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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理念 

語文是社會溝通與互動的媒介，也是文化的載體。語文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溝通與理

性思辨的知能，奠定適性發展與終身學習的基礎，幫助學生了解並探究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

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理解。 

國語文教育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分為五個學習階段。位居於第五學習階段的技術型

高級中等學校國語文教育，除了承接前四階段，持續拓展「文字篇章、文本表述、文化內涵」

等學習內容，提高學生「聆聽、口語表達、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各方面學習表現，也是

開啟人文視野和美感經驗的樞紐；此外，國語文是各種職業能力的基礎，既是獲取專業知識

和跨領域學習的橋樑，亦有助於造就技能與才識兼備的優質人才。 

貳、教育目標及課程目標 

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目標 

（一）涵養核心素養，形塑現代公民。 

（二）強化基礎知識，導向終身學習。 

（三）培養專業技能，符應產業需求。 

（四）陶冶道德品格，提升個人價值。 

二、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目標 

（一）掌握學習國語文的基本方法，建立發展國語文能力應具備的知識。 

（二）透過聆聽、閱讀掌握各類文本表述的要素，並運用於口語表達與寫作，使學生能

發展思考和見解，注重理性和感性的溝通。 

（三）理解古今多元文化，進行議題探究與思辨，以形成面對生活、社會、職場的反省

力與創造力。 

（四）認識國語文在智慧傳遞、文化創新上的價值，借助於當代科技，啟發學習動能，

善用以國語文開拓眼界、關懷並改善世界的力量。 

參、時間分配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必修 16 學分，其配置為： 

課程 

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建 議 授 課 年 段 與 學 分 配 置 

備       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名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16 3 3 3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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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核心素養 

下表係依循《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結合國語文科目之基本理念與課程

目標後，在國語文科目內的具體展現。「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表參考示

例」詳參附錄一。 

總綱

核心

素養

面向 

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說明 

語文領域-國語文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教育 

(E) 

國民中學教育 

(J) 

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教育 

(V-U) 

A
自
主
行
動 

A1 

身心素質 

與 

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

發展的素質，

擁有合宜的人

性 觀 與 自 我

觀，同時透過

選擇、分析與

運用新知，有

效規劃生涯發

展，探尋生命

意義，並不斷

自我精進，追

求至善。 

國-E-A1  

認識國語文的重

要性，培養國語

文的興趣，能運

用國語文認識自

我、表現自我，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 

國-J-A1  

透過國語文的學

習，認識生涯及

生命的典範，建

立正向價值觀，

提高語文自學的

興趣。 

國V-U-A1 

透過國語文學

習，培養健康適

性的價值觀與人

生態度，進而開

發潛能，實踐終

身學習。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具 備 問 題 理

解、思辨分析、

推理批判的系

統思考與後設

思考素養，並

能 行 動 與 反

思，以有效處

理 及 解 決 生

活、生命問題。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

習，掌握文本要

旨、發展學習及

解決問題策略、

初探邏輯思維，

並透過體驗與實

踐，處理日常生

活問題。 

國-J-A2  

透過欣賞各類文

本，培養思辨的

能力，並能反思

內容主題，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有效處理問題。 

國V-U-A2 

透過國語文學

習，探索生活現

象，提升觀察、思

辨的深度與廣

度，進而反思當

代課題的解決策

略。 

A3 

規劃執行 

與 

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

行 計 畫 的 能

力，並試探與

發展多元專業

知能、充實生

活經驗，發揮

創新精神，以

因 應 社 會 變

遷、增進個人

的 彈 性 適 應

力。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

生活經驗，學習

有步驟的規劃活

動和解決問題，

並探索多元知

能，培養創新精

神，以增進生活

適應力。 

國-J-A3 

運用國語文能力

吸收新知，並訂

定計畫、自主學

習，發揮創新精

神，增進個人的

應變能力。 

國V-U-A3 

運用國語文，發

展融合傳統與創

新的規劃與執行

力，培育兼具人

文素養及專業能

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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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

核心

素養

面向 

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說明 

語文領域-國語文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教育 

(E) 

國民中學教育 

(J) 

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教育 

(V-U) 

B
溝
通
互
動 

B1 

符號運用 

與 

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

用語言、文字、

數理、肢體及

藝術等各種符

號進行表達、

溝通及互動，

並能瞭解與同

理他人，應用

在日常生活及

工作上。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

文在日常生活中

學習體察他人的

感受，並給予適

當的回應，以達

成溝通及互動的

目標。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

達意，增進閱讀

理解，進而提升

欣賞及評析文本

的能力，並能傾

聽他人的需求、

理解他人的觀

點，達到良性的

人我溝通與互

動。 

國V-U-B1 

運用國語文建立

有效的人際溝

通，進行辭意通

達、架構完整的

語言文字表達，

並能透過閱讀鑑

賞，與自我生命、

社會脈動對話。 

B2 

科技資訊 

與 

媒體素養 

具 備 善 用 科

技、資訊與各

類 媒 體 之 能

力，培養相關

倫理及媒體識

讀的素養，俾

能分析、思辨、

批 判 人 與 科

技、資訊及媒

體之關係。 

國-E-B2 

理解網際網路和

資訊科技對學習

的重要性，藉以

擴展語文學習的

範疇，並培養審

慎使用各類資訊

的能力。 

國-J-B2 

運用科技、資訊

與各類媒體所提

供的素材，進行

檢索、統整、解釋

及省思，並轉化

成生活的能力與

素養。 

國V-U-B2 

能解讀詮釋訊息

的意義與觀點，

靈活適切的結合

文字與科技媒

體，培養資訊倫

理，提升思辨能

力及專業知能。 

B3 

藝術涵養 

與 

美感素養 

具 備 藝 術 感

知、創作與鑑

賞能力，體會

藝 術 文 化 之

美，透過生活

美學的省思，

豐 富 美 感 體

驗，培養對美

善的人事物，

進行賞析、建

構與分享的態

度與能力。 

國-E-B3 

運用多重感官感

受文藝之美，體

驗生活中的美感

事物，並發展藝

文創作與欣賞的

基本素養。 

國-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

相關藝術的能

力，並培養創作

的興趣，透過對

文本的反思與分

享，印證生活經

驗，提升審美判

斷力。 

國 V-U-B3 

能以豐富的文化

藝術涵養，陶冶

優雅氣質，並將

人文視野融入專

業領域，強調技

能與人性合一，

塑造美好的生活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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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

核心

素養

面向 

總綱 

核心素養 

項目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說明 

語文領域-國語文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教育 

(E) 

國民中學教育 

(J) 

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教育 

(V-U) 

C
社
會
參
與 

C1 

道德實踐 

與 

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

的素養，從個

人小我到社會

公民，循序漸

進，養成社會

責任感及公民

意識，主動關

注公共議題並

積極參與社會

活動，關懷自

然生態與人類

永續發展，而

展現知善、樂

善與行善的品

德。 

國-E-C1 

閱讀各類文本，

從中培養是非判

斷的能力，以了

解自己與所處社

會的關係，培養

同理心與責任

感，關懷自然生

態與增進公民意

識。 

國-J-C1 

閱讀各類文本，

從中培養道德

觀、責任感、同理

心，並能觀察生

活環境，主動關

懷社會，增進對

公共議題的興

趣。 

國 V-U-C1 

在國語文學習中

建立倫理道德觀

念、公民意識與

社會責任，主動

參與公共事務，

進而體認文明的

價值。 

C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

際情懷及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並

發展與人溝通

協調、包容異

己、社會參與

及服務等團隊

合作的素養。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

能適切運用語文

能力表達個人想

法，理解與包容

不同意見，樂於

參與學校及社區

活動，體會團隊

合作的重要性。 

國-J-C2 

在國語文學習情

境中，與他人合

作學習，增進理

解、溝通與包容

的能力，在生活

中建立友善的人

際關係。 

國 V-U-C2 

善用語文的表意

功能和溝通技

巧，強化職能發

展與人際關係，

並能透過群體間

的分享學習，建

立包容、關懷、合

作的精神。 

C3 

多元文化 

與 

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

認同的信念，

並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積

極關心全球議

題 及 國 際 情

勢，且能順應

時代脈動與社

會需要，發展

國際理解、多

元文化價值觀

與世界和平的

胸懷。 

國-E-C3 

閱讀各類文本，

培養理解與關心

本土及國際事務

的基本素養，以

認同自我文化，

並能包容、尊重

與欣賞多元文

化。 

國-J-C3 

閱讀各類文本，

探索不同文化的

內涵，欣賞並尊

重各國文化的差

異性，了解與關

懷多元文化的價

值與意義。 

國 V-U-C3 

透過國語文學

習，了解、欣賞不

同族群的文化特

質，並順應時代

脈動，立足本土，

放眼全球，具備

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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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習重點 

