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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法
• 公布日期：
民國92年02月06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二○○○一七六八○號令

• 最新修正：
民國108年5月8日



家庭教育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家庭教育，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
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及服務；其範圍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家庭教育法
第5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推展地方性家庭教育之策劃、辦理、宣導及督導事項。

二、所屬機關、機構、學校等辦理家庭教育工作之獎助及評
鑑事項。

三、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之人員
及志願工作人員之在職訓練事項。

四、推展地方與國際家庭教育業務之交流及合作事項。

五、其他地方性家庭教育之推展事項。



家庭教育法
第7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設家庭教育
中心，並結合教育、文化、衛政、社政、
戶政、民政、農政、消防、警政、勞工、
新聞、環保、原住民族事務等相關機關或
單位、學校及大眾傳播媒體，共同推動轄
區內家庭教育事宜。



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巫春慧
• 地址：臺中市東區三賢街245號

• 電話：(04)22124885 



家庭教育法
第8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邀集學者專
家、教育人員及家庭教育實務工作者，組
成家庭教育輔導團，協助家庭教育中心至
學校、社區執行課程、教材之設計及活動
之推展。。



臺中市家庭教育輔導團

• 100學年度正式成立

•召集人：東勢區新盛國小陳美娟校長



家庭教育法
第9條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如下：
一、家庭教育中心。
二、終身學習機構。
三、各級學校。
四、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
五、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私立機構、法人或團體。



家庭教育法
第9條
前項第一款之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及工作人員，每年應
接受十八小時以上家庭教育專業研習時數。
第一項第二款與第三款之機構及學校之推展家庭教育
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專業研習
時數。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之機構、法人或團體應積極鼓
勵所屬之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每年定期接受家庭
教育專業研習。



家庭教育法
第11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家庭教育機關、
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之人員及志
願工作人員，提供各種進修課程或訓
練。



家庭教育法
第13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
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
活動；另應會同家長會對學生及其家
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辦理
親職教育。。



家庭教育法
第15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應即通
知其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並提供相
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等服務；其內容、時數、家
長參與、家庭訪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該管
主管機關定之。

附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課程內容及時數.pdf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法規內容-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pdf


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2條

本法第二條所定家庭教育之範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 二、子職教育

三、性別教育 四、婚姻教育

五、失親教育 六、倫理教育

七、資源管理教育 八、多元文化教育

九、情緒教育 十、人口教育

十一、其他家庭教育事項

11句台灣父母最常說的話。15 秒的言語威力，你的心臟承受的住嗎？ (720p).mp4
【我的百變爸爸】全國電子2019 換你主演 (720p).mp4
頑皮公主不出嫁.ppt
婚姻幸福的秘訣 (480p).mp4
媽媽爸爸不住在一起了.ppt
【阿公的電視機】  全國電子2017感心上映 (720p).mp4
《我的火星媽媽 Ibuku dari planet Mars》官方微電影 (1080p).mp4
青少年愛家教育課程四部曲 (480p).mp4


• 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與關懷之教育活動及服
務。

• 指增進子女或被監護人對父母或監護人應盡義務
與應享權益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 指增進家人有關性別生理、情感、認知與社會知
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 指增進個人、家庭、社會之資源運用與管理之教
育活動及服務。

• 指增進婚前與婚後關係經營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家庭教育範圍



• 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及尊重之教育
活動及服務。

• 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養之未
成年子女，對家人關係維繫與家庭生活管理知
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 指增進家人互動之情緒覺察、表達與管理之教
育活動及服務。

• 指增進父母或監護人了解應盡職責與教養子女
或被監護人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 指增進婚姻、生育及家庭價值之教育宣導活動。

