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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学习重点的理念与特色
蔡 清 田

(中正大学 教育学院,台湾 嘉义10621)

摘 要:在论述核心素养学习重点的理念与性质的基础上,进而论述其在课程设计上之特色。首先,就

“学习重点”的意涵而言,学习重点宜以“学科核心素养”为指引,依据“学科核心素养”进一步转化发展而来,学

习重点是基于各学科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概念,比“学科核心素养”更为具体;其次,学习重点具有垂直连贯

性、水平统整性、目标导向性等课程设计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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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素养学习重点的理念

“核心素养”是指一个人为适应现代生活及面对未来挑战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态度,以及真

实运用知识的学习表现[1],它使个人得以过着成功与负责任的社会生活[2]。而且,“核心素养”是个

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更是培育能实现自我与社会健全发展的高素质国民与世界公民之重要

基础。因此,“核心素养”受到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CulturalOrganization,UNESC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
tionandDevelopment,OECD)、欧洲联盟(EuropeanUnion,EU)等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在当前

大陆和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领域的课程论学界,“核心素养”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本文一方面

乃在呼应大陆于2016年9月正式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的总体框架构成———包括文化基础(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自主发展(学会学习、健康生活)、社
会参与(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三个方面六大素养[3],以及将于2018年秋季开始执行的《普通高中

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另一方面也呼应台湾地区于2014年8月1日实施

的基本教育课程改革,该项改革以“核心素养”作为课程设计的核心,因此“核心素养”被誉为新课程

改革的DNA[4]。核心素养的理念意涵包含当前大陆和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领域所共同强调的知识、
能力、态度、情意[3]。大陆和台湾的“核心素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5],由此引发教育界对“核心素

养”与“学科核心素养”此等热词的探讨与追问。因此,本文进一步说明核心素养的“学习重点”之意

涵,特别是论述能呼应核心素养的“学科学习重点”,以及在课程设计上之特质,指出核心素养的学

习重点具有垂直连贯性、水平统整性、目标导向性等课程设计特色,可以建立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特

点的学习表现之学习历程阶梯及学习内容之学科知识逻辑结构,可指引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及教材

编辑等。
首先,就“学科核心素养”的意涵而言,系指核心素养在各学科内的展现及其内涵,可强调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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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同时强调核心素养、学科基本理念与课程目标,并重视该

学科所强调培养的认知、技能及情意,具有定位学科课程发展主轴、引导学科课程发展的连贯与统

整、彰显各学科的特性、统整“学科学习重点”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等课程设计功能。而就

“学习重点”的意涵而言,是指该学科内的重要“学习内容”及学生学习之后的重要“学习表现”预期,
它是教师的教学重点,也是学生的学习重点,可供各学科进行课程发展,引导学科课程设计、教材发

展、教科书审查及学习评量等。“学习重点”是根据各学科课程标准的课程目标与核心素养而来,可
统整“学习内容”之知识、能力、态度及“学习表现”之认知、技能、情意,并配合教学加以实践,可引导

学生通过学习展现认知、技能、情意之目标。“学习重点”的课程设计可配合学生的认知结构发展,
因应学生由小学到初中、高中的认知、技能、情意之发展过程,建立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学习表

现之学习历程阶梯及学习内容之学科知识逻辑结构,由此较完整地呈现学习的历程及内容[6]。
“学习重点”宜以“学科核心素养”为指引,依据“学科核心素养”进一步转化发展而来,是基于各

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涵,比“学科核心素养”更为具体。核心素养学习重点全国各地一体适用,具
有普遍性,尤其是具有该学科的共同性质,可建构各学科的共同“学术造型”,更可循序渐进具体转

化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等各阶段“学习重点”中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甚至,“学习重

点”具有阶段性:根据小学、初中、高中等不同学习阶段,将小学一、二年级划分为第一学习阶段,小
学三、四年级划分为第二学习阶段,小学五、六年级划分为第三学习阶段,初中划分为第四学习阶

段,高中划分为第五学习阶段,由此可区分“学习重点”的难易程度,并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区

别不同学习阶段之“差异性”,进而依照学生的“差异性”而加以有效因应[7],使各学习阶段实现垂直

纵向衔接,避免出现脱节、断层或不必要的重复情形。“学习重点”之呈现,依照学习阶段进行设计,
在不同学习阶段间有适度区隔、能顺利衔接的无缝课程,有益于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概念发展。各

