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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貫 

to 
⼗⼆年國教

1.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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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學習領域取代傳統分科課程。 
2.強調基本能⼒。 
3.⼜號:「不要背不動的書包，要培養帶著⾛
的能⼒」。

九年⼀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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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況分析

1.瞭解⾃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3.⽣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2. 強調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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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況分析

6.⽂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實踐 

8.運⽤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思考與解決問題



1.資訊科技概念的認知 
2.資訊科技的使⽤ 
3.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4.網際網路的認識與應⽤ 
5.資訊科技與⼈類社會

九年⼀貫資訊領域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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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調基本能⼒

九年⼀貫

核⼼能⼒範例:  
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from 九貫 to 108

11

1. 現況分析

from 九貫 to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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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況分析

九貫基本能力 108課綱核心素養

1. 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3. 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4. 表達、溝通與分享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5.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6. 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7. 規劃、組織與實踐

8. 運用科技與資訊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10.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能⼒指標 -> 核⼼素養 

• 七⼤領域->八⼤領域 

• 「核⼼素養」為⼗⼆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的主軸，承
續九年⼀貫課程綱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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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部，2014）。  

• ⼜號: 「利⽤素養培養帶著⾛得能⼒(Comptence)」

from 九貫 to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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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況分析

九年⼀貫有
什麼問題?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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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於2011年針對八年級數學能⼒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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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況分析

TIMSS於2011年針對八年級數學能⼒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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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況分析



TIMSS於2011年針對八年級數學能⼒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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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況分析

素養? 
基本能⼒? 
literacy ? 

competence?

2.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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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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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素養

• 早期台灣: 識字 

• UNICEF(聯合國兒童基⾦會): 除了讀寫，還能有效參與社
會  

• 英國: 讀、寫、算 

• 德國: 除了讀寫，還具備進⼀步學習能⼒(策略) 

• 瑞典: 能讀寫，利⽤讀寫能⼒進⼀步學習，並發展所需的技
能

何謂非⽂盲(有素養/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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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素養



• UNESCO於1978年提出，意指：能有效參與團體或社會，也能透
過讀寫算來促進個⼈與團體的發展 

• 即，與情境脈絡有關的讀、寫、算能⼒ 

• 例: 

1.把講師丟到法國，看不懂路標、無法與⼈溝通 

2.⾯對⼀個四則運算數學情境，⼀個能做四則運算的學⽣無法解
題 

3.學⽣能理解⼀篇古⽂，但回家後發現狗丟了，寫不出⼀篇尋狗
啟事

Function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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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素養

• literacy: 乃指學⽣能夠有效地分析、推理、溝通，以便能
在各種不同的學科/情境中，提出、解決與解釋問題 

• competence: 不只是知識與技能，亦包含了能參照與運⽤
⼼理能⼒或態度，以回應外在更複雜的要求。  

• 例如，有效溝通的素養乃指個⼈掌握了語⾔的知識
(knowledge of languages)、使⽤IT⼯具的能⼒(practical 
IT skills)，以及對溝通對象的態度(attitude)(OECD, 2005)

OECD DeSeCo專案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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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素養

• Literacy is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understand, interpret, create, 
communicate and compute, using printed and written 
materials associated with varying contexts. 

• Literacy involves a continuum of learning in enabling 
individual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to develop their knowledge 
and potential, and to participate fully in their community and 
wider society (UNESCO, 2004; 2017). 

• Literacy指「識別、理解、解釋、創造、運算及使⽤不同環境下
印刷與書⾯資料的能⼒。為涉及個⼈能夠實現⽬標、發展知識和
潛能，並充分參與社區及廣⼤社會的連續學習」

UNESCO的素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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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素養

• 素養：知識、能⼒、態度三者連貫，更強調 

1.態度層⾯ 

✓能⼒: 能完成某事 / 素養: 能把某事做好 

2.情境 

✓提供貼近⽣活的學習情境，期待學⽣能在⽇後遭遇類似情境時
進⾏學習遷移 

• 強調能⼒也容易強調競爭⼒，競爭⼒應為教育的結果

何謂素養
2. 素養



重新包裝
• Bloom's taxonomy 
• Situated learning

3. 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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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八⼤核⼼素養( 2006)