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開展組成。文字篇章、文本表述、文化內涵的

各個主題範疇，均透過聆聽、口語表達、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五種表現類別，發展學習

歷程，顯現學習成效。 

「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表參考示例」（詳參附錄一）乃為使學習重

點與核心素養能夠相互呼應，且透過學習重點落實本科目核心素養，並引導跨領域/科目的課

程設計，增進課程發展的嚴謹度。 

「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詳參附錄二）乃為豐富本科目的學習，促進核心素養的

涵育，使各項議題可與國語文的學習重點適當結合。 

一、學習表現 

國語文之學習表現分為「聆聽」、「口語表達」、「標音符號與運用」、「識字與寫字」、「閱

讀」與「寫作」六個類別，代碼標號如下表所列： 

類別 代碼 

聆聽 1 

口語表達 2 

標音符號與運用 
3 

（適用於第一、二學習階段） 

識字與寫字 4 

閱讀 5 

寫作 6 

編碼說明，第一碼為「類別」，以阿拉伯數字編號。第二碼為「學習階段」，以羅馬數字

編號，Ⅰ代表第一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1-2 年級）；Ⅱ代表第二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3-4 年級）；

Ⅲ代表第三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5-6 年級）；Ⅳ代表第四學習階段（國民中學 7-9 年級）；Ⅴ

代表第五學習階段（高級中等學校 10-12 年級）。第三碼則為「流水號」。 

類別 學習表現 

1.聆聽 

1-V-1 能養成良好的聆聽態度，擷取完整資訊。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認知，啟發解決問題的思辨能力。 

1-V-3 能適切掌握講者的核心內容，增進溝通能力。 

1-V-4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聆聽學習的效果。 

2.口語表達 

2-V-1 能清楚瞭解說話的目的、對象、場合，恰如其分的表達。 

2-V-2 能運用合宜的表情和語氣，呈現內心情感，使表達內容具有感染

力和說服力。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過表情、肢體語言的組織技巧，條理清晰

的表達個人觀點。 

2-V-4 能利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詳細的口頭報告、發表評

論或演說。 

4.識字與寫字 
4-V-1 能因應日常或文化接觸，透過自主學習儲備識字量。 

4-V-2 能具備文字結構、書體字型的認知，應用於書寫需求。 

5.閱讀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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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學習表現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

度，增進思辨與博學的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

掌握當代課題。 

5-V-4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表達與資訊互動的應用與解決能力。 

6.寫作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養成良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增加人

文美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力，整理並記錄個人生命經驗，展現具有

風格與價值觀的作品。 

6-V-3 能使用流暢、優美的文字寫作，提昇語文在生活與職場的應用能

力。 

6-V-4 能使用電腦編輯作品，透過寫作分享生活、學習和專業成長的多

元經驗。 

二、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分為「文字篇章」、「文本表述」、「文化內涵」三大主題。「文字篇章」先從語言

運用的單位揭示「字詞→句段→篇章」三層序列，涵蓋口頭語、書面語及影音圖像。「文本表

述」則依據「文字篇章」的表意功能，掌握各類文本特徵，並內化為表達能力；「文字篇章」

及「文本表述」的學習內容應包括「閱聽理解」和「說寫創造」。「文化內涵」即是文化學習，

旨在透過學習活動中的理解和實作，認識本國文學、思想及相關的人類文明。 

編碼說明，第一碼為「主題及項目」，以大寫英文及小寫英文編號： 

主題 主題代碼 項目 項目代碼 

文字篇章 A 

標音符號 
Aa 

（適用於第一、二學習階段） 

字詞 Ab 

句段 Ac 

篇章 Ad 

文本表述 B 

記敘文本 Ba 

抒情文本 Bb 

說明文本 Bc 

議論文本 Bd 

應用文本 Be 

文化內涵 C 

物質文化 Ca 

社群文化 Cb 

精神文化 Cc 

第二碼為「學習階段」，以羅馬數字編號，Ⅰ代表第一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1-2 年級）；

Ⅱ代表第二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3-4 年級）；Ⅲ代表第三學習階段（國民小學 5-6 年級）；Ⅳ

代表第四學習階段（國民中學 7-9 年級）；Ⅴ代表第五學習階段（高級中等學校 10-12 年級）。

第三碼則為「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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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項目 學習內容 

A 文字篇章 

Ab 字詞 

Ab-V-1 字形和字音。 

Ab-V-2 字詞的意義和使用。 

Ab-V-3 詞的組成方式。 

Ac 句段 
Ac-V-1 句的意義。 

Ac-V-2 常用的句型。 

Ad 篇章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2 篇章的組織。 

Ad-V-3 篇章的表現。 

B 文本表述 

Ba 記敘文本 

Ba-V-1 記敘的元素。 

Ba-V-2 敘述方式。 

Ba-V-3 摹寫手法。 

Bb 抒情文本 
Bb-V-1 情志的抒發與省思。 

Bb-V-2 物我相應的表現手法。 

Bc 說明文本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Bd 議論文本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Be 應用文本 
Be-V-1 應用文本的格式。 

Be-V-2 應用文本的表達要領。 

C 文化內涵 

Ca 物質文化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Cb 社群文化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Cc 精神文化 
Cc-V-1 文類（各時代文本）、文學史、思想流派認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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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要點 

一、課程發展 

國語文的課程發展，應以核心素養為導向，著重人格修養、文化陶冶及藝術鑑賞的培養，

以自發、互動、共好為學習原則。課程發展應提供彈性多元的學習課程，以利學生適性發展，

並支持老師的創意教學。依據國語文的學科特性及發展趨勢，課程設計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自主行動：提升國語文素養及思辨能力，啟發學生自主學習，運用邏輯思考解決問題；

並具備創造力與行動力，以期學生在社會情境中，能自我管理，採取適切行動，提升

身心素質，裨益自我精進。課程設計應適切的融入如生命、閱讀素養、品德、生涯規

劃等議題。 

（二）溝通互動：激發學生運用語言文字以表情達意，在生活中達成有效的溝通；並重視不

同領域或群科間的統整，以及各教育階段間的縱向銜接。課程設計應適切的融入如性

別平等、科技、資訊、家庭教育、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 

（三）社會參與：透過國語文學習以提升人文素養、公民意識，引導學生關心公共議題，欣

賞不同族群的多元文化特質，培養良好的互動素養，強化職能發展，提升生活品質及

國際視野。課程設計應適切的融入如人權、環境、海洋、法治、科技、能源、安全、防

災、多元文化等議題。 

（四）適性發展：為涵養學生配合專業群科需求與學習地域發展的特性，應針對校園特有的

文化，依學生需求，規劃開設多元的國語文校訂課程，設定適性發展的學習目標，引

導學生多元學習，發展潛力。 

二、教材編選 

國語文教材除教科書外，包含各種形式教學資源，如圖書、物件、數位影音教材等。教

材的編選原則如下： 

（一）課文的選材應具有語文訓練、文藝欣賞、理性思辨及精神陶冶等價值，藉以累積文字

篇章、文本表述、文化內涵三層次的學習內容。各冊宜把握國語文基本素養的要求，

按文字深淺、內容性質或文體文類，作有系統的編排。 

（二）課文宜附有題解、作者、注釋、課文賞析、問題討論及練習或評量等項目︰ 

1.題解宜包括文類、主旨、寫作背景等說明。 

2.作者介紹宜言簡意賅、條理明確，與課文配合。 

3.注釋以字、詞、句意解釋為原則，不宜羅列過多艱澀的典故。 

4.課文賞析宜著重鑑賞，運用簡要語言分析篇章結構、文字技巧及作品風格。 

5.問題討論宜引導學生的情意認知，培養多元觀點，提升思辨及表達能力。 

6.每單元宜附適當的練習或評量之教材，並和國語文課程各階段縱向銜接，以獲得統整的

知能。 

（三）課文須重視橫向統整，強化與各群科學習內容的連結，以協助學生探索未來職涯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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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文宜兼顧傳統與當代範疇，重視語文與人文的關聯，並適切的融入性別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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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以培養關懷社

