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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

• 以「跨領域教學設計」為主軸

• 將基礎學科能力進行創新知識應用，推動學用合一

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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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
綜合

分析

科技應用能力

跨域整合實作能力

高層次思考能力

應用
理解
記憶

不偏廢升學考試

基礎學科能力



駕馭科技 主題跨域 關懷社會

基於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

Advanced Interdisciplinary +

解決真實生活中

遇到的問題，
培養學生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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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跨域課程，為培養未來具國際競爭力的下一代，本部基於「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締結數位學習產官學資源推動執行「中小學數位學
習深耕計畫」，鼓勵以主題跨域課程（Advanced Interdisciplinary）發展學
生的科技應用能力、高層次思考能力和跨領域整合與實作能力。

Advanced Interdisciplinary +

• ＋具有兩個意涵：第一個＋意指「主題跨域課程之主題」；第二個＋則為
「駕馭科技」，凌駕科技之上，運用科技在各學習領域中盡情創新與探索，
並將所學回饋、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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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申請學校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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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1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實施方案

pp.1-3

一般主題跨域課程至少跨域融合3個以上領域(必有科技領域)；

國際網路主題跨域課程至少跨域融合4個以上領域(必有英文和科技領域)。

課程對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每學期至少12節課(部定必修課程至少6節)；

國際網路主題跨域課程實施學校整年度至少24節課(部定必修課程至少12節)。

課程於國民中小學之「部定課程」或「校定課程」之課程實施；

課程於高中職之「部定必修課程」、「校定必修課程」或「校定選修課程」實施。

校長以外之教師實際參與課程開發人數5人以上，

參與學生人數30人以上 (全校學生數低於30人者不在此限)。

執行本計畫第二年之學校，需至少有一所合作推廣學校。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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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 A M
Sciences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

科學 科技 工程 人文藝術 數學

SAM核心課程
自然+國語、英文、社會+數學

指定科目考試
國中教育會考

TE跨領域課程+PBL
以科技+工程為工具

生活科技
動手做能力

108新課綱

主題跨域課程發展



第二年課程發展方向

配合新課綱的核心理念，結合
STEAM跨領域的概念，計算出實
施學校在各領域中的課綱對應比
例，幫助學校掌握課程發展方向

7

加深 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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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
專題導向學習

專題導向學習

科技輔助教學

跨領域
課程設計

創新教學策略+關鍵能力

教育雲資源+科技應用

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

中小學行動學習計畫
數位學習相關計畫

徵件來源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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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提供主題跨域課程
註2、提供輔導團資源，協助學校開發主題跨域課程

推廣模式一
推廣至各數位學習
相關計畫(國際夥伴)學校
註1、註2

數位學習深耕計畫

中小學行動學習計畫
數位學習相關計畫

推廣模式三
推廣至高中(職)
各學科(群)中心

推廣模式二
推廣至國教署中央
與地方輔導團
註1、註2

地方輔導團 中央輔導團

社
會

健康
與
體育 語

文
數
學

自然
科技

綜合
活動藝

術

資
訊

推廣模式四
推廣至各縣市政
府教育局(處)

徵件來源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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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案

p.5

p.21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配合事項03

受理並推薦轄下高中職和國民中、小學申請本計畫，並指派專人負責本案整合、
溝通、協調與督導等事項。見實施方案附件三：學校推薦表

確實瞭解本計畫工作項目，配合計畫時程，督導各校執行情形。

協助學校爭取及整合相關教育資源，提供學校推動主題跨域課程相關行政協助
及所需資源（含自籌經費）。

結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請優先協助實施學校完成校園無線網路及數位學
習環境佈建，並妥善規劃整體資源分配，以資源不重複編列為原則。

配合本部計畫出席相關會議及提供行政協助。



04 經費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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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所轄學校由各縣(市)政府彙整後於計畫網站上統一申請，其他學校
請自行上傳申請資料。(申請階段無需送公文到教育部)

學校同時申請本計畫和行動學習推動計畫者，將以本計畫為優先核定補助(不予
重覆補助行動學習推動計畫)。高中職部分，已核定補助「107-108年高中職行
動學習推動計畫」之學校，將不予重覆補助本計畫。

