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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定+校訂)課程架構

統整性探究課程

以資科議為例



3

學校願景

學生圖像

整體課
程架構

大系統

學校主題與
領域的橫向
統整及年級
的縱向連貫

中系統

統整性探
究課程設
計（結合
素養導向）

小系統

校師生
成為更
好的自
己

彈性學習課程發展處理重點

1
2

3

取自范信賢主任



STEP 1

•提取原校校本課程的主題

• 以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為核心

•聚焦資科議存在的角色與價值定位
1. 價值定位(為何需要資科議)請加強說明

2. 以如上任務定位今天的工作坊

3. 後半段導引老師看見為何需要資科議



統整性
主題/專題/議題
探究課程



課程規劃及建議

初稿1.0 初稿2.0

國教院草案

一、可融入部定課程或規劃校訂課程實施。

二、建議可進行三到六年級系統性、整體性的規劃，發展以科技
教育/資訊教育為主軸的特色課程（以校訂課程為主，或結合
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並可由科技教師/資訊教師及領域教
師組成協作團隊，共同規劃及實施，進而：

（一）依據資科議參考說明之學習重點，在單一年級/年段的校訂課程中，結
合「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的設計脈絡，規劃所需節
數以幫助學生建構科技/資訊的基礎能力。

（二）可參考資科議參考說明附錄一，融入部定課程實施，豐厚科技/資訊素
養，並裨益學習整合與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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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學科統整 科際統整 超學科統整

藝術 自然科學

綜合活動 資科議

珍惜光陰

跨領域統整課程分類與發展( Drake, 1993)

找出各學科共同的主題加
強其關聯性，但焦點仍在
不同學科，保持學科完整
性。

藝術 自然科學

綜合活動 資科議

珍惜光陰 珍惜光陰

在不同學科間找出並強
調各學科共同具備的學
習，例如：學習策略、
主題教學等。

以真實世界或學生
興趣為發展的基
礎，打破學科籓
籬。

關係屬線性光譜，連續而非離散量。



科際於師的教，超學科於生的學
(以數學進位制&資議演算法為例)

n-III-1 理解數的十進位的位值結構，
並能據以延伸認識更大與更小的數。

n-II-10 理解時間的加減運算，並應用
於日常的時間加減問題。

資議 P-Ⅲ-1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先備知識

學習目標

跨領域統整的經驗應該成為學習過程中的應然，而非偶然或隨機。



如何透過程式撰寫出手
錶正確「分與時」的連
動。

識別出
時間60秒的進位制
與3600秒的連動性

透過看見「分與時」的
pattern(包含進位與連動)

關係。

透過抽象化後的能力，
能推演與遷移「分、時
與日」的進位與連動關
係。

拆解問題 模式識別 抽象化 演算法推演

目的是要培養運算思維的能力



拆解問題 模式識別 抽象化 演算法設計

目的是要培養運算思維的能力_另外一個熟悉的案例

1.都是移動50步
2.都是右轉90度

3.共有四個一樣的區塊
數學：多邊形的邊數與邊長
資議：演算法



看見統整探究課程中，數學和資議的角色定位

主
題

子
題

年
級

節
數

數學領域
學習內容

自然科學領域
學習內容

綜合活動領域
學習內容

科技教育議題
學習內容

資訊教育議題
學習內容

人
工
智
慧
、
科
技
未
來

電
力
回
收
盒

六 20

濾
材
比
較
機

六 20

那
一
年
手
錶

五 20

珍
惜
時
光

五 20

INa-Ⅲ-5 不同種類的能源與不同形態的能量可以相互轉換，但總量不變。 

INa-Ⅲ-6 能量可藉由電流傳遞、轉換而後為人類所應用。利用電池等設備可以儲

存電能再轉換成其他能量。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

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INc-Ⅲ-1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c-Ⅲ-4對相同事物做多次測量，其結果間可能有差異，差異越大表示測量越不精確。 

INd-Ⅲ-2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察，

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INa-Ⅲ-5 不同種類的能源與不同形態的能量可以相互轉換，但總量不變。 

INa-Ⅲ-6 能量可藉由電流傳遞、轉換而後為人類所應用。利用電池等設備可以儲

存電能再轉換成其他能量。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

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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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架構(延伸STEP1)