领域可通过学习阶段间循序渐进的垂直连贯,考虑该学科的知识架构、学习顺序,订定学习重点的

分年细目,让同一学习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学习相同概念时有深浅的区别,协助学生渐进习得重

要内容。
换言之,“学习重点”系由该学科基本理念与课程目标及核心素养转化而来,且“学习重点”比

“学科核心素养”更为具体,能展现该学科的重要课程内涵之“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特别是“学
习重点”中的“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可以设计成为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一体之两面,如表1所

示。它可用来检核学习重点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的呼应性,可建立适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学

习表现之学习历程阶梯与学习内容之学科知识逻辑结构,统整该学科所欲培养的知识、能力、态度、
情意。这种兼顾能力表现与知识内容的学习导向,可强化各学科内部的连贯性与统整性,避免过去

学科知识与能力指针之对立二元论[8]。
表1 健康与体育领域“学习重点”参考示例(小学教育阶段)

健康与体育领域“学习重点”
学习表现 学习内容

4a-Ⅰ-2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Da-Ⅰ-1日常生活中卫生习惯的培养

4a-Ⅲ-3主动地表现促进健康的行动 Da-Ⅲ-1卫生保健习惯的检视与改进

4d-Ⅲ-1养成规律运动习惯,维持动态生活 Bc-Ⅲ-2运动与疾病保健、终身运动相关知识

  简言之,“学习重点”由“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组合交织而成,可引导学科课程设计、教材发

展、教科书审查及学习评量等,能呈现所欲达成核心素养的知识、能力、态度等“学习内容”及认知、
技能、情意等“学习表现”[4]。

就“学习重点”与“核心素养”的“呼应”而言,各“学习重点”由该学科理念、课程目标与特性发展

而来,但各学习重点应与“核心素养”进行双向检核,两者是相互呼应、增删修正的关系。尤其是“学
习重点”的“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可呼应“学科核心素养”的设计,这是一种高阶而精巧的三维

(3D)螺旋课程统整设计[7],不仅可统整该学科之学习指标、能力指标、教材大纲,减少繁琐的能力



指标与教材内容,而且更具指引学生学习、指引教师教学、指引教科书与教材的编辑审查、指引学习

评量等功能。如表2所示,“学习重点和学科核心素养的呼应表”可用来检核学习重点的学习内容

及学习表现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呼应性。
表2 健康与体育领域“学习重点与学科核心素养呼应表”A1参考示例(小学教育阶段)

健康与体育领域“学习重点”
学习表现 学习内容

健康与体育领域
“核心素养”

4a-Ⅰ-2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Da-Ⅰ-1日常生活中卫生习惯的培养

4a-Ⅲ-3主动地表现促进健康的行动 Da-Ⅲ-1卫生保健习惯的检视与改进

4d-Ⅲ-1养成规律运动习惯,维持动态

生活
Bc-Ⅲ-2运动与疾病保健、终身运动

相关知识

健体-E-A1
具备良好身体活动与健康生活

的习惯,以促进身心健全发展,
并认识个人特质,发展运动与保

健的潜能

二、核心素养学习重点的性质

就性质而言,“学习重点”是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涵,它比“学科核心素养”更为具体;
“学习重点”主要由“学科核心素养”发展而来,且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系通过各学科的学习而达成。
但学科各有其特性,每一学科不需要就所有核心素养进行课程发展,因此称之为“学习重点”。同时

减少其数量以合乎“核心”之精神,且避免学习内容过于庞杂。由此可知,“学习重点”可结合“核心

素养”增加学科的弹性与特色,并避免重蹈过去能力指标过多及过于繁杂之覆辙。透过“学习重

点”,可以界定各教育阶段学习重点的内涵,且“学习重点”可进一步彰显学科的“学习内容”及“学习

表现”,并供教育人员据此进行学科课程规划、设计、实施与评量。特别是各“学习重点”之课程内

涵、教学运作与实施通则、学习评量等,必须与核心素养进行紧密连结[9],作为课程标准的垂直连贯

与水平统整之核心要素。
“学习重点”是基于“核心素养”的重要内涵,比“核心素养”更具体,可由“学习表现”与“学习内

容”两个向度组合交织而成,各学科可透过“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的双因子二重螺旋,设计“学习

