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然後按一下預
留位置中的 [圖
片] 圖示以插入
您自己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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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然後按一下預
留位置中的 [圖
片] 圖示以插入
您自己的影像。 

教育會考命題方向 
及非考科之素養評量 



12年國教課綱的願景 

根據國際學生成就評量計畫（PISA）針對15歲學生數學
學習的評比與調查，臺灣學生具有下列特徵： 

學習成就表現名列世界前茅。 

不知道所學的概念或能力對自己未來的學業或職業有什麼幫助。 

無法從學習中獲得相對應的快樂。 
 

12年國教課綱的「核心素養」： 

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
與態度。 

強調學習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
合，即實踐力行。 

3 



教育會考怎麼考？ 

目前教育會考的試題包含學科基本概念題與生活情境題。 

理解各領域的知識與概念屬於基本素養，所以 111年教育會考還是
會保留學科基本概念題。 

生活情境題評量學生帶著走的能力，已可呼應12年國教課綱生活實
踐的理念。未來試題會盡可能以「接近真實世界會問的問題」來設計。 

不會刻意增加生活情境題的題數，但會努力提升試題品質。 

「情意態度」與「行為習慣」也是核心素養的一部分，但難以在教育
會考中用紙筆評量，應由教師落實於課堂教學過程之中。 

4 

以最小變動為原則規劃111年教育會考。 



106年數學教育會考的生活情境題 
5 



教育會考怎麼考？ 

採紙筆測驗。 

選擇題為主，非選擇題為輔。 

考綱不考本。 

與現有試題形式差異不大，包含學科基本概念題與生活情
境題。 

強化「生活情境題」的生活情境與學術探究情境設計。 

調降試題本題數，題本難度維持難易適中。 

 

6 



教育會考怎麼考？ 

試題選用的素材多元化： 

內容的多元：適度選用生活化、跨領域或融入12年國教課綱所列 

                           議題之相關素材。 

形式的多元：文字訊息為主，統計表格、圖像資訊為輔。 

評量所關注的能力包括： 

掌握基本知識、概念的能力：維持一定比例的基本試題。 

統整應用的能力：引導學生重視跨章節、跨科別、跨領域的學習。 

科學探究的能力：引導學生重視學習過程中的實驗與實察。 

透過評量反映實用性學習。 

7 



教育會考怎麼考？ 

透過評量反映實用性學習 
任務導向的寫作測驗試題 

8 



教育會考怎麼考？ 

結合12年國教課綱安全教育議題引導學生進行科學探究 
利用安全座椅不同安裝方式的模擬測試，引導學生連結課堂所學，
推論不同安裝方式有不同實驗結果的原因，並探究模擬測試的目的。 

9 



課堂上的教學與評量 

10 

語文領域(國語文) 



課堂上的教學與評量 

11 

健康與體育領域 



非會考科目的評量—生活科技為例 













▪ 本評量標準，主要先針對課程綱要「核心素養指標」及學
習重點中的「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進行解析，製
作出評量標準的「評量向度」。    

▪ 主要依據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學習內容，作為內容標準主
題，共有4項主題。 

學習內容 

• 科技的本質 

• 設計與製作 

• 科技的應用 

• 科技與社會 

主題 

• 科技的本質 

• 設計與製作 

• 科技的應用 

• 科技與社會 



▪ 以生活情境帶入課程，連結學生經驗 
    學校要辦園遊會，同學想用遊戲的方式進行班級的經營，
透過九宮格的遊戲來進行行銷。因此，請同學思考，如何
可以完成九宮格遊戲的製作，在校慶時得以好好營運，並
獲得利潤？ 



▪ 科-J-A2 具備理解情境與獨立思考的能力，並
運用適當科技工具與策略處理，以解決並處理
生活問題與生命議題。 

▪ 科-J-A3 具備善用科技資源以擬定與有效執行
計畫的能力，並具備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科
技素養。 

▪ 科-J-B1具備運用各種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表
達與溝通的素養，並理解日常生活中科技與運
算的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 

▪ 科-J-C2具備利用科技與群體進行溝通協調及
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作品之能力。 
 



◎作品取自倪惠玉教師部落格(101年學生作品) 



引起
動機 

•九宮格遊戲—校慶經營獲
得利潤 

發展
活動 

•從製作中理解原理原則(動
手實作、合作學習、科技態度、
創新) 

綜合
活動 

•競賽：檢測產品功能 
•實際使用：校慶使用 

情
境
化、
脈
絡
化 

•整合知識、

技能及態度 

•學習歷程方

法及策略 

•實踐力行的

表現 

 
A2 
 
 

B1. C2. 
A3 
 
 

A3 

學習表現(行)、學習內容(知) 



內容標準 表現標準 
主題 優秀 (A) 良好 (B) 基礎 (C) 不足 (D) 落後 (E) 