家庭教育內涵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



溫暖
warmth

關懷
care

安全
security

相聚
together-

ness

包容
tolerance

接納
acceptance

聯合國
1994年國際家庭年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IYF）

5月15日國際家庭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IDF）

一、家庭教育的本質

愛家515 家人無距離之「愛家舞一舞」MV—兒童版 (480p).mp4
愛家515 家人無距離之「愛家舞一舞」MV—兒童版 (480p).mp4


家庭教育法

• 第9條3-4項

家庭教育法

•第11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對推展家庭教育機

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之人

員及志願工作人員，提供各種進修

課程或訓練。

-第一項第二款與第三款之機構及

學校之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

每年應接受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

專業研習時數。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之機構、

法人或團體應積極鼓勵所屬之推

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每年定期

接受家庭教育專業研習。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基本概念

依據



家庭教育法

• 第12條

家庭教育法

• 第13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
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另應會同家長會對學生及其家長、監護
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辦理親職教育。

-家庭教育之推展，以多元、彈性、符
合終身學習為原則，依其對象及實際
需要。

-得採演講、座談、遠距教學、個案輔
導、自學、服務推廣、參加成長團體
及其他適當方式，並結合大眾傳播媒
體、網際網路、行動通訊載具及其他
資訊科技執行推展工作。

依據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基本概念



十二年國教

• 家庭教育議題

19項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 安全教育

人權教育 法治教育 防災教育

環境教育 科技教育 戶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能源教育 家庭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國際教育 品德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學習主題

 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家人關係與互動

 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依據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基本概念



1.正
向
情
緒

過去：滿意、滿足、感恩、寬恕、遺忘

現在：愉悅、享受

未來：樂觀、希望、 信心、信任

以幸福感理論為基礎

三、重要理論基礎



2.全
心投
入

（運
用正
向特
質）

智慧與知識:好奇心、熱愛學習、判斷力…

勇氣:勇敢、毅力、正直

人道與愛：仁慈、愛

正義:團隊合作、公平、領導

修養:自我調整、慎重、謙虛

心靈的超越:對美的欣賞、感恩…

6項美德/24項長處

以幸福感理論為基礎

三、重要理論基礎



以幸福感理論為基礎

3.正
向關
係

社會：如社區、工作、傳媒

學校：同事、師生、親師

家庭：五種愛之語、共創回憶

三、重要理論基礎



愛之語
Gary 

Chapman

肯定的
言詞

精心的
時刻

身體的
接觸

貼心的
禮物

服務的
行動

以幸福感理論為基礎

三、重要理論基礎

愛的語言檢測活動.doc
愛的語言檢測活動.doc
word 4 愛的撲克牌.docx
word 4 愛的撲克牌.docx


家庭教育法 十二年國教家
庭教育議題

對象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推展設計

外加

善用家庭教育教學示

例

自編學校家庭教育課
程

結合學校本位課程

融入

國語文Cb-II-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
庭、鄉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融入A-II-2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家庭型態。

社會Bc-II-2 家庭有不同的成員組成

方式；每個家庭所重視的價值有其異同。

融入A-II-2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家庭型態。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家庭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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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理念

學習目標

學習主題
與

實質內涵

內涵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家庭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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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積極參與家庭活動的責任感與
態度。

 激發創造家人互動共好的意識與責
任，提升家庭生活品質。

基本理念

學習目標

學習主題
與

實質內涵

內涵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家庭教育議題

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家人關係與互動

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基本理念

學習目標

學習主題
與

實質內涵

內涵

家人關係

家庭生活管理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家庭教育議題

基本理念

學習目標

學習主題
與

實質內涵

教育部 106-107 

年委託進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家庭教育
課程參考大綱
研修計畫成果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五
大
學
習
主
題

幼兒園階段

小學高年級階段

國民中學階段

高級中學階段

小學中年級階段

小學低年級階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補充說明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家人關係

家庭的組成、
發展與變化

家人關係

與互動

人際互動與

親密關係發展

各學習階段內容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TED 中英雙語字幕- Robert Waldinger：幸福從何而來？.mp4


（一）主題軸內容

1.家庭組成、發展與變化

2.家人關係與互動

3.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約會、擇偶、婚姻、家庭）

（二）歷程

個人 家庭與家族 準備建立家庭

（了解） （關懷） （承諾）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任務 

階段 

 

