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快報 

壹、本中心辦理 113學年度師資生「議題融

入教案設計競賽」 
一、目標：為了配合在 108 學年度實施的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提之素養導向課程教學的重大政

策，本計畫鼓勵師資生發展議題融入教學課程教學活

動之設計，提升師資生有效教學的專業能力。 

二、內容：本研究計畫鼓勵各師資培育大學培育之職

前師資生，透過發展議題融入課程教學活動之設計與

實作，提供相互觀摩與交流的機會，進而強化及培養

師資生具備跨領域教學及創新思維之素養，成為學養

兼具、跨領域思維的優質人才。 

三、參加對象：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國小教育學程師資生及中等教育學

程師資生。 

四、實施時間：113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月 25 日。 

收件時間：113 年 12 月 11日(三)起至 12 月 25 日

(三)17:00 止。 

網頁公告： 

https://cfte.stust.edu.tw/tc/news/0-85763-n 

 

貳、本中心辦理 113學年度師資生「教具製

作競賽」 
一、目標：鼓勵師資生發展教學教具，提升師資生教

學活用的專業能力。 

二、設計內容：依據現行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相關教材之內容，

以達成「有效教學」為目標，設計相關教具。 

三、參加對象： 

1.本校師資培育中心電機與電子、化工、機械和動力

機械群師資生必須參加。 

2.其餘師資生自由報名參加。 

四、收件日期：113 年 12 月 11 日(三)起至 12 月 25

日(三)17:00 止。 

網頁公告： 

https://cfte.stust.edu.tw/tc/news/0-85762-n 

 

參、2024 教經所及師培中心校友回娘家：

南臺師培教檢/教甄秘笈傳承 

12 月 14 日為年度校友返校活動，本年度邀請已

經通過教檢考試的學姊長分享其修課與考試準備經

驗。透過經驗傳承與對談，解惑傳道也！誠摯邀請正

努力投入職前教育階段專業發展的您，一起來滋長共

學的文化。當日敬備午餐，煩請您於 12 月 10 日前撥

冗填寫報名表。 

網頁公告： 

https://cfte.stust.edu.tw/tc/news/0-86075-n 

 

賀！本所畢業校友李保康榮獲本

校第六屆傑出校友！ 

南臺校友看過來！母校 55 歲了！ 

還記得當年在南臺的點點滴滴嗎？母校現在越來

越厲害了！不僅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也培育出許

多傑出校友。 

本屆的傑出校友為馬來西亞李保康校長、仙佳美

企業有限公司陳茂松總經理及麒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陳政仁總經理。 

讓我們一起為南臺慶生吧！ 

 
 

 2024 年校友回娘家教師職前教

育階段專業發展經驗調查 
 

為了協助南臺師培的老師、校友與同學建構終身

學習的教師圖像，在師資生職前教育階段涵養「教育

愛」，發展持續成長所需的「專業力」，累積正面積

極迎向新時代挑戰的「未來力」，本年度邀請校友分

享「修課規劃」、「學科知能考試」、「教師檢定考

試/甄試」與「素養導向師培課程」等面向的寶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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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本次回饋意見來自 102 至 110 學年度進入師培的

畢業同學：102 學年（1 位）、104 學年（2 位）、

107 學年（1 位）、108 學年（1 位）、109 學年（3

位）、110 學年（9 位）。 

17 位校友之中，7 位為「已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擔任正式老師」、4 位為「在努力準備教師資格

檢定考試，擔任代理老師」、2 位為「已通過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擔任代理老師」、2 位「已通過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全職準備教師甄試 ing(包含實習與全

力準備教甄者)」、1 位為「在努力準備教師資格檢

定考試，從事教育相關工作」、1 位為「在努力準備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從事非教育相關工作」。 

感謝本年度分享職前教育發展經驗的 17 位校

友！ 

 
 

 

