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國家教育研究院 

 

K-12 中小學課程綱要的核心素養 

與各領域之連貫體系研究 

 

子計畫三期末報告 

 

初等教育階段課程總綱理念、 

核心素養、課程設計原則內涵與實施要點之研究 

 

 

主 持 人：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陳聖謨 副教授 

 

研究助理：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劉虹妙、劉婉愉 

 

研究期程：99 年 7 月 1 日至 100 年 6 月 30 日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30 日





 

ii 
 

摘要 

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ies)是指處理與應對生活與學習事務所需的基本能

力。這種能力係貫穿於個體在面對各種生活情境；或在各級教育階段乃至成人學

習之中。界定我國國民核心素養，將有助於引領學校課程的發展；核心素養也必

須經由各教育階段之持續銜接以養成之。 

本子計畫三之研究目的係針對初等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進行規劃與發展。研

究期程自 99 年 7 月至 100 年 6 月止。經由文獻分析、焦點團體、德懷術與專家

審查等資料蒐集方法與分析所得，本計畫對初等教育階段之課程基本理念及核心

素養特色、核心素養主要架構及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與九年一貫課

程指標對應情形、課程發展原則及課程實施與學習評量要點等部分，分別提出結

論與建議。 

 

 

關鍵字：初等教育；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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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ey competencies 

and the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primary 

curriculum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abstract 

The key competencies comprise both essential learning tools and the major 

learning content required by human beings to be able to adapt, to develop their full 

capacities, to live and work in smooth , to participate fully in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es, to make appropriate decisions, and to continue 

learning. Define the common key competencies will help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curriculum; and also must be approved by each stage of education to develop 

the continuing convergence of. The study aim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key 

competencies and how are they developed in primary curriculum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focus groups, expert review of Delphi and other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and analysis from the project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key competencies at primary education stage 6-12 years. Core content 

of key competenc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grade 1-9 curriculum the case, the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and some other point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elementary education; key competencies 

 

 

 



 

iv 
 

目    次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一、研究背景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二、研究目的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貳、蒐集資料及文獻分析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一、蒐集資料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二、文獻分析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參、研究方法與進度說明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一、研究方法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二、研究進度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肆、研究發現與討論分析 .................................. 13 

一、初等教育階段課程基本理念及核心素養之特色 .................. 13 

二、核心素養主要架構 .......................................... 14 

三、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 ............................. 14 

四、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與各學習領域的對應情形 ........ 21 

伍、結論與建議 .......................................... 27 

一、初等教育階段課程基本理念及核心素養之特色 .................. 27 

二、核心素養主要架構 .......................................... 28 

三、核心素養指標與九年一貫課程各領域之對應情形 ................ 30 

四、課程設計原則、課程實施與學習評量要點 ...................... 31 

陸、參考文獻 ............................................ 36 

 

 



 

v 
 

附    錄 

附錄 3-1  我國國民核心素養：第一次德懷術調查問卷收回結果（初  

等教育階段） ................................... 39 

附錄 3-2  我國國民核心素養：第二次德懷術調查問卷回收結果（初

等教育階段）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附錄 3-3  我國國民核心素養：第三次德懷術調查問卷（初等教育階

段） ........................................... 47 

附錄3-4  初等教育階段核心素養指標與九年一貫課程各領域之對應

情形專家審查問卷 ............................... 51 

 

 

 

 

 

 

 

 

 

 



 

vi 
 

表    次 

表 3-1 康乃狄克州共通學習架構與內涵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表 3-2  德懷術參與專家名單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表 3-3  德懷術實施流程進度及回收率統計表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表 3-4  領域專家檢核名單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表 3-5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德懷術數據資料統計表」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表 3-6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內容 A：「溝通互動」修正

情形彙整表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表 3-7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內容 B：「社會參與」修正

情形彙整表 ....................................... 19 

表 3-8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內容 C：自主行動修正情形

彙整表 ........................................... 20 

表 3-9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指標與內容 .......... 29 

表 3-10 核心素養指標與九年一貫課程各領域之對應情形 . 錯誤! 尚

未定義書籤。 

 

 

 



 

vii 
 

 

圖    次 

圖 3-1 子計畫三：初等教育階段課程總綱理念、核心素養、課程設

計原則內涵與實施要點之研究進程 錯誤! 尚未定義書

籤。 



 

1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教育是培育社會所需人才的主要機制。而人才培育有賴各級學校教育目標的

系統銜接。我國在 90 學年度正式實施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後，從國小到國

中的學習領域縱貫相連，並制訂各學習階段之分段能力指標，奠定了國民教育階

段的一致性基礎。事實上，教育部為配合在頒佈九年一貫課程之後，首屆（94

學年度）進入高中職就讀之學生學習銜接需求，業曾著手修訂高中職課程綱要，

以配合九年一貫課程架構，做相對應的調整。此項工作，雖因規劃時程過於匆促，

又爭論頗多，使高中職課程綱要的修訂工作產生若干波折。但確保幼兒園到十二

年級學制的系統銜接，是成為當前國家課程發展的重要工作。由教育部於 2006

年規劃「各類後期中等教育學校學生應具備之共同基本素養」的共同核心課程（教

育部，2006a），並公布了「推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說帖」（教育部，2006b），

可以看出：發展各教育階段學生應具備的核心素養，已成為我國 K-12 一貫課程

體系基本框架。透過核心素養的架構將可以促進學生在不同學習階段轉換時得以

縱向銜接。 

事實上，近年來有關國民核心素養的探究，已成為國際性的風潮。例如聯合

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最早即於 1996 年從核心素養的觀點，提出了

終身學習的四大支柱，包括學會求知（learning to know）、學會做事（learning to 

do）、學會共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以及學會發展（learning to be），而後於

2003 年，又提出了學會改變（learning to change）的主張，並將之視為終身學習

的第五支柱，強調個人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應具備接受改變、適應改變、積極

改變與引導改變的能力（吳明烈，2005），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也從 1997

年開始積極推動「素養的界定與選擇：理論與概念基礎」計畫（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DeSeCo）。

DeSeCo 的概念架構涵蓋運用互動工具（using tools interactively）、異質性團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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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interacting in heterogeneous groups）與自主行動（acting autonomously）等三

項核心素養層面，每一項層面並涵蓋三項具體能力內涵，構成系統性的能力架構

體系（OECD, 2005; Rychen & Salganik, 2000）。而歐盟為促進歐洲繁榮與社會融

合，歐盟執委會於 2005 年提出《終身學習核心素養：歐洲參考架構》（Key 

Compet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A European Reference Framework）報告，明確

界定終身學習的八大核心素養，涵蓋母語溝通、外語溝通、數學能力以及基本科

技能力、數位能力、學習如何學習、人際、跨文化與社會能力以及公民能力、創

業家精神、文化表達。這項歐洲核心素養架構，並於 2006 年正式被歐洲議會接

受及採用，進而成為各會員國的國家實踐策略（Mashayekh & Bazargan, 2009; 

SCADPlus, 2006;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University Lifelong Learning, 

2009）。 

在美國方面，教育部以及全國教育協會與著名的跨國公司如微軟、戴爾、思

科等公司，於 2002 共同發表了一份「二十一世紀的學習與技能」報告。其中明

確指出二十一世紀的關鍵學習是重視核心學科、並能運用資訊工具發展學習技

能，且許多州對學生所需具備的的知識、技能都在課程架構中清楚提列、解析

(Partnership for 21st learning skills, 2002)。而全國學校行政委員會(The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 CCSSO)更著眼於全球化的競爭世代，關注學校所需培養

的知識與能力，提出各州學校教育的變革與創新作為，以躋身達到世界級的教育

水平(CCSSO, 2008)。方向與實際作法顯然，訂定國民核心素養，並於學校教育

中培育亦成為國際潮流。 

另一方面，我國教育部於 1998 年所公布的「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

綱綱要」，也提列出了十大基本能力目標，分別是：一、了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二、溝通表達與分享；三、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四、主動探索與研究；五、獨

立思考與解決問題；六、運用科技與資訊；七、規劃、組織與執行；八、欣賞、

美感、表達與創新；九、文化學習與國際理解及十、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這種

以能力導向界定課程目標，也符應建構國民共同能力與核心素養的潮流。唯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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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進入 21 世紀，相對於 UNESCO、OECD 及歐盟等國際組織在新世紀所建構

的核心素養指標，我國乃有必要重新審視我國國民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作必要

的更張，以釐定後九年一貫課程的發展方向，促使課程改革任務順利持續，培養

未來社會所需人才。 

基於上述，發展國民共同核心素養的必要性，本研究配合「K-12 中小學課

程綱要的核心素養與各領域之連貫體系研究」總體計畫，以國民小學 6-12 歲學

生的基礎教育為對象，基於國民核心素養的架構，探討並發展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的課程目標，並據以界定其架構與內涵，以作為國小階段課程規劃、實施與評鑑

的基礎。蔡清田（2009）指出：國民教育素養的課程目標，必須與學習領域的課

程內容、教學運作與實施通則、學習評量等進行緊密連結，因此，在總體國民核

心入養的框架下，進一步建構國民小學階段的具體核心素養內涵，亦將有利於後

續國民小學課程內涵的修訂與設計原則的確立。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於上述問題背景的說明，係以規劃我國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課程理

念、核心素養、課程內涵與設計原則為主要目的，具體而言本研究所欲達成的

目的有： 

(一)、基於核心素養的必要性，廣泛進行初等教育階段學生核心素養建構的

科學研究評估，以瞭解小學教育階段課程之基本理念及其核心素養之特色，並進

一步建構出新世紀國小學生應具備的核心素養架構。 

(二)、基於課程領域的組織性，透過核心素養之建構，瞭解其與九年一貫課

程領域能力指標之對應情形，強化初等教育階段各學習領域內涵之繼續性、統整

性與銜接性，以完善課程架構與內涵。 

(三)、基於課程改革的必然性，根據核心素養的架構內涵，建立初等教育階

段課程的設計原則、學習評量辦法與相關配套措施，以促進九年一貫課程的持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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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蒐集資料及文獻分析 

一、蒐集資料 

本研究為達成研究目的，廣泛蒐集中外文獻。在國際性組織文件方面，蒐

集有：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核心素養五層面與二十一項內涵；OECD

之 DeSeCo 核心素養三層面與九項內涵；歐盟核心素養之八層面與七項共同能

力。在國內政府單位方面，蒐集有教育部(2008)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十項基本能力

及教育部(2006)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參考指引四面向。在實徵研究方面，蒐集

有：柯華葳等(2005)研究 18 歲學生應具備基本能力之四層面與十五項內涵；洪

裕宏等人（2007）提出台灣國民核心素養之四層面與二十一項內涵；及陳伯璋等

人（2007）提出 DeSeCo 取向之台灣公民核心素養二十項內涵。在主要先進國家

的核心素養研究方面，蒐集有：關晶（2003）。關鍵能力在英國職業教育中的演

變；王世英、張鈿富、吳慧子、吳舒靜 (2009)。歐美澳「公民關鍵能力」發展

之研究；王曉輝(2006)。法國新世紀教育改革目標：為了全體學生成功；羊憶蓉

（1996）。一九九 O 年的澳洲教育改革：「核心能力」取向的教育計劃。另外本

研究也針對初等教育階段所應發展的核心素養，透用網際網路取得一些國家及其

學校對核心課程的界定與實施情形，作為文獻分析之用。 

二、文獻分析 

（一）核心素養的界定 

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ies)是指處理與應對生活與學習事務所需的基本能

力。這種能力或技能貫穿於個體在面對各種生活情境或在各級教育階段乃至成人

學習。因此，核心能力可以說是個體在當前與未來的生活所需具備與學習所需發

展的能力。 

核心素養包括了我們如何與他人互動、如何回應外在的環境或刺激；在生

活處事上如何看待自己。每個人的核心素養的內涵或比重或許不一樣。但釐定各

學習階段學生應具備之核心素養，將有助於促進學校課程的聚焦與齊一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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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 

（二）核心素養的特性 

核心素養具有如下特性： 

1. 蘊含知識、技能、態度與價值。 

2. 核心素養是聯合運作並彼此影響。 

3. 核心素養需要教師不只是關注學生在學什麼，還包括學生如何學習及其

持續學習的能力。 

4. 核心素養需要實作表現出來，因此要付諸行動。 

5. 核心素養是複雜且變化的，在不同的情境下型態並不一樣，且是透過各

種機會的應用發展而增進。 

6. 核心素養的學習需要考量學生所具備的準備度、意願等特性。 

7. 核心學習是要強化當前學生所處世界的能力，而不只是為了將來的參與

作準備。 

8. 核心素養並不只是基本能力的新名詞，還包括能力有關的知識、態度與

價值，而能夠在各種情境下與人互動。 

9. 核心素養不只是針對年輕人，包括學生，教師、領導者、家長、社區成

員都是教師和學習者。 

（三）初等階段核心素養的內涵 

加拿大魁北克省教育當局 2002 年建立了初等教育階段課程能力指標以作為

學校課程與教學依循的參據，更藉此瞭解學生能力的發展情形。在能力指標架構

中，是先訂出各學科主軸能力，包括：跨課程、語文、數理科技、社會、藝術與

個人發展等七種學科，均訂有學科主軸能力，而除社會及語文科外，數理分別設

定數學、自然及科技的能力層級；藝術科則訂有戲劇、視覺藝術、舞蹈、音樂等

四類能力；個人發展方面則訂有體育、道德、宗教教育等各類的主軸能力。在各

主軸能力項下又區分出六個層級，每一層級都有文字明確敘述以界定此一能力水

準。例如：在跨課程能力指標方面，共設有運用資訊、解決問題、練習批判、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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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創造力、採取有效工作方法、運用資訊科技、建構自我認同、與他人合作、適

切 溝 通 等 九 大 主 軸 能 力 (Gouvernement du Québec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2002)。由加拿大逵北克省的小學能力指標作法可知，教育當局不只是提列關鍵

能力或核心素養而已，進一步將各關鍵能力加以等級化，更能使學生在各項能力

發展的情形，有更明確的準據。 

而 在 美 國 各 州 在 1990 年 代 興 起 建 構 課 程 標 準 運 動 (standard-based 

movement )，迄今大多數的州已發展出 K 到 12 的課程架構，對於學生應該要具

備的技能也有明確列示。例如：伊利諾州提出：能解決問題、溝通、運用科技、

團隊合作、領域統整能力等五者。猶它州則訂有：終身學習、複雜思考、有效溝

通、合作、有責任公民、就業能力、道德品格等七大素養(Partnership for 21st 

learning skills,2002)。西維吉尼亞州則提出了 21 世紀的三大學習技能領域，包括：

資訊處理與溝通技能、思考與問題解決技巧、個人自主與工作技能。康乃狄克州

則發展了「學習的共通核心」(common core learning)。並貫串於其所屬的 K 到

12 的全州課程架構之中。包括：「基礎技能素養」、「學科與科際整合能力瞭解與

應用」及「品德素養」等三大面向。基礎技能素養包含了：閱讀；書寫；聽、說

與觀點；數學；問題解決；推理與創造思考；運用學習資源與資訊科技及自主獨

立與團隊合作等九種。學科與科技整合能力的理解與應用包括了：語文、數學、

科學、社會、外語、藝術、藝術、健康與安全教育、體育、科技教育及應用教育

等十一類。品格涵養包括了：負責與正直；努力與堅持；智慧性的好奇；尊重；

公民與社區意識等五者(Connecticut’s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1998)。 

茲將其核心學習架構整理成下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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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康乃狄克州共通學習架構與內涵 

共通核心學習 內涵 

 
 
 
基礎技能素養 

閱讀 
書寫 
聽、說與觀點 
數學 
問題解決 
推理與創造思考 
運用學習資源與資訊科技 
自主獨立與團隊合作 

 
 
 
學 科 與 科 技 整 合

能 力 的 理 解 與 應

用 

語文 
數學 
科學 
社會 
外語 
藝術 
健康與安全教育 
體育 
科技教育 
應用教育：學校到就業銜接、成人學習與終身學習之準備

品格涵養 負責與正直 
努力與堅持 
智慧性的好奇 
尊重 
公民與社區意識 

 

由此可知，面對 21 世紀的新世代，關注的學生核心素養是學校教育的關鍵

任務，而核心素養的養成必須從 K 到 12 之學校教育加以貫串之。至於核心素養

的框架，或繁或簡有所差異，但主要應包括了：表達溝通與資訊處理技能、思考

與問題解決技巧、個人自主行動與未來社會就業技能。由國外的文獻可以看出，

以核心素養為框架，進一步發展我國初等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指標，並結合學科

領域的目標是可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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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與進度說明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課程綱要所需要之核心素養，以

利進行國民小學課程目標、課程內涵及課程設計內涵的修訂。為達成研究目的，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焦點座談及德懷術方法進行研究。文獻分析旨在建構核心

素養的主體框架及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課程綱要所需要之核心素養之具體內涵

初稿。接著再以一次焦點座談、三次德懷術方法，進行專家意見徵詢與匯集，再

資料整理與分析。茲將研究方法說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係著眼於各國國民核心素養的發展背景與內容的探究，以及我國現

行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所提列之能力內涵，加以描述與比較。以作為我

國國民核心素養的架構基礎，並發展我國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指標與內涵初

稿。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蒐集並整理UNESCO、OECD與歐盟三大國際組織及

主要先進國家（美、英、澳、紐、法、德）國民核心素養及初等教育階段學習能

力之相關文獻資料，資料來源包括相關之學術專著、專題研究報告、官方教育政

策報告以及網路資料等。 

（二）焦點團體座談 

本研究經由文獻分析發展國民核心素養架構及各階段指標初稿，並衝經總計

畫召集人及各子計畫主持人會議討論後，並於99年8月27日假教育部舉辦一場「整

合型計畫：K-12中小學課程綱要的核心素養與各領域之連貫體系研究」專家學者

焦點團體座談，邀集在此領域素有崇隆聲望及曾主持相關研究之學者專家，分別

就我國國民核心素養層面與內涵的理念基礎及初步構的適切性進行諮詢，冀許能

針對本研究的待答問題提供更多意見和建議，使核心素養架構與指標內容之發展

能更趨穩健備，並以此作為德懷術問卷項目的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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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懷術問卷調查  

本研究共遴請 20 位專家參與三次德懷術意見徵詢。參與對象包含北、中、

南、東等不同區域之教育學術機構學者、教育行政資深官員、及小學校長等不同

領域代表組成，詳細名單為如下表 3-2 所示： 

表 3-2  德懷術參與專家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身份別 

王立杰 台南市教育處副處長 教育行政官員 

王崑源 台南縣政府參議 教育行政官員 

林良慶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副處長 教育行政官員 

簡瑞榮 嘉義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學者專家 

洪如玉 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學者專家 

蔡明昌 南華大學 學者專家 

黃嘉雄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學者專家 

郭明堂 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學者專家 

林進材 台南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學者專家 

周佩儀 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學者專家 

吳麗君 台北教育大學教授 學者專家 

楊銀興 台中教育大學教授 學者專家 

江志正 台中教育大學教授 學者專家 

何俊青 台東大學教育學系 學者專家 

陳惠萍 台南大學 學者專家 

郭木山  南投縣中峰國小校長 實務專家 

徐明和 雲林縣育仁國小校長 實務專家 

何憲昌 嘉義市蘭潭國小校長 實務專家 

王澤瑜 台南大學附小校長 實務專家 

王欽哲 嘉義縣祥和國小校長 實務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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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懷術問卷則自 99 年 10 月 5 日起，至 99 年 12 月 3 日止實施，共計

