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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教學創新教學之旅：
核心素養導向下的國小理財教育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社會領域輔導小組兼任輔導員、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教師　甘文淵

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即

將上路，此次課程變革發展主軸在於以「核心素

養」作為各教育階段間的連貫，與各領域或科目

間統整之核心；而核心素養理念即在希冀每位學

生能具備一定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以適應現在

生活同時也能面對未來的挑戰，所以，核心素養

強調教師於教學時不宜以學科知識與技能為限，

應將教學內容與生活情境做結合，以讓學生能實

踐力行（教育部，2014）。

我國理財教育課程首見於82年版社會領

域二、五年級教科書（國立編譯館，2001a、

2001b；甘文淵，2015），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

之編入社會領域第七主題軸「生產、分配與消

費」，其課程內容橫跨國小中、高年級與國中教

育階段（甘文淵，2011），十二年國民教育社會

領域綱要所公布之草案，亦延續其部分內容。

所以，理財教育當如何從過往能力指標轉為

核心素養導向的教育？讓學生「自主統整」課堂

所學理財觀念及其他相關科目或領域知識，將之

應用於現實社會，做出較為合理的儲蓄與消費抉

擇，以切合核心素養，此乃文本論述之主軸，亦

為創新教學之試煉。

壹、素養導向教育

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面對複雜的社會生活所

需，而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的總合（楊俊

鴻，2016；蔡清田，2014b）。素養與九年一貫

課程所強調的能力有何差異呢？楊俊鴻、張茵倩

（2016）指出素養即是一種能力，素養可說是能

力的升級進化版，能力經過精進之後，也就成為

素養。換言之，素養豐厚也落實了能力指標，

十二年國教所強調的素養，奠基在九年一貫課程

能力教育之上，此二者並非零與一間的斷裂，而

是串連與進化的關係。

在素養導向下的課程設計，是以學生為主

軸，其課程內容包括「知道」和「能做」兩個向

度，在學習過程當中，學生不僅要能知道為什麼

這麼做以及做什麼，再者，素養導向的教學特

點，不僅是在教知識也要教技能與情意；不僅是

在教結果，更在乎學生的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

的運用及反思的能力；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學

習，而非去脈絡化的認知與技藝學習（范信賢，

2016；楊俊鴻、張茵倩，2016）。

綜上所述，素養導向教育並非是課堂裡教師

單軌式的知識傳授，學生靜心聆聽而已，而是學

生於生活情境當中，主動將其所學，運用可行策

略，解決所遭遇到的問題或滿足其有興趣的事物

之上，並藉此反饋與精進自己的知識、技能與態

度，其觀點如下圖一所示。

圖1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阿拉伯數字為課程進
行流程）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焦點話題 >>>

48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新北市教育　中華民國106年9月/第二十四期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貳、核心素養導向教育