 個人 家庭、家族 預備建立家庭 

原生家庭                       再生家庭 

幼兒園 
 

簡

單

任

務 

 

 

 

複

雜

任

務 

認識自己是家庭的

一份子 

描述家庭、接受家人關

愛 

人際互動的基礎：識別

情緒 

1-2年級 自己與家人的關係 
增進家人關係的方

法，並在家庭中實踐 

人際互動的基礎：情緒

對別人的影響 

3-4年級 
比較自己與其他家
庭成員的角色、表
達愛 

參與家庭活動並與家

人分享經驗 

人際互動的基礎：正負

向情緒的調整與因應 

5-6年級 
實踐兒童在家庭中

的角色和責任 

了解並關懷家族成員

及有照顧需求的親屬 

人際互動的基礎：不同

文化的人際互動 

7-9年級 

實踐青少年在家庭
中的角色和責任，
並適時關懷父母及
長輩 

了解並關懷家庭成員

的需求與期待 

人際交往、親密關係，
以及婚姻與家庭等關係
的發展 

高中 自己的家庭責任 
反思並調整自己與家
人的互動，建立良好家
人關係。 

探索伴侶的選擇、描繪

自己未來的家庭願景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家人關係

內涵



家庭生活管理

家庭資源管理
與消費決策

家庭活動
與社區參與

各學習階段內容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一）主題軸內容

1.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資源概念與技巧）

2.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個人與家庭生活的實踐）

（二）發展階段

◎個人 家庭 社區（逐漸加入）

(了解)        (參與)           (規劃、創造)

內涵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任務 

階段 

 

 自我本身 參與家庭 進入社區 

著重個體                       著重群體 

幼兒園 
 

簡

單

任

務 

 

 

 

複

雜

任

務 

家庭生活用品、廣告

的認識 

節約家庭生活用品、

簡易家務工作 
社區中的危險情境 

1-2年級 
成長所需資源、想要

與需要 
主動參與家務工作 物品的合宜使用 

3-4年級 家庭資源的意涵 

參與家庭消費行動，

了解家庭日常消費情

形與影響 

家庭消費對家庭、社會和

環境的影響 

5-6年級 
個人時間與金錢資源

的管理原則 

個人與家庭資源的運

用 

分析傳播媒體對個人與

家庭消費的影響 

7-9年級 
運用家庭資源訂定個

人合理的生活目標 

家庭消費與財物管理

策略。 

家庭資源與運用的相關

法規與政策 

高中 
運用資源簡化家務工

作 
探索家庭理財知能 

分析全球化的消費議

題，提升消費決策能力，

達成環境永續的目標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家庭生活管理內涵



家庭教育議題

主題軸二-家人關係與互動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親子、手足、夫妻、代間關係

了解家人的角色與責任

主動關懷家庭成員

營造「學習型家庭｣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家庭教育議題 學習重點與補充說明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主題軸二-家人關係與互動

內涵



家庭教育議題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子女的角色
與責任

幼兒的家庭角
色與責任實踐

兒童的家庭角
色與責任實踐

青少年的家庭
角色與責任實

踐

家庭中的角
色與互動

家庭中的
多元角色

家庭中角色互
動倫理

家庭中角色互
動的變遷

家庭壓力與
韌性

家庭衝突、暴
力與因應

家庭壓力與危
機

家庭壓力與危
機

健康家庭的
經營

健康家庭的意
涵

健康家人互動
關係的增進方

法

健康家庭活動
的規劃與參與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主題軸二-家人關係與互動



家庭教育議題 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 家庭壓力與韌
性

• 健康家庭的經
營

• 家庭中的角
色與互動

• 子女的角色與
責任

0-V I-II

III-V0-V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的推展

內涵

主題軸二-家人關係與互動



五、從概念到實踐 ~ 家庭教育議題 實踐二寶典

教師手冊、教學示例

下載路徑：

教育部家庭教育資源網/專業人員學習資源/其他家庭教育議題

https://familyedu.moe.gov.tw/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教師手冊