施行三回合（見附錄 3-1），各回合問卷發送實施之流程進度與各回合問卷

之回收率如表 3-3：  

表 3-3  德懷術實施流程進度及回收率統計表 

類          別 寄發日期 回收日期 寄發數 回收數  回收率

第一次德懷問卷實施 99.10.05 99.10.13 20 20 100%

第二次德懷問卷實施 99.10.18 99.10.26 20 20 100% 

第三次德懷問卷實施 99.11.16 93.12.03 20 20 100% 

(四) 領域學者家檢核 

本研究依文獻分析所得，並經焦點團體座談與德懷術問卷資料處理後，已析

論出小學階段課程基本理念與核心素養特色，並發展出 6-12 歲國民核心素養架

構，其內涵及指標，完成期中報告，送請審查後，依專家審查意見：「核心素養

與各領域連貫的部分，核心素養是否含有學科能力或知識，建議於下半年適時納

入各學科相關人員參與，釐清各階段的核心素養與課程綱要之間的關係」。 

    是以本研究於下半年度，在進一步邀請九年一貫課程各領域學者專家，進行

進行 6-12 歲國民核心素養架構內涵與各領域課程能力指標的對應情形檢核審

查。所邀請參與之各領域專家學者名單如下表 3-4： 

表 3-4 領域專家檢核名單 

領域 
領域 
專家 

問卷 
寄發日 

問卷 
回收日 

國語文 游家政 100/4/18 100/4/29 
數學 王慶安 100/4/18 100/4/29 

自然與生活科技 洪振方 100/4/18 100/5/6 

綜合 
王文科 100/4/18 100/4/29 
湯梅英 100/41/18 100/5/2 

社會 陳麗華 100/4/18 100/4/28 
藝術與人文 姚世澤 100/4/18 100/5/2 

健康與 
體育 

晏涵文 100/4/18 1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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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周中天 100/4/18 100/5/5 

（五）資料處理 

本研究德懷術三回合問卷中，係參酌各專家於各題項後所附加之意見

說明欄與最後的專家整體建議欄處所表達之開放性意見，將相同或類似的

意見歸併，不同的意見或看法亦予以整理歸納並進行內涵解說與分析，再

由研究團隊於工作研討會議上提出討論及交換意見整合修訂，並據以作為下回合

之問卷，以持續徵詢意見，直至取得高度共識為止。 

各題之項重要性採取五點式量尺，由專家學者各依己見評估各層面與內

涵指標之重要程度，5 代表非常重要，1 代表非常不重要，資料經 SPSS 統計軟

體以平均數、中數、眾數及標準差統計後，進行分析解釋。平均數與中數判斷

各項指標的重要性；眾數係為解讀判斷各指標的重要頻率；用標準差係為

判斷專家學者意見的離散程度。資料經三回合處理，亦可瞭解意見的整合

趨勢，研判獲得共識性之程度。此外，本德懷術問卷亦設有開放性之意見欄給

予補充、修正與建議。由三回合德懷術問卷資料統計結果顯示，本研究之核

心素養架構與指標，已獲得專家學者極高度的共識性。  

此外，本研究伊始即定期由總計畫主持人召集、每月進行研究討論會議，就

焦點座談內容、各子計畫德懷術資料蒐集結果，從教育學與課程學的觀點進行團

體討論與意見交換，反覆斟酌、修訂我國民核心素養的相關名詞、層面與意涵，

以統合歷次德懷術問卷內容。 

德懷術問卷完成後，所得之國民核心素養架構與內涵指標，並進一步發展與

各領域課程之對應表，送請領域學者專家審查，以就核心素養架構與內涵指標與

現行之各領域課程之分段能力指標對應情形進行檢核。經學者專家審核結果，各

領域之對應情形大抵良好，除部分能力指標加以調整至其他核心素養層面，增刪

地方並不多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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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進度 

    本研究期程自 99 年 7 月起至 100 年 6 月止，共計一年。茲將本研究之研究

進度及程序，如下圖 3-１所示： 

 

 

 

 

 

 

 

 

 
 
 
 
                                                                                    
                                                       
 
 
 
 
             
 

 

 

 

 

 

 

 

 

完成 6-12 歲國民核心素養及其指標內涵 

子計畫三：初等教育階段課程總綱理念、核心素養、課程設計原則內涵與

實施要點之研究

資料彙整、分析與編製問卷 

專家學者焦點座談 

專家學者德懷術調查（三次） 

文
獻
蒐
集
、
分
析 

資料彙整與分析

 
99 
年 
7 
月 
~~ 
99 
年 
12
月 

撰寫期中報告 

 
100 
年 
1 
月 
~~ 
100 
年 
6 
月 

研擬期中報告審查結果之回應事項 

進行領域學者專家審查 
 

整理分析資料 

研提課程發展原則、課程

實施、學習評量要點與相

關配套措施 

研究結果分析彙整 

完成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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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子計畫三：初等教育階段課程總綱理念、核心素養、  
課程設計原則內涵與實施要點之研究進程 

 

肆、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子計畫三之研究目的係針對初等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進行規劃與發展。經

由上述研究方法所蒐集資料之分析結果，將研究所得分為：課程基本理念及核心

素養之特色、核心素養主要架構及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與九年一貫

課程指標對應情形、課程發展原則及課程實施與學習評量要點等五部分加以說明

如下： 

一、初等教育階段課程基本理念及核心素養之特色 

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ies)是指處理與應對生活與學習事務所需的基本能

力。這種能力係貫穿於個體在面對各種生活情境；或在各級教育階段乃至成人學

習之中。建構我國國民共通核心素養，將有利於個體提昇學習能力，適應社會生

活及培養就業技能，進而促進社會的凝聚力，厚植國家永續發展的根基。因此，

核心素養是學校課程的核心。界定我國國民核心素養，將有助於引領學校課程的

發展。核心素養也必須經由各教育階段之課程，持續銜接養成始能實現核心素養

的內涵。 

按 6 歲到 12 歲國民所接受之教育是屬於初等教育階段，也是學校教育與未

來成人學習的根基。歸納我國九年一貫課程之課程目標與基本能力，及其他先進

國家的初等教育課程目標可知，初等教育之總體課程目標在於培養具備學科基礎

知能、社會互動能力、身心健全成長、具備審美觀念與道德實踐的兒童。而核心

素養是發展於生活情境脈絡中，透過知識、技能、態度與價值等方面的整合而加

以發揮。因此，國民核心素養與學校課程目標是相生相繫關係。藉由核心素養的

確立，可引領或增補學校課程目標之建構，透過課程目標的實踐，可確保核心素

養之延續發展，成就核心素養之作用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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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初等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應具有如下特性： 

(一)基礎性：核心素養之養成必須在初等教育階段之課程即開始規劃，以期

及早紮根，奠定未來持續發展之基礎。 

（二）銜接性：核心素養需藉由各教育階段，持續、無縫的關注，並落實於

學校課程的設計與實施之中。 

（三）整全性：核心素養涵蓋國民對自我發展、生活適應與社會參與等全面

發展之需求，學校課程目標之建構應周延關照，朝向整全個體之培養。 

二、核心素養主要架構 

    經由文獻分析結果建構核心素養基本架構後，再經研究計畫團隊小組會議討

論斟酌修政成初稿後，再經專家小組焦點座談、三次德懷術意見彙整、以及採用

期中報告審查意見並經討論後，我國國民核心素養架構係以學習者為主體，以「終

身學習者」為核心，涵蓋包括：溝通互動、社會參與與自主行動三項層面，其中

「溝通互動」層面包括：與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藝術欣

賞與生活美學等三項指標。「社會參與」包括了：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規劃執

行與創新應變、與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等三項指標。「自主行動」包括了：公民

責任與道德實踐；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等三項指標。 

三、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 

（一）「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意見相符度統計分析 

本研究經過三次德懷術資料蒐集與分析後，所得數據資料整理成「6-12 歲初

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德懷術數據資料統計表」，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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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德懷術數據資料統計表」 

問卷  
次別 

領域 領域名稱 平均數 眾數 中數 標準差 

A 核心素養領域：溝通互動 
一 A - 1 語文表達與數理運用 4.85 5 5 .36 
二 A - 1 語文表達與數理運用 4.95 5 5 .22 
三 A - 1 語文表達與數理運用 5 5 5 0 

一 A-1-d 
具備語表達的基本語文能力，

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數理知

能及應用能力 
4.75 5 5 .44 

二 A-1-d 
具備閱讀書寫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數

理知能及應用能力 
5 5 5 0 

三 A-1-d 
具備「說、讀、寫、作」的基

本語文能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用能力 
5 5 5 0 

一 A - 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4.35 5 5 .81 
二 A - 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4.6 5 5 .59 
三 A - 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4.6 5 5 .48 

一 A-2-d 
具備生活資訊科技基本能力，

並能識讀傳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4.55 5 5 .51 

二 A-2-d 
具備資訊科技基本能力，並能

識讀傳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4.6 5 5 .5 

三 A-2-d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基本能力，並

能理解傳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4.6 5 5 .48 

一 A - 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 4.5 5 5 .78 
二 A - 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 4.7 5 5 .57 
三 A - 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 4.83 5 5 .51 

一 A-3-d 
具備生活藝數鑑賞的能力，並

能美學涵養表現於生活與學習

中 
4.4 4 4 .59 

二 A-3-d 
具備生活藝術表演與欣賞的能

力，並能在生活與學習中表現

出美學涵養 
4.8 5 5 .57 

三 A-3-d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欣賞的能

力，並能在生活與學習中表現

出美學涵養 
4.6 5 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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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次別 

領域 領域名稱 平均數 眾數 中數 標準差 

B 核心素養領域：社會參與 
一 B - 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 4.75 5 5 .44 
二 B - 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 5 5 5 0 
三 B - 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 5 5 5 0 
一 B-1-d 具備生活道德之知識與價值判斷

能力，並樂於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4.85 5 5 .36 

二 B-1-d 具備生活道德之知識與是非判斷

能力，並能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4.9 5 5 .22 

三 B-1-d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是非判斷能

力，並能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5 5 5 0 

一 B - 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4.7 5 5 .47 
二 B - 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4.9 5 5 .30 
三 B - 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4.9 5 5 0 
一 B-2-d 具備同理他人感受的能力，善於與

人互動，並能與團隊成員合作。 
4.7 5 5 .47 

二 B-2-d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能力，樂於與

人互動，並能與團隊成員合作。 
4.9 5 5 .30 

三 B-2-d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及與人互動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動，並能與團隊

成員合作 

5 5 5 0 

一 B - 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 4.15 4 5 .81 
二 B - 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 4.45 4 5 .51 
三 B - 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 4.45 4 5 .61 
一 B-3-d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關係的能

力，並能尊重與欣賞文化多樣性 
4.3 4 4 .65 

二 B-3-d 具備關心鄉土與國家事務的能

力，並能尊重與認識文化的多樣性

4.4 4 4 .50 

三 B-3-d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能

力，並能認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4.39 4 4 .60 

 

 

 
 



 

17 
 

 
 
 

問卷  
次別 

領域 領域名稱 平均數 眾數 中數 標準差 

C 核心素養領域：自主行動 
一 C - 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4.7 5 5 .57 
二 C - 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4.9 5 5 .44 
三 C - 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4.9 5 5 .23 

一 C-1-d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慣，展現健康的

身心特質，並了解個人性向，發展

自我目標 
4.7 5 5 .57 

二 C-1-d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慣，養成身心保

健的能力，並接納個人特質，發展

自我目標 
4.9 5 5 .44 

三 C-1-d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慣，養成身心保

健的能力，並認識個人特質及發展

潛能 
4.9 5 5 .23 

一 C - 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4.35 4.5 5 .74 
二 C - 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4.7 5 5 .57 
三 C - 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4.72 5 5 .57 

一 C-2-d 
具備發現問題能力，了解問題

的脈絡關係，能運用知識與思

考能力 
4.75 5 5 .44 

二 C-2-d 
具備問題脈絡關係的思考能

力，且能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

日常生活問題 
4.83 5 5 .38 

三 C-2-d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且能透

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4.83 5 5 .38 

一 C - 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4.2 4.5 5 .95 
二 C - 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4.7 5 5 .57 
三 C - 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4.72 5 5 .54 

一 C-3-d 
具備計畫安排能力，並以靈活彈性

的創新思考，因應各種生活情境 
4.35 4.5 5 .74 

二 C-3-d 
具備計畫安排能力，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4.65 5 5 .48 

三 C-3-d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力，並以

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4.72 5 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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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5 可知，A-1、A-2、A-3、B-1、B-2、B-3、 C-1、C-2、C-3 等九項

核心素養指標，其平均數介於 4.3 至 5.0 之間、眾數與中數亦介於 4 到 5 之間。

由此顯示，我國國民核心素養指標的重要性獲得全體專家的肯定與支持。再就標

準差數據變化情形可知，隨回合數增加，標準差逐漸變小。由此亦顯示，各項素

養及指標層面，離散情形漸趨縮小，此架構已取得極高度共識。 

進一步分析各指標層面的數據可知，在「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之核心

素養指標，其中數為 4；且及其具體內涵：「B-3-d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能

力，並能認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其中數與眾數亦均為 4，以致平均數亦相

對稍偏低。顯然此部分仍有必要加以留意或進一步回應之。 

（二）「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文字意見修訂分析 

本研究之各核心素養指標及其具體內涵文字敘述，經過三次德懷術資料蒐

集程序，針對學者專家對內容提出修改意見，加以斟酌修訂後，所得結果整理成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內容修正情形彙整表」，如下表 3-5、3-6、3-7

所示。  

 

表 3-6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內容 A：「溝通互動」修正情形彙整表 

A：溝通互動 

初稿 第一次修訂結果 第二次修訂結果 第三次修訂結果 

A-1 
語文表達與數理運用 

A-1 
語文表達與數理運用 

A-1 
語文表達與數理運用 

A-1 
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 

具備語文表達的基本

能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具備語文表達閱讀書

寫的基本語文能力，並

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

數理知能及應用能力。

A-1-d (12 歲) 
具備閱讀書寫的基本

語文能力，並具有生活

所需的基礎數理知能

及應用能力。 

A-1-d (12 歲) 
具備「說、讀、寫、作」

閱讀書寫的基本語文

能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A-2-d (12 歲) A-2-d (12 歲) A-2-d (12 歲) A-2-d (1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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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生活資訊科技

運用能力，並能識讀

各種傳播媒體內容。 

具備生活資訊科技

基本運用能力，並能

識讀各種傳播媒體

內容的意義。 

 

具備資訊科技基本能

力，並能理解識讀傳播

媒體內容的意義。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傳

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 

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 

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 

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 

A-3-d (12 歲) 

具備生活藝術的鑑

賞能力，並將美學涵

養表現於生活與學

習中。 

A-3-d (12 歲) 
具備生活藝術的表演

鑑賞與欣賞的能力，並

能在生活與學習中將

美學涵養表現出美學

涵養。於生活與學習

中。 

A-3-d (12 歲)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表

演與欣賞的能力，並能

在生活與學習中表現

出美學涵養。 

A-3-d (12 歲)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生

活與學習中表現出美

學涵養。 

 

表 3-7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內容 B：「社會參與」修正情形彙整表 

B：社會參與 

初稿 第一次修訂結果 第二次修訂結果 第三次修訂結果 

B-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 

B-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 

B-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 

B-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 

B-1-d (12 歲) 
具備生活道德之知識

與價值判斷能力，並樂

於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B-1-d (12 歲) 
具備生活道德之知識

與價值是非判斷能

力，並能樂於遵守社會

道德規範。 

B-1-d (12 歲) 
具備生活道德之知識

與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B-1-d (12 歲)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遵

守社會道德規範。 

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B-2-d (12 歲) 
具備同理他人感受的

能力，善於與人互動，

並能與團隊成員合作。 

 

B-2-d (12 歲) 
具備同理解他人感受

的能力，善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合

作。 

B-2-d (12 歲)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動，

並能與團隊成員合作。

 

B-2-d (12 歲)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及

與人互動的能力，樂於

與人互動，並能與團隊

成員合作。 

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 

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 

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 

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 

B-3-d (12 歲) B-3-d (12 歲) B-3-d (12 歲) B-3-d (1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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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關係的能力，並能尊重

與欣賞文化多樣性。 

 

具備關心本鄉土與國

際家事務關係的能

力，並能尊重與認識欣

賞文化的多樣性。 

具備關心鄉本土與國

際家事務的能力，並能

認識與尊重文化的多

元性。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識

與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表 3-8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內容 C：自主行動修正情形彙整表 

C：自主行動 

初稿 第一次修訂結果 第二次修訂結果 第三次修訂結果 

C-1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C-1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C-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C-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C-1-d (12 歲) 
具備發現問題的能

力，了解問題的脈絡關

係，能運用知識與思考

能力，以解決日常生活

問題。 

C-1-d (12 歲) 
具備發現問題脈絡的

關係的思考能力，了解

問題的脈絡關係，能運

用知識與思考能力，以

且能透過體驗與實踐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C-1-d (12 歲)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能

力，並接納認識個人特

質，發展自我目標潛

能。 

C-1-d (12 歲)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能

力，並認識個人特質及

發展自我潛能。 

C-2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C-2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C-2-d (12 歲) 
具備計畫安排能力，並

以靈活彈性的創新思

考，因應各種生活情

境。 

 

C-2-d (12 歲) 
具備計畫安排能力，並

以靈活彈性的創新思

考方式，因應各種日常

生活情境。 

 

C-2-d (12 歲) 
具備問題脈絡關係探

索問題的的思考能

力，且能透過體驗與與

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

題。 

C-2-d (12 歲)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且能透過體驗與

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

題。 

C-3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C-3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C-3-d (12 歲)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發展健康的身心保

健的能力特質，並了解

個人性向，發展自我目

標。 

C-3-d (12 歲)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發展健康的養成身

心保健的能力特質，並

了解接納個人性向特

質，發展自我目標。 

C-3-d (12 歲)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安排能力，並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

活情境。 

C-3-d (12 歲)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

境。 

 

由表 3-5、3-6、3-7 可知，經過三次的德懷術意見徵詢過程與結果，九項核

心素養具體內涵，逐步修整後，已取得共識。有關三次學者專家之修正意見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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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情形詳如附錄 3-1、3-2、3-3。由上顯示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架構

及其指標，根據焦點座談及三次德懷術問卷資料蒐集，進行文字意見修訂及數據

統計分析後，顯示本階段之核心素養架構及其內涵已趨成熟。 

    本研究回應國家教育研究院結案報告審查意見，針對核心素養「語文表達與

符號運用」層面內涵疑義，經由民國 100 年 7 月 29 日第十三次定期會議討論決

議，修正為「具備理解和運用語文、數理概念及其他各種表達意義的符號知能，

涵蓋聽、說、讀、寫、圖像與肢體等各種溝通表達技巧或文本，並能合宜地應用

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四、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與各學習領域的對應情形 

本研究依據期中審查意見，邀請各學習領域專家協助檢核核心素養與各領域

能力指標的對應與連貫情形，經徵詢領域學者同意參與後，以問卷形式寄出送請

審核。各領域審查結果，詳如附錄 3-4 所示，本部分僅以文字說明以求簡潔。 

(一)、 語文領域審查結果 

    在核心素養內涵與小學階段語文領域分段能力指標的對應表中，經專家審查

結果為符合數有 93 條，調整有 24 條，總符合比率 100%（原始能力指標有 117

條）。顯見本階段之核心素養內涵與語文領域對應情形良好。調整指標詳如下列： 

領域 
能力指標符

合數 

調整後能力

指標符合數

能力指標刪

除數 

新增能力指標

數 

領域能力指標

總數 

與核心素養內

涵符合比率 

  國語文 93 24 0 1 117  
數學 102 17 0 1 147 86% 

自然與生活

科技 
100 20 18 1 138 87% 

社會 77 5 0 1 87 94% 
藝術與 
人文 

36 3 0 1 38 100% 

健康與 
體育 

71 33 0 2 106 98% 

英文 62 2 0 1 66 97% 
綜合一 50 0 0 1 49 100% 
綜合二 27 20 3 1 49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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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1 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的部分，另新增