通過計畫審查之學校最高補助經費為每校新臺幣60 萬元；第二年參與之實施學
校可依各校合作推廣教學實施需求另行編列經常門10 萬元以內經費，作為與合
作推廣學校之推廣活動相關經費使用。此外，為鼓勵學校申請並進行國際網路
主題跨域課程，本計畫將給予通過國際網路主題跨域課程計畫審查之學校額外
補助經費上限新臺幣15萬元。

實施方案

p.6



如 何 加 入 我 們 ？

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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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程01

 縣(市)政府所轄學校

由縣(市)政府：

1. 受理並推薦轄下高中職和國民中小學申請本計畫。

2. 上傳推薦學校名單至計畫網站(10月22日中午12點前)。

3. 上傳各校教學實施計畫書至計畫網站(10月22日中午12點

前) 。

 其他學校

• 上傳教學實施計畫書至計畫網站(10月22日中午12點前) 。

計畫網站： http://dlearning.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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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earning.ncku.edu.tw/


申請帳號02

 縣(市)政府
• 107年已於計畫網站註冊帳號之承辦人，以Email作為
帳號，直接登入上傳資料。

• 新申請帳號之承辦人，提供Email由計畫推動團隊協
助開通帳號後上傳資料。

 縣(市)政府所轄學校
• 計畫徵件期間，由縣(市)政府統一上傳資料。

 其他學校
• 填寫學校基本資料並經信箱認證後即可獲得一組帳號，
登入後可更改密碼。

• 107年已於計畫網站註冊帳號之學校承辦人可直接登
入。

14



檔案上傳流程(即日起～10/22)04

15

計畫網站：
http://dlearning.ncku.edu.tw/

http://dlearning.ncku.edu.tw/


審查與公告(預計)03

書面審查 初審結果公告 初審通過學校
進行口頭報告 公告補助學校

107/10/23
～

107/11/08
107/11/27

107/11/09 107/12/31 前

16

期程以計畫網站公告為準
實施方案

p.7



107與108年計畫(主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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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案

p.1

p.2

p.15

107年 108年

課程實施範疇 • 於國中小學「部定課程」
或「校訂課程」實施

• 國中小學於「部定課程」或「校訂課程」之統
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實施

• 高中職於「部定必修課程」、「校訂必修課程」
或「校訂選修課程」實施

合作推廣學校 • 無

• 執行本計畫第二年之學校，需至少有一所合作
推廣學校

• 合作推廣學校須提出教學實施規劃與做法(於
實施計畫書第七點提出)

• 合作推廣學校可另行編列經常門10 萬元以內
經費



107與108年計畫(主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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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08年

國際網路
主題跨域課程

計畫書
審查

• 主題跨域課程(100分)
• 國際合作學習活動

(50分)

• 國際網路主題跨域課程(100分)
• 以英文撰寫實施計畫書之｢二、
課程規劃｣

課程
實施

• 整合3 個以上學科領
域

• 整合4 個以上學科領域(英語和
資訊科技等)

第二年課程規劃與開發 • 無 • 第一年課程加深加廣或開發新
課程

實施方案

p.2

p.9

p.10



108徵件須知與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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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子計畫詳細說明請參考：

計畫網站 > 108徵件須知 >下載簡報檔 / PDF檔

 常見問題彙整：

計畫網站 > 常見問題 > 108計畫申請



聯絡人：顏伃君小姐
電話 ： (06)3115617#34
信箱 ：dlearning.ncku@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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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
(主題跨域課程計畫)

祝福大家計畫申請順利成功!



子一：數位學習主題跨域課程之
教師增能計畫

• 成立產官學專家學者輔導團
• 建立課程發展與推廣機制
• 辦理教師專業工作坊
• 舉辦成果發表會

專業輔導
與支援

• 輔導課程設計
• 輔導課程實踐
• 輔導課程優化
• 輔導課程推廣

子二：數位學習主題跨域課程之
輔導與推廣計畫

課程發展
及推廣

子四：數位學習主題跨域課程之
檢核與成效分析計畫

• 發展課程檢核機制
• 發展課程設計教師檢核機制
• 建立學習診斷的評量機制
• 進行學習成效分析

檢核認證
與分析

• 撰擬計畫實施作業流程與作業須知
• 分項計畫管理及子項計畫整合協調
• 進行中小學徵件與案源探勘
• 建立數位學習產官學資源締結模式
• 辦理專家學者會議
• 進行課程數位多媒體化
• 建置計畫網站