校訂課程教材包_線上共編工具 http://gg.gg/techtool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roIP7u9y7FtFmSIpNCJVdzEvZbJDLueuwtqKDrg8aYg/edit#slide=id.g961fadd544_0_0
http://gg.gg/1090928tool


STEP 2

• 以學校為本位的資科議課程地圖

• 從自身學校情境為本

• 跨領域課程設計&資科議為主

• 延伸STEP1的概念

• 分組討論與分享

• 產出一張國小課程地圖 (建議用原校的架構去延伸或精煉)

• 提供工具一、二搭配使用



激盪想法

2

學生的特質及經驗為何？
對於學生學習有何重要？

為何需要？

彰顯意義價值性Ⅱ

3

是否為統整性探究課程？
預計的學期及節次配置？

符合新課綱規範

1

與學校願景的關連？

彰顯意義價值性Ⅰ

4

在地的特質、素材？
可以有哪些學習活動？

具備系統邏輯性

改編自107_跨領域課程發展(麗山高中藍偉瑩)

統整性
探究
課程



• 規劃「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 透過「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供學生自
由選修

• 結合「其他類課程」辦理相關活動。

視各領域學習需要，融入科技教育/資訊
教育議題。

校訂課程 在系統思考下，

部定課程

國小科技及資訊教育課程發展

取自吳月鈴



工具一_校本課程地圖_以高雄市左營國小為例進行編修

光陰的故事

1.左營真情讚

2.光陰閱讀站

3.那年手錶傳

校訂課程教材包_線上共編工具 http://gg.gg/techtool

學生特質分析：虛擲光陰

4.畢業禮贊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roIP7u9y7FtFmSIpNCJVdzEvZbJDLueuwtqKDrg8aYg/edit#slide=id.g961fadd544_0_0
http://gg.gg/1090928tool


工具二_各年級領域&節數實施配置表

•年級&節數配置1

• 1類統整&
2類社團的關係2

•統整探究課程在各
年級要實施的子題3

將所有彈性學習課程(包含1~4類)一起進行規劃，以跨領域為主體，搭配議題(包
含:資訊教育、科技教育)，讓議題貫穿整個彈性學習課程，進行設計課程。

左營
真情讚

光陰
閱讀站

那年
手錶傳

畢業禮贊

Micro:bit IOT

統整性探究課程
光陰的故事



各年級橫向解構回到各領域
呼應資科議價值定位

主
題

子
題

年
級

節
數

數學領域
學習內容

自然科學領域
學習內容

綜合活動領域
學習內容

科技教育議題
學習內容

資訊教育議題
學習內容

光
陰
的
故
事

左
營
真
情
讚

低 20

光
陰
閱
讀
站

中 20

那
年
手
錶
傳

高 20

畢
業
禮
贊

高 20

INa-Ⅲ-5 不同種類的能源與不同形態的能量可以相互轉換，但總量不變。 

INa-Ⅲ-6 能量可藉由電流傳遞、轉換而後為人類所應用。利用電池等設備可以儲

存電能再轉換成其他能量。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

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INc-Ⅲ-1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c-Ⅲ-4對相同事物做多次測量，其結果間可能有差異，差異越大表示測量越不精確。 

INd-Ⅲ-2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察，

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INa-Ⅲ-5 不同種類的能源與不同形態的能量可以相互轉換，但總量不變。 

INa-Ⅲ-6 能量可藉由電流傳遞、轉換而後為人類所應用。利用電池等設備可以儲

存電能再轉換成其他能量。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

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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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三_各年級
各領域學習內容配置



工具三彈性學習課程規劃縱向結構

主
題

子
題

年
級

節
數

數學領域
學習內容

自然科學領域
學習內容

綜合活動領域
學習內容

科技教育議題
學習內容

資訊教育議題
學習內容

光
陰
的
故
事

左
營
真
情
讚

低 20

光
陰
閱
讀
站

中 20

那
年
手
錶
傳

高 20

畢
業
禮
贊

高 20

INa-Ⅲ-5 不同種類的能源與不同形態的能量可以相互轉換，但總量不變。 

INa-Ⅲ-6 能量可藉由電流傳遞、轉換而後為人類所應用。利用電池等設備可以儲

存電能再轉換成其他能量。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

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INc-Ⅲ-1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c-Ⅲ-4對相同事物做多次測量，其結果間可能有差異，差異越大表示測量越不精確。 