十二年國教十週年 

十年之約：十二年國教的歷史背景與初衷 

2014 年，是台灣教育史上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正式上路，宣告「國教向上延

伸、學習向下扎根」的時代開啟。它不只是增加三年

免試就學的機會，而是一次教育價值的重新排列。 

教育部當年提出三大願景： 

• 全民免試、就近入學 

• 適性揚才、縮短城鄉差距 

• 建立多元入學制度，強調素養與歷程 

對多數國人來說，十二年國教可能意味著「高中

免試」、「繁星推薦」等制度變革；但對國小教師而

言，這場改革其實早在 2011 年「九年一貫課綱修

訂」時就悄然開始鋪陳。 

這不只是一個入學制度的轉變，而是課綱理念、

教學文化與評量方式的全面革新。只是十年過去，當

我們回頭看，這個制度真正落地了多少？老師們又是

如何從理想走入現實、再從現實中摸索轉化的可能？ 

 
【觀點一】從課綱到課室——國小老師的「看得到，

做不到」困境 

如果說十二年國教的理想是「適性揚才」，那麼

國小教育正是這場理想的發芽土壤。然而許多第一線

教師卻在改革推行後感到一種深沉的無力：「我們看

懂了理念，也認同方向，但為什麼就是做不到？」 

以下是幾位教師在訪談中提出的具體挑戰： 

1.課綱理念懂，但缺乏具體操作工具 

「核心素養這三個字我耳朵都聽出繭了，可是到

底怎麼在我的自然課裡落實？難道只要讓孩子做實

驗，就叫素養了嗎？」 

這是來自雲林一所國小的老師真實心聲。他並不

否認課綱設計的良善用意，但現場沒有足夠的教案、

資源與時間配套，使得「素養」三個字停留在教案首

頁，而非教學流程中。 

2.跨領域整合難以持續 

「我們試過一次國語搭配社會做『在地文化採訪

專題』，孩子很有興趣，但耗費大量時間，一學期只

能做一個單元，還被家長質疑『沒教課本』。」 

這是北部某都會區國小的導師團隊在嘗試課程整

合後的反饋。他們認為課綱倡議的整合方向正確，但

缺乏長期制度支撐，讓教學現場變成一場「燃燒熱情

的短期衝刺」。 

3.評量方式與升學制度脫節 

「孩子從一年級開始做學習檔案、探索興趣，可

到了國三還是得寫考古題準備會考，這樣的素養歷程

到底是為誰寫的？」 

一位長期投入學習歷程檔案推廣的老師如此感

嘆。她指出，即便國小老師認真推動素養與適性學

習，但高中端升學制度的壓力，往往會反向影響家長

與學生對國小教學的期待—回到「基測模式」的陰

影。 

 
這些困境並非教師專業不足，而是制度轉型與現

場實踐之間，仍有巨大的落差。接著以具體案例來呈

現—當理想落地時，會長出什麼樣的模樣？ 

【案例一】學習歷程檔案國小版：高雄某小學的在地

適應歷程 

「我們不是在為升學準備檔案，而是讓孩子看見

自己是誰。」—這是高雄鳳山區某國小教務主任在推

動「學習歷程檔案國小版」時最常說的一句話。 

背景與動機：不是為了上傳，而是為了內化 

在十二年國教制度下，學習歷程檔案成為高中的

入學依據之一。然而，當家長的焦慮向下擴散，國小

也開始面對「要不要從小就做學習歷程？」的壓力。 

這所國小並不急於迎合制度，而是回到教育本質。他

們的做法很單純：將學習歷程檔案視為一種「說自己

故事的能力養成」，目的是培養孩子的自我覺察與表

