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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師的三點深度反思與具體教學策略 

一、素養命題不能只是「閱讀測驗」 

應兼顧學科本質與多元能力 

2025 年國中會考引起廣泛討論，素養題比例過高、題幹過長、文字閱讀壓力

大，不僅讓語文弱勢學生吃力，也讓數理偏才學生無法充分發揮專長。 

教學反思與策略建議： 

• 回歸學科本質：課堂評量不應僅模仿會考形式，應從核心概念出發，強

化基礎知識與邏輯建構。 

• 補足語文理解弱點：於非語文科也融入關鍵字訓練、段落重點抓取練

習，幫助學生縮短閱讀理解落差。 

• 錯題整理習慣養成：指導學生建立個人錯題本，不只是改正答案，更引

導分析錯誤類型與知識盲點，提升解題意識。 

 

二、素養力需長期養成 



非靠特訓速成，教學節奏與深度需同步轉型 

補教市場出現「素養特訓班」反映學習焦慮，然而素養能力如判讀、整合與應

用，並非靠短期訓練可達成，而應深植於日常課程中。 

教學反思與策略建議： 

• 情境式教學設計：設計生活化、跨科本位任務，讓學生練習從資訊中找

出重點，並提出可行解決方案。 

• 學習筆記圖像化：鼓勵學生用心智圖、流程圖、概念圖等進行筆記輸

出，不只記錄，更強化組織與統整能力。 

• 閱讀理解策略訓練：採用「三段式閱讀法」（初讀了解情境、中讀抓主

旨、細讀理推理），結合摘要與發表訓練，提升語意建構能力；並配合

摘要練習，增強轉述與理解力。 

• 時間管理與專注訓練：安排與指導每週定時「無手機學習時段」，並協

助學生規劃讀書進度表，培養專注力、穩定的學習節奏。 

 

三、教改不能只靠命題轉變 

教師教學設計與課程規劃須一體轉動 



素養導向命題要求教師具備更強的教材詮釋與統整能力，若學校行政支持不

足，將難以真正落實課堂改革。 

教學反思與策略建議： 

• 任務型學習取代題海戰術：設計如「生活議題研究任務」、「圖表資訊

解碼練習」等教學活動，讓學生在實作中養成分析與應用能力。 

• 教案資源共享機制：鼓勵建立教師教案共備平台與分享文化，或跨科合

作共創素養導向教材，減少個別老師重複備課負擔。 

• 實施學習歷程與專題發表：鼓勵學生在課堂中提出專題小成果，進行

組內發表與同儕回饋，在共學互學中深化表達與反思。 

• 彈性補強新課綱刪減內容：針對如古詩文背景等課綱刪減，或英文單

字、常見流行語的擴充等等，但升學仍需的基礎知識，教師可自行補充

安排，降低銜接落差。 

 

結語：素養命題不是目標，而是教育轉型的契機 

素養命題的本意是回應真實世界的挑戰，讓學生不再死記硬背，而是能理解問

題、統整知識、提出解決方案。教師不應被命題趨勢綁架，而應從教學設計、

學習策略與課堂文化三方面同步調整，帶領學生真正學會「如何學」、「如何

應用」以及「如何創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