會的素養與能力。教材編選若遇與原住民族之相關作品時，應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 條及第 20 條立法精神為之。 

（五）教材所附的教師手冊、輔助教材與教具等宜依上述原則編排，並深入補充寫作背景、

作者生平、生字難詞辨析、課文深究與鑑賞等。 

（六）課文宜包含現代文選、古典文選、現代詩歌選、古典詩歌選、文化經典選，編選建議

如下： 

現代文選 

一、每冊依學分數酌選若干課。 

二、選文以臺灣作家的作品為主，兼及世界華文作家作品、外文翻譯

作品。 

三、選文可包含散文、小說或其他多元體類。 

四、每冊宜增選 2 至 4 篇課文，提供學生自學。 

古典文選 

一、每冊依學分數酌選若干課。 

二、選文可包含散文、小說、筆記等。 

三、推薦 14 篇於附錄三，供編選參考。 

現代詩歌選 

一、每學年至少選 1 課。 

二、選文以臺灣作家的作品為主，兼及世界華文作家作品、外文翻譯

作品。 

古典詩歌選 
一、每學年至少選 1 課。 

二、選文可包含古、近體詩及詞、曲，兼及臺灣詩作。 

文化經典選 
一、每冊應選 1 課文化經典，選材範圍應具時代、思想流派及文體之

多樣性。 

（七）古典文選、古典詩歌選及古典文化經典選三學年平均佔 35%〜45%，各冊可依學生學

習能力酌量增減。 

（八）課外讀物的選材，宜求文字難易適中，內容賅博周洽，思想新穎深刻，文學樣式多元，

參考提升閱讀素養的議題，使學生能培養自學能力，以作為課文教學的補充。 

三、教學實施 

教師應依據課程目標、教學綱要、學生能力與教學資源，採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達成

教學的預期成效。在教學過程中宜注意「同時學習」原則，不僅要達成各單元的認知及技能

目標，也應培養學生的敬業精神和職業道德；更應運用多元、靈活、彈性的課程教學法，以

學生為學習中心，達到有效教學，並健全國語文課程的核心素養。 

（一）語言性教學方法 

1.講授法︰包括講述、講解、講讀、講演、講評五種方式。 

2.提問法：又稱回答法，是通過師生交談以傳播和學習知識的方法。 

3.讀書指導法︰指導學生獨立閱讀，能提出問題，摘要重點，進而提升自學能力。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E%B2%E6%8E%88%E6%B3%95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7%AE%E7%AD%94%E6%B3%95
http://www.zwbk.org/MyLemmaInter.aspx?zh=zh-tw&title=%e5%9b%9e%e7%ad%94%e6%b3%95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F%BB%E4%B9%A6%E6%8C%87%E5%AF%BC%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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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觀性教學方法 

1.演示法︰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以實物或教具進行演示。 

2.參觀法︰結合所學的內容，帶領學生參觀博物館或相關場所。 

3.欣賞法︰融入影片欣賞、媒體、數位資訊等學習。 

（三）實踐性教學方法  

1.練習法︰以形成學生的技能、技巧或行為習慣等實際訓練為主要形式的教學方法。 

﹙1﹚口說練習：藉由口語表達，培養摘要能力。 

﹙2﹚作文練習：以聽說讀寫的綜合呈現，達到認知、技能及情意等行為目標。 

2.發表法：引導學生參與老師設定的教學情境，讓學生發掘自我的真正感受和個人價值觀，

使個人潛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3.科技資源的應用：以數位科技資源為媒介，訓練學生「做中學」，發現並解決問題。 

（四）研究性教學方法 

研究性教學方法，具有探討、商榷、深化的特點，是以學生集體討論或自我發現等為主

要形式的教學方法。 

1.討論法：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以全班或小組爲單位，針對教材的中心問題，各抒己見，

通過討論或辯論活動，獲得知識或鞏固知識的教學方法。 

2.發現法：藉由學生過去的經驗或是概念重新組織以獲得新的認知。主要教學方式是藉由

問題討論，引導學習者從舊認知架構中衍生、擴充，從而建立新知。 

3.自學輔導法：藉由課後思考性題目，讓學生能以自主學習的方式尋找答案，以培養靈活

的思辨力，提升素質，拓展視野。 

四、教學資源 

包括各種形式的教材與圖儀設備，如各研究機構、社區、產業、民間組織所研發的資源，

以及各界人力資源等。為使國語文課程有效的進行教學活動，學校的教學資源宜注意以下原

則︰ 

（一）培養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 

1.參考工具書：與國語文教學有關的百科全書、叢書、字典、辭典、書目、索引及電子工

具書。 

2.一般用書：與國語文教學有關的典籍及古今中外文學名著。 

3.期刊雜誌：與國語文教學有關的資料。 

4.網路資源：與國語文教學有關的資料。 

（二）提升文學、文化的鑑賞能力 

文學、文化名著閱讀可由各校國語文教學研究會自選教材，以切合群科的核心素養為佳。 

（三）國語文教學設備及教學物品數量宜滿足教學所需，並逐年充實圖書館（室）相關圖書、

視聽資料、電子資源及各種教學媒材等，以利教師進行教學，有效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C%94%E7%A4%BA%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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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善用與國語文課程相關的網路及交流平台，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及相互觀摩的機會。 

五、學習評量 

教師應收集有關學生學習的相關資料，進行資訊的整理與解讀，以尋求教學的改進或延

續發展。評量內容應兼顧記憶、理解、分析、綜合、鑑賞、應用及情意感悟的表現，原則如

下： 

（一）教學宜兼顧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與診斷性評量等學習評量。 

（二）學習評量應兼顧認知、情意、技能三層面及各領域、學科的核心能力與內涵。 

（三）學習評量應參照學習目標、教材性質與學生個別差異，採用適當而多樣的評量方法。 

（四）教師宜強化高層次認知思考，以培養學生論證、審辨、批判性和創造性的思考能力。 

（五）評量方法：綜合口試、筆試、作品、演練、講演、分組報告及學習態度等各方面的整體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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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附錄一：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表參考示例 

本表以核心素養為基準，標列相呼應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 語文領域-國語文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

認知，啟發解決問題的

思辨能力。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

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擴

展閱讀視野。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

力，欣賞及應用各種文

學作品、文字資訊，掌

握當代課題。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賞，養成良好的寫作態

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

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

力，整理並記錄個人生

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

與價值觀的作品。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3 篇章的表現。 

國 V-U-A1 

透過國語文學習，培養健康

適性的價值觀與人生態度，

進而開發潛能，實踐終身學

習。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

認知，啟發解決問題的

思辨能力。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

過表情、肢體語言的組

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

達個人觀點。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

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擴

展閱讀視野。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

力，欣賞及應用各種文

學作品、文字資訊，掌

握當代課題。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賞，養成良好的寫作態

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

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

力，整理並記錄個人生

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

與價值觀的作品。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3 篇章的表現。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國 V-U-A2 

