-B3 

具備與職業相關的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
官的發展，培養職場環境中的
美感體驗。

特職-J-B3 

具備與職業相關的藝術展演的
一般知能與表現能力，欣賞各
種與職業相關的藝術的風格和
價值，並了解與職業相關的美
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
增進職業生活的豐富性及美感
體驗。

特職-U-B3 

具備與職業相關的藝術感知、
欣賞、創作與鑑賞的能力，體
會與職業相關的藝術創作與社
會、歷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
係，透過職業生活美學的涵
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
析、建構及分享。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特職-E-C1 

具備個人職業道德的知識與
是非判斷的能力，理解並遵
守職業道德規範，培養職業
倫理意識，關懷職業生態環
境。

特職-J-C1 

培養職業道德思辨與實踐能
力，具備與職業相關的民主
素養、法治觀念與環境意
識，並主動參與職場中公益
團體活動，關懷職業倫理議
題及職業生態環境。

特職-U-C1 

具備對勞動權益及其損害救
濟管道的基本認識，以及對
職業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的
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良好
品德、公民意識與社會責
任，主動參與職場環境保育
及公共事務。

特職-E-C2 

具備理解職場中他人感受，
樂於在職場中與人互動，並
與職場中相關成員合作之素
養。

特職-J-C2 

具備職場中利他與合群的知
能與態度，並培育於職場中
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
素養。

特職-U-C2 

發展適切的職場人際互動關
係，並於職場中展現包容異
己、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的
精神及行動。

特職-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職業事務的
素養，並認識及包容職場文
化的多元性。

特職-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職場多元文
化的涵養，關心職業事務，
並尊重與欣賞職業差異。

特職-U-C3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
時，又能尊重欣賞職場中的
多元文化，具備國際化視
野，並主動關心職業議題或
情勢。



職業教育 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示例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融入議題:1.環境教育(環J6了解世界人口數量增加、糧食供給與營養的永續議題。)

2.安全教育(安J3了解日常生活容易發生事故的原因。)

職業教育學習表現

特職3-Ⅳ-2 依據步驟組合完成成品。

特職3-Ⅳ-3 依據工作要求維持作業速度，在時限內完成工作。

特職3-Ⅳ-4 自我檢視工作正確性。

特職4-Ⅰ-1 遵守基本工作安全規範。

職業教育學習內容

特職B-Ⅳ-4 常用工具的使用方式
。

特職C-Ⅳ-3 工作時間規範的遵守
。

特職C-Ⅳ-5 工作指導與工作程序
修正的回應。

特職B-Ⅳ-4 工作參照標準的認識
與檢視。

特職B-Ⅳ-5 職場環境潛在危險的
認識與防範。

課程計畫

1.學習目標

1.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特職3-IV-2、特職C-Ⅳ-5、
特職B-Ⅳ-4、環J6)。

2.能妥善保管工作場域中工作器具(特職3-IV-2、特職4-I-、特
職B-Ⅳ-4)。

3.能依據工作要求在時限內完成工作(特職3-IV-3、特職C-IV-

3)。

4.培養就業所需之基本能力，增進個人工作表現，遵守工作守
則與安全(特職3-IV-4、特職4-I-1、特職B-IV-4、特職B-

IV-5、安J3)。

2.上、下學期單元。

練習:特需領域-職業教育(修改自彰化縣特教班示例2019.6)



第三單元蛋餅製作11111111----15151515

第四單元製作蔥油餅16-21

第二單元手工餅乾製作4444----10101010

第一單元認識廚房設備及用具1111----3333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內容內容內容內容週次週次週次週次

第三單元 物品包裝11111111----15151515

第四單元 搬運上架16-21

第二單元 洗車實作4444----10101010

第一單元洗車實作前置教學
1111----3333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內容內容內容內容週次週次週次週次



健康與體育國小 健康與體育 國中 功能性動作訓練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
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
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
動與保健的潛能。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J-A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
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
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
命意義，並積極實踐，不輕言
放棄。

特功-A1 

發展並強化功能性動作技能及
肢體活動能力，以建立生活基
本能力，健全身體素質。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
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
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
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
能，進而運用適當的策略，處
理與解決體育與健康的問題。

特功-A2 

具備並運用功能性動作技能，
透過體驗與實踐，因應並解決
生活中的各種狀況，以促進生
活參與及生活獨立。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E-A3

具備擬定基本的運動與保健計
畫及實作能力，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J-A3

具備善用體育與健康的資源，
以擬定運動與保健計畫，有效
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
變的能力

特功-A3 

具備並善用功能性動作技能，
透過規劃與執行，有效處理並
解決以因應日常生活中新的改
變或挑戰，以積極參與生活，
提升生活適應力。

示例:   健康與體育+功能性動作訓練課程計畫撰寫



健康與體育國小 健康與體育 國中 功能性動作訓練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E-B1

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
關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
應用在生活中的運動、保
健與人際溝通上。中。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J-B1

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
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
體育與保健的基本概念，應
用於日常生活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E-B2

具備應用體育與健康相關
科技及資訊的基本素養，
並理解各類媒體刊載、報
導有關體育與健康內容的
意義與影響。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J-B2

