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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推動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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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3

10年前
出門旅遊要帶什麼？

現在
出門旅遊要帶什麼？

照相機、地圖、手電筒
星座盤、現金、信用卡

……

生活的快速變遷



壹 4

約10年前開始出現的新興行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AWtz-8jug

油土伯
Youtub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miV2JfeZk

分潤：(觀看4500000萬*約300元＝135000元）
業配？＋會員？＋觀眾贊助？

未來的工作有6成未被發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AWtz-8ju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miV2JfeZk


為什麼，需要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

時代
背景

學生
未來

台灣
現況

瓦特 、牛頓不再

填鴨、英雄不再

年輕鄰國 中年台灣

不能只賴菁英支撐

全球化 數位化

知識快速汰換

要學什麼?

團隊取代英雄

知識貴在活用

要怎麼學?

少子化 高齡化

人力快速流失

要教好誰?

100年 30年

6年 3年？



新課綱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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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 互動 共好理念

願景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促進
生涯發展

陶養
生活知能

涵育
公民責任

啟發
生命潛能目標

課綱的願景、理念與目標



一項最重要的改變：三面符應時代需求的 素養導向學習新風貌

自 動 好發 互 共

有意願，有方法 精熟知識，能活用 善合群，能共享

因知識半衰期短 因資訊容易取得
自、動、好—
這樣的孩子未來才有競爭力

自 動 好

一字箴言二字箴言四字箴言

因知識半衰期短

需終身學習 就要自主行動

因資訊容易取得

需活用所學 就要溝通互動

因沒有英雄年代

需團隊作業
就要社會參與

簡單說：

素養

= 能力 (知識)

+ 動機

+ 態度



參

以核心素養為主軸，
裨益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
以及各領域/科目之間的統整。

終身
學習者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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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B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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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C2

C3

核心素養



參

部定（領域學習）課程

由國家統一規定
不同學習階段間注重縱向連貫
不同領域（科目）間注重橫向統整
功能：深植基本學力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由學校安排
提供跨領域、多元、生活化課程
功能：形塑學校願景，

提供學生適性發展機會

課程架構

校訂課程

部定課程



參 113-5-2 /五、課程架構
(二)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

國小階段語文領域新增”新住民語文 、台灣手語“選項
國中階段語文領域新增”本土語 、台灣手語“選項

新增科技領域，國民小學階段不排課，融入各領域教學
國民中學增2節，1節為資訊科技，1節為生活科技。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分為四類課程
分別為第一學習階段2-4節，第二學習階段3-6節

第三學習階段4-7節，第四學習階段3-6節



彈性學習課程中的跨領域統整課程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國小低
2-4節

國小中
3-6節

國小高
4-7節

國中
3-6節

1.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強化知能整

合與生活運用能力。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

程

讓學生依興趣、性向及能力分組自由選修，

與其他班級學生共同上課。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專指身心障礙、資賦優異、體育班或藝術

才能班等學生學習需求所安排之課程。

4.其他類課程 包括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

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

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等各式課程，以及

領域補救教學課程。

12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為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權責，應依學校需求開課，各該主管機關負監督之責（含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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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考什麼?



領域課程綱要

沒有版本

只有根本

14

http://www.tvoao.com/a/18155
4.aspx

國中教育會考



會考試題設計：強化素養導向

• 教育會考的試題不僅有評量重要概念的「學科基本素養
題」，也有連結日常生活情境或學術探究情境的「生活實
踐題」

• 「生活實踐題」的設計，透過真實情境脈絡(包含日常生活
情境或是學術探究情境)進行提問，同時也會適度融入跨領

域素材與新課綱所列相關議題，希望經由試題的引導，讓
學生思考、探究課堂所學與生活之關聯性。

• 生活實踐的試題，在題幹或選文中提供較多的資訊，學生
需解讀資訊以探究相關議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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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voao.com/a/18155
4.aspx