設計與製作 

設計作品時，能使用適當的
傳遞媒介，完整且有效的表
達創意與構想。 

設計作品時，能使用
適當的傳遞媒介，表
達構想。 

設計作品時，能
繪製設計圖。 

設計作品時，僅
能繪製部分設計
圖。 

未達D級 

對材料進行加工運用時，能
呈現良好的製作技巧，並能
精進改良。 

對材料進行加工運用
時，能呈現良好的製
作技巧。 

對材料進行加工
運用時，能依據
設計與製作程序
製作完整的作品。

對材料進行加工
運用時，僅能製
作作品的部分結
構或功能。 

能與組員溝通協調以建立共
識，並依分工執行任務且能
維持團隊合作。 

能與組員溝通協調以
建立共識，並依分工
執行任務。 

能與組員溝通協
調以建立工作分
配。 

僅能與部分組員
溝通協調。 
 

本
評
量
活
動
評
分
指
引 

設計構想與
草圖的創意
表現 

繪製出兩個以上完整的草圖，並表
達多種設計的重點，且與老師所提
供的範例不同。 

繪製出兩個完整的草圖，並
寫出各種設計的重點。 

繪製出一個草圖，
並簡單寫出設計構
想。 

繪製出一個草圖或有
寫出設計構想。 

未提出設計構想或難
以識別。 

活動紀錄 

1. 能詳實繪製及說明作品的各
項機構。 
2.能搭配材料與零件詳實記錄作品
的製作步驟，且有明確地說明組裝
步驟。 

1.能繪製及說明作品的各項
機構。 
2.能詳實記錄作品的製作步
驟。 

1.能繪製或說明作品
的各項機構。 
2.能簡單記錄作品的
製作步驟。 

1.能部分繪製或說明
作品的各項機構。 
2.能部分記錄作品的
製作步驟。 

1.未繪製或說明作品
的各項機 構。 
2.未記錄作品的製作
步驟或記錄的非常不
完整。 

作品結構與
功能 

作品結構完整，具備多元調控、刻
度化的發射功能。 

作品結構完整，具備一種調
控、刻度化的發射功能。 

作品結構完整且可
進行測試。 

作品結構不完整或無
法進行測試。 

未製作作品。 
  

成品製作技
巧與整體外
觀 

符合以下檢核表中全部的描述。 符合以下檢核表中三項描述。符合以下檢核表中
兩項描述。 

符合以下檢核表中一
項描述。 

不符合以下檢核表中
的描述。 

功能檢測 
成品發射與調控功能卓越，以優異
的表現達成任務，並記錄評估改進
過程。(50分以上) 

成品發射與調控功能良好。
(45~35 分) 

成品發射與調控功
能 表 現 平 凡 。
(30~20 分) 

成品僅具備發射功能。
(未達20分) 

成品不具發射功能。 

溝通合作 
能與組員溝通協調以建立共識，並
依分工執行任務且能維持團隊合作。

能與組員溝通協調以建立共
識，並依分工執行任務。 

能與組員溝通協調
以建立工作分配。 

僅能與部分組員溝通
協調。 

未能進行溝通合作。 

















第一階段 報告完畢 
第二階段歡迎 
       北安教師會長 
        李宜真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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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素養評量實例分享 

• 講師：臺北市北安國中歷史科 

                       李宜真     老師 



歷史人物追追追 
  

以雍正禁教為例 

24 

簡報內容提供者：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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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選擇一位你有興趣的歷史人物，及
一件他在歷史上的重要事蹟進行探究
。 

• 請針對這位歷史人物做這件重要事蹟
的「原因」，或這件重要事蹟「成敗
的關鍵因素」進行分析。 



歷史科探究實作的步驟 

步
驟
1 

探
究
動
機
說
明 

步
驟
2 

資
料
蒐
集
前
的
規
劃 

步
驟
3 

資
料
蒐
集
結
果
整
理 

步
驟
4 

資
料
評
估
與
選
用 



步驟1. 探究動機說明-1 

108/06 27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我想探究人物的名稱： 

•該人物所處的時代： 

•我想探究這位人物哪件事蹟 

•為什麼會想要探究該人物的這件事蹟？ 

•探究的方向：原因/成敗關鍵 

 



步驟1. 探究動機說明-2 

108/06 28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步驟2.資料蒐集前的規劃-1 

108/06 29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 資料種類： 

(A)專題文章  (B)學者著作 

(C)傳記  (D)日記/回憶錄 

(E)年表/年譜  (F)百科全書 

(G)古代史書   (H)新聞媒體訪談報導 

(I)其他：_______ 

 



步驟2.資料蒐集前的規劃-2 

108/06 30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 蒐集管道： 

(A)專題文章：故宮月刊、網路文章 

(B)學者著作：莊吉發教授文章… 

(F)百科全書：維基、百度 

(G)古代史書：實錄、硃批奏摺… 

(I)其他：故宮相關展覽、問教授… 

 



