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國文素養導向課程的提問與評量設計 

September, 2019 Secondary Education  93 

 

高中國文素養導向課程的 

提問與評量設計 

 

劉桂光
*
  校長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壹、前言
 

108 課綱推動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對於何為「素養」？總綱有明確的定

義：「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力與態度。」這樣的定義

需要一些轉化才容易成為現場教師們設計課程與教學落實的具體目標。其中有幾個關鍵

因素：如何進行教學目標的設定？如何掌握學生經驗？如何規劃檢核教學目標是否達成

的多元評量？引發學生探究思考建立自我觀點的教學設計？透過這些調整，期望課程、

教學與評量可以達到未來課綱成就每一個孩子的學習，培養學生生活素養的教育願景。 

首先，目標的設定應包括：領域的核心素養、學科的本質與重要核心概念、領域綱

要中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本文討論的主題是提問設計，提問的最終目的是讓教學達

到設定的目標（至少要達到低標），因此教師們在設計問題時，應該要清楚單元的目標

是什麼？才能明確地設計問題，以引導學生透過提問教學所搭的鷹架，達到學習的目標。 

至於如何掌握學生經驗？如何規劃檢核教學目標是否達成的多元評量？引發學生

探究思考建立自我觀點的教學設計？本文的觀點從學生的學習經驗出發設計提問，以核

心概念、學習表現、學習內容連結到教學所運用的文本材料，並以其他文本材料檢核學

生是否已經掌握學習目標，這是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量的設計概念，讓提問、評量

連結課程與教學，學生清楚學習的目標，了解課堂學習要檢核與評量的學習表現，老師

與學生共同完成單元的學習，能力與態度在教師課程設計、提問教學及多元評量中培養

習得。而不是由教師掌握所有的知識，以單向說明的方式演示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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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設計中有關學習經驗組織需要注意的關鍵： 

一、學習經驗的設計要感官與理性並重，注意心智活動與身體活動的連結，學習經驗不

是手段，而是具有啟發性、有教育意義的。因此課程設計中的教學活動需注意是否

與目標連結，將所有活動都視為課程的一部分進行規劃，將經驗的連續性、互動性

整體展現於課程、教學與評量中。 

二、學習經驗的規劃要能激發起學生的好奇心，強化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形成強烈的

求知慾望，成為學習的推動力。這個部分的關鍵是透過「提問」帶起學生的思考與

好奇，從學生的經驗處出發進行提問設計，並透過教師的追問、串聯，引發學生彼

此間的互動與對話，將學生帶入學習中。 

三、課程中的學習經驗仍是由老師進行規劃，但不應只有教師的個人經驗或是侷限在少

數的生活歷練中，因此要能從單元目標來思考，掌握學生的課程經驗，並連結學生、

教學與教材間可遷移的概念。因此教師要從各種教育資源，包括：社區、物質、歷

史、經濟、職業，讓經驗的客觀因素與學生內在的條件產生相互作用，掌握所謂的

真實學習情境。 

四、學習經驗的組織須注意經驗之間的累積與連續性，要朝向更廣泛、更深入的進階發

展概念去設計，注意不同的課程之間橫向的聯繫，幫助學生進行學習經驗的統整。

所以單元本身的經驗組織需具邏輯脈絡，課程也需要有整體的規劃，例如：高中與

國中之間、高一到高三的國文課程之間的累積與連續性，都應該思考整體的學習經

驗。 

五、學習經驗同時要能從學生的現況出發，因學習經驗具有即時性與長效性，是由日常

生活經驗產生，並藉此帶入知識的事實與真理，讓學生在其中產生互動以幫助學

習。換言之，學習經驗特別強調真實的情境，所以課程設計要能從經驗切入，進入

教材文本，最終要能遷移出來，內化於學生的日常生活。 

綜合以上，可以了解學生學習經驗的組織其目的是在幫助學生學習。教師在設計課

程與教學時，所運用的教材如何能與學生的經驗連結？能否引導學生進入學習？是學習

是否成功的關鍵，當課程設計能順利的幫助學生透過反思自身的學習經驗，有哪些重要

的概念（真實情境、提問、概念掌握），並連結到課程教材（教師的課程與教學設計，

閱讀理解：知識、能力、態度），然後內化並能遷移運用到新的經驗、生活情境中，這

樣的學習才算是真正完成。因此關於學生學習經驗的組織，其關鍵就是：反思、連結、

累積與遷移。1
 

                                                       

1 以上學習經驗的內容，主要參考 Dewey 的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經驗與教育》及 Tyler

的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課程與教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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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問設計的原則說明
 