1.母語溝通 

2.外語溝通 

3.資訊與溝通科技（ICT） 

4.數學、科學、科技 

5.企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 

6.⼈際與公民能⼒ 

7.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 

8.⼀般⽂化（General culture）

3. 核⼼素養

芬蘭七⼤跨域素養(2016新課綱)

1.思考和學習如何學習 

2.理解跨⽂化、溝通和表達的能
⼒ 

3.照顧和管理⾃⼰的⽣活 

4.理解與運⽤多元素材 

5.使⽤數位⼯具的能⼒ 

6.⼯作⽣活的能⼒與創業精神 

7.參與、投入並打造永續的未來

3. 核⼼素養



我國⼗⼆年國教核⼼素養(2014)

核⼼素養
3. 素養導向關鍵

要素
核⼼素
養⾯向

核⼼素養項⽬ 項⽬說明

終身
學習
者

A ⾃主
⾏動

A1
身⼼素質與⾃我精進

具備身⼼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的⼈性觀與⾃我觀，同時透過選擇、分析與運⽤新
知，有效規劃⽣涯發展，探尋⽣命意義，並不斷⾃我精進，追求至善。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動與反思，以
有效處理及解決⽣活、⽣命問題。

A3
規劃執⾏與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計畫的能⼒，並試探與發展多元專業知能、充實⽣活經驗，發揮創新精
神，以因應社會變遷、增進個⼈的彈性適應⼒。

B 溝通
互動

B1
符號運⽤與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語⾔、⽂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表達、溝通及互動的能
⼒，並能了解與同理他⼈，應⽤在⽇常⽣活及⼯作上。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析、
思辨、批判⼈與科技、資訊及媒體之關係。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體會藝術⽂化之美，透過⽣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
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事物，進⾏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

C 社會
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
識，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然⽣態與⼈類永續發展，⽽展現知
善、樂善與⾏善的品德。

C2
⼈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際情懷及與他⼈建⽴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與⼈溝通協調、包容異⼰、
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C3
多元⽂化與國際理解

具備⾃我⽂化認同的信念，並尊重與欣賞多元⽂化，積極關⼼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且
能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展國際理解、多元⽂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素養導向課程 

•素養導向教學 

•素養導向評量

如何讓學⽣具備核⼼素養
3. 核⼼素養

4. 資訊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演算法 運算思維

程式設計 設計思考

系統平台

資料表⽰、處理及分析

資訊科技應⽤

資訊科技與⼈類社會

資訊科技理念與素養導向課程設計for dummies

科技領域學習內容

主題 國中 ⾼中

演算法(A) 7:資 A-IV-1 演算法基本概念。 資 A-V-1 重要資料結構的概念與應⽤。

8:資 A-IV-2 陣列資料結構的概念與應⽤。 資 A-V-2 重要演算法的概念與應⽤。

8:資 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紹。 資 A-V-3 演算法效能分析。

程式設計(P) 7:資 P-IV-1 程式語⾔基本概念、功能及應⽤。 資 P-V-1 ⽂字式程式設計概念與實作。

7: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資 P-V-2 陣列資料結構的程式設計實
作。

8: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作。 資 P-V-3 重要演算法的程式設計實作。

8:資 P-IV-4 模組化程式設計的概念。

8: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與問題解決實作。

系統平台(S) 9:資 S-IV-1 系統平台重要發展與演進。 資 S-V-1 系統平台之運作原理。

9:資 S-IV-2 系統平台之組成架構與基本運作原
理。 資 S-V-2 系統平台之未來發展趨勢。

9:資 S-IV-3 網路技術的概念與介紹。

4. 資訊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科技領域學習內容

主題 國中 ⾼中

資料表⽰、處理及分析(D) 9:資 D-IV-1 資料數位化之原理與⽅法。 資 D-V-1 巨量資料的概念。

9:資 D-IV-2 數位資料的表⽰⽅法。 資 D-V-2 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的基本概念。