重点”。是以,“学习重点”包含有严谨的学科“学习内容”及知识、能力、态度的行动表现(即“学习表

现”),可依各学习阶段的学科内涵进行发展,可引导课程设计、教材发展、教科书审查及学习评量等。
(一)学习内容

“学习内容”相当具有特色,是指学习的“内容”面向,包括事实知识、概念知识、程序知识与后设

认知知识。首先,“学习内容”是依据“学科核心素养”发展而来;其次,“学习内容”聚焦于该“学科”应
该学习的重点内容面向;其三,“学习内容”具有连贯性,可以年级与阶段的方式进行课程设计;其四,
“学习内容”非常严谨,可与各学习阶段、学年、学期的重要“学习内容”进行紧密连结;其五,“学习内

容”可以涵盖该学科之重要概念、范畴与原理原则,不应被窄化为事实知识,尤其是记忆性的知识[1]。
“学习内容”仅需指出该学科的知识、能力、态度、价值等重要之学习内容,无须像传统的教材大

纲一样列出所有的教学材料。规划“学习内容”时,不一定填满每一节课,理念上应该只是指出该学

科重要的内容,其他的学习内容则可由教师根据课程设计弹性加以选择和组织。各学科的“学习内

容”,可视学科性质分为几个主题轴,弹性地以年级适切或学习阶段适切的方式进行叙写。可依照

年级或学习阶段进行区分,如依序为一至十二年级,或分为小学低年级、小学中年级、小学高年级、
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并依据“年级阶梯”或“学习阶段阶梯”,通过“学习内容”的数量之逐渐增加(例
如由30~50%增加至70~90%)与“学习内容”之复杂度陆续提升,展现不同学习阶段、学年、学期

等学习进程的重要性,并藉以改善儿童与青少年学习经验的继续性、连贯性及统整性,为学习者提

供一系列精确、连贯而共同的学习内容。也可实现连贯性与统整性的衔接,透过建立课程的连贯与

统整原则,为儿童与青少年提供“无缝的教育旅程”,以利于其不同阶段学习经验的连贯与统整,利
于统合幼儿园至中小学的教育目标,达成课程的连贯[10]。



(二)学习表现

“学习表现”是指学习历程面向的认知、情意与技能等向度之学习展现,代表该学科的“非内容”
向度。“学习表现”应能具体展现或呼应核心素养。我国首见的“学科学习表现”相当具有特色:首
先,“学习表现”依据“核心素养”发展而来;其次,“学习表现”聚焦于该学科学习重点的历程面向;其
三,“学习表现”具有连贯性,可以年级与阶段进行课程设计;其四,“学习表现”非常严谨,可与各学

习阶段、学年、学期的重要“学习表现”进行紧密连结;其五,“学习表现”代表该学科的“非内容”向
度,但与内容关系密切,旨在透过“学习表现”的水平,展现与落实“学习内容”,引导教育人员协助学

生发展该学科的知识、能力、态度等核心素养[11]。因此,“学习表现”应能具体展现或呼应核心素

养。这些反映学科知识、能力、态度等核心素养内容的“学习表现”,包括如认知向度的记忆、理解、
应用、分析、评鉴、创造,情意向度的接受、反应、评价、重组、价值观或品格陶冶,技能向度的感知、准
备状态、机械化、复杂的外在反应、适应、独创等。换言之,学科“学习表现”的理念是指认知、技能、
情意等“学习表现”之水平,是指应能呈现该学科中有关“非内容”面向的特质,并能呼应学科核心素

养[2]。各学科的“学习表现”宜具体展现该学科学习历程的“学习表现”水平,并且可依学习阶段进

行叙写。学习阶段的划分方式如下:小学一至二年级为第一学习阶段、三至四年级为第二学习阶

段、五至六年级为第三学习阶段、初中一到三年级为第四学习阶段、高中一到三年级为第五学习阶

段。依据“学习阶段阶梯”,透过“学习表现”的数量逐渐增加(例如由30~50%增加到70~90%)与
“学习表现之复杂度”或“表现水平之复杂度”的陆续提升(如“认知”由记忆、理解、应用至分析、评
鉴、创造,“技能”由感知、准备状态、机械化至复杂的外在反应、适应、独创,“情意”由接受、反应、评
价至重组、价值观或品格陶冶),可进一步设计评量的等级得分,以判断其表现水平。例如得分在第

