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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要研修新課綱？ 
 
1. 升學率已經具備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條件 
• 非義務、非強迫 

 

 

2. 隨著社會變遷，教育的目標及內容有必要與時俱進 

 

3. 少子化：每個孩子應受到更好的學習照顧、不放棄每
一個學生 

 補教教學為何越來越多？弱勢的孩子在實習教師的教導下

可能是有幫助的。學會診斷學生的問題，才有辦法對症下

藥。避免被慣性束縛。 

 

 

4. 學生學習落差大，適性教育未完全落實 

 

5. 課程教學需要幫助學生面對未來：面對工業4.0的時
代，學生如何批判、學習、創新，讓學生邁向未來，因
應未來的生活，解決生活的問題。 

 老師應該做行動研究，研究創新解決問題。 

 素養是離不開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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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現場與課程改革的需求 

 
1. 檢討九貫的問題：國語文階段不一致問題、教育
階段更改 

2. 強化聯貫統整，實踐素養導向 

 

3. 落實適性揚才，終身學習：開設多元選修課，成
為吸引學生來的磁力學校 

 

4. 素養有累積性，學習歷程檔案非常重要。 

 

5. 政府應該跟老師們、家長們、學生們講清楚。 

 

6. 五大理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
元選修、優質銜接 

 

7. 課程教學是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最直接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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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課綱研修機制 
 

1. 研發：國教院課程研究發展委員會 

2. 審議：教育部課審會 

3. 協作：支持系統、夥伴協作 

4. 考試領導教學（實踐、操作、理念），可能影響
教學進度：協同教學 

5. 新課綱公布，對教師專業學習沒有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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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課綱的重要內涵 

1  目標：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
涵育公民責任 

2. 理念：自發、學生有沒有發生學習？ 

 課課等值，課程正常化 

 給學生方法探究知識，不僅是吸收知識 

 貢獻所學 

3. 願景：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透過與生活情境的結合，學生能夠理解所學，進而整合
和運用所學 

 公開授課，校長的角色是課程領導的途徑之一；回饋機
制，精進教學 

4. 核心素養：自主行動（學習意願）、溝通互動（學習方
法）、社會參與（活用學習） 

 知識、能力與態度 

 師培生的博雅教育非常重要，增加生活實踐的可能性 

 三面九向：在生活情境下滾動、跨域，生活情境沒有單
領域的 

 核心素養轉化：核心素養—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各領
域核心素養 

 課程發展：以學習重點進行整合，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5.課程架構：部定課程（領域學習課程）、校訂課程（彈性
學習課課程） 

 領域課程可以學校需求彈性組合：以週開課、上下學期
對開、依學習階段開課、協同教學、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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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層級的準備 

• 成績單增加彈性學習課程的分數 

• 相關配套措施：師資培育、專業支持、設備基準 

• 師資培育：培養第二專長，避免被超額；非專長科
目進修 

• 教師編制、班級人數影響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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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實施原則 

• 多元適性課程發展 

• 學性課程領導人（校長）之因應作為 

• 課發會 

• 素養教學 

• 教師教學端的改變 

• 課程教學取向：素養導向，以學生為主體，「學生有
沒有發生學習？」 

• 不是編教案，是編「學習方案」，如何讓學生學習 

• ORID：事實、反應、詮釋、決定 

 設計提問 

 差異化教學 

•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整合知識、能力與態度；
營造脈絡化的情境學習；重視學習歷程、方法及策略；
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 

 素養導向的多元評量方式 

• 建構素養導向教學模式 

 老師比重減少、方法改變，但老師是架鷹架的人 

 老師交付任務，讓學生可以思考、對話、操作 

 老師的後設認知，教學觀察課程 

• 學校的學習地圖、課程地圖，將教學目標融入課程 

• 學校及教師的準備，課綱推動核心團隊 

 內化 

 公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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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在108課綱下如何說服家長不讓孩子補習？ 

 教學生時間管理、生涯規劃，慢慢改變家長的想法 
 
 透過班上想法相近的家長影響其他家長 
 
 用時間換取空間 
 
 無法讓家長看到每個孩子未來都是成功的， 
      但可透過成功案例增加信心 
 

Q2. 如何說服資深老師進修？ 
 

 組專業團隊參與各種進修， 
      回到學校回饋學生，讓資深老師願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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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融入理化實驗  
激發學生潛能 
 • 作者： 郭士榛  

