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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導向學習培養 108 課綱核心素養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陳淑珠副教授兼系主任 

壹、前言 

素養，為未來教育的重要關鍵。國際組織如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歐盟（EU）均強

調以「素養」為教育重點(范信賢， 2016)。12 年國教 108 新課綱，亦朝著同樣的方向邁進。

108 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

展之主軸，落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理念與目標（蔡清田，2019）。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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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信賢， 2016; 蔡清田，2014，p.34）。教育部(2014，p.3)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總綱指出「核心素養」，學習不應只限於技能暨學科知識，而應結合生活，實踐力行

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為三大面向：

「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

自我 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教育部，2014，p.4)   
 

貳、閱讀素養學習主題、文本、閱讀歷程等內涵 

呼應《總綱》「自發」、「互動」 及「共好」的理念，《總綱》「實施要點」規定，各領域課

程設計應適切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

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等 19 議題。 

《總綱》提出各領域/科目課程能適切進行議題融入， 閱讀教育議題學習目標在「養成

運用文本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識的能力；涵育樂於閱讀態度；開展多元閱讀素養」。未來

語文教育培養學生多元的閱讀素養，讀者須能運用文本進行批判思考、解決問題、建構知能、

社會生活及善用資訊等能力。 

閱讀素養涵蓋層面為何？若以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劃（PISA）閱讀素養能力為例，張貴

琳、黃秀霜、鄒慧英(2009)指出 PISA 閱讀素養評量涵蓋情境、文本和歷程三個面向特徵。 

情境意指文本建構的情境脈絡和使用目的，包括小說、書信、傳記和散文，公共官方文

件或聲明，職業手冊或報告，教育教科書和學習手冊等四類型。文本包含「連續」文本和

「非連續」文本形式。連續文本包括敘事文、說明文、記述文、論述文、操作指南或忠告、

技
術
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英
語
文
推
動
中
心



2 

紀錄等，非連續文本是圖表和圖形、表格、地圖、電話和廣告等(張貴琳、黃秀霜、鄒慧

英，2009，p. 24) 

評量閱讀能力含三個閱讀歷程包括「擷取與檢索」、「統整與解釋」以及「省思與評鑑」

（OECD， 2010）。 

（1）擷取與檢索能力－能從閱讀的文本中，找到所需的資訊。  

（2）統整與解釋－閱讀後，能否正確解讀資訊的意義。  

（3）省思與評鑑－將所讀的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識、想法和經驗相連結， 綜合判斷

後，提出自己的觀點(孫劍秋、林孟君， 2012，p.90)  

陳木金與許瑋珊(2012)提出閱讀素養非只限於認字、文章理解，而是更進一步地強調人

與文本間的互動，藉以實現個人目標、拓展知識與實踐社會參與(陳木金、許瑋珊，2012)。

素養導向教學改變傳統課程、教學和評量，朝向素養的學習架構，未來在推動 108 閱讀素養

教育語文教育教師閱讀教學測驗與評量方式，應轉變現有方式融合兼具「擷取與檢索」、「統

整與解釋」、「省思與評鑑」等三種歷程，強化學生反省實踐的能力(陳木金、許瑋珊，2012)。

教師教育因應素養導向教育改革，將成為驅動專業教師教育發展的一股轉化力量。 

圖一 閱讀素養評量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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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PISA 2009 閱讀素養架構的主要特徵 

引自 http://pisa.nutn.edu.tw/download/sample_papers/2009/2011_1205_guide_reading.pdf) 

 

 

                圖 2 PISA 閱讀素養評量的文本形式(引自

http://pisa.nutn.edu.tw/download/sample_papers/2009/2011_1205_guide_reading.pdf) 

     

叁、專題導向學習有助於核心素養之培育 

新課綱的核心素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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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2015），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以「自主行動」、「溝通互動」及「社

會參與」三大面向，九大項目。 

學者提出,素養導向教學與專題導向學習關鍵能力內涵，兩者相似度甚高。例如洪詠善

與范信賢（2015）針對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與實施提出四點素養導向教學的設計轉化原則： 

1、整合知識、技能、態度。 

2、重視情境與脈絡的學習。  

3、重視學習的歷程、方法及策略 。 

4、強調實踐力行的表現。 

 