子三：數位學習主題跨域課程之
國際交流計畫

• 運用國際合作學習平臺進行跨境合作學習
• 接軌國際競賽
• 促進與新南向政策國家之交流
• 推廣課程至新南向政策國家

國際接軌
及交流

數位學習深耕計畫

中小學分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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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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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激盪

課程擴散(專題延伸)

STEP 2
主題跨域課程
專題擬定

跨域課程
發展SOP

STEP 4STEP 3
教師

教學變革

STEP 1 STEP 5
跨域課程評
量與討論

優化

教師跨領域
主題社群

建立
典範

• 建立認證機制，確保課程品質
• 發展特色學校，培育典範團隊 主題跨域課程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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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跨域課程發展

依課綱設計主題跨域課程，
每個科目都可以是跨領域課
程主軸！

02

24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課程擴散(專題延伸)

加速度
的形成
及與 速
度、位
移的關
係

自由
落體
運動

加速度
感測器
工作原
理介紹

硬體
與韌
體

加
速
度
的
真
實
面
貌

資料
的傳
輸路
徑

數
位
信
號
的
世
界

動手
設計
我的
專屬
感測
器

加速
度數
值的
計算
方式

如
何
解
讀
數
據

回
歸
線
緣
由
與
應
用

圓周運動
的切線與

法線加速
度

水準/斜
向拋射

微機電制
程技術介
紹

慣性感測
器工作原
理介紹

電
路
設
計

Lay
out
佈
局

組
件
焊
接

韌
體
燒
錄
與
調
整

C
A
D
外
形
設
計

客制
外形
設計

特殊
外殼
設計

單擺
運動
數學
建模

主題
跨域
課程

數
據
判
讀

量測
誤差
分析

回
歸
分
析

訊號處
理

濾波器設
計

辨識器設
計

計步演
算法

熱量消
耗估測
演算法

睡眠分
析算法

軌跡重
建演算
法

韌體設計

資料庫設計 信號校正/補償

機構設計

防水防
塵設計

耐久
性測
試

變異性分
析

系統
參數
優化
設計

顯著
差異
檢定

可靠
度驗
證

地震波分析

龍捲風探測

手寫
辨識
系統

室內
行人
導航
系統

健康
管理
系統

運動
教練
系統

全身
軌跡
重建
系統

遊戲程式設計

系統壓力測
試

系統整合建
置

APP程式設
計

場域推
廣

市場反
應調查

UI介面設計

系統服務模
式設計

商業模式設
計

系統建置
成本預估

大資料
數學建
模

居家
複健
系統

1
S
T

E
A
M

2

3

S
T

E
A
M

S
T

E
A
M

4

5

6

S
T

E
A
M

S
T

E
A
M

S
T

E
A
M

7

8

9

10

S
T

E

M

S
T

E

M

S
T

E

M

S
T

E
A
M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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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深耕計畫
(中小學)

王曉璿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位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hswang@mail.ntcu.edu.tw

http://itech.ntcu.edu.tw

子計畫一：數位學習主題跨域課程之
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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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數位學習深耕學校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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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深耕學校

資源
整合

主題跨域
課程設計

• 108 年度需實施主題跨域課程至少
24 節課，每學期至少實施 12 節課
（包含「部定(部定必修)課程」至
少實施 6 節課）。

• 校長以外之教師實際參與課程開發
人數5人以上。參與學生人數30人
以上（全校學生數低於30人者不在
此限）。

• 一般主題跨域課程設計至少跨域融
合 3 個以上學科領域（包含科技及
其他 2 個以上學科領域）

• 鼓勵跨域合作，
整合產官學資源

• 進行數位學習研究
• 具體應用新興科技

教學實施
計畫書

• 學校基本資料、團隊組織及運作
• 課程規劃、課程實施和配套
• 預期量化與質化指標
• 經費需求表
• 其他說明事項

徵求對象

• 已規劃或已導入數位學習
之高中職和國民中小學。

• 學校校長須參與並協助推
動本計畫相關事務。



數位學習深耕學校實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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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深耕學校

實施架構參考

教師專業成長
課程設計交流
科技應用分享

輔導教授
區域學校群

區域輔導教授群

組織教師社群
校內工作會議
課程模式設計

主題跨域課程設計
第一學期計畫班級實施

第二學期推廣1個班級實施



數位學習深耕學校參與計畫實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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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深耕學校
實施參考

