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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為奠基孩子的能力而努力



教師專業的展現—課程設計與教學規劃



Final Goal :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科際或超學科)



課程設計與教學規劃是梳理思考的歷程



思考過程中討論與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設計的歷程



跨領域統整性探究課程的設計要素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

跨域
統整

探究
歷程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

跨域
統整

探究
歷程

•要如何思考跨領域課程主題?

•再複習一下跨域統整設計模式。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多學科統整模式(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中秋節

描寫中秋節與
家人同樂的情形

討論中秋節的
儀式與傳統

觀察月亮

繪製有關中秋節
文化藝術的海報

國
語

社
會

自
然

藝
術

於部定課程內要進行多學科(找出各領域的連結)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多學科統整模式(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認識基隆

描寫基隆美景文
本賞析

基隆的
歷史與慶典

基隆的自然景觀

繪製基隆的美景

國
語

社
會

自
然

藝
術

彈性課程進行多學科、思考學科特質，安排符合主題具學科特質的活動，雖統
整但各自獨立可分開授課，統整概念薄弱。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多學科統整模式(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氣候變遷

發展中國家的經
濟與環境變遷

地
理

化
學

公
民

地
科

彈性課程進行多學科、思考學科特質，安排符合主題具學科特質的活動，雖統
整但各自獨立可分開授課，統整概念薄弱。

化學反應產生的
汙染物質、影響

及處理

環境與
經濟政策開發

氣候現象與
氣候變遷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科際統整模式(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海洋城市-基隆

以基隆為主題的
海洋文學

基隆的
海洋文化

基隆發展的
海洋資源

以海洋為概念的
海洋藝術

國
語

社
會

自
然

藝
術

先思考核心概念「海洋城市」，再從核心概念分成四個次概念「海洋文學、海洋文化、海洋資源、
海洋藝術」，後再思考配合的領域。仍保留學科特質但有概念統整，統整性較高。

從現象
察覺出發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主題/議題/專題
氣候變遷
環保VS發展

發展中國家的產
業類型與變遷

地
理

化
學

公
民

地
科

綠色產業

各國經濟及環境
政策制定與比較

極端氣候的
成因與影響

先思考核心概念「變遷下的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平衡」
後再思考配合的領域。仍保留學科特質但有概念統整，統整性較高。

從現象
察覺出發

科際統整模式(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超學科統整模式(the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基隆發展趨勢

郵輪母港之都

重現歷史大現場

特色景觀規劃

海洋特色發展

從真實脈絡的問題發展，學科領域的界線模糊，各主題內可能涵蓋各領域的活動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超學科統整模式(the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豪雨與乾旱
的問題

豪雨和乾旱成的情
形真的變嚴重的嗎?

台灣的雨量分布的時
間與區域平衡了嗎?

現象產生的原因

如果要減緩這些問題，
你能做什麼?

從真實脈絡的問題發展，學科領域的界線模糊，各主題內可能涵蓋各領域的活動

從真實面對的現象與問題出發



動動腦–從真實生活中的問題出發?或從現有的
課程與教材的統整出發?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從孩子真實生活中的問題思考。

例如:現代生活家人疏離的問題
緊密的家庭關係、解構社會變遷
下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社會領域

性平議題

綜合活動
核心概念

關鍵理解:

可遷移的
核心概念:

範例





如果主題是:我長大了….

你認為這個課程學生最重
要要理解的事實或概念

是什麼呢?

請討論出這個主題可學習
的重要概念。

思考一:主題關鍵理解
可遷移的核心概念:



任務一:討論課程核心概念

你想設計的課程學生最重
要要理解的事實或概念

是什麼呢?

請討論後寫在便利貼上貼在海報的中間

關鍵理解:

可遷移的核心概念:



發展這個概念的思考歷程

學生要學會這個核心概念
的歷程為何?

有哪些次概念需要學習?

學生如何學會的歷程
(次概念)



社會領域

性平議題

綜合活動
核心概念

關鍵理解:

可遷移的
核心
次概念:

範例



發展這個概念的思考歷程

學生要學會這個核心概念
的歷程為何? 有哪些次概念

需要學習?