「A-1-6、A-2-3、D-2-2、、D-2-5、D-3-2、E-1-5、E-1-6、E-2-6」的分段能力指

標。 

2.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的部分，另新增

「F-1-4」的分段能力指標。 

3. 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的部分，另新增

「C-2-3、C-3-4」的分段能力指標。 

4. 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部分，另新增

「B-1-1、B-1-2、B-2-1、B-2-2、B-3-1、B-3-3、C-1-4、C-2-1」的分段能力指

標。 

5. 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的部分，另新

增「C-2-1」的分段能力指標。 

6. 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的部分，另新增

「A-1-4、D-1-2」的分段能力指標。 

7. 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的部分，另新增

「A-1-7、A-3-2」的分段能力指標。  

(二)、 數學領域審查結果 

在核心素養內涵與小學階段數學領域分段能力指標的對應表中，經專家審查

結果為符合數有 102 條，調整有 17 條，總符合比率 86%（原始能力指標有 147

條）。顯見本階段之核心素養內涵與數學領域對應情形亦屬良好。調整指標詳如

下列： 

1.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1 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的部分，另新增

「C-R-4、 

C-R-2、C-R-3」的分段能力指標。 

2.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的部分，另新增

「C-T-3、C-S-6」的分段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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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的部分，另新增

「C-R-4、C-C-8」的分段能力指標。 

4.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的部分，另新增

「C-T-1、C-T-4、C-R-2、C-R-3、C-S-1、C-S-3、C-S-4、C-C-4」的分段能力指

標。 

5.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的部分，另新增

「C-S-5、C-E-2」的分段能力指標。 

(三)、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審查結果 

在核心素養內涵與小學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分段能力指標的對應表中，經專

家審查結果為符合數有 100 條，調整有 20 條，刪除有 18 條，修刪結果總符合比

率 87%（原始能力指標有 138 條）。顯見本階段之核心素養內涵與數學領域對應

情形亦屬良好。調整指標詳如下列： 

1.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1-2-5-1、1-3-5-1 的

部分調至「A1 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 

2.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1-3-4-1 的部分調至

「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3.根據專家建議，將核心素養「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中的 2-2-6-2、

4-2-1-1、  4-2-1-2、4-2-2-1、4-2-2-2、4-2-2-3、4-3-1-1、4-3-1-2、4-3-2-1、4-3-2-2、

4-3-3-1  能力指標刪除。 

4.根據專家建議，將核心素養「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1-3-5-2 移至「A1

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 

5.根據專家建議，將核心素養「C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中的 3-1-0-2、

5-2-1-1、6-3-2-2 能力指標刪除。 

6.根據專家建議，將核心素養「C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中的 6-1-1-1 移至

「C2 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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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據專家建議，將核心素養「C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中的 8-3-0-2 移至

「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8.根據專家建議，將核心素養「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中的 2-3-6-1、2-3-6-2

能力指標刪除。 

9.根據專家建議，將核心素養「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中的 2-1-3-1、

2-2-2-2、2-2-4-1、2-3-2-1、2-3-2-3、2-3-5-1、2-3-5-4、3-3-0-1、5-3-1-1、7-2-0-1、

7-2-0-3、7-3-0-2 能力指標移至「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10.根據專家建議，將核心素養「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中的 7-1-0-2 能力

指標移至「A1 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 

11.根據專家建議，將核心素養「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中的 7-1-0-2 能力

指標 2-3-3-4 刪除。 

(四)、社會領域審查結果 

在核心素養內涵與小學階段社會領域分段能力指標的對應表中，經專家審查

結果為符合數有 77 條，調整有 5 條，總符合比率 94%（原始能力指標有 87 條）。

顯見本階段之核心素養內涵與數學領域對應情形亦屬良好。調整指標詳如下列： 

1.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1-1-1、3-3-1、3-3-3

的部分調至 A1，另新增「8-3-3」的分段能力指標。 

2.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的部分，另新增

「7-3-2」的分段能力指標。 

(五)、藝術與人文會領域審查結果 

在核心素養內涵與小學階段藝術與人文領域分段能力指標的對應表中，經專

家審查結果為符合數有 36 條，調整有 3 條，總符合比率 100%（原始能力指標有

38 條）。顯見本階段之核心素養內涵與數學領域對應情形良好。調整指標詳如下

列： 

1.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1 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的部分，「2-3-6」

調至「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2-3-9」調至「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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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1 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的部分，分段能力

指標建議增修「具備對作品喜好程度的表達能力，並具有對美感認知的基本條

件。」 

3.根據專家建議，「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的核心素養內涵定義，建議修

改為「核心素養內容建議修改為「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基本能力，並能理解結

合傳播媒體的意義與功能」。 

4.根據專家建議，「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的核心素養內涵定義，建議修改

為「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欣賞的能力，並能激發想像力，美化或改造生活環境

品質。」 

5.根據專家建議，「B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的核心素養內涵定義，建議修改

為「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是非判斷能力，並能遵守社會道德規範，關懷環境

的意識。」 

6.根據專家建議，「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核心素養內涵定義，建議修改

為「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能力，樂於與人互動，並能與團隊成員切磋合作。」 

7.根據專家建議，「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的核心素養內涵定義，建議修改

為「具備理解本土與國際間不同文化背景與特色，並能尊重多元性的歷史文

化淵源與價值。」 

（六）、健康與體育領域審查結果 

在核心素養內涵與小學階段健康與體育領域分段能力指標的對應表中，經專

家審查結果為符合數有 71 條，調整有 33 條，刪除有 2 條，總符合比率 98%（原

始能力指標有 106 條）。顯見本階段之核心素養內涵與數學領域對應情形亦屬良

好。修刪指標情形詳如下列： 

1.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1 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7-1-2 的部分調

至 A2。 

2.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的部分，另新增

「2-2-1、5-2-1、7-2-3、7-2-4」的分段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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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的部分，另新增

「2-2-3、3-2-1、3-2-2、3-2-3、3-2-4」的分段能力指標。 

4.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6-1-1、6-2-1 的

部分皆調至 C1，另新增「1-2-5、2-2-3、6-2-5」的分段能力指標。 

5.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的部分，另新增

「7-2-3」的分段能力指標。 

6.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的部分，另新增

「1-2-1、1-2-2、1-2-4、1-2-5、1-2-6」的分段能力指標。 

7.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的部分，另新增

「1-2-3、4-2-1、5-2-2、5-2-5、7-2-3、7-2-6」的分段能力指標。 

8.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的部分，另新增

「4-2-4、5-2-3、5-2-4、6-2-1、6-2-5、7-2-1」的分段能力指標。 

（七）、語文（英文）領域審查結果 

在核心素養內涵與小學階段語文英文領域分段能力指標的對應表中，經專家

審查結果為符合數有 62 條，調整有 2 條，總符合比率 98%（原始能力指標有 66

條）。顯見本階段之核心素養內涵與數學領域對應情形亦屬良好。調整指標詳如

下列： 

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6-1-9、6-1-12 的部

分調至「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八）、綜合活動領域審查結果 

在核心素養內涵與小學階段綜合活動分段能力指標的對應表中，經第一位專

家審查結果為符合數有 50 條(含新增 1 條)，調整有 0 條，總符合比率 100%（原

始能力指標有 49 條）。顯見本階段之核心素養內涵與數學領域對應情形亦屬良

好。第二位專家審查結果為符合數有 20 條，調整有 27 條， 刪除有 3 條，總符

合比率 94%（原始能力指標有 49 條）。顯見本階段之核心素養內涵與數學領域對

應情形亦屬良好。調整指標詳如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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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的部分，無對應

能力指標。 

2.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B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的部分，另新增

「3-3-4、2-1-2、2-3-2、2-2-3、3-1-3、3-2-3、4-1-4、1-1-2、3-2-2」的分段能力

指標。 

3. 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的部分，另新增

「2-2-2」的分段能力指標。 

4.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的部分，刪除

「1-2-1」，另新增「1-2-4、1-3-5、4-2-2、1-1-4」的分段能力指標。 

5.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的部分，另新增

「4-3-3、4-1-1」的分段能力指標。 
6. 根據專家建議，於核心素養「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的部分，另新增

「4-3-2、2-1-3、2-2-4」的分段能力指標。 
第二位專家則針對核心素養內涵提出修正建議，並未針對核心素養內涵與綜

合活動領域指標的對應情形提出建議。 
 

伍、結論與建議 

面對時空變異迅速，知識暴增、科技不斷進展與價值觀念遞移的新世紀，終

身學習是我國國民核心素養的核心。本子計畫三為達成研究目的，經由文獻分

析、得懷術與專家審查，將所蒐集資料之分析後，所得之結論與建議說明如下： 

一、初等教育階段課程基本理念及核心素養之特色 

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ies)是指處理與應對生活與學習事務所需的基本能

力。這種能力係貫穿於個體在面對各種生活情境；或在各級教育階段乃至成人學

習之中。建構我國國民共通核心素養，將有利於個體提昇學習能力，適應社會生

活及培養就業技能，進而促進社會的凝聚力，厚植國家永續發展的根基。因此，

核心素養是學校課程的核心。界定我國國民核心素養，將有助於引領學校課程的

發展。核心素養也必須經由各教育階段之課程，持續銜接養成始能實現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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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涵。教育部(2011)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黃金十年百年樹人一書中，也明

確指出：「發展多元現代公民素養」是我國未來十年應發展的重點教育事項。 

按 6 歲到 12 歲國民所接受之教育是屬於初等教育階段，也是學校教育與未

來成人學習的根基。歸納我國九年一貫課程之課程目標與基本能力，及其他先進

國家的初等教育課程目標可知，初等教育之總體課程目標在於培養具備學科基礎

知能、社會互動能力、身心健全成長、具備審美觀念與道德實踐的兒童。而核心

素養是發展於生活情境脈絡中，透過知識、技能、態度與價值等方面的整合而加

以發揮。因此，國民核心素養與學校課程目標是相生相繫關係。藉由核心素養的

確立，可引領或增補學校課程目標之建構，透過課程目標的實踐，可確保核心素

養之延續發展，成就核心素養之作用與價值。 

綜上所述，本研究針對初等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特性，提出如下建議： 

1.基礎性：核心素養之養成必須在初等教育階段之課程即開始規劃，以期及

早紮根，奠定未來持續發展之基礎。 

2.銜接性：核心素養需藉由各教育階段，持續、無縫的關注，並落實於學校

課程的設計與實施之中。 

3.整全性：核心素養涵蓋國民對自我發展、生活適應與社會參與等全面發展

之需求，學校課程目標之建構應周延關照，朝向整全個體之培養。 

二、核心素養主要架構 

 經由文獻分析結果建構核心素養基本架構後，再經研究計畫團隊小組會議

討論斟酌修正成初稿後，再經專家小組焦點座談、三次德懷術意見彙整、以及採

用期中報告審查意見並經討論後，我國國民核心素養架構係以學習者為主體，以

「終身學習者」為核心，涵蓋包括：溝通互動、社會參與與自主行動三項層面，

其中「溝通互動」層面包括：與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藝

術欣賞與生活美學等三項指標。「社會參與」包括了：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規

劃執行與創新應變、與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等三項指標。「自主行動」包括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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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等三項指標。

茲將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指標與內容整理成下表 3-9 所示。 

   本子計畫三之研究所得之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指標與內容結案初

稿，經送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提供修訂意見後，為回應審查委員所提之寶貴

意見，本計劃全案內容再次進行審酌。最後經總計畫召集人及各子計畫主持人於

最後一次結案會議討論決議後，將原本的核心素養層面中的 A：溝通互動的 6-12

歲分段核心素養指標的 A-1-d (12 歲)修訂為:具備聽、說、讀、寫的基本語文能力，並

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用肢體與圖像表達能力，及 A-3-d (12 歲)指標修訂為: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欣賞的能力，並能在生活與學習中表現出美感。 

在建構出我國 K-12 國民核心素養之主軸、層面與具體內涵架構後，本子計

畫進一步發展 12 歲階段之國民應具備核心素養之重點。本子計畫三基於本階段

國民正處於國民小學求學階段之中，故審酌其身心特質與發展特徵；參照國民小

學課程綱要所陳述之十大基本能力總目標及各學習領域所對應之分段能力指標

內容，結合核心素養在初等教育階段應具備之基礎性、銜接性與整體性之特性，

進一步發展出 12 歲階段國民應具備之核心素養重點。確保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之

重點與國小階段之各學習領域學習能產生妥適的連結，並俾利於落實。 

唯本階段核心素養之具體內涵與重點如何於小學教育階段具體實踐，尚須就

課程綱要中之各學習領域課程目標及分段能力指標內容加以分析，進行妥適性的

增補或修訂，據以有效轉化。此部分仍有待進一步之探究。 

表 3-9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指標與內容 

核心素養層面 核心素養內涵 6-12 歲分段核心素養指標 

A：溝通互動 
A-1 語文表達與

符號運用 
A-1-d (12 歲) 
具備聽、說、讀、寫的基本語文能力，並具

有生活所需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用肢體與

圖像表達能力。 

A-2 資訊科技與

媒體素養 

 

A-2-d (12 歲)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基本能力，並能理解傳

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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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藝術欣賞與

生活美學 
A-3-d (12 歲)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欣賞的能力，並能在生

活與學習中表現出美感。 

B：社會參與 
B-1 
公民責任與道德

實踐 

B-1-d (12 歲)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是非判斷能力，並能遵

守社會道德規範。 

B-2 
人際關係與團隊

合作 

B-2-d (12 歲)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及與人互動的能力，樂於

與人互動，並能與團隊成員合作。 

B-3 
國際理解與多元

文化 

B-3-d (12 歲)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能力，並能認識

與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C：自主行動 
C-1 
身心健康與自我

實現 

C-1-d (12 歲)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慣，養成身心保健的能

力，並認識個人特質及發展潛能。 

C-2 
系統思考與問題

解決 

C-2-d (12 歲)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且能透過體驗與

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C-3 
規劃執行與創新

應變 

C-3-d (12 歲)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力，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論，對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提出如下建議： 

（一）、核心素養係以現代及未來社會所需之生活與學習能力為焦點，其應包括：

溝通互動、社會參與與自主行動三項主要層面。 

（二）、核心素養必須透過各種教育機制養成，更可作為各級學課程課設計理念、

目  標、內涵與設計原則的指引。 

（三）、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之核心素養具體指標，根據其身心發展特質及生活

與學習需求，於溝通互動、社會參與與自主行動三項主要層面項下，可再

細分為九項指標與九項具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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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素養指標與九年一貫課程各領域之對應情形 

本計畫所建構之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國民核心素養架構與指標內涵，進一

步，邀請各學習領域專家協助檢核核心素養與各領域能力指標的對應與連貫情

形，所得結果，可整理如下 3-10 所示： 

表 3-10  核心素養指標與九年一貫課程各領域之對應情形 

領域 
能力指標符

合數 

調整後能力

指標符合數 

能力指標刪

除數 

新增能力指標

數 

領域能力指標

總數 

與核心素養內

涵符合比率 

國語文 93 24 0 1 117 100% 
數學 102 17 0 1 147 86% 

自然與生活

科技 
100 20 18 1 138 87% 

社會 77 5 0 1 87 94% 
藝術與 
人文 

36 3 0 1 38 100% 

健康與 
體育 

71 33 0 2 106 98% 

英文 62 2 0 1 66 97% 
綜合一 50 0 0 1 49 100% 
綜合二 27 20 3 1 49 94% 

根據上述資料整理結果顯示，初等教育階段國民核心素養架構與指標內涵，

各領域能力指標的對應與連貫情形，大抵良好。唯各領域能力指標之對應程度不

一，也有同一領域但不同學者的看法並不一致。因此，本研究建議未來可在進一

步進行這方面的研究，針對各學習領域之能力指標，或做部分調整、刪減，以增

進核心素養指標與九年一貫課程各領域之對應。以增益國民核心素養能於學校課

程中之體現。 

四、課程設計原則、課程實施與學習評量要點等教學實施的配套措施

與支持系統 

根據研究發現與討論所得，本子計畫針對落實國民核心素養之課程設計原

則、課程實施與學習評量分別提出相關建議： 

(一) 課程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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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係從成功的個體與美滿的社會所需等兩方面來考量國民所需的共

通能力。面對社會變遷劇烈且迅速，知識暴增、科技不斷進展與價值觀念遞移的

情勢下，新世紀國民所需的能力也變得更複雜、多元。為養成國民面對未來社會

所需之生活與學習能力，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學校課程發展的基本理念如

下： 

1.學校課程目標應兼顧個人未來就業能力的培養；健康保健、生活美學、政治與

社會活動的參與，以及社會經濟生產力所需；民主社會運作、社會凝聚力、人權

正義與生態的永續發展。 

2.學校課程的規劃應因應社會變遷所需的能力越趨複雜，不宜僅重視知識的教導

傳授，而應加強認知與實踐的綜合能力培養，注重學習態度、動機與價值思考的

心理特質養成。 

3.學校課程的設計應注重學生反省性思考與行動的發展，培養學生後設認知能

力。激勵學生體察自己的想法、同理他人感受，以促進個體獨立判斷能力與社會

成熟度。 

4.學校課程的實施應重視多元統整能力的養成，以因應在實際生活情境中必須同

時或交互運用一種以上的各種能力之需求。 

5.學校課程的評鑑應重視學生靈活運用知識能力的評量。在語文方面應關注學生

與閱讀文本的深度思考與觀點與觀點的建構。在數學方面，應關注學生對數學在

世界上功能與角色的瞭解，能在生活中應用數學進行思考與判斷。在自然科學方

面要能運用科學知識，發現與探索問題，提出有證據支持的判斷或結論。 

要言之：在 6-12 歲初等教育階段，為涵郁國民之共同核心素養，達成此一

階段之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應掌握以下原則： 

1.前後銜接性：核心素養之養成，需經過長期系統之教育始能達成目標。因

此，初等教育階段之學校課程設計，應注重與幼兒教育階段之接續，並考量未來

與前期中等教育接軌之所需。 

2.兒童主體性：核心素養之養成，應以學習者為中心進行規劃。因此，初等



 

33 
 

教育階段之學校課程設計，應掌握學生身心發展之特質，適切考量孩童教育之各

種需求、背景、興趣與學習型態，審慎進行規劃。 

3.目標連貫性：核心素養之養成，應注重核心素養意旨與學校課程之對應。

因此，初等教育階段之學校課程設計，應深切理解核心素養之理念與價值，並將

之轉化為課程目標，並促進課程、教學與評量之連貫。 

4.縱橫統整性：核心素養之養成，應透過適切合宜的學校課程組織，並符合

學習之原理。因此，初等教育階段之學校課程設計，各學科之組織，應注重橫向

聯繫與縱向接續，以促進學習目標之深化與遷移。 

5.實施成效性：核心素養之養成，應注重學校課程之有效性。因此，初等教

育階段之學校課程設計，應建立規劃、實施與評鑑的循環程序，對課程實施成效，

發展適切的監控與評估機制，俾使學校課程設計品質持續精進。 

(二) 課程實施與學習評量要點 

1.課程實施 

國民核心素養之養成，應透過學校課程的實施始能落實。而課程實施有賴於

中央.地方與學校等三個層級，協力合作。具體而言，各層級的對於核心素養課

程之實施附有下列任務。 

在中央方面 

(1) 建構小學階段學生應備核心素養與九年一貫課程課程關係的對應架

構，在不增加學生上課時數的負擔下，將本階段國民應具備之核心素養與既有之

課程綱要與能力指標架構，加以審慎整合。俾便供教科書出版商編輯或學校自編

課程之依據。 

(2) 發展小學階段學生應備核心素養如何融入九年一貫課程的模式，對學校

如何規劃實施型態.時間安排與評量方式，依各階段核心素養與九年一貫課程的

對應關係，研提多種實施模式，分析其適用時機，以供學校採行。 

(3) 規劃並定期實施課程評鑑制度，對核心素養架構指標及其與九年一貫課

程的對應關係加以檢討，進行修刪、整併或納新，其次應發展學生核心素養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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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估指標與測驗工具，供地方政府與學校採用，並定期蒐集各方人士與團體對

核心素養課程實施與成效的意見。 

(4) 建置並健全課程推動輔導網絡與相關機制，編訂相關課程推動文案、範

例，成立相關網路社群，鼓勵地方與學校學習社群或策略聯盟，進行課程研究或

教學精進。 

(5) 中央為辦理國民核心素養之課程開發，協助地方與學校規劃與推展國民

核心素養課程，應編列適足預算，進行相關研究與獎助措施。 

在地方政府方面: 

(1) 地方政府應明確了解國民核心素養的必要性，並列入教育施政計畫的重

大優先事項，成立相關組織，規劃系統性之實施與評鑑策略及方案，並編列適足

之經費，俾有效推展與運作。 

(2) 地方政府為有效推展國民教育階段國民核心素養之養成，得指定各核心

素養育成之示範或中心學校，辦理各項研習進修活動，與課程教材教法開發獎勵

措施。 

(3) 地方政府可與鄰近教育學術研究大學與師資培育機構攜手合作，對國民

核心素養課程之規劃設計’實施與評量，進行長期性之相關規劃’推展.評鑑與研究

工作。 

在學校方面: 

(1) 學校應體察國民核心素養對培育現代國民之意義與價值，能將國民核心

素養內涵與學校課程願景相互融合，引領學校總體課程之規劃。 

(2) 學校應將國民核心素養能力養成之課程規劃.實施與評量，列為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優先關注事項。 

(3) 學校應規劃辦理教師之核心素養課程教材教法之成長與增能活動，並充

分支援與支持教師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之所需。 

(4) 學校應規劃並建置國民核心素養課程評鑑制度，就相關課程規劃’設計與.