達力，而非為未來升學鋪路。 

實作方式：以學期為單位的「主題式記錄」，不採用

數位平台 

• 每學期設定一個主題，如「我最喜歡的一堂

課」、「我改變了什麼」、「我對世界的好

奇」等，讓學生用書面、圖像、錄音、影片

等自由媒材進行回顧與表達。 

• 導師提供引導問題，例如「你學會了什

麼？」「你覺得這件事對你來說重要嗎？」

幫助學生從經驗中提煉反思。 

• 每學年結束時，以類似「小小學習成果展」

的形式，讓孩子自選內容上台分享，並邀請

家長參與，不做成績評量。 

教學觀察：當孩子學會回頭看，教育就有了厚度 

一位五年級導師分享：「有一位原本自信心很低

的學生，在一次小組合作後寫下：『我原來可以不吵

架也完成任務。』我們才驚覺，他其實一直在努力控

制情緒，卻從來沒人看見他的成長。」 

這樣的歷程紀錄，不僅幫助老師看見學生的進步

軌跡，更讓學生自己建立學習成就的內在感受。 



家長觀點：從疑惑到理解的轉變 

初期，部分家長對於「不做成績、不打分數」的

紀錄方式感到疑惑，擔心「這樣孩子怎麼知道自己學

得好不好？」 

建議學校可選擇透過說明會與開放課程分享，讓

家長實際聽孩子談學習、看孩子的作品，逐漸從「要

數據」的期待，轉變為「看見歷程」的欣賞。 

成果與困難 

• 成果：學生表達能力顯著提升，尤其在高年

級能主動整理資料、撰寫學習反思，並開始

建立自己的學習興趣地圖。 

• 困難：師資負擔與時間壓力依舊是最大挑

戰，特別是如何讓低年級學生理解反思的意

義，需要大量引導。 

【觀點二】素養導向的誤區與突破：學科整合真的有

做嗎？ 

「素養導向教學」已經成為這十年來台灣教育界

的關鍵詞之一。但從課綱理念走入教學現場，許多國

小老師卻陷入了一種矛盾：素養看似人人會講、學校

處處推動，但真正落實在課室的學科整合，仍多為形

式大於內容。教師並非不願實踐，而是沒有支撐實踐

的時間與制度。 

不少學校對素養導向課程的想像，仍停留在「做

活動」、「辦成果展」的階段。真正的學科整合，應

該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讓知識跨越界線，形成理

解與應用的連結。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南市一所中型國小的自然科

教學團隊，展開了一場從「校園蚯蚓」出發的學科整

合行動。 

 
【案例二】從蚯蚓到永續：自然 x 社會整合的素養

實作（台南市安南區 某國小） 

問題出發：操場上的蚯蚓屍體，引發孩子的提問 

「老師，為什麼一下雨蚯蚓就死在地上？」這是

三年級學生在某個午後大雨後提出的問題。 

一般的處理方式可能是直接說明「牠們從土裡爬

出來呼吸，結果曬乾死掉」。但該校自然領域教師團

隊決定以此作為整合起點，發展出一套為期四週的專

題課程：《蚯蚓、雨與我們的土地》。 

課程設計概念： 

領域 教學內容 

自然 
蚯蚓的生態、土壤的透氣性、降雨與生物行

為關係 

社會 
台南地區氣候變遷資料比對、都市排水問

題、土地使用與人類活動 

國語 
撰寫觀察紀錄、製作蚯蚓日記、寫作「給蚯

蚓的一封信」 

資訊 記錄觀察資料並繪製簡單統計圖表 

 