請寫在便利貼上圍繞在概念的四周

學生如何學會的歷程
(次概念)



學習任務一(10’)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請思考跨領域課程主題之
核心概念及次概念，並以

圖示的方式表示



• 兩組互相報告
欣賞他人的設計
想法。



概念圖 VS學習脈絡

從概念圖中你能想出學生
的學習脈絡嗎?

好像在說故事一樣，一個
學習的故事。

思考二:

思考學習脈絡



了解家人會有工作
上的困擾

了解家人會有家庭
生活上的困擾

這些困擾跟性別角
色有沒有關係

脈絡環環相扣



概念圖 VS學習脈絡

從概念圖中你能想出學生
的學習脈絡嗎?

好像在說一個故事一樣，
一個學習的故事。

在次概念下貼出發展出的脈絡故事
可條列出

思考二:

思考學習脈絡



學習任務二(20’)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請思考學習脈絡



• 兩組互相報告
學習他人的設計想
法。

檢視規準:
學習脈絡的安排是
否可以達到了解次
概念的目標。



動動腦–什麼是最終
(總結性)表現任務?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學生透過這個學習活動，最後以所學
呈現出的學習表現:包含表現出的內
涵與以何種形式表現。

思考三:

(總結性)表現任務



學生能夠根據自己家人的需求，設計關懷
家人的行動方案，身體力行實踐並與
同學分享實踐後的發現與感受。

任務內容 表現形式

終點表現任務



學習脈絡 VS學習重點

請根據你的學習脈絡，確認領域
領綱、選擇對應的核心素養及學
習重點。並標註在旁邊。

在學習脈絡旁以便利貼標註

思考四:思考
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了解家人會有工作
上的困擾

了解家人會有家庭
生活上的困擾

這些困擾跟性別角
色有沒有關係

社會領域

性平議題

綜合活動

核心素養:

綜-E-A2 社-E-A3 綜-E-B1

性 E3 家 E3 家 E7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 兩組互相報告
學習他人的設計
想法。

檢視規準:
學習脈絡與核心
素養、學習表現
及內容的對應是
否適當。



學習脈絡+學習重點，整合學習目標

根據學習脈絡(學習任務)及學習
重點(表現、內容)，整合寫出學
習目標。

以便利貼寫上學習目標，貼在海報最下方。

思考五:確認學習目標



了解家人會有工作
上的困擾

了解家人會有家庭
生活上的困擾

這些困擾跟性別角
色有沒有關係

社會領域

性平議題

綜合活動

核心素養:

綜-E-A2 社-E-A3 綜-E-B1

性 E3 家 E3 家 E7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1、了解家人在日常生活與工作產生之困擾，以及這些困擾與性別的關聯性。

依據課程內容
初步確認學習目標，但還未加上學習任務及探究歷程



學習任務二(20’)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請選擇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及整合書寫學習目標。



• 兩組互相報告
學習他人的設計
想法。



•概念架構
1、概念架構需落在學習脈絡裡。

2、有核心概念的架構才有遷移效用。

•核心概念
1、可以是學科概念，可以是超越學科的大概念。

2、整個跨領域課程的學習最終必須充分掌握此核心概念。

澄清: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

跨域
統整

探究
歷程

• 哪些問題可以引導學生思考這個主題的
重要概念及解決問題?(核心問題/引導問題)



最初的提問(引入學習..)

思考一個問題可以吸引學生學習
這個主題。

以便利貼寫上提問，主概念旁

引起學習好奇…

思考六:關鍵提問



最終的提問(發展結論)

透過問題收斂探究內容，發展最
終的結論。
(會跟終點表現任務有關)

以便利貼寫上提問，放下圖的下方

發展結論呼應
主概念



針對學習脈絡逐一提問

根據學習脈絡提問問題?

注意:問題必須能引導較高層次的
思考及探究歷程。

設計引導問題



了解家人會有工作
上的困擾

了解家人會有家庭
生活上的困擾

這些困擾跟性別角
色有沒有關係

引導問題：
1、家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什麼困擾？什麼原因造成
這些困擾？

2、家人的困擾與家庭生活或工作中的性別角色有何關聯？
為什麼？

1、這些問題是否可以直接想到答案?還是必須歷經高層次
思考歷程?