INd-Ⅲ-2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察，

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INa-Ⅲ-5 不同種類的能源與不同形態的能量可以相互轉換，但總量不變。 

INa-Ⅲ-6 能量可藉由電流傳遞、轉換而後為人類所應用。利用電池等設備可以儲

存電能再轉換成其他能量。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

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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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校本課程_分析出不同的實施樣態

1.分領域+彈性課程實施
2.全部由彈性課程實施

3.不要拘泥形式，請以學習者為中心思考



本階段請使用工具一、二即可
下一階段才會使用工具三





依據課程架構地圖

進行課程設計

校訂課程教材包_線上共編工具 http://gg.gg/techtool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roIP7u9y7FtFmSIpNCJVdzEvZbJDLueuwtqKDrg8aYg/edit#slide=id.g961fadd544_0_0
http://gg.gg/1090928tool


STEP 3

•每校分成2組(每人代表不同領域)

•每校的主題選定2個子題

•提供工具三、四搭配使用

•以工具四產出2個子題的課程設計

•如上2子題課程設計共同放回工具三進行檢視



參與人員建議分組

職稱 人名 代表領域

校長 語文

教務主任 數學

教學組長 綜合活動

校訂教師 科技

A

組

B

組



STEP 1.

發散
STEP 3.

收斂領域

STEP 6.
透過表現任務

選定學習階段

&學習重點

STEP 2.

STEP 4.5

分群

聚焦領域與

表現任務

工具四_天龍八步 STEP 7.8
完成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



校訂課程教材包_線上共編工具 http://gg.gg/techtool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roIP7u9y7FtFmSIpNCJVdzEvZbJDLueuwtqKDrg8aYg/edit#slide=id.g961fadd544_0_0
http://gg.gg/1090928tool


資科議手冊參考工具 http://gg.gg/tech_paper

http://gg.gg/tech_paper


天龍八步

•請練習1發散、2分群、3收斂、4聚焦領域與
5表現任務。1

•以「原校課程子題or 善用時光」進行發想。2

•延伸6學習重點、7學習目標與8學習評量產出。3



5.表現任務

只
聚
焦
科
技

1.發散
2.分群
3.收斂

4.聚焦(領域)

6.學習重點

擇一任務

8.學習評量

擇
一
目
標

7.學習目標

天龍八步

資科議版



語文

綜合
活動

自然

科技
只
聚
焦
科
技5.表現任務

6.學習重點

7.學習目標

8.學習評量

1.發散
2.分群
3.收斂
4.聚焦
(領域)

人話

擇一目標

天龍八步

跨域示範版



STEP1-發散(從要教的領域)

• 組件

• 功能

• 任務

• 活動

• 領域

珍惜時間
體能計算

供電計算

健康計步

倒數計時

燈光警示

時間計算

??

燈號顯示

時間時段

光源感應

時光流逝

參考自2020從創客到創課工作坊(科技央團楊心淵主任)

透過便利貼(顏色請自行佈局)
供現場老師發散與分群



STEP2-分群

參考自2020從創客到創課工作坊(科技央團楊心淵主任)

珍惜時間

體能計算

供電計算

健康計步

倒數計時燈光警示

時間計算

??

燈號顯示

時間時段

光源感應

時光流逝



參考自2020從創客到創課工作坊(科技央團楊心淵主任)

珍惜時間

體能計算

供電計算

健康計步

倒數計時燈光警示

時間計算

??

燈號顯示

時間時段

光源感應

時光流逝

STEP3-收斂(以領域)

健康與體育

綜合
活動

數學
科技



1.至少聚焦出一個領域。
2.至少一個必須是科技。 參考自2020從創客到創課工作坊(科技央團楊心淵主任)

珍惜時間

體能計算

供電計算

健康計步

倒數計時燈光警示

時間計算

??

燈號顯示

時間時段

光源感應

時光流逝

健康與體育

綜合
活動

數學
科技

STEP4-聚焦(要教的)領域



參考自2020從創客到創課工作坊(科技央團楊心淵主任)

珍惜時間

體能計算

供電計算

健康計步

倒數計時燈光警示

時間計算

??