四级水平者,为“深度掌握”该学期、学年、学习阶段所需之认知、技能与情意;得分为第三级者,为
“充分掌握”该学习阶段、学年、学期所需之认知、技能与情意;得分为第二级及第一级的学生,分别

为“部分掌握”“极少掌握”该学期、学年、学习阶段所需之认知、技能与情意。
(三)核心素养能引导学习重点的设计

核心素养能引导学习重点的设计,重要的“学习表现”或“学习内容”应能与该学科的核心素养

相呼应(详见表3)。换言之,“学习重点”及“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都是学科内的概念,但是“学
习重点”是上位概念,“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是下位概念,分属不同层次[11]。“学习重点”的“学
习表现”与“学习内容”两个面向,符合对认知概念的分类,为教师提供了具体的课程设计元素,同时

也可以兼顾课程设计的“目标模式”与“历程模式”。前者比较适合对课程“学习内容”的强调,后者

则重视课程历程中的“学习表现”,“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两者应与该学科的核心素养相呼应。
“学习重点”可建立各阶段课程内容的连贯性,并妥善处理长久以来存在于中小学课程内容中

的重复及难易度和知识量处理不当等问题。可依据学习心理的连续发展原则及知识的专精分化程

度,研订各学习阶段各学科的“学习表现”与各学科的“学习内容”,以建构课程连贯体系。一方面,
有关课程内容知识量多寡的处理策略,可以研订各学习阶段学科的“学习内容”,减低不同阶段学生

知识学习量的落差,以利于不同学习阶段在学习内容方面的衔接,并参考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等

相关研究证据,按照各学习阶段学生认知发展的程度,研订该学习阶段学生在各学科上的适当认知

负荷量。另一方面,有关课程内容难易度的处理策略,可以按各学科的属性,采取螺旋式的课程发

展模式,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同一重要概念在不同的学习阶段逐渐加深和拓展。按学科

的知识结构与逻辑次序,进行各阶段课程内容的调整与衔接,缩减不同学习阶段课程内容难易度上

的落差。



表3 学科核心素养与学习重点之呼应关系表(以初中社会学习领域为例)

学习重点

学习表现(分学习阶段) 学习内容(分年级或分学习阶段)
学科核心素养

3-IV-3理解科技的研究和运用为何需受专

业伦理、道德或法律的规范

3-IV-4举例说明因新科技出现而订定的相

关政策或法令,以及在立法和执法过程可能

遭遇的困难

3-IV-5探讨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阐释经验、对
待事物和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2-7-5台湾的环境问题与保护、台湾的产业

2-8-4法律的内容与执行

1-9-3全球环境问题

2-9-3西方文明的崛起与扩张

B2-科技信息与媒体

素养

社-J-B2具备科技伦

理的素养,理解科技

的发明和运用,皆与

法律、伦 理、道 德 等

息息相关

4-IV-3说明各种权利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及纷争解决的机制

4-IV-4说明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差异及

相互关系

6-IV-5探讨当前全球共同面对的环境课题,
以及可能的问题解决途径

6-IV-7关怀全球环境和人类共同福祉,并身

体力行

1-8-1民主与法治

2-9-5社会上经济事务的分工

2-7-3社会参与

4-9-7个人参与国际社会活动

C1-道德实践与公民

意识

社-J-C1体认尊重他

人和 适 度 妥 协 的 重

要性,并遵守法律规

范、关心公共事务与

实践公民义务

由各学科专家与课程学者共同讨论,并加以

发展

由各学科专家与课程学者共同讨论,并加以

发展
……

   注:本表修改自蔡清田、陈伯璋、陈延兴等的“基本教育课程发展指引草案拟议研究”。

特别是,要透过“学习重点”展现该学科的重要内涵,透过“学习表现”及“学习内容”呼应并紧扣

学科之核心素养,它们彼此具有呼应的关系。具体而言,“学习重点”宜包含“学习表现”与“学习内

容”双向细目表,而且此双向细目表能呼应核心素养。例如,“初中社会学习”领域若认为可以展

现/培养“道德实践与公民意识”,则从其学习重点双向细目表应该可以看出是哪一项“学习内容”或
“学习表现”能呼应“道德实践与公民意识”这一核心素养。换言之,“学习重点”,特别是“学习表现”
与“学习内容”的双向细目表,可引导学科课程设计、教材发展、教科书审查及学习评量,提供各学科

