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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程揭櫫核心素養，倡導「素養」導向教學，期待培養能應用所學、

實踐活用，以面對未來挑戰的現代公民。固然，教師是教學革新中最重要的角色，但

是，教科書卻是教學的重要輔助，若無適合的教科書，一般教師很難知道素養導向的

課，要如何透過任務和教材去進行，也不清楚自己的教學欠缺了什麼。 

倘若延續內容導向式的教科書設計，容易讓教師將學習內容和方法化約成去脈絡

的「切片式知識」，而忽略原本屬於該學科應有的探究技巧與思維，只知道這門學科的

淺層知識，卻無法應用知識解決生活情境裡的問題。此種教科書勢必與素養教育的理

念有所扞格，因此，該如何設計素養導向之教科書，是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的重要課

題。 

何謂「素養導向」教科書設計？ 

教科書設計通常包含五大面向：課程設計、教學設計、文本設計、圖表設計、版

式設計。其中，課程設計主要處理學科領域知識的選擇與組織；版式設計與符號傳達

效果及整體美感有關；文本設計包含文字、圖表及相關符號的表徵，其易讀性、組織

性、轉化性，皆是為了促進學生理解、支持學生學習。而最關鍵的當屬教學設計，當

編者依循的教學理論是行為主義，教科書可能以編序教學的構想，依知識邏輯順序鋪

陳學科知識；當編者依循的是建構主義，教科書就會連結學生原有的經驗，設計各種

鷹架以協助建構新概念。 

而素養導向的教科書設計，應該考量素養教學的特徵。在十二年國教課程宣導文

件中，綜合許多文獻可歸納素養導向教學有四大原則：1.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2.情

境化／脈絡化的學習；3.重視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4.實踐力行的表現。此四項原則

經過許多研究者的演繹，其意義大致包含：就學習內容而言，須連結生活情境與學生

原有經驗，以利統合知識、能力與態度；就學習過程而言，要引發學生主動參與學習

歷程，運用策略進行學習任務，並能實際應用所學。參照上述原則，素養導向教科書

須一改過去依循學科邏輯，鋪陳知識內容的方式，回到以學習者為中心，引發學生主

動投入學習歷程，促進有意義的學習。 



因此，符合「素養」的教科書在課程設計上，除原本處理學科內容的邏輯與系統

性外，更須著力於整合學科領域的知識、能力與態度，連結統整相關學科概念，強化

「知識系統性」。在文本設計上，除原本選材與生活情境的相關，以及文字、符號、圖

表能協助學生理解，支持學習（此為「學習支持性」）外，更要促進學習的「主動性」

與「探究性」，例如：以生活情境中與學科知識相關的多元素材，引發學生的興趣或疑

問；以適當的圖表、符號為鷹架，引導學生思考；以不同型態的文本，引導學生不同

方式的探究。在教學設計面向上須重視學習的「主動性」、「探究性」與「實踐性」。 

「素養導向」教科書設計指標內涵 

綜歸上述，素養導向的教科書設計應當有引導學生產生問題的素材，讓學生主動

投入學習，並提供探究問題過程所需的策略，並提示可應用、實踐的方向，以協助教

師教學，主要包含在課程設計上強化「知識系統性」；在教學設計上重視學習的「主動

性」、「探究性」與「實踐性」；在文本設計上除提供「學習支持性」，更要支援教學設

計面向的「主動性」、「探究性」與「實踐性」。其具體內涵，本研究經德懷術三回合專

家問卷調查，共計發展出 43 項教科書設計指標，如下述：  

一、知識系統性： 

指引導學生建構領域知識系統而學習。規劃整體架構時，可涵蓋領域知識體系的

周延性；呈現知識概念發展的邏輯順序性；依據領域關鍵概念發展課程內容。其細項

指標如 a-1 考量領域學習表現各構面/項目的均衡，提供符合領綱的學習內容；a-3 提

供各冊的學科知識地圖，幫助學生掌握知識概念的邏輯順序。 

二、學習支持性： 

指教材設計能支持學生進行有意義且較整全的學習。規劃整體架構時，可引導學

生進行不同領域的統整學習；以問思法設計課程，引導學生進行探究；可融入議題，

引導學生因應未來生活；書寫方式利於學生閱讀理解；可提供編寫體例說明，支持學

生學習。其細項指標如 b-1 設計主題性課程，幫助學生連結並統整不同領域/學科的知

識、技能與價值；b-4 採易讀且具邏輯性的方式編寫教材，幫助學生對文本知識的理

解。 



三、主動性： 

指促使學生基於內在動機而學習。設計教材內容時，可依學生先備知識，連結經

驗，引發對學習內容的好奇或疑問；可提供適切情境，讓學生產生學習興趣或關注；

可引導學生蒐集資料，提高學習準備度；提供教材備案，讓學生有自學機會；可刺激

學生思考學習和自己的關聯；亦可提供多元觀點的問題，引發較高層次思考。其細項

指標如 c-9 設計提問，引發學生思考學習該單元/課次內容對自己有何關聯或意義；c-

11 設計較高認知層次（如應用、分析、評鑑、創造）的評量，促進學生高層次思考能

力。 

四、探究性： 

指引導學生以探究問題的方式進行學習。設計教材內容時，可利用多元媒材引導

學生探究；可提供學生運用學習策略及學科探究方法的機會；以學習任務，促使學生

投入學習；規劃學生合作解決問題的任務；可提供學生反思學習問題，發展後設認知

的機會。其細項指標如 d-11 設計活動/任務，讓學生整合、分析資訊，做出邏輯判斷；

d-14 設計活動/任務，引導學生從多元觀點思辨與表達。 

五、實踐性： 

指引導學生將知識、技能與態度應用實踐在問題理解或解決。設計教材內容時，

可規劃讓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及賦予解決實際問題的任務；評量內容能包含學生將所學

遷移應用於新情境問題的能力；亦可引導學生運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以理解或解決問

題。其細項指標如 e-1 設計活動/任務，讓學生參與或探討學校、社區、社會或國際的

公共事務；e-2 設計活動/任務，讓學生應用所學到新情境或新問題。 

綜之，就素養教學而言，如何讓學生在學習歷程中運用策略去探究，及應用所學

加以實踐，本是這波課程重要的改革理念。倘若僅將教科書視為知識的承載體，自然

容易被忽略；但若將教科書視為師生互動的媒介，就能引導學生提問、蒐集資料、思

辨、分析、尋求解答。故教科書編審者及現場教師如能多朝探究、實踐方向予以著力，

當有助於促成素養導向的教科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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