這樣的設計讓學生不只是「知道蚯蚓會死」，而

是透過觀察、查資料、實驗與討論，理解蚯蚓在生態

系的角色，並思考人類與自然共存的方式。 

實作亮點： 

• 學生分組在校園不同土壤區域埋下觀察瓶，

測量一週內蚯蚓活動狀況與氣象資料關聯。 

• 帶領學生至台南運河進行簡易水質檢測，引

導孩子思考「雨水去哪了」的城市規劃議

題。 

• 最後製作出《蚯蚓與我們的共生報告書》，

並公開展示於班級門口。 

教學成效與反思： 

自然科授課教師表示： 

「我們讓學生不只是學到知識，而是學會發問與

整理思緒，這才是真正的素養。」 

家長回饋也出現意想不到的驚喜。有家長表示，

孩子回家後主動問起家中盆栽的土壤是否適合蚯蚓生

長，並提出改良建議，「以前從來沒見他這麼在意植

物和泥土。」 

當我們真正尊重孩子的問題，並以此作為課程開

展的起點，自然與社會的界線便不再是阻隔，而是連

結。 

【觀點三】考招不影響國小？家庭壓力的下滲效應 

多數人認為國小階段的教育與升學無關，但實際

上，考招制度對國小教學現場的影響，早已悄悄滲透

到每個角落，特別是英語學習。 

在十二年國教推動之初，教育部明訂國小階段不

應有明顯升學壓力，尤其英語不列為會考科目。但現

實中，許多家長早早開始布局補習、劍橋英檢、雙語

班，期望孩子「贏在起跑點」。 

這股焦慮在都市也許表現為資源競爭，在偏鄉，

則形成另一種壓力——城鄉英語落差、資源斷層與學

習信心的雙重剝奪。 

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屏東縣某偏鄉小學的雙

語教師團隊，反其道而行，不教「英語考科」，而是

用英語教自然。他們以 CLIL 模式為本，為孩子打造

一種既學內容、也學語言的真實學習場景。 

 
【案例三】翻轉「英語先修焦慮」：屏東霧台某國小

的 CLIL 自然課 

背景：語言落差背後的信心斷裂 

霧台鄉為屏東縣原鄉地區之一，地處偏遠、人口

稀少、族語與華語交錯，英語對多數學生而言，是

「第三語言」。 

學校曾面對這樣的現象： 

• 學生面對英語出現逃避與自卑心態 

• 家長對英語學習無所適從，僅以「背單字」

或「上網看動畫」應付 

• 教師缺乏雙語教學訓練，易將英語課限縮為

「字母、句型與卡通歌曲」 

教學轉向：用自然做語言橋梁 

自 2022 年起，該校參與教育部雙語計畫，並接

受屏東大學協助，展開自然科導向的 CLIL 雙語課

程。 

他們的核心策略為： 

• 先建立學科內容脈絡，再選擇關鍵英語詞彙

與表達句型 

• 自然科教師與英語教師共同備課、協同教學 

• 不強求語言正確，而是強調「用得出來」的

語境運用 



課程實例：《Water Cycle（自然界的水循環）》 

教學內容 使用語言與策略 

教具操作：以透明

容器模擬蒸發與冷

凝過程 

教師用英語操作演示，學生觀

察並說出：“It goes up.” 

“It becomes cloud.” 

小組任務：製作簡

單流程圖並用中英

雙語標示 

學生自由使用族語、華語與英

語交錯說明，只強調「溝通清

楚」而非「英文完美」 

展示活動：小小講

解員，對低年級分

享自己理解的水循

環過程 

跨年級互動，鼓勵學生用英語

做部分講解，提升自信心 

 

教學觀察與轉變 

「我們看到孩子用破破的英文說：'The water 

is… like cloud'，但他眼神發亮，那是一種從未有

過的學習投入。」—自然科教師林老師 

CLIL 不只是換語言上課，而是一種讓語言與內

容一起長出來的學習方式。孩子不再問「為什麼要學

英文？」而是自然地在學科中使用它。 

家長回饋：信心重建的第一步 

原本對英語一無所知的家長，看到孩子做出一張

中英雙語的「雲的生成流程圖」，深受感動。有家長

說： 

「原來我們的孩子，也能說英文、理解自然，他

們不是輸在起跑點，而是還沒被看見。」 

 
這樣的實踐，為偏鄉雙語教育提供一種新的可能

性：不是把都市的補習模式搬進來，而是從在地生活

與學科出發，讓語言與理解同時發生。 

 

制度之外，現場之內：我們為未來十年鋪了什麼路？ 

十二年國教上路滿十年，當初的理想與辯論，如

今多已塵埃落定。然而，真正的教育變革，從不靠條

文與制度催生，而是在每一間教室、每一次提問與每

一個孩子的眼神中，一點一滴累積。 

我們從高雄的「學習歷程檔案國小版」，看見

「為自己學習」的可能；我們從台南的自然與社會整

合，看見素養不只在紙上，而是行動中的理解與選

擇；我們從屏東霧台的 CLIL 雙語實踐，看見即使在

語言落差最遠的地方，仍有人用教育架起理解的橋

樑。 

這些案例，並不完美。他們充滿挑戰、妥協與不

確定。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質：相信孩子能學得更

好，且值得被這樣相信。 

我們正在培養的，並不是只會應考的學生，而是

能適應變動、理解世界、擁有表達與選擇能力的未來

公民。 

教育，從來不是為了迎合今天的考招，而是為了

創造一個孩子可以安心長大的十年之後。 

我們要問的，不只是：「這堂課上完了嗎？」而

是：「孩子，這堂課讓你更靠近你自己了嗎？」 

未來的路還很長，而我們早已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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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新知 