燈號顯示

時間時段

光源感應

時光流逝

健康與體育

綜合
活動

數學
科技

STEP5-設定表現任務

1.透過microbit進行程式設計。
2.模擬出手錶計時的功能。

至少一個必須是科技。

1.運用數學符號與程式變數。
2.設計出時與分的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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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自己看見

？



37

參考樣態



表現任務說人話





這樣適合嗎？

學習目標

1.超音波原理。

2.Webduino基本操作。

3.蜂鳴器播放。

4.超音波偵測。

5.馬達控制。

6.自走車組裝。

7.整合程式撰寫。

1.沒有扣學習重點
2.忽略課程的縱向脈絡
3.不容易體會該怎麼教
4.評量難以設計



素養導向教學工作坊/科技領域2020

設計
流程

學習重點→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認知

技能

態度

學習內容

知識

素材



層面
項
目

評鑑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課程
設計

領
域/

科
目
課
程

5.
素養
導向

5.1教學單元/主題及教學重點之規劃，能完整納入課綱列示之本教育
階段學習重點，兼具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兩軸度之學習，以有效促進
核心素養之達成。
5.2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力、興趣及動
機，提供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特徵。

6.內容結構

6.1內含課綱及所屬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規定課程計畫中應包含之項目，如各年級課程目標或本教育階
段領域/科目核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名稱、各單元/主題教學重點、教學進度、評量方式及配合教學單
元/主題內容擬融入之相應合適之議題內容摘要。
6.2同一學習階段內各教學單元/主題彼此間符合順序性、繼續性及統整性之課程組織原則。

7.邏輯關連

7.1核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教學重點、教學時間與進度以及評量方式等項目內容，彼此具相呼應之邏
輯關連。
7.2領域/科目課程若規劃跨領域/科目統整課程單元/主題，應確實具主題內容彼此密切關連之統整精神；

採協同教學之單元，其參與授課之教師及擬採計教學節數應列明。國中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

為何要表現&內容交織出目標



素養導向教學工作坊/科技領域2020

學習
目標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完整學習目標

3-1

能運用圖像化程
式語言，模擬出
將手錶的功能。

抓動詞

資議 t-Ⅲ-2

運用資訊科技
解決生活中的
問題。

抓名詞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
的基本應用。

科議
資議

學習重點→學習目標之設立



素養導向教學工作坊/科技領域2020

學習
目標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數學 學習重點→學習目標之設立

完整學習目標
2-3

將時間活動的紀錄，
製作成折線圖與圓形
圖，透過百分率的分
配，進行善用時間的
歸納與推斷。

抓動詞

d-III-1

報讀圓形圖，製
作折線圖與圓形
圖，並據以做簡
單推論。

抓名詞

D-5-1

製作折線圖：
製作生活中的
折線圖。



素養導向教學工作坊/科技領域2020

學習
目標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健體 學習重點→學習目標之設立

完整學習目標
5-3

能應用手錶紀錄運動
狀態資訊，養成良好
的運動效能與規律運
動的習慣。

抓動詞

4c-III-1

選擇及應用與運
動相關的科技、
資訊、媒體、產
品與服務。

抓名詞

Cb-III-1

運動安全教育、
運動精神與運
動營養知識。



主題&雙向細目

善用時光(名稱可自訂)

請以資議/科議為主(搭配小卡練習)

從小卡挑一張學習內容挑
一
張
學
習
表
現

以表現+內容交織出一條學習目標



科技教
育議題

食衣住行育樂 科技與生活的關係(中)

科技的基本特性(高)
科技
的本
質(N)

不同時代的變化

對人類的影響

基本的造型概念(中)

基本的造型與設計
(高)

工具與材料的介紹
與體驗(中)

工具與材料的使用
方法(高)

造型種類 構成要素

創意發想 造型元素

設計意象常見材料

組合構思

常見工具與材料類別

常見工具與材料的使
用與製作產品

設計
與製
作(P)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
用方法(高)

科技
的應
用(A)

用途

正確
使用

安全
事項

類別

基本運
作方式

日常科技產品的介
紹(中)

科技產品的基本設
計及製作方法(高)

日常科技產品的基
本運作概念(中)

簡易科
學知識

構造
概念

運用科
學概念

運用工
具材料

產品設
計製作

科技對個人及社會
的影響(中)

科技的發明與創新
(高)