國中教育會考



結合生活情境
有意義的考題

112年會考

國文

A

(A)圖案只有說 18%在過去 12 個
月經歷過性暴力,但是沒有說 82%
的人是完全沒經歷
過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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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112年會考

數學



長題幹
題目閱讀量高，用以清楚描述問題情境，常配合圖示、圖表或數據資料

20

112年會考

自然

B

夏天為西南季風,並依圖中潮流位置為
太平洋應為黑潮。故選(B)



知識運用

112年會考 英文

不僅有學科知識或學習內容，更希望評量到由學科知識或學習內容所延伸出來對知識概念的判斷、應用或生活問題的解決。

B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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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小學
數位精進方案
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

PBL專題式
學習

數位學習融入課中
差異化教學

Success for all

教育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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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



2012~2018

中小學行動學習計畫

校園資訊設備
與網路建設

中小學
數位學習

行動學習

雲端學習環境 智慧學習環境

電子書包資訊種子學校

數位教育環境電腦教室環境

奠基資訊設備與網路
健全教師教學設施

支援個人學習載具
推動個人化適性化學習

科技輔助自
主學習

1998~1999

擴大內需建置中小
學教學軟硬體環境

2009~2010

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
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

2012~2016

教育雲應用及平臺
服務推動

2017~2020

前瞻1.0 建置智慧學習教室
2021~2025

前瞻2.0支援行動載具

2001~2007

資訊融入教學種子學校
數位學伴計畫
提升中小學師生網路素養
與認知計畫

2009~2010

電子書包試辦計畫
2019~

中小學科技輔助
自主學習計畫

校園資訊設備網路建設與數位學習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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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

組織創新
2020 Covid-19

2020疫情全球化- 確保停課學習品質

全球 6個尚未停課的國家為

澳洲、新加坡、瑞典、古巴、塔吉克、以及

台灣

願景 創新



因材網 均一 學習吧酷英

科技輔助-四大學習平台

四大數位學習平台持續進化升級功能









均一教育平台



知識結構星空圖：自主學習

34





什麼是 AI 語音辨識

https://asr.cs.nthu.edu.tw/azure/doExercise?section=d7480c59&exercise=%20Basic%20Social%20Encounters&lesson=Gr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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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學習資源

https://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https://www.learnmode.net/home/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Ensure Every Child Learns in

Every Lesson

在 每 堂 課 都 有 學 習

讓 每 個 孩 子



願景與目標01
Vision and Policy



願景與目標

願景

「
成
就
每
個
孩
子

-

適
性
揚
才
、
終
身
學
習
」

現實 只有 有教無類

沒有 因材施教

新課綱核心理念

因 材
施 教



B CS IA

扎根 基本學力
( asic competence)

問題解決力
( olving problem)

全球溝通力
( ommunication)

美學創思力
( esthetics & Creativity)

智慧科技力
( ntelligent technology)

願景與目標

教育願景



差異化教學策略

教師進階增能
生 生 用 平 板

數位工具的利用

數位學習平台使用

科技學習扶助

電 腦 走 進
普 通 教 室

願景與目標

讓 每 個 孩 子
在 每 堂 課
都 有 學 習

精進學生學習的核心價值

從數位科技導入
到課中差異化教學

定位核心價值理念



願景與目標

熟悉數位工具

02/  扎根基本學力-落實差異化教學

01/ 學力健檢，控管學習品質

國小全面進行
學力檢測

建構學習及教
學支援系統

向上延伸到國
中7、8年級

扎根基本學力
Basic competence

課中補救課後補救 差異化教學

公開授課
專業回饋

精準學習



差 異 化 教 學 實 施 流 程

精準了解學生起點行為

學生學習弱點分析

學 生 學 習 規 畫
學 生 學 習 評 量

輔 導 會 議

1

2

3
4

5

透過科技化及系統性評量蒐
集學生起點行為

透過科技化、數位化評量進
行證據為本的學習分析

四學模式導入
再運用定期評量結合科技化
系統進行有效分析

從證據為本到蒐集個別
化學習歷程，作出有效
學習輔導策略

願景與目標



資 源 與 策 略02
Resources and Strategy



數位轉型不是為了數位而數位，

而是為了「 學習轉型 」



SAMR

數位教學自我評估模式

s
Substitution

強化資訊科技產
物成為替代工具, 
但無法提供功能
性改善

替代 (書變平板)