* 教師專業成長
校內主題跨域課程教師研習(至少2場)
跨校主題跨域課程研習、參訪(至少1場) 

(↑上述兩者可結合相關活動)

主題跨域課程設計工作坊(每學期至少1場)
區域輔導分享會議(每學期各1場)

啟動會議(1場)
期末成果發表會(1場)

組織教師社群
 定期召開校內工作會議

（學期間每月至少 1 次），
校長、教務主任應定期參
與（每學期至少 2 次），
亦可併同專家輔導共同進
行。

* 主題跨域課程試行推廣
除計畫實施班級，於校內或校外
至少有 1 個班級實施本計畫所開發

的課程

* 輔導教授指導
輔導教授請由專案網站名單邀請

http://dlearning.ncku.edu.tw/
每學期至少安排4次輔導

（含至少3次實地到校輔導）

29

實施方案

附件三

http://dlearning.ncku.edu.tw/


數位學習課程環境建置參考

30

建構主義式教學模型 (SPACE,1995)

情境設定 挖掘學習
者的想法

幫助學習者
發展概念 反思過程

課程教授之重心

學習者

學習環境

教師
1. 佈置教學環境
2. 學生直接操弄
3. 社會互動同儕討論
4. 認知調適

鷹架式學習導引



主題跨域科技應用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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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 設計學校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資訊融入

綜合活動、藝
術、社會、數
學、英文、國
文

臺北市立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北古城小玩
家

以臺北古城的體驗、理
解為核心，聚焦臺北古
城為「臺灣重要的歷史
文化特色」之主軸發展
主題課程。

巧妙地運用「設計思考」理念，
引領學生運用AR遊戲設計，讓
學生身歷其境、樂在其中、善用
科技、深度思考、發現問題與解
決問題，更成為真實的創作者。

科技、自然與
藝術領域

臺中市立臺中女
子高級中等學校

物聯網與校園
智慧系統整合

運用

緊扣臺中空汙時事議題
為主題，藉由長期的數
據搜集瞭解校園及居家
環境的大數據，由地球
科學課程帶領學生分析
資料及製成圖表，針對
長期監控之資料提出具
體改善策略。

讓學生運用3D列印、物聯網、
雷射切割(生活科技)等新興科技
配合資訊科技運算思維、程式設
計自製出校園智慧系統（空氣盒
子），並由美術科教師融入美感
教育及造型設計。

科技、藝術及
語文領域

南投縣立信義國
民中學

飛越部落，循
跡古道

以在地的八通關古道之
地理特色為主題，帶領
大家去古道之悠然景色
神遊

課程透過AR/VR技術、旋翼機和
3D繪圖軟體製作數位等高線模
型，應用於學校發展鄉土教學，
達到探究實作及整合活用的學習
目的。



數位學習深耕計畫
(中小學)

子計畫二：數位學習主題跨域課程之
發展與推廣計畫

林秋斌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chiupin.lin@gmail.com

https://chiupinlin.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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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chiupin.lin@gmail.com
https://chiupinlin.wordpress.com/


子計畫二任務
課程發展及推廣

33

1.  使用新興之科技設計主題跨域課程

• （如：VR/AR、3D列印機、物聯網、AI人工智慧和虛擬學習科技等，但
不限於上述）

2.  優化並推廣數位學習主題跨域課程

3.  促進城鄉或產學研等跨領域合作

4.  發展有效特色學校及典範推廣模式



PBL的8大基本要素

34

（http://www.bie.org/about/what_pbl）

與真實情境相關，包含任務、使用的工具或對世界的影響，或對學生個人的疑惑、
興趣或自我認知有幫助。

「公開呈現」

「批評和修改」

「反思」

「學生的自主決定和選擇」

「真實性」

「持續性的探究」

「有挑戰性的問題」

「核心知識、理解和成功的技能」

能在尋找資源和使用資訊的探究過程中，讓學生參與到嚴謹且延續的一系列問題。

一個好的PBL設計，應當有如下8個基本要素

主題聚焦於學生的學習目標，包括有標準的知識內容和技能為基礎，
及批判思考、問題解決、溝通表達、團隊合作以及自我管理等能力。

主題是基於一個有待解決且有意義的核心問題，並且具備一定程度的挑戰性。

學生能對這個主題作出一些決定，包括他們準備怎麼做和準備創造什麼樣的作品。

師生對探究的有效性、項目活動、作品質量、遇到的困難及克服的過程進行反思。

學生能提出想法也能收到同儕的反饋，並利用這些反饋來改進過程和最後的作品。

學生需要對班級以外的人解釋、展出以及呈現自己的主題。

(Buck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針對學習任務，設計「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以多元的評量策略/工
具，評估學習/任務目標（含表現與內容）的達成程度，並關注個別化學生
的需求及學習發展。 (子計畫四)