從哪找資料？-1 
                                        ─常見的網路百科全書 

維基百科 百度百科 



從哪找資料？(2) 
             ─學術及教育團體製作的網路百科全書 

中華百科全書 中國大百科智慧藏 尋求歷史座標點 教育大市集 



從哪找資料？-3 
                                           ─如何找到相關書籍 

從購書網站來選書 

• 博客來 

• 讀冊 

• 灰熊愛讀書 

到圖書館去借書 

• 學校圖書館 

• 地方圖書館 

• 公共電子書 



從哪找資料？-4 
                                 ─如何確定哪本書是你要的？ 

一、看作者 

二
、
讀
簡
介 

三、查目錄 



從哪找資料？-5 
                                 ─如何看到你想看的書？ 



從哪找資料？-6 
                                 ─如何看到你想看的書？ 

一、直接線上查詢 

二、可以親自到圖書館 
請專業的圖書館員幫你找書唷！ 



步驟3.資料蒐集結果整理-1 

108/06 37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 請根據你在步驟2所規劃的蒐集方向，
依照下表格式列出你所蒐集到的資料
來源。 

• 請注意你在步驟2列出的每一項資料種
類，須包含至少1筆資料來源。 

 



步驟3.資料蒐集結果整理-2 

108/06 38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步驟3.資料蒐集結果整理-3 

108/06 39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步驟4.資料評估與選用-1 

108/06 40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 請從你在步驟3所蒐集到的多筆資料來源
中，根據資料來源的「可靠性」以及「
適切性」，選出兩筆來做為你接下來進
行問題探究的主要參考資料，並依照下
表格式說明你選擇這兩筆資料的原因。 

 



步驟4.資料評估與選用-2 

108/06 41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判別資料來源的好壞(1)─可靠度 

 

 

 

 
 

 
 

我能知道是誰提供的資料嗎？ 

• 作者是誰?是學術研究者嗎？還是媒體工作者？或者只是單純對此有興趣的人士？ 

• 他的職業跟經歷與我要找的資料有什麼關係？ 

我能知道作者為什麼要提供資料嗎？ 

• 是為了自己的興趣？ 

• 為了娛樂或者其他簡單的目的？ 

• 還是為了執行政府政策、計畫的推動提供資料呢？ 

• 還是單純只是為了自己生活上的需要提出資料？ 

作者提供的資料會先經過其他人審查嗎？ 

• 專業學者的作品在公開前，常會先受到其他具備同樣專業訓練的學者仔細的檢視與審查後，才能獲得發表與出版的機會 

• 新聞媒體工作者或者作家在發表報導或文章前，常需先經過對他們作品出資者所聘用的編輯或長官檢核，以免其作品對於出資者造成毀壞名譽等

負面影響。 

• 網友在網路論壇、部落格等討論區或發表平台所發表的文章、言論，往往不須經由任何人的檢視，就能向大眾公開。 



判別資料來源的好壞(2)─ 
                                如何懷疑資料來源的可靠度  

 

 

 
 

 
 

沒有標示資料的提供者或撰寫者 

• →沒有人會對資料真實性負責 

作者的學經歷無法保證其作品的正確性或合理性 

• →缺乏專業的訓練及經驗來確保資料是否合理或真實 

作者提供的資訊或說明，不會事先經過任何人進行事實上的確認 

• →作者提供的資訊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驗證。 

作者提供訊息的目的是為了娛樂或發表個人感受或意見嗎？ 

• →作者本人如果不在乎是否要呈現事實，他所提供的資訊就會容易出現與事實不合的情況。 

參考自https://www.historyskills.com/source-criticism/evaluation/reliability/ 



判別資料來源的好壞(3)─適切性 
                   如何選擇適合本次探究活動的資料 

 

 

 

 
 

 
 

主題相關 

• 資料來源的內容，與探究主題是否相關？能夠充分回答你的問題？ 

• 可從網站、文章的大、小標題以及書籍的章節名稱來確認。 

份量適中 
• 資料來源中資訊量，是否能在本次活動期間內閱讀完畢？ 

容易明白 
• 資料來源的文章風格是否容易解讀？ 

參考自https://www.historyskills.com/source-criticism/evaluation/reliability/ 



教育大市集-雍正禁教 

108/06 45 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步驟4.資料評估與選用-7 

46 



評分指引-1 

47 

1. 在步驟2中，能根據探究人物及事蹟
，列舉出2項以上適當的資料種類及
適切的蒐集管道。 



評分指引-2 

48 

2. 在步驟3中，能依照步驟2的蒐集規劃
，找出2筆以上與探究人物主體相關
的資料，並能正確辨認各筆資料的產
生者及資料名稱。 



評分指引-3 

49 

3. 在步驟4中，能依照教師介紹評估資
料來源的「可靠性」及「適切性」方
法，選出2筆可供其探究人物及事蹟
參考的資料。 

 



50 

感謝聆聽！ 
 

敬祝 平安 如意！ 

簡報內容提供者：中和國中教師李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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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社會領域全球素養導向 

歷史科舉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