(一)家庭教育議題教師手冊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教學示例

(二)家庭教育議題教學示例



五、12年國教-總綱核心素養



五、12年國教-總綱核心素養



五、12年國教-總綱核心素養

自
主
行
動



五、12年國教-總綱核心素養



溝
通
互
動

五、12年國教-總綱核心素養



五、12年國教-總綱核心素養



社
會
參
與

五、12年國教-總綱核心素養



學科/議
題素養

核心
素養

素養導
向教學

六、素養導向課程/活動設計基本概念

（一）意涵

•一方面是指培養各領域 學科素養

•另一方面，則指促進總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



（二）原則

•連結真實情境脈絡，讓學習產生意義

•強調學生參與和主動學習，得以運用與強化相關能力

•兼顧學習的內容（學習內容）與歷程（學習表現），

以彰顯素養乃包含知識、技能、情意的統整能力

•針對不同核心素養項目，應有不同設計重點

六、素養導向課程/活動設計基本概念



整合
知識、技
能與態度

情境化、
脈絡化的
學習

學習歷程
、方法及
策略

實踐力行
的表現

知識、情意
與態度不是
分別獨立的

從真實情境
中思考問題

重視學習的
歷程而不是
背誦結果

將所學應用
在生活中

（三）設計重點

六、素養導向課程/活動設計基本概念



（四）以學生為主體

•素養導向設計重視學生主動學習的角色，教學方案的敘寫

不應只有知識能力的表述，而要能關照到學生的學習動機

、是否設計提供讓學生有探索的機會。

•透過學習歷程，能促進學生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問題解決

等能力。

•在教學方案的敘寫上，應該不只是「認識」、「知道」，而

建議可以更強調「理解」、「分析」、「探索」、「發表」

等等，以便能體現核心素養的精神。

六、素養導向課程/活動設計基本概念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階段一：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階段三：設計學習經驗及學習活動



階段一：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

確定學習表現：

十二年國教議題融入手冊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參考大綱

依據學習表現設計學習目標、達成之總綱核心素養

以「2-II-2表達對家人的情感支持與關懷」為例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階段一：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

確定學習表現：

以「2-II-2表達對家人的情感支持與關懷」為例

學習目標：了解家人的情感支持與關懷方式，並在生活

中實踐。

總綱核心素養：E-B1具備「聽、說、讀、寫、作」的基

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數理、

肢體及藝術等符號知能，能以同理心應用在

生活與人際溝通。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以「2-II-2表達對家人的情感支持與關懷」為例

（1）高層次紙筆評量：
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
採：
活動心得學習單、紙筆評量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等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以「2-II-2表達對家人的情感支持與關懷」為例

（2）口語與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
性目標，採：
問答、口頭報告、口語溝通、晤談
書面報告、實際操作、作品製作、表演、行為觀察等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以「2-II-2表達對家人的情感支持與關懷」為例

（3）檔案評量：
依學習目標:
指導學生彙整或組織紙筆評量及表單、表現評量等資料、相關
軼事紀錄，
製成檔案，展現學習歷程與成果，進行回饋與反思。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以「2-II-2表達對家人的情感支持與關懷」為例

口語評量：以4F、3W、ORID提問討論為例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評定量表：Kirkpatrick（2006）四層次成效評估為例



