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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背景 

• 回應課綱內涵結合時代脈絡之期待 

--媒體素養、金融投資理財觀念與素養、勞
動人權、消費者保護、智慧財產權、海洋
教育、人口販運、生命教育、永續環
保、……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防制
法」、「家庭暴力防治法」課程實施之規
定 



微調背景 

• 回應能力指標解讀之疑義 

   --文字用語混淆不一 

   --過於抽象不具體 

   --重複 



微調背景 

配合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之建置 

--參考「中小學一貫課程參考指引」
適當調整 

--與高中課程綱要相關委員會召開聯
席會議進行討論，落實中小學課程
之連貫 



微調原則 

• 以92課綱做為微調基礎 

• 蒐集現場教學實務者、教材編輯者與審查者
之相關意見 

• 調整綱要內涵重複或邏輯順序矛盾者 

• 課程目標以不更動為原則 

• 能力指標語意力求敘寫清楚，或以範例說明 

• 調整幅度同時考量師資、設備及授課時數的
配合 

 



微調幅度 

  僅進行課綱內容之修訂–撰寫補充說
明–修訂能力指標 

• 修訂文字 

• 增刪條目 

• 調整學習階段…… 

• 不涉及課程名稱及架構之調整– 

    如各學習領域(科目)學習節數之增刪調整 



階 
段 
劃 
分 

四階段 

第一階段 1-2年級 

第二階段 3-4年級 

第三階段 5-6年級 

第四階段 7-9年級 

領域 本國語文、數學、綜合 



階 
段 
劃 
分 

三階段 

第一階段 1-3年級 

第二階段 4-6年級 

第三階段 7-9年級 

領域 健康與體育 



階 
段 
劃 
分 

三階段 

第一階段 3-4年級 

第二階段 5-6年級 

第三階段 7-9年級 

領域 社會、藝術與人文、 
自然與生活科技 



階 
段 
劃 
分 

二階段 

第一階段 3-6年級 

第二階段 7-9年級 

領域 英語 



微調重點 

• 統一體例格式：刪除「前言」 

  –阿拉伯數字       –標號層次 

  –能力指標編號一致性 

• 統一用字 

    –依校正手冊規定 

• 調整用語 

 



統一用字 

現行 修訂 現行 修訂 

提昇   提升 涵泳   涵詠 

計劃  計畫 了解 瞭解 

覆述 複述 盡量 儘量 

兩部分 二部分 公佈 公布 

加以紀錄 加以記錄 制定 製定 

份量部份成份 分量部分成分 運用利用應用 運用 

作準備 做準備 生銹 生鏽 



調整用語 

現行 修訂 現行 修訂 

兒童 學生 族群語言 民族語言 

作文 寫作 鄉土 本土 

中外 國內外 原住民 
語文 

原住民 
族語 

教學評量 學習評量 學力 學習能力 

客語 客家語 學習領域教
學輔導團 

國民教育
輔導團 



總綱 

• 本國語文、數學領域由三階
段調整為四階段。 

• 新增「海洋教育」議題。 

• 增列教科書編輯兼顧本土性
與國際性之規範。 



國語文 

• 將「文體」改為「文章表述方式」 

• 重視文類 

   (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 

• 用語名稱的改變（國語、國字） 

• 明確標示第四階段文言文比例 

• 評量範圍增加課外閱讀 

• 教材強調當代議題與多元 

 



以「文章表述方式」取代「文體」
或「文類」名稱，在於部分文章
很難單一歸類為某種文體。 

但此種較大範圍之名稱重點亦
是提醒教師，相關形成性測驗
題組勿吹毛求疵，而是要重視
文章之欣賞。 



閩南語 

• 能力指標調整精簡：233→97條。 

• 簡化並延後寫作能力指標期程。 

• 標音能力指標得安排於適當年級
實施。 

• 教材以台灣使用的閩南語為範圍。 

 



客家語 

• 標音符號教學得安排於適當年
級實施。 

• 指標用語修飾，增列情意指標。 

• 新增附錄「臺灣客家語分級教
材編輯綱要」。 

 



原住民族語 

• 修改音標符號能力指標。 

    --低年級學習辨認簡易音標 

    --中年級學習拼讀 

    --高年級唸讀簡單詞彙 

    --國中再學基礎寫字 

• 簡化、淺化閱讀、寫作能力指標 

 