實施情形，定期進行檢討與評估，以期持續完善國民核心素養在學校課程的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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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評量 

學習評量旨在了解學生學習表現與進步情形，檢核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之品

質，以作為課程設計與教學教學得失改進之依據。本子計劃依據研究發現與討論

所得，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1) 中央應發展國民核心素養測驗工具，以定期評估國民核心素養的養成情

形，或供學校採用施測，以了解課程發展品質與學生學習情形，並能建置長期性

的核心素養能力資料庫。 

(2) 學校應根據學生核心素養的評量情形，蒐集.分析相關資料，作為學校年

度課程方案應興應革之依據。對關鍵之核心素養能力之養成，必要時應規劃辦理

加強或補救方案。 

(3) 核心素養學習之評量應依據國民核心素養內涵與指標，考量學生生活背

景與日常經驗或問題，妥善運用在地資源或協同家長參與，發展真實’有效之學

習評量工具。 

(4) 核心素養學習之評量方式，應依據國民核心素養內涵與指標之性質，採

行多元評量方式，尤應重視核心素養知識 技能與態度在實際生活應用能力之檢

核。 

(5) 學生在核心素養學習情形之評量方式.評量結果與意義，應讓學生家長或

監護人知悉與理解，使親師之間對對學生核心素養能力的表現與增進方向，凝聚

更多的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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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3-1  我國國民核心素養：第一次德懷術調查問卷收回結果（初

等教育階段） 

A：溝通互動 

第一回 
填寫結果 

非          非 
常          常 
不             
重          重 
要          要 
 1  2  3  4  5 

專家學者所提供 
之修改意見 

研究者針對修改

意見進行之說明

平 
均 
數 

中 
數 

眾 
數 

標 
準 
差 

□下方數字為第一次

每個選項的選填

人數 

A-1 
語文表達與數理運用 

4.85 5.00 5 0.36 □ □ □ □ □   
0  0  0  3  17  

1.「語文表達」及

「邏輯思考」較為

恰當。 

 

 

A-1-d (12 歲) 
具備語文表達閱讀書

寫的基本語文能力，並

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

數理知能及應用能力。 

4.75 5.00 5 0.44 □ □ □ □ □ 
0  0  0   5  15 

1.應具備閱讀書

寫，並在語文方面

能加以「理解」，以

及具有日常的生活

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並作為與

他人互動溝通的憑

藉，拓展生活經

驗。 

 

綜合各專家意見，

將語文表達本項修

正為: 具備閱讀書

寫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

需的基礎數理知能

及應用能力。 

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4.35 5.00 5 0.81 □ □ □ □ □ 
0  0  4  5  11 

  

A-2-d (12 歲) 
具備生活資訊科技

基本運用能力，並能

識讀各種傳播媒體

內容的意義。 

 

4.55 5.00 5 0.51 □ □ □ □ □ 
0  0  0  9  11 

1.此時期宜強調認

識媒體，對媒體內

容、分級有初步了

解。並強調運用的習

慣以及能與他人溝

通分享相關資訊；此

階段達到識讀「各

種」媒體內容對學生

似乎會有點難度。 

綜合專家意見，將

敘述編修為:具備

資訊科技基本能

力，並能識讀傳播

媒體內容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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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刪除「生活」

字眼與各階段相配

合。 

 

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 

4.50 5.00 5 0.76 □ □ □ □ □ 
0  0  3  4  13 

  

A-3-d (12 歲) 
具備生活藝術的表演

鑑賞與欣賞的能力，並

能在生活與學習中將

美學涵養表現出美學

涵養。於生活與學習

中。 

 

4.40 4.00 4 0.59 □ □ □ □ □ 
0  0  1  10  9 

1.鑑賞能力對兒童

不易達成，宜改成

具備生活藝術的

「認識」或是「欣

賞」及審美的能

力，並能養成參與

藝文活動的興趣和

習慣。  

採納專家意見刪除

鑑賞字詞，以表演

與欣賞取代。並將

第二句表達方式語

以調修。本項修正

結果為:具備生活

藝術表演與欣賞的

能力，並能在生活

與學習中表現出美

學涵養。 

 
 
 

 

B：社會互動 

第一回 
填寫結果 

非          非 
常          常 
不             
重          重 
要          要 
 1  2  3  4  5 

專家學者所提供 
之修改意見 

研究者針對修改

意見進行之說明

平 
均 
數 

中 
數 

眾 
數 

標 
準 
差 

□下方數字為第一次

每個選項的選填

人數 

B-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 

4.75 5.60 5 0.44 □ □ □ □ □   
0  0  0  5  15 

1.公民資質或公民

素養與公共道德？ 

 

 

B-1-d (12 歲) 
具備生活道德之知識

與價值是非判斷能

力，並能樂於遵守社會

道德規範。 

 

4.85 5.00 5 0.36 □ □ □ □ □ 
0  0  0  3  17 

1.此時尚不必過於

強調「判斷」，建議

補上道德規範的

「是非」批判和實

踐，稍缺乏「社會

參與」部份。 

 

採納專家意見，排

除價值判斷，而以

是非判斷取代之，

並刪除樂於字眼。

整項指標修正為: 
具備生活道德之知

識與是非判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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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並能遵守社會

道德規範。 

 
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4.70 5.00 5 0.47 □ □ □ □ □ 
0  0  0  6  14 

  

B-2-d (12 歲) 
具備同理解他人感受

的能力，善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合

作。 

 

4.70 5.00 5 0.47 □ □ □ □ □ 
0  0  0  6  14 

1.宜強調從學習經

驗中建立與人互動

的能力；「善於」宜

改成「樂於」 
2.看不出 B-2-b，
B-2-c，B-2-d 的 
先後順序。 

結合專家意見，將

同理改成理解，善

於改為樂於，使指

標敘述更適切。整

項修正為:具備理

解他人感受的能

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

員合作。 

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 

4.15 4.00 5 0.81 □ □ □ □ □ 
0  0  5  7  8 

  

B-3-d (12 歲) 
具備關心本鄉土與國

際家事務關係的能

力，並能尊重與認識欣

賞文化的多樣性。 

 

4.30 4.00 4 0.65 □ □ □ □  □ 

0  0  2  10  8 
1. 具備認識多元 
族群文化，並能培

養相互依存、互信

及互助的觀念；「關

心」二字宜改成「理

解」，「欣賞」宜修

為「認識」。 
2.國際「關係」似

乎定義不明確，建

議修正為國際「事

務」；只有此階段讀

本土似乎無法銜

接。 
3.看不出 B-3-b，
B-3-c，B-3-d 的先

後順序。  

整合專家意見，以

認識取代欣賞文化

多樣性，本項修正

為:具備關心鄉土

與國家事務的能

力，並能尊重與認

識文化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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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自主行動 

第一回 
填寫結果 

非          非 
常          常 
不             
重          重 
要          要 
 1  2  3  4  5 

專家學者所提供 
之修改意見 

研究者針對修改

意見進行之說明

平 
均 
數 

中 
數 

眾 
數 

標 
準 
差 

□下方數字為第一次

每個選項的選填

人數 

C-1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4.35 4.50 5 0.74 □ □ □ □ □   
0  0  3  7  10 

1. 
2. 

1. 
2. 

C-1-d (12 歲) 
具備發現問題脈絡的

關係的思考能力，了解

問題的脈絡關係，能運

用知識與思考能力，以

且能透過體驗與實踐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4.80 5.00 5 0.52 □ □ □ □ □ 
0  0  1  2  17 

1.具備「做中學」

的能力，了解事務

或現象背後的原

因，為自己的主張

找證(論)據，且能

從生活體驗實踐中

了解並解決日常生

活問題。  

整合專家意見， 
將辭意加以修整

為:具備問題脈絡

關係的思考能力，

且能透過體驗與實

踐解決日常生活問

題。 

C-2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4.20 4.50 5 0.95 □ □ □  □ □ 

0  1  4  5  10 
1.此規劃執行係指

生活作息嗎? 
 

C-2-d (12 歲) 
具備計畫安排能力，並

以靈活彈性的創新思

考方式，因應各種日常

生活情境。 

 

4.35 4.50 5 0.74 □ □ □ □ □ 
0  0  3  7  10 

1.具備動手做、擬

定計畫的能力，並

能因應不同的生活

情境發揮「創新思

考方式」。 
2.建議可利用家

中、學校及社區之

資源解決問題。 

採納專家意見，靈

活彈性以創新思考

取代，並將詞句修

整。整項修正為:
具備計畫安排能

力，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

活情境。 

C-3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4.70 5.00 5 0.57 □ □ □ □ □ 
0  0  1  4  15 

  

C-3-d (12 歲)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發展健康的養成身

心保健的能力特質，並

了解接納個人性向特

質，發展自我目標。 

4.70 5.00 5 0.57 □ □ □ □ □ 
0  0  1  4  15 

1. 具備健全的生

活態度、理性的情

緒表達、規律的運

動習慣，並能接納

自己及樂觀進取 。 
2.難看出 C-3-b，
C-3-c，C-3-d 的差

別。 

整合專家意見及考

量本項指標的焦點

意義，整條指標修

正為:具備良好的

生活習慣，養成身

心保健的能力，並

接納個人特質，發

展自我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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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           
就藝術專長來說，本案有兼顧藝術觀賞及其社會應用，不錯。 

一、對於核心素養具體內含以並陳方式呈現，覺得有待商榷，因為有些核心

素養兩者間並無關聯，是個自獨立的，如「語文表達與數理運用」，有些

則互有相關，如「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經過

審閱發現所列國民核心素養層面及內涵均能涵蓋全面之需求，惟覺具體

內含的呈現方式可再加以討論。 

二、我國國民核心素養是終身學習還是學生？如何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

才是新世紀的潮流，因此是否架構圖的核心是學生，由學生出發，終身

學習則是歷程與理想。 

三、六歲階段的各項核心素養內涵指標內容過於理想化，應適當修正。 

四、許多用詞抽象，描述似過繁冗，似乎具體一點、簡短一點較容易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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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2  我國國民核心素養：第二次德懷術調查問卷回收結果（初

等教育階段） 

A：溝通互動 

第二回 
填寫結果 

非          非 
常          常 
不             
重          重 
要          要 
 1  2  3  4  5 

專家學者所提供 
之修改意見 

研究者針對修改

意見進行之說明

平 
均 
數 

中 
數 

眾 
數 

標 
準 
差 

□下方數字為第一次

每個選項的選填

人數 

A-1 
語文表達與數理運用 

4.95 5.00 5 0.22 □ □ □ □ □   
0  0  0  1  19   

  

A-1-d (12 歲) 
具備閱讀書寫的基本

語文能力，並具有生活

所需的基礎數理知能

及應用能力。 

5.00 5.00 5 0.00 □ □ □ □ □ 
0  0  0  0  20 

 具備閱讀書寫的基

本語文能力，並具

有生活所需的基礎

數理知能及應用能

力。 

 

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4.60 5.00 5 0.59 □ □ □ □ □ 
0  0  1  6  13 

  

A-2-d (12 歲) 
具備資訊科技基本能

力，並能理解識讀傳播

媒體內容的意義。 

 

4.60 5.00 5 0.50 □ □ □ □ □ 
0  0  0  8  12 

建議將「識讀」二

字改為「理解」。 
依專家所提建議，

將本內涵修正為：

具備資訊科技基本

能力，並能理解傳

播媒體內容的意

義。 

 

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 

4.70 5.00 5 0.57 □ □ □ □ □ 
0  0  1  4  15 

  

A-3-d (12 歲)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表

演與欣賞的能力，並能

在生活與學習中表現

出美學涵養。 

4.55 5.00 5 0.57 □ □ □ □ □ 
0  0  1  6  13 

「表現」二字較無

法呈現出其他性質

的藝術參與表示，

建議將表演改為

「創作」較適當。 

 

依專家所提建議，

將本內涵修正為：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

與欣賞的能力，並

能在生活與學習中

表現出美學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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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社會互動 

第二回 
填寫結果 

非          非 
常          常 
不             
重          重 
要          要 
 1  2  3  4  5 

專家學者所提供 
之修改意見 

研究者針對修改

意見進行之說明

平 
均 
數 

中 
數 

眾 
數 

標 
準 
差 

□下方數字為第一次

每個選項的選填

人數 

B-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 

5.00 5.00 5 0.00 □ □ □ □ □   
0  0  0  0  20 

  

B-1-d (12 歲) 
具備生活道德之知識

與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4.95 5.00 5 0.22 □ □ □ □ □ 
0  0  0  1  19 

建議補上「合理的」

社會道德規範較為

適宜，並建議刪除

生活道德之知識的

「之」字。 

 

依專家所提建議，

將本內涵修正為：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

與是非判斷能力，

並能遵守社會道德

規範。 

 
 

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4.90 5.00 5 0.30 □ □ □ □ □ 
0  0  0  2  18 

  

B-2-d (12 歲)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動，

並能與團隊成員合作。 

 

4.90 5.00 5 0.30 □ □ □ □ □ 
0  0  0  2  18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

的能力，樂於與人

互動，並能與團隊

成員合作。 
 
 
 
 

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 

4.45 4.00 5 0.51 □ □ □ □ □ 
0  0  0  11  9 

  

B-3-d (12 歲) 
具備關心鄉本土與國

際家事務的能力，並能

認識與尊重文化的多

元性。 

 

4.40 4.00 4 0.50 □ □ □ □ □ 
0  0  0  12  8 

建議「本土」及「國

際」並重(鄉土改成

本土，國家改成國

際)；且應先認識再

尊重；並將多「樣」

性修改成多「元」

性。 

依專家所提建議，

將本內涵修正為：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

際事務的能力，並

能認識與尊重文化

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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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自主行動 

第二回 
填寫結果 

非          非 
常          常 
不             
重          重 
要          要 
 1  2  3  4  5 

專家學者所提供 
之修改意見 

研究者針對修改

意見進行之說明

平 
均 
數 

中 
數 

眾 
數 

標 
準 
差 

□下方數字為第一次

每個選項的選填

人數 

C-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4.90 5.00 5 0.44 □ □ □ □ □   
0  0  1  0  19  

 
 

 
 

C-1-d (12 歲)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能

力，並接納認識個人特

質，發展自我目標潛

能。 

4.90 5.00   5 0.44 □ □ □ □ □ 
0  0  1  0  19 

國小階段是否將

「接納」考慮以「認

識」表示會較為貼

切；建議自我「目

標」修改為自我「潛

能」較適宜。 

 

依專家所提建議，

將本內涵修正為：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

的能力，並認識個

人特質，發展自我

潛能。 

 
 

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4.70 5.00 5 0.57 □ □ □ □ □ 

0  0  1  4  15  

  

C-2-d (12 歲) 
具備問題脈絡關係探

索問題的的思考能

力，且能透過體驗與與

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

題。 

4.75 5.00 5 0.44 □ □ □ □ □ 
0  0  0  5  15 

以「問題脈絡關係」

描述似乎太抽象，

建議修改成「探索

問題」的思考能力

較適宜。 

依專家所提建議，

將本內涵修正為：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

考能力，且能透過

體驗與與實踐解決

日常生活問題。 

 
 

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4.70 5.00 5 0.57 □ □ □ □ □ 
0  0  1  4  15 

  

C-3-d (12 歲)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安排能力，並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

活情境。 

4.65 5.00 5 0.48 □ □ □ □ □ 
0  0  0  7  13 

建議將「計畫安排」

修改為「規劃」較

適宜；具備二字後

建議加入「擬訂」

二字；「計畫安排」

修改為「動手做與

操作安排」較適

宜。 

依專家所提建議，

將本內涵修正為：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

作的能力，並以創

新思考方式，因應

日常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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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3  我國國民核心素養：第三次德懷術調查問卷（初等教育階

段） 

A：溝通互動 

第三回 
填寫結果 

非          非 
常          常 
不             
重          重 
要          要 
 1  2  3  4  5 

專家學者所提供 
之修改意見 

研究者針對修改

意見進行之說明

平 
均 
數 

中 
數 

眾 
數 

標 
準 
差 

□下方數字為第一次

每個選項的選填

人數 

A-1 
語文表達與數理符號

運用 

 

5.00 5.00 5 0.00 □ □ □ □ □   
0  0  0  1  19   

 参考：國家教育研

究院吳清山主任建

議，將「語文表達

與數理運用」 修改

為改為「語文表達

與符號運用」。 

 
A-1-d (12 歲) 
具備「說、讀、寫、作」

閱讀書寫的基本語文

能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5.00 5.00 5 0.00 □ □ □ □ □ 
0  0  0  0  20 

語文教學(習)涵蓋

「說、讀、寫、作」

四個項目，以前述

文字似乎未清楚表

示「說」的部分。 

依專家所提建議，

將本內涵修正為：

具備「說、讀、寫、

作」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

需的基礎數理知能

及應用能力。 

A-2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4.67 5.00 5 0.48 □ □ □ □ □ 
0  0  1  6  13 

  

A-2-d (12 歲)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傳

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4.48 5.00 5 0.48 □ □ □ □ □ 
0  0  0  8  12 

1. 建議加上「應 
   用的」即：具備 
   資訊科技應用 
   的基本能力較  
   為適宜。 
2. 理解僅停留於

認知了解層

次，12 歲國小

畢業生應期許

具備獨立思考

的了解與辨別

依專家所提建議，

將本內涵修正為：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

的基本能力，並能

理解傳播媒體內容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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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內容注意

能力。 

A-3 
藝術欣賞與生活美學 

4.83 5.00 5 0.51 □ □ □ □ □ 
0  0  1  4  15 

  

A-3-d (12 歲)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生

活與學習中表現出美

學涵養。 

4.83 5.00 5 0.51 □ □ □ □ □ 
0  0  1  6  13 

  

 

B：社會互動 

第三回 
填寫結果 

非          非 
常          常 
不             
重          重 
要          要 
 1  2  3  4  5 

專家學者所提供 
之修改意見 

研究者針對修改

意見進行之說明

平 
均 
數 

中 
數 

眾 
數 

標 
準 
差 

□下方數字為第一次

每個選項的選填

人數 

B-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 

5.00 5.00 5 0.00 □ □ □ □ □   
0  0  0  0  20 

  

