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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素養新世代：⾛
進108課綱的⾼中教學
現場
周維毅 臺北市立內湖⾼中公⺠
老師

“ 在108課綱的催化下，⾼中課程朝向多元化發展，以素養導向教學的

實踐程度，雖存在縣市及校際差異，但確實已對教學現場帶來明顯的影

響。 ”

⼗⼆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簡稱108課綱）於108年8⽉正式上路，以

「成就每⼀個孩⼦—適性揚才、終⾝學習」為願景，將學⽣視為學習的主體，期
望以「核⼼素養」貫穿課程發展，希望培養學⽣探究及解決問題的能⼒。在政策

上路後，108課綱對於⾼中教育現場產⽣了何種影響？⽽此變⾰對於文官考選可以
帶來什麼啟⽰？

不只是學會知識  108課綱更重視活⽤知識及適性探索

社會上對於⾼中教育的認知，主要是教授學⽣各領域的學科知識，⽽⼤學入學考

試也是以學⽣是否精熟學科知識為測驗⽅向。在108課綱下，學校的課程與教學，
以及⼤學入學考試皆有劇烈變⾰。在課程⽅⾯，除了部定必修課程，各⾼中可依

學校及學⽣特性發展校訂必修課程，校內也會開設多元選修課程、探究與實作課

程，在彈性學習時間亦可安排學⽣進⾏⾃主學習及選修微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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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8課綱的催化下，⾼中課程朝向多元化發展，逐漸蛻變出嶄新⾯貌。以校訂必
修課程為例，有學校以海洋議題為核⼼，帶領學⽣認識海洋文學與藝術、關⼼⽣

態平衡的重要性，並發展解決相關問題的對策；也有學校著重培養學⽣專題寫作

的能⼒，由不同領域的老師引導學⽣進⾏專題探究，從⾼中紮根學⽣的問題意識

及寫作能⼒；當然，也有學校透過跨領域的文本帶領學⽣學習閱讀策略，養成擷

取訊息、統整解釋及省思評鑑等能⼒。筆者也觀察到，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的實

踐程度，雖存在縣市及校際差異，但確實已對教學現場帶來明顯的影響。

⾼中宛如「⼩⼤學」 孕育出素養新世代

⾃⾼⼀開始，學⽣可以排定選課志願，依照選課系統分配到較感興趣的課程，藉

此多⽅嘗試、探索⾃我。依據課程性質的差異，常⾒的學⽣作品包含學習單、實

作作品（例如：影⾳檔、⼿作作品、程式設計檔等）、實驗及活動紀錄、主題式

專題報告、⼩論文專題研究等，內涵及形式各異，也孕育出截然不同的學⽣特

性。學⽣可以學到許多教科書以外的知識、態度及技能，並將其運⽤於未來⽣活

情境。

此外，學⽣可依據⾃我的學習軌跡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紀錄個⼈學習的成⻑及反

思，且成為⼤學入學個⼈申請的評分項⽬之⼀。學習歷程檔案是⼀種檔案評量

（portfolio assessment），能夠有系統地蒐集學⽣作品、學習過程和個⼈看法。
有別於過去的紙筆測驗，⼤學端可以從中看⾒較多學⽣的個⼈特質、思考模式及

能⼒發展等，⽽這項制度也讓學⽣從⾼⼀開始就要記錄⾃⼰課內外的學習，每學

期彙整並上傳學習歷程檔案，作為未來申請入學與⼤學校系溝通的重要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過新課綱的⾼中學⼦，幾個⽉後即將步入⼤學就讀，再過幾年

也會投入勞動市場，對於各部⾨的⼈⼒資源產⽣重⼤影響。筆者認為，⼤學及各

部⾨宜深入了解這波教改的運作，並對未來⼈⼒資源進⾏評估，重新思考選才及

育才策略。

⼤學入學考試 以多元題型評量學⽣的核⼼能⼒

為了呼應108課綱的核⼼素養，⼤學入學考試的⽅式隨之改變。依據⼤考中⼼所公
布的命題⽅向提到，考⽣應能將知識整合運⽤於⽇常與校園⽣活情境以及課程與

學術探究。以語文科⽬⽽⾔，考⽣應能結合⼈文與⾃然，以⽣活觀察與經驗或課

程學習，對文本擷取訊息、廣泛理解、發展統整解釋，並對內容與形式進⾏反思

與評價；以社會科⽽⾔，考⽣應能對跨領域、跨學科的主題有所認識，並能了解



這些議題的不同觀點或論述。因應此變化，各領域除原有題型外，更加入混合題

型（包含選擇題型及非選擇題型的題組）及非選擇題型，藉此提升評量層次，強

化對於學⽣統整、歸納、分析、說明、表達等核⼼能⼒之評量。

以110年試辦考試社會科的混合題型第50⾄51題為例，該題⽬提到有些⼈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遭到刁難或資遣之情形，⽽網路論壇的兩位網友對此現象提出不同看

法。第50題選擇題主要測驗該情境中的勞資問題及其處理⽅式；第51題非選擇題
則提供三張統計圖表，供考⽣選擇適合作為某位網友反駁的論證依據，並說明能

據以反駁之原因。可發現學⽣須理解不同觀點，運⽤統整解釋和邏輯表達能⼒才

能適切回答問題。換⾔之，⼤考命題越來越重視融會貫通，傳統上記憶背誦型的

學習⽅式將不易因應新式考題。

108課綱帶給文官考選的啟⽰：「背多分」的另⼀條路？

因應教育改⾰的趨勢，國家文官的考選制度也有值得反思精進的空間。對於文官

考選⽽⾔，⼤學入學考試的命題及評分原則尤為⼀項重要的觀察指標，特別是⼤

考中⼼非選擇題的閱卷程序。依據⼤考中⼼的說明，閱卷須經過評分標準訂定會

議、試閱會議及正式閱卷等流程控管閱卷品質，且依照閱卷的標準作業流程評改

分數，並公布評分原則，其主要⽬的乃為確保⼤考評分的公平性與客觀性，也讓

考⽣有⾜夠的資訊掌握答題技巧。對於同樣講求公平的文官考選制度，確實可加

以研究並評估新型命題的可⾏性。

此外，在全球化下的時代，國家文官須⾯對急遽變遷的社會及新興議題，論及文

官所需具備的素養及能⼒，以及考選⽅式實有重新評估之需要。接受108課綱洗禮
後的新⼀批學⼦所具備的能⼒多元，透過現⾏考選⽅式是否能篩選出適合的⼈

才？⽽新⼀批學⼦會不會反過來質疑偏向記憶背誦、背多分的文官考選⽅式？上

述問題及反思，後續進⾏文官考選制度的檢討與修正時，建議可作為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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