2、這些題目可以直接回答還是要透過一些探究的歷程?或
運用探究的工具?



針對學習脈絡逐一提問

根據學習脈絡提問問題?

注意:問題必須能引導較高層次的
思考及探究歷程。

以便利貼寫上提問，貼在學習脈絡旁。

思考六設計引導問題



學習任務二(20’)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請針對學習脈絡提出具有
探究取向的問題。



•導引問題
1、應是可以讓學生進行一段探究的問題，不是可以

直接回答的問題。

2、應涵蓋概念架構中的元素。

3、有些問題會連結架構中的不同元素。

澄清: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

跨域
統整

探究
歷程

• 學習脈絡與過程中學習任務與評量設計
(含探究歷程)



Useful artwork

探究歷程與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要素之間的關係



基本探究歷程

Stickers static  Your text goes here. Your text goes here. 

This slide is static and does not animate.

看看探究課程的要素

觀察查閱
發覺問題

擬訂計畫
蒐集資料

分析資料
統整歸納

歸納結論
分享結果





提供情境學習較能找到
真實問題(或虛擬問題)

探究歷程中蘊含上素的元素
(因此有探究歷程一定是素養導向教學歷程)

素養導向教學基本要素對照探究學習的特質

觀察查閱
發掘問題

擬訂計畫
蒐集資料

分析資料
統整歸納

歸納結論
分享結果

探究歷程



了解家人會有工作
上的困擾

了解家人會有家庭
生活上的困擾

這些困擾跟性別角
色有沒有關係

引導問題：
1、家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什麼困擾？什麼原因造成
這些困擾？

2、家人的困擾與家庭生活或工作中的性別角色有何關聯？
為什麼？

分析這些引導問題會引出的探究歷程



發展蒐集資料的方法: 觀察、紀錄、訪談
發展分析資料的方法: 提出假設、分析



發展分析資料的方法: 提出假設及驗證、
發展反思: 過程中反思紀錄

學習目標(之前初步的目標)：

1、了解家人在日常生活與工作產生之困擾，以及這些困擾與性別的關聯性。

依據課程內容
初步確認學習目標，但還未加上學習任務及探究歷程



發展分析資料的方法: 提出假設及驗證、
發展反思: 過程中反思紀錄

學習目標：

1、能以觀察紀錄家人在日常生活與工作產生之困擾，透過分析紀錄提出需
求假設並藉由訪談家人驗證，再藉此規畫、實踐並分享關懷家人之行動。

這時學習任務已經確認，並已規劃探究歷程因此再回頭檢視修正學習目標如下:



學習任務二(20’)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請思考探究歷程設計
及評量方式

重新整理一下整個跨領域
探究設計海報



評量與學習任務

•要有過程中及終點的學習表現任務(綜整的學習表現，
素養表現)。

•學習任務可以表現出方法、態度面向。

•從最終的表現任務(評量)，也就是綜整的學習表現，
再逆向回推到學習脈

絡，學習目標，教學活動。

•學習目標要有學習表現、學習內容及探究的方法。

•要探究一定要有問題(呈現在學習任務)。

澄清:



評量與學習任務

•評量要有評量規準，基規準跟評量任務及學習目標的
關係密切。

•可以設計總結性的基規準。

•要有結構性，學習任務的安排可以呈現結構性。學習
任務間也可以做

學習遷移，學習遷移也可以在不同的課程或情境間。

•校訂課程的學習遷移要給另一個情境讓學生做遷移。

澄清:



分享時間

• 請各組展示今天
的設計海報供大
家審閱。

• 所有組員審閱海
報設計，並在海
報下貼上兩種便
利貼:
(1)綠色: 亮點。
(2)黃色: 建議。



小組修正
及分享

• 請各組收回展示
海報，並討論其
他夥伴所給的建
議，作為修正設
計的參考。

• 修正後各組派一
人分享修正的內
容。



安排
教學活動

• 各組請依照今天
設計的學習脈絡、
學習任務與評量，
設計教學活動。



期盼您給孩子不同的學習經驗
讓孩子成為一個善於學習解決問題的

終身學習者



感謝大家的投入與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