何為素養導向課程有幾個檢核的關鍵：一、是否整合知識、能力與態度？二、是否

掌握領域核心素養與學習表現？三、是否掌握學生經驗設計好的學習情境？四、是否針

對目標進行多元評量（表現任務）以確認學習的成果？ 

在提問設計上須掌握以下關鍵：提問是否扣緊核心素養與學習表現？提問的層次是

否掌握主題並發展到總括式核心問題？提問是否引導學生做到知識、能力與態度的整

合？提問是否有助於學生達到學習目標？若能掌握這些要素進行提問設計，那麼在課程

設計與教學規劃上便不容易偏離素養導向的教學，不容易掉入過去學術性、訓詁式的教

學模式中。當然教學現場不可能如我們所規劃的那樣，因此當下的追問、串聯學生的討

論、引發學生的對話，並能協助學生進行演繹與歸納，這些都是教師重要的教學知能。 

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評量並不是線性的，也不是固定的預設目標，預先的課程設計是

為了保障課程的方向建立在課綱之下，但如何理解學生的狀況？掌握學生的學習經驗？

如何整合知識、能力與態度，掌握核心概念與學習表現？以此進行的課程評量與教學的

設計是開放性的、立體的、彈性的，因為從學生狀況與學習經驗出發課程、教學與評量

的設計與實施，透過教師提問與學生的回應、提問，在師生的互動中讓學生從客體轉為

與教師成為整體課程計畫的共同主體。教師與學生共同建構學習的歷程，讓大部分學生

都能達到甚至超越預定目標，在歷程中教師與學生的學習是動態的，也因此提問設計雖

然是事先規劃的，但實際教學時的追問、引發後續的探究提問，都是呈現動態發展的。 

參、提問設計的進行 

從前述的說明開始，在提問設計時我們可以先從以下方向來進行個人的腦力激盪，

將這個單元所有重要的問題都試著寫下來： 

一、從教師對單元內容的掌握與各節課的教學進度去設想問題。 

二、在上述的問題之後，問為什麼？再逐漸擴大問題的面向，往引發學生超越教材限制

的方向提問。 

三、從領綱的學習內容設想，將名詞為主的直述句轉換為疑問句。 

四、可以從Why、How、What三個面向去設想問題。 

五、可以從知識（K）、能力（S）、態度（A）三個面向去設想問題。 

六、可以從 Bloom分類表（知識向度與認知歷程）去設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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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教師在課程與教學共備時可以把握的原則，將欲提問學生的問題寫下來之

後，便可進行問題的分類，分類的原則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架構，本文的建議是將問題分

成以下三類： 

一、屬於文本「訊息擷取」的基本提問（較偏向文本的理解的知識性問題，具有封閉

性）。 

二、偏向掌握主題，發展「統整解釋」與「省思評鑑」的題目（類似主題式的核心問題，

具有開放性）。 

三、針對核心素養、重要核心概念與學科本質、省思評鑑的問題。（類似總括式的核心

問題，具有開放性，是可以遷移到其他文本的提問）。 

接下來，教師們可以規劃這個單元教學的主題是什麼？也就是要達到什麼樣的課程

目標？2確認目標之後，可以將這些題目與目標進行核對，大致上就可以看出自己的提

問是否有對應到單元目標？是否偏向某些型態的問題？是否能透過這些問題達成單元

或教學的目標？接著再進行問題的調整與補充。這些腦力激盪的題目並不是每一題都要

使用，檢視的標準在於這些問題是否有助於單元目標之達成，不論是封閉或開放的問

題，都可能是階段性需要安排的問題，或是自始至終不斷出現的核心問題，都要以能夠

達成目標為準。至於無關單元目標達成之提問，就只能割愛了。 

如此的提問設計可以連結目標掌握與教學規劃，從學生的學習經驗切入文本教材，

再從文本教材中的重要概念、學習表現與核心素養遷移出去，進行遷移的評量設計（參

〈蘭亭集序〉示例）。從課堂的提問到課後評量設計的原則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檢核

學生是否達到學習的目標，而不是是否記得老師教的內容，如此不但可以看到學生的學

習情況，判斷學生是否已經達到課程的目標，同時也能幫助學生準備好面對大考的能力。 

接著教師可以就課程與教學的規劃，將題目進行提問次序的安排，掌握學生的學習

經驗、本單元的重要概念、文本材料的運用規劃，將問題進行整體的規劃。接著老師們

要設想學生可能的回答是什麼？參考答案是什麼？學生在回答時如何判斷其適切性？

學生回答後如何進行追問？……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準備工作。建議教師可以寫參考答