A

科技產物成為替
代工具·並提供
功能性改善

Augmentation
功能改善

M

資訊科技允許重
新設計重要的任
務

Modification 
重新設計

R

資訊科技允許增創
過去無法想像的新
任務

Redefinition
重新定義



自主化引導

(高中)
適性化教學

/自主學習

差異化教學

/同儕互學

改變老師教學/學生學習模式的歷程





AI在國中教育中的應用
個性化學習：根據學生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學習計畫。

智能輔導：提供即時的問題解答和學習建議。

學習分析：分析學習數據以識別困難點，改進教學策略。

互動式學習工具：透過遊戲化方式增加學習趣味性。

語言學習輔助：提供口語練習和聽力訓練功能。

課堂管理：協助教師追蹤學生出席和參與度。



資源與策略
1.整合支持系統、資源與計畫

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偏非教育資源中心

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重點學校學力提升

數位學習融入課中
差異化教學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平板資源有效分配

學力提升、課中融入

改變教師教學習慣

數位學習輔導團

證據為本精準分析

輔導團入校陪伴

結合既有運作機制

永續推動模式



資源與策略

系列性種子教師增能

差異化教
學工作坊

學校領導
學力提升

分組合
作學習

輔導團

陳淑麗 教授

一般教師

8場次/
課程領導人
500人次

曾世杰 教授

8場次/
課程領導人
450人次

張新仁 教授

2場次/
國教輔導團員
100人次

國教輔導團員：TPACK
初階班6場、進階班共7場
分區到校輔導落實推動

國中3場/(250人次)
國小3場/(300人次)

2 . 系 統 性 教 師 增 能



資源與策略 3.輔導團到校諮詢-策略聯盟工作圈

重 點 學 校 陪 伴 成 長

入班備觀議課取代研習

核心學校

第1區

金城
國中

第2區

新東
國中



資源與策略

差異化教學影片差異化教學教材

國中 劉繼文老師
差異化講義

國中9成 申請

國小數學因材網星空圖

7成 申請 印製
(有需要可自行下載)

領域國教輔導團
課中差異化影片約

30部

Cool English指
派任務影片

因材網星空圖節
點檢視影片

4.局端提供教學所需資源



成果與未來03
Outcome and Challenge



成果與挑戰

數位融入課中差異化教學計畫

一般學校

偏遠學校 100%

110~113年

1.參與學校、教師逐年增加

非山非市學校

從課後到課中，從偏鄉到一般學校

100%

學校參與比例 教師參與比例

50%

20%

80%

目標

50%



2 . 學 習 的 氛 圍 轉 變

老師在 C 組教學 A、B 組同學在課間自學

讓學生擁有自己的學習方式與速度
課堂中的教師：老師、同學、平台、講義、課本

成果與挑戰



2 . 學 習 的 氛 圍 轉 變

讓學生擁有自己的學習方式與速度

老師在 AB 組解答 C組同學在討論解題

課堂中的教師：老師、同學、平台、講義、課本

成果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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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融入課中
差異化教學
學生回饋

(安定國小 501學生)

數位學習不像一般老師拿著課本在講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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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融入課中
差異化教學
新聞採訪

(南天地方新聞)