B-1-d (12 歲)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遵

守社會道德規範。 

5.00 5.00 5 0.00 □ □ □ □ □ 
0  0  0  1  19 

  
 

B-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5.00 5.00 5 0.00 □ □ □ □ □ 
0  0  0  2  18 

  

B-2-d (12 歲)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及

與人互動的能力，樂於

與人互動，並能與團隊

成員合作。 

 

5.00 5.00 5 0.00 □ □ □ □ □ 
0  0  0  2  18 

建議在能理解他人

的感受時，也能同

時培養與人互動的

能力。 

依專家所提建議，

將本內涵修正為：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

及與人互動的能

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

員合作。 
 

B-3 
國際理解與多元文化 

4.44 4.50 5 0.61 □ □ □ □ □ 
0  0  0  11  9 

  

B-3-d (12 歲)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識

4.39 4.00 4 0.60 □ □ □ □ □ 
0  0  0  12  8 

B-3-d 原「具備關

心鄉土與國家事務

的能力，並能認識

「本土」是官方單

位統一用語，似不

宜再修改，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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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與尊重文化的多元

性」。因鄉土可涵括

在地事務，而「本

土」易涉及政治性

意涵，為小學畢業

時若以國家層為主

要關心範疇即可，

而關心國家層必然

會涉及一些國際層

的議題。 

事務依專家所提建

議：修正為國家。

 

 

C：自主行動 

第三回 
填寫結果 

非          非 
常          常 
不             
重          重 
要          要 
 1  2  3  4  5 

專家學者所提供 
之修改意見 

研究者針對修改

意見進行之說明

平 
均 
數 

中 
數 

眾 
數 

標 
準 
差 

□下方數字為第一次

每個選項的選填

人數 

C-1 
身心健康與自我實現 

4.94 5.00 5 0.23 □ □ □ □ □   
0  0  1  0  19  

 
 

 
 

C-1-d (12 歲)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能

力，並認識個人特質，

及發展自我潛能。 

4.94 5.00   5 0.23 □ □ □ □ □ 
0  0  1  0  19 

建議「能力」用「具

備」；「習慣」用「養

成」似較適切。 

「具備」用詞係與

其他指標用詞取得

一致，故不擬變

更。 

C-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4.72 5.00 5 0.57 □ □ □ □ □ 

0  0  1  4  15  

  

C-2-d (12 歲)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且能透過體驗與

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

題。 

4.83 5.00 5 0.38 □ □ □ □ □ 
0  0  0  5  15 

  

C-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4.78 5.00 5 0.54 □ □ □ □ □ 
0  0  1  4  15 

  

C-3-d (12 歲)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以創新思考

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

4.72 5.00 5 0.46 □ □ □ □ □ 
0  0  0  7  13 

「擬定計畫」四字

建議修為「規劃」

較為適宜。 

 

因「規劃」二字與

原層面用詞相同，

故不擬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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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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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4  初等教育階段核心素養指標與九年一貫課程各領域之對應

情形專家審查問卷 

【語文領域】審查意見 

 

我國國

民核心

素養 

12 歲 
核心素養 
內涵定義 

與 12 歲核心素養內涵相關之分段能力指標 

對應性 

符

合

不符合 
刪 調至

語文表達

與 
符號運用 

具備「說、讀、寫、

作」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A-1-1 能正確認念、拼讀及書寫注音符號。 ˇ   

A-1-2 能應用注音符號表情達意，分享經驗。 ˇ   

A-1-4 能應用注音符號輔助識字，擴充閱讀。 ˇ   
A-1-5 能應用注音符號，記錄訊息，表達意見。 ˇ   

A-2-1 能利用注音符號，理解字詞音義，提昇

閱讀效能。 
ˇ   

A-3-1 能應用注音符號，分辨字詞音義，增進

閱讀理解。 
ˇ   

B-1-3 能聽出說話者說話的表達技巧。 ˇ   
B-2-3 能聽出對方說話的表達技巧。 ˇ   
B-3-3 能思辨對方說話的表達技巧。 ˇ   
C-1-1 能正確發音並說標準國語。 ˇ   
C-1-3 能生動活潑敘述故事。 ˇ   
C-2-1 能充分表達意見。 ˇ   
C-2-2 能合適的表現語言。 ˇ   

D-1-1 能認識常用中國文字 1,000-1,200 字。 ˇ   
D-1-5 能認識楷書基本筆畫的名稱、筆順，並 
掌握運筆原則，練習用硬筆書寫。 

ˇ   

D-2-1 能認識常用中國文字 2,200-2,700 字。 ˇ   
D-2-3 能概略了解筆畫、偏旁變化及結構原理。 ˇ 

 
 

D-2-5 能掌握楷書的筆畫、偏旁搭配、形體結

構和書寫方法，並練習用硬筆、毛筆寫字。 
ˇ   

D-3-1 能認識常用中國文字 3,500-4,500 字。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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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3 能透過臨摹或應用已習得的寫字方法與

原理，用硬筆、毛筆練習寫出正確、美觀的硬

筆字和毛筆字。 

ˇ 

 

 

E-1-1 能熟習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ˇ   
E-1-2 能讀懂課文內容，了解文章的大意。 ˇ   
E-1-7 能掌握閱讀的基本技巧。 ˇ   
E-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句型。 ˇ   
E-2-3 能認識基本文體的特色及寫作方式。 ˇ   
E-2-4 能掌握不同文體閱讀的方法，擴充閱讀

範圍。 
ˇ   

E-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讀，並了解不同語言

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ˇ   

E-3-1 能熟習並靈活應用語體文及文言文作品

中詞語的意義。 
ˇ 

 
 

E-3-8 能配合語言情境，理解字詞和文意間的

轉化。 
ˇ 

 
 

F-1-2 能擴充詞彙，正確的遣辭造句，並練習

常用的基本句型。 
ˇ   

F-1-3 能認識各種文體的寫作要點，並練習寫

作。 
ˇ 

 
 

F-1-5 能概略分辨出作品中文句的錯誤。 ˇ   
F-1-6 能概略知道寫作的步驟(從收集材料到

審題、立意、選材及安排段落、組織成篇)，逐

步豐富作品的內容。 

ˇ 
 

 

F-1-7 能認識並練習使用標點符號。 ˇ   
F-2-2 能正確流暢的遣辭造句、安排段落、組

織成篇。 
ˇ   

F-2-3 能認識各種文體，並練習不同類型的寫

作。 
ˇ   

F-2-4 能應用各種表達方式練習寫作。 ˇ   
F-2-6 能依收集材料到審題、立意、選材、安

排段落、組織成篇的寫作步驟進行寫作。 
ˇ 

 
 

F-2-7 能了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在寫作時恰

當的使用。 
ˇ   

F-2-8 能把握修辭的特性，並加以練習及運用。 ˇ 
 

 

F-3-2 能精確的遣辭用字，並靈活運用各種句

型寫作。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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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3 能理解各種文體的特質，並練習寫作不

同類型的作品。 
ˇ   

F-3-4 練習應用各種表達方式寫作。 ˇ   
F-3-5 掌握寫作步驟，充實作品的內容，精確

的表達自己的思想。 
ˇ   

F-3-6 了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適當使用。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A2 
資訊科技

與 
媒體素養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

傳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A-1-6 能應用注音符號，擴充語文學習的空

間，增進語文學習興趣。 
  A1 

A-2-3 能應用注音符號，擴充自學能力，提升

語文學習效能。 
  A1 

D-2-2 會查字辭典，並能利用字辭典，分辨字

義。 
  A1 

D-3-2 會查字辭典、成語辭典等，擴充詞彙，

分辨詞義。 
  A1 

E-1-5 能了解並使用圖書室(館)的設施和圖

書，激發閱讀興趣。 
  A1 

E-1-6 認識並學會使用字典、百科全書等工具

書，以輔助閱讀。 
  A1 

E-2-6 能熟練利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決問題

的能力。 
  A1 

E-2-9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 
學習和應用能力。 

ˇ   

E-3-6 能靈活應用各類工具書及電腦網路，蒐 
集資訊、組織材料，廣泛閱讀。 

ˇ   

F-2-9 能練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寫作經

驗和樂趣。 
ˇ   

F-3-8 能練習使用電腦編輯作品，分享寫作的

樂趣，討論寫作的經驗。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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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藝術欣賞

與 
生活美學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

生活環境中展現美學

涵養。 

A-1-3 能應用注音符號，欣賞語文的優美。 ˇ   

A-2-2 能應用注音符號，感受語文的優美。 ˇ   

B-1-1 能培養良好的聆聽態度。   B2 
B-2-1 能培養良好的聆聽態度。   B2 
B-3-1 能具備良好的聆聽素養。   B2 

C-3-3 能以優雅語言表達意見。 ˇ   

D-1-3 能概略認識字體大小、筆劃粗細和書法

美觀的關係。 
ˇ   

D-2-4 能養成執筆合理、坐姿適當，以及書寫

正確、迅速、保持整潔與追求美觀的習慣。 
ˇ   

D-2-5 能掌握楷書的筆畫、偏旁搭配、形體結

構和書寫方法，並練習用硬筆、毛筆寫字。 
  A1 

D-2-6 能欣賞楷書名家碑帖，並辨識各種書體 
(篆、隸、楷、行)的特色。 

ˇ   

D-3-3 能透過臨摹或應用已習得的寫字方法與

原理，用硬筆、毛筆練習寫出正確、美觀的硬

筆字和毛筆字。 

ˇ   

D-3-5 能用筆畫、偏旁覆載搭配、間架結構、

布局、行氣和行款等美觀原理賞析碑帖與書法

作品。 

ˇ   

E-3-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

巧。 
ˇ   

F-1-8 能分辨並欣賞作品中的修辭技巧。 ˇ   

F-2-10 能發揮想像力，嘗試創作，並欣賞自己

的作品。 
ˇ   

F-3-9 發揮思考及創造的能力，使作品具有獨

特的風格。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1 
公民責任

與 
道德實踐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陶冶關懷環境的意

識。 

C-1-2 能有禮貌的表達意見。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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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原領域課程)      

B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

合作。 
 
 
 
 
 

 

 

 

 

 

A-1-2 能應用注音符號表情達意，分享經驗。 ˇ   

C-2-3 能表現良好的言談。   A3 

C-2-4 能把握說話重點，充分溝通。 ˇ   

C-3-4 能自然從容發表、討論和演說。   A3 

E-2-8 能共同討論閱讀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ˇ   

F-1-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養良好的

寫作態度與興趣。 
ˇ   

F-2-5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力，並主動和

他人交換寫作心得。 
ˇ   

F-3-1 能應用觀察的方法，並精確表達自己的

見聞。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3 
國際理解

與 
多元文化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

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

性。 

E-1-4 能喜愛閱讀課外讀物，主動擴展閱讀視
野。 

ˇ   

E-3-5 能主動閱讀古今中外及鄉土文學的名著

，擴充閱讀視野。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1 
身心健康

與 
自我實現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

能力，並能認識個人

特質及發展潛能。 
 
 
 

B-1-1 能培養良好的聆聽態度。 ˇ   

C-3-1 能發揮說話技巧。 ˇ   

D-1-2 會使用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習

慣。 
ˇ   

D-1-4 能養成良好的書寫習慣。 ˇ   

D-1-6 能激發寫字的興趣。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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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7 能激發自我寫字的興趣。 ˇ   

E-1-3 能培養良好的閱讀興趣、態度和習慣。 ˇ   

E-1-4 能喜愛閱讀課外讀物，主動擴展閱讀視

野。 
ˇ   

E-3-4 能廣泛的閱讀各類讀物，並養成比較閱

讀的能力。 
ˇ   

F-2-1 能培養觀察與思考的寫作習慣。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2 
系統思考 

與 
問題解決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並能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

問題。 
 
 
 
 
 
 
 

 
 
 
 
 

A-1-5 能應用注音符號，記錄訊息，表達意見
。 

ˇ   

A-1-7 能應用注音符號，檢索資料，解決學習
上疑難問題。 

ˇ   

A-3-2 能應用注音符號，檢索資料，解決疑難
問題，增進學習效能。 

ˇ   

B-1-2 能確實把握聆聽的方法。   B2 
B-2-2 能確實把握聆聽的方法。   B2 
B-3-3 能思辨對方說話的表達技巧。   B2 

C-1-4 能把握說話主題。   B2 

C-2-1 能充分表達意見。   B2 

C-3-4 能自然從容發表、討論和演說。   A3 

D-1-2 會使用字(辭)典，並養成查字(辭)典的習

慣。 
  C1 

E-2-2 能調整讀書方法，提昇閱讀的速度和效

能。 
ˇ   

E-2-5 能利用不同的閱讀策略，增進閱讀的能

力。 
ˇ   

E-2-10 能思考並體會文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ˇ   

E-3-7 能主動思考與探索，統整閱讀的內容，

並轉化為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能力。 
ˇ   

F-1-4 能練習運用各種表達方式習寫作文。   A2 
F-2-5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力，並主動和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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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交換寫作心得。 
增補(原領域課程)      

C3 
規劃執行

與 
創新應變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能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

生活情境。 

A-1-4 能應用注音符號輔助識字，擴充閱讀。   C1 
A-1-7 能應用注音符號，檢索資料，解決學習
上疑難問題。 

  C2 

A-3-2 能應用注音符號，檢索資料，解決疑難
問題，增進學習效能。 

  C2 

B-3-2 能靈活應用聆聽的方法。 ˇ   
C-3-1 能發揮說話技巧。 ˇ   
C-3-2 能運用多種溝通方式。 ˇ   
D-3-4 能因應不同的場合，用毛筆、硬筆等書
寫通知、海報、春聯等應用文書。 

ˇ   

E-3-2 能靈活應用不同的閱讀理解策略，發展
自己的讀書方法。 

ˇ   

F-3-7 能靈活應用修辭技巧，讓作品更加精緻
感人。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其他審查意見： 

研究團隊用心分析，令人敬佩!但如此配對或對應，感覺有些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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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領域】審查意見 

 

我國國

民核心

素養 

12 歲 
核心素養 
內涵定義 

與 12 歲核心素養內涵相關之分段能力指標 

對應性 

符

合 

不符合 
刪 調至

 
A1 

語文表達

與 
符號運用 

具備「說、讀、寫、

作」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N-1-01 能說、讀、聽、寫 1000 以內的數，比

較其大小，並做位值單位的換算。 
ˇ  

 

N-1-03 能理解加、減直式計算。 ˇ   

N-1-06 能理解九九乘法。 ˇ   
N-1-08 能做長度的實測，認識「公分」、「公

尺」，並能做長度之比較與計算。 
ˇ  

 

N-1-09 能做長度的簡單估測。 ˇ   
N-1-10 能認識容量、重量、面積(不含常用單 
位)。 ˇ  

 

N-1-11 能報讀時刻，並認識時間常用單位。 
ˇ  

 

S-1-01 能由物體的外觀，辨認、描述與分類簡

單幾何形體。
ˇ   

S-1-03 能認識周遭物體中的角、直線和平面。 
ˇ   

S-1-04 能認識生活周遭中平行與垂直的現象。 
 

ˇ   

A-1-03 能理解加減互逆，並運用於驗算與解

題。 
ˇ   

N-2-01 能說、讀、聽、寫 10000 以內的數，比

較其大小，並做位值單位的換算。
ˇ   

N-2-02 透過位值概念，延伸整數的認識到大數

(含億、兆)。
ˇ   

N-2-03 能熟練整數加、減的直式計算。 
 

ˇ   

N-2-04 能理解除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並理解整除、商與餘數的概念。
ˇ   

N-2-05 能理解乘、除直式計算。 
 

ˇ   

N-2-06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兩步驟問題(含
除法步驟)。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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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7 能做整數四則混合運算，理解併式，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ˇ   

N-2-10 能認識真分數、假分數與帶分數，做同

分母分數的比較、加減與整數倍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ˇ  

 

 

N-2-11 能理解分數之「整數相除」的意涵。 
 

ˇ   

N-2-12 能認識等值分數，並做簡單的應用。 
 

ˇ   

N-2-13 能認識一位與二位小數，並做比較、直

式加減及整數倍的計算。
ˇ   

N-2-15 能在數線上做整數與小數之比較與

加、減的操作。
ˇ   

N-2-16 能在數線上標記小數，並透過等值分

數，標記簡單的分數。
ˇ   

N-2-17 能做長度的實測，認識長度常用單位，

並能做長度之比較與計算。
ˇ   

N-2-18 能做容量的實測，認識容量常用單位，

並能做容量之比較與計算。
ˇ   

N-2-19 能做重量的實測，認識重量常用單位，

並能做重量之比較與計算。 
ˇ  

 

N-2-20 能使用量角器進行角度之實測，認識度

的單位，並能做角度之比較與計算。 
ˇ  

 

N-2-21 能認識面積常用單位，並能做面積之比

較與計算。 
ˇ  

 

N-2-22 能理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

公式。 
ˇ  

 

N-2-23 能認識體積，並認識「立方公分」的單

位。 
ˇ  

 

N-2-24 能做時或分同單位的加減計算。 
 

ˇ  
 

N-2-25 能用複名數的方法處理量相關的計算

問題(不含除法)。 
ˇ  

 

N-2-26 能做量的簡單估測。 
 

ˇ  
 

S-2-01 能認識平面圖形的內部、外部及其周界

與周長。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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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 能透過操作，將簡單圖形切割重組成另

一已知簡單圖形。 
ˇ  

 

S-2-03 能理解垂直與平行的意義。 
 

ˇ  
 

S-2-04 能透過平面圖形的組成要素，認識基本

平面圖形。 
ˇ  

 

S-2-05能透過操作，認識簡單平面圖形的性質。 
 

ˇ  
 

S-2-06 能認識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ˇ  
 

S-2-08能理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公

式。 
ˇ  

 

A-2-01 能理解乘除互逆，並應用於驗算與解

題。 
ˇ  

 

N-3-01 能熟練整數乘、除的直式計算。 
 

ˇ  
 

N-3-03 能理解因數、倍數、公因數與公倍數。 
 

ˇ  
 

N-3-04 能認識質數、合數，並能用短除法做質

因數分解。 
ˇ  

 

N-3-05 能認識最大公因數、最小公倍數與兩數

互質的意義，並用來將分數化成最簡分數。 
ˇ  

 

N-3-06 能理解等值分數、約分、擴分的意義。 
 

ˇ  
 

N-3-07 能理解通分的意義，並用來解決異分母

分數的比較與加減問題。 
ˇ  

 

N-3-08 能認識多位小數，並做比較、直式加減

及整數倍的計算。 
ˇ  

 

N-3-11 能用直式處理小數的乘除計算(不含循

環小數)。 
ˇ  

 

N-3-12 能在具體情境中，對某數在指定位數取

概數(含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乘、除之

估算。 
 

ˇ  

 

 

N-3-13 能做分數與小數的互換，並標記在數線

上。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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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6 能認識導出單位並做簡單的應用。 
 

ˇ  
 

N-3-17 能理解速度的概念與應用，認識速度的

常用單位及換算，並處理相關的計算問題。 
ˇ  

 

N-3-19 能認識量的常用單位及其換算，並用複

名數處理相關的計算問題。 
ˇ  

 

N-3-20 能理解正方體和長方體的體積公式。 
 

ˇ  
 

N-3-21 能理解容量、容積和體積間的關係。 
 

ˇ  
 

N-3-22 能運用切割重組，理解三角形、平行四

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 
ˇ  

 

N-3-23 能理解圓面積與圓周長的公式，並計算

簡單扇形面積。 
ˇ  

 

S-1-01 能由物體的外觀，辨認、描述與分類簡

單幾何形體。 
ˇ  

 

N-3-24 能理解簡單直立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

與高的乘積。 
ˇ  

 