透過國語文學習，探索生活

現象，提升觀察、思辨的廣度

與深度，進而反思當代課題

的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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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 語文領域-國語文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

認知，啟發解決問題的

思辨能力。 

1-V-3 能適切掌握講者的核

心內容，增進溝通能

力。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

過表情、肢體語言的組

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

達個人觀點。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

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擴

展閱讀視野。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

力，欣賞及應用各種文

學作品、文字資訊，掌

握當代課題。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賞，養成良好的寫作態

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

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

力，整理並記錄個人生

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

與價值觀的作品。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3 篇章的表現。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國 V-U-A3 

運用國語文，發展融合傳統

與創新的規劃與執行力，培

育兼具人文素養及專業能力

的人才。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

認知，啟發解決問題的

思辨能力。 

1-V-3 能適切掌握講者的核

心內容，增進溝通能

力。 

2-V-1 能清楚瞭解說話的目

的、對象、場合，恰如

其分的表達。 

2-V-2 能運用合宜的表情和

語氣，呈現內心情感，

使表達內容具有感染

力和說服力。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

過表情、肢體語言的組

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

達個人觀點。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

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擴

Ab-V-1 字形和字音。 

Ab-V-2 字詞的意義和使用。 

Ab-V-3 詞的組成方式。 

Ac-V-1 句的意義。 

Ac-V-2 常用的句型。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2 篇章的組織。 

Ad-V-3 篇章的表現。 

Ba-V-2 敘述方式。 

Ba-V-3 摹寫手法。 

Bb-V-1 情志的抒發與省思。 

Bb-V-2 物我相應的表現手

法。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Ca-V-1 食、衣、住、行等物

質文化認知。 

國 V-U-B1 

運用國語文建立有效的人際

溝通，進行辭意通達、架構完

整的語言文字表達，並能透

過閱讀鑑賞，與自我生命、社

會脈動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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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 語文領域-國語文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

述方式、主旨、取材、

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

度，增進思辨與博學的

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

力，欣賞及應用各種文

學作品、文字資訊，掌

握當代課題。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賞，養成良好的寫作態

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

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

力，整理並記錄個人生

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

與價值觀的作品。 

6-V-3 能使用流暢、優美的文

字寫作，提昇語文在生

活與職場的應用能力。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

化認知。 

Cc-V-1 文類（各時代文本）、

文學史、思想流派認

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

化認知。 

1-V-1 能養成良好的聆聽態

度，擷取完整資訊。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

認知，啟發解決問題的

思辨能力。 

1-V-3 能適切掌握講者的核

心內容，增進溝通能

力。 

1-V-4 能結合科技與資訊，提

升聆聽學習的效果。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

過表情、肢體語言的組

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

達個人觀點。 

2-V-4 能利用電子科技，統整

訊息的內容，作詳細的

口頭報告、發表評論或

演說。 

4-V-1 能因應日常或文化接

觸，透過自主學習儲備

識字量。 

4-V-2 能具備文字結構、書體

字型的認知，應用於書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2 篇章的組織。 

Ad-V-3 篇章的表現。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Be-V-1 應用文本的格式。 

Be-V-2 應用文本的表達要

領。 

Ca-V-1 食、衣、住、行等物

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

化認知。 

Cc-V-1 文類（各時代文本）、

文學史、思想流派認

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

化認知。 

國 V-U-B2 

能解讀詮釋訊息的意義與觀

點，靈活適切的結合文字與

科技媒體，培養資訊倫理，提

升思辨能力及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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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 語文領域-國語文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寫需求。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

力，欣賞及應用各種文

學作品、文字資訊，掌

握當代課題。 

5-V-4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

語文表達與資訊互動

的應用與解決能力。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賞，養成良好的寫作態

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

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

力，整理並記錄個人生

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

與價值觀的作品。 

6-V-4 能使用電腦編輯作品，

透過寫作分享生活、學

習和專業成長的多元

經驗。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

認知，啟發解決問題的

思辨能力。 

2-V-2 能運用合宜的表情和

語氣，呈現內心情感，

使表達內容具有感染

力和說服力。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

過表情、肢體語言的組

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

達個人觀點。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

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擴

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

述方式、主旨、取材、

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

度，增進思辨與博學的

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

力，欣賞及應用各種文

學作品、文字資訊，掌

握當代課題。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3 篇章的表現。 

Bb-V-1 情志的抒發與省思。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Ca-V-1 食、衣、住、行等物

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

化認知。 

Cc-V-1 文類（各時代文本）、

文學史、思想流派認

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

化認知。 

國 V-U-B3 

能以豐富的文化藝術涵養，

陶冶優雅氣質，並將人文視

野融入專業領域，強調技能

與人性合一，塑造美好的生

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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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 語文領域-國語文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賞，養成良好的寫作態

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

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

力，整理並記錄個人生

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

與價值觀的作品。 

6-V-3 能使用流暢、優美的文

字寫作，提昇語文在生

活與職場的應用能力。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

認知，啟發解決問題的

思辨能力。 

1-V-3 能適切掌握講者的核

心內容，增進溝通能

力。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

過表情、肢體語言的組

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

達個人觀點。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

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擴

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

述方式、主旨、取材、

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

度，增進思辨與博學的

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

力，欣賞及應用各種文

學作品、文字資訊，掌

握當代課題。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賞，養成良好的寫作態

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

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

力，整理並記錄個人生

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

與價值觀的作品。 

6-V-3 能使用流暢、優美的文

字寫作，提昇語文在生

活與職場的應用能力。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3 篇章的表現。 

Ba-V-1 記敘的元素。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

化認知。 

國 V-U-C1 

在國語文學習中建立倫理道

德觀念、公民意識與社會責

任，主動參與公共事務，進而

體認文明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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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 語文領域-國語文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V-3 能適切掌握講者的核

心內容，增進溝通能

力。 

2-V-1 能清楚瞭解說話的目

的、對象、場合，恰如

其分的表達。 

2-V-2 能運用合宜的表情和

語氣，呈現內心情感，

使表達內容具有感染

力和說服力。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

過表情、肢體語言的組

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

達個人觀點。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賞，養成良好的寫作態

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

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

力，整理並記錄個人生

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

與價值觀的作品。 

6-V-3 能使用流暢、優美的文

字寫作，提昇語文在生

活與職場的應用能力。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2 篇章的組織。 

Ad-V-3 篇章的表現。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Be-V-1 應用文本的格式。 

Bb-V-2 物我相應的表現手

法。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

化認知。 

國 V-U-C2 

善用語文的表意功能和溝通

技巧，強化職能發展與人際

關係，並能透過群體間的分

享學習，建立包容、關懷、合

作的精神。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

認知，啟發解決問題的

思辨能力。 

1-V-3 能適切掌握講者的核

心內容，增進溝通能

力。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

過表情、肢體語言的組

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

達個人觀點。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

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擴

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

述方式、主旨、取材、

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

度，增進思辨與博學的

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

Ab-V-1 字形和字音。 

Ab-V-2 字詞的意義和使用。 

Ab-V-3 詞的組成方式。 

Ac-V-1 句的意義。 

Ac-V-2 常用的句型。 

Ad-V-1 篇章的意義。 

Ad-V-3 篇章的表現。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Ca-V-1 食、衣、住、行等物

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

化認知。 

Cc-V-1 文類（各時代文本）、

文學史、思想流派認

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

化認知。 

國 V-U-C3 

透過國語文學習，了解、欣賞

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質，並順

應時代脈動，立足本土，放眼

全球，具備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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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重點 語文領域-國語文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力，欣賞及應用各種文

學作品、文字資訊，掌

握當代課題。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

賞，養成良好的寫作態

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

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

力，整理並記錄個人生

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

與價值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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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 

壹、前言 

「議題」係基於社會發展需要、普遍受到關注，且期待學生應有所理解與行動的一些課

題，其攸關現代生活、人類發展與社會價值，具時代性與前瞻性，且常具高度討論性與跨學

門性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本乎總綱「自發」、「互動」及「共好」之基本理念，為與社會

