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規劃組 

「素養教學與評量議題小組」第 2次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6年 8 月 4日（星期五）上午 10 點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21號綜合大樓 3樓) 

會議主持人  余規劃委員霖  記錄  劉榮盼 

出席人員  臺灣師範大學卯教授靜儒、臺灣師範大學林副教授子斌、國教

院測評中心任主任宗浩、鼓山高級中學莊校長福泰、松山高級

中學劉教師桂光、麗山高級中學藍教師偉瑩；協作中心吳督學

兼執行秘書林輝、規劃組李組長文富、朱規劃委員元隆、廖珮

涵小姐、劉榮盼先生。 

列席人員  無。 

請假人員  高規劃委員鴻怡。 

壹、 頒發規劃委員聘書(卯靜儒、莊福泰、藍偉瑩、劉桂光、范信賢) 

貳、 業務報告： 

一、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為新課綱核心，是否能精準有效推動至為關

鍵。各單位雖已陸續展開推動，仍有必要結合實務專家及學者重

新盤點，發掘現有措施不足或需調整之處，並研採強化措施。本

中心預計成立素養教學與評量議題小組，做為協作中心、學者專

家與各主政單位常態性、主要的定期對話平台。 

二、 感謝規劃委員大力協助，應允擔任規劃委員。為確立本議題小組

運作機制，業於 106 年 6 月 28 日、6 月 30 日召開 2 次會議，感

謝規劃委員的熱情參與，會中初步推選余霖規劃委員擔任召集人，

並決定自 9 月開始固定每月召開會議的日期，以利成員安排課務

及其他會議，請協作中心調查成員能固定參與的時間。以後每次

議題小組會議會事先設定議題，以使討論更能聚焦(會議紀錄詳如

附件一，第 5-10 頁)。 

三、 有關｢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相關資源調查表已於106年 6月30日

完成彙整，並依類別加以整理，經檢視內容概要分析如下(調查結

果分類彙整詳如附件二，第 11-28 頁)，提供做為議題小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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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礎： 

(一) 資源研發：以國教院各領域課程手冊、素養導向教學模

組、素養教科書出版社工作坊、素養評量開發研究、師資

司職前培育課程基準研發、分科教材教法專書編輯為主，

國教署中央輔導群、素養題型研發(心測中心)、普高課程

推動工作圈、各學科中心、國小師培聯盟計畫為輔。 

(二) 教師培力：以國教署中央輔導群、普高各學科中心、高優

計畫為主，師資司師培大學培力計畫為輔。 

四、 本議題小組106年6月28日、6月30日召開2次會議之會議結論，業

經摘要提送106年7月18日第20次協作會議報告(詳如會議手冊第

13-14頁、第18-20頁)，主席裁示(會議紀錄詳如附件三，第29-34

頁)：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的推動，是新課綱的重要核心之一，幾

件重點請全力配合： 

(一) 入學測驗的素養命題，有助於引導教學現場的落實，未來藉

由教學/評量範例及命題培力的進行，並透過國中小階段的

中央團輔導員、高中階段的學群科中心的研究教師引導教學

現場教師提升課室評量的素養命題能力。 

(二) 師資培育系統部分，促進師培教授社群的蓬勃發展，透過社

群對話提升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的專業，進而帶進師資職前

培育課程。 

五、 為因應協作中心議題小組運作型態的調整，以增聘規劃委員的加

入團隊，協作中心於 106 年 7 月 21-22 日於復興青年活動中心辦

理共識營，並編印 106 學年度規劃委員工作手冊，供規劃委員瞭

解協作中心運作情形及未來配合事項(詳如工作手冊，尤其第 19-

22 頁)。 

六、 為強化對社會大眾及親師生宣導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與媒體合

作發行專刊部分，國教署已於 106 年 6 月完成委託親子天下雜誌

採訪編輯之簽約，將在半年內完成採訪編輯發行(專刊架構及建

議採訪對象詳如附件四，第 35-39 頁)。依照合約內容，本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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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須就專刊完成後初稿及懶人包腳本進行審查，確認沒問題

