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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星期四第 3、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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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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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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理論與實施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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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議題專題課程主要在引導學生認識臺灣目前重要教育時事議題與相關新興

教育議題。 

主要探討生涯規劃、職業教育與訓練兩大主軸。 

(一)學習如何成為能自我實現的教育工作者，也如何善用理論學習及資源協助

學生生涯發展規劃。 

(二)培養師資生瞭解中、小學職業試探與體驗、職業教育與訓練之現況與內

涵，並具備相關之基本知能，以便未來從事教職時能提供學生必要之適性輔

導。 

(三)融入當前各項重要議題，以深化學生對該議題之認知與實踐，並進行批判

與反思。 

四、授課重點 

(一)協助學生了解教育發展議題的基本概念、素養與趨勢。 

(二)協助學生掌握社會變遷趨勢所產生的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三)協助學生自我了解生涯規劃教育及職業教育與訓練。 

(四)訓練學生蒐集教育議題資料，分析評論議題內容及解決對策。 

(五)透過教育議題，進行優異分析、目標、策略與控制等步驟， 以達成學校教

學目標。 

五、教學進度 

第01-02週：融入議題概念、性別平等教育 

基本理念：性別平等是一種價值、一種思維方式，更是一種行動目的。

立基於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立法理念，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性別平等教

育實踐，應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

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性別平等教育應培養學生之性別

平等意識，啟發學生多元文化理解及批判思考能力，覺察性別權力不平

等，肯認性別多樣性，悅納自己與他人的性別展現，進而能以具體行動

消除各項歧視，使所有學生皆能在性別友善的校園中學習與成長。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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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念，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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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2-04週：人權教育 

基本理念：人權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利和自由，不論其種族、性別、

社會階級皆應享有的權利，不但任何社會或政府不得任意剝奪、侵犯，

甚至應積極提供個人表達和發展的機會，才能尊重個人尊嚴、包容差

異，達到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標。因此，人權教育實際上是關乎人類尊嚴

的教育，也就是在幫助我們了解「人之所以為人」所應享有的基本生活

條件，包括生理、心理及精神方面的發展，也讓我們檢視社會上有哪些

問題是違反人類尊嚴，以及涉及公平、平等的問題，例如種族主義、性

別歧視等議題，從而採取行動，解決問題，去除阻礙人權發展的因素，

建構一個美好的社會。進一步來說，藉由人權教育的實施，加強對人權

的意識、了解、尊重、包容，而能致力於人權文化的建立，共同推展人

類世界的和平與合作。人權教育的中心思想是不斷地探索尊重人類尊嚴

和人性的行為法則，促使社會成員意識到個人尊嚴及尊重他人的重要

性；並能加強種族、族群、宗教、語言群體之間的了解、包容與發展。

由此可知，「尊重」與「包容」是人權的基本概念與核心價值；互惠的

權利與責任，則是民主法治社會中每個人所應謹守的共同契約。因此，

人權教育即是尊重與包容、自由與平等、公平與正義等觀念的教導，進

而促進個人權利與責任、社會責任、全球責任的理解與實踐。 

學習目標： 

1.了解人權存在的事實、基本概念與價值。 

2.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念，增強對人權的感受與評價。 

3.養成尊重人權的行為及參與實踐人權的行動。 

第05-06週：家庭教育 

基本理念：家庭是每個人出生、成長、茁壯、老年安適的生活場所，因

此人人都希望擁有幸福與健康的家庭。家庭教育提供所有人學習主動分

享與關心家庭成員、提升與家人的互動關係、創造家人共好的生活環

境。學校家庭教育的內涵與目標，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啟發

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

任」的總體課程目標，是實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自發」、「互

動」、「共好」的重要教育活動，亦是建立祥和社會的基石。 

學習目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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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升積極參與家庭活動的責任感與態度。 

