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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談

孩子的適性發展與選擇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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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施轉化新課綱的三要素

多元適性

連貫統整

素養導向彈性活力

配套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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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揚才
終身學習



我們需要面對社會變遷帶來的教育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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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2.0時代



十二年國教政策理念之課程實踐

圖片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http://12basic.edu.tw/temp/brochure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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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萬

16.7萬

一定要成就每個孩子

在少子化狀況下，每個孩子理應受到更好的學習照顧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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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2012各國數學素養表現變異

高表現高差距

臺灣前後段學生差距世界第一



我們是否還有許多孩子沒受到更好的學習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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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2013), PISA 2012 Results: Excellence through Equity Giving Every Student the Chance to Succeed Volume II, p47

學校內 學校間



年級越高，學習動力越弱？



有些改變已經在發生，新課綱需要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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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教 學生的學

教師+教科書 自主學習、行動學習

教導最終結果 鋪陳學習歷程

競爭式學習 共生式學習

量的教育 質的教育

有目的的教育 有意義的教育

追逐直線式排名 探尋橫向式適性



課程改革是「從有到更好」，
一棒接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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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臺灣已有許多學校和教師在努力創造教

育新風貌，我們須營造正向支持的環

境；

外
此外，我們也需要跟隨時代及社會變遷，

持續精進。



專業研發、多元審議、配套協作

國教院
技職司…

結合學者專家及教師

國教院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研究發展會

教育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育課程審議會

課程研究與發展 課綱研議、
規劃與統籌

課程審議
回饋
修正

提交課程
文件

送審

審議
回饋

師資培用與教師
專業發展系統

(師培聯盟、教學輔

導教師..)

評量與評鑑
(學生學力、入學考試、

課程評鑑…)

課程教學研發系統

課程推動與教學
支持系統

(中央團/學科中心/群
科中心..)

國教署

相關單位

教育部

課程審議

師資藝教司

中小學師資、課程、
教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

教育部透過協作中心，

建置並落實完善配套措施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以尊重學生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

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

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

力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

自發 互動 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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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生命潛能 陶養生活知能 促進生涯發展 涵育公民責任

願景

理念

目標

課綱的理念與目標



自發 互動 共好

有意願、有動力 有知識、有方法 有善念、能活用



OECD：邁向2030年的教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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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oecd.org/pisa/aboutpisa/Global-competency-for-an-inclusive-worl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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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總綱核心
素養的三
面九項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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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綱到領綱：核心素養的轉化



各領綱的「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行、態度、後設認知

✓學習內容

知

Learning?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19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

度

情境化、
脈絡化的
學習

學習歷程、
方法及策

略

實踐力行
的表現

參照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香港國文課本掃描檔p.1-p.21.pdf
102_高中多元選修案例彙編.pdf
../../../演講/信賢的近期演講/快樂新鮮人.ppt
http://pulse.naer.edu.tw/content.aspx?type=B&sid=239
../../../研究案/教育部/2015整一社會領域模組/會議/1051007公民模組會議議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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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
Competence

/ Literacy

意義感知的

學習

Making sense

理解的學習
Understanding



主題-探究-表現
(教育即生成及創造)

目標-達成-評量
(教育即生產及績效)

核心素養引領的教與學面貌



由學校安排,

以形塑學校願景
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

由國家統一規定,

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力
並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

部定課程（領域學習課程）

新課綱訂有二種課程類型

取自吳月鈴



部定課程包含八大領域



新課綱
擴展
普通型
高中的
學校課
程自主
空間

主要
項目

課程類型

教育階段

部定
課程

校訂
必修

加深
加廣
選修

補強性
選修

部定
必修

校訂
課程

普通型高中

部定課程

• 增加課程彈性組
合，符合必修學
分下，每學期修
課科目及學分數
可調整。

• 可適性分組學習。

校訂課程

•新增校訂必修及彈性學習。
• 校訂必修，讓學校能進行特色課
程發展

•彈性學習（自主學習，選手培訓，
充實/補強性教學等），讓學生
有更多自主學習機會。
•選修課比例與組合增高。

多元
選修

團體活動
彈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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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150 200 250

部定必修

校定必修

選修

彈性學習節數

團體活動節數

學分總計

學習節數總計

部定必修校定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節

數

團體活動節

數
學分總計

學習節數總

計

99課綱 138060012198210

十二年國教課綱 1144621812180210

99課綱與十二年國教總綱普通型高中課程架構比較圖

54-58 4-8 118

維持每週2-3節

必修: 138 降至118

70% 降至66%

新增校必: 4-8學分，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選修54-58學分，其中加深加廣訂有領綱

