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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年，為了了解普通型高中語文科（國語文、英語文）老師們實施新課綱的

情況，我們造訪了 11 位在臺灣各地任教的普高國文科及英文科老師的課堂，並傾聽

他們的聲音。這些老師任教的學校有的依山，有的靠海，有的位於全臺灣政府機關密

度最高的地方。他們告訴我們，新課綱給予他們改變現況的權杖，但環顧四周，不管

是誰都無法確切告訴他們新課綱的課室教學該長甚麼樣，他們也只好按照自己的想像，

拿著磚一塊一塊地摸索搭出屬於自己的素養教學之屋。他們的學生落差極大，有些一

年摸不到一本書，有些已經開始在看康德；而有些學生早早就想好自己的未來，而他

們的未來，沒有繼續教育的存在。 

  有鑑於此，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與四所在城市地區與偏鄉學校任教的，經驗豐富

的語文科教師合作發展了國文科與英文科的教學示例，試圖以此描繪新課綱課室教學

的「樣貌」。這些老師以我們研發的「普通型高中語文領域（國語文）與普通型高中語

文領域（英語文）素養導向教學適切指標教學指標」為本，配合「因地制宜」和「學

生為主體」兩大原則，審慎檢視學校環境、課程的類型、自己現有的資源以及學生的

需求，最終產出獨特的語文教學示例，以此說明新課綱的素養教學本來就不只有「一

種」面貌，它是每個在教育現場堅守的老師的在地智慧，是與學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這四種示例的教學故事如下： 

一、 以學生需求為量尺打造探索性向的「微課程」 

  位於北部城市中心的 M 校學生不乏文化刺激與教學資源，但因為 108 課綱的實

施，學生在完成部定課程的要求同時，又要修習校訂課程，課業負擔繁重。而作為幫

助學生探索性向的，短短三周的「微課程」，其課程的設計不僅要兼顧課程的深度，引

起學生進行學術探究的興趣，又要顧及學生的課業負擔。有鑑於此，課程研發團隊尋

找「微課程」設計及實踐的解決策略，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反覆嘗試中尋求最適合學

生的教學鷹架，以小組討論代替過多的書面評量，以影劇和故事元素帶領學生身歷其

境，縮短「紅樓夢」的富貴人生與學生生活的距離，幫助學生搭建自己對紅樓夢的詮

釋，再以「冰皮月餅」的製作融合不同文化的視角。 

二、 以問思教學提升偏鄉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自學能力 

  位於山城的 S 校年年面臨減班的問題，而學生的閱讀能力與學習動機低落幾乎已



經成為了日常風景。但堅信學生「絕對做得到」的 Z 師認為國文課的目的在強調「識

讀能力」的培養而非「內容」的記憶，她堅持學生不得使用翻譯本，必須是自己先試

著閱讀課文下方的注釋內容後，再利用注釋跟上下文線索自行翻譯文章，一步一腳印

地建立自行閱讀文言文與白話文的能力；另外，她也十分捨得拉長與學生討論的時間，

還融入對於時代背景、人物描述以及文本結構、連接詞的使用、事件發展推論等閱讀

策略，並運用現代語的「語感」作為理解文言文的鷹架。如此一年、兩年、三年，學

生成為真正的「批判性讀者」，也愛上了國文。 

三、 以「流動」的教學節奏幫助學生與世界互動 

  在 J 師的課堂上，學生永遠都在「動」，他們必須時時刻刻保持專注，否則跟不上

老師的腳步。從大班教學、小組討論、個別閱讀乃至於兩兩交換意見寫學習單，J 師

流暢地轉換他的教學節奏，將每一課的重要概念轉譯成小單元的教學活動，平均每 5

到 6 分鐘就會轉換教學活動。在他的課堂上，學生用英文暢談對社會議題的看法、使

用手機尋找資料、錄影做英文簡介、繪製圖表……這是一堂將「彈性」一詞發揮得淋

漓盡致的英文課。在這裡，課本的內容只是敲門磚，真正等著學生探索的，是虛擬與

真實社群的日常交流，也因此，英文不單單是「學科」，而是用來交流的「工具」，透

過英文的學習，學生體會甚麼叫與世界同步。 

四、 以明示教學與生活化素材為學生打好基礎 

  臺灣南端的普通型高中 F 校，為教育部認定之偏遠學校，學生來源以當地在籍生

及所在縣市原住民學生為主；另外因為該校設置體育班，也吸引高雄、屏東地區的體

育資優生跨區就讀。由於該校學生於繼續升學的興趣不高，也幾乎沒有任何管道（補

習班、國際交流、社區資源等）機會接受額外的英語教育，該校高中英文部教師群秉

持著「貴精不貴多」的原則，以一步一腳印的方式，打好學生的基礎。除了簡化教材

之外，其教學活動的設計也儘量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並運用中文的語法與語感作為

鷹架以消除學生對英文的距離感，更透過大量的結構明晰、步驟易懂的教學活動，以

及足夠的練習時間，讓學生擁有更多精熟學習的機會。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四個教學案例的設計與實施皆以「因地制宜」和「學生為主

體」兩大原則為準則，研發教師皆在教學示例的研發中反映學生的學習問題，並思考

如何在教學實踐中幫助學生解決其問題。而教師在資源不足、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儘可

能地進行素養導向教學。如本研究四個教學案例皆融入學習策略，以幫助學生培養自

學能力。然以偏鄉學校為例，以學習策略的教學目的在幫助學生培養基本的識讀能力、

思辨能力並提高學習動機；而城市學校融入學習策略則在幫助學生更有效率地完成多



元的學習任務。研究結果更指出，要幫助教師量身訂做最適合學生的素養導向教學，

應從「打造強有力的教師專業社群」著手，幫助不同地區教師發展跨校及校內的教師

社群，並減輕教師的課務及行政負擔，使教師能專注於課程研發，才能使素養導向教

學真正走進每一個課堂，成為十二年國教的日常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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