教學設計要能提供學習者實踐所學，讓學生「做中學、學中做」達成內化學習與後設批

判思考(羅雪瑞，2019)。而審視專題式學習，許多研究如劉青雯(2020)指出專題導向學習可

有效的培養 21 世紀青少年關鍵能力如溝通與合作創造力、批判性思考、參與度、電腦科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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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責任感及時間管理等技能(劉青雯，2020，p.81)。 

專題式學習課程設計強調五點特色：1、專題主題需奠基在現實生活的問題或學生關切

的議題上；2、課程規劃以學生為主；3、專題中處理的問題和困難，應讓學生能夠學習到該

主題和研究領域的中心概念或原理；4、學生自主學習；5、專題成果需符合課程目標(曾子旂，

2019)。Blumenfeld 等學者 (2006) 認為專題式學習需要有一驅動問題 (driving question)

驅動學習活動，學生須在學期末完成作品來回應期初的驅動問題 (driving question)，並符

合 8 個標準：關鍵知識技能、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或難題、持續的探究、真實問題情境、尊重

學生的選擇和意見、反思、批判和修正、及公開發表作品(楊淳皓，2017，p.5)。 

比較新課綱的核心素養與專題式學習，兩者均強調連結生活情境、課程設計兼具學習

內容與歷程、學生自主學習等特色。因此，專題式學習與新課綱核心素養與其關鍵能力內涵

高度相似，亦為促進二十一世紀關鍵能力養成方法之一 (曾子旂，2019)。此外，專題導向學

習法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學習策略，對 21 世紀強調的 5C 如溝通協調、團隊合作、問題解

決能力、思辨力、創造力等關鍵能力的培育，與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原則相仿，可獲具體成效

(王金國，2018;曾子旂，2019，p.87)。因此，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是

可能為落實新課綱的素養導向教學的一項教學法之一。 

 

肆、專題導向學習法之理論及相關研究  

  專題導向學習法在 1918 年，由美學者 William Kilpatrick 提出，主張學校課程應以直

接、功能性的方式來組織，使學生能採取實際的行動去解決各種問題（Wolk，1994）。因此是

強調「做中學」，以學生為中心，問題為導向的教學。學生透過小組合作學習完成專題，以解

決真實世界的問題(陳毓凱、洪振方，2007)。 

專題導向學習具有 4項特色:  

1.協助學習者運用情境及使用認知工具  

2.重視做中學及合作學習 

3.問題解決歷程的成果展現：  

4.實作評量及自省學習： 

5.和他人分享成果及提供回饋(周春美、沈健華，2000，p.12)。 

 

專題導向學習法之主要核心理論為建構主義、合作學習理論(Marsh，1999）。建構主義學

者提出知識習得乃學習者原有知識與學習情境互動的結果。專題導向學習法重視群體合作，

透過人際互動與他人合作的技巧，學習者藉著探討問題、研擬計畫、蒐集及分析資料、解決

問題，控制進度，成果展現以提昇學生學習效果。 

專題導向學習法有效促進學習關鍵能力的相關研究 。研究顯示，專題導向學習法可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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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學生的知識、技能與態度(張玲偵，2019)且多數研究結果顯示專題導向學習法有效促進學

習關鍵能力。例如 Cheng-Huan Chen  Yong-Cih Yang (2019) 比較專題導向學習法和傳統

教學對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分析 1998 年至 2017 年發表的 30 篇期刊文章 9個國家/地區的

189 所學校的 12，585 名學生。這項為期 20 年後設分析，除比較專題導向學習法和傳統教學

對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並研究專題導向學習法在各種教育環境中影響學習成績的研究特徵

（Chen & Yang, 2019)。 

專題導向學習法在社會科學（包括英語，法語，歷史和地理）效果明顯優於在科學和

數學領域的效果。 Markham 等建議教師每週使用專題導向學習法 5小時，融入專題導向學習

法，以便讓學生學習成功完成任務所需技能（Chen & Yang, 2019)。  

 