9:資 D-IV-3 資料處理概念與⽅法。

資訊科技應⽤(T) 7:資 T-IV-1 資料處理應⽤專題。 資 T-V-1 數位合作共創的概念與⼯具使⽤。

9:資 T-IV-2 資訊科技應⽤專題。

資訊科技與⼈類社會(H) 7:資 H-IV-1 個⼈資料保護。 資 H-V-1 資訊科技的合理使⽤原則。

7:資 H-IV-2 資訊科技合理使⽤原則。 資 H-V-2 個⼈資料的保護。

7:資 H-IV-3 資訊安全。 資 H-V-3 資訊科技對⼈與社會的影響與衝擊。

8:資 H-IV-4 媒體與資訊科技相關社會議題。

8:資 H-IV-5 資訊倫理與法律。

9:資 H-IV-4 媒體與資訊科技相關社會議題。

9:資 H-IV-5 資訊倫理與法律。

9:資 H-IV-6 資訊科技對⼈類⽣活之影響。

4. 資訊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科技領域學習表現

第1碼 第2碼 第3碼

構面 類別 學習階段別 流水號

運算思維 
(運)

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t) 
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c) 
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p)	
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a) 
運算表達與程序(r) 
資訊科技創作(m)

IV、V
1、2、
3……

設計思考 
(設)

日常生活的科技知識(k) 
日常科技的使用態度(a) 
日常科技的操作技能(s) 
科技實作的統合能力(c)

IV、V
1、2、
3……

第2碼: Ⅳ代表第四學習階段（國民中學7-9年級）、Ⅴ代表第五學習階段（⾼級中等學校10-12年級）

4. 資訊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科技領域學習表現
資訊科技理念與素養導向課程設計for dummies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科技領域-附錄一	http://tiny.one/techinfo	

科技領域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表

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科技領域核心素

養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運a-IV-1	

運a-IV-3	

設a-IV-1	

設a-IV-2

能落實健康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性

別限制。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

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能具有正確的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

選用科技產品。

資H-IV-2	

資H-IV-5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

則。	

資訊倫理與法律。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

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運a-V-1	

運a-V-3	

能實踐健康適切的數位公民生活。	

能探索新興的資訊科技。	

資H-V-3	 資訊科技對人與社會

的影響與衝擊。

科S-U-A1	

具備應用科技的

知識與能力，有

4. 資訊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的：

利⽤教學活動將學習重點與核⼼素養串連起來

4. 資訊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http://tiny.one/techinfo


• Top-Down 

• Buttom-Up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資訊科技理念與素養導向課程設計for dummies

• 活動導向/內容導向 

• 符合傳統資訊科技授課⽅
式 

• 例：條件判斷 

• 語法 

• ⽰範 

• 練習 

• 作業

Top-Down

1.選擇課程主題（單元） 
2.挑選核⼼素養 

3.單元⽬標（核⼼素養+學科
本質） 

4.分析起點⾏為 

5.設想連結的情境脈絡 

6.選定學習重點 

7.設計學習評量

初階單科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藍偉瑩)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1. 選擇課程主題（單元）

• ⽬的：擇定課程主題 

• 例: 選擇結構 

• 資源： 

• 總綱、領域課程綱要 

• 課程⼿冊 

• 學校課程計畫書 

• 教科書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1. 選擇課程主題（單元）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https://moodle.tnfsh.tn.edu.tw/v2/course/view.php?id=10#coursecontentcollapse6
https://moodle.tnfsh.tn.edu.tw/v2/mod/vpl/view.php?id=1183


2. 挑選核⼼素養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根據學⽣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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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源：總綱、課綱 

• 教師挑選本單元課程所欲培養學⽣帶得⾛的能⼒，需和學習
⽬標、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環環相扣。 同⼀單元挑選不同的
核⼼素養，教學設計⽅向就會有所不同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科技領域核⼼素養

總綱 

核心 

素養 

面向

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說明

科技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中學教育 

(J)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S-U)