科技
與社
會(P) 造成的

改變

優缺點

國內外
的例子

社會影響

參考說明手冊學習內容

資料整理：黃瓊儀主任資科議手冊參考工具 http://gg.gg/tech_paper

http://gg.gg/tech_paper


正確使用科技產品的方法
媒體識讀、網路著
作權與合理使用 適切科技產品的習慣

資料保護、智慧財產權與法律

媒體識讀、網路禮
儀、網路著作權

資訊安全概念的介紹

應用資料處理軟
體以有效溝通

網路工具解決問題

資料處理軟體的應用(高)

資料處理軟體的功能體驗

數位學習資源，
解決生活的問題。

網路工具的功能體驗

資料處理軟體的基本操作(中)

網路服務工具的應用(高)

網路服務工具的基本操作(中)

學習網站的體驗

數位學習網站與資源的使用(高)

數位學習網站與資源的體驗(中)
圖像程式設計工具
的基本功能及操作

圖像程式設計工
具的操作介紹

程式設計工具的介
紹與體驗(中)

程式設計工具的
基本應用(高)

數位檔案的儲存裝
置及儲存方法。

檔案格式進行資
料的轉換與處理

數位檔案命名、分類、查找

建構個人化數位資料管理的方式

常見的數位資
料儲存方法(中)

常見的數位資料類
型與儲存架構(高)

系統化數位資料管
理方法的簡介(中)

系統化數位資
料管理方法(高)

資訊工具的操作，
完成數位作品

瀏覽器、電腦、行動載
具、通訊和電子郵件

網路設備、行動裝置及系
統平臺之功能應用(高)

網路設備、行動裝置及
系統平臺之功能體驗(中)

結構化圖表呈現
問題解決的程序

資訊
科技
應用
(T)

資
料
表
示、
處
理
及
分
析
(D)

系
統
平
臺
(S)

程式
設計
(P)

資訊
教育
議題

描述問題的解決步驟
簡單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中)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高)

演
算
法
(A)

參考說明手冊學習內容

資訊
科技
與人
類社
會(H)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高)

健康數位習慣的介紹(中)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的理解與應用(高)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的介紹(中)

資訊安全與生活的關係(高)
資訊安全的基本概念(中)

資科議手冊參考工具 http://gg.gg/tech_paper

http://gg.gg/tech_paper


參考自2020從創客到創課工作坊(科技央團楊心淵主任)

珍惜時間

體能計算

供電計算

健康計步

倒數計時
燈光警示

時間計算

??

燈號顯示

時間時段

光源感應

時光流逝

健康與體育

綜合
活動

數學
科技

STEP6-透過表現任務選定學習階段&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資議 t-Ⅲ-2
運用資訊科技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學習內容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
基本應用。

學習表現

n-III-10
嘗試將較複雜的情境或模
式中的數量關係以算式正
確表述，並據以推理或解
題。

學習內容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
公式：國中代數
的前置經驗。

1.透過microbit進行程式設計。
2.模擬出手錶計時的功能。

1.運用數學符號與程式變數。
2.設計出時與分的進位。



參考自2020從創客到創課工作坊(科技央團楊心淵主任)

珍惜時間

體能計算

供電計算

健康計步

倒數計時
燈光警示

時間計算

??

燈號顯示

時間時段

光源感應

時光流逝

健康與體育

綜合
活動

數學

科技

學習表現

資議 t-Ⅲ-2
運用資訊科技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學習內容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
基本應用。

學習表現

n-III-10
嘗試將較複雜的情境或
模式中的數量關係以算
式正確表述，並據以推
理或解題。

學習內容

R-5-3
以符號表示數
學公式：國中
代數的前置經
驗。

STEP7-完成學習目標

能運用圖像化程式語言，模擬出手
錶的功能。

能透過變數，以符號的方式來表示生
活情境中的時與分，並能理解時與分
之間的數量關係。

1.透過microbit進行程式設計。
2.模擬出手錶計時的功能。

1.運用數學符號與程式變數。
2.設計出時與分的進位。



學習目標參考樣態



學習目標參考樣態



工具三彈性學習課程規劃橫向解構

主
題

子
題

年
級

節
數

數學領域
學習內容

自然科學領域
學習內容

綜合活動領域
學習內容

科技教育議題
學習內容

資訊教育議題
學習內容

光
陰
的
故
事

左
營
真
情
讚

低 20

光
陰
閱
讀
站

中 20

那
年
手
錶
傳

高 20

畢
業
禮
贊

高 20

INa-Ⅲ-5 不同種類的能源與不同形態的能量可以相互轉換，但總量不變。 

INa-Ⅲ-6 能量可藉由電流傳遞、轉換而後為人類所應用。利用電池等設備可以儲

存電能再轉換成其他能量。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

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INc-Ⅲ-1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c-Ⅲ-4對相同事物做多次測量，其結果間可能有差異，差異越大表示測量越不精確。 