教材设计的弹性,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呼应关系。
“学习重点”双向细目表包含内容取向的“学习内容”与历程取向的“学习表现”两个面向,符合

对学习理念的分类,一般教师与家长及社会大众普遍能接受。而且,“学习重点”双向细目表为教育

人员与教师提供了课程设计的具体要素,兼顾课程设计的“目标模式”与“历程模式”。前者适合对

课程内容取向的“学习内容”之强调,后者则重视学生在课程历程取向的“学习表现”中所要达成的

认知、技能、情意目标。教科书的设计者与第一教学现场的教师不仅可以直接参考核心素养,还可

以参考具体的“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教科书的教材编写可在“学习重点”双向细目表中“弹性

发展”,亦即“学习重点”双向细目表中并没有硬性规定要如何对应,而是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与

交织设计。简言之,“学习重点”乃根据“核心素养”统整富有学科特色的认知、技能、情意之“学习内

容”与“学习表现”,它同时强调“核心素养”与“学习内容”及“学习表现”[4]。
“学习重点”可作为各学科垂直连贯与水平统整之核心要素,也可检核各学科“学习内容”与“学

习表现”之课程衔接及质量适切性。特别是各学科课程标准,可将“核心素养”具体转化为“学习重

点”。“学习重点”可作为该学科之定位要素:首先,“学习重点”是依据“学科核心素养”发展而来;其
次,“学习重点”聚焦于该学科所应强调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其三,“学习重点”具有连贯性,
可以年级与阶段的方式进行课程设计;其四,“学习重点”非常严谨,可与各学习阶段或学年的重要

“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进行紧密连结,可以界定该学科在特定学习阶段或学年应该学习的“学习

重点”;其五,“学习重点”系该学科之学习重点,是一系列串联群组,彼此具有紧密连结的关系,可以

是该学科范畴内依照学习阶段或学年呈现的纵向“垂直连贯”的阶梯目标,也可作为特定学习阶段

或学年的“学习目标”,能展现该学科的“预期学习结果”,并能呼应核心素养[5]。



三、“学习重点”的课程设计特色

“学习重点”由“学科核心素养”转化而来,并由“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两个向度组合交织而

成,可引导课程设计、教材发展、教科书审查及学习评量等。“学习重点”能展现该学科的重要内涵,
并能呼应核心素养。特别是“学习重点”双向细目表的架构方式,可为各学科的教材设计提供弹性。
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呼应关系,但所有的“学习表现”与
“学习内容”都应被涵盖。各学科教学用书编辑人员或学校教师可依不同学生的需求或学习阶段的

差异,弹性组合各学科的“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这有利于将课程标准内涵转化为实际教材,且
为学生提供更为适合的学习内容。要使各学科“学习重点”组成方式弹性化,可建立检核基准以落

实课程标准之精神与内涵,并可进行多元评量及学习诊断工具的研发,以及进行各学科“学习表现”
与“学习内容”组成与转化示例的研发。特别是“学习表现”,是指该学科的认知、技能、情意等“学习

表现”之水平,是指能呈现该学科中有关“非内容”面向的学习历程表现特质,且能呼应学科核心素

养。而“学习内容”可指出该学科的知识、能力、态度、价值等重要、关键、必要之学习内容,能呼应学

科核心素养,但无须像传统的教材大纲一样列出所有的教学材料[6]。“学习重点”具有垂直连贯性、
水平统整性、目标导向性等课程设计特色。

(一)垂直连贯性

设计“学习重点”时,可根据学生的学习发展,将整个学段区分为垂直连贯的不同阶段:小学一、
二年级为第一学习阶段,小学三、四年级为第二学习阶段,小学五、六年级为第三学习阶段,初中一