A 

自主 

行動

A1 

身心素質 

與 

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

展的素質.. .並不

斷自我精進，追

求至善。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

能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

自我潛能。

科S-U-A1 

具備應用科技的知識與能

力，有效規劃生涯發展。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

思辨分析、.. .以

有效處理及解決

生活、生命問

題。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

納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

解決之道。

科S-U-A2 

運用科技工具與策略進行

系統思考與分析探索，並

有效解決問題。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2. 挑選核⼼素養 :if-else⽰例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總綱 

核⼼ 

素養 

面向

總綱 

核⼼素養 

項目

總綱核⼼素養 

項目說明

科技領域核⼼素養具體內

涵

國民中學教育 

(J)

A 

自主 

⾏動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理解、思辨分析、推理批判的系

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行動與反

思，以有效處理及解決⽣活、⽣命問題。 

科-J-A2 

運用科技⼯具，理解與歸

納問題，進⽽提出簡易的

解決之道。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3. 單元⽬標（核⼼素養+學科本質）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單元⽬標：學科本質+核⼼素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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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式： 

• 擷取核⼼素養的關鍵句 

• 結合學科本質(結構與功能)以開展的單元⽬標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學習⽬標⽤詞(認知)

⽬標層次 ⾏為動詞

記憶
認識、回憶、定義、描述、識別、標明、列舉、配合、指定、概述、複
製、陳述

理解
說明、舉例、分類、概述、推斷、比較、解釋、轉換、辯護、辨別、評
價、引申、歸納、釋義、預測、改寫

應⽤
執⾏、實施、改變(轉換)、計算、證明(說明或展⽰)、發現(探索)、操作、
修改、預估(測)、準備、連結、⽰範、解決、使⽤(運⽤)

分析
差別、組織、歸因、拆解、圖⽰、區別、辨別、識別、 (舉例)說明、推
論、概述、指出、連結、選擇、區分、細分

評鑑
檢核、評述、評價、比較、評斷(總結)、對照、描述、鑑別(區別)、解釋、
證明、詮釋、連結(關聯)、總結、⽀持(證實)

創造 創造、計劃、製作
⼗⼆年國⺠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核⼼素養發展⼿冊(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5)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學習⽬標⽤詞(技能)

⼗⼆年國⺠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核⼼素養發展⼿冊(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5)

⽬標層次 ⾏為動詞

感知
挑選、描述、發現、區分、辨別、識別、 (隔離或使脫離)、連結、 選
擇、區分

準備狀態 著⼿、表現、解釋、⾏動(促使)、進⾏、反應、回應、⽰範、 開始、⾃願

應⽤

集合(收集)、建⽴、校準、建造、拆卸、表現、解剖、固定、修理、磨
成、加熱、操作、測量、改正、混和、組織、素描、運作

機械化

複雜性的外
在反應

適應 改編或改建或適應、修改、改變、重整、重組、修訂、變更

獨創 安排、結合、組成、建造或建構、設計、創作或發明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學習⽬標⽤詞(態度價值)

⽬標層次 ⾏為動詞

接受 詢問、選擇、描述、(領會、採⽤或仿效)、給予、(維持、包含)、識別、 
(定位)、指定、指明、回應、選擇、使⽤

反應(回應)
反應(回應)、幫助、順從、遵守、討論、(接受或做出反應)、幫助、標
明、執⾏(表現)、實⾏、呈現、覺察、背誦、報告、選擇、識別、編寫

評價
完成、描述、區分、解釋、(領會、採⽤或仿效)、形成、創始(著⼿)、
(邀約或引致)、參與、證明、提議、解讀、報告、選擇、分享、研究、
操作或運作

重組或組織 堅持(遵守)、改變、安排、結合、對比、完成、辯護、解釋、歸納、識
別、結合、修改、 (整理或安排)、組織、準備、連結、綜合

價值觀的型塑
品格的養成

扮演、區別、表現(展現、顯⽰)、影響、傾聽、修改、執⾏或表現、實
⾏、提議、具備、詢問、修訂、服務或供應、解決、使⽤、證實
⼗⼆年國⺠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核⼼素養發展⼿冊(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5)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 例2：條件結構 

