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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論壇工作成果 

本工作坊中，生物學科中心安排教學論壇，請與會之教師分組，分享有關

工作坊增能內容「細胞的生命歷程」的教學問題及方法，並談談新課綱在各校

的施行狀況。 

本段落，針對當天的討論主軸：1.高中教師論壇；2.新課綱實施現況；3.

雙向論壇，特別邀請當天工作坊的與會夥伴投稿，分享當日的討論內容。 

素養式教學工作坊 分組工作成果一 

撰文者：國立新竹女中生物科教師 郭宏碩 

 

1. 高中教師論壇：考招的變革與因應 

    台灣自民國 57 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教後，教育政策歷經數度重大改革。民國

93 年，隨著一綱多本的開放，教學現場不再只是一個觀點，各校可依自身之需

求進行教材的選擇及授課。現在，大學入學方式除了學測申請入學、繁星入學，

及指考分發入學以外，還新增了特殊選材，讓大學校系有機會「看見」以往考招

制度中，可能無法選材到之特殊專長的學生。 

    108課綱申請入學除了採計學測成績(X)，更採計學生的綜合學習資料 (P)。

學生需在就學期間，建立學生三年學習歷程 (P1)，由於是過往未曾採計的項目。

因此，一般民眾或者是教育人員、學生及家長們，不免心生疑惑：「大學校系究

竟會如何進行選材？」。 

在生物學科中心舉辦的教學工作坊中，莊永仁教授以清大醫學科學系近年在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的考題作為示例，和高中教師們交流大學端的想法與概

念。例如：請學生唸英文的科學文章，並由教授進行提問，以了解學生對於該領

域是否有加深加廣的學習成就。問答中，透過問題引導學生利用高中所學，進行

合理的推論。筆者認為，新課綱的考試招生變革中，更強調學生學習的 「方法

學」，除了在課堂中建構科學的既有知識，更希望學生能本著學科的基礎，有能

力產生自己對知識的見解。 

新課綱考招制度中的學習歷程檔案，便是希望學生在紙筆測驗的總結式成績

外，能看見學生在學習中建構知識與理解的過程。也就是說，學生需養成反思學

習的習慣，並上傳學習歷程，如此才能在高三時選出足以代表個人特色的組合。 

2. 新課綱實施現況：新增章節與授課時數變化 

 108課綱中的生物課程有相當大的變化。部訂必修兩學分，先討論細胞、遺

傳及演化三個生物學的重要議題，讓學生對於生物學有大致概念，高二和高三再

分為四大主題進行加深加廣的討論。同樣都是細胞學，在選修第一冊中不只是僅

提到胞器，而是將細胞視為一個個體，討論其化學組成、內部結構、生理機制以

及人體也會有的生老病死，更加宏觀的看待生物學。在此，莊永仁教授以細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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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歷程進行示範，分享他如何看待生物學：真核生物細胞的起源來自於細胞分

裂，而細胞分裂又可以分為有絲分裂及減數分裂。分裂後，部分細胞仍保有再生

能力，可以再度進入細胞週期產生新細胞。這是個很嚴謹的過程，倘若調控出現

異常，危險細胞又沒有被適當清除(如細胞凋亡)，則有可能會癌化…將整個細胞

學層層分析、加深加廣，編織成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 

3. 雙向論壇 

Q：請問教授認為高中端的教學該如何因應新課綱？ 

根據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目前已經釋放的公告與參考試題，新制的考招內容，將會

有相大的變革。除了強調素養，希望學生能將課堂所學應用在日常生活，解決可

能會面對的問題之外，也給各大學校系有更大的彈性，在分科測驗及其他參酌項

目中，能夠選到具有該科系特質的學生。因此，教學現場必須有適當的改變，教

師的授課內容，不該只是傳統的講述式教學，也要讓學生在不同的情境中進行探

索與學習，培養學生成為有思考能力的終身學習者。同時，也要和家長跟學生溝

通，傳統式教學雖然可以很快收到成效，囫圇吞棗的吸收而不求甚解的結果，反

而失去學習的意義，而非追求科學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