INd-Ⅲ-2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察，

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INa-Ⅲ-5 不同種類的能源與不同形態的能量可以相互轉換，但總量不變。 

INa-Ⅲ-6 能量可藉由電流傳遞、轉換而後為人類所應用。利用電池等設備可以儲

存電能再轉換成其他能量。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

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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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三彈性學習課程規劃縱向結構

主
題

子
題

年
級

節
數

數學領域
學習內容

自然科學領域
學習內容

綜合活動領域
學習內容

科技教育議題
學習內容

資訊教育議題
學習內容

光
陰
的
故
事

左
營
真
情
讚

低 20

光
陰
閱
讀
站

中 20

那
年
手
錶
傳

高 20

畢
業
禮
贊

高 20

INa-Ⅲ-5 不同種類的能源與不同形態的能量可以相互轉換，但總量不變。 

INa-Ⅲ-6 能量可藉由電流傳遞、轉換而後為人類所應用。利用電池等設備可以儲

存電能再轉換成其他能量。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

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INc-Ⅲ-1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c-Ⅲ-4對相同事物做多次測量，其結果間可能有差異，差異越大表示測量越不精確。 

INd-Ⅲ-2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察，

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INa-Ⅲ-5 不同種類的能源與不同形態的能量可以相互轉換，但總量不變。 

INa-Ⅲ-6 能量可藉由電流傳遞、轉換而後為人類所應用。利用電池等設備可以儲

存電能再轉換成其他能量。 

INc-Ⅲ-1 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

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f-Ⅲ-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與人體的影響。 

INg-Ⅲ-5 能源的使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在分數和小數學習的範圍內，解決與時間相關的

乘除問題。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R-5-3 以符號表示數學公式：國中代數的前置經驗。 

N-5-16 解題：時間的乘除問題。 

N-5-10 解題：比率與應用。整數相除的應用。 

54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校本課程_分析出不同的實施樣態

1.分領域+彈性課程實施
2.全部由彈性課程實施

3.不要拘泥形式，請以學習者為中心思考



每一個子題的領域與節數配置



形成執行策略

師資

•校訂團隊

•增能

設備

•盤點

•採購

空間

•整合

•活化

課程

•共備

•開發

請依據工具三縱向結構進行策略規劃



使用工具四完成子題課程設計，使用工具三檢視橫向關聯與縱向脈絡。







這樣適合嗎？

1.本案例受限於目標沒有扣準內容與表現，變成就只是動作檢核表。
2.這評量工具是否呼應了學習內容與表現？



評量檢核_素養導向教學評量



層面 項目 評鑑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課程
設計

領域
/

科目

課程

5.
素養
導向

5.1教學單元/主題及教學重點之規劃，能完整納入課綱列示之本教育階
段學習重點，兼具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兩軸度之學習，以有效促進核
心素養之達成。
5.2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之能力、興趣及動
機，提供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究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
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特徵。

6.內容結構

6.1內含課綱及所屬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規定課程計畫中應包含之項目，如各年級課程目標或本教育階
段領域/科目核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名稱、各單元/主題教學重點、教學進度、評量方式及配合教學單元/

主題內容擬融入之相應合適之議題內容摘要。
6.2同一學習階段內各教學單元/主題彼此間符合順序性、繼續性及統整性之課程組織原則。

7.邏輯關連

7.1核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教學重點、教學時間與進度以及評量方式等項目內容，彼此具相呼應之邏
輯關連。
7.2領域/科目課程若規劃跨領域/科目統整課程單元/主題，應確實具主題內容彼此密切關連之統整精神；採

協同教學之單元，其參與授課之教師及擬採計教學節數應列明。

國中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



二、界定課程目標(Input evaluation)