讓每個孩子在每堂課都有成功的學習



天下雜誌：前排用平板、後排聽講解 台南課中差異化教學，教室裡沒有陪客



篇

天下雜誌 讓每個孩子在每一堂課都有學習！臺南市數位融入課中差異化教學打造不一樣的教學現場



Covid-19
2021

5/17

01 02 03 04 05 06

5/18 5/18 5/19 5/19 5/20

64

疫情期間，全面提升教師

數位教學能力

超 前 部 署



成果與挑戰

均一平台

4. 數 位 平 台 使 用 率

台南獲因材網績優縣市



臺南

51.7%

使用因材網
者顯著提升

18%

國語文

成果與挑戰 5.科技化平台學生通過率提升



臺南

51.7%

19%

數學

成果與挑戰

使用因材網
者顯著提升

5.科技化平台學生通過率提升



臺南

51.7%

23%

英語文

成果與挑戰

使用因材網
者顯著提升

5.科技化平台學生通過率提升



期盼成功教好每個學生

實現有教無類，也讓因材施教不是夢！

讓每個孩子在每堂課都有學習！



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

專題式學習推動現況

新課綱專案辦公室
70



新課綱與九貫課程
在校訂課程最大的差異為

各校均須發展統整性探究課程



智慧科技力
( ntelligent technology)

問題解決力
( olving complex problem)

美學創思力
( esthetics & creativity)

全球溝通力
( ommunication)

扎根基本學力
( asic competence)

BASIC

扎根基礎、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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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力是目標
如何達成？

用了甚麼重要的策略/機制?



由學校安排,
以形塑學校願景
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

由國家統一規定,
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力
並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

校訂課程-四類課程規範

部定課程-八大領域學習課程

新課綱的二種課程類型

取自吳月鈴



新課綱與九貫課程在校訂課程
最大的差異為
各校均須發展統整性探究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明確分為四類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小學低
2-4節

小學中
3-6節

小學高
4-7節

中學
3-6節

1.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

探究課程

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

運用能力。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讓學生依興趣、性向及能力分組自由選修，

與其他班級學生共同上課。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專指身心障礙、資賦優異、體育班或藝術才能班等

學生學習需求所安排之課程。

4.其他類課程

包括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

學習等各式課程，以及領域補救教學課程。

76彈性學習課程規劃為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權責，應依學校需求開課，各該主管機關負監督之責（含備查）。



PBL部定課程配套措施

• 三至四年級：進行實作評量，並進行分享報告
• 五至九年級：進行分組學習，學習任務以能讓

每位學生分享表達與上台報告的能力呈現，例
如：簡報、影片…等形式。

• 以上之評量規畫應呈現在課程計畫
「C5-1領域學習課程計畫」與
「C9-4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

111學年度每學年 至少擇一領域/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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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

惟為落實臺南市「扎根基礎、迎向未來」教育願景、新課
綱核心素養及2030年雙語國家政策，全面提升學生解決問題
能力，培養學生接軌國際鏈結全球之素養與視野，自110學年
度起，本市國中小建議以下課程節數以PBL專題導向式課程模
式實施，並適時進行雙語教學。

1.國中七-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1節/每周：結合國際教育議題、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英語文或資訊科技等面向融入。
2.國小五-六年級目前英語文或科技融入之節數中，至少實施1節
/每周：為提升課程品質建議結合國際教育議題。



5-9年級至少

1節校訂課程

PBL學習模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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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課程

PBL專題式學習

聯合國SDGs

國際共同語言

國際教育議題

2030雙語國家

國際教育白皮書2.0

國小英語文向下延伸
國中80%具有國際教育內涵

問題解決
能力素養

課程內容

課程發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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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議題

特定
議題

• 在地生活
• 特色發展

• 空間美感
• 環境保護
• 生活應用

roblemP
發現問題

rojectP
探究解決
方法

思辯
探究

脈絡
對話

robeP
完成方案
設計

輸入

輸出

過程

結果

總結發表

PPT
製作

發表
能力

owerpointP resentationP

PBL專題式學習模式



引進設計思考專業資源，在地培育師資，提升PBL課程品質

引進跨系統資源

• 成大第X學院每學期培育9所學校(以區域位置或彈性課程主

題最大相關之小中高為一組)，逐年完成三階培訓：初階設計

思考者、中階共創酵母及高階引導師資(已有18校參與)