每週增2-3節彈性學習，發揮學生自主學習精神

198降至180

維持210



新課綱
擴展技
術型高
中的務
實致用
課程

主要
項目

課程類型

教育階段

部定必修

增加專業及實習科
目比例，希望學生
能務實致用。

部定課
程

專業
科目

實習
科目

校訂
選修

一般
科目

校訂課程

技術型高中

校訂
必修

團體活動
彈性學習

校訂課程

新增彈性學習（自主學
習，選手培訓，充實/
補強性教學等），讓學
生有更多自主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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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架構研修方向及重點

•重視課程與其他教育階段之銜接及群科橫向統整，並
強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技專校院、產業現況
之銜接。

•因應不同專業群科之需求，規劃一般科目分版內容、
專業及實習科目。

•調增部定實習科目15-30學分數及新增技能領域課程。

•調整科目名稱及增訂教學指引，以符合各群實施需求
及提升專題實作課程之實施品質。

•調增彈性學習時間，俾利學校落實規劃差異化教學。

縱向銜接

橫向統整

重視群科
差異需求

實務技能
深化精進

專題實作
教學指引

強化學生
適性發展



T型人才
Barton, D. L. (1995). Wellsprings of Knowledg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國教院李文富



學校本位課程要適切整合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

圖片來源：
http://www.nipic.com/show/4/79/5437409k2418f424.html

部定
課程

校訂
課程

部定課程：
由國家統一規
劃，以養成學
生的基本學力，
並奠定適性發
展的基礎。

校訂課程：由
學校安排，以
形塑學校教育
願景及強化學
生適性發展。

學校案例/10509科園實中國中部課程地圖.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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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議題：落實融入各領域課綱

1.機制：
(1)組成領綱研修小組時，適時遴聘重大議題相關學者參與；
(2)設置「跨領域」領綱研修小組，協助落實檢核。

2.內容：發展重大議題融入領綱內容的檢核表。



天下雜誌2014教育特刊 10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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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實作者、溝通者，才是台灣下個世代所需要的創新領袖
人才

• 單一知識已無法應付所需，而是愈來愈趨向跨領域結合
• 教改、教改，不要只是在課堂上授課，而是要誘發學生的動機，
學生有動機就會自己學習

• 台灣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都在無比安全的環境中成長，國中準備考
高中、高中準備考大學，有幾個人真正為自己活過？真正有時間
思考自己能做些什麼？



沒有配套，沒有十二年國教！

32

落實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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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課程綱要前導學
校建立

1-2新舊課綱銜接
1-3素養導向領域教學

與評量的規劃
1-4 高級中等學校適

性選修課程

2-1法規修訂
2-2課綱宣導及教師研習
2-3學校課程計畫與課程

評鑑
2-4設備需求
2-5各級課程領導與輔導

團隊建立
2-6落實課程適性選修的

相關配套
2-7教學與評量資源建立
2-8 區域共聘師資

3-1領域/科目劃分與師資
培育課程的搭配

3-2 教師增能進修及專長
認證

3-3 師培系統與課程研發
、課程推動的連結

4-1 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
的轉銜

4-2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課
綱與考招連動的規劃

4-3國中教育會考與大專
院校入學考試的素養
導向題型開發

4-4 學生適性升學輔導

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

修

實

課程與教學
研發

課程推動
與

教學支持

研

施

準 備

師資培用
與

專業發展

升學輔導
與

入學制度

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
之配套協作議題

教育部協作中心的工作重點



國教署已展開配套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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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105090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配套計畫(奉核版).doc


依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

學校或許真的無法重新創造社會，
但是，
學校必須要更用心找到好的方法，
讓學校成為所有學生生命的重要媒介。

--McLaren(2007). Life in schools. 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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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需要時間，我們攜手開創機會……

如果理念方向是對的，我們就需要點滴努力、攜手前行。
數年之後，才有機會看到：或走近，或走遠，至少我們沒
有停留在原地。

在應然/實然的對話中，找出「或然」的可能世界；

教育，是一種可能性想像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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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之適性發展與選擇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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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國民基本教育實施歷程

適性揚才
免試入學

先免後特
一次分發到位

優先免試入學

12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

實施

103學年度

試辦學習區
完全免試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五專優先免試
入學



免學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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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每學期） 高職（每學期）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

家戶

年所得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148萬以上 不補助 不補助 免學費 免學費

148萬以下 免學費 免學費 免學費 免學費

※五專前三年比照高職
※綜高:高一比照高職免學費，高二高三專門

學程比照高職，學術學程比照高中



適性入學管道



入學管道多元
先清楚自己就學區有哪些管道?

每個管道適合那些學生入學?