伍、實施專題導向學習教學步驟模式及評量 

Morgan（1983）提出三種專題教學模式:1. 專案練習模式 Project Exercise Model），

應用已知所學知識與技能於專案執行上；2.專案組成模式 Project Component），提供機會

給學生應用其他課程所學資訊於解決真實生活情境的問題，強化所學;3. 專案導向模式

（Project Orientation Model），學生在探索與完成專案任務的過程中有機會學到相關的知

識與技能（劉青雯，2020，p.81）。 

    Krajcik，Czerniak ，Berger(2003)指出美國 Buck 教育機構提出八項專題學習的元素

以維持高品質的專題式學習： 

（一）聚焦於學習目標： 

（二）挑選具挑戰性且適合學生程度的問題。 

（三）要讓學生能持續地探究：包括提問、找資源及應用新習得的資訊。 

（四）與真實世界聯結。 

（五）學生說明他們專案完成的程序及相關的理由。 

（六）專案完成後，師生均須對整個學習活動做反省，以期下次更好。  

（七）宜安排時間讓學生針對彼此的專案成果相互批評及修正。  

（八）專案完成後，公開展示學生完成的成果（王金國， 2018，p.110; 張玲偵，2019）。 

  

國內學者如洪榮昭、林展立（2006）提出 8項專題導向學習步驟，由學生解決問題完成任

務，並期末繳交成果。  

（一）界定創意的期末作品：可以由教師指定或學生自擬。  

（二）確認觀眾群：初擬成果的目的為何。  

（三）探究專題題目的內涵：協助學生擬定主題方向。  

（四）設計專題作品：與學生共同商議細項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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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製定專題進度管理計畫：指導並提醒學生完成當週或當月進度。 （六） 開始著手

進行：放手交予學生自行進行專題。  

（七） 解決發生的問題及爭議：協助學生溝通、處理所遇困難。  

（八） 完成作品(張玲偵，2019) 。 

 

而關於專題學習的實施模式，國內學者徐新逸（2001）提出五個階段，簡稱 PIPER，分

別為：  

(一) 準備(Ｐreparation )：確定主題範圍、設定教學目標、規劃進度、擇定評 量方式、

了解學習者的先備知識、安排培訓課程等。  

(二) 實施(Ｉmplementation)：以合作學習方式進行專題探究、小組成員安排分 工與職

責、擬定專題計劃、蒐集資料、進度報告、分析結果、和統整結 論。 (三)發表(Ｐ

resentation)：以書面報告及口頭發表兩種模式進行。  

(四) 評鑑(Ｅvaluation )：以自我評鑑、同儕評鑑、及專家評鑑來評量專題學習成果。 

(五) 修正(Revision)：根據評鑑結果修正作品，成為最後版本，完成專題的學 習過程(林

弘昌，2008) 

 

國外學者如 Krajcik， Czerniak 及 Berger（1999）提出專題導向學習流程，其六個階

段分述如下：  

（一）決定課程概念目標（develop on concepts and curriculum objectives）：（二）發

展引導問題（develop the driving question） 

（三）發展行事曆（develop a calendar ）訂定活動日程表，引導專題進行 

（四）發展基礎課程（develop benchmark lessons ）：教師依課程目標及學生先備知識來

規劃課程內容供學生在教學活動中需具備的知識及技能。  

（五）發展調查活動（develop investigations）：教師以協助者、引導者的角色幫助學生

進行調查活動。  

（六）發展評量模式（develop assessments）：評量方式包括日誌、小組互評、檢核表、晤

談、與多媒體文件等。專題學習的過程是一個反覆的程序，直到專題活動結束或 是問

題得到解決為止(黃淑娟，2016;謝和鈞、楊鎮豪、廖佩芬，2010)。 

 

專題導向學習的評量, Krajcik， Czerniak 及 Berger(1999)亦提出專題導向學習的評量有

五項特色：  

（一）使用多種型式評量:包括自我評量、同儕評量、教師 評量等。  

（二）教學歷程與教學後皆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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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量包括較高層次的認知技能與情意  

（四）學生與教師皆為評量者:除了教師外，藉由學生自評、小組組員互評、各組互評等評

量的進行，培養學生的評鑑能力。  

（五）評量包含於學習中的連續過程(陳誼娉，2008，p.21)。 

 

陸、結語 

    教育部公布實施 108 總綱綱要，強調培養學生能帶著走的基本能力。學校課程與教師或

可參考上述教學模式調整。然沒有一體適用教學模式，端視教學者視學習者規劃專業英語文

教學目標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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