脈動、生活情境緊密連結，以議題教育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學生面對

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並能追求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平正義與永續發展等核心價值。 

依《總綱》「實施要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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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各領域/科目可發揮課程與教學之創意與特

色，依需求適切融入，不受限於上述議題。同時隨著社會的變遷與時代的推移，議題內涵亦

會發生改變或產生新議題，故學校宜對議題具備高度敏覺性，因應環境之變化，活化與深化

議題內涵，並依學生的身心發展，適齡、適性地設計具創新、前瞻與統整之課程計畫。 

為促進議題教育功能之發揮，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已進行《總綱》所列議題之適切

轉化與統整融入。學校、教師及教材研發、出版與審查等相關教育人員應依循各領域/科目「課

程綱要」內容，並參考本說明，落實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之責任。學校亦可於彈性學習課程/

時間及校訂課程中據以規劃相關議題，將議題的精神與價值適切融入學校組織規章、獎懲制

度及相關活動，以形塑校園文化，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議題教育的實施包含正式與非正式課程，學校課程的發展與教材編選應以學生經驗為中

心，選取生活化教材。在掌握議題之基本理念與不同教育階段之實質內涵下，連結領域/科目

內容，以問題覺知、知識理解、技能習得及實踐行動等不同層次循序引導學生學習，發展教

材並編輯教學手冊。教師教學時，除涵蓋於領域/科目之教材內容外，可透過領域/科目內容之

連結、延伸、統整與轉化，進行議題之融入，亦可將人物、典範、習俗或節慶等加入教材，或

採隨機教學，並於作業、作品、展演、參觀、社團與團體活動中，以多元方式融入議題。經由

討論、對話、批判與反思，使教室成為知識建構與發展的學習社群，增進議題學習之品質。 

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應提供資源以落實議題融入教育，有關《總綱》所列各項議題之完整

內涵說明與融入方式等，可參閱「議題融入說明手冊」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各領

域/科目之課程手冊。 

貳、議題學習目標 

為使各領域/科目課程能適切進行議題融入，並落實教育相關法律及國家政策綱領，以下

臚列十九項議題之學習目標，提供學校及教師於相關課程或議題教學時進行適切融入，以與

領域/科目課程作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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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目標 

性別平等教育 1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

力關係；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異；付諸

行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人權教育 2 
了解人權存在的事實、基本概念與價值；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念；增強對

人權的感受與評價；養成尊重人權的行為及參與實踐人權的行動。 

環境教育 3 

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探究氣候變遷、資

源耗竭與生物多樣性消失，以及社會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思考個人發

展、國家發展與人類發展的意義；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海洋教育 4 
體驗海洋休閒與重視戲水安全的親海行為；了解海洋社會與感受海洋文

化的愛海情懷；探究海洋科學與永續海洋資源的知海素養。 

科技教育 5 
具備科技哲學觀與科技文化的素養；激發持續學習科技及科技設計的興

趣；培養科技知識與產品使用的技能。 

能源教育 6 
增進能源基本概念；發展正確能源價值觀；養成節約能源的思維、習慣和

態度。 

家庭教育 7 

具備探究家庭發展、家庭與社會互動關係及家庭資源管理的知能；提升積

極參與家庭活動的責任感與態度；激發創造家人互動共好的意識與責任，

提升家庭生活品質。 

原住民族教育 8 
認識原住民族歷史文化與價值觀；增進跨族群的相互了解與尊重；涵養族

群共榮與平等信念。 

品德教育 
增進道德發展知能；了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議題；養成知善、樂善與行

善的品德素養。 

生命教育 
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的能力與情意；增進知行合

一的修養。 

法治教育 
理解法律與法治的意義；習得法律實體與程序的基本知能；追求人權保障

與公平正義的價值。 

資訊教育 
增進善用資訊解決問題與運算思維能力；預備生活與職涯知能；養成資訊

社會應有的態度與責任。 

安全教育 
建立安全意識；提升對環境的敏感度、警覺性與判斷力；防範事故傷害發

生以確保生命安全。 

防災教育 
認識天然災害成因；養成災害風險管理與災害防救能力；強化防救行動之

責任、態度與實踐力。 

生涯規劃教育 
了解個人特質、興趣與工作環境；養成生涯規劃知能；發展洞察趨勢的敏

感度與應變的行動力。 

多元文化教育 
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養成尊重差異與追求實質平等的跨文化素養；

維護多元文化價值。 

閱讀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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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教育 
強化與環境的連接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度；發展社會覺知與互動的技

能，培養尊重與關懷他人的情操；開啟學生的視野，涵養健康的身心。 

國際教育 
養成參與國際活動的知能；激發跨文化的觀察力與反思力；發展國家主體

的國際意識與責任感。 

8 項議題所涉之教育相關法律及國家政策綱領如下： 

註 1：性別平等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國家政策綱領有：《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等。 

註2：人權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國家政策綱領有：《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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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兒童權利公約施行法》、《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施行法》等。 

註 3：環境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國家政策綱領有：《環境教育法》、《國家環境教育綱領》等。 

註 4：海洋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國家海洋政策綱領》等。 

註 5：科技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科學技術基本法》等。 

註 6：能源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能源發展綱領》等。 

註 7：家庭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家庭教育法》等。 

註8：原住民族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

法》等。 

參、議題適切融入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及學習重點舉例說明 

一、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有鑒於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教育議題為延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已具完整之內

涵架構，有利延伸規劃各領域/科目課程之適切融入，並能豐富與落實核心素養之內涵，故以

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教育議題為例，呈現其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以作為課程設計、

教材編審與教學實施之參考。 

有關本領域融入議題之選擇、作法與示例參考說明，可參閱「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手冊」。 

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生理性別、性傾向、

性別特質與性別認

同多樣性的尊重 

性 E1 認識生理性別、

性傾向、性別特

質與性別認同的

多元面貌。 

性 E2 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性 J1 接納自我與他

人的性傾向、

性別特質與性

別認同。 

性 J2 釐清身體意象

的性別迷思。 

性 U1 肯定自我與尊

重他人的性傾

向、性別特質與

性別認同，突破

個人發展的性

別限制。 

性 U2  探究社會文化

與媒體對身體

意象的影響。 

性別角色的突破與

性別歧視的消除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

刻板印象，了解

家庭、學校與職

業的分工，不應

受性別的限制。 

性 J3 檢視家庭、學

校、職場中基

於性別刻板印

象產生的偏見

與歧視。 

性 U3  分析家庭、學

校、職場與媒體

中的性別不平

等現象，提出改

善策略。 

身體自主權的尊重

與維護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

尊重他人的身體

自主權。 

性 J4 認識身體自主

權相關議題，

維護自己與尊

重他人的身體

自主權。 

性 U4  維護與捍衛自

己的身體自主

權，並尊重他人

的身體自主權。 

性騷擾、性侵害與性

霸凌的防治 

性 E5 認識性騷擾、性

侵害、性霸凌的

概念及其求助管

道。 

性 J5 辨識性騷擾、

性侵害與性霸

凌的樣態，運

用資源解決問

題。 

性 U5  探究性騷擾、性

侵害與性霸凌

相關議題，並熟

知權利救濟的

管道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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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語言、文字與符號的