• 圖片提供：郭青鵬 

• 日期： 2019-02-20 

 

「鎂、硫、磺、矽、鋰、鈉、鉀、鉻........」化學元
素周期表，是每個學生都要背的資料，總令人十分
苦惱。蘭雅國中物理資優班老師郭青鵬有個神奇塑
膠盒，內裝近二十多種化學元素標本，像是鎂、硫
等等，這些標本是他花了好長一段時間蒐集的，他
不願讓學生再死背這些元素，於是將這些元素的原
始結構封裝成瓶，然後研發製作各元素對應的學習
卡，學生只要拿到元素瓶，就可透過學習卡了解此
元素的說明、使用、實作等資訊，大大刺激了他們
的好奇心。 13 



用遊戲取代死背 
    郭青鵬自小就喜歡問一些奇怪的問題，但那個年代的教育
方式太傳統，自己不但得不到答案，反成為老師眼中的問題
學生。因而他教學二十多年，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多思考和發
問，不贊成讓學生死背知識，他說：「知識的傳授固然重要，
但現代網路查詢很方便，資訊也很多，因而老師更重要的責
任是教學生如何養成批判思考的能力，很多問題就讓學生自
己發想。」 

 

   「我教學一向以學生為中心，主要是培養學生素養，學生首
先要有思考力，才可解決別人問題，才有自學能力、釐清事
情概念，然後自我成長。」郭青鵬喜歡帶著學生培養探究的
精神、不被既定的答案給框架。他非常看重學生的思考、鼓
勵發問。郭青鵬說：「我們都太習慣接受別人給你的答案，
很少自己分析一個重要的結果，我就要求學生要習慣把想法
講出來，不要怕出錯。」而在課程設計中，除了自製的卡片
之外，還包含了大量的閱讀，再融入理論，藉由網站指導學
生做些實作。 

 

  他也強調，資優生和一般生沒有太大差異，雖然資優生的好
奇程度要比一般生強大些，但一般生其實也很優秀，「主要
是看教學方法，教法不對可以把資優生教得很笨，方法對的
話，一般生也可以教得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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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閱讀融入理化課程 
 在一般人的眼中，閱讀課程似乎是國文老師的工作，但
郭青鵬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閱讀可以提升學生撰寫報告的能
力，甚至能成為人生路上的燈塔。 

 他記得之前在武崙國中數理資優班任教時，有一位學生
是家中獨子，父親是玻璃搬運工，國二上學期，爸爸不慎割傷
手部肌鍵，被迫離開工作崗位。他的家庭頓時陷入窘境，不幸
的是當他父親傷勢漸有起色時，母親卻被檢查出乳癌末期，使
這位學面臨更重大的挑戰。 

 郭青鵬立即協助申請急難救助奬學金，並召集學校同仁
發起募款，緩解難關。此外，他和這位學生分享了張文亮教授
《法拉第的故事》，書裡談到如何克服艱難的環境。郭青鵬鼓
勵學生不可放棄學習，雖然最後母親往生，但他克服環境與心
理磨難，爭氣的考上師大附中，畢業於臺大化學工程學系。 

 投身資優班教學，郭青鵬教了八屆資優生，「這些資優
生都是經過鑑定，我只是要啟發他們潛能，平常一定會讓學生
閱讀文章，形塑心中的想法，然後在做實驗之後，才能侃侃而
談寫出自己的定見，久而久之，他們每個都很會寫文章。」 

  有一位同學原是老師們頭痛的好動兒，剛開始寫實作作
業的時候，每每只用簡單兩句話就草草了事。郭青鵬帶著他閱
讀，引導他一步步去思考，而不是打壓他。郭青鵬告訴這位同
學：「一個人最美麗的就是靈魂，你必須寫出來，才能讓人知
道你的靈魂美在哪裡。」二個月過後，這位同學被激發出潛力，
現在才國二的他，已可在課業本上寫出滿頁的報告。 