後，才交由國教署進行內部簽核，以及懶人包的製作。由於適逢

暑假期間，採訪聯繫不易，目前進展仍相當有限，規劃委員倘對

專刊架構及建議採訪對象有修正意見，仍可儘速提供，以利後續

初稿審查事宜。 

七、 三個入學測驗中心、國教院測評中心與國教署高中職組、國中小

組原定 106 年 7 月 31 日向部長專案報告｢素養導向評量研發工作

規劃(含素養導向教學推動)｣(簡報初稿：現場提供)，因故延後

至 8 月 30 日舉行，藍偉瑩委員及任宗浩委員將參與。 

八、 106 年 12 月第 25 次協作會議已初步規劃，由國教院、師資司、

國教署分別進行素養教學資源研發、素養師資培育規劃、素養教

師培力規劃專案報告。 

參、 討論事項： 

案由一：本議題小組的願景、優先任務、運作機制，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請規劃委員參酌業於 106 年 6 月 28 日、6 月 30 日召開 2次會議結

論及上述業務報告。 

二、 討論題綱： 

(一) 議題小組的願景 

(二)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的現況：優勢、劣勢 

(三) 推動問題的盤點：矛盾點、困難點 

(四) 未來能做什麼：未來半年內可以先做什麼、中長期規劃 

(五) 規劃委員的分工 

決  議： 

一、 有關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的推動現況，優勢面有：（一）入學測驗

的素養命題受到政府重視並有決心貫徹；（二）主管機關已體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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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是新課綱的核心工作，投入資源；（三）部份縣市政府已有推

動機制等。劣勢面有：（一）對於素養導向的定義，理解有很大的

落差；（二）師培機構素養導向課程尚未建立；（三）課程改革有名

乏實，不能從能力跨越至素養等。其餘內容詳見附件之「立足點」

欄位。 

二、 有關議題小組的願景，經討論後提出四大願景：（一）凝聚容易理

解的素養共識；（二）落實有感的支持網絡；（三）整合簡明有力的

行政網絡；（四）建立系統性的協作地圖。其餘內容詳見附件之

「願景」欄位。 

三、 有關素養導向推動問題的盤點，最有迫切性者有：（一）中層領導

(如校長)對素養課改缺乏理解；（二）基層教師的觀望心態；（三）

組織系統過於龐大，各單位缺乏全貌的關照。其餘內容詳見附件之

「矛盾點」欄位。 

四、 有關素養導向的短期策略及中長期規劃，針對小組內部的運作、專

業支持系統的建置、校長素養工作坊的辦理、相關行政配套等均提

出具體策略，請見附件的「策略行動」欄位。 

五、 有關規劃委員的分工，本議題小組下設五個行動小組。 

(一) 議題小組工作計畫組：余霖委員、李文富組長，由余霖委員

擔任組長。 

(二) 素養培力-師培組：林子斌委員、莊福泰委員、劉桂光委員、

藍偉瑩委員，由林子斌委員擔任組長。 

(三) 素養培力-教師組：卯靜儒委員、任宗浩委員、朱元隆委員、

范信賢委員、藍偉瑩委員，由藍偉瑩委員擔任組長。 

(四) 素養培力-領導組：卯靜儒委員、任宗浩委員、余霖委員、范

信賢委員、劉桂光委員、莊福泰委員，由范信賢委員擔任組

長。 

(五) 素養導向相關配套組：朱元隆委員、吳林輝執秘，由吳林輝

執秘擔任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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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未來半年議題小組會議的議題設定，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在 106 年 12 月第 25 次協作會議召開前，議題小組倘以每個月定期

