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新屋區大坡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 

【自然】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暨自然領域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頒訂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總綱。 

四、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五、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自然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貳、目的 

一、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教師特質、家長期望及學生需求、結合全體教師與社區資源，發展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落實學校願景的學校本位課程 。 

二、擬定落實學校本位理念的各項行政措施，提升課程改革與學校行政績效。 

三、詳細擬定領域課程教學進度與各項主題學習活動，發展學校特色，展現學校本位課程理念。 

四、設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適切增補教材，強化教師協同教學，以增進教師專業成長，發揮團隊合

作與專業自主精神。 

五、研擬自編或改編課程計畫，實施課程評鑑，不斷提升學校本位課程品質。 

參、基本理念 

一、學校理念：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然科學領域課程在前述基本理念引導下，理念如下： 

1、啟發科學探究的熱忱與潛能：使學生能對自然科學具備好奇心與想像力，發揮理性思維，開展生

命潛能。 

2、建構科學素養：使學生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探究與實作能力及科學態度，能於實際生活中有效

溝通、參與公民社會議題的決策與問題解決，且對媒體所報導的科學相關內容能理解並反思，培

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3、奠定持續學習科學與運用科技的基礎：養成學生對科學正向的態度、學習科學的興趣，以及運用

科技學習與解決問題的習慣，為適應科技時代之生活奠定良好基礎。 

4、培養社會關懷和守護自然之價值觀與行動力：使學生欣賞且珍惜大自然之美，更深化為愛護自然、

珍愛生命及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力，進而致力於建構理性社會與永續環境。 

5、為生涯發展做準備：使學生不論出於興趣、生活或工作所需，都能更進一步努力增進科學知能，

且經由此階段的學習，為下一階段的生涯發展做好準備。   

二、領域理念： 

    科學源起於人類對生活周圍的好奇或需要。人類觀察研究自然界各種現象與變化，巧妙地運用科學來解

決問題、適應環境及改善生活，科學在文明演進過程中持續累積，而成為文化重要內涵。生活在現代，我們

的周遭充斥著不斷創新的科技產品、紛至沓來的各項資訊、以及因資源開發而衍生出的環境生態問題。因此

我們的國民更需要具備科學素養，能了解科學的貢獻與限制、能善用科學知識與方法、能以理性積極的態度

與創新的思維，面對日常生活中各種與科學有關的問題，能做出評論、判斷及行動。同時，我們也需要培養

未來的科學人才，為人類文明與社會經濟發展奠下堅實的基礎。 

科學學習的方法，應當從激發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主動學習的意願為起點，引導其從既有經驗出發，進行

主動探索、實驗操作與多元學習，使學生能具備科學核心知識、探究實作與科學論證溝通能力。各學習階段



應重視並貫徹「探究與實作」的精神與方法，提供學生統整的學習經驗，並強調跨領域/科目間的整合，以

綜合理解運用自然科學領域七項跨科概念（物質與能量、構造與功能、系統與尺度、改變與穩定、交互作用、

科學與生活、資源與永續性）。科學學習的內容必頇考量當今科學知識快速成長，以及科學、科技與其他領

域/科目相互滲透融合等事實。在課程教材的組織與選擇要重視縱向的連貫與橫向的統整。根據各學習階段

學生的特質，選擇核心概念，再透過跨科概念與社會性科學議題，讓學生經由探究、專題製作等多元途徑獲

得深度的學習，以培養科學素養。所以一個有科學素養的公民，應具備科學的核心概念、探究能力及科學態

度，並且能初步了解科學本質。 

因此，在學習自然科學的過程中，學生應培養對自然科學的興趣，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以符合「自發」

的理念。在參與探究與實作的過程中，學生應積極與他人及環境互動，並能廣泛的運用各種工具達到有效的

溝通，以符合「互動」的理念。透過對科學本質的了解，學生應學習欣賞大自然之美，善用並珍惜自然資源，

以符合「共好」的理念。 

肆、國小階段自然領域核心素養及具體內涵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

境，保持好奇心、想像力持續探

索自然。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 想像能力，從觀 

察、閱讀、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

據中，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

或解釋資料，並能依據已知的科

學知識、科學概念及探索科學的

方法去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

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的論

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 

科學問題的能力，並能初步根據

問 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因素，

規劃簡單步驟，操作適合學習階

段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自-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表、運用簡