本土語言 

學校中送交之課程備查計畫，應是教
師教學前針對課程之準備及計畫。 

如果該語系非學校主要族群使用之語
言（例如學校多為閩南語族群，少客
家語言和原住民族語言），仍應於開
學前完成撰寫課程計畫。 



英語 

• 不定分年指標 

• 1200字彙不再更動 

• 句型研訂需長期研究，不列入微調重點 

• 增「辨識校園雙語情境標示」能力指標 

• 「實施要點」修訂文字以明確說明概念 

• 「實施要點」增「sight   words」的概念 



1.微調後，國中生英文句子
書寫能力必須提升 

2.教師可利用「重點意涵」
檢視教學成效 
 



數學 

• 刪除部分分年細目 

    --算式填充題、中文簡記式 

• 調整學習階段、調整分年細目 

    --減少四、五，增加二、三、六年級分量 

• 新增分年細目 

    --複名數、短除法、運算律、…… 

• 「分年細目詮釋」移至「附錄一」 

 



微調幅度不大，內容不加深也
不加廣，僅調整指標順序。 

但重點在基層教師對於數學解
題之教學技巧及理解課綱相關
名詞概念仍有困難。 

     （可參考Q&A） 



自然與生活科技 

• 不訂分年細目，尊重九年一貫課程精神 

• 基本理念茲事體大，修訂宜審慎，未經周延
討論前暫不調整 

• 附錄一（教材內容要項）、附錄二（教材內
容細目）維持置於附錄，但補充與微調其內
容 

• 刪除「附錄三：學校本位課程設計」之「三、
國民中學（第四學習階段）之課程設計」整
段落 



課綱調整幅度不大，但著重體
驗與探究的深化。 

國中對於科學概念深化探討的
學習習慣因班級經營不易，教
師出現課堂教學困難。 



社會 

• 著重本領域與其他領域之橫向統整
與區隔 

• 調整、修改、簡化能力指標 

• 能力指標 動詞強化技能、情意 

• 儘量與其他領域適切區隔 

• 配合時代需求與社會團體期待 

• 配合海洋教育議題 



課綱微調過程加入許多議題 

（媒體識讀、動物福利、海洋、
人權...）。 

但重點在教師對於時事批判思考
的習慣與教學方式未能跟隨調整，
於是出現焦慮感。 



藝術與人文 

• 以微調為原則，讓能力指標更具體化，增列
教材內容 

• 參考高中95 課綱，依學習階段訂定4 階段教
材內容（1-2年級已融入生活課程） 

• 訂定出表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
化、藝術與生活四項，作為視覺藝術、音樂、
表演藝術三方面共同統整的教材範疇 

• 修訂「實施要點」，尤其課程設計、教學方
法與教學評量，增加「教材內容」 



藝術與人文 

• 強調可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
術個別進行課程設計，或以統整方
式設計 

• 教材注重階段化、系統化，教師需
具專業素養 

• 增定各學習階段「附錄—教材內容」 

• 宜由專長教師指導學習 

 



課綱微調幅度較大，「審美與理
解」的份量增加，藝文評量方式
亦有提醒說明。 

但問題重點在教師對於「賞析」
的方法仍以傳統觀念實施，故對
於課綱微調後之課程深化與對談
應為教師教學深化的重點。 

 



健康與體育 

• 檢視媒體素養議題，並融入健體領域的能
力指標與補充說明修訂中 

• 調整「健康心理」主題軸與綜合活動領域
重複的內容 

• 能力指標補充說明納入「媒體素養抗癌性
食物生態飲食詐騙問題溫室效應」等 

• 刪除舊版附錄三 

• 新增附錄三與四 



綜合活動 

• 增列「內涵架構表」以貫串總
目標、主題軸與核心素養 

• 刪除與生活課程重複處 

• 增訂附錄一、附錄二 



關鍵能力36小時已在97課綱微調
中列入要求。 

但其背景立基在教師對九年一貫
課程專業能力提昇，並將師培過
程習得散在各學習領域的活動能
力整合。 



重大議題研修 

• 新增「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 

• 刪除重大議題融入十大基本能力
之對應，僅就融入七大學習領域
部分提供對應表 

• 新增附錄：「能力指標之補充說
明」「融入學習領域教學示例」 



課綱微調之思考 



學校因應措施 

1.辦理研習，協助教師瞭解 

2.檢視調整、發展校本課程方案 

3.配合微調課綱研擬課程計畫 

4.課發會強化課程計畫之審查事宜， 

   尤其是重大議題融入教學 



教育部網站 

國教司網頁 

97年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 

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100年 4月 26日臺國（二）字 

1000068059B號令修正 

• 為求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之課程名稱
與能力指標內容一致，並慮及國內國
民習以「國語」稱呼國內共通語，僅
於對外（外籍人士、國外機構等）說
明時，才採用「華語」之原則，爰再
修正其部分內文文字並微修能力指標
項次 



100年 4月 26日臺國（二）字 

第 1000068059B號令修正 

• 至於重大議題部分，則係為配合
本部98年7月15日臺國（二）字第
0980112647C號令發布之閩南語課
程綱要，增列各重大議題融入閩
南語課程綱要對應表並調整部分
指標細部內容，以臻完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