召開一次，應該有 9 月、10 月、11 月、12 月各一次，相關議題應

妥善規劃。 

二、 議題小組是否設立工作分組(例如：資源研發組、職前培育組、教師

培力組、素養評量組)由規劃委員分工召集，並視協作須要，由協作

中心行政支援召開分組會議。 

決  議： 

一、 於 9/8 召開議題小組第 3次會議，之後固定於每月第一週之週五

上午 10 點召開會議，至 106 年底分別為 10/6、11/3、12/1。 

二、 請各行動小組於 8月底前提交工作計劃書給廖珮涵小姐，9/8 議題

小組第 3次會議將就各小組提出的工作計畫進行討論。計畫內容

需把握行動小組之目標、策略，及議題小組共同願景之間的聯

繫，俾利議題小組的內部整合。 

 

肆、 臨時動議： 

為兼顧議題小組 line 群組的感情和資訊交流功能，日後有重要訊息宜

建置於記事本內，無時效性的資訊則刪除，此項工作由協作中心行政

同仁協助辦理。 

伍、 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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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藍） 嚴重（紅） 未貼點

凝聚容易理

解的素養共

識

落實有感的

支持網絡

整合簡明有

力的行政網

絡

建立系統性

的協作地圖
緊急（紅） 重要（藍） 暫緩（黃）

暫無共識（

各色並陳）

議題小組工

作計畫：余

霖、文富

師培組：子

斌、偉瑩、

桂光、福泰

教師組：偉

瑩、信賢、

靜儒、宗

浩、元隆

領導組：信

賢、靜儒、

桂光、宗

浩、福泰、

余霖

相關配套：

執秘、元隆

入學測驗的

素養命題受

到政府重視

並有決心貫

徹(藍8)

對於素養導

向的定義，

理解有很大

的落差！

(紅9)

透過基礎研

究而明定在

總綱

溝通「素

養」定義，

以教師實際

教學經歷故

事的方式。

推動素養導

向課程設計

的實踐工作

整合中央與

地方的力量

，協力並

進！

看見素養教

學與評量的

全貌

中層領導

(如校長)對

素養課改缺

乏理解(紅7

藍4)

學科本位被

舊思維束縛

(藍4)

變革需時間

與過程(108

年有點

急)(黃6)

大學對12年

素養國較缺

乏認識(紅3

藍2黃3)

切實了解目

前狀況、掌

握進度

規劃素養專

業諮輔人員

工作坊滿足

各單位需求

提供/建議

有效的增能

活動/方式

校長工作坊

，讓教師團

隊或學生經

驗來帶。

跨縣市支持

聯盟

主管機關已

體認到素養

是新課綱的

核心工作，

投入資源

(藍7)

師培機構素

養導向課程

尚未建立

(紅5)

核心素養與

領域素養的

差異及釐清

提供對素養

導向的說

明。

協助基層教

師設計素養

導向課程

作為各系統

推動的整合

協作平台

課綱-領

綱；中央-

地方協作網

絡串連；教

師-學生

基層教師的

觀望心態

(紅3藍4)

如何能互信

與相互理解

(視域融

合)(藍2)

課綱對素養

定義模糊

(黃4)

教師思維的

僵化固著

(紅1藍2黃1)

建立小組共

識並適度分

工

建立中央教

師輔導團隊

素養研習應

以實踐型工

作坊為主

校長遴選考

量素養概念

與能力

減少過多過

細節的會議

，抓重點-

下放

部份縣市政

府已有推動

機制(藍5)

課改有名乏

實，不能從

能力-素養

(紅4)

精神方向大

致有共識

從系統觀點

釐清素養

教、評的各

環節。

找到落實素

養導向課程

教學與評量

的推動模式

系統環節之

各系統共動

針對各單位

需要提供專

業諮詢及協

助

組織系統過

於龐大，各

單位缺乏全

貌的關照

(紅4藍4)

科層體制的

本位心態，

不喜歡被干

涉(藍1)

12年課綱缺

乏銜接與連

貫性(黃5)

課綱內容過

多且不符素

養導向(紅1

藍2黃1)

排定處理事

情的優先順

序

辦理中央各

單位主管人

員素養工作

坊，促進大

家對全貌的

瞭解。

輕放素養定

義，落實"

學習表現"

與生活情境

結合-培力

策略

辦理校長工

作坊

教科用書定

價、審查

對素養議題

關心已引

爆。(藍3)