性別意涵分析 

性 E6 了解圖像、語言

與文字的性別意

涵，使用性別平

等的語言與文字

進行溝通。 

性 J6 探究各種符號

中的性別意涵

及人際溝通中

的性別問題。 

性 U6  解析符號的性

別意涵，並運用

具性別平等的

語言及符號。 

科技、資訊與媒體的

性別識讀 

性 E7 解讀各種媒體所

傳遞的性別刻板

印象。 

性 J7 解析各種媒體

所傳遞的性別

迷思、偏見與

歧視。 

性 J8 解讀科技產品

的性別意涵。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

與媒體的性別

意識形態，並尋

求改善策略。 

性 U8  發展科技與資

訊能力，不受性

別的限制。 

性別權益與公共參

與 

性 E8 了解不同性別者

的成就與貢獻。 

性 E9 檢視校園中空間

與資源分配的性

別落差，並提出

改善建議。 

性 J9 認識性別權益

相關法律與性

別平等運動的

楷模，具備關

懷性別少數的

態度。 

性 J10 探究社會中資

源運用與分配

的性別不平

等，並提出解

決策略。 

性 U9  了解性別平等

運動的歷史發

展，主動參與促

進性別平等的

社會公共事務，

並積極維護性

別權益。 

性 U10 檢視性別相關

政策，並提出看

法。 

性別權力關係與互

動 

性 E10 辨識性別刻板的

情感表達與人際

互動。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

表達情感的能

力。 

性 J11 去除性別刻板

與性別偏見的

情感表達與溝

通，具備與他

人平等互動的

能力。 

性 J12 省思與他人的

性別權力關

係，促進平等

與良好的互

動。 

性 U11 分析情感關係

中的性別權力

議題，養成溝通

協商與提升處

理情感挫折的

能力。 

性 U12 反思各種互動

中的性別權力

關係。 

性別與多元文化 

性 E12 了解與尊重家庭

型態的多樣性。 

性 E13 了解不同社會中

的性別文化差

異。 

性 J13 了解多元家庭

型態的性別意

涵。 

性 J14 認識社會中性

別、種族與階

級的權力結構

關係。 

性 U13 探究本土與國

際社會的性別

與家庭議題。 

性 U14 善用資源以拓

展性別平等的

本土與國際視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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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人

權

教

育 

人權的基本概念 

人 E1 認識人權是與生

俱有的、普遍的、

不容剝奪的。 

人 J1 認識基本人權

的意涵，並了

解憲法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人 U1  理解普世人權

意涵的時代性

及聯合國人權

公約對人權保

障的意義。 

人權與責任 

人 E2 關心周遭不公平

的事件，並提出

改善的想法。 

人 J2 關懷國內人權

議題，提出一

個符合正義的

社會藍圖，並

進行社會改進

與行動。 

人 U2  探討國際人權

議題，並負起全

球公民的和平

與永續發展責

任。 

人權與民主法治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

的不同，並討論

與遵守團體的規

則。 

人 J3 探索各種利益

可能發生的衝

突，並了解如

何運用民主審

議方式及正當

的程序，以形

成公共規則，

落實平等自由

之保障。 

人 U3  認識我國重要

的人權立法及

其意義，理解保

障人權之憲政

原理與原則。 

人權與生活實踐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

美好世界的想

法，並聆聽他人

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

差異並尊重自己

與他人的權利。 

人 E6 覺察個人的偏

見，並避免歧視

行為的產生。 

人 J4 了解平等、正

義的原則，並

在生活中實

踐。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

不同的群體和

文化，尊重並

欣賞其差異。 

人 J6 正視社會中的

各種歧視，並

採取行動來關

懷與保護弱

勢。 

人 U4  理解人權與世

界和平的關係，

並在社會中實

踐。 

人 U5  理解世界上有

不同的國家、族

群和文化，並尊

重其文化權。 

人 U6  探討歧視少數

民族、排除異

類、污名化等現

象，理解其經常

和政治經濟不

平等、種族主義

等互為因果，並

提出相關的公

民行動方案。 

人權違反與救濟 

人 E7 認識生活中不公

平、不合理、違反

規則和健康受到

傷害等經驗，並

知道如何尋求救

助的管道。 

人 J7 探討違反人權

的事件對個

人、社區 /部

落、社會的影

響，並提出改

善策略或行動

方案。 

人 U7  體悟公民不服

從的人權法治

意涵，並倡議當

今我國或全球

人權相關之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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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人權重要主題 

人 E8 了解兒童對遊戲

權利的需求。 

人 E9 認識生存權、身

分權的剝奪與個

人尊嚴的關係。 

人 E10 認識隱私權與日

常生活的關係。 

人 E11 了解兒童權利宣

言的內涵及兒童

權利公約對兒童

基本需求的維護

與支持。 

人 J8 了解人身自由

權，並具有自

我保護的知

能。 

人 J9 認識教育權、

工作權與個人

生涯發展的關

係。 

人 J10 了解人權的起

源與歷史發展

對人權維護的

意義。 

人 J11 運用資訊網絡

了解人權相關

組織與活動。 

人 J12 理解貧窮、階

級剝削的相互

關係。 

人 J13 理解戰爭、和

平對人類生活

的影響。 

人 J14 了解世界人權

宣言對人權的

維護與保障。 

人 U8  說明言論自由

或新聞自由對

於民主社會運

作的重要性。 

人 U9  理解法律對社

會上原住民、身

心障礙者等弱

勢所提供各種

平權措施，旨在

促進其能擁有

實質平等的社

會地位。 

人 U10 認識聯合國及

其他人權相關

組織對人權保

障的功能。 

人 U11 理解人類歷史

上發生大屠殺

的原因，思考如

何避免其再發

生。 

人 U12 認識聯合國的

各種重要國際

人權公約。 

環

境

教

育 

環境倫理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

自然體驗，覺知

自然環境的美、

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

美與價值，關懷

動、植物的生命。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

諧共生，進而保

護重要棲地。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

性及環境承載

力的重要性。 

環 J2 了解人與周遭

動物的互動關

係，認識動物

需求，並關切

動物福利。 

環 J3 經由環境美學

與自然文學了

解自然環境的

倫理價值。 

環 U1 關心居住地區，

因保護所帶來

的發展限制及

權益受損，理解

補償正義的重

要性。 

環 U2 理解人為破壞

對其他物種與

棲地所帶來的

生態不正義，進

而支持相關環

境保護政策。 



25 

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永續發展 

環 E4 覺知經濟發展與

工業發展對環境

的衝擊。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

型態對其他生物

與生態系的衝

擊。 

環 E6 覺知人類過度的

物質需求會對未

來世代造成衝

擊。 

環 E7 覺知人類社會有

糧食分配不均與

貧富差異太大的

問題。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境、

社會、與經濟

的均衡發展）

與原則。 

環 J5 了解聯合國推

動永續發展的

背景與趨勢。 

環 J6 了解世界人口

數量增加、糧

食供給與營養

的永續議題。 

環 U3 探討臺灣二十

一世紀議程的

內涵與相關政

策。 

環 U4 思考生活品質

與人類發展的

意義，並據以思

考與永續發展

的關係。 

環 U5 採行永續消費

與簡樸生活的

生活型態，促進

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 

環 E8 認識天氣的溫

度、雨量要素與

覺察氣候的趨勢

及極端氣候的現

象。 

環 E9 覺知氣候變遷會

對生活、社會及

環境造成衝擊。 

環 E10 覺知人類的行為

是導致氣候變遷

的原因。 

環 J7 透過「碳循

環」，了解化石

燃料與溫室氣

體、全球暖化、

及氣候變遷的

關係。 

環 J8 了解台灣生態

環境及社會發

展面對氣候變

遷的脆弱性與

韌性。 

環 J9 了解氣候變遷

減緩與調適的

涵義，以及台

灣因應氣候變

遷調適的政

策。 

環 U6 探究國際與國

內對氣候變遷

的應對措施，了

解因應氣候變

遷的國際公約

的精神。 

環 U7 收集並分析在

地能源的消耗

與排碳的趨勢，

思考因地制宜

的解決方案，參

與集體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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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災害防救 

