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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雙語授課 /
英語授課比例 

□是，英語授課比例:________% 

否 

融入議題 
一、法定相關

議題－標

記為粗體

字 

二、十二年國

教課綱所

列相關議

題－後面

註記* 

三、教育部重

大教育議

題－註記

下底線 

四、112學年度

教育部重

點政策議

題－標記

紅字 

主議題 子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情感教育 

□認識及尊重不同性別－性別特徵、性特質、性認

同、性傾向等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凌防治教育 

□性教育－性健康、愛滋病防治、月經教育 

兒少網路行為－含網路性剝削防治 

性別多元族群認同LGBTIQ 

語言、文字與符號的性別意涵分析 

□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別識讀 

性別權益與公共參與 

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 

人權教育* 人權五公約－兒童權利公約、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

歧視公約、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利

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轉型正義 

公民教育 

融合教育*含通用教育 

家庭教育* □家庭暴力防治 

□家政教育 

□其他 

本土教育 原住民族及文化教育相關課程* 

□閩南語文相關課程 

□客語文相關課程 

性平教育議題融入本土語專門課程 

生命教育* □自我傷害、自殺防治 

□藥物教育 

法治教育* □國民法官法 

□修復式正義 

□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 



□反詐騙 

□淨化選舉風氣 

□消費者保護教育 

其他 

資訊教育* 資訊素養與倫理 

□數位教學 

□數位學習 

□安全教育* □交通安全 

□其他 

戶外教育* □觀光休閒教育 

□山野教育 

□風險管理知識與技能 

環境教育* □食安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及職

業教育與訓練* 
□勞動教育-勞權知能 

多元文化教育* □新移民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國際視野、文化理解… 

其他議題 □高齡教育(新增)-人口教育 

媒體素養教育 

□食農校育 

□特殊教育 

□其他： 
 

一．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1.了解教育發展的

理念與實務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 

      建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利教育機 

      會均等。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和法規與學校實務，以作為教 

      育實踐基礎。 

2.了解並尊重學習

者的發展與學習

需求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 

      與發展。 

2-3 了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程，以提供適 

      切的教育與支持。 



3.規劃適切的課

程、教學及多元

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與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 

      進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4.建立正向學習環

境並適性輔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   

      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 

      發展。 

5.認同並實踐教師

專業倫理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 

      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二、專業素養核

心內容 
專業素養核心內容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 

 (2)主要教育理論與思想 

 (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 

 (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5)學校與教育行政制度的理念、實務與改革 

□(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1)主要身心發展理論及其教育應用 

□(2)主要學習理論及其教育應用 

 (3)主要學習動機理論及其教育應用 

□(4)學習策略 

 (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異及其與學習、發展的關係 

□(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識 

□(7)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程 

□(8)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量的理論 

 (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量 

□(3)我國課程、教學與評量的重要政策 

□(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領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

量的發展及實踐 

□(5)課程、教學與評量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領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 

□(7)分科/分領域(群科)教材教法  

□(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1)主要輔導理論 

 (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 

□(3)三級輔導與資源整合 

□(4)學生輔導倫理與主要法規 

 (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 

 (6)學生自律與自治 

 (7)親師生關係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教師專業、倫理及其承諾 

 (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利與義務 

□(3)教師角色與社區關係 

 (4)服務學習與實務體驗 

 (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三、課程概述 
(約 150 字內) 

教育哲學為教育工作者最核心的素養，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核心概念的釐清與應

用，以及自身哲學觀之建立。課堂上並無法完整窮盡所有的教育哲學理論與派

別，然而通過指定閱讀、議題對話、課堂討論、以及線上討論平台的交流，打

破空間跟時間的限制，開創課後的師生討論環境，學生將能學習到基本的哲學

思維，並將哲學工具應用在教育與生活中。 

四、授課重點 

1.哲學概論與教育哲學重要流派 
2.教育哲學與教育實務之間的關係探討 
3.培養學生主動與活躍思考的習慣與能力 
4.培養學生自身哲學觀與作為教師的思想基礎 

五、教學進度 

第一週 課程介紹:人為何要受教育/哲學概論 

第二週 教育的目的:人是自由的嗎?/生命的意義是甚麼? 

第三週 理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人類的心靈與知識的起源) 

第四週 康德的三大批判與應用(知識論、倫理學與美學) 

第五週 科學哲學與教育/科學的演進與反思 

第六週 杜威、實用主義與民主 

第七週 行為學派與人本學派 

第八週 東方哲學與教育觀/儒釋道的哲學 

第九週 期中報告 

第十週 現代與後現代一:尼采與後現代轉向 

第十一週 現代與後現代二:後現代哲學及衍生課題 

第十二週 人權、民主、社會與文明 

第十三週 科技世代的教育與哲學觀 

第十四週 另類教育與實驗教育 

第十五週 環境教育與生態思維 

第十六週 當代的教育議題與挑戰/期末報告 

六、指定用書 
無 



七、參考書籍 

一、 梁福鎮（2016）。教育哲學：起源、內涵與問題的探究。臺北：五南。 

二、 馮朝霖(2000)。教育哲學導論~主體、情性與創化。台北:高等教育。 

三、 但昭偉（主編）（2006）。教師的教育哲學。台北：高等教育。 

四、 李奉儒（2004）。教育哲學—分析取向。台北：揚智。 

五、 簡成熙譯，Knight著(2010) 。教育哲學導論。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六、 吳俊升（1988）。教育哲學大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七、 蘇永明（主編）（2004）。後現代與教育。台北：師大書苑。 

八、 馮朝霖(主編)(2017)。臺灣另類教育實踐經驗與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對話。

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九、 游淑慧等(2018)。喚醒夢想‧釋放天賦~臺灣實驗教育的另類課程實踐。臺

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十、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任何版本) 

八、教學方式 
    

1. 課堂教師講授及分組討論 

2. 小組(或個人)研究報告與對話 

3. 議題工作坊或辯論活動等等 

九、成績考核 
    (評量方式) 

1. 平時成績：出席情形、參與課堂學習與討論 40% 

2. 期中報告：期中報告與討論 30% 

3. 期末報告：期末報告與討論 30% 

 

十、使用 AI 規
則 

本門課程採取有條件開放 AI之使用，說明如下 

• 學生可於課堂作業或報告中的「標題頁註腳」或「引用文獻後」簡要說

明如何使用生成式 AI進行議題發想、文句潤飾或結構參考等使用方式。

然而，在本課程的「個人反思報告」、「小組採訪作業」中，學生不得使

用生成式 AI工具撰寫作業。若經查核使用卻無在作業或報告中標明，教

師、學校或相關單位有權重新針對作業或報告重新評分或不予計分。 

• 本門課授課教材或學習資料若有引用自生成式 AI，教師也將在投影片或

口頭標注。 

修讀本課程之學生於選課時視為同意以上倫理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