案與評量規準，從這樣的歷程中檢視自己的提問是否回應教學目標？是否包含相關概念

理解？是否導引出思考探究？是否有助內容學習與表現的呈現？ 

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幫助學生遷移的不會是文本材料的事實性問題（特定時空下

的人事物），而是從「主題式的核心問題」逐漸轉成「總括式核心問題」（可以跨越文本

教材的），從教科書的內容遷移到其他文本或是其他材料的問題，老師可以跳脫教科書

                                                       

2
 關於單元目標的設定建議整合國語文領綱的核心素養、學科本質、學習表現、學習內容、學

生條件分析、學生的學習經驗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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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生活真實情境，進行不同的規劃與評量（結合真實情境與實際的教學歷程），如此

才能確認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是否達成？學生是否有真實的理解？也才能使學

生有足夠素養與能力面對大考與未來生活的挑戰。 

肆、提問與評量設計的示例
 

我們以〈蘭亭集序〉的教學為例，教師可以從學生的角度提問：學生為什麼要讀這

篇文章？這篇文章對不同的學生而言，有什麼超越於學生的差異性之上，且具共同的、

讓學生非讀不可的東西呢？要回應上述的提問，我們就要思考單元目標，掌握核心概念

與學習表現，從學生的經驗切入進行提問設計，本文將於後面提供如何連結學生生活經

驗的課程示例。 

首先我們設定單元目標：學生能從本單元的學習，瞭解死亡對生命的意義，以及如

何面對死亡？並思考超越死亡的可能性。3〈蘭亭集序〉三大段落的架構分別是：首段

說明暮春聚會的共同之樂，次段寫人生的處境變化帶出死亡的失落與悲傷，末段更進一

步提出對死亡的看法尋思超越的可能性。在這樣的目標與架構下，首段的各種快樂，襯

托了第二段更深刻的失落與悲傷，也埋下第三段超越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的核心概念

為：失落、悲傷、意義、價值；希望學生學會的概念通則為：從死亡帶來的失落與悲傷，

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並找到超越失落與悲傷，進而安頓生命的方法。 

另一方面，學生的相關經驗是什麼？可以如何從這三個面向進行組織？我們可以從

學生生活環境中的各種變遷（搬家、換學校、新同學……）、好朋友的絕交、珍愛物品

的遺失、失戀情傷、寵物的死亡、家人的死亡……討論關於失落與悲傷的原因，是背後

的情感對個人的意義。可參照〈蘭亭集序〉的段落架構，先請同學就生活中的美好經驗

開始，然後帶出失落與悲傷的情感，最後討論以什麼方式處理這類情感？這是組織學生

經驗的課程設計脈絡（如圖 1）。 

                                                       

3
 關於目標的設定，可以根據領綱的素養、學習表現與內容進行設定，因此不一定都是一樣的。

本文也可以教學生書法藝術、教學生寫作技巧，而這裡的示例將單元目標設定為：學生能從

本單元的學習，瞭解死亡對生命的意義，以及如何面對死亡？並思考超越死亡的可能性。掌

握的核心素養是：透過國語文的學習，培養自我省思的能力，從中發展應對人生問題的行事

法則（國 S-U-A1）；學習表現是：鑑別文本中立場相異的評述，說出個人見解，表達其中觀

點相異之美（2-Ⅴ-3）。歸納文本中不同論點，形成個人的觀點，發展系統性思考以建立論述

體系（5-Ⅴ-2）。學習內容：自我及人際交流的感受（Bb-Ⅴ-1）。各類文本中的藝術、信仰、

思想等文化內涵（Cc-Ⅴ-2）。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矛盾衝突、生命態度、天人關係等文化內

涵。（Cc-Ⅴ-2）；核心概念是：失落、悲傷、價值、意義；通則是：死亡帶來的失落與悲傷，

透過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並在生活中找到超越失落與悲傷，進而安頓生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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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核心問題的提問設計也從前面的目標、概念、通則這三個方向進行思考： 