課室素養評

量幾乎未啟

步(紅3)

執行/推動

方式的定向

及多元

各項入學測

驗以素養試

題為主

整合經驗與

可用行政資

源

研擬素養推

動的議題策

略、進程

(教育部層

委員個人主

見-系統共

識(紅1藍1)

公務部門行

政效率差

地方局處業

務繁雜(黃1)

發展三年工

作計畫(先

聚焦第一

年)

學科研究教

師應優先培

訓素養課程

設計能力

系列性且素

養式的校長

工作坊

組織素養導

向種子教師

(東廠)

各學習階段

都已經有基

層教師在推

動素養教學

(藍3)

素養導向的

題目產出不

多，引起現

場的焦慮

(紅2)

在理念宣

導、技術支

持，共備社

群等面向，

整合專家與

核心團隊。

推動能落實

現場的教學

與評量策略

能夠綜觀全

局，落實協

作的功能

針對政策或

配套不足之

處，提供建

言

過多未經整

合的專案

(紅3藍2)

難以跨越的

組織功能自

主

行政系統本

位主義，欠

缺協作精神

(黃1)

2-3月內，

盤整出本組

的系統協作

地圖，訂出

進程。

辦理學科中

心共識的工

作坊

以學校為核

心的各項協

作

發展十二年

課綱各項資

員搜尋引擎

教師專業能

量(藍3)

教科書政策

的跟進不足

(紅2)

師資培育已

從課程基準

及分科教材

教法專書研

發切入

整合各測驗

中心對素養

的概念說明

依小組能量

找出優先工

作項目

行政單位的

彼此理解不

足，缺乏有

效溝通(紅3

藍1)

能力-素養

跨度太大!

國民教育的

中央與地方

權責

分組針對議

題研擬對策

與方案(針

對本小組)

提升教師對

政府信任度

不同層級已

經有相當的

共識，認同

素養導

向!(藍1)

學者及實務

人員對素養

界定仍有歧

異，可能影

響成效。

(紅2)

課程、教

學、評量已

有推動系統

對"素養"的

需求和操作

層次不同

(紅1)

不同立場互

信不足，溝

通困難

許多掌握資

源的山頭，

也無共識

建立組內互

信共識

觀望心態的

解鑰-讓教

師看見學生

改變

願景 矛盾點 策略行動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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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藍） 嚴重（紅） 未貼點

凝聚容易理

解的素養共

識

落實有感的

支持網絡

整合簡明有

力的行政網

絡

建立系統性

的協作地圖
緊急（紅） 重要（藍） 暫緩（黃）

暫無共識（

各色並陳）

議題小組工

作計畫：余

霖、文富

師培組：子

斌、偉瑩、

桂光、福泰

教師組：偉

瑩、信賢、

靜儒、宗

浩、元隆

領導組：信

賢、靜儒、

桂光、宗

浩、福泰、

余霖

相關配套：

執秘、元隆

願景 矛盾點 策略行動立足點

素養導向的

入學評量已

有好的起步

(藍1)

各學科中心

對素養的認

知參差不齊

(2)

課程銜接的

落差

給予測驗中

心正增強

中小學部分

教師開始設

計素養導向

課程(藍1)

需整合各領

域多頭馬車

的資源，凝

聚共識(紅1)

提供教科書

商足夠訓練

總綱-領綱-

課程手冊相

互連貫(藍1)

國中、高中

的步調有顯

著落差(紅1)

中小學課程

教學輔導系

統已開始關

注及研發、

推廣

對素養的理

解尚待整合

(紅1)

素養是否即

涵蓋教學、

評量所有內

容？

學生的潛能

與迷惘(紅1)

提供現場教

師具體範例

（素養教

學）

素養教學上

貧乏，無焦

點

教學現場教

師大多以升

學測驗方式

為指導方向

各測驗單位

已初步溝通

，尚未達成

一致性

地方局處的

角色

台北市已著

手開始努力

，成立專案

辦公室

教師有動能

，但需引導

與擴散

已有基本能

力、核心能

力的前導

未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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