 「看到老師紮實一步步完成實驗，寫出報告，一篇文章
一個想法，就會影響學生行為。」郭青鵬相信教育可以翻轉人
生，不放棄發掘小孩亮點，就算不資優也可以變大變強。 

 引用自：教育家部落格 
https：//teachersblog.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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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我們把漁場放大了 
• 作者： 盧家珍  

• 圖片提供：曾詠翔 

• 日期： 2019-01-02 

 

你能想像平常的釣魚遊戲台，被放大20倍，成
為釣魚場嗎？清水高中生活科技老師曾詠翔帶領
著一群國、高中的孩子們，從2月一直到5月，
利用創客課程或下課後的零碎時間，分批製作出
超大型的魚隻與魚場。為了配合校名「清水」的
池塘意境，他們還將作品命名為「清中大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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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解玩具所學到的智慧 
 常見的釣魚遊戲台，在開關啟動之後，魚場
的轉盤就會慢慢旋轉，而每個洞裡的魚兒不但會探
出頭來，原本閉緊的嘴巴還會一個個打開，露出裡
面的小鐵片，玩家就趁這個機會用磁鐵釣竿把魚一
隻隻釣上來。但，為什麼魚兒會自己把嘴巴張開呢？ 

 正所謂「非常的破壞是為了非常的建設」，
為了弄清楚魚兒為什麼會探頭張嘴，師生們三兩下
就把玩具拆解了，他們發現魚場緩慢轉動時，魚的
升降主因就是底板上有著3圈同心圓結構的「弧形
斜面板」，當斜板觸碰魚尾巴時，就可以將魚慢慢
頂起，到達高點時再瞬間墜落。於是他們用電腦繪
圖取出正確的弧度，然後利用回收瓦楞紙製作出9
組不同彎度的斜面板，黏於魚場底板上。 

 魚場的重點在於「魚」，要如何產生足夠大
的球形結構？而且必須要能大量製造。所以先來研
究魚的結構。魚的主體是由一個小的3/4圓和一個
大的1/4圓構成，再透過一根軸串起構成魚身與上
顎，上顎裝有一個小背鰭。曾詠翔把魚的製程設計
成活動課程，他們以球作為模具，利用廢紙條或白
膠覆蓋上去，乾燥後將籃球消氣，就這樣得到15顆
很完美的紙球，而這些紙全都來自廢考卷與廢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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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做邊改培養出的應變能力 
 因有著堅持不插電的原則，他們捨棄馬達動力，
帶動魚場的轉動最初是想利用曲軸柄用手轉動，但後來
碰巧在垃圾場撿到一台報廢的腳踏車，才開始把「健身
器」及「釣魚場遊戲」做了結合。 

 曾詠翔說，製作過程有許多大幅度修改與調整，
例如駕駛座原先設計為可調整角度的躺椅式，但實坐後
發現並不牢靠，所以另外製作方塊結構的椅子，再搭配
可活動的靠背板。而原本堅持不插電以腳踏車帶動48齒
魚場齒輪，但最後在傳動過程中齒輪常常對不準，導致
傳動系統卡住，後來只好把齒輪盤全部捨棄，改用童軍
繩製成的履帶，才能夠順利拉動魚場。 

 考量每位學生能參與的時間有限，作品製作的
不同部分，皆可設法拆解成不同單元讓不同班級不同年
級的學生體驗或參與。這次的漁場參與的學生，即橫跨
校內國、高中的同學。有的體驗木工切割、有的製魚、
有的上色、有的組裝。雖然每位學生都僅參與一部份，
但是合作出來的效果卻很精彩。成就感是驅動學習的主
要關鍵，可以好好善用。 

 「在這個邊做邊改的過程中，大家會學到很多。
小東西要放大，真的照著原本的造型做就好了嗎？遇到
困難如何應變？」曾詠翔相信，「清中大釣哥」不但釣
出了孩子的好奇心，也釣出了孩子的大能力！ 

 
引用自：教育家部落格 
https：//teachersblog.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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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我希望看到學生輸…」 
 

• 作者： 姚淑儀  

• 圖片提供：林生祥 

• 日期： 2019-07-10 

 