至三年级为第四学习阶段,高中一至三年级为第五学习阶段。换言之,“学习重点”具有阶段性,以
适应学生的不同发展阶段。“学科”内的学习阶段,均根据该学科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之发

展阶段而设计。“学习重点”涵盖五个关键学习阶段,可转化为基于学习阶段阶梯的“学习内容”与
“学习表现”,具有“循序渐进、垂直连贯”的特质,可进行学科课程的学习阶段阶梯之纵向垂直连结。

“学习重点”的垂直连贯性,有助于各学科课程内容的纵向连结[7],可达成学习重点的前后连

贯,避免出现断层或脱节的现象。换言之,“学习重点”可促进该学科课程的连贯设计,强化学习重

点难易度适切性,使各学习阶段课程内容实现垂直纵向衔接,避免出现脱节、断层和不必要的重复

情形。透过“学习重点”的连贯性设计,一方面不仅可实现学科内各学习阶段之间及各学习阶段之

内的“学习表现”垂直衔接,更可促进一到十二年级的“学习内容”循序渐进。此种“连贯性”使其具

有引导课程设计、教材发展、教科书审查及学习评量等,并配合教学加以实践的功能,可以有效处理

长久以来存在于中小学课程内容中的重复及难易度和知识量处理失当等问题。另一方面,更可依

据学习心理的连续发展原则及知识的专精分化程度,研订不同学习发展阶段“学习重点”之“学习内

容”与“学习表现”,有助于促进各领域课程的连贯性。特别是“学习重点”的课程设计,牵涉到“学习

内容”及“学习表现”等双股螺旋结构双向交叉统整设计的二维螺旋,可统整“学科知识”与“学科能

力”,透过“学习重点”指引“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的双向细目,协助学生在认知历程面向能由记

忆、理解、应用向分析、评鉴、创造等层次循序发展,技能面向由感知、准备状态、机械化向复杂的外

在反应、适应、独创等层次循序发展,情意面向由接受、反应、评价向重组、价值或品格的养成等层次

循序发展。特别是各学科课程的“学习重点”可以该学科的知识结构与逻辑次序进行设计。高中阶

段各学科“学习重点”可在初中基础上,适度区分初中与高中课程的深度与广度,并循序渐进、垂直

连贯、加深拓展,进而建构垂直连贯的课程体系。
(二)水平统整性

“学习重点”具有水平统整的特色,可以统整“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有助于规划各领域课程

的统整设计。“学习重点”的“水平统整性”,也代表“学习重点”具有“结构性”,它聚焦于该学科所强

调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学习内容”能涵盖该学科之重要事实、概念、原理原则、技能、态度



与后设认知等知识,是该学科重要的内容。学校、地方政府或出版社应依其专业需求与特性,将学

习内容进行适当转化,以发展适当教材。但“学习内容”是重要的核心内容,无须列出所有教学材

料,以保留教师补充教材的弹性空间。“学习表现”则是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概念,重视认知、情
意与技能之学习展现。如健康与体育领域“学习重点”的学习表现向度分为四个类别,分别为:(1)
认知,含“健康知识”“技能概念”“运动知识”“技能原理”四个次项目;(2)情意,含“健康觉察”“正向

态度”“学习态度”“运动欣赏”四个次项目;(3)技能,含“健康技能”“生活技能”“技能表现”“策略运

用”四个次项目;(4)行为,含“自我管理”“倡议倡导”“运动计划”“运动实践”四个次项目。其学习内

容向度分为九项主题,分别为:(1)生长、发展与体适能,含“生长、发育、老化与死亡”与“体适能”两
个次项目;(2)安全生活与运动防护,含“安全教育与急救”“药物教育”“运动伤害与防护”及“防卫性

运动”四个次项目;(3)群体健康与运动参与,含“健康环境”“运动知识”“水域休闲运动”“户外休闲

运动”及“其他休闲运动”五个次项目;(4)个人卫生与性教育,含“个人卫生与保健”与“性教育”两个

次项目;(5)人、食物与健康消费,含“人与食物”及“消费者健康”两个次项目;(6)身心健康与疾病预

防,含“健康心理”与“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两个次项目;(7)挑战性运动,含“田径”与“游泳”两个次