壹、走進校園，走進學美─看見校園環境的

美感蛻變 
發布單位：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聯絡人：陳昱翰     

電話：(02)7736-5601 電子信箱：ehan@mail.moe.gov.tw 

為培養國民美學前瞻能力，教育部長期推動「美感教

育中長程計畫」，強調美感落實於生活各層面，藉由

美感連結校園環境，自 108 年起委託財團法人台灣設

計研究院執行「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

畫」，透過學習環境改造，進而培養學生對美的認

識。教育部長鄭英耀今（23）日前往臺北市芳和實驗

中學參訪改造校園入口穿廊「小芳堂」，與師生一同

體驗校園美感變身成果，鄭部長表示，學生一天有超

過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校園中度過，期藉由校園環境的

改變，以「境教」潛移默化，讓學生意識到美感的重

要性，進而轉化為具體行動，落實美感於生活中。 

「學美．美學」計畫透過公開徵選學校及專業設計團

隊，導入設計思考，營造具美感且符合使用需求的學

習環境，迄今已建立全國 91 所校園美感改造示範學

校。且改造標的相當多元豐富，並呈現出教學環境的

需求趨勢，如包含陪伴學生探索自己的諮商輔導空

間、實踐「普特融合」提供特殊教育學生適性支持的

知覺動作訓練教室、回應新形態教學需求的 PBL

（Project Based Learning）專題導向學習教室、結

合學生參與式設計的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課程，以及

整合教學、實作及展覽機能的示範型實習工廠等。 

「學美．美學」計畫 112 年度合作學校之一芳和實

中，以探索式學習為教學主軸，透過跨領域探索課

程，強化學生自主學習的潛能，並結合每學期的學習

慶典展現學生學習成果。學校透過計畫改造校園入口

穿廊，藉由設計重新定義場域屬性與資訊公告方式，

並整合及展示出學校特色與學習成果，為本次改造亮

點案例之一。此外，學校特別利用專題課程的機會，

邀請學生參與學校入口穿廊的改造討論，並運用「設

計思考」工具引導學生們提出許多種不同的想法，如

學生們對於生活機能或飲食外送等民生需求提出了相

當多的建議：「可以在這裡放鬆，也可以相互交

流」、「在這裡設早餐店」等，體現校園學習環境由

學生作主的精神。 

校方另透過全校週會時間與設計團隊一起向全校學生

介紹新改造的「小芳堂」，讓同學們瞭解設計團隊是

基於什麼樣的理念及專業考量來進行改造，當初學生

所提的想法有哪些被採納、又有哪些是無法落實的。

不但讓學生能獲得空間及設計方面的知識，亦讓學生

學習如何運用設計思考，協助學校發現問題並提出解

決方法。設計團隊在空間設計策略上，重整資訊公告

及學生成果的展示，提供師生停駐時的視覺焦點，並

在樓梯下方圍塑出一個學生能在下課休息時光中，放

鬆閱讀、談天的休憩點，同時回應學生們一開始所提

的需求。 

芳和實中黃琬茹校長表示，學校老師們也很喜歡利用

改造後的穿廊集合學生進行教學或解說，成為校園內

一處大家都覺得很舒服、乾淨的新學習場所。而穿廊

正式啟用的首檔展覽，便由老師帶領「第一屆國際教

育海外服務隊」的學生策劃展出，將他們在暑假期間

自發規劃前往馬來西亞難民營的親身經歷，轉化成豐

富又感性的圖文，完美的呈現在展示牆上與大家分

享。 

教育部表示，自 113 年起「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邁

入第三期，將擴大美感教育影響層面及推動成效，在

學習環境面向深化辦理「學美．美學」計畫，以更全

面且具前瞻性的學習環境改造策略，提升改造成果的

標竿性；並辦理相關工作坊，提升學校教育行政人員

與在職教師學習環境美感素養，引導學校善用美感教

育資源、推動經驗與成果，擴大校園美感環境影響

力，吸引更多學校、相關單位及參與者投入，落實美

感教育即生活的目標。 

教育部並自即日起至 11 月 20 日在台灣設計館（位於

松山文創園區內）推出「CLASS PLAY 走進．學美」

展覽，展出「學美．美學」計畫校園學習環境的美感

改造案例，展覽免費參觀，歡迎民眾一同來感受與分

享校園環境之美。更多有關「學美．美學」計畫最新

資訊，請至計畫網站瀏覽或查詢

（https://campusfield.design.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