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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教相關申論考題 

總綱 

第一部分:教育系統架構 

1.三大願景(口訣:提就職) 

提升國中校教育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厚植國家競爭力 

2.五大理念(口訣:有因是多優)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 

3.六大目標(情境口訣:現代公民要多元適性，所以要有學生學力、舒緩過度壓力、從城鄉教育、公平

正義下手) 

培養現代公民素養、引導多元適性發展、確保學生學力品質、舒緩過度升學壓力、均衡城鄉教育發展、

追求社會公平正義 

4.七大面向(29個方案) (情境口訣:優質課程.國民學費所以要宣導法治入學) 

優質均質化、課程與教學、適性輔導國民素養、學費政策、宣導、法治、入學方式 

 

第二部分:基本理念 

全人教育精神，自發互動共好為理念，自發主動學習者。學校要善誘學生學習動機熱情，開展自我、

他人、社會、自然的互動，協助應用實踐、體驗生命意義致力社會自然文化永續發展、共謀互惠與共

好。 

 

第三部分:三生一公已考過 

但要小心選擇 

例如: 生命潛能的學習動機 

     生活知能的解決問題 

     生涯發展的尊嚴勞動 

     公民責任的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 

 

第四部份:核心素養 

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態度。 

不以學科知識、技能為限。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而實踐力行的全人發展。 

終身學習者在生活情境下的 三大面向與九大項目 

自主行動: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溝通互動: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社會參與:道德參與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自主行動:個人為學習主體 

溝通互動:學習者廣泛應用各工具有效與他人及環境互動 

社會參與:學習處理社會多元性，參與行動與他人建立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 

 

第五部分:學習五階段 

國中:身心發展快速期。持續提升核心素養。鼓勵自主學習、同儕互學、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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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習銜接、身心發展、生涯定向與準備、獨立自主。 

 

第六部分:課程架構 

部定課程:國家統一，國中小是領域學習課程；高中是一般、專業、實習科目 

校定課程:學校安排，形塑學校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 

 

學校課程計畫:2/3出席。1/2通過。 

 

總綱宣講 

選擇:台灣學校內變異、學校間變異世界第一 

   PISA2012數學素養前後段學生差距世界第一 

學習動機薄弱 

 

核心素養轉化各階段核心素養再轉化為各領域科目素養，發展各領域科目目標，再發展各科目學習重

點(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是偏向認知歷程、行動能力、態度。 

學習者面對生活環境、議題與情境時所展現的能力、態度與行動 

 

學習內容是偏向學習素材 

認識人類探索世界累積的系統知識，作為解決問題過程中的必要基礎。 

 

課程的連貫統整與多元適性 

校定課程(樹木)由學校安排，提供跨領域、多元、生活化、課程 

功能:形塑學校願景、提供學生適性發展機會 

部定課程(樹根)由國家統一規定，不同學習階段間注重縱向連貫，不同領域科目間注重橫向統整。 

功能:深植基本學力 

 

九年一貫與 107課綱之課程比較 

相同之處:學習總節數不變 

相異之處如下: 

(一)課程理念: 

    九年一貫注重能力導向；十二年國教注重素養導向 

(二)課程架構 

 (1)九年一貫七大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合一；十二年國教八大領域、分為自然科學、科技 

 (2)九年一貫節數採彈性比例制；十二年國教採固定制 

 (3)九年一貫彈性學習節數使用無規範；十二年國教彈性學習課程使用有明確規範 

 (4)九年一貫重大議題設置課綱；十二年國教重大議題融入各領域 

 (5)九年一貫低年級生活課程與綜合活動分設；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融入生活課程 

 (6)九年一貫各領域學習階段劃分不一；十二年國教各領域學習階段統一劃分，另增設新住民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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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領鋼明確規範彈性學習課程的內容與模式 

校定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又分為如下課程: 

(1)統整性探究課程:主題/議題/專題 

(2)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 

(4)其他類課程: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級輔導、

學生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 

預期成效如下: 

(1)發展學校特色:專題/議題探究、技藝、戶外教育、服務學習等；帶動教學活化 

(2)學生適性學習:加深加廣及補強性學習、特殊需求、自主學習等；兼顧拔尖與扶弱 

 

學校邁向 107課綱的準備 

素養導向教學與學校本位課程 

素養導向教學 

教師要 1.整合知識、技能、態度 2.情境化、脈絡化學習 3.學習歷程方法及策略 4.實踐力行的表現 

 

十二年國教基本理念 

自發(本體觀):學習者主體生命開展，主動參與創生，在人與自己，重視學生主體性，基本知能與德行、

保有學習動機與熱情 

互動(認識觀):逾越被給定主體框架，開創一種可能性世界，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連動依存。人與他人，

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重視學生語言、符號科技的溝通及思辨能力，尊重包容關懷多元文化差異與他

人團隊合作。 

共好(倫理觀):不求自身發展，以生命為中心，自我生命、他人生命；社會生活及自然環境的圓滿，人

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層面下，珍愛生命愛護自然珍惜資源，對社會文化土地情感

全球視野，社會活動主動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共同生活體現生命價值。 

課綱發展方向:1.連貫統整 2.素養導向 3.多元適性 4.彈性活力 5.配套整合 

素養導向結合情境學習、專題導向、生活實踐 

高一:共同、試探 

高二:試探、分化 

高三:分化、加深 

 

課程綱要的法源依據 

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國民體育法、藝術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

量方式實施辦法、原住民族教育法 

 

綱要屬性:法律位階剛性規範，因地制宜柔性引導。考量相關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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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偏向分科教學。 

 

 

 

 

十二年國教的總體目標 

1.提升國民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素養 

2.強化國民基本能力，厚植國家經濟競爭力 

3.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4.充實高中資源，均衡區域城鄉教育發展 

5.落實中學生性向探索、生涯輔導，引導多元適性升學或就業 

6.有效舒緩過度升學壓力，引導國中正常教學與五育均衡發展 

7.強化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機制，確保國中學生基本素質 

 

九年國民教育與高級中等教育概念 

國中小:普及、免學費、強迫入學、免入學考試 

高中:普及、一定條件免學費、非強迫入學、免入學考試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