Feeling
（感受）

Finding
（發現）

Future
（未來）

Facts
（事實）

當下的經驗
1.發生什麼？
2.看到什麼？
3.聽到什麼？

個人感覺與情緒
1.個人的感受？
2.情緒的過程？
3.心緒的變化？

經驗解釋與判斷
1.為何發生？
2.前後差異？
3.學到什麼？

轉化思考與應用
1. 未來的影響？
2. 將來的期待？
3. 所學的應用？

4F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口語評量：以4F、3W、ORID提問討論為例



主題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家人關係與
互動

2-III-2了解並關懷家庭親屬及

有照顧需求的親屬。

B-III-3家庭親屬成員及有照顧需求

的人。

B-III-4家庭親屬的適當關懷行動。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舉例

坐飛機的刺瓜仔湯

《愛在家系列影片之一》坐飛機的刺瓜仔湯 (720p).mp4
《愛在家系列影片之一》坐飛機的刺瓜仔湯 (720p).mp4


Feeling
（感受）

Finding
（發現）

Future
（未來）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以4F為例

facts：在影片中，看到哪些人？這些人在做
什麼？

feeling：看完影片，你的感受是什麼？
finding：阿嬤的刺瓜仔湯味道有變嗎？
future：未來和家人互動，你會做些什麼，

讓親屬間的關懷更溫馨美好？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口語評量：以4F、3W、ORID提問討論為例



主題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家人關係與
互動

2-III-2了解並關懷家庭親屬及

有照顧需求的親屬。

B-III-3家庭親屬成員及有照顧需求

的人。

B-III-4家庭親屬的適當關懷行動。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舉例

阿嬤的衛生紙

【真人真事改編】 阿嬤的衛生紙 (1080p).mp4
【真人真事改編】 阿嬤的衛生紙 (1080p).mp4


Feeling
（感受）

Future
（未來）

What 看到什麼

So what 學到什麼

Now What 現在要如何？未來要如何？

3W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口語評量：以4F、3W、ORID提問討論為例



主題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家人關係與
互動

2-III-2了解並關懷家庭親屬及

有照顧需求的親屬。

B-III-3家庭親屬成員及有照顧需求

的人。

B-III-4家庭親屬的適當關懷行動。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舉例

我的百變爸爸



Feeling
（感受）

Finding
（發現）

Future
（未來）

Facts
（事實）

ORID
Objective

外在客觀、事實

看到了什麼

記得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

Reflective

內在感受、反應

有什麼地方讓
你很感動/驚
訝/難過/開心

什麼是你覺得
比較困難/容
易/處理的

令你覺得印象
深刻的地方

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

為什麼這些讓
你很感動/驚
訝/難過/開心

引發你想到了
什麼？有什麼
重要的領悟嗎

重要的意義是
什麼？學到了

什麼

Decisional

找出決定、行動

有什麼我們可
以改變的地方

接下來的行動
/計劃會是什

麼

未來你要如何
應用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口語評量：以4F、3W、ORID提問討論為例



Kirkpatrick成效評估層次

成效

反應

reaction

學習

learning

行為

behavior

結果

result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評定量表：Kirkpatrick（2006）四層次成效評估為例



Kirkpatrick（2006）四層次成效評估的意義與評估內容、重點

層次 定義 評估內容 重要性

反應

reaction

學習者對活動

（家庭教育）的

喜愛和感覺程度，

也可視為學習者

對活動的滿意度

可包括師資、課

程、教材、教學

方式、場地設備

等

學習者者的回饋可做為

活動成效的評估指標及

活動修改依據及活動的

績效指標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評定量表為例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Kirkpatrick（2006）四層次成效評估的意義與評估內容、重點
層次 定義 評估內容 重要性

學習

learning

學習者透過活

動了解並習得

的知識或技術

等（家人關係

與家庭功能）

測量學習者態度的

改變、知識或技能

的習得或提升

確認學習者參與活動後

是否產生學習效果，檢

視活動效率、效能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評定量表為例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Kirkpatrick（2006）四層次成效評估的意義與評估內容、重點

層次 定義 評估內容 重要性

行為

behavior

學習者者能將所

學應用於（家庭）

生活，展現在日

常行為中

學習者在活動結束

後，在生活上展現

的態度改變或運用

所習得的知識、技

能

學習者能否養成預期的

目標行為或習慣，亦即

學習者在活動結束後應

用知識、技能或態度改

變及其持久程度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評定量表為例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Kirkpatrick（2006）四層次成效評估的意義與評估內容、重點