• 擷取核⼼素養的關鍵句： 
科-J-A2運⽤科技⼯具，理解與歸納問題，進⽽提出簡易的
解決之道。 

• 結合學科本質(結構與功能)以開展的單元⽬標：  
學⽣能理解各種條件結構的基本語法，區分不同類型條件
結構的適⽤時機，進⽽結合不同類型的條件結構以解決問
題。

單元⽬標 :if-else⽰例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4. 分析起點⾏為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 課程設計空間 

1.學⽣對於主題的經驗與先備知識 

2.課程主題學習須具備的能⼒ 

3.分析學⽣學習的困難(容易模糊的概念，或影響理解的關鍵
概念) 。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 ⽬標：學⽣能理解各種條件結構的基本語法，區分不同類型條件結構
的適⽤時機，進⽽結合不同類型的條件結構以解決問題。 

• 起點⾏為： 

• 變數的輸入、輸出 

• 變數的類型與運算 

• 邏輯運算的基本概念(and , or) 

• 預期困難 

• 實際撰寫複雜邏輯運算 

• 依據不同的情境挑選適合的邏輯結構

4. 分析起點⾏為 :if-else⽰例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 學習脈絡包含學術與⽣活
情境，由這兩者組合⽽成
的學習經驗。

5. 設想連結的情境脈絡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 例：條件結構 

• ⽬標：學⽣能理解各種條件結構的基本語法，區分不同類型
條件結構的適⽤時機，進⽽結合不同類型的條件結構以解決
問題。 

• 情境脈絡 

• 學⽣要將來要選擇就讀⾼中/職?選擇哪所學校︖ 

• 學測、基測落點分析 

• 是否要買某⽀股票、何時停利、何時停損

5. 設想連結的情境脈絡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 包括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 

• 依據單元⽬標，選擇「必要」的學習內容。⾜夠量的內容，
⽽非堆砌⼤量的內容。領綱中學習內容的撰寫有時是脫離單
元情境，可改寫或註明清楚。 

• 依據單元⽬標，選擇「對應」的學習表現的敘寫可能會結合
情境⽽調整。領綱中學習表現的撰寫有時是脫離單元情境或
是過於模糊，可改寫或註明清楚

6. 選定學習重點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主題 國中 ⾼中

演算法(A) 7:資 A-IV-1 演算法基本概念。 資 A-V-1 重要資料結構的概念與應⽤。

8:資 A-IV-2 陣列資料結構的概念與應⽤。 資 A-V-2 重要演算法的概念與應⽤。

8:資 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紹。 資 A-V-3 演算法效能分析。

程式設計(P) 7:資 P-IV-1 程式語⾔基本概念、功能及應⽤。 資 P-V-1 ⽂字式程式設計概念與實作。

7: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資 P-V-2 陣列資料結構的程式設計實
作。

8: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作。 資 P-V-3 重要演算法的程式設計實作。

8:資 P-IV-4 模組化程式設計的概念。

8: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與問題解決實作。

系統平台(S) 9:資 S-IV-1 系統平台重要發展與演進。 資 S-V-1 系統平台之運作原理。

9:資 S-IV-2 系統平台之組成架構與基本運作原
理。 資 S-V-2 系統平台之未來發展趨勢。

9:資 S-IV-3 網路技術的概念與介紹。

學習內容: if-else⽰例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科技領域學習表現
4. 資訊領域課程內容

第1碼 第2碼 第3碼

構面 類別 學習階段別 流水號

運算思維 
(運)

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t) 
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c) 
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p)	
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a) 
運算表達與程序(r) 
資訊科技創作(m)

IV、V
1、2、
3……

設計思考 
(設)

日常生活的科技知識(k) 
日常科技的使用態度(a) 
日常科技的操作技能(s) 
科技實作的統合能力(c)

IV、V
1、2、
3……

第2碼: Ⅳ代表第四學習階段（國民中學7-9年級）、Ⅴ代表第五學習階段（⾼級中等學校10-12年級）

條件結構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重點
運 t-V-2  
能使⽤程式設計條件結構實現運算
思維的解題⽅法。