N-3-25 能計算正方體或長方體的表面積。 
 

ˇ  
 

S-3-03 能理解平面圖形的線對稱關係。 
 

ˇ  
 

S-3-04 能認識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長度、角

度與面積的影響，並認識比例尺。 
ˇ  

 

S-3-05 能理解正方體和長方體的體積公式。 
 

ˇ  
 

S-3-06 能運用切割重組，理解三角形、平行四

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 
ˇ  

 

S-3-07 能理解圓面積與圓周長的公式，並計算

簡單扇形面積。 
ˇ  

 

S-3-08能認識面的平行與垂直，線與面的垂直。 
 

ˇ  
 

S-3-09 能認識球、直圓柱、直圓錐、直角柱與

正角錐。 
ˇ  

 

S-3-10能理解簡單直立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

高的乘積。 
ˇ  

 

S-3-11 能計算正方體或長方體的表面積。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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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3 能認識等量公理。 
 

ˇ  
 

A-3-05 能解決用未知數列式之單步驟問題。 
 

ˇ  
 

A-3-06 能用符號表示簡單的常用公式。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R-4 能察覺數學與人類文化活動相關。    

C-R-2 能察覺數學與其他領域之間有所連結。    
C-R-3 能瞭解其他領域中所用到的數學知識

與方法。 
   

A2 
資訊科技

與 
媒體素養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

傳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S-3-12 能運用資訊科技繪製簡單的形體。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T-3 能把情境中與數學相關的資料資訊化。    

C-S-6 能用電算器或電腦處理大數目或大量數

字的計算。 
   

A3 
藝術欣賞

與 
生活美學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

生活環境中展現美學

涵養。 

無對應之分段能力指標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1 
公民責任

與 
道德實踐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陶冶關懷環境的意

識。 

無對應之分段能力指標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2 
人際關係

與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

無對應之分段能力指標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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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 合作。    

增補(原領域課程)      

B3 
國際理解

與 
多元文化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

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

性。 

無對應之分段能力指標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R-4 能察覺數學與人類文化活動相關。    

C-C-8 能尊重他人解決數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C1 
身心健康

與 
自我實現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

能力，並能認識個人

特質及發展潛能。 

無對應之分段能力指標    

增補(原領域課程)     

C2 
系統思考 

與 
問題解決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並能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

問題。 
 
 
 
 
 
 
 

 
 
 
 
 

N-1-02 能理解加法、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ˇ   

N-1-04 能理解乘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簡單整

數倍的問題。 
ˇ   

N-1-05 能在具體情境中，進行分裝與平分的活

動。 
ˇ   

N-1-07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加、減、乘之兩

步驟問題(不含連乘)。 
ˇ   

A-1-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識等號兩邊數量一

樣多的意義與＜、＝、＞的遞移律。 
ˇ   

A-1-02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識加法的交換律、

結合律、乘法的交換律，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ˇ   

N-2-04 能理解除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並理解整除、商與餘數的概念。 
ˇ   

N-2-07 能做整數四則混合運算，理解併式，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ˇ   

N-2-08 能在具體情境中，對大數在指定位數取

概數(含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之估算。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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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9 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識分數。 ˇ   

N-2-10 能認識真分數、假分數與帶分數，做同

分母分數的比較、加減與整數倍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ˇ   

N-2-18 能做容量的實測，認識容量常用單位，

並能做容量之比較與計算。 
ˇ   

N-2-19 能做重量的實測，認識重量常用單位，

並能做重量之比較與計算。 
ˇ   

N-2-20 能使用量角器進行角度之實測，認識度

的單位，並能做角度之比較與計算。 
ˇ   

A-2-03 能在四則混合計算中，運用數的運算性

質。 
ˇ   

N-3-02 能熟練整數四則混合運算，並解決生活

中的三步驟問題。 
ˇ   

N-3-09 能理解分數(含小數)乘法的意義及計算

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ˇ   

N-3-10 能理解分數(含小數)除法的意義及計算

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ˇ   

N-3-18 能由生活中常用的數量關係，運用於理

解問題並解決問題。 
ˇ   

A-3-02 能由生活中常用的數量關係，運用於理

解問題並解決問題。 
ˇ   

A-3-04 能用含未知數符號的算式表徵具體情

境之單步驟問題，並解釋算式與情境的關係。 
ˇ   

D-3-01 能整理生活中的資料，並製成長條圖、

折線圖或圓形圖。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數量形析出。    
C-T-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數學的問題。    
C-R-2 能察覺數學與其他領域之間有所連結。    
C-R-3 能瞭解其他領域中所用到的數學知識

與方法。 
   

C-S-1 能分解複雜的問題為一系列的子題。    
C-S-3 能熟悉解題的各種歷程：蒐集、觀察、

臆測、檢驗、推演、驗證、論證等。 
   

C-S-4 能運用解題的各種方法：分類、歸納、

演繹、推理、推論、類比、分析、變形、一般

化、特殊化、模型化、系統化、監控等。 

   



 

65 
 

C-C-4 用數學的觀點推測及說明解答的屬性。    

C3 
規劃執行

與 
創新應變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能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

生活情境。 

D-1-01 能將資料做分類與整理，並說明其理

由。 
ˇ   

A-2-01 能理解乘除互逆，並應用於驗算與解

題。 
ˇ   

A-2-02 能在具體情境中，理解乘法結合律，並

運用於簡化計算。 
ˇ   

D-2-01 能報讀生活中常見的表格。 ˇ   
D-2-02 能認識並報讀生活中的長條圖、折線

圖。 
ˇ   

N-3-14 能認識比率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 ˇ   
N-3-15 能認識比、比值與正比的意義，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ˇ   

S-3-01能利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

問題。 
ˇ   

S-3-02 能透過操作，認識「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度」與「兩邊和大於第三邊」的性質。 
ˇ   

A-3-01 能在具體情境中，理解乘法對加法的分

配律與其他乘除混合計算之性質，並運用於簡

化計算。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S-5 瞭解一數學問題可有不同的解法，並能

嘗試不同的解法。 
   

C-E-2 能由解題的結果重新審視情境，提出新

的觀點或問題。 
   

 

 

 

 

 

 

 

【社會領域】審查意見 

 

其他審查意見： 

    數學也是生活的語言之一，因此與情境的連結是重要的課題。然而數學

能力之建構有其階段性，所以在綱要中固然以階段學習為藍本然而國民核心

素養之階段目標，如 A3、C1、C2 及 C3 則需藉由教學活動來養成。 
    數學領域綱要之另一特色在於分別細目，相關之教學活動確實也分述於

各年級細目之中。因此，核心素養之檢視，不宜僅由能力指標之文字來推敲。

再者，數學與生活之連結亦可由連結性之指標如 C-R-XX~C-E-XX 來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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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

民核心

素養 

12 歲 
核心素養 
內涵定義 

與 12 歲核心素養內涵相關之分段能力指標 

對應性 

符

合 

不符合 
刪 調至

A1 
語文表達

與 
符號運用 

具備「說、讀、寫、

作」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1-1-2 描述住家與學校附近的環境。 
ˇ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ˇ   

1-2-2 描述不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ˇ   
1-3-6 描述鄉村與都市在景觀和功能方面的差

異。 ˇ   

2-1-2 描述家庭定居與遷徙的經過。 ˇ   
5-1-3 舉例說明自己的發展與成長會受到家庭

與學校的影響。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A2 
資訊科技

與 
媒體素養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

傳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1-3-4 利用地圖、數據和其它資訊，來描述和

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ˇ   

8-1-1 舉例說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為自己生

活的各個層面帶來新風貌。 
ˇ   

8-2-1 舉例說明為了生活需要和解決問題，人

類才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ˇ   

8-2-2 舉例說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改變了人

類生活和自然環境。 
ˇ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類價值、信仰

和態度的影響。 
ˇ   

8-3-2 探討人類的價值、信仰和態度如何影響

科學技術的發展。 
ˇ   

8-3-3 舉例說明科技的研究和運用，不受專業

倫理、道德或法律規範的可能結果。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A3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4-3-2 認識人類社會中的主要宗教與信仰。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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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欣賞

與 
生活美學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

生活環境中展現美學

涵養。 

4-3-3 瞭解人類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4-3-5 能從美學角度，檢討與珍視人類社會中

的各種文化活動。 
   

B1 
公民責任

與 
道德實踐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陶冶關懷環境的意

識。 
 
 
 
 
 
 

4-3-4 反省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行與道德信念
。 

ˇ   

6-2-1 從周遭生活中舉例指出權力如何影響個

體或群體的權益(如形成秩序、促進效率或傷

害權益等。 

ˇ   

6-2-2 舉例說明兒童權(包含學習權、隱私權及

身體自主權等)與自己的關係，並知道維護自己

的權利。 

ˇ   

6-2-3 實踐個人對其所屬之群體(如家庭和學校

班級)所擁有之權利和所負之義務。 
ˇ   

6-2-4 說明不同的個人、群體(如性別、族群、

階層等)文化與其他生命為何應受到尊重與保

護，以及如何避免偏見1與歧視。 

ˇ   

6-2-5 從學生自治活動中舉例說明選舉和任期

制的功能。 
ˇ   

6-3-1 認識我國政府的主要組織與功能。 ˇ   

6-3-2 瞭解各種會議、議會或委員會(如學生、

教師、家長、社區或地方政府的會議)的基本運

作原則。 

ˇ   

6-3-3 瞭解並遵守生活中的基本規範。 ˇ   

6-3-4 列舉我國人民受到憲法所規範的權利與

義務。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2 
人際關係

與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

1-3-3 瞭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識與感受有
所不同的原因。 

ˇ   

3-2-1 理解並關懷家庭內外環境的變化與調適

。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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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 合作。 
 
 
 
 
 

 

 

 

 

4-1-1 藉由接近自然，進而關懷自然與生命。 ˇ   

5-2-2 舉例說明在學習與工作中，可能和他人

產生合作或競爭的關係。 
ˇ   

5-3-3 瞭解各種角色的特徵、變遷及角色間的

互動關係。 
ˇ   

5-3-5 舉例說明在民主社會中，與人相處所需

的理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民主

素養之重要性 

ˇ   

7-3-1 瞭解個人透過參與各行各業的經濟活動

，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的關係。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3 
國際理解

與 
多元文化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

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

性。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識與感受具
有差異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ˇ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異。 ˇ   

1-3-1 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異，並能尊重及

欣賞各地的不同特色。 
ˇ   

1-3-2 瞭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

節令、禮俗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ˇ   

1-3-7 說明城鄉之間或區域與區域之間有交互

影響和交互倚賴的關係。 
ˇ   

1-3-11 瞭解臺灣地理位置的特色及其對臺灣歷

史發展的影響。 
ˇ   

1-3-12 瞭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及優

勢。 
ˇ   

2-1-1 瞭解住家及學校附近環境的變遷。 ˇ   

2-2-2 認識居住地方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

賞地方民俗之美。 
ˇ   

2-3-1 認識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與事件。 ˇ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欣賞其內涵。 ˇ   

2-3-3 瞭解今昔中國、亞洲和世界的主要文化

特色。 
ˇ   

5-3-1 說明個體的發展與成長，會受到社區與

社會等重大的影響。 
ˇ   



 

69 
 

增補(原領域課程)      

C1 
身心健康

與 
自我實現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

能力，並能認識個人

特質及發展潛能。 
 
 
 
 
 
 
 
 

 

4-2-2 列舉自己對自然與超自然界中感興趣的
現象 

ˇ   

4-3-1 說出自己對當前生活型態的看法與選擇
未來理想生活型態的理由。 

ˇ   

5-1-1 覺察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 ˇ   

5-1-2 描述自己身心的變化與成長。 ˇ   

5-1-4 瞭解自己在群體中可以同時扮演多種角

色。 
ˇ   

5-2-1 舉例說明自己可以決定自我的發展並具

有參與群體發展的權利。 
ˇ   

5-3-2 瞭解自己有權決定自我的發展，並且可

能突破傳統風俗或社會制度的期待與限制。 
ˇ   

5-3-4 舉例說明影響自己角色扮演的因素。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2 
系統思考 

與 
問題解決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並能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

問題。 
 
 
 
 
 
 
 

 
 
 
 
 
 

1-1-1 辨識地點、位置、方向，並能運用模型
代表實物。 

  A1 

1-2-6 覺察聚落的形成在於符合人類聚居生活
的需求。 

ˇ   

1-2-7 說出居住地方的交通狀況，並說明這些

交通狀況與生活的關係。 
ˇ   

1-3-5 說明人口空間分布的差異及人口遷移的
原因和結果。 

ˇ   

1-3-8 瞭解交通運輸的類型及其與生活環境的
關係。 

ˇ   

1-3-9 分析個人特質、文化背景、社會制度以

及自然環境等因素對生活空間設計和環境類

型的影響。 

ˇ   

2-2-1 瞭解居住地方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

歷史變遷。 
ˇ   

3-3-1 依自己的觀點，對一組事物建立起分類

和階層關係。 
  A1 

3-3-2 瞭解家庭、社會與人類世界三個階層之

間，有相似處也有不同處。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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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瞭解不能用過大的尺度去觀察和理解小

範圍的問題，反之亦然。 
  A1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

果」或「互動」。 
ˇ   

3-3-5 舉例指出在一段變遷當中，有某一項特

徵或數值是大體相同的。 
ˇ   

4-2-1 說出自己的意見與其他個體、群體或媒

體意見的異同。 
ˇ   

6-1-1 舉例說明個人或群體為實現其目的而影

響他人或其他群體的歷程。 
ˇ   

7-2-3 瞭解人類在交換各種資源時必須進行換

算，因此發明貨幣。 
ˇ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進行

價值判斷和選擇。 
ˇ   

7-3-3 瞭解投資是一種冒風險的行動，同時也

是創造盈餘的機會。 
ˇ   

7-3-4 瞭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量區域的自然

和人文特色。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8-3-3 舉例說明人類為何需要透過立法來管理

科學和技術的應用。 
   

C3 
規劃執行

與 
創新應變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能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

生活情境。 

1-2-4 測量距離、閱讀地圖、使用符號繪製簡
略平面地圖。 

ˇ   

1-2-5 調查居住地方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
狀況。 

ˇ   

1-3-10 舉例說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
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ˇ   

7-2-1 指出自己與同儕所參與的經濟活動。 ˇ   
7-2-2 認識各種資源，並說明其受損、消失、
再生或創造的情形，並能愛護資源。 

ˇ   

7-2-4 瞭解從事適當的理財可調節自身的消費

力。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進行

價值判斷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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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領域】審查意見(一) 

 

我國國

民核心

素養 

12 歲 
核心素養 
內涵定義 

與 12 歲核心素養內涵相關之分段能力指標 

對應性 

符

合 

不符合 
刪 調至

A1 
語文表達

與 
符號運用 

具備「說、讀、寫、

作」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無對應之分段能力指標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A2 
資訊科技

與 
媒體素養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

傳播媒體內容的意

義。 

無對應之分段能力指標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A3 
藝術欣賞

與 
生活美學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

生活環境中展現美學

涵養。 
 

1-2-4 觀察自然界的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   C1 

1-3-5 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歷程。   C1 
3-3-4 體會參與社會服務的意義。   B1 
4-2-2 運用簡易的知能參與戶外活動，體驗自

然。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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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原領域課程)      

B1 
公民責任

與 
道德實踐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陶冶關懷環境的意

識。 

    

   

   

增補(原領域課程)  3-2-5能具備生活道德知識及明辨是非的能力。  ˇ  

B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

合作。 
 
 
 

 

 

 

 

 

 

 

 

 

 

 

 

 

 

 

 

 

 

1-1-1 探索並分享對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人事

物的感受。 
ˇ   

1-1-4 體會、分享生命降臨與成長的感受。   C1 

1-2-1 欣賞並展現自己的長處，省思並接納自

己。 
 ˇ  

1-3-1 欣賞並接納他人。 ˇ   

1-3-2 參與各項活動，探索並表現自己在團體

中的角色。 
ˇ   

2-1-2 分享學前與入學後生活上的異同與想法。   B1 

2-2-2 覺察不同性別者在生活事務的異同，並

欣賞其差異。 
  B3 

2-3-2 分享自己適應新環境的策略。   B1 
2-2-3 參與家庭事務，分享與家人休閒互動的

經驗和感受。 
  B1 

3-1-3 分享參與班級服務的經驗，主動幫助他

人。 
  B1 

3-2-1 參加團體活動，並能適切表達自我、與

人溝通。 
ˇ   

2-3-3 覺察家人的生活方式，分享改善與家人

相處的經驗。 
ˇ   

3-3-1 以合宜的態度與人相處，並能有效的處

理人際互動的問題。 
ˇ   

3-3-2 覺察不同性別者的互動方式，展現合宜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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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行為。 
3-1-1 分享自己在團體中與他人相處的經驗。 ˇ   

3-1-2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的

成員。 
ˇ   

3-2-3 參與學校或社區服務活動，並分享服務

心得。 
  B1 

4-1-3 樂於參加班級、家庭的戶外活動。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3 
國際理解

與 
多元文化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

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

性。 

3-3-3 尊重與關懷不同的族群。 ˇ   

3-1-4 欣賞身邊不同文化背景的人。 ˇ   

4-1-4 體會環境保護與自己的關係，並主動實

踐。 
  B1 

3-2-4 參與社區各種文化活動，體會文化與生

活的關係。 
ˇ   

3-3-5 尊重與關懷不同的文化，並分享在多元

文化中彼此相處的方式。 
ˇ   

4-3-2 參與計畫並從事戶外活動，從體驗中尊

重自然及人文環境。 
  C3 

2-1-3 覺察社區機構與資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

關係。 
  C3 

2-2-4 樂於嘗試使用社區機構與資源。   C3 
4-3-3 覺察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能帶來的危

險，並珍惜生態環境與資源。 
  C2 

增補(原領域課程)      

C1 
身心健康

與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

能力，並能認識個人

1-1-2 區辨自己在班級與家庭中的行為表現。   B1 

1-2-2 參與各式各類的活動，探索自己的興趣

與專長。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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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 特質及發展潛能。 1-2-3 辨識與他人相處時自己的情緒。 ˇ   

1-3-3 探究自我學習的方法，並發展自己的興

趣與專長。 
ˇ   

1-3-4 覺察自己的壓力來源與狀態，並能正向

思考。 
ˇ   

1-2-1 欣賞並展現自己的長處，省思並接納自

己。 
ˇ   

1-1-3 體會自己分內該做的事，並身體力行。 ˇ   
2-1-1 經常保持個人的整潔，並維護班級與學

校共同的秩序與整潔。 
ˇ   

2-2-1 實踐個人生活所需的技能，提升生活樂

趣。 
ˇ   

3-2-2 參與各類自治活動，並養成自律、遵守

紀律與負責的態度。 
  B1 

增補(原領域課程)     

C2 
系統思考 

與 
問題解決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並能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

問題。 

2-3-4 熟悉各種社會資源與支援系統，並分享

如何運用資源幫助自己與他人。 
ˇ   

4-1-2 發現各種危險情境，並探索保護自己的

方法。 
ˇ   

4-2-1 探討生活中潛藏的危機，並提出減低或

避免危險的方法。 
ˇ   

4-3-1 探討周遭環境或人為的潛藏危機，運用

各項資源或策略化解危險。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3 
規劃執行

與 
創新應變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能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

生活情境。 

2-3-1 規劃個人運用時間、金錢，所需的策略

與行動。 
ˇ   

4-3-1 探討周遭環境或人為的潛藏危機，運用

各項資源或策略化解危險。 
 ˇ  

4-1-1 辨識遊戲或活動中隱藏的危機，並能適

切預防。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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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及改善的活動方式，

選擇適合的項目落實於生活中。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綜合領域】審查意見(二) 

 