學術傾向資賦優異學生

科學班甄選入學

分區免試入學
資優班鑑定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



技藝技術傾向學生

技藝技能優良甄審入學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實用技能學程 分區或優先免試入學
選填專業群科

建教合作班
其他

基北區產特…

技術型及單科型學校免
試獨招



藝才出眾的學生

特色招生
藝才班甄選入學

特色招生
專業群科甄

選入學

音樂、美術
舞蹈、戲劇

技藝技能優
良甄審入學

五專七年一
貫制



體育表現出眾的學生

特色招生體育
班甄選入學

運動績優獨招

運動績優甄審

運動績優甄試

http://issport.camel.ntupes.edu.t

w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學
生適性輔導

安置

各入學管道
均提供2%外
加名額



一般學生

優先免試入學

直升入學

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五專優先及聯合免試入學

其他
進修部非應屆獨招

技術型及單科型學校免試
獨招….



分區免試入學

• 就學區劃定
–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3條(就學區之定義)

–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4條(就學區劃定方式)

• 全國分為15個就學區
– 跨行政區域

• 基北區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 桃連區 (桃園市、連江縣)

• 竹苗區 (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

• 中投區 (臺中市、南投縣)

• 嘉義區 (嘉義市、嘉義縣)

– 單一行政區域

彰化區、雲林區、臺南區、高雄區、屏東區

宜蘭區、花蓮區、臺東區、澎湖區、金門區



免試入學就學區

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分為15個就學區
基北區、桃連區、竹苗區、中投區、彰化區
雲林區、嘉義區、臺南區、高雄區、屏東區
宜蘭區、花蓮區、臺東區、澎湖區、金門區

國中學生應以其具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之
國民中學學籍所在之就學區參加免試入學
。

因戶籍遷徙或其他特殊理由，可於規定期
限內申請變更就學區。



一個測驗，四個入學方式

其他
未受補助
私校獨招

特色招生免試入學

國中教育會考



多元入學管道(1)

免試入學

分區免試 優先免試

直升入學 園區生免試獨招

基北區產特 技優甄審入學

宜蘭區專長生 五專聯合免試

屏東區離島生 原住民藝能班

技術型及單科型免試獨招 原住民實驗班

進修學校非應屆獨招 臺商子弟專案

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 五專優先免試



多元入學管道(2)

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 科學班甄選入學

藝才班甄選入學 藝才班競賽表現

體育班甄選入學 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多元入學管道(3)

獨招

未受補助私校單獨招生

其他

運動績優獨招 實用技能學程

運動績優甄試 建教合作班

運動績優甄審
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

就學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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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會考不是入學考試，主要是用

來進行學力檢測及後續補救教學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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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目的

一、降低考試壓力，活化學生學習。
二、檢視學生學力，確保學習品質。
三、回饋學習成果，強化適性輔導。
四、提供學力資訊，俾利因材施教。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
量準則第13條規定，由中央與地方共
同辦理國中中教育會考，以瞭解及確
保國中畢業生學力品質。

所以：每位國中畢業生都要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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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

國中教育會考 國中基測

掌握學生學習品質 按成績排序，入學依據

學力健檢 唯一標準

能力檢核
（標準參照測驗）

他人競爭
（常模參照測驗）

學生選擇學校的參考 入學依據

精熟、基礎及待加強
3個等級+4個標示

各科量尺分數1-80
總分412 

低壓力（能力了解） 高壓力（分分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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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計算

• 教育會考將採標準參照，透過測驗的標準設定，

各科評量結果將分為3等級

– 「精熟」

– 「基礎」

– 「待加強」

• 寫作測驗的評分等級為一至六級分，不納入超額
比序條件，同分比序時才納入計算。



計分方式

三等級
精熟、基礎、
待加強

各科三等級
表現描述

依據各科三等級
表現描述，進行
標準設定

◆標準設定(standard setting)技術：

由專業評定者依各科表現描述，經過三輪標準設定流程，
討論與確認會考各科基礎與精熟、基礎與待加強的切點/題
數。



◆解決免試入學超額問題的配套方式：

․ 精熟[A]加註標示（A+、A + + ），其中

✓A+ +代表精熟等級前25%

✓A+ 代表精熟等級前26%～50%

․ 基礎[B]加註標示（B +、B + +），其中

✓ B+ +代表基礎等級前25%

✓ B+ 代表基礎等級前26%～50%

能力等級加註標示



三等級及四標示

國文 社會 自然

精熟

A++

41-48

46-48

55-63

60-63

47-54

52-54

A+ 44-45 58-59 51

A 41-43 55-57 47-50

基礎

B++

20-40

36-40

23-54

47-54

20-46

38-46

B+ 31-35 39-46 30-37

B 20-30 23-38 20-29

待加強 C 0-19 0-22 0-19



志願選填與適性輔導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時區

2 3 4 50 1 前言



家長的心聲

又應該誰來
思考、知道呢？

那應該什麼時
候開始思考、知

道呢？

單一標準答案、單向直線思維的
錯覺推論?!