• 廣達設計學習專案合作，深度培育三隊18位國小教師

每校3人共6校，一學期六個階段的行動方案，協助教師與學

生完成任務、轉動教學。(把現在的成果校上去 參考記者會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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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探究~探究教學策略PBL-彈性課程

國教輔導員

回流增能
分組完成PBL
課程設計

7 時間軸

109年

PBL課程執行
學校諮詢會議
課程目標對話

12

110年

彈性課程規畫

建議措施函文
110.01.08

全市性增能
PBL專題式學習課程
實作工作坊18場

110 11

國教輔導

員增能
132位

課諮委員、教

專輔導群、

核心學校增能

3場次120位

PBL種子講師群
PBL

專題式學習

PBL學習方
案甄選

109.07.14
PBL課程執行
學校增能
微調課程內涵

設計驅動問題

成大X學院
設計思維培訓

共識會議



持續探究

具真實性

具挑戰性的問題

學生意見表
達或選擇

省思評論與修正

公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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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專題式學習課程特質

PBL Works Golad Standard (黃金標準模型)

(非單一次問題就可解決/
google找不到答案/
後續有持續探究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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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問題再到專題式學習…

希望以問題意識為起源…，
掌握問題的核心，透過小組合作探究，
提出解決該問題的可行方案，
透過發表方案構想，進而實踐、省思
或修改，
精緻化問題解決的方案

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臺南市113年度專題式導向學習（PBL）暨統整性
探究課程優良設計方案徵選

1

甄選
公告 發表

3 4

8月29日

收件截止 9月25日

公布結

果

11月16日

2024臺南市

PBL探究

教育論壇

審查

2

複審

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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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50

統整 23 PBL 27

國小 188

統整 72 PBL 116

國中 11

統整 6 PBL 5

國小 32

統整 13 PBL 19



課程與教學-自編自選教材推動與發展

涵蓋內容
跨領域統整性探究主題/
專題/議題

規劃與指導
績優評選與發表分享

支援措施
研習及設備經費補助
雲端教材平台設置
紙本教材印製

02





五年級
PBL專題式導向課程

校園創意行動實踐家-廁所打掃攻略

課程執行者-本校高年級教師團隊：
林侑蒼 陳盈蓁 賴慧娟 陳美惠 黃育瑩 陳鏘仁

校長:楊淑敏 教務主任:沈千又

報告者：林侑蒼、陳鏘仁



發現問題Problem-廁所問題停看聽
1.五年級各班掃地公共區域：校園各棟樓層廁所，全校共10間。
2.廁所清潔的困境

(1)對剛接觸的學生都存在骯髒、噁心的刻板印象。
(2)負面的情緒，影響他們的打掃工作態度，
(3)使用者的不當使用、破壞、不愛惜，更是雪上加霜。

3.有限的打掃時間內掃不乾淨，使用者不愛惜，造成維護不易之狀況十分困擾。



定義問題Problem-廁所問題停看聽

1.改善打掃步驟、優化廁所環境管理以提
升打掃的效率

2.宣導正確使用廁所的觀念，降低使用時
所造成之髒污，從源頭開始減少髒亂。

3.傳承下一屆四年級學弟妹能快速上手。



發想可能解決方案(Probe)：引導學生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1 廁所清潔關鍵要素分析
學生們共同討論與發現廁所打掃面臨的困難，例
如：使用者習慣不佳、打掃方式不對產生異味、
清潔工具不足等。

2 資料蒐集與分析
善用網路資源，學生們透過網路影片、網路資料
等方式，蒐集有關有效維持廁所清潔的資訊。

3

改善方案發想
學生們根據蒐集到的資料與討論，討論並形成可能
的解決方案，例如：提升清潔策略、改善清潔步驟、
及使用清潔工具的方法、制定新的清潔流程等。

4

學生之心態調整與正向思維
教師掏磚引玉運用網路影片與報章雜誌報導過的
清潔廁所報導，讓學生調整心態，尊敬與看重自
己現在做的工作。例如:收集到中油公司高層親自
到加油站打掃廁所的新聞。