環 E11 認識台灣曾經發

生的重大災害。 

環 E12 養成對災害的警

覺心及敏感度，

對災害有基本的

了解，並能避免

災害的發生。 

環 E13 覺知天然災害的

頻率增加且衝擊

擴大。 

環 J10 了解天然災害

對人類生活、

生命、社會發

展與經濟產業

的衝擊。 

環 J11 了解天然災害

的人為影響因

子。 

環 J12 認識不同類型

災害可能伴隨

的危險，學習

適當預防與避

難行為。 

環 J13 參與防災疏散

演練。 

環 U8 從災害防救法

規了解台灣災

害防救的政策

規劃。 

環 U9 分析實際監測

數據，探究天然

災害頻率的趨

勢與預估。 

環 U10 執行災害防救

的演練。 

環 U11 運用繪圖科技

與災害資料調

查，繪製防災地

圖。 

能源資源永續利用 

環 E14 覺知人類生存與

發展需要利用能

源及資源，學習

在生活中直接利

用自然能源或自

然形式的物質。 

環 E15 覺知資源過度利

用會導致環境汙

染與資源耗竭的

問題。 

環 E16 了解物質循環與

資源回收利用的

原理。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

約用水、用電、物

質的行為，減少

資源的消耗。 

環 J14 了解能量流動

及物質循環與

生態系統運作

的關係。 

環 J15 認識產品的生

命週期，探討

其生態足跡、

水足跡及碳足

跡。 

環 J16 了解各種替代

能源的基本原

理與發展趨

勢。 

環 U12 了解循環型社

會的涵意與執

行策略，實踐綠

色消費與友善

環境的生活模

式。 

環 U13 了解環境成本、

汙染者付費、綠

色設計及清潔

生產機制。 

環 U14 了解國際及我

國對能源利用

之相關法律制

定與行政措施。 

環 U15 了解因地制宜

及友善環境的

綠建築原理。 

海

洋

教

育 

海洋休閒 

海 E1 喜歡親水活動，

重視水域安全。 

海 E2 學會游泳技巧，

熟悉自救知能。 

海 E3 具備從事多元水

域休閒活動的知

識與技能。 

海 J1 參與多元海洋

休閒與水域活

動，熟練各種

水域求生技

能。 

海 J2 認識並參與安

全的海洋生態

旅遊。 

海 J3 了解沿海或河

岸的環境與居

民生活及休閒

方式。 

海 U1 熟練各項水域

運動，具備安全

之知能。 

海 U2 規劃並參與各

種水域休閒與

觀光活動。 

海 U3 了解漁村與近

海景觀、人文風

情與生態旅遊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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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海洋社會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

的水域環境與產

業。 

海 E5 探討臺灣開拓史

與海洋的關係。 

海 E6 了解我國是海洋

國家，強化臺灣

海洋主權意識。 

海 J4 了解海洋水

產、工程、運

輸、能源、與

旅遊等產業的

結構與發展。 

海 J5 了解我國國土

地理位置的特

色及重要性。 

海 J6 了解與日常生

活相關的海洋

法規。 

海 J7 探討與海洋相

關產業之發展

對臺灣經濟的

影響。 

海 U4 分析海洋相關

產業與科技發

展，並評析其與

經濟活動的關

係。 

海 U5 認識海洋相關

法律，了解並關

心海洋政策。 

海 U6 評析臺灣與其

他國家海洋歷

史的演變及異

同。 

海 U7 認識臺灣海洋

權益與戰略地

位。 

海洋文化 

海 E7 閱讀、分享及創

作與海洋有關的

故事。 

海 E8 了解海洋民俗活

動、宗教信仰與

生活的關係。 

海 E9 透過肢體、聲音、

圖像及道具等，

進行以海洋為主

題之藝術表現。 

海 J8 閱讀、分享及

創作以海洋為

背景的文學作

品。 

海 J9 了解我國與其

他國家海洋文

化的異同。 

海 J10 運用各種媒材

與形式，從事

以海洋為主題

的藝術表現。 

海 J11 了解海洋民俗

信仰與祭典之

意義及其與社

會發展之關

係。 

海 U8 善用各種文體

或寫作技巧，創

作以海洋為背

景的文學作品。 

海 U9 體認各種海洋

藝術的價值、風

格及其文化脈

絡。 

海 U10 比較我國與其

他國家海洋民

俗信仰與祭典

的演變及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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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議題/學習主題 

議題實質內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海洋科學與技術 

海 E10 認識水與海洋的

特性及其與生活

的應用。 

海 E11 認識海洋生物與

生態。 

海 E12 認識海上交通工

具和科技發展的

關係。 

海 J12 探討臺灣海岸

地形與近海的

特色、成因與

災害。 

海 J13 探討海洋對陸

上環境與生活

的影響。 

海 J14 探討海洋生物

與生態環境之

關聯。 

海 J15 探討船舶的種

類、構造及原

理。 

海 U11 了解海浪、海

嘯、與黑潮等海

洋的物理特性，

以及鹽度、礦物

質等海洋的化

學成分。 

海 U12 了解海水結構、

海底地形及洋

流對海洋環境

的影響。 

海 U13 探討海洋環境

變化與氣候變

遷的相關性。 

海 U14 了解全球水圈、

生態系與生物

多樣性的關係。 

海 U15 熟悉海水淡化、

船舶運輸、海洋

能源、礦產探勘

與開採等海洋

相關應用科技。 

海洋資源與永續 

海 E13 認識生活中常見

的水產品。 

海 E14 了解海水中含有

鹽等成份，體認

海洋資源與生活

的關聯性。 

海 E15 認識家鄉常見的

河流與海洋資

源，並珍惜自然

資源。 

海 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

或海洋的汙染、

過漁等環境問

題。 

海 J16 認識海洋生物

資源之種類、

用途、復育與

保育方法。 

海 J17 了解海洋非生

物資源之種類

與應用。 

海 J18 探討人類活動

對海洋生態的

影響。 

海 J19 了解海洋資源

之有限性，保

護海洋環境。 

海 J20 了解我國的海

洋環境問題，

並積極參與海

洋保護行動。 

海 U16 探討海洋生物

資源管理策略

與永續發展。 

海 U17 了解海洋礦產

與能源等資源，

以及其經濟價

值。 

海 U18 了解海洋環境

污染造成海洋

生物與環境累

積的後果，並提

出因應對策。 

海 U19 了解全球的海

洋環境問題，並

熟悉或參與海

洋保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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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題適切融入「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學習重點舉例說明 

議題融入國語文之內容涵蓋議題之知識、情意與行動，重視對議題認知與敏感度之提升、

價值觀與責任感之培養，以及生活實踐之履行。進行議題教育時，透過本領域之學習重點與

議題實質內涵之連結、延伸、統整與轉化，培養學生對議題探究、思辨與實踐的能力。下表

僅先列舉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與海洋教育四項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其融入本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作為教材編選與教學實施之參考。 

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生理性別、性傾

向、性別特質與

性別認同多樣

性的尊重 

性U1肯定自我與尊

重他人的性傾

向、性別特質

與性別認同，

突破個人發展

的性別限制。 

2-V-1  能清楚瞭解說話的目的、對象、場合，

恰如其分的表達。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力，整理並記

錄個人生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與價

值觀的作品。 

Bb-V-1 情志的抒發與省思。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性U2探究社會文化

與媒體對身體

意象的影響。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認知，啟發解決

問題的思辨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性別角色的突

破與性別歧視

的消除 

性 U3 分析家庭、學

校、職場與媒

體中的性別不

平等現象，提

出改善策略。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過表情、肢體語

言的組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達個人

觀點。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力，整理並記

錄個人生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與價

值觀的作品。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身體自主權的

尊重與維護 

性U4維護與捍衛自

己的身體自主

權，並尊重他

人的身體自主

權。 

2-V-2  能運用合宜的表情和語氣，呈現內心

情感，使表達內容具有感染力和說服

力。 

Bb-V-1 情志的抒發與省思。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性騷擾、性侵害

與性霸凌的防

治 

性 U5 探究性騷擾、

性侵害與性霸

凌相關議題，

並熟知權利救

濟的管道與程

序。 

5-V-4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表達與資

訊互動的應用與解決能力。 

Ba-V-2 敘述方式。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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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語言、文字與符

號的性別意涵

分析 

性U6解析符號的性

別意涵，並運

用具性別平等

的語言及符

號。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過表情、肢體語

言的組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達個人

觀點。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力，整理並記

錄個人生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與價

值觀的作品。 

Ba-V-3 摹寫手法。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Cc-V-1 文類（各時代文本）、文學史、思想流