針對主題開發多個跨領域的學習子任務（活動），於本次徵件計畫書中至
少須設計其中一個完整的子任務內容。

係在營造學習氣氛，並拉近學習主題與學生生活背景間的距離，讓學生對
課程主題有真實且相關的感受，以提高其學習的動機。

沒有限制，但應以具挑戰性的問題或任務來設定，而且應能結合學校課程
內容，並和生活或社區的情境連結。
「申請課程國際交流計畫須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為課程主題 (子計畫三)」

主題跨域課程設計

35

未避免限制各校創意，計畫書徵件有關課程規劃內容僅提供課程主題、課程目標、學習
情境設計、學習任務設計及評量設計之說明。

課程主題

學習情境設計

學習任務設計

設計評量

P.S. 本次說明會所提出之案例亦僅供參考之用

實施方案

附件一



「實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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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推廣

 實施學校於邀請專家學者輔導教授定期進行實地輔導或線上討
論，計畫期程內每學期至少安排4 次輔導（含實地到校輔導至
少3次）。

 組織教師社群，定期召開校內工作會議（學期間每月至少1 
次），校長、教務主任應定期參與

 辦理校內主題跨域課程教師研習活動（至少2 場）。
 辦理跨校主題跨域課程相關教師研習、推廣或參訪活動（至少1 
場）。

 執行本計畫第二年之學校，需至少有一所合作推廣學校，並實
施前一年度所設計之主題跨域課程全部或部分模組，以實施及
轉化所設計之主題跨域課程。



「合作推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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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學校

 執行本計畫第二年之學校，需至少有一所合作推廣學校，並
實施前一年度所設計之主題跨域課程全部或部分模組。

 合作推廣學校須提出教學實施規劃與做法(包含推廣學校名稱、
課程實施、主題、領域、課程目標、團隊組織及運作、課程
模組、參與教師與學生數、預期效益等)。

 合作推廣學校可另行編列經常門10 萬元以內經費，以利執行
或參與本計畫之相關活動所需經費之使用。



「精緻化數位課程」

39

本計畫團隊將透過票選與審查程序，選出優質的主題跨域課程，
該實施學校需配合進行精緻化數位課程與推廣事宜。
本計畫推動團隊將安排專家學者，協助實施學校進行精緻化數位
教材規劃與腳本製作等前置作業，並協助進行精緻化數位教材後
製工作，實施學校提供後製過程中所需的相關課程內容與教學素
材，並協助內容偵錯與校對。
實施學校應與本計畫推動團隊密切溝通，實現完整精緻化數位課
程，並於協助教學現場的試行與推廣，提供修改建議。



計畫實施成果

4040

1. 教學實施計畫書（期末成果版）（基本資料、實施與配套、團隊組織及運作、工作時程和量
化與質化指標執行成果、經費報支表和採購設備項目、計畫結束後之推廣共享規劃、執行檢
討與建議等）。

2. 主題跨域課程教案。

3. 符合各學科單元目標之數位教材（檔案類型可為影片、動畫、簡報、學習單和多元評量）。

4. 主題跨域課程之課綱關聯圖和課程內容地圖。

5. 教學成果影片：6-10 分鐘，說明主題跨域課程設計的深度與意義和呈現教學活動與學習成
果，具體內容包含:
(a)破題：說明欲解決的真實生活情境與問題
(b)課程介紹：說明課綱關聯圖（跨哪些學科領域、各學科領域與課程聯結的深度與意義、各
學科在課程的知識應用），說明課程內容地圖（包含幾個課程模組、各模組與課程聯結的深
度與意義、各模組中各學科橫向整合的深度與意義）
(c)學習歷程和成果展現：對應破題之真實生活問題，說明學生深化學科基礎核心知識之學習
歷程、學習成果或產出、多元評量、課程或模組推廣建議。

實施方案

附件三



數位學習深耕計畫
(中小學)

林 奇 賢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數 位 學 習 科 技 學 系
apec .bes t@msa .h ine t .ne t

子計畫三：課程國際交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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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勝任力5C 關鍵核心能力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

42

21st

Century 
Skills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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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Global Competence



The Four Domains of Global Competence

44



Global Education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One way to shape our students'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teach for tomorrow is to integrate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 SDGs) into our 

curriculum. An even better way is to utiliz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for your instructional and assessment 

models.