2 3 4 50 1 前言



!!!孩子必須在每
一個階段做出100

%最正確的決

定!!!

人
生
的
單
一
標
準
答
案

→

→

→

2 3 4 50 1 前言



可以容許多大的彈性、失誤、繞路
？

(常見案例)
如果沒有錄取心中的第一志願，
再花一年重考也可以！

只要不要給我填職校，
其他什麼都好！

等到大學要選科系的時候再
給他選，現在我說了算！

自己想清楚了就好！

如果不喜歡念書，
乾脆去找工作！

2 3 4 50 1 前言



2 3 4 50 1 前言



志願選填輔導考量因素Ⅰ─學生個別差異

學生個人特質、能力、興趣

自我覺察及生涯探索歷程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生涯檔案

成長背景與家長期待

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策略1 4 5320



志願選填輔導考量因素Ⅱ ─弱勢扶助

家庭年收入148萬免學費(經濟考量、高中)

社區高中職就近入學獎學金(經濟考量)

高中職學習扶助(學習弱勢協助)

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弱勢學生)

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策略1 4 5320



志願選填輔導考量因素Ⅲ─高中職校

校本特色
(課程特色、

師資優良、數

位學習等)

環境因素
(交通便利、

親生肯定、口

碑聲望等)

績效表現
(多元成效、

證照能力、競

賽表現等)

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策略1 4 5320



志願選填輔導考量因素Ⅳ─生涯進路

大專院校申請(甄選)入學(優良表現)

普通、技術、綜合與單科型(生涯進路)

繁星推薦(社區高中職優勢，生涯進路)

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策略1 4 5320



多元學習
特殊表現

特殊選才
的孩子應
具備哪些
特質？
約1% 

哪一種小
孩適合繁
星管道？
約17%

按部就班
目標明確

適合申請
(甄選)入
學的是哪
種類型的
孩子？
約55%

體驗嘗試
資料完備

分發入學
的孩子應
具備哪些
特質？
約27%

堅持到底
保持彈性

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策略與特色作法1 4 5320



伍、結語

結語

適性心法

＊生涯路很漫長，
現在只是起點

＊探索的階段需要
「開放」與「信心」

＊看清現實很重要，
聆聽心聲也重要

1 3 4 520



我是誰？
我是什麼
樣的人？

家人

老師

朋友

青少年

自我認同階段

知道與相信自己擁有的天賦
有熱情、不怕困難
較有勇氣選擇自己喜愛又擅
長的

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會什麼
感到惶恐、害怕失敗
依他人、社會大眾的觀點去選
擇或乾脆不選擇

結語1 3 4 520



引導建議-『我想』，找出想要的舞台

知道 模糊

不在
乎

不知
道

肯定孩子、
鼓勵孩子、
拓展其視
野

理解孩子、
尋找同盟、
微調整期
待

陪伴孩子、
多做討論、
找具體資訊

給予建議、
提供資訊、
給孩子信心

結語1 3 4 520



引導建議-『我能』，看清現實做出取捨

•參考模擬選填結果，調整期待

•慎選前三志願，爭取最大優勢

•多打聽：打電話詢問、聽多方建議

結語1 3 4 520



引導建議-從發現天賦到天命歸屬

79

天命 天賦 熱情
態度
機會

當你歸屬於天命時，你的時間感會改變。
當你做喜愛的事情時，一小時感覺起來就像是五分鐘；
當你做討厭的事情時，五分鐘感覺起來就像是一小時。

態度在追尋天命的旅途是極重要的因素，
當你有強烈的意志力希望實現自我，遇到困難也會願意撐下去。

找到天命歸屬不代表就要放棄一切，每天只有幾分鐘、
一週幾小時，做自己喜愛又擅長的事情，其他時間也會
變得有意義，並會促成難以想像的改變。

引用自《讓天賦自由》

結語1 3 4 520



看家長需要

看學校需要

孩子們的困境

看自己想要 看環境需要
看見自己・看見需要
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讓笑容閃耀出自信的璀燦
光采

期待中的未來

取材自均一執行長呂冠緯先生台中一中陳光鴻老師

結語1 3 4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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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網站，網址
http：//cap.ntnu.edu.tw/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2basic.edu.tw/

108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技專院校招生策進總會(五專招生資訊)
http://www.techadm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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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專線、網路

諮詢專線：

各校教務主任

地方宣導團講師

教育部設立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0-012-580

網路：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入學宣導網

各直轄市、縣（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

宣導資源一覽表(適性入學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