我們發想的問題除了針對課文（學習內容）進行閱讀理解的提問4之外，還可以掌

握學生學習經驗並針對上述的目標、概念、通則三個方向與思考進行提問。例如： 

一、有什麼是你失去過最珍惜的人事物？為什麼是你最珍惜的？失去時的感受是什麼？

你當時是如何面對的？（學生經驗） 

二、目前的生活中，你正在進行而覺得最有意義的事情是什麼？或是你未來最想追求的

最有意義的事情是什麼？（學生經驗） 

三、比較一下你與王羲之的失落與悲傷？你認為什麼是王羲之「比悲傷更悲傷」的事

情？你自己呢？（學生經驗與教材連結） 

四、本文由快樂轉變為悲傷的變化過程，作者體會到什麼意義？作者是如何面對的呢？

與你的過往的經驗有何不同？給你啟發是什麼？（學生經驗與教材的連結） 

五、除了死亡，哪些事情你覺得是人生中重大的失落與悲傷呢？若你不是文人作家，你

會設定什麼樣的身分、做什麼樣的事情來面對這樣的情境呢？（學生經驗、教材連

結、跨越文本的遷移） 

六、人都一定會死，你相信生命「不朽」嗎？若是不信？那麼你如何理解王羲之的看法？

若是相信，可以「不朽」的是什麼？你會如何思考自己的「不朽」呢？（學生經驗、

教材連結、跨越文本的遷移） 

七、如果人生要列出必做的十件事情清單，你會如何規劃呢？請選出清單的前三名？排

序的理由是什麼，並說明原因？（學生經驗、教材連結、跨越文本的遷移） 

 

 

 

 

 

 

 

 

 

                                                       

4
 這些提問可以是貼近文本的，例如：作者第一段提出的快樂有幾種？第二段的悲傷從何而來？

生活中哪些事情是「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可以舉例說明

嗎？生活中又有那些事情是「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

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對於作者說：「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

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你的看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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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蘭亭集序》課程結構分析圖（作者繪製） 

 

蘭亭集序的文章寫作，第一段其實是在描寫生，第二段則轉而描寫死，第三段提出

超越生死的方法，文章本身就是生死的歷程。因此本文提問設計的脈絡從A開始（如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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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蘭亭集序》課程設計流程圖（作者繪製） 

 

最上方一脈是傳統的教學路徑，由 A直接進入到 H，最後發測驗 G。素養導向的課

程設計則提醒老師注意「核心概念」並加入「學生經驗」，先掌握 B→C，接著從 D→E

切入，再結合文本進行提問設計，以進行問題引導式的教學，發展素養導向的評量（F

─I）。當想要的問題被提出之後，教師應該試著去問彼此會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學生

又可能會怎麼回答？這些回答是否可以引導學生進一步往單元目標發展？還有哪些追

問的方向？提問的設計與討論妥當之後，提問的順序應該也就排列出來了，大家再接著

討論參考答案，若是需要學生個人或小組撰寫學習單，建議事先列出評量的規準，分成

「超乎標準、合乎標準、未達標準」三種即可。 

經過這樣的提問教學之後，教師們還可以針對目標、概念與通則，設計評量學生是

否達到目標的課外評量，這樣的評量設計因為同樣是根據課內的提問原則進行設計，要

評量的不是學生是否記得我們的教學內容，而是評量學生是否學會本課所要達到的目

標，也就是評量的設計乃是根據課程的核心素養與學習表現，以課外的題材來設計測驗

學生是否具遷移的能力，檢測學生是否具備該單元所希望教給學生的素養與能力，所以

這樣的課外評量不僅是確認教學目標，也可以幫助學生面對大學學測。從課堂教學到大

學學測，其中的連結關鍵（如圖 3）所示。中間的核心素養與學習表現向左是課程、教

學與評量，向右就是大考的方向，兩者的連結方式就是素養導向的提問。以本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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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們從前面的提問教學出發之後，可以根據課程設計的素養與學習表現設計如下的評

量，以未來學測的綜合題型的出題方式，進行評量的設計，可以看到學生的學習遷移，

也可以幫助學生培養應試的能力。 

 

 

 

 

 

 

 

 

 

 

圖3  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量中學校教學與入學考試之關聯圖（作者繪製） 

伍、總結
 

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強調的是學習即評量、評量即學習，評量是促進學習

的，而評量要促進的學習，自然是素養導向的，是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的，因此老師

的教學就不能停留上知識（事實性）的教學上面，在問題的設計上當然也就不能只有針

對事實性的提問。 

就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來說，提問是非常重要的。當我們確認好單元的目

標（根據素養與核心概念）之後，就要進行評量的規劃（診斷性／形成性／總結性），

然後進行教學活動的設計，後面兩個階段都需要特別的處理關於提問設計的問題。 

如何幫助學生從教材（目前的狀況大多是教科書與自編教材）發展出概念，培養帶

得走的能力，提問就是重要的教學關鍵。而提問既是教學，也是評量。我們若能做到將

課程、教學與評量成為一個完整的連結，學生從課堂上透過教學所學習到的能力，可以

在提問（從教材出發的提問）中學習與展現，然後立即可以再透過不同的提問的設計（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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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教科書的教材與文本），確認學生是否學會？是否能夠遷移？走到這一個步驟，就可

連結大考的評量。 

提問設計會是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是讓教學從單向講

述的方式開始轉變的重要關鍵，需要大家更多的關注與共備，也會是教師們專業成長中

非常關鍵而需要培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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