發想可能解決方案(Probe)：小組合作探究與團隊協作

組內共學與合作
學生們分組，觀察廁所現況，針對廁所設備討

論清潔的面向。

組間互學
線上工具共作，藉由觀摩、發表，各組互相學習

優勢獲得更快上手的經驗。



方案執行(Project)：廁所打掃攻略方案

1.執行各組之清潔流程與管理方式：透過方案不斷的測試
與改善，發展優化的廁所清潔步驟與管理方式。

2.完成「廁所打掃攻略方案」，以小書或海報等型式呈現，
其內容包含如下：
(1)廁所打掃工具及清潔劑的類別解析與使用方法
(2)各間廁所打掃步驟流程分析與說明
(3)廁所清潔與美化技巧分享
(4)比較馬桶類別的差異、各廁所設計的缺失與建議
(5)廁所使用的壞習慣案例及好習慣分析
(6)打掃廁所心得、反思與分享



製作簡報(整個執行歷程記錄)(PowerPoint)：
■總結性表現任務1：利用PPT 、海報、小書等型式(各班教師可自選以上型式來呈現學習成果說

明)內含：1.打掃的工具與流程2.運用相關的打掃技巧及打掃時各步驟的注意事項…等等。



發表總結(Presentation)：廁所打掃應用實踐與分享

打掃的實踐-打掃廁所攻略小書或海報

1.具體呈現改善打掃步驟且提高打掃效率。

2.圖像化傳承。

總結性表現任務：廁所打掃職人發表



發表總結(Presentation)：廁所打掃應用實踐與分享

正確如廁知識的推廣-廁所宣導列車

1.追本溯源-正確如廁才能減少打掃困擾。

2.口語表達練習(對象是一年級的宣導)。
3.實施方式以班對班,例如五甲對一甲。

總結性表現任務2：廁所打掃職人校內宣導



反思與修正(Ponder) ：
廁所打掃職人發表-探究過程中的收穫與心得

收穫、 心得與反思

五丁陳宥彤
我發現自從我上完實踐家後，掃廁所好像也沒有之前那麼
髒、噁心。我覺得廁所也可以裝飾它。當然有時候也會遇
到一些困難,可能是大便黏在馬桶上或者是上完廁所沒沖水,
但是沒有關係只要把它用乾淨就好了。
最後我想對下一屆即將要掃廁所的學弟妹說，麻煩你們現
在上廁所把馬桶沖乾淨、如果你們上廁所上到馬桶外面的
話，請到工具間拿澆花器把大便清一清。

五甲張羽晴
在上完打掃廁所後，對於廁所怎樣使用的維持乾淨、打掃
工具正確使用方法和它們每一種的功能、打掃廁所每個步
驟老師會提醒我們需要注意的眉角，還有上自然課時自然
老師帶我們體驗自製清潔劑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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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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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陪伴孩子，共讀文本

1.長文本：會考國文題本13頁，命題趨勢

2.讀閒書：從小就廣泛閱讀來培養閱讀興趣
教育局已規劃建置K-12閱讀平台來幫助您

3.享受閱讀：跟孩子有共同的故事、共同的
語彙，享受優質的親子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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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近自然，關心環境

1.降低3C使用頻率

2.享受自然，體驗生活

3.關心環境變遷議題，培養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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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現強項，學習選擇

1.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2.協助孩子多元探索發現自己的優點

3.思考自己的興趣，喜歡學習什麼?為什麼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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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任教師，互動共好

1.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學

2.重視學習過程與方法

3.課堂風景的改變，教學模式的翻轉，需
要您更多的陪伴、信任與支持



謝謝大家的聆聽

教育之路，攜手前行

親師合作共創孩子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