派認知。 

科技、資訊與媒

體的性別識讀 

性 U7 批判科技、資

訊與媒體的性

別意識形態，

並尋求改善策

略。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過表情、肢體語

言的組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達個人

觀點。 

2-V-4  能利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

詳細的口頭報告、發表評論或演說。 

5-V-4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表達與資

訊互動的應用與解決能力。 

Bc-V-1 理路的安排。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Cc-V-1 文類（各時代文本）、文學史、思想流

派認知。 

性U8發展科技與資

訊能力，不受

性別的限制。 

2-V-4  能利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

詳細的口頭報告、發表評論或演說。 

6-V-4  能使用電腦編輯作品，透過寫作分享

生活、學習和專業成長的多元經驗。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性別權益與公

共參與 

性U9了解性別平等

運動的歷史發

展，主動參與

促進性別平等

的社會公共事

務，並積極維

護性別權益。 

1-V-1  能養成良好的聆聽態度，擷取完整資

訊。 

2-V-2  能運用合宜的表情和語氣，呈現內心

情感，使表達內容具有感染力和說服

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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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性 U10 檢視性別相

關政策，並

提出看法。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過表情、肢體語

言的組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達個人

觀點。 

6-V-4  能使用電腦編輯作品，透過寫作分享

生活、學習和專業成長的多元經驗。 

Ba-V-2 敘述方式。 

Bb-V-1 情志的抒發與省思。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性別權力關係

與互動 

性 U11 分析情感關

係中的性別

權力議題，

養成溝通協

商與提升處

理情感挫折

的能力。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認知，啟發解決

問題的思辨能力。 

2-V-3  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過表情、肢體語

言的組織技巧，條理清晰的表達個人

觀點。 

Bb-V-1 情志的抒發與省思。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性 U12 反思各種互

動中的性別

權力關係。 

1-V-2  能從聆聽中，釐清自我認知，啟發解決

問題的思辨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Ad-V-3 篇章的表現。 

Cc-V-1 文類（各時代文本）、文學史、思想流

派認知。 

性別與多元文

化 

性 U13 探究本土與

國際社會的

性別與家庭

議題。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性 U14 善用資源以

拓展性別平

等的本土與

國際視野。 

2-V-4  能利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

詳細的口頭報告、發表評論或演說。 

5-V-4  能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表達與資

訊互動的應用與解決能力。 

6-V-4  能使用電腦編輯作品，透過寫作分享

生活、學習和專業成長的多元經驗。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人
權
教
育 

人權的基本概

念 

人U1理解普世人權

意涵的時代性

及聯合國人權

公約對人權保

障的意義。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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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人權與責任 

人U2探討國際人權

議題，並負起

全球公民的和

平與永續發展

責任。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人權與民主法

治 

人U3認識我國重要

的人權立法及

其意義，理解

保障人權之憲

政原理與原

則。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人權與生活實

踐 

人U4理解人權與世

界和平的關

係，並在社會

中實踐。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人U5理解世界上有

不同的國家、

族群和文化，

並尊重其文

化權。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人U6探討歧視少數

民族、排除異

類、污名化等

現象，理解其

經常和政治

經濟不平等、

種族主義等

互為因果，並

提出相關的

公民行動方

案。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

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

與博學的能力。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人權違反與救

濟 

人U7體悟公民不服

從的人權法

治意涵，並倡

議當今我國

或全球人權

相關之議題。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人權重要主題 

人U8說明言論自由

或新聞自由對

於民主社會運

作的重要性。 

2-V-4  能利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容，作

詳細的口頭報告、發表評論或演說。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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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人U9理解法律對社

會上原住民、

身心障礙者等

弱勢所提供各

種平權措施，

旨在促進其能

擁有實質平等

的社會地位。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c-V-1 理路的安排。 

人 U10 認識聯合國

及其他人權

相關組織對

人權保障的

功能。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人 U11 理解人類歷

史上發生大

屠 殺 的 原

因，思考如

何避免其再

發生。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人 U12 認識聯合國

的各種重要

國際人權公

約。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環
境
教
育 

環境倫理 

環 U1 關心居住地

區，因保護

所帶來的發

展限制及權

益受損，理

解補償正義

的重要性。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

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

與博學的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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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環U2理解人為破壞

對其他物種

與棲地所帶

來的生態不

正義，進而支

持相關環境

保護政策。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

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

與博學的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永續發展 

環U3探討臺灣二十

一世紀議程的

內涵與相關政

策。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環U4思考生活品質

與人類發展的

意義，並據以

思考與永續發

展的關係。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

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

與博學的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力，整理並記

錄個人生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與價

值觀的作品。 

6-V-4  能使用電腦編輯作品，透過寫作分享

生活、學習和專業成長的多元經驗。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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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環U5採行永續消費

與簡樸生活

的生活型態，

促進永續發

展。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

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

與博學的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氣候變遷 

環U6探究國際與國

內對氣候變

遷的應對措

施，了解因應

氣候變遷的

國際公約的

精神。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

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

與博學的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環U7收集並分析在

地能源的消

耗與排碳的

趨勢，思考因

地制宜的解

決方案，參與

集體的行動。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

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

與博學的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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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能源資源永續

利用 

環 U12 了解循環型

社會的涵

意與執行

策略，實踐

綠色消費

與友善環

境的生活

模式。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

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

與博學的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海
洋
教
育 

海洋文化 

海U8善用各種文體

或寫作技巧，

創作以海洋為

背景的文學作

品。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

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

與博學的能力。 

5-V-3  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及應用

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當代課

題。 

6-V-1  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養成良好的

寫作態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感素養。 

6-V-2  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力，整理並記

錄個人生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與價

值觀的作品。 

6-V-3  能使用流暢、優美的文字寫作，提昇語

文在生活與職場的應用能力。 

Ad-V-3 篇章的表現。 

Ba-V-2 敘述方式。 

Bb-V-2 物我相應的表現手法。 

Bc-V-1 理路的安排。 

Bc-V-2 客觀資料的輔助。 

Bd-V-1 核心主張與論點。 

Bd-V-2 論點和論據的結構。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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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融入課程綱要學習重點之示例 

海U9體認各種海洋

藝術的價值、

風格及其文化

脈絡。 

5-V-1  能養成閱讀的興趣，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擴展閱讀視野。 

5-V-2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主旨、取

材、結構及作者的生命態度，增進思辨

與博學的能力。 

Ca-V-1 食、衣、住、行等物質文化認知。 

Cb-V-1 制度、風俗等社群文化認知。 

Cc-V-1 文類（各時代文本）、文學史、思想流

派認知。 

Cc-V-2 人文、藝術等精神文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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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教材編選參考篇目 

茲依據前揭「陸、實施要點，二、教材編選，（三）課文須重視橫向統整，強化與各群

科學習內容的連結」，結合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人才培育方向，就（六）之「古典文選」提

供編選建議如下： 

項次 篇目 作者 時代 

1 《左傳‧僖公三十年》─〈燭之武退秦師〉 左丘明 春秋 

2 《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 莊周 戰國 

3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東晉 

4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東晉 

5 〈師說〉 韓愈 唐 

6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唐 

7 

《夢溪筆談》─ 

「曲面鏡成像」、「乾式船塢」、「以工代

賑」、「磁針指南」、「物態研判」 

沈括 宋 

8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宋 

9 〈赤壁賦〉 蘇軾 宋 

10 《郁離子》─「魯般」、「鄙人學蓋」 劉基 明 

11 
《天工開物》─ 

「舟車」緒言、「膏液」緒言、「殺青」緒言 
宋應星 明 

12 《紅樓夢》─〈賈探春敏慧興利〉 曹霑 清 

13 〈臺煤減稅片〉 沈葆楨 清–臺灣 

14 〈清代臺灣鐵路買票收費章程〉 《臺陽見聞錄》 清–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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