資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學習⽬標
學⽣能理解各種條件結構的基本語法，區分不同類型條件結構的
適⽤時機，進⽽結合不同類型的條件結構以解決問題。

6. 選定學習重點 :if-else⽰例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科技領域領綱附錄⼀：科技領域學習重點與核⼼素養呼應表參考⽰例

https://www.k12ea.gov.tw/files/class_schema/%E8%AA%B2%E7%B6%B1/13-%E7%A7%91%E6%8A%80/13-1/%E5%8D%81%E4%BA%8C%E5%B9%B4%E5%9C%8B%E6%B0%91%E5%9F%BA%E6%9C%AC%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7%B6%B1%E8%A6%81%E5%9C%8B%E6%B0%91%E4%B8%AD%E5%AD%B8%E6%9A%A8%E6%99%AE%E9%80%9A%E5%9E%8B%E9%AB%98%E7%B4%9A%E4%B8%AD%E7%AD%89%E5%AD%B8%E6%A0%A1%E2%94%80%E7%A7%91%E6%8A%80%E9%A0%98%E5%9F%9F.pdf
https://www.k12ea.gov.tw/files/class_schema/%E8%AA%B2%E7%B6%B1/13-%E7%A7%91%E6%8A%80/13-1/%E5%8D%81%E4%BA%8C%E5%B9%B4%E5%9C%8B%E6%B0%91%E5%9F%BA%E6%9C%AC%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7%B6%B1%E8%A6%81%E5%9C%8B%E6%B0%91%E4%B8%AD%E5%AD%B8%E6%9A%A8%E6%99%AE%E9%80%9A%E5%9E%8B%E9%AB%98%E7%B4%9A%E4%B8%AD%E7%AD%89%E5%AD%B8%E6%A0%A1%E2%94%80%E7%A7%91%E6%8A%80%E9%A0%98%E5%9F%9F.pdf


• 為了確定單元⽬標達成，於適當的部分設定學習評量 

• 形式：包含紙筆測驗及多元評量（實作評量、檔案評量） 

• 類型：形成性、總結性

7. 設定評量⽅式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7. 設定評量⽅式 :if-else⽰例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Top-Down

課程主題 
核⼼素養 
單元⽬標 
起點⾏為 
情境脈絡 
學習重點 
學習評量

Buttom-Up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 UbD: Understanding by Design，中⽂翻譯為「重視理解的
課程設計」，由Grant Wiggins與Jay McTighe於1998年提
出。  

• 逆向設計(Backward Design)： 教育設計的思維脈絡應該反
向思考，先確定預期的學習⽬標，針對學⽣應該如何表現出
對這⾨課的理解，去設計測驗、評量⽅式，最後才思考教學
活動內容。 

• 善⽤逆向設計，透過多元評量、實作導向，設計出以學習者
為中⼼的教學內容。

Buttom-Up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1.先判斷是否能圍成三角形(if-else) 

2.若能圍成三角形(nested-if )，則判斷是何種三角形(if-else-if )

UbD是什麼?(if-else⽰例)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 ⽬標：學⽣能理解各種條件結構的基本語法，區分不同類型條件
結構的適⽤時機，進⽽結合不同類型的條件結構以解決問題。

UbD是什麼?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輔仁⼤學教發中⼼ 劉怡甫

UbD 1.0 template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輔仁⼤學教發中⼼ 劉怡甫

•詳細操作步驟： 

1.解讀⽬標，產⽣Big Ideas、關鍵知識與技能。 

2.依據選擇與發展主要問題，以引導Big Ideas的探索。 

3.將Big Ideas架構成特定理解項⽬，採⽤「學⽣將理解......」的語
法。 

4.找出關鍵知識與技能。

第⼀階段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例如化學的化學平衡、物理的靜⼒平衡、公民的供需平衡、社會變
遷、⽣態系、語⽂流變等，共同的上位概念（⼤概念）是指系統隨
著時間改變⽽產⽣某些因⼦的變化，⽽當系統內各項因⼦不變化
時，便會達到穩定的狀況，其big idea可以是「改變與穩定」。 