我國國

民核心

素養 

12 歲 
核心素養 
內涵定義 

與 12 歲核心素養內涵相關之分段能力指標 

對應性 

符

合 

不符合 
刪 調至

A1 
語文表達

與 
符號運用 

具備「說、讀、寫、

作」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無對應之分段能力指標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A2 
資訊科技

與 
媒體素養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

傳播媒體內容的意

義。 

無對應之分段能力指標 ˇ   

    

   

其他審查意見： 

一、A3 改為無相對應指標較適切。 
二、指標以不重複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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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原領域課程)      

A3 
藝術欣賞

與 
生活美學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

生活環境中展現美學

涵養。 
 

1-2-4 觀察自然界的生命現象與人的關係。 ˇ   

1-3-5 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歷程。 ˇ   

3-3-4 體會參與社會服務的意義。 ˇ   

4-2-2 運用簡易的知能參與戶外活動，體驗自

然。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1 
公民責任

與 
道德實踐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陶冶關懷環境的意

識。 

3-2-5能具備生活道德知識及明辨是非的能力。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3-2-5能具備生活道德知識及明辨是非的能力。    

B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

合作。 
 
 
 

 

 

 

 

 

 

 

1-1-1 探索並分享對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人事

物的感受。 
ˇ   

1-1-4 體會、分享生命降臨與成長的感受。 ˇ   

1-2-1 欣賞並展現自己的長處，省思並接納自

己。 
ˇ   

1-3-1 欣賞並接納他人。 ˇ   

1-3-2 參與各項活動，探索並表現自己在團體

中的角色。 
ˇ   

2-1-2 分享學前與入學後生活上的異同與想法。 ˇ   

2-2-2 覺察不同性別者在生活事務的異同，並

欣賞其差異。 
ˇ   

2-3-2 分享自己適應新環境的策略。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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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參與家庭事務，分享與家人休閒互動的

經驗和感受。 
ˇ   

3-1-3 分享參與班級服務的經驗，主動幫助他

人。 
ˇ   

3-2-1 參加團體活動，並能適切表達自我、與

人溝通。 
ˇ   

2-3-3 覺察家人的生活方式，分享改善與家人

相處的經驗。 
ˇ   

3-3-1 以合宜的態度與人相處，並能有效的處

理人際互動的問題。 
ˇ   

3-3-2 覺察不同性別者的互動方式，展現合宜

的行為。 
ˇ   

3-1-1 分享自己在團體中與他人相處的經驗。 ˇ   

3-1-2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隊的

成員。 
ˇ   

3-2-3 參與學校或社區服務活動，並分享服務

心得。 
ˇ   

4-1-3 樂於參加班級、家庭的戶外活動。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3 
國際理解

與 
多元文化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

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

性。 

3-3-3 尊重與關懷不同的族群。 ˇ   

3-1-4 欣賞身邊不同文化背景的人。 ˇ   

4-1-4 體會環境保護與自己的關係，並主動實

踐。 
ˇ   

3-2-4 參與社區各種文化活動，體會文化與生

活的關係。 
ˇ   

3-3-5 尊重與關懷不同的文化，並分享在多元

文化中彼此相處的方式。 
ˇ   

4-3-2 參與計畫並從事戶外活動，從體驗中尊

重自然及人文環境。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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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覺察社區機構與資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

關係。 
ˇ   

2-2-4 樂於嘗試使用社區機構與資源。 ˇ   

4-3-3 覺察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能帶來的危

險，並珍惜生態環境與資源。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1 
身心健康

與 
自我實現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

能力，並能認識個人

特質及發展潛能。 

1-1-2 區辨自己在班級與家庭中的行為表現。 ˇ   

1-2-2 參與各式各類的活動，探索自己的興趣

與專長。 
ˇ   

1-2-3 辨識與他人相處時自己的情緒。 ˇ   

1-3-3 探究自我學習的方法，並發展自己的興

趣與專長。 
ˇ   

1-3-4 覺察自己的壓力來源與狀態，並能正向

思考。 
ˇ   

1-2-1 欣賞並展現自己的長處，省思並接納自

己。 
ˇ   

1-1-3 體會自己分內該做的事，並身體力行。 ˇ   
2-1-1 經常保持個人的整潔，並維護班級與學

校共同的秩序與整潔。 
ˇ   

2-2-1 實踐個人生活所需的技能，提升生活樂

趣。 
ˇ   

3-2-2 參與各類自治活動，並養成自律、遵守

紀律與負責的態度。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2 
系統思考 

與 
問題解決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並能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

問題。 

2-3-4 熟悉各種社會資源與支援系統，並分享

如何運用資源幫助自己與他人。 
ˇ   

4-1-2 發現各種危險情境，並探索保護自己的

方法。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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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探討生活中潛藏的危機，並提出減低或

避免危險的方法。 
ˇ   

4-3-1 探討周遭環境或人為的潛藏危機，運用

各項資源或策略化解危險。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3 
規劃執行

與 
創新應變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能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

生活情境。 

2-3-1 規劃個人運用時間、金錢，所需的策略

與行動。 
ˇ   

4-3-1 探討周遭環境或人為的潛藏危機，運用

各項資源或策略化解危險。 
ˇ   

4-1-1 辨識遊戲或活動中隱藏的危機，並能適

切預防。 
ˇ   

4-2-3 辨別各種環境保護及改善的活動方式，

選擇適合的項目落實於生活中。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註： 

1.「A1 語文表達與符號運用」的核心素養內涵定義，「具備「說、讀、寫、作」

的基本語文能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用能力。」，專家提出疑

問為「寫、作是分開的嗎？如果是，寫、作各代表何義？」 

2.「B1 公民責任與道德實踐」的核心素養內涵定義，「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是非

判斷能力，並能遵守社會道德規範，陶冶關懷環境的意識。」，專家提出疑問為

「陶冶關懷環境？文句似乎不通順」 

 

 

 

 

其他審查意見： 

一、「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之陳述，可再求潤飾，使之更加流暢。 
二、「12 歲國民核心素養」的全部內容，宜再修飾，使之前後呼應之效，並

易被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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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人文領域】審查意見 

我國國

民核心

素養 

12 歲 
核心素養 
內涵定義 

與 12 歲核心素養內涵相關之分段能力指標 

對應性 

符

合 

不符合 
刪 調至

A1 
語文表達

與 
符號運用 

具備「說、讀、寫、

作」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論等方式，辨認自

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C3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

語，說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ˇ   

2-3-9 透過討論、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

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見解。   C2 

增補(原領域課程)  具備對作品喜好程度的表達能力，並具有對美

感認知的基本條件。 
   

A2 
資訊科技

與 
媒體素養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

傳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1-1-3 使用媒體與藝術形式的結合，進行藝

術創作活動。 
ˇ   

1-2-1 探索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瞭解不同

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異，以方便進行藝術創作

活動。 

ˇ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作力。 
ˇ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ˇ   

3-3-12 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類不同

之藝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核心素養內容建議修改為「具備資訊科技應用

的基本能力，並能理解結合傳播媒體的意義與

功能」 

   

A3 
藝術欣賞

與 
生活美學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

生活環境中展現美學

涵養。 

1-1-1 嘗試各種媒體，喚起豐富的想像力，

以從事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活動，感受創

作的喜樂與滿足。 

ˇ   

1-1-2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創作形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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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1-1-4  正確、安全、有效的使用工具或道具，

從事藝術創作及展演活動。 
ˇ   

2-1-5 接觸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建立初步的審美經驗。 
ˇ   

2-1-6 體驗各種色彩、圖像、聲音、旋律、

姿態、表情動作的美感，並表達出自己的感

受。 

ˇ   

3-1-11 運用藝術創作形式或作品，增加生活趣

味，美化自己或與自己有關的生活空間。 
ˇ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

美。 
ˇ   

1-3-1 探索各種不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力。 
ˇ   

3-3-13 運用學習累積的藝術知能，設計、規劃

並進行美化或改造生活空間。 
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

愛的藝術小品，如：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

藝術、民俗藝術、傳統藝術等作為日常生活的

愛好。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核心素養內容建議修改為「具備生活藝術創作

與欣賞的能力，並能激發想像力，美化或改造

生活環境品質。」 

   

B1 
公民責任

與 
道德實踐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陶冶關懷環境的意

識。 

3-1-10 養成觀賞藝術活動或展演時應有的秩

序與態度。 
ˇ   

3-2-13 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禮

貌與態度，並透過欣賞轉化個人情感。 
ˇ   

2-3-7 認識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

藝術表現的影響。 
ˇ   

3-3-11 以正確的觀念和態度，欣賞各類型的藝

術展演活動。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核心素養內容建議修改為「具備生活道德知識

與是非判斷能力，並能遵守社會道德規範，陶

冶關懷環境的意識。」 

   

B2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3-1-9 透過藝術創作，感覺自己與別人、自

己與自然及環境間的相互關連。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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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能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

合作。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

藝術創作活動。 
ˇ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

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

見解。 

ˇ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

的藝術作品。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核心素養內容建議修改為「具備理解他人感受

的能力，樂於與人互動，並能與團隊成員切磋

合作。」 

   

B3 
國際理解

與 
多元文化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

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

性。 

2-1-5 參與社區藝術活動，認識自己生活環

境的藝術文化，體會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ˇ   

2-1-8  欣賞生活周遭與不同族群之藝術創作

，感受多樣文化的特質，並尊重藝術創作者的

表達方式。 

ˇ   

2-2-8  經由參與地方性藝文活動，瞭解自己

社區、家鄉內的藝術文化內涵。 
ˇ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

術、生活藝術等藝文資料，並嘗試解釋其特色

及背景。 

ˇ   

3-2-12 透過觀賞與討論，認識本國藝術，尊重

先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果。 
ˇ   

2-3-10 參與藝文活動，記錄、比較不同文化所

呈現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核心素養內容建議修改為「具備理解本土與國

際間不同文化背景與特色，並能尊重多元性的

歷史文化淵源與價值。」 

   

C1 
身心健康

與 
自我實現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

能力，並能認識個人

特質及發展潛能。 

3-2-11 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

境和個人心靈。 
ˇ   

1-3-2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2 
系統思考 

與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並能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

2-3-11 能繪製圖表，表達問題情境因素的關係
。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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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 問題。 
增補(原領域課程)  核心素養內容建議修改為「具備探索問題的思

考能力，並能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

題。」 

   

C3 
規劃執行

與 
創新應變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能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

生活情境。 

1-2-2 參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

錄所獲得的知識、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A1 

1-2-3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受與想法。 
ˇ   

3-2-10 認識社區內的生活藝術，並選擇自己

喜愛的方式，在生活中實行。 
ˇ   

1-3-3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

的創作。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核心素養內容建議修改為「具備擬定計畫與實

作的能力，並能以創新思考方式，發揮自我創

見潛能。」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審查意見 

 

我國國

民核心

素養 

12 歲 
核心素養 
內涵定義 

與 12 歲核心素養內涵相關之分段能力指標 

對應性 

符

合 

不符合 
刪 調至

A1 
語文表達

與 

具備「說、讀、寫、

作」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1-1-2-1 依特徵或屬性，將事物歸類(如大小、

明暗等)。 ˇ   

1-1-2-2 比較圖樣或實物，辨識相異處，說出共 ˇ   

其他審查意見： 

一、計畫內容詳實、嚴謹。 
二、根據各階段之課程目標、能力指標在文字表達略作修改，未知適當否？

尚祈指教為盼。 
註：主要依據為： 
「經由認知學習⇒需具備哪些能力⇒希望達成哪些階段學習目標」， 
  作為依據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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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運用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同處(如二棵樹雖大小不同，但同屬一種)。 

1-1-3-1 由系列的觀測資料，說出一個變動的事

件(如豆子成長的過程)。 
ˇ  

 

1-1-5-1 學習運用合適的語彙，來表達所觀察到

的事物(例如水的冷熱能用燙燙的、熱熱的、溫

溫的、涼涼的、冰冰的來形容)。 
對資料呈現的通則性做描述(例如同質料的物

體，體積愈大則愈重……)。 

ˇ  

 

1-3-3-3 由系列的相關活動，綜合說出活動的主

要特徵。 ˇ  
 

3-1-0-1 能依照自己所觀察到的現象說出來。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A2 
資訊科技

與 
媒體素養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

傳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1-2-5-1 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讀資料及登錄

資料)。 
  A1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路與媒體獲

得資訊。 
ˇ   

1-3-4-1 能由一些不同來源的資料，整理出一個

整體性的看法。 
  C2 

1-3-5-1 將資料用合適的圖表來表達。   A1 
2-1-4-1 認識與使用日常家用產品(含傳播設

備、交通工具、安全設備)。 
ˇ   

2-2-6-1 認識傳播設備，如錄音、錄影設備等。 ˇ   

2-2-6-2 認識運輸能源(如汽油)和運輸工具(如
火車頭、車廂、軌道)。 

 ˇ  

2-3-6-3 認識資訊科技設備。 ˇ   

4-2-1-1 瞭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ˇ  

4-2-1-2 認識科技的特性。  ˇ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ˇ  

4-2-2-2 認識家庭常用的產品。  ˇ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ˇ  

4-3-1-1 認識科技的分類。  ˇ  

4-3-1-2 瞭解機具、材料、能源。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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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認識農業時代的科技。  ˇ  

4-3-2-2 認識工業時代的科技。  ˇ  

4-3-2-3 認識資訊時代的科技。 ˇ   

4-3-3-1 瞭解社區常見的交通設施、休閒設施等

科技。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A3 
藝術欣賞

與 
生活美學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

生活環境中展現美學

涵養。 

無對照之分段能力指標    

增補(原領域課程)      

B1 
公民責任

與 
道德實踐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陶冶關懷環境的意

識。 

1-1-5-3 養成注意周邊訊息做適切反應的習慣。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

合作。 
 
 
 
 

1-1-5-2 嘗試由別人對事物特徵的描述，知曉事

物。 
ˇ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

己的意思。 
ˇ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A1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樂

趣。 
ˇ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ˇ   

6-1-2-3 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

一件事。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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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原領域課程)      

B3 
國際理解

與 
多元文化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

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

性。 

4-3-2-4 認識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4-3-2-5 能瞭解我國科技發展簡要歷史。 ˇ   

C1 
身心健康

與 
自我實現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

能力，並能認識個人

特質及發展潛能。 

3-1-0-2 相信每個人只要能仔細觀察，常可有新

奇的發現。 
 ˇ  

5-1-1-1 喜歡探討，感受發現的樂趣。 ˇ   
5-1-1-2 喜歡將自己的構想，動手實作出來，以

成品來表現。 
ˇ   

5-2-1-1 相信細心的觀察和多一層的詢問，常   
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ˇ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

養出信心及樂趣。 
ˇ   

5-2-1-3 對科學及科學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

度。 
ˇ   

6-1-1-1 察覺自己對很多事務也有自己的想

法，它們有時也很管用。 
  C2 

6-1-1-2 培養將自己的構想動手實作出來，以成

品表現的習慣。 
ˇ   

6-1-2-1 養成動手做的習慣，察覺自己也可以處

理很多事。 
ˇ   

6-2-3-1 養成主動參與工作的習慣。 ˇ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來完成一件

事。 
 ˇ  

8-3-0-1 能運用聯想、腦力激盪、概念圖等程序

發展創意及表現自己對產品改變的想法。 
  C3 

增補(原領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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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系統思考 

與 
問題解決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並能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

問題。 

1-1-1-1 運用五官觀察物體的特徵(如顏色、敲

擊聲、氣味、輕重等)。 
ˇ   

1-1-1-2 察覺物體有些屬性會因某些變因改變

而發生變化(如溫度升高時冰會熔化)。 
ˇ   

1-1-3-2 將對情境的多樣觀察，組合完成一個有

意義的事件(如風太大了葉子掉滿地，木板吹倒

了……)。 

ˇ   

1-1-4-1 察覺事出有因，且能感覺到它有因果關

係。 
ˇ   

1-1-4-2 察覺若情境相同、方法相同，得到的結

果就應相似或相同。 
ˇ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識的特徵和屬性。 ˇ   

1-2-2-3 瞭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相

同，並察覺導致此種結果的原因。 
ˇ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不同，可做不同的

分類。 
ˇ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例如這球一定跳

得高，因……)。 
ˇ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

測可能發生的事。 
ˇ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不同的角

度來觀察而看出不同的特徵。 
ˇ   

1-3-1-3 辨別本量與改變量之不同(例如溫度與

溫度的變化)。 
ˇ   

1-3-2-3 依差異的程度，做第二層次以上的分

類。 
ˇ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ˇ   

1-3-3-2 由主變數與應變數，找出相關關係。 ˇ   
1-3-4-2 辨識出資料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ˇ   

1-3-4-3 由資料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

因果關係。 
ˇ   

2-1-1-2 察覺到每種狀態的變化常是由一些原

因所促成的，並練習如何去操作和進行探討活

動。 

ˇ   

2-2-1-1 對自然現象作有目的的偵測。運用現成

的工具如溫度計、放大鏡、鏡子來幫助觀察，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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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引發變因改變的探究活動，並學習安排觀

測的工作流程。 
2-2-3-1 認識物質除了外表特徵之外，亦有性質

的不同，例如溶解性質、磁性、導電性等。並

應用這些性質來分離或結合它們。知道物質可

因燃燒、氧化、發酵而改變，這些改變可能和

溫度、水、空氣等都有關。 

ˇ   

2-2-4-2 觀察月亮東昇西落的情形，以及長期持

續觀察月相，發現月相盈虧，具有週期性。 
ˇ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理問題的策略、學習

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

關係。學習資料整理、設計表格、圖表來表示

資料。學習由變量與應變量之間相應的情形，

提出假設或做出合理的解釋。 

ˇ   

2-3-2-2 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

共通性。觀察動物如何保持體溫、覓食、生殖、

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行為及在棲息地調適

生活等動物生態。 

ˇ   

2-3-3-1 認識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度、和空

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ˇ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氧的製造、

燃燒之瞭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

溶於水的特性、空氣污染等現象。 

ˇ   

2-3-3-3 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

性、酸鹼性、蒸發、擴散、脹縮、軟硬等。 
ˇ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落方位(或最大

高度角)在改變，在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

也不同，但它們有年度的規律變化。 

ˇ   

2-3-4-2 認識天氣圖上的高、低氣壓線、鋒面。

觀察(資料蒐集)一個颱風的興衰。 
ˇ   

2-3-4-3 知道溫度高低不同，使水的存在形態改

變，是形成霜、露、雲、雨、雪的原因。 
ˇ   

2-3-4-4 知道生活環境中的大氣、大地與水，及

它們彼此間的交互作用。 
ˇ   

2-3-5-2 藉製作樂器瞭解影響聲音高低的因

素、音量大小、音色好壞等，知道樂音和噪音

之不同。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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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 瞭解力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狀態改

變的程度來度量。 
ˇ   

2-3-5-5 知道電流可產生磁場，製作電磁鐵，瞭

解地磁、指北針。發現有些「力」可不接觸仍

能作用，如重力、磁力。 

ˇ   

2-3-6-1 認識日常用品的製造材料(如木材、金

屬、塑膠)。 
 ˇ  

2-3-6-2 認識房屋的結構與材料。  ˇ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來查核想

法。 
ˇ   

3-2-0-2 察覺只要實驗的情況相同，產生的結果

會很相近。 
ˇ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都是由某些變因的改

變所促成的。 
ˇ   

3-3-0-2 知道有些事件(如飛碟)因採證困難，無

法做科學性實驗。 
ˇ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識來作推論，可推測一

些事並獲得證實。 
ˇ   

3-3-0-4 察覺在「以新觀點看舊資料」或「以新

資料檢視舊理論」時，常可發現出新問題。 
ˇ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

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

果有差異。 

ˇ   

5-3-1-2 知道經由細心、切實的探討，獲得的資

料才可信。 
ˇ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什麼

結果，須營造什麼變因。 
ˇ   

6-2-1-1 能由「這是什麼？」、「怎麼會這樣？」

等角度詢問，提出可探討的問題。 
ˇ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行思

考解決的辦法。 
ˇ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

質，再加以實地處理的習慣。 
ˇ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理的求證

和質疑。 
ˇ   

6-3-2-1 察覺不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

果。 
ˇ   



 

