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10期

_
上⼀篇 回前⾴ 下⼀篇

第10期

從國⺠教育新課綱實
施看國家考試之改⾰
姚立德 考試委員

“ 新課綱教育制度培育具備核⼼素養的現代公⺠，公務⼈員考試應有

相應改變，以為國家考選出下⼀代優秀的公務⼈員。 ”

教育部在108年8⽉正式實施的新課綱（簡稱108課綱），是我國第⼀次將⼗⼆年

國⺠教育課程做整體規劃與發展，從⼩學、國中到⾼中，課程進⾏連貫規劃，⾃

108學年度起從⼩⼀、國⼀、⾼⼀開始同步實施。歷經⼗年的籌備與努⼒，累積無
數專家學者的⼼⾎，可謂我國教育史上重要的⾥程碑。

108課綱「核⼼素養」之課程主軸、內涵⾯向、學習考核

108課綱以「核⼼素養」做為課程發展的主軸，期望將每⼀位學⽣培養成為終⾝學
習者。事實上，核⼼素養也是多個先進國家近年來發展該國國⺠教育的基本精

神，雖然各國名詞各有不同，但內涵相近。所謂核⼼素養，主要係指⼀個⼈為適

應現在⽣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與態度。核⼼素養的基本精神，

強調不局限於學科知識與技能，更關注學習與⽣活的結合，很⼤程度顛覆⽬前各

階段國⺠教育側重學習成效的追求，也提醒師⽣學習本質在於融合多⽅⾯學習，

並實際應⽤於解決⽣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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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中核⼼素養的內涵可區分為：⾃主⾏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等三⼤⾯
向，每⼀⾯向包含三個項⽬，三⾯九項的核⼼素養內涵如圖1所⽰，該內涵落實在
語文、數學、社會、⾃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科技等八⼤領

域，貫穿⼗⼆年國⺠教育，讓學⽣以統整的學習經驗，涵養具備現代公⺠所需的

核⼼素養與終⾝學習能⼒。

配合108課綱的實施，國⼩、國中、⾼中三階段的學習考核⽅式，皆以核⼼素養為
出發點，⾼中及⼤學入學考試，無論是筆試出題內容、入學資料審查標準，⾯試

進⾏⽅式及甄選標準等，亦調整為以評量學⽣核⼼素養為主。因應國⺠教育新課

綱的實施，更具彈性的⼤學階段，無論在課程、教材、教法及相關配套措施，也

預做準備，進⾏彈性調整，準備迎接核⼼素養導向下培養的學⽣進入到⼤學學

習。

國⺠教育養成後  現代公⺠能⼒發展特點

使⽤108課綱的⾼⼀學⽣，最快在111年將進入⼤學就讀，最快在115年⼤學畢業後
投入職場。教育部的課綱通常是每10年進⾏較⼤幅度變動，可以想⾒從115年起⾄
少持續20年以上，陸續投入職場的年輕學⼦，都將接受過建構於108課綱的國⺠教
育。相較於⽬前或以往的學⽣，接受過108課綱的學⽣，平均⽽⾔，更具備現代公
⺠所需的核⼼素養與終⾝學習能⼒較強，或將有以下的特點：

1.⾃我學習能⼒較強：108課綱希望成就學⽣為終⾝學習者，課程及教法都在引導
學⽣「學習如何終⾝學習」，⼤量閱讀及善⽤資訊科技及各種有效管道⾃我學



習，已成為課程要求⼀部分，可以想⾒下⼀代的年輕⼈學習動機及⾃我學習能⼒

較強。

2.表達能⼒較好：108課綱中強調溝通與互動能⼒，從⼩學起就要求學⽣以適當的
語⾔、文字、肢體、資訊科技、多媒體等⽅式表達想法，課程中並特別強調訓練

學⽣分析及思辨的能⼒，可以想⾒下⼀代年輕⼈各種表達能⼒將顯著提⾼。

3.知識運⽤能⼒較佳：核⼼素養強調學習與⽣活的結合，重視學⽣如何進⾏系統思
考，也⿎勵學⽣充實⽣活經驗及跨領域學習。將學習的知識應⽤於問題的解決是

核⼼素養的形⽽外的體現，可⾒下⼀代年輕⼈中書呆⼦將⼤幅減少，知識運⽤能

⼒將明顯提升。

4.社會參與熱忱較⾼：新課綱中以更⼤比例置入道德實踐的素養及公⺠意識，⿎勵
學⽣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然⽣態與⼈類永續發展，將可⾒到下⼀代年輕