單數 學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自然

科學資 訊或數據，並利用較簡單

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 繪圖

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 模

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

成果。 

自-E-B2  

能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用方式，

並 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

體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助於探

究的資訊。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境的動 

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如何欣賞

美的事物。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

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力。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

與 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

諧相處的能力。 

自-E-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

解 全球自然環境的現況與特性

及其 背後之文化差異。 

 

伍、本領域課程目標： 

學習階段 階段學習重點 



第二學習階段(3-4年級) 1. 自然界的生物包含許多不同類群，本階段以身邊常見生物 為例，例如：

植物、昆蟲、動物、水中生 物等。 

2. 1-2 可透過觀察自然環境中不同物體，例 如：岩石、水、土壤 與空氣

等，分享經驗發現自然界是由不 同物質所組成。 

3.  

4. 可藉由觀察物質而察覺不同的物質具有不同的外表特徵 或特性，例如：

顏色、形狀、磁性、軟硬、 氣味、粗細等。  

5. 可透過實驗知道不 同物質在某一種性質上的差異，例如： 磁性、導電

性、水溶性、延展性等。 

6. 可依目的，例如：可 回收、不可回收等或屬性，例如：溶於水、不溶於

水等不同，將多種物質做不同的分類。 

7. 可藉由操作及觀察 不同物質，例如：糖、巧克力、蠟塊、水等， 在受

熱及冷卻的條件下，物質形態上的變化。可實驗觀察水在不同溫度時的

形態變化，並了解生活中的實例。 

8. 可實驗觀察水在不同溫度時的形態變化，並了解生活中的實例。 

9. 可從生活及環境中進行觀察，發現不同的能量形式，例如：熱、電、磁、

聲、光、風、食物等，以及這 些能量的來源，例 如：煤、天然氣、酒 精、

石油、核能、水 力與太陽能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能源包括：太陽能、 

電能、風能、核能和燃料等。  

10. 可透過實作活動，知道利用虹吸現象能 讓水自動從水管流出來，例如：

可以用來為魚缸換水。   

11. 可透過操作水管的詴驗活動，認識連通管的原理，可以用來測水帄。  

12. 認識生活中虹吸與連通管的應用。 

第三學習階段(5-6年級) 1. 可對不同物質分析 其各種屬性，依據結果，自訂分類標準並將物質分

類，並歸納出分類的原則與結果。  

2. 可結合熱的傳導實驗觀察奶油的融化、 水的三態變化等現象。  

3. 可透過教學或活動，了解生活中常見物品的熱脹冷縮，例如：橋梁、鐵

軌、酒 精、溫度計等。  

4. 可透過教學或活動了解物質溶於水的程度會因溫度不同而改變。 

5. 物質性質可以導電 性、導熱性、酸鹼度、溶解性質、可燃不可燃等為例。

性質隨溫度改變可以脹縮、溶 解等為例。 

6. 大氣中主要組成氣體為氮、氧、二氧化碳、水蒸氣等。 

7. 透過操作氣球或針 筒，了解氣體無一定的形狀與體積。  

8. 可透過觀察影片，例 如：乒乓球、氣球、車胎、密閉空氣上的 水柱等

或實驗不同 溫度下，例如：氣球、 針筒等體積的改變， 了解氣體具有

熱脹冷縮的性質。   

9. 可以家中電器舉例說明，例如：電燈可將電能轉為光能；烤箱可將電能

轉為熱能；洗衣機可將電能轉為動能等。  

10. 可介紹電池是藉由 化學反應而儲存電能，再藉由電流傳遞 轉化成其他

形式的能量，例如：手電筒、手機等 

11. 可透過操作生活中的工具，認識槓桿工具的施力點、抗力點、支點，施

力臂及抗力臂，並能判斷其能帶來的便利性（省力或省時）。例如： 操

作開瓶器、拔釘器、用竹竿撬起重 物、長鐵夾夾落葉、旗桿上的滑輪等。 

12. 可由實驗發現齒輪、 鏈條、流體可以傳送動力；並觀察生活中的應用，

例如：腳踏 車、輸送帶等  

13. 可由影片或動畫了解生活中的工具之內部結構，例如：電梯、手扶梯、

纜車、 油壓升降梯等。  

14. 可透過工具的發展 與演進的科學史，了解簡單機械所帶來的便利性。 

15. 地球是由空氣、陸 地、海洋所組成的星球，其中地表上大部分為海洋，

其比例約為 71%，其他為陸地。 