90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

方法。 
ˇ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精神和方

法。 
ˇ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識，可推測可

能發生的事。 
ˇ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具常是簡單科學原

理的應用。 
ˇ   

8-3-0-2 利用多種思考的方法，思索變化事物的

機能和形式。 
ˇ   

8-3-0-4 瞭解製作原型的流程。   C3 

增補(原領域課程)      

 
C3 

規劃執行

與 
創新應變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能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

生活情境。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度量，做量化的

比較。 
ˇ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

具去度量。 
ˇ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ˇ   
1-2-4-1 由實驗的資料中整理出規則，提出結

果。 
ˇ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來執行操作。 ˇ   
1-3-2-1 實驗前，估量「變量」可能的大小及變

化範圍。 
ˇ   

1-3-2-2 由改變量與本量之比例，評估變化程

度。 
ˇ   

1-3-4-4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論點。 ˇ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料(例如數線、表

格、曲線圖)。 
ˇ   

2-1-1-1 運用五官觀察自然現象，察覺各種自然

現象的狀態與狀態變化。用適當的語彙來描述

所見所聞。運用現成的表格、圖表來表達觀察

的資料。 

ˇ   

2-1-2-1 選定某一(或某一類)植物和動物，做持

續性的觀察，並學習登錄其間發生的大事件。

察覺植物會成長，察覺不同植物各具特徵，可

資辨認。注意到植物生長需要土地、陽光及水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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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良好的環境。察覺動物如何覓食、吃什

麼、做什麼活動，成長時身體形態的改變等。 
2-1-3-1 觀察現象的改變(如天氣變化、物體狀

態的改變)，察覺現象的改變必有其原因。 
  C2 

2-1-3-2 製作各種不同的玩具，體會「力」有多

種，力可使物體動起來，或使物體振動發出聲

音。 

ˇ   

2-2-2-1 實地種植一種植物，飼養一種小動物，

並彼此交換經驗。藉此栽種知道植物各有其特

殊的構造，學習安排日照、提供水分、溶製肥

料、選擇土壤等種植的技術。 

ˇ   

2-2-2-2 知道陸生(或水生)動物外型特徵、運動

方式，注意到如何去改善生活環境、調節飲

食，來維護牠的健康。 

  C2 

2-2-3-2 認識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ˇ  
2-2-4-1 知道可用氣溫、風向、風速、降雨量來

描述天氣。發現天氣會有變化，察覺水氣多寡

在天氣變化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C2 

2-2-5-1 利用折射、色散，電池、電線、燈泡、

小馬達，空氣或水的流動等來設計各種玩具。

在想辦法改良玩具時，研討變化的原因，獲得

對物質性質的瞭解，再藉此瞭解來著手改進。 

ˇ   

2-3-2-1 察覺植物根、莖、葉、花、果、種子各

具功能。照光、溫度、溼度、土壤影響植物的

生活，不同棲息地適應下來的植物也各不相

同。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C2 

2-3-2-3 知道動物卵生、胎生、育幼等繁殖行

為，發現動物、植物它們的子代與親代之間有

相似性，但也有不同。 

  C2 

2-3-2-4 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識，自訂一些標

準將動物、植物分類。 
ˇ   

2-3-3-4 認識促進氧化反應的環境。  ˇ  
2-3-5-1 知道熱由高溫往低溫傳播，傳播的方式

有傳導、對流、輻射。傳播時會因材料、空間

形狀而不同。此一知識可應用於保溫或散熱

上。 

  C2 

2-3-5-4 藉簡單機械的運用知道力可由槓桿、皮

帶、齒輪、流體(壓力)等方法來傳動。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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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

識是經過考驗的。 
  C2 

5-3-1-1 能依據自己所理解的知識，做最佳抉

擇。 
  C2 

6-1-2-2 學習安排工作步驟。 ˇ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來完成自己構

想作品的習慣。 
ˇ   

6-3-3-1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ˇ   
6-3-3-2 體會在執行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

因素需要考量。 
ˇ   

7-1-0-1 學習安排工作，有條理的做事。 ˇ   
7-1-0-2 學習操作各種簡單儀器。   A1 
7-2-0-1 利用科學知識處理問題(如由氣溫高低

來考慮穿衣)。 
  C2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C2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於生

活中。 
  C2 

7-3-0-3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ˇ   
8-3-0-3 認識並設計基本的造型。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增補(其他領域課程)     

【英語領域】審查意見 

我國國

民核心

素養 

12 歲 
核心素養 
內涵定義 

與 12 歲核心素養內涵相關之分段能力指標 

對應性 

符

合 

不符合 
刪 調至

A1 
語文表達

與 
符號運用 

具備「說、讀、寫、

作」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1-1-1  能聽辨 26 個字母。 
ˇ   

1-1-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與母音。 ˇ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ˇ   
1-1-4  能聽辨句子的語調。 ˇ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及句

子的重音。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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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能聽辨句子的節奏。 ˇ   
1-1-7  能聽懂常用的教室用語及日常生活用

語。 
ˇ  

 

1-1-8  能聽懂簡易句型的句子。 ˇ   
1-1-9  能聽懂簡易的日常生活對話。 ˇ   
1-1-10 能聽懂簡易歌謠和韻文的主要內容。 ˇ   
1-1-11 能聽懂簡易兒童故事及兒童短劇的大

致內容。 
能說出 26 個字母。 ˇ  

 

2-1-2  能唸出英語的語音。 ˇ   
2-1-3  能說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ˇ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說出簡易句型的句子。 ˇ   

2-1-5  能使用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ˇ   
2-1-6  能以簡易的英語介紹自己。 ˇ   
2-1-7  能以簡易的英語介紹家人和朋友。 ˇ   
2-1-8  能使用所習得的日常生活用語。 ˇ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ˇ   
2-1-10 能朗讀和吟唱歌謠韻文。 ˇ   
2-1-11 能以所習得的英語看圖說話。 ˇ   
3-1-1  能辨識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ˇ   
3-1-2  能辨識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ˇ   
3-1-3  能看懂簡易的英文標示。 ˇ   
3-1-4  能辨識歌謠、韻文、故事中的常用字詞。 

ˇ  
 

3-1-5  能看懂簡單的句子。 ˇ   
3-1-6  能辨識英文書寫的基本格式。 ˇ   
3-1-7  能朗讀課本中的對話和故事。 ˇ   
3-1-8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讀並

瞭解簡易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致內容。 
ˇ  

 

4-1-1  能書寫印刷體大小寫字母。 ˇ   
4-1-2  能書寫自己的姓名。 ˇ   
4-1-3  能臨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ˇ   
4-1-4  能臨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句子。 ˇ   
4-1-5  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至少 180
個)。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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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ˇ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句子。 ˇ   

5-1-1  能正確地辨識、唸出與寫出 26 個英文

字母。 
ˇ  

 

5-1-2  能聽懂及辨識課堂中所習得的英語詞

彙。 
ˇ  

 

5-1-3  在聽讀時，能辨識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

文字。 
ˇ  

 

5-1-4  口語部分至少會應用 300 個字詞，書寫

部分至少會拼寫其中 180 個字詞，以應用於簡

易的日常溝通中。 
ˇ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句，並能

作適當的回應。 
ˇ  

 

5-1-6  能運用字母拼讀法(phonics)。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詞。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A2 
資訊科技

與 
媒體素養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

傳播媒體內容的意

義。 

6-1-16 會在生活中或媒體上注意到學過的英

語。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A3 
藝術欣賞

與 
生活美學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

生活環境中展現美學

涵養。 

2-1-12 能進行簡易的角色扮演(role play)。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1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2-2-18 能運用簡易英文表達是非對錯的判斷 ˇ   



 

95 
 

公民責任

與 
道德實踐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陶冶關懷環境的意

識。 

能力。 

    

增補(原領域課程)      

B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

合作。 
 
 
 

6-1-1  樂於參與各種課堂練習活動。 ˇ   

6-1-2  樂於回答老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ˇ   

6-1-6  樂於接觸課外英語學習素材。 ˇ   

6-1-7  不畏犯錯，樂於溝通、表達意見。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3 
國際理解

與 
多元文化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

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

性。 
 
 
 

7-1-1  能認識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外主要節慶

習俗。 
ˇ   

7-1-2  能認識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

習俗。 
ˇ   

7-1-3  能瞭解基本的國際社會禮儀規範。 ˇ   

7-1-4  能認識外國風土民情。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1 
身心健康

與 
自我實現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

能力，並能認識個人

特質及發展潛能。 

6-1-3  對於老師的說明與演示，能集中注意

力。 
ˇ   

6-1-4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ˇ   
6-1-8  主動向老師或同學提出問題。 
能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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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系統思考 

與 
問題解決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並能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

問題。 

3-1-9  能藉圖畫、標題、書名，猜測或推論主
題。 

ˇ   

6-1-5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言訊息，以幫
助學習。 

ˇ   

6-1-9  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樂於嘗試
。 

  B2

6-1-10 在生活中接觸英語時，樂於探究其含意
並嘗試模仿。 

ˇ   

6-1-12 樂於參與有助提升英語能力的活動。   B2
6-1-14 具有好奇心，並對教師或同學討論的內
容能舉出示例或反例。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C3 
規劃執行

與 
創新應變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能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

生活情境。 

6-1-11 運用已學過字詞之聯想以學習新的字

詞。 
ˇ   

6-1-15 主動查閱圖畫字典。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健康與體育領域】審查意見 

 

我國國

民核心

素養 

12 歲 
核心素養 
內涵定義 

與 12 歲核心素養內涵相關之分段能力指標 
對應性 

符

合 

不符合 
刪 調至

A1 
語文表達

與 
符號運用 

具備「說、讀、寫、

作」的基本語文能

力，並具有生活所需

的基礎數理知能及應

用能力。 

1-1-1 知道並描述對於出生、成長、老化及死

亡的概念與感覺。 ˇ   

4-1-1 藉語言或動作，來表達參與身體活動的

感覺。 ˇ   

4-2-1 瞭解影響運動參與的因素。 ˇ   
6-1-1 描述自己的特色，並接受自己與他人之

不同。 ˇ   

7-1-2 描述人們獲得健康資訊、選擇健康服務

及產品之過程，並能辨認其正確性與有效性。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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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資訊科技

與 
媒體素養 

具備資訊科技應用的

基本能力，並能理解

傳播媒體內容的意義 

7-1-3 描述人們在獲得運動資訊、選擇服務及

產品之過程，並能辨認其正確性與有效性。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2-2-1 了解不同的食物組合能提供均衡的飲食

。 
   

5-2-1 覺察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並尋求協助

。 
   

7-2-3 確認消費者在與健康相關事物上的權利

與義務。 
   

7-2-4 確認消費者在運動相關事物上的權利義

務及其與健康的關係。 
   

A3 
藝術欣賞

與 
生活美學 

具備生活藝術創作與

欣賞的能力，並能在

生活環境中展現美學

涵養。 

4-3-5  培養欣賞運動美感與分析比賽的能力。 ˇ   

4-2-5 能運用運動技能，表達生活健康美學。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2-2-3 了解、接納並尊重不同族群或國家的飲

食型態與特色。 
   

3-2-1 表現全身性身體活動的控制能力。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3-2-3 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類運動的基

本動作或技術。 
   

3-2-4 了解運動規則，參與比賽，表現運動技

能。 
   

B1 
公民責任

與 
道德實踐 

具備生活道德知識與

是非判斷能力，並能

遵守社會道德規範，

陶冶關懷環境的意

識。 

1-2-5 檢視兩性固有的印象及其對兩性發展的
影響。 

ˇ   

7-2-3 確認消費者在健康相關事物上的權利與

義務。 
ˇ   

7-2-4 確認消費者在運動相關事物上的權利、

義務及其與健康的關係。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B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的

能力，樂於與人互

動，並能與團隊成員

合作。 

1-1-5 討論對於身體的感覺與態度，學習尊重
身體的自主權與隱私權。 

ˇ   

1-2-6 解釋個人與群體對性方面之行為，表現

出不同的信念與價值觀。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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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分享並討論運動與飲食的經驗，並建立

個人的健康行為。 
ˇ   

6-1-1 描述自己的特色，並接受自己與他人之

不同。 
  

C1 

6-1-2 學習如何與家人和睦相處。 ˇ   

6-1-3 展示能增進人際關係、團隊表現及社區

意識的行為。 
ˇ   

6-1-5 瞭解並認同團體規範，從中體會並學習

快樂的生活態度。 
ˇ   

6-2-1 分析自我與他人的差異，從中學會關心

自己，並建立個人價值感。 
  

C1 

6-2-2 瞭解家庭在增進個人發展與人際關係上

的重要性。 
ˇ   

6-2-3 參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

增進方法。 
ˇ   

6-2-4 學習有效的溝通技巧與理性的情緒表達

，並認識壓力。 
ˇ   

7-2-6 參與社區中環保活動或環保計畫，並分

享其獲致的成果。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1-2-5 檢視兩性固有的印象及其對兩性發展的

影響。 
   

2-2-3 了解、接納並尊重不同族群或國家的飲

食型態與特色。 
   

6-2-5 了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度。    

B3 
國際理解

與 
多元文化 

具備關心本土與國際

事務的能力，並能認

識與尊重文化的多元

性。 

2-1-2 瞭解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到食物的質與量
，並探討影響飲食習慣的因素。 

ˇ   

2-2-3 瞭解、接納並尊重不同族群或國家的飲

食型態與特色。 
ˇ   

4-1-5 透過童玩、民俗等身體活動，瞭解本土

文化。 
ˇ   

4-2-5 透過運動瞭解本土與世界文化。 ˇ   

7-1-4 察覺不同親疏感的社區生活環境與健康

互動的情形。 
ˇ   

7-1-5 體認人類是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並主 
動關心環境，以維護、促進人類的健康。 

ˇ   

7-2-5 調查、分析生活周遭環境問題與人體健

康的關係。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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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原領域課程)  7-2-2 討論社會文化因素對健康與運動的服務

及產品選擇之影響。 
   

C1 
身心健康

與 
自我實現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

慣，養成身心保健的

能力，並能認識個人

特質及發展潛能。 
 
 
 
 
 
 
 
 
 
 
 

 

 

 

 

 

 

 

 

 

 

 

 

 

 

 

1-1-3 認識身體發展的順序與個別差異。 ˇ   

1-1-4 養成良好的健康態度和習慣，並能表現
於生活中。 

ˇ   

2-1-1 體會食物在生理及心理需求上的重要性。 ˇ   

2-1-3 培養良好的飲食習慣。 ˇ   

2-2-1 瞭解不同的食物組合能提供均衡的飲食

。 
ˇ   

2-2-2 瞭解營養的需要量是由年齡、性別及身

體活動所決定。 
ˇ   

2-2-6 分享並討論運動與飲食的經驗，並建立

個人的健康行為。 
ˇ   

3-1-1 表現簡單的全身性身體活動。 ˇ   
3-1-2 表現使用運動設備的能力。 ˇ   

3-1-3 表現操作運動器材的能力。 ˇ   
3-1-4 表現聯合性的基本運動能力。 ˇ   
3-2-1 表現全身性身體活動的控制能力。 ˇ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ˇ   
3-2-3 瞭解運動規則，參與比賽，表現運動技

能。 
ˇ   

3-2-4 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類運動的

基本動作或技術。 
ˇ   

4-1-2 認識休閒運動並樂於參與。 ˇ   
4-1-3 養成規律運動習慣，保持良好體適能。 ˇ   
4-2-3 瞭解有助體適能要素促進的活動，並積

極參與。 
ˇ   

4-2-4 評估體適能活動的益處，並藉以提升個

人體適能。 
ˇ   

 

6-1-4 認識情緒的表達及正確的處理方式。 ˇ   

6-2-5 瞭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度與運動精神

。 
ˇ   

7-2-1 表現預防疾病的正向行為與活動，以增

進身體的安適。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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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原領域課程) 1-2-1 辨識影響個人成長與行為的因素。    
1-2-2 應用肢體發展之能力，從事適當的身體

活動。 
   

1-2-4 探討各年齡層的生理變化，並有能力處

理個體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轉變。 
   

1-2-5 檢視兩性固有的印象及其對兩性發展的

影響。 
   

1-2-6 解釋個人與群體對性方面之行為，表現

出不同的信念與價值觀。 
   

C2 
系統思考 

與 
問題解決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

能力，並能透過體驗

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

問題。 
 
 
 
 
 
 
 

 
 
 
 
 

1-1-2 觀察並比較不同人生階段的異同。 ˇ   
1-2-1 辨識影響個人成長與行為的因素。 ˇ   
1-2-4 探討各年齡層的生理變化，並有能力處
理個體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轉變。 

ˇ   

2-1-4 辨識食物的安全性，並選擇健康的營養
餐點。 

ˇ   

2-2-5 明瞭食物的保存及處理方式會影響食物
的營養價值、安全性、外觀及口味。 

ˇ   

5-1-1 分辨日常生活情境的安全性。 ˇ   

5-1-4 認識藥物及其對身體的影響，並能正確

使用。 
ˇ   

5-2-1 覺察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並尋求協助

。 
ˇ   

5-2-3 評估危險情境的可能處理方法及其結果

。 
ˇ   

5-2-4 認識菸、酒、檳榔、藥物與成癮藥物對

個人及他人的影響，並能拒絕其危害。 
ˇ   

7-2-2 討論社會文化因素對健康與運動的服務

及產品選擇之影響。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1-2-3 體認健康行為的重要性，並運用作決定

的技巧來促進健康。 
   

4-2-1 了解有助體適能要素促進的活動，並積

極參與。 
   

5-2-2 判斷影響個人及他人安全的因素並能進

行改善。 
   

5-2-5 探討不同運動情境中的傷害預防及其處

理。 
   

7-2-3 確認消費者在與健康相關事物上的權利

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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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確認消費者在運動相關事物上的權利義

務及其與健康的關係。 
   

7-2-5 調查、分析生活週遭環境問題與人體健

康的關係。 
   

7-2-6 參與社區中環保活動或環保計畫，並分

享其獲致的成果。 
   

C3 
規劃執行

與 
創新應變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

的能力，並能以創新

思考方式，因應日常

生活情境。 

1-2-2 應用肢體發展之能力，從事適當的身體
活動。 

ˇ   

1-2-3 體認健康行為的重要性，並運用做決定
的技巧來促進健康。 

ˇ   

2-2-4 運用食品及營養標示的訊息，選擇符合
營養、安全、經濟的食物。 

ˇ   

4-1-4 認識並使用遊戲器材與場地 ˇ   
4-2-2 評估社區休閒運動環境並選擇參與。 ˇ   
5-1-2 說明並演練促進個人及他人生活安全的

方法。 
ˇ   

5-1-3 思考並演練處理危險和緊急情況的方法
。 

ˇ   

5-1-5 說明並演練預防及處理運動傷害的方法
。 

ˇ   

5-2-2 判斷影響個人及他人安全的因素並能進
行改善。 

ˇ   

5-2-5 探討不同運動情境中的傷害預防及其處
理。 

ˇ   

7-1-1 瞭解健康的定義，並指出人們為促進健

康所採取的活動。 
ˇ   

增補(原領域課程)  4-2-4 評估社區運動環境並選擇參與。    
5-2-3 評估危險情境的可能處理方法及其結

果。 
   

5-2-4 評估菸、酒、檳榔及成癮藥物對個人及

他人的影響並能拒絕其危害。 
   

6-2-1 分析自我與他人的差異，從中學會關心

自己，並建立個人價值感。 
   

6-2-5 了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度。    
7-2-1 表現預防疾病的正向行為與活動，以增

進身體的安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