1. 設計任務： (1)以預期的學生學習結果敘述目標。

(2)將目標明確化：寫出期望的學生行為表現類別及學習內容。
(3)將目標組織化：包括垂直組織和水平組織。

2. 評 鑑： (1)目標與需求之一致性。

(2)目標確針對待解決之問題。

(3)目標具明確性、清晰性、完整性和組織性：可參酌Bloom之目標分類法分析之。

(4)發展人員對目標具共識。

三、設計教與學的方案(Input evaluation)

1. 設計任務：(1)教學內容與活動
(2)學習材料和工具
(3)學習情境與場所
(4)人員佈署和角色分配
(5)進度表

2. 評 鑑：(1)內容與活動確能達成目標。
(2)對學習者具意義性，能引發動機。
(3)課程經驗具順序性、延續性和統整性。
(4)內容與教材具價值性、實施的可行性和經濟性。

CIPP評鑑之觀點



領域 評量目標
A B C D E

數
學

將時間活動的紀
錄，製作成折線
圖與圓形圖，透
過百分率的分配，
進行善用時間的
歸納與推斷。

能將時間活動的紀
錄，分別製作成折
線圖與圓形圖。並
能呈現百分率分布。
後進行歸納與推論。

能將時間活動的紀
錄，製作成折線圖
或圓形圖。依照圖
表數據進行時間歸
納。

能說明折線圖
與圓形圖內數
據代表的意義。

能 指 認 什
麼 是 折 線
圖 與 圓 形
圖。

未
達
D

級

科
議
資
議

能運用圖像化程
式語言，模擬出
手錶的功能。

能運用圖像化程式
語言，模擬出手錶
的功能。能正確計
算時與分進位功能。

能運用圖像化程式
語言，模擬出手錶
的功能。能計算時
或分的功能。

理解圖像化程
式語言，能顯
示出手錶的時
或分的畫面。

能 認 知 圖
像 化 程 式
語 言 的 意
思。

未
達
D

級

單
元

評量目標 A B C D E

未
達
D

級

Try it

學習表現

資議 t-Ⅲ-2

運用資訊科
技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學習表現
d-III-1

報讀圓形圖，
製作折線圖
與圓形圖，
並據以做簡
單推論。

學習內容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學習內容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中的折線圖。

評量指引等第的差異設計建議收斂在學習表現
之程度差異。但可依照領域殊異性微調。STEP8-完成學習評量



學習評量參考樣態



學習評量參考樣態



透過工具四的STEP8，以多元規準評量學生的多元能力。





這樣適合嗎？

樣態一

樣態二



工具五_課程設計架構圖【那一年我們一起戴的手錶】

單元一_時間
與生活*1

單元二_時光
飛逝*2

單元三_自己的
手錶自己做*10

單元四_密室逃
脫手錶篇*4

學習表現學習目標

多元評量

形成 總結

1-1能覺察手錶、時鐘等產品可以幫助自己進行活動安排與規劃。

3-1能運用圖像化程式語言，模擬出手錶的功能。

4-1能透過心智圖結構化密室逃脫關卡內容，並透過運算思維進
行闖關流程設計。

單元五_健康
自動好*3

素養導向教學評量表

科議

A-Ⅲ-1

日常科技產品的使用方

法。

科議

N-Ⅲ-1
科技的基本特性。

學習內容

資議

P-Ⅲ-1

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

用。

資議

A-Ⅲ-1

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

方法。

資議

H-Ⅲ-1
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科議

a-Ⅲ-1
覺察科技對生活的重要性。

科議

k-Ⅲ-1

說明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

方式。

資議

t-Ⅲ-2
運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資議

t-Ⅲ-3
運用運算思維解決問題。

資議

a-Ⅲ-2
建立健康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歷程

數學

D-5-1

製作折線圖：製作生活

中的折線圖。

數學

d-III-1

報讀圓形圖，製作折線圖與圓形

圖，並據以做簡單推論。

2-2將時間活動的紀錄，製作成折線圖與圓形圖，透過百分率的
分配，進行善用時間的歸納與推斷。

健體

Cb-III-1

運動安全教育、運動精

神與運動營養知識。

健體

4c-III-1

選擇及應用與運動相關的科技、

資訊、媒體、產品與服務。

5-3能應用手錶紀錄運動狀態資訊，養成良好的運動效能與規律
運動的習慣。



透過工具五完成課程設計架構圖。



策略擬定

工作檢核

校訂課程教材包_線上共編工具 http://gg.gg/techtool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roIP7u9y7FtFmSIpNCJVdzEvZbJDLueuwtqKDrg8aYg/edit#slide=id.g961fadd544_0_0
http://gg.gg/1090928tool