16. 地球上有生物居住的地方，範圍可達海帄面上下垂直 10 公里，大部分

生物都集中在地表上下 100 公尺的大氣層、水圈 和岩石層。 

    彈性學習課程可規劃自然奠基與探索活動。讓學生探索、討論，培養對自然的喜好，奠立單元學習

的先輩基礎，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陸、領域組織與運作： 

一、組織成員： 

   1.召集人：柯孟杰 

   2.組  員：王志豪、楊曉芬 

二、運作方式： 

1.集合時間：每月一次。 

2.集合地點：召集人教室。 

3.彙整不同年級的自然科領域議題，提供自然領域各成員共同討論。 

三、領域授課總節數集每週授課節數分配：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每週節數 每週 3堂課 每週 3堂課 每週 3堂課 每週 3堂課 

每週分鐘數 120分鐘 120分鐘 120分鐘 120分鐘 

四、本領域教科書使用版本：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選用出版社 南一 翰林 康軒 康軒 

   備註     

 

柒、實施要點： 

一、課程發展 

（一）學校課程發展應配合《總綱》中自發、互動、共好的課程理念，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導向的學習模

式。 

（二）自然科學領域之學校課程發展應重視科目間的統整，配合三至十二年級領域課程綱要之安排，達

到各教育階段間之縱向連貫（參考表一各學習階段學生的自然科學學習特性、表二學習表現架構

表及表三學習內容架構表）。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涉及自然科學領域之跨領域彈性學習時間應由具專業素養（例如：科學背景、

專業認證/研習等）之教師研訂，並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透過運用學校、社區或校

外自然環境，提供學生各種可供學習的資源。 

（四）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內容」中，學校應參考相關的教學示例，擬定

課程計畫，架構整個學年、階段性的短期或主題之教學活動。為配合課程發展與教學實施與評量，

學校應安排足夠師資，視師生比例需求增加自然科學領域專長教師授課，依課程需要得由不同科

目教師擔任。悉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自然科學領域各教育階段課程發展，在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應選擇合適之議題、大概念或跨科概念

做統整發展課程。國民中學教育階段課程規劃，除實施領域教學外，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後，亦得實施分科教學，並鼓勵跨科教學，跨科內容約佔該科教學總時數六分之一，並宜以實驗、

實作或探究方式進行跨科主題之教學。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則以分科為主。 

二、教材編選 

（ㄧ）教材編選應依據領域課程綱要之學習重點，安排合適的教學內容。 

（二）編輯自然科學領域教科用書時，頇列出三至十二年級學習重點發展進程之課程計畫，依課程計畫協助



教師了解銜接各年級的核心概念、探究能力及科學的態度與本質的發展。 

（三）教材編選時，應注意各種媒體之性別及族群意涵的圖像、語言與文字，並使用性別與族群帄等的語言

文字進行書寫，避免傳遞特定的刻板印象。鼓勵原住民族重點學校之教材選編，適度與當地原住民族

文化結合，進行文化回應教學。  

（四）教材編選宜融入科學發現過程的史實資料、科學家簡介，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減少知識性理解的難

度；教材之選編應兼顧本土、少數族群與不同性別科學家之史實資料，使學生得以藉助科學發現過程

之了解，培養科學的態度和探究能力，促進科學本質的認識。  

（五）教材編選時應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精神與內容，鼓勵學生動手實作體驗，合

適安排各年段的實作課程，以達到規定的時數，其中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應有三分之一節數為實作體驗

課。為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果，得適時設計示範實驗、戶外教學等活動。  

（六）實作教材的設計應強調操作的學習，除了強化實驗、操作與探索體驗過程中獲得過程技能外，並能培

養其歸納推理，發現、解決問題，以及自我學習的能力。 

（七）實驗教材應包含實驗活動、藥品特性、處理方法和器材安全等的詳盡說明。 

（八）教材中的專有名詞和人名翻譯，應以教育部公布之自然科學領域/科目名詞為準，遇有未規定者，則

參照目前國內科學刊物及習慣用語，妥為譯註，惟各冊必頇一致，且與其他相關科目相配合。 

三、教學實施 

（ㄧ）教學設計應依據學生特性與身心發展狀況，依循自然科學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審酌教育專業，提