3.激發創造家人互動共好的意識與責任，提升家庭生活品質。 

第07週：生命教育 

基本理念：生命教育主張「人才培育」應以「人的培育」為基礎。相較

於人才的養成，人的培育毋寧更是教育之根本，徒具才能卻欠缺為人之

素養者，其對社會、人群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比不具才能者更甚。在當

今過度重視競爭與功效的世局中，尤其值得強調。生命教育探索生命的

根本課題，包括人生目的與意義的探尋、美好價值的思辨與追求、自我

的認識與提升、靈性的覺察與人格的統整，藉此引領學生在生命實踐上

知行合一，追求幸福人生與至善境界，其實施乃全人教育理念得以落實

之關鍵。 



學習目標： 

1.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的知能。 

2.提升價值思辨的能力與情意。 

3.增進知行合一的修養。 

第08週：戶外教育 

基本理念：好奇是孩子的天性，探索是生命的本能；戶外教育提供真實

情境的體驗，創造有意義的學習機會，喚起學習的渴望和喜悅，增進求

真、友善、美感的多元學習價值，並營造萬物可為師、處處可學習的學

習氣氛，進而創造支持戶外學習的環境。戶外教育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實踐全人教育精神的重要一環，協助落實「自發」、「互動」及

「共好」的教育理念，並能引導學校師生進行自發主動的學習。 

學習目標： 

1.強化與環境的連接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度。 

2.發展社會覺知與互動的技能，培養尊重與關懷他人的情操。 

3.開啟學生的視野，涵養健康的身心。 

第09-13週：生涯規劃教育及職業教育與訓練 

基本理念：生涯發展是指個人一生發展過程中，在家庭、學校、社會等

不同場域所從事的工作以及所扮演角色的整合。個人生涯發展，除時空

連續及全面生活之特性外，也包括個人獨特、主觀，以及對未來視野的

擴展等涵意。因此，個人整體生活品質的滿意及快樂，與其生涯發展有

密切的相關。 

在協助個人進行生涯規劃時，應當涵蓋對個人特質及興趣的了解，對工

作/教育環境的認識與適應，以及對發展過程中重要事件的決定、計畫和

行動，並培養學生具備洞察未來與應變的能力。  

學習目標： 

1.了解個人特質、興趣與工作環境。 

2.養成生涯規劃知能。 

3.發展洞察趨勢的敏感度與應變的行動力。 

第14週：分組1-2組探討國外新興教育議題(翻譯)進行分析評論 

第15週：分組3-4組探討國外新興教育議題(翻譯)進行分析評論 

第16週：分組5-6組探討國外新興教育議題(翻譯)進行分析評論 

六、指定用書 

   (教科書) 

李安明，謝傳崇，林志成，顏國樑，謝卓君（2021）。教育行政新議題。台

北：元照出版。ISBN：9789575115111 

七、參考書籍 

    (參考書目) 

南海周邊國家教育：發展脈絡與議題。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高等教育。 

美好生活的實踐：食農教育教案手冊.高中篇。農業部。 

教育研究月刊：學校組織行為的新興議題 2020 年 9 月號/第 317 期 

八、教學方式 

    (教學型式) 

師學生共同找尋議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或尋找答案。以共同學習為主要方

向，非競爭型式，以達成共同目標為的學習方式。 

九、成績考核 

    (評量方式) 

1. 上課出席與參與、學習態度 . . . . . . . . . . ………………. . . . . . . 20% 

2. 隨堂討論與練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3. 分組探討國外新興教育議題(翻譯)進行分析評論. …………. . . 30% 

4. 擇一教育議題進行個人批判省思繳交書面及電子檔……... . . . . 30% 



--------------------------------------------------------- 

請假及缺曠課處理－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二條 

➢ 學生因故不能上課者，事前須向任課教師請假。惟情形特殊者，得於事後 

檢具證明補請。請病假逾三日者，須經校醫或公立醫院證明。 

➢ 凡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未辦理續假而缺課者以曠課論。任課教師得斟酌學 

生曠課之情形扣分。因懷孕、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而 核准之事（病） 

假、產假，其缺席不扣分；致缺課時數逾全學期授課時數三分之一時，得以補 

考或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理，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 學生每學期各科事前獲任課教師核准之公假與事(病)假，累積未逾該科全學 

期授課時數四分之一者，其該科出缺席成績得不扣分。 

十、教材資源 
https://mlearn.moe.gov.tw/ 

 CIRN-本土教育資源網 (moe.edu.tw) 

《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https://epaper.naer.edu.tw/index.php 

 

https://mlearn.moe.gov.tw/
https://mlearn.moe.gov.tw/
https://mlearn.moe.gov.tw/
https://mlearn.moe.gov.tw/
https://cirn.moe.edu.tw/Module/index.aspx?sid=1107
https://epaper.naer.edu.tw/index.php
https://mlearn.moe.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