•以「綠能與政策」的主題為例，當選擇以「改變與穩定」作為⼤概
念時，課程內容將討論綠能政策的發展歷程，對應不同變化產⽣時
的外在因素變化，進⽽了解綠能政策的動態變化，推論不同經濟發
展國家所需要的能源形式。 

•若選擇的⼤概念是「系統與模型」時，則課程內容為分析綠能政策
制定的相關因素，探討各因素間的關係，了解不同類型國家綠能政
策的選擇，提出台灣綠能政策的模型。

Big ideas⽰例(跨領域)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Essental Questions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Essential Questions Non-Essential Questions

與真實世界相關聯 與教科書的特定內容相關

答案是開放性的，而且這些答案會
引發新的思維

答案是唯一或有限的，而且這個答
案常常是教師預先準備的

反映專家思維方式，因此可以被反
復討論，在學習中不斷被提及

已有專家結論，常常只局限在某個
內容裡，後面的學習不再提及

能引發學生的好奇心，吸引學生主
動參與學習

學習常常是被教師誇讚或同學羡慕
等外在動機驅動

需要當握不同的觀點和視角，查閱
課內外的各科材料

只要掌握特定的內容就可以回答，
不需要查閱額外的資料

• 9·11恐怖襲擊的原因和結果是什麼︖ 

•爲什麼他們恨我們︖ 

•怎樣避免此類事件的再次發⽣︖ 

• 9·11劫機者的故事是怎樣的︖ 

•爲什麼劫機者願意選擇⾃殺式襲擊︖ 

• 9·11恐怖襲擊在哪些⽅⾯影響了我的⽣活︖

Essential questions for “911事件”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理解的六⼤⾯向

第⼀階段(理解項⽬)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向度 內涵

低層
次理
解

Explanation
說明

利⽤學習歷程中的證據（作業與評量結果）來證明、推論、描述、設
計與實證學習主題內容。

Interpretation
詮釋

轉化所學的新知識創造新事物。例如：提出建設性的批評、類比、隱
喻、翻譯與預測等個⼈⾒解。

Application
應⽤

將所學應⽤於新的、獨特的，或未知的情境脈絡。

⾼層
次理
解

Perspective
洞⾒

提出對事件、主題或情境的個⼈看法，並做出分析與結論。

Empathy
移情

展現設⾝處地為他⼈著想的能⼒。例如參與⾓⾊扮演、解讀他⼈想
法，以及分析、辯護他⼈⾏為等。

Self-
Knowledge
⾃我認識

⾃我反思與評價，以及闡述反思後產⽣洞⾒為何，尤其要能持續監控
與改善⾃我對資訊的蒐集、組織與分析的能⼒。

9·11恐怖襲擊的原因和結果是什麼︖
爲什麼他們恨我們︖

怎樣避免此類事件的再次發⽣︖

9·11劫機者的故事是怎樣的︖

爲什麼劫機者願意選擇⾃殺式襲擊︖

9·11恐怖襲擊在哪些⽅⾯影響了我的⽣活︖



•考慮階段⼀預期學⽣習得之知識、技能，依據學習⽬標來找出適當
標準，並將其⽤於評分指標的設計與評分 

•設計與真實世界可結合的實作任務 

•思考何種證據可表現達成期望的學習結果，以逆向設計思考模式來
建⽴評量表 

•參照GRASPS架構的實作任務設計(Task) 

UbD第⼆階段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GRASPS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GRASPS 內涵

Goal 

 目標

希望學習者在實作任務成果上能達成學習目標，或解決問題與

挑戰，或克服障礙

Role 

 角色
學習者在實作任務中扮演的角色

Audience 

 觀眾
實作任務中的互動對象或利害關係者

Situation 

 情境
實作任務的情境與環境

Performance 

 表現
學習者在經歷實作任務後所產出的成果

Standards 
評量學習者實作任務成效的標準 (即RUBRICs)

