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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程特色之一
（教育部，2004），在於以「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ies）」做為課
程發展之主軸，核心素養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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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係十二年國教課程規劃八大領域之
一，植基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精神，《社會領域課
程綱要》明白揭櫫（教育部，2018），社會領域主要包括「歷史」、「地
理」及「公民與社會」三學科的旨趣與探究方法，並以培育學生面對未來、
開展不同生涯所需的公民素養，例如：提升獨立思考、價值判斷、理性決
定與創新應變的素養；發展溝通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社會參與等
公民實踐的素養；增進對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學科及領域知識的探究
與理解能力；發展跨學科的分析、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的能力等。由
此可見，十二年國教之精神不再以傳統學科知識與技能為限，單就社會領
域而言，其所戮力彰顯的公民素養乃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並兼有知識內容、
情意態度與實踐能力等多元素養的發展。教學活動是教學設計的要素之
一，主要為依據教學內容與教學目標，選擇與安排各類「教」與「學」的
活動，以達最高學習成效和預定目標（林進財，2000；吳宗立，陳國彥，
2002）。為求符應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課室中，教師透過有
效教學活動的安排，方有助於此一課程目標之落實與達成。鑒於過往社會
領域教學，多以教師講述為主，故本文嘗試從教學活動安排的角度，例舉
社會領域素養教學的實施方式。

社會領域素養教學活動實施例舉

 Smaldino、Lowther 和 Russell（2012）分別從教師與學生中心
（teacher and student centered），揭示課堂中可資利用的教學活動，

師友雙月刊｜ 68

趨   勢   Volume 625‧2021/01



前者係指教師作為課堂的「主導者」（driver），引導學生學習，如運用
簡報、示範、練習、個別指導等活動；後者乃是教師作為課堂的「促進者」
（facilitators），由學生主導學習，如安排討論、合作學習、遊戲、模擬、
發現式學習、問題解決等活動。傅潔琳（2004）則綜合國內學者見解，歸
納社會領域常用的教學活動諸如：問答與討論、觀察與閱讀、說明與講述、
演練與表演、統整和歸納、蒐集與展示、實作與習作、調查與訪問等。筆
者參酌上述學者觀點，並根據社會領域學科屬性、教材內容與教學經驗，

提出社會領域素養教學的實施方式如後：

一 、 觀 察 與 討 論

在學校課程中，社會科提供了綜合人類學、考古學、經濟學、地
理、歷史、法律、哲學、政治、心理學、宗教和社會學的訓練及研究，
也涵蓋人文科學、數學、自然科學的內容（NCSS, 1994）。是以，在
這跨學科的知識範疇中，有些封閉性（closed-ended）的知識可以
透過教師的講述、問答傳遞給學生；有些開放性（open-ende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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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則有賴學生透過問題的省思與討論（見上圖），將個人舊經驗
結合新知識，促發其高層次的思考。以下圖示例為例 ，在「生產活動」
單元中，教師藉由課前「討論單」或「問題單」的設計，於課中引領
學生進行新聞資料的閱讀，分析與討論案例中生產活動的種類、面臨
問題、解決方法、與評估做法的可行性；同時，提醒學生可將討論結
果紀錄下來，做為討論後意見發表的參照或師生回饋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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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討 論 與 歸 納

社會科是社會科學的各種事實（facts）、概念（concepts），
及 通 則（generalization） 等 知 識 的 綜 合 應 用 所 組 成 的 學 科 範 圍
（Maxim, 1995）。換言之，社會領域教學乃在協助學生從事實知識
的獲得，發展成為概念而通則，形成較高層次的知識與能力。以下圖
示例為例 ，在「自然環境」單元中，教師編製「家鄉的自然環境影響
居民的生活方式」這條通則的「資料儲備表」，讓學生透過小組的討
論與分析，依序完成表格內各個項目的填寫，進一步藉由教師運用各
種的發問技巧，例如：屬性列舉（如家鄉有哪些地形）、詳列用途（如
家鄉河川對居民的生活有何重要性）、推測可能（如家鄉的氣候變化
對居民從事的生產活動有何影響）、比較異同（如家鄉的山地和平地
栽種的作物有何不同）、預測結果（如假如家鄉的山坡地闢為高爾夫
球場，會有何結果），逐步引導學生從具體到抽象，形塑有組織的知
識體系。

三 、 組 織 與 統 整

社會領域涵蓋的學科知識甚為繁雜與多元，教師要如何協助學
生在龐雜的知識中迅速抓到要點，釐清訊息的意義，將是社會領域
重要的教育目標。概念構圖（concept mapping）是透過視覺工具
來協助學生建構概念和意義的教學策略，有助於達成此社會領域的
教育目標（陳麗華，2002）。洪麗卿（2002）綜合各學者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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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概念圖示歸納出蛛網圖（spider maps）、階層圖（hierarchical 
maps）、因果鍊圖（causal chain map）、魚骨圖（fishbone）、
權衡秤（weighing scales）、環扣圖（venn diagrams）等類型。
以下圖示例為例 ，在「憲法與人民」單元中，首先，由教師引導學生
透過資料的研讀，將憲法中有關人民權利與義務的各條文，圈出重要
的關鍵字；其次，將圈選出來的字詞分類，以小組學生認為適合的圖
形（如蛛網圖、階層圖），來呈現憲法中權利與義務的概念；最後，
由各組學生報告圖示結果，教師也藉機向學生解釋權利與義務的觀念
及澄清若干迷失概念。

四 、 實 作 與 報 告

就過去的社會科教學而言，大多停留在「講光抄」、「背多分」
的師生學習模式，兒童的學習多以片段知識的記憶為主，對於如何活
用知識，進行思考與問題解決，顯然有段差距（薛慶友，2009）。專
題學習（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是一種環繞著待解決問題
來組織學習活動的模式，這些問題都是一些具有挑戰性的難題或複雜
的作業，學習時學生必須進行設計、問題解決、做決定、或調查研究
等多項活動，然後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以相當獨立自主的方式進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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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最後成就出一件真實的作品（鄒慧英，2001）。以下圖示例為例 
，在「臺灣的區域」單元中，教師首先指導學生透過教材內容的閱讀，
決定專題報告的「主題」和「子題」；其次，編寫「專題計畫書」，
請學生依計畫書的項目確實填寫與評估研究的可行性；再者，參照計
劃書內容，進行「資料蒐集」、「實察」或「訪問」，並將結果記錄
下來；最後，分組完成專題「書面報告」或「簡報」，並於課堂中進
行「口頭報告」，其餘師生給予回饋。

結語

長久以來，第一線教師習慣將社會領域教學重點擺在知識的學
習，對於如何將知識轉化為能力、甚至素養的培育，並無深刻的體認。
回應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的精神與理念，本文參照社會領域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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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際教學經驗，並參酌學者見解，提出社會領域素養教學實施的若
干方向與做法。相關教學活動的安排除增進學生對於社會領域知識的
探究與理解能力外，更有助於提升與發展學生的公民素養與知能，例
如：「觀察與討論」旨在強化學生理性思辨與溝通互動的素養；「討
論與歸納」則在增進學生分析評估與問題解決的能力；「組織與統整」
乃在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歸納統整的能力；「實作與報告」則在發展
學生團隊合作與創新應變的素養。質言之，社會領域的素養教學將使
教師的角色從過去「教學的講授者與指導者」轉變為「教學的協助者
與引導者」；學生的角色則從過去「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知
識的主動探究者」，從而全面提升現代公民的多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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