供資源、機會及環境，引導學生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二）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帄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

視，並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  

（三）教學實施應以培養學生擁有問題解決能力為目標，規劃學習活動應以解決問題策略為中心，並依循確

認問題、蒐集有關資訊、擬訂解決方案、選定及執行解決方案，以及進行方案評鑑與改進等程序實施

教學。 

（四）教學實施應以培養探究能力、分工合作的學習、獲得思考智能、習得操作技能、達成課程目標為原則。

因此，教學形式應不拘於一種，視教學目標及實際情況而定，可採取講述、實驗、實作、專題探究、

戶外參觀或科學觀察、植栽及飼養之長期實驗等多元方式。 

（五）教學設計無論為學生個人學習或團體學習，應於教學進行中培養學生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

與他人權利的價值觀。 

（六）教師進行教學設計時，對於理論或原理原則的演繹推理，宜多舉實例，以引起學生仿作動機，進而自

行推理分析，習得演繹法的實驗程序及方法。 

（七）教師進行教學設計時，宜以學生日常生活體驗，以既有知識或經驗為基礎，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實際

教學時，可彈性調整教科用書單元與活動順序，以適應各地區環境與特性。 

（八）教學設計需要以實驗歸納證據者，教師宜讓學生親手操作，以熟練實驗技巧，提供學生自我發揮之創

造空間。教師可從旁協助善加引導，提供學生動手做實驗、感受發現的喜悅，並讓學生藉由分析實驗

統計數據的結果，習得歸納法之實驗程序及方法。 

（九）教師宜就教材特性，使用教學媒體、實驗活動、田野踏察或戶外教學等，除知識傳授外，更加注重科

學方法運用、科學態度的培養及科學本質的認識。 

（十）教師在教學前宜參考課程計畫、教學計畫，訂定學習評量計畫，評估學生學習成果以達成教學目標；

且應依據學生學習成效，修訂教學計畫，藉以提升教學效能與品質，達成教師自我的專業成長。 

（十一）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內容之教學主題，由各校教師依據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學習內容、學校特

性自行設計。為強化跨科目之間的整合，課程可由領域內不同學科教師協同教學。 

（十二）教學時，要因應學生的多元文化背景與特殊需求，含辨色障礙、感官障礙等，提供支持性和差異化 

的教學，並且提供適性的輔導措施。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教育主管機關應協助學校提供合適的教



學資源。 

 

四、教學資源 

（ㄧ）學校應依教育部頒布之〈各級學校設備標準〉，設置自然科學領域實驗室、藥品儲藏室、器材準備室

（含備妥急救沖洗及防火器材），並應依據各教育階段學校班級規模編配實驗室專長管理人員，並由

各科專任教師減授課鐘點後協助，相關管理人員、協助教師等編配，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訂定。實驗

活動所需設備、器具及耗材應獲得充分之供應，因此，中央及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妥為規劃並編

列預算，以供應各校所需之實驗器材，並處理各校因實驗教學而產生之有毒廢棄物。 

（二）自然科學領域之實驗室與實驗活動場所，應注意通風、安全措施及環境汙染防制；並訂定實驗室設備

正確使用與操作、實驗耗材補充，以及實驗設備維護等之規範。 

（三）學校可善用社區或大眾運輸工具可達地區之「生態池」、「溼地」、「生態環境園區」等戶外生態環

境，未具前述條件之學校，則在校內環境許可範圍內，可設置「小型生態池」、「溼地」或「生態環

境園區」，以利自然科學領域所需之教學活動。 

（四）學校相關人員於學期開始前，根據設備標準、學校課程計畫、教師教學計畫等，準備所需之實驗教室

與戶外探索調查所需之器材/器具。 

（五）學校應依據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內容，妥適充實教學必需之相關設備、器材、藥品及標本，並需購

置教學所需之模型、掛圖、書籍、報章雜誌及光碟等教學媒體，亦應提供相關設備和材料，鼓勵教師

自製教學媒體，並善用數位教學帄臺資源。 

五、學習評量 

（ㄧ）實施學習評量應依據學生身心發展狀況，並配合核心素養具體內涵，遵循測驗評量之教育專業。從多

元評量過程中，讓學生能獲得探究的樂趣與養成求真求實的工作精神，培養出注重科學的態度，以促

進學生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二）教師教學時應先以適當方法評估學生之「先備知識」，並以學生之「先備知識」及生活經驗為基礎，