GRASP-以設計流程圖為例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GRASPS 內涵

Goal 

 目標

透過分組團隊合作，訓練學生依據實境故事中之狀況判

斷如何綜合應用課堂上所學之流程圖相關知識與技能，

繪製最服膺故事情境且符號與規則均符合之流程圖。

Role 

 角色

1.軟體公司專案經理 1 人，負責軟體開發專案的進度與績

效掌控、會議主持等等。 


2.軟體公司的系統分析師 2 人，需與使用者討論工作流程

並將工作流程繪成流程 圖。


3.軟體公司的專案助理 1 人，負責文書處理、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安排等工作。

Audience 

使用者 4 人，分別為元培診所生技產品專櫃主任 1 人及

員工代表 3 人，負責提出他們所期望的元培生技產品銷

GRASP-以設計流程圖為例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GRASPS 內涵

Situation 

 情境

元培診所最近新增了一個生技產品專櫃，用以販售元培師生所研發的生技

產品，但因為實體通路的銷售量有限，他們期望透過網路的虛擬通路擴大

營業，因此委託尖 端軟體公司幫忙開發建置元培診所生技產品銷售網。這

一天，尖端軟體公司的專案經 理帶著他的團隊來到元培診所，元培診所生

技產品專櫃的主任和員工代表們已在會議 室裡等候多時。


情境一:


  一陣寒暄過後，尖端軟體公司的專案經理說:


「主任、各位員工代表，您們大家午安，今天要開始進行正式了解大家的

工作流程囉! 待會我們一邊訪談就會一邊繪製『流程圖』的草圖，以方便我

們確認大家的需求。」 「流程圖?那是什麼東西?我們不了解耶!可不可以麻

煩你先介紹一下?」主任說。 「好啊!那不然我就先跟大家說明一下什麼是



GRASP-以設計流程圖為例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GRASPS 內涵

Perform

ance 

 表現

‧ 情境一的作品效用:


1. 確認同學是否已經清楚流程圖的目的、符號、繪圖規則與使

用時機。


2. 確認同學是否能以口語清楚表達流程圖的各項相關概念。


‧ 情境二的作品效用:


1. 確認同學已有能力依實際狀況繪製流程圖。


2. 確認同學已能正確使用符號並掌握流程圖的繪圖步驟與規

則。 


3. 確認同學有能力解析使用者的需求。


‧ 情境三的作品效用:


1. 確認同學已有能力利用電腦軟體繪製流程圖。


GRASP-以設計流程圖為例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GRA

SPS
內涵

Stan

dard

s 

 標準

•詳細操作步驟： 

1.相對於想涵蓋的內容，考慮需要發現的知識有哪些。 

2.使⽤WHERETO來設計學習活動與教學活動。 

3.利⽤診斷性與形成性評量來監控與調整課程設計。 

4.根據WHERETO連結階段⼀、⼆的測量來編輯學習計畫

UbD第三階段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WHERETO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WHERETO 內涵

W 確保學習者了解學習主題的發展(Where)與脈絡(Why)

H
從學習開始就引起學習者的動機(Hook)；並繼續維持其學習動機

(Hold)

E
使學習者具備必要的經驗、工具、知識與技巧以達成評量目標

(Equip)

R
提供學習者多樣的機會去「深思」(Rethink)大概念(Big 

Ideas)；「反思」學習進展、「改善」(Revise)學習成果

E 提供多樣機會讓學習者能評價(Evaluate)自己的學習成效

T 針對學習者個人的才能、興趣與需求作量身設計(Tailored)

O
系統性、組織化(Organized)地提升學習者理解學習內容，而非

淺薄地單向地照本宣科(only coverage)



WHERETO
5.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Buttom-Up

WHERETO 內涵

W 說明條件結構的應用時機

H 說明循序執行程式的限制(Hook)；討論如何讓程式更聰明(Hold)

E 複習輸入、輸出、條件運算(Equip)

R 討論同一問題的不同解法

E 作業

T 提供進階課程內容（選讀）

O
82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