武俠小說中，男主角通常在跌落山崖後，經高人指
點而武功大增，「跌落山崖，象徵人生的挫敗；但
若不遭遇挫敗，也不會有遇到高人指點、武功大增
的機會。」左營高中現代五項隊教練林生祥，就是
如此看待成功與失敗的關連，因為他的人生，就是
在失敗瘠土上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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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是反敗為勝的支點 
 出身貧困的林生祥，國小二年級時，母親意外
過世，家人因忙於生活，無暇照料他，突失至親的傷
痛，只能靜靜埋藏在幼小心靈中，林生祥將這無可言
說的寂苦帶到運動場上，在烈日下，隨著汗水一起蒸
發。 

 生性自卑、不愛說話，體育是他唯一的朋友，
也是他做得最好、最擅長的事。「我啊，20多歲才拿
起書本來看，30歲才考取教育學程，33歲了，才開始
當體育老師……」，林生祥的人生進程，在國小二年級
就暫停了，在拿起書本之前，他是谷底的「魯蛇」，
卻從33歲手執教鞭那天開始，才以大叔的姿態，從山
崖下一躍而起。 

 一般人偶嚐失敗滋味沒什麼，但對於出身弱勢
家庭的孩子，如果沒有一躍而起的支點，更注定了失
敗以終的結局。「體育班學生大多來自單親或弱勢家
庭，他們大多功課不好，家境困乏，無力照顧，」林
生祥認為，體育就是這群孩子反敗為勝的支點，「人
生並不公平，但努力是公平的，體育讓願意努力付出、
不斷訓練自我的人，有站在競技場上贏得勝利的一
天。」 

 林生祥不但是一位體育教練，更是學生們的人
生教練，因為他們一樣有著貧弱家庭的記號。「與一
般科別不同，我們相處的時間甚至超過家人，我們四
處征戰討伐，共同經歷成功與失敗，彼此了解與信任，
擁有超越家人的革命情感。」這樣的教練，孩子信得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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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分到80分的愛 
 「50分到80分的愛」是林生祥特有的教
育理念，他認為，哪怕學生一開始只有50分的程
度，只要努力進步到80分，在他心中，就已經算
是成功了。運動場上講究結果，教育卻著重成長
過程，即使世界索討的仍是100分的成功，林生
祥卻寧願和學生站一起，幫助他們努力成長。 

 「老實說，我希望看到學生輸，」很難相
信這句話出自一名體育教練之口，「因為當學生
出現挫敗時，才是變得更好更強的開始。」林生
祥稱它為「觸電理論」，被電過的人，才懂得如
何避免觸電，「很多道理，志得意滿的時候聽不
進去，失敗了，才是我們可以介入的時候。」這
時，耳朵打開了，心也開了，成長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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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態度是成功關鍵 
 「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是世人對體育的看法，
但林生祥認為，四肢發達的人，頭腦不可能簡單，「運
動員必須不斷反省自己，為什麼這次跑得比較快？怎麼
做才能變得更強？」反省，思考，運用智慧，找出破解
之道，才能不斷進步，但更重要的是謙卑與感恩的生命
態度。 

 他說，一個人的體育成就與為人處世的態度有
關，因為一面獎牌，背後累積了無數人的智慧、汗水與
淚水，榮耀不專屬一人，驕傲自滿只會讓運動員的成就
於獎杯前止步；而謙卑、感恩，願意為人服務的態度，
才能吸引更多人靠近，增添更多力量。 

 林生祥曾因一名在辦公室掃地的女同學，做事
認真、細心、謙和的態度，而邀請她加入擊劍隊，果真，
經過兩年苦練，她已成為女子銳劍團體的金牌選手。從
拿掃把、拿劍到拿牌，林生祥見證了生命態度才是運動
員成功的核心關鍵。 

 「人生重於金牌，」林生祥希望有一天，世人
可以聽到更多運動場上激勵人心的人生故事，使社會力
量重新凝聚，國民因體育而產生對國家的認同與光榮感，
否則，再多的金牌與臺灣之光，人們也無動於衷。 

 「這世界太多負面聲音，混亂的成功觀，我們
需要更多正面光明的力量。」這是一位金牌教練的期盼。
從失敗貧瘠土壤中成長，最懂得失敗的林生祥，也是一
位最懂成功的教練。 

 
引用自：教育家部落格 
https：//teachersblog.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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