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講人:段台民校長 



一、回歸教育本質，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二、由素養導向， 
        協助學生完成學習歷程。 

 



1.新課綱的核心 － 終身學習(自主學習)。 

2.自主學習的精神 

  (1)自發自為 － 清楚為什麼？要學什麼？ 

  (2)自律自省 － 知道如何學？掌握運用策略。 

  (3)自主自立 － 針對學習結果能反思及修正。 

 

 

 

 



3.學生有自主權(自己規劃)、 

        勝任感(自我評量)、 

        歸屬感(愛我所選)。 

4.教師放手指導學生，行政提供學習環境。 

 





 新課綱上路1年，搶大學甄選 學習歷程上
傳首年，逾半主打多元選修作品，國英數
僅2成。 

 新課綱上路後，傳統學科本位觀念被挑戰，
有愈來愈多學科老師也在想「新花樣」，
評量方式不限於考試、學習單，翻轉教室
已是現在進行式。 

 



 高中新課綱翻轉現行教學模式，學校要依
各校特色開設班級數1.2至1.5倍的多元選
修課，供學生分組跑班上課。 

 每1位學生三年將產生彼此截然不同的學習
地圖，落實適性學習。 

 目前選修課普遍著重實作、實驗，讓學生
在生活中體悟知識不只存在於書本。 



 選修課的「科學筆
記」，要求學生做完
實驗，要記錄過程和
想法，並於學期末於
學校走廊進行「街頭
科展」。最後有逾五
成修課生選擇認證、
上傳成課至學習歷程
檔案。 



 國文科教師從古文教
材研發創意課後作業，
有學生用黏土模型重
現陶淵明的「挑花源
記」。 

 地理科教師運用地理
資訊系統技術結合時
事製作「口罩地圖」。 



 英文科期末作業要求學生挑選童書，進行
翻譯，再製成有聲書，給幼兒園孩子試讀。 

 

 考科教師若能研發獨特的評量模式，也有
助於提高課程學習成果上傳，不會被實作
課崛起邀緣化。「教師愈積極、上傳率愈
高」。 



 大考中心近日公告首份社會科分科測驗參
考題本，考題也跟著翻轉，各科新增選擇
與非選題的混合題型，占分高達近5成。 

 

 此題本凸顯新課綱強調探究實作精神，高
度結合社會議題和生活情境。 

 

 



 公民與社會科納入法院核發的搜索票，請
學生圈出有誤之處並寫出更正內容。 

 

 歷史科混合題近似大學申論題，要考生區
分和評析不同史料並寫下看法。 

 

 地理科結合地圖和環境議題，要考生看圖
判斷台中市處理空汙作為是否合理。 



 公民科混合題型將選擇題與手寫題混合呈
現，且題目文長，學生除須判讀議題，更
要練習在有限的字數限制下精簡描述答案。 

 

 歷史科題本合題兼含基本學科知識和處理
史料等技能方法，且貼近現實或學術探究
情境中的歷史議題。考生必須要並用統整、
歸納、分析、說明、表達能力。 

 



 地理科混合題要求考生撰寫摘要、做因果
分析。圖表繪製將是重點。且考生要發揮
新課綱探究實作精神，引導學生到常入題
的政府資料庫找地圖實作。 



 高中為開出1.2倍以上的多元選修課，已出
現教師過勞問題，有大校一年來狂增千門
課，偏鄉小校更慘，代課師頻繁離職，留
下者每週超鐘點十節課，行政院緊綁的師
資員額恐怕也得翻轉。 



 另一隱憂是城鄉差距。都會區學校撒資源，
甚至借力大學師資協同開課。當大學甄選
占分5成的學習歷程檔案淪為「軍備競賽」，
偏鄉生恐更弱勢。 



 大學也要翻轉。學習歷程檔案的背後其實
是「考試引導教學」的考招制度，這些檔
案未來是由大學來評比高低，如何檢視、
評分以及選才，大學端的態度恐怕也決定
新課綱是否回歸原點。 

 家長態度也要翻轉。根據民調顯示，高達7
成家長不理解新課綱內涵，甚至4成對教改
持悲觀態度。 



1.教育工作者的素養 － 專業、熱誠、 

                      溫暖、正向。 

2.學生應具備的素養 － 表達、創新、 

                      思考、核心競爭力。 

 



3.學習歷程檔案的內涵 

  (1)忠實記錄學習情形。 

  (2)展現學習成效。 

  (3)誘發反思，能成為說故事的題材。 

  (4)適性探索，及早思考人生的方向。 

 



4.新課綱的選課輔導 －  

          多元選修、加深加廣、 

          競賽參與、社團服務。 

5.過程重於成果，培養關鍵能力。 



新課綱實施了一年，相信師生都感到教育在翻

轉，對資源貧乏的私校而言，無疑是一種嚴厲的

考驗。幸我全校教職員工生能群策群力，共同投

入此次改革的洪流。沒有抱怨，更沒有排斥，謝

謝！相信復旦依然能循著成長的軌跡，再創高峯。 

～與全體師生共勉之～ 

校長段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