應用適當教學策略幫助學生進行有意義及意義內化之學習。 

（三）為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和成就，教師應適時進行「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評估學生學習成就

與教學成效，並加以補救及調整，俾達成預期的教學目標。即使進行紙筆評量也應兼顧學習內容與學

習表現。 

（四）教師應進行自我評量及學生學習成就評量，逐步修訂教學計畫，使之更趨完善，教學得以相長。 

（五）學習評量應秉持真實性評量的理念，採用多元方式實施，除由教師進行考評之外，亦得輔以學生自我

評量等方式，以確認學生是否達成學習目標，俾做為改進教學、提升教學成效之參考。 

（六）評量應依據教材編選設定之規準、課程目標及學習目標，提供相關圖表資料供學生參考，以培養學生

分析與推理之能力，達到評量的真正目的，不應一昧要求學生背誦記憶。 

（七）評量時應依據評量目的與使用時機，選擇不同評量方式，兼顧總結性與歷程性之評量目的，其可運用

之型式，例如：專題報告、成品展示、紙筆測驗、口頭報告、實驗設計，以及學習歷程檔案等多種方

式。另外，課堂實作與討論等活動之觀察，可即時掌握學生的學習，前述評量方式宜交互運用，藉此

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並促進學習。 

（八）為提升學生對於科學文本之閱讀、口語與文字表達能力，建議以科學報告之撰寫及口頭表達，做為高

層次能力之總結性評量方法，每學年至少實施1次。 

（九）實作評量可應用於學習活動中，特別是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內容，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學習實

況，以做為改進教學、促進學習的參考。評量應具有引發學生反省思考之功能，導引學生能珍惜自我

成長、持帄的面對自己的學習成就、察覺自己學習方式之優缺點。評量應具有敦促與鼓勵的效果，使

學生相信在經過個人努力或更加專注後，個人能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效。 

捌、自然領域之議題融入： 



面對變化快速的時代，學校教育需與社會脈動緊密連結，在課程發展中融入相關議題。議題融入的

目標在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力，提升面對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力，實踐「尊重多元、同理

關懷、公帄正義、永續發展」等核心價值，成為健全個人、良好國民與世界公民。 

 

一、融入議題之選擇 

本領域融入議題的選擇為呼應總綱及領綱的核心素養，並連結、廷伸、統整及轉化本領域的學習重

點，包含四項重大議題及十五項相關議題。課程綱要「附錄二」中明列了「性別帄等教育、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四項重大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其不但是國家當前重要政策，且為廷續九

年一貫課程之重大議題，以及培養現代國民與世界公民之關鍵內涵。十五項相關議題有「品德教育、科

技教育、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閱讀素養教育、戶外教育、國際教育」等。其中「品

德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己納入《總綱》核心素養，且轉化為領綱核心素養。「科技教育、

家庭教育、生涯規劃教育、閱讀素養教育、戶外教育」等議題之內涵，亦能乎應本領域之學習重點，深

化與拓展本領域的學習。 

 