项目;(8)竞争性运动,含“网/墙性球类运动”“攻守入侵性球类运动”“目标性球类运动”与“守备跑

分性球类运动”四个次项目;(9)表现性运动,含“体操”“舞蹈”与“民俗性运动”三个次项目。普通型

高级中等学校加深拓展选修课程的主题为“健康与运动休闲”。
“学习重点”具有水平统整性,可以透过“学习重点”统整该学科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特

别是统整“学习内容”之知识、能力与态度及“学习表现”之认知、技能与情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两者所架构出来的“学习重点”双向细目表,将可以构成一个矩阵,而矩阵

中各单元教材的设计是具有弹性的。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可有一对一、
一对多或多对一等不同的呼应关系,应视不同学习阶段或学科的特性,呈现“学习内容”与“学习表

现”,并引导教科书编辑者透过“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双向分析表进行教材发展与教科书设计,
统整“学习内容”之知识、能力与态度及“学习表现”之认知、技能与情意,使其充分展现学科的课程

特色,并具有学科的独特学术造型。
(三)目标导向性

“学习重点”具有目标导向性。“学习重点”是“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转化成果,较“学科核心素

养”更为具体,可引导学生展现出各学习阶段的预期学习结果。特别是,“学习重点”的目标导向呈现

出阶梯状。换言之,学科之“学习重点”,是一系列串联群组的学习要素,具有紧密的纵向垂直连贯关

系,可在该学科范畴内,依学习阶段、学年学期、单元主题而加以进阶发展,成为“阶梯目标”。如学习

阶段、学年学期、单元主题的学习目标,可以具体描述或反映学习者获得知识、能力、态度等核心素养

的数量或质量目标,供教育人员据此进行课程规划、设计、实施与评量,促进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4]。
“学习重点”是“核心素养”的具体转化成果,是“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展现,呈现学生在各学习

阶段“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的预期学习成果,具有学习成果预期之特质。各学科可将“学科核心

素养”转化为“学习重点”,并透过“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实践该学科理念、实现该学科学习目

标。例如台湾少数民族语文“学习重点”之课程发展。它以台湾少数民族语文核心素养为基础,发
展出相呼应的“学习表现”及“学习内容”,以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核心,并以学生的族语文

字化能力发展为学习重点,以族语文字化能力的发展区分各学习阶段,依阶段分项叙写,但学校及

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及需求提供适性教学。“学习表现”包括聆听、说话、阅读、书写及综

合应用等五项能力;“学习内容”涵盖语文及文化等要素,透过民族语文的学习,使学习者能将其运

用于日常生活沟通,同时亦学习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以,“学习重点”系该学科之系列串联群组

的学习阶梯,具有紧密连结的关系,可在该学科范畴内依照学习阶段、学年、学期,进行具有目标导

向的纵向垂直连贯。



四、结 语

综上,可依据学科核心素养进一步转化发展“学习重点”,并透过“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组合

交织而成的课程设计,呈现所欲达成核心素养的知识、能力、态度之“学习内容”及认知、技能、情意

之“学习表现”。特别是“学习重点”,具有垂直连贯性、水平统整性、目标导向性等课程设计的特色,
可以建立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学习表现之学习历程阶梯与学习内容之学科知识逻辑结构,可
以指引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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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andCharacteristicofLearningKeyPointsinCoreCompetencies

Ching-tienTSAI
(CollegeofEducation,ChungChengUniversity,Chiayi10621,Taiwan,China)

Abstract:Onthebasisofdiscussingtheconceptandnatureofcorequalitylearning,thispaperana-
lyzeditscharacteristicsincurriculumdesign.Firstlyfortheconceptandmeaningof“learningkey
points”,itdevelopedunderboththeconceptsof“disciplinecorecompetence”and“corecompetence”.
Secondlytheauthorexploredthatthenatureof“disciplinelearningkeypoints”wasdevelopedfrom
“disciplinecorecompetence”inindividualsubject.Thirdlytheauthorarguedthattheverticalcoher-
ence,horizonalintegrationandgoal-orientedwerethemajorcharacteristicof“disciplinelearningkey
points”incurriculumdesign.
Keywords:keypointsinadiscipline;corecompetenciesofadiscipline;learningkeypoints;corecom-
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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