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中等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各領域年度特色成果概要 

【國語文領域】 

 國語文領域建立師資培育大學區域聯盟的合作網絡，不僅有助於師資培育大

學之橫向聯繫與資源整合，並有效推廣該領域重要制度與策略，全面提升國語文

領域師資培育生的職前教育品質，激勵其教學熱誠。該領域中心更制訂「國文教

師職前專業標準表現檢核表」及其線上檢核機制，引領師資培育生於教學實習、

教育實習階段自我檢視及充實職前應備教學知能與教育專業素養；推行「種子師

資生差異化教學觀課試教體驗活動」，促進該領域師資培育生主動關懷偏鄉、了

解弱勢學區各級中學教學現況，104至 106學年度實地觀課試教的偏鄉學校遍及

臺灣北部、中部、南部、花東地區、金門及澎湖，走過方能真正明瞭各地教學所

面對的實況，體會為人師者誨人不倦的教育情懷與付出；106學年度更積極結合

各師資培育大學教授與中學種子教師編擬符應新課綱之國語文師資培育課程地

點與課程基準，並加以新新辦理種子教師研習營及中學國語文師資培育與教學

實務之國際交流論壇。 

 【外語領域】 

  配合「補救教學」的重大教育政策，外語領域積極推行的「偏鄉英語遠距教

學計畫」，辦理「十八小時補教教學研習」以及「遠距電腦輔助教學」等工作坊，

奠定師資生遠距補救教學之專業知能。由英語師資培育教授指導，規劃設計客製

化課程、修改教案，小班教學（一對一或一對二）的遠距教學時由三位教授及一

位退休英語教師，從旁協助指導，協助提升偏鄉及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學

完畢進行檢討，精進未來之教學。該領域持續推行臨床實驗與創新教學制度，由

師資培育大學端的教授進入中學課堂，導入最新的教學理論，示範教學，指導中

學教師執行、落實於英語課堂中，以理論引導教學，從中激盪出創新教學模式，

同步將課堂教學經驗回饋理論，讓師資培育更貼近實務，兩者相輔相成。 

 【社會領域】 

 社會領域透過中學現場教師與師資生的培用合作，研發精進的社會領域師培

課程與教學方案，近幾年來已設計出超過 60則的課程統整教學方案、差異化教

學方案、閱讀理解教學方案、翻轉教學方案和非選擇題評量方案；另一方面，也

持續推動師資生教師專業知能檢核，研發師資生實習引導手冊，以提升教育實習

成效。在師培大學端，更邀請不同師資培育大學的師培教授，參與臨床教學方案，

與中學現場教師合作共同備課、觀課、授課與議課，以促進教學理論與教學實務

的結合，提升大學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創新研發之成效。 

107 年 6 月 2 日所舉辦之「中等教育階段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聯合成果研討

會」，社會領域的三個場次，第一場次為「師資培育新制與師資培育精進策略綜

合座談」，係邀請師培大學社會領域相關的教師集思廣益，共同研討如何與中學



端建立合作機制，以及師培大學教師如何建立專業社群的運作機制。第二場則為

「臨床教學經驗分享」，由三位師培大學教師分享其在中學的實驗教學經驗；第

三場為「社會領域素養導向課程統整方案設計」，將由師資生發表其在中學教師

指導下所研發出的教學方案。 

 【數學領域】 

 數學領域辦理一系列師資培育精進的演講、研習及課程，結合十二年國教課

綱、數學媒體和創意教學，更有課程觀摩、共同議課、共同備課等札實的訓練，

協助未來即將邁入數學教學領域的準老師，能夠更加迅速的掌握教學現場，亦能

夠與時俱進的提升教學能力，統整教學脈絡、強化教學策略，激發無限的創造力，

最終給予學生良好的教育品質。 

  本年度因應 108 課綱調整，特別針對課綱知識點進行教學地圖引導、以及

活化教學施行實作、課程中針對知識點實踐學習單創發，並於系館建立數學步道，

由實作感受及建立價值性的成就感，俾利師培生對於本職學能的加強與熟悉教

學現場的多元性，更藉由學習的過程 

 【藝術領域】 

 藝術領域以「藝術跨域教學，從藝術看世界」為主軸，致力於十二年國教核

心素養導向教育理念導入以及藝術跨領域課程設計工作坊。在十二年國教核心

素養教育理念導入部分，本中心依據總綱、領域課程綱要編製「領域課程綱要查

詢系統表」、《藝術領域課程綱要學習手冊》以及「12年國民教育查詢新課綱 APP」

等。依據師資生學習需求，各層面推廣、說明總綱及領域課程綱要精神與內涵；

讓師資生能夠全面、有系統地吸收核心素養的關鍵理念。另一方面，藉由本次成

果展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暨藝術教育研究所鄭明憲教授及東方設計大

學文化創意研究所丘永福教授，分別從藝術領域師資培育課程基準及核心素養

課程設計兩大範疇，為師資生、師培教授及在職教師深入說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的精神與落實。另與數學領域及自然領域教學研究中心以及師培大學、夥伴學

校等共同辦理了「核心素養導向跨領域師資培育工作坊」，培養師資生具備跨域

學習的視野以及規劃跨域課程的實務能力，引導師資生從跨領域整合學習視野，

規劃與設計圖像化視覺教材，強調學習情境與生活情境的連結，以培養學生具備

適應生活與解決生問題的能力。 

 【自然領域】 

 自然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推動重心之一在於邀集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

四個領域，進行跨科協作，以達到研發跨科課程模組、提升中學科學自然科課程

跨科合作教學之知能的目標。初期以分享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學活動為核

心，設立課程架構，引進外國的模式，例如 106 年 7 月 24 日至 7 月 28 日法國

動手做基金會探究與實作工作坊；並辦理跨科探究與實作教學研習，以及成果發

表及推廣活動，例如 107 年 2 月 1 日 2 日特別邀請中學校長和主任參加國教新



課綱探究與實作主管體驗營；107年 4月 22日社會參與之跨領域課程成果----開

源科技與科學公民養成計畫；在活動中讓大學教授、老師與學生共同對於探究與

實作的評量活動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 

  【科技領域】(106學年度新設) 

 透過發展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指標、舉辦「十二年國教中

等學校科技領域教師專業能力與教學準備」座談會、實施科技領域教師線上教學

專業能力自我評量等方式，提出科技領域教師師資培育地圖及課程規劃；結合大

學、中小學、與民間合力研發科技領域創新教學活動設計，指導師資生應對高、

低成就學習者的方法，建立中學教師與師資生的一起進行創新教學活動設計以

因應差異化教學所需；結合專家知識與國高中現職教師實務經驗，研發科技領域

教師增能課程單元之教學輔助教材；培訓偏鄉教師執行相關課程模組之專業知

能，並提供教學資源與媒材，協助偏鄉教師推動科技教育教學活動，達到教師在

地研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