⼈，具有更旺盛的社會參與感，也將有更多的包容與團隊合作素養，關⼼並耕耘

我們腳下的這片⼟地。

具有以上特點的下⼀代年輕⼈⾛出校園後，我們如何設計更符合他們特點的考選

制度，使得更具以上特點的年輕⼈得以被考選制度辨識出來，讓有意報效國家，

懷抱為⺠服務熱忱的年輕⼈，有機會成為新⼀代的公務員，值得我們進⼀步省

思。

公務⼈員考試之改⾰建議作法

我國⽬前公務⼈員考試如初考、普考、⾼考、地⽅特考、專業特考等，除外交、

⺠航及司法⼈員特考等少數專業，考試⽅式增加⼝試，並採計⼀定比例計分外，

絕⼤部分考試僅依賴筆試⽅式取才。專業科⽬考試內容偏重單⼀科⽬專業知識的

成就測試，尤其重視專業知識記憶與理解，但是對於專業知識融會貫通，並應⽤

於解決問題的能⼒，則較無法由筆試中得到評量結果。更遑論前述新⼀代年輕⼈

在新課綱教育制度養成下，明顯展現更⾼⾃我學習能⼒、表達能⼒、知識運⽤能

⼒、及社會參與熱忱等，無法以⽬前側重筆試的公務⼈員考試，評選出優秀的年

輕⼈加入政府，為⺠服務。因此，公務⼈員考試在短、中、⻑程，應可有以下改

變，為國家考選出下⼀代優秀的公務員：

短程：引導命題委員，依以下⽅式改變或優化命題⽅式

1.減少記憶性質題⽬的設計，增加需要閱讀、理解、邏輯判斷的題⽬。



2.測驗題避免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數⼗題的設計，避免有類似看題⽬立即知道答案
的題⽬及題型設計。

3.增加跨領域出題內容的設計，引導學⽣融會貫通所學知識。

4.增加情境題或開放式題⽬，測試學⽣如何將專業科⽬中習得的知識，應⽤於實際
問題的解決，並以簡潔易懂的文字敘述及圖表等⽅式表達出來。

5.放寬解題⽅式的限制，除文字外，容許學⽣以⽣動活潑且易懂的圖⽰、符號及其
他在紙上可表達的⽅式解題。

中⻑程：選擇部分考試類科，增加⼝試的設計及⼝試評分比重

1.與⽤⼈機關合作，選擇部分考試類科，參考例如外交或⺠航特考中⼝試的設計，
於第⼀試筆試之外，增加第⼆試⼝試及其比重，讓⽤⼈機關得以⼝試⽅式，測試

考⽣表達能⼒、邏輯推理能⼒及臨場解決問題能⼒等。

2.與⽤⼈機關合作，設計⽤⼈機關較常⾯對的實際問題，測試考⽣如何以所學專業
知識及相關核⼼素養，分析問題、提出可⾏解決⽅案，並以文字、⼝語及相關多

媒體⼯具妥善說明。

3.若部分類科⽤⼈機關對於⼝試⽅式可接受，逐年增加採⽤第⼆試⼝試之類科。

⾯對21世紀各國在經濟、科技、資源、文化的相互合作與競爭，考量知識半衰期
逐年縮短，108課綱是我國對於國⺠教育對所需⼈才養成的努⼒。接續養成後的⼈
才的⼈⼒發展，我國公務⼈員的考選如何迎接這些⼈才，有效考選出可以接棒承

擔政府運作重責的優秀公務⼈員，其重要性不下於108課綱的設計，需要各專家學
者付出更多⼼⼒，匯聚眾⼈的智慧，共同協助為國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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