STEP 4

•參考工具三的結果進行策略規劃

•依據工具七進行工作項目檢核



形成執行策略

師資

•校訂團隊

•增能

設備

•盤點

•採購

空間

•整合

•活化

課程

•共備

•開發

請依據工具三縱向結構進行策略規劃



工具七_學校校本課程發展(科技教育/資訊教育)工作項目檢核表

設計者：黃瓊儀主任



課程評鑑

校標分析

校訂課程教材包_線上共編工具 http://gg.gg/techtool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roIP7u9y7FtFmSIpNCJVdzEvZbJDLueuwtqKDrg8aYg/edit#slide=id.g961fadd544_0_0
http://gg.gg/techtool


STEP 5

• 依照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

• 參考課程評鑑表範例

• 研提評鑑計畫

• 請參考工具一~工具六，針對課程設計、課程實施與課程效果，研提一簡要的計畫。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

• 學校課程評鑑

• 以學校課程總體架構、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為對象。

• 應包括課程之設計、實施及效果等層面

• （一）課程設計：課程計畫與教材及學習資源。

• （二）課程實施：實施準備措施及實施情形。

• （三）課程效果：學生多元學習成效。

• 前項學生多元學習成效，應透過多元評量並結合學校平時及定期學生學習
評量結果資料為之。



評鑑的層面-課程設計-1

80

課
程
設
計



評鑑的層面--課程設計-2

課
程
設
計

工具四

工具五



評鑑的層面--課程設計-3

工具三

課
程
設
計



評鑑的層面--課程實施-1



評鑑的層面--課程實施-2

課
程
實
施

工具四



評鑑的層面--課程效果

工具六



彈性學習課程資議學習內容校標分析

類別 學習內容 課程A 課程B 課程C 課程D 加總

資議A-Ⅱ-1簡單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資議A-Ⅲ-1結構化的問題解決表示方法。 1 1

資議P-Ⅱ-1程式設計工具的介紹與體驗。 1

資議P-Ⅲ-1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1 1

資議S-Ⅱ-1常見網路設備、行動裝置及系統平臺之功能體驗。

資議S-Ⅲ-1常見網路設備、行動裝置及系統平臺之功能應用。 1

資議D-Ⅱ-1常見的數位資料儲存方法。 1 1

資議D-Ⅲ-1常見的數位資料類型與儲存架構。 1

資議D-Ⅱ-2系統化數位資料管理方法的簡介。

資議D-Ⅲ-2系統化數位資料管理方法。

資議T-Ⅱ-1資料處理軟體的基本操作。

資議T-Ⅲ-1資料處理軟體的應用。 1

資議T-Ⅱ-2網路服務工具的基本操作。

資議T-Ⅲ-2網路服務工具的應用。

資議T-Ⅱ-3數位學習網站與資源的體驗。

資議T-Ⅲ-3數位學習網站與資源的使用。

資議H-Ⅱ-1健康數位習慣的介紹。

資議H-Ⅲ-1健康數位習慣的實踐。

資議H-Ⅱ-2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的介紹。

資議H-Ⅲ-2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則的理解與應用。

資議H-Ⅱ-3資訊安全的基本概念。

資議H-Ⅲ-3資訊安全與生活的關係。 1

資訊科技與人類

社會(H)

演算法(A)

程式設計P)

系統平臺S)

資料表示、處理

及分析(D)

資訊科技應用(T)

1

2

3

1

3

1

工具六



資議學習內容圓形百分率分布圖工具六



學習評量表單工具六



校標分析_資科議_單一學生不同指標的達成率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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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六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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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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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63%

75%

50%

67%

100%

50%

學生的平均63%

工具六 校標分析_資科議_所有學生在不同指標的平均表現



校標分析_資科議_單一指標所有學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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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議P-Ⅲ-1程式設計工具的基本應用



線上投票決定今天受推薦者 https://fast-poll.com/

https://fast-poll.com/


參考工具一~工具六，針對課程設計、課程實施與課程效果，研提一簡要的計畫。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