二、融入議題之做法 

議題多來自於生活事件或社會現象，故在設計議題融入課程，應思考本領域之「學習重點」與議題「學

習主題和實質內涵」兩者乎應關係，並透過連結、廷伸、統整與轉化等方式，發展學習目標，設計適切

的課程內容，彰顯總綱及領綱之核心素養。議題融入之作法，宜結合學生的舊經驗、生活情境或時事，

善用多元的教學方法，透過體驗、省思、實踐的歷程，增進學生學習品質及培養探究、思辨與實踐的能

力。再者，素養導向的課程歷程隠含著議題的潛在學習，學生透過任務或問題的察覺、規劃和執行，或

與他人共同合作，其間所產生各種互動情境，如：爭執或協商等，皆可成為教師適時引導達成人權教育、

性別帄等教育、法治教育等實質內涵的具體做法。此外，議題亦具有跨學科性質，可藉由跨領域統整課

程突顯議題教育的特色，拓展學生學習視角，期使對生活現象獲得較豐富多元與完整的認識，裨益核心

素養的陶養。 

玖、素養導向教材編寫之原則： 

一、素養導向教材編寫原則 

(一) 透過現實情境、科學故事引入教材，營造自然學習需求 

(二) 以觀察實驗鋪陳學習脈絡，引導學生進行探索與發展概念 

(三) 讓學生運用相關自然知識與能力解決問題，提出合理的觀點與他人溝通 

(四) 教材安排從具體到抽象，提供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 

(五) 教材設計具備多重表徵 

(六) 學習任務具備形成性評量的功能，以評估與促進社會學習。 

二、善用學習表現、學習內容兩度之雙向細目表為工具，進行研發與檢核所編寫之教材 

拾、課程評鑑： 

學校負責課程與教學的實施，並進行課程評鑑，其內涵包括課程計劃、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教材

與教科書編選 

一、課程實施之評鑑： 

課程實施包含教師「教」與學生「學」的過程，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各領域課程發展小組及授課教師共

同或分別就下列項目進行評鑑。 

1. 教師「教」的部份 

(1) 教師教學前之準備：對於教學素養及教學重點之熟悉、教學活動之內容、學生的起始為分析以

及所需教學資源之準備、運用等項。 

(2) 教師教學時之活動：教學時與學生互動能引發學習動機；教學活動能掌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精神，達成核心素養；根據各領域學習主題的特性，實施多元豐富的教學活動；教學活動能落實

統整之精神；教師間之合作運作順利。 



(3) 教學評量：評量之方式周廷與多元，能展現真實性評量之精神，並依據評量結果給予學生鼓勵

或補救教學。 

(4) 補救教學：依教學評量結果，針對低成就學生編排補救教學計劃，實施補救教學。 

2. 學生「學」的部份： 

(1) 學生學習前之準備：學生針對即將學習課程之議題或活動，進行資料蒐集、查索或整理。 

(2) 學生學習中之態度：學生樂於學習，其參與活動以及運作的過程流暢而自然。 

(3) 學生學習後之成就：學生在經歷學習活動後能達成教師所預期之目標，反映在認知、情境、技

能之表現能符合分階段的能力目標。 

3. 教學所使用之教材： 

教師於教學過程中所引用之教材如為坊間出版社之出版品，其選用採『教科書』遴選小組之過程。

但教師必頇審酌學生能力，針對教材過於艱澀部分加以簡化、淺化；對於過於簡單之教材則予以加

深、加廣。如為自編教材，應適合學生程度、能力和興趣。 

 

二、教材及教科書之評鑑： 

1.教科書部分：由教務處依本校教科書選用辦法召集成立教科書選用委員會，於前一學年第二學期末辦

理教科書公開展示、公開說明會後選出教科書。 

2.自編教材部分：教師如認為教科書內容不符學生學習之所需，可以自編教材，其所應注意事項如下： 

(1)教材內容應符合學生學習生活經驗，並能為學生所接受之範圍。 

(2)教材本身呈現之教學目標與課程目標符合。 

(3)教學活動設計能達成目標。 

(4)參照本校教科書評選標準先提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評鑑後採用之。 

 

三、評鑑程序、方法及內涵： 

1. 評鑑程序：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實施初評，課程發展委員會實施複評 

2. 採多元化方式實施，兼重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鑑。 

3. 運用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鑑學生學習成果、各項課程與活動設計教學成效、行政支援成效。以總結性

評鑑來評鑑整體課程與教學效益、學生十大基本能力成長狀況，學習節數分配、總體課程教學進度、

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以及選用或自編教材的適切性。 

 

四、評鑑結果應用： 

1. 評鑑結果及所蒐集之資料，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檢討修正計畫。 

2. 各領域發展小組應就各領域課程、教材、教學活動、評量方式等進行評估檢討。 

3. 教師應進行自我評鑑或同儕相互評鑑，採集各方意見後，如屬學生能力部分，以補救教學、資源班

教學以及修訂課程方式改善。如屬教師方面，則依據教師需求，加強進修、輔導，並於甄聘教師時予以

員額上的補足。如屬學校行政方面，則設法修正措施。如屬政策、法令或整體普遍現象之問題，則建請

上級單位參考。 

拾壹、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109 學年度一二年級課程依

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實施；三至六年級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 

拾貳、計畫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