層次 定義 評估內容 重要性

結果

result

參與活動後，學習

者對自身（家庭）

生活產生的影響

活動對學習者家庭

生活影響的效果，

例如家庭氣氛、親

子互動方式、手足

溝通方式等

學習者家庭達成預期

目的、目標的情況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評定量表為例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Kirkpatrick（2006）四層次成效評估舉例

題號 題目
1很不
喜歡

2不
喜歡

3喜
歡

4很
喜歡

反應

1 繪本賞析及討論分享。 1 2 3 4

……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評定量表為例



Kirkpatrick（2006）四層次成效評估舉例

題號 題目
1很不
同意

2不
同意

3同
意

4很
同意

學習

1 我學會支持與關懷家人的方式。 1 2 3 4

2 我學會觀察家人的生活點滴。 1 2 3 4

3 .......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評定量表為例



Kirkpatrick（2006）四層次成效評估舉例

題

號
題目

1非常
不符
合

2不
符合

3符
合

4非
常符
合

行為

1 我用不同的方式送家人生日禮物。 1 2 3 4

2 我從觀察家人生活中，了解家人喜歡的關懷方式。 1 2 3 4

3 ……

行為可以用行為頻率：很少、有時、經常、
很經常，但本活動不適用。

四、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評定量表為例



Kirkpatrick（2006）四層次成效評估舉例

題

號
題目

1很
不符
合

2不符
合

3符
合

4很
符合

結果

1 我用不同方式關懷家人，讓家人更親近了。 1 2 3 4

2 1 2 3 4

七、素養導向家庭教育課程/活動設計：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簡稱UbD)

階段二：決定可以接受的評量證據

評定量表為例



階段三：設計學習經驗及學習活動
學習內容＋元件構想＋學習活動等，完成教學方案
以「2-II-2表達對家人的情感支持與關懷」為例

1.確認呼應學習表現的學習內容

主題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家人關係與
互動

2-II-2表達對家人的情

感支持與關懷。

B-II-3由家庭獲得的不同情感支持

與關懷。

B-II-4家人情感支持與關懷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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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設計學習經驗及學習活動

學習內容＋元件構想＋學習活動等，完成方案

以「2-II-2表達對家人的情感支持與關懷」為例

2.準備元件： 影片

圖書

桌遊

網頁

動手做

繪本

歌曲
訪問活動

觀察

文本

周哈里窗活動

Q分類活動(1)繪本(文本）賞析+討論題目(口語評量）
(2)影片+討論題目（或學習單等）
(3)歌曲+討論題目（學習單等）
(4)訪問活動（學習單等）
(5)觀察記錄（學習單等）
(6)課堂其他活動…+討論題目（學習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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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設計學習經驗及學習活動
學習內容＋元件構想＋學習活動等，完成教學方案
以「2-II-2表達對家人的情感支持與關懷」為例

3.總結

-家人情感支持與關懷的來源與方式：以子女能力所及的方式，表

達對家人的愛與關懷。例如說出對家人的感謝或鼓勵、寫卡片、

留字條、問候、製作小禮物、觀察家人的作息或身體狀況、觀察

並描述家人的特點等。

-實踐「愛家五到運動」或「五種愛之語」，適時表達對家人的關

心與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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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撲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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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撲克牌
情境說明文字
主角+接受者/
付出者+愛之語

內容

情境
示意圖



你知道 你不知道

我
知
道

公眾我：
我知道，
你也知道

隱藏我：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
不
知
道

背脊我：
我不知道，
你知道

潛能我：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請使用學習單進行以下活動 :

1.請以坐在你對面/右手邊的夥伴為對象

2.兩人一組相互聊天(3-5分鐘)

3.請先寫自己的優點5項(視時間狀況增刪)

4.寫下感受到對方的優點5項

5.將寫下對方優點的部分撕下送給對方

6.整理學習單的四個區塊的資訊，完成周哈里窗特別發現?用在親子/家人間可能的效果?

周
哈
里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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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例



家庭「愛的存款」

愛之語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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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例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