45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menu=1300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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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47

Put Taiwan on the Map

http://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

http://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


計畫內容與實施流程

1. 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課程主題，以英文開發具國際網路主題跨域 (global 
networked collaborative PBL)特色之課程。

2. 課程開發完成並經優化與數位化後，將整合在知名國際
網路合作學習平台，並徵求國際夥伴學校共同實施課程。

3. 透過國際教育社群，讓課程接軌國際，以增進
中小學教育國際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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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個勾，給學生更美好的機會，也引領學校進入國際

如何申請「國際網路主題跨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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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校課程符合那幾個 SDGs?

除了請直接以英文撰寫課程規劃，並請在 課程目標
中標註貴校課程係針對 SDGs 17 個目標中那些目標來
設計 (目標項目數目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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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路主題跨域課程實施學校的任務

1.前半年：優化課程設計，並徵求國際夥伴學校

2.後半年：透過國際網路合作學習平台與國際夥伴學校實施課程

3.結束前：彙整國際網路合作學習活動成果，並進行國際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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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路主題跨域課程案例



數位學習深耕計畫
(中小學)

子計畫四：數位學習主題跨域課程之
檢核與成效分析計畫

邱瓊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
cchui@ntnu.edu.tw

533

mailto:cchui@ntnu.edu.tw


 檢視及呈現學校的實施成效

54

實施學校的工作項目之一

成效評估資料收集 每學期至少1次

實施學校調查人員訓練會議 每學期至少1場

實施方案

p.20



 檢視及呈現學校的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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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學校的工作項目之一

 彙報課程實施進度

 成效評估資料收集

 跨域學習需求評估

 跨域學習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主題跨域課程自我檢核

 主題跨域課程設計教師自我檢核4. 配合本部與本計畫推動團隊彙報課程實施進
度、進行成效評估和執行相關事宜，以了解學
生學習成效與學校推動情形。

實施方案

p.3



教學實施計畫書審查及核定

56

課程目標

課程設計

學習者評量設計

課
程
實
施
和
配
套

團
隊
組
織
及
運
作

主
題
跨
域
課
程



課程目標

 1-1 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的目標

 1-2 結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之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1-3 橫向整合3個以上學科領域（高中

職和國中須包含資訊科技學科，國小須

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1-4 連結真實生活情境，引導學生實作

解決真實問題

57

一般主題跨域課程評審項目



課程設計

 2-1 合理有效運用新興科技與數位資源的學習特色

 2-2 適當進行知識建構、深度學習、團隊合作、自

我管理，和真實情境的問題解決與創新思考等元素

 2-3 讓學生根據驅動問題產出成果，持續地得到回

饋和進行反思，並將成果呈現給真實的對象或觀眾

 2-4 課程與教學採模組化設計

 2-5 適當結合國際合作學習活動

58

一般主題跨域課程評審項目



學習者評量設計

 3-1 以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量評估學習目標達成

程度

 3-2 採取多元的評量策略與形式

 3-3 關注個別化的學生需求與學習發展

59

一般主題跨域課程評審項目



課程實施和配套

 4-1 所發展的課程需能在本方案所訂課程實施

範疇下進行

 4-2 規劃合宜的行政、環境、設備等支援和配

套措施

 4-3 能適當結合親師生，運用在地與社會資源

60

一般主題跨域課程評審項目



團隊組織及運作

 5-1 團隊教師的專長與分工能促進課程的

發展與實施

 5-2 團隊經營與歷程管理能促進團體績效

和課程品質

 5-3 適當納入社區或校外合作成員

61

一般主題跨域課程評審項目



聯絡人：顏伃君小姐
電話 ： (06)3115617#34
信箱 ：dlearning.ncku@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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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
(主題跨域課程計畫)

祝福大家計畫申請順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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