具備善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的
科技、資訊及媒體，以增進
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
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
動關係。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
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
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在生
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
有關的美感體驗。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J-B3

具備審美與表現的能力，了
解運動與健康在美學上的特
質與表現方式，以增進生活
中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健康與體育國小 健康與體育 國中 功能性動作訓練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
康的道德知識與是非判斷
能力，理解並遵守相關的
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
識，關懷社會。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J-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
的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
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團
體活動，關懷社會。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
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
與人互動、公平競爭，並
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
心健康。。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J-C2

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
度，並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
活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
諧互動的素養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
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
養，並認識及包容文化的
多元性。

健體健體健體健體-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
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體育
與健康議題，並尊重與欣賞
其間的差異。



健康與體育 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示例



功能性動作訓練 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示例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融入議題:1.安全教育(安J3了解日常生活容易發生事故的原因。)

原始/調整後學習表現

調健體1c-IV-1了解各項運動基礎原理。

調健體1c-IV-1了解各項運動規則。

調健體3c-IV-1表現局部的身體控制能力。

調健體3c-IV-1表現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力。

調健體2c-IV-1展現運動禮節

調健體 2c-IV-2表現利他合群的態度。

調特功2-8-1 具備雙側協調。

調特功2-8-2具備手眼協調技能。

健體Cb-IV-2各項運動設施的安全使用規定。

調健體Ga-IV-1推擲的基本技巧。

調健體Ha-IV-1網性球類運動動作組合。

調健體Hb-IV-1陣地攻守性球類運動動作組合。

健體各種Ib-IV-2各種社交舞蹈。
調特功E-14-1 雙腳的連續前跳。

調特功E-14-2 單腳的連續前跳。

特功J-4 指令下複雜或連續二個以上的動作。

特功J-5序列性動作的執行。

課程計畫

1.學習目標

1.增進粗大動作的靈活度與協調性。

2.藉由各運動項目技能，增進動作流暢度。

3.增進手眼協調能力

2.上、下學期單元。

練習:健康與體育+功能性動作訓練(修改自芎林國中107學年度課程計畫)



跑、跳、擲、跨綜合練習22222222上下肢動作綜合練習:排舞11111111

動作、手眼協調練習:棒球綜合練習21212121上肢動作練習:舞蹈手勢練習10101010

動作、手眼協調練習:棒球綜合練習20202020上肢動作練習:舞蹈手勢練習9999

動作、手眼協調練習:棒球打擊練習19191919下肢動作練習/舞蹈-踏並步8888

動作、手眼協調練習:棒球打擊練習18181818粗大動作練習/舞蹈—抬腿單腳跳躍7777

動作、手眼協調練習:棒球傳接球17171717粗大動作協調性/羽球綜合練習6666

動作、手眼協調練習:棒球傳接球16161616下肢跑動練習:羽球綜合活動5555

動作、手眼協調練習:棒球傳接球15151515下肢跑動練習:羽球綜合活動4444

上下肢動作綜合練習:排舞14141414上肢、手眼協調練習:羽球反拍3333

上下肢動作綜合練習:排舞13131313上肢、手眼協調練習:羽球正拍2222

上下肢動作綜合練習:排舞12121212上肢、手眼協調練習:羽球發球1111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週週週週

次次次次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週週週週

次次次次



特殊需求教材:職業教育~員林國中



• 員林國中:幸福茶點舖

集中式特教班四(國中)會處理擺設園遊會攤位可能面臨需清潔的各種突發狀況
。

『『『『清潔一把罩清潔一把罩清潔一把罩清潔一把罩』』』』單元五

集中式特教班四(國中)能運送貨物，並調適送貨途中發生的突發狀況。『『『『運送趴趴走運送趴趴走運送趴趴走運送趴趴走』』』』單元四

集中式特教班四(國中)能包裝不同大小、種類的餅乾，並調適可能發生的狀況

。
『『『『集錦打包樂集錦打包樂集錦打包樂集錦打包樂』』』』單元三

集中式特教班四(國中)能完成茶飲訂單，並調適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幸福調幸福調幸福調幸福調「「「「茶茶茶茶」」」」局局局局』』』』單元二

集中式特教班四(國中)採購時能因應工作項目的變動，做出正確應對的行為。『『『『採購小高手採購小高手採購小高手採購小高手』』』』單元一

適用班型適用學習階段單元重點單元名稱



特殊需求教材:生活管理~朴子國中



朴子國中

集中式特教班第四學習階段遇到意外我不怕遇到意外我不怕遇到意外我不怕遇到意外我不怕單元五

集中式特教班第四學習階段醫療大時代醫療大時代醫療大時代醫療大時代單元四

集中式特教班第四學習階段朴子服務通朴子服務通朴子服務通朴子服務通單元三

集中式特教班第四學習階段朴子美食全攻略朴子美食全攻略朴子美食全攻略朴子美食全攻略單元二

集中式特教班第四學習階段社區大搜索社區大搜索社區大搜索社區大搜索單元一

適用班型適用學習階段單元名稱



特殊需求教材:特教優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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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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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優質特教平台

國家教育研究院
課綱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