素養中選擇關鍵的、必要的與重要的，也就

是核心素養（蔡清田，2014b）。十二年國教總

綱所指核心素養為三面九項（教育部，2014），

學生在核心素養的習得上，將透過各領域或科目

的正式課程或者是其他非正式課程、潛在課程來

進行培養，以讓學生藉由表演、實際體驗、省思

與團體活動的參與，靈活的將所學運用在日常生

活情境之中（楊俊鴻，2016）。

參、理財教育素養推動的重要性

前美國總統Obama於2011年國家理財素養月

指出：「一位美國人若欲為自己或家人打造一

個安全的未來，就必須擁有一套面對日趨複雜

的金融體系當中存活的能力。當我們從最惡劣

的經濟危機中復甦時，相較過去我們更需要理財

決策上的知識素養。在此，我們再度強調理財素

養提升的必要性，也必須要確認所有的美國人都

可以獲得值得信賴的金融商品與服務。」（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13）。

提升理財素養的重要方法就是推動理財教

育，以藉此讓自己有能力面對欲趨複雜的理財方

式，再者，政府相關機構也應嚴格監督金融機構

所提供的服務與商品，以免民眾受害。所以，如

何恰當的使用金錢，以及處理由金錢所衍生而來

的問題，即為理財教育素養推動的主要原因。

肆、核心素養與理財教育的結合

一、終身學習滾動調整：教學的本質是變動非預

設並隨外在社會而調整且加以應用

理財知能不當是種靜態的能力，個人當

應隨著外部環境與金融體系的改變而持續獲

取新知與技能（黃美筠，2008）。因此，理

財教育是種過程，是種動態改變的歷程（黃

美筠，2012；OECD, 2005, 2013）。

曾永清、李麗香（2012）認為理財教育

是全人的生涯教育，其知識、觀點與行為均

應從小開始訓練起，並讓所學自然成為生活

當中既有的一部分，以形塑成為一種習慣，

對此，Bernanke（2012）也有類似的看法，

他認為理財教育是終身受用的，藉此可以幫

助學生持續獲取訊息，並活用於現實生活

裡，也讓他們一輩子對於理財產生興趣，並

投身其中。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強

調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

2014），其課程願景為「成就每一個孩子－

適性揚才、終身學習」（教育部，2014），

由此可知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就是期盼藉由

學校教育的能量培育健全的國民與終身學習

者（蔡清田，2014a），再者，核心素養三

面九項所強調的是配合生活情境持續滾動修

正（教育部，2014），因此，唯有國人能夠

終身學習也才能面對快速變動的世界，以解

決複雜的問題，迎向未知的世界與面對未來

的挑戰（洪詠善，2016）。

從生命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多數的人們

注定需與金錢為伴，無法脫離金錢的枷鎖，

加以理財工具不斷更新，消費商品日新月

異，如何做好理財並學會如何理財也就成為

一輩子的課題，此概念與核心素養所強調的

終身學習相同，而隨時學習新知以面對多變

的社會亦與核心素養所重視的持續精進與調

整一樣，因此，理財教育與核心素養導向的

學習在理念與作法上是契合的。

二、核心素養導向下的理財教育案例－學生自辦

校外教學設計與實踐

核心素養轉化到各領域課程中，是由理

念到實際、由抽象到具體、由共同到個別差

異，相互連結也不斷轉化與修正（王全興，

2016），因此，核心素養導向下的教學設

計理應包含「學科素養」（disciplinary 

l i t e r a c y）與「核心素養」（c o r e 

competencies），兩者相互配合以共構課程

內容（楊俊鴻、張茵倩，2016）。

對應本文案例，筆者所設計的課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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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科素養上為「預算表擬定、記帳、金錢

使用的省思」；核心素養為自主行動中的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以及「規劃執行與

創新應變」、溝通互動中的「符號運用與溝

通表達」以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社

會參與中的「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本方

案共計執行11堂課，其教學流程與活動照片

說明如下（圖1-11）：

(一)個人寒假作業先行撰述校外教學計畫

案：報告內容需包括「行程與時間規劃

表」、「經費概要」、「風險評估」與

「設計理由」四大項，以作為開學後小

組討論之參考。

(二)小組討論、查詢相關資訊，並撰述正

式報告：報告格式與要件大致上與寒假

作業相同，但

若要讓評審委

員或其他組別

能有更多的認

同，得以其他

系統性思考法

來做綜合報

　　告。

(三)小組報告：獲勝小組的計畫案將作為全

班實際校外教學之內容，且該小組可於

週三下午由導師帶領進行實際場勘，且

費用全數由導師負責，因此，學生求勝

意願頗高，又為增加比賽的公平性，當

天（106年5月19日）委由六位教師擔任

評審，分數占比百分之六十，學生小組

互評占比百分之四十。

(四)小組場勘：最後本班由第六組淡水一

日遊獲勝，筆者利用週三（106年5月24

日）下午無課務時間實地帶學生外出場

勘，其目的在於讓學生瞭解交通動線、

時間花費、場館人員預約導覽時間，以

及核對詳細經費開支（以下圖說均達到

核心素養裡的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五)全班出遊自律規範的實踐：本次校外教

學全由學生自主規劃與執行，教師僅在

旁邊做紀錄與必要的提醒。出門前一天

負責成員向學生做外出叮嚀，當天早上

向學生收取保險費9元，在每一車站與

景點控管學生秩序並邀訪講師以進行解

說，讓同學能在學習與輕鬆的氣氛中進

行校外教學中自律學習。

圖1 以課間活動或早自
習進行小組討論（社會
參與：人際關係與團隊
合作）

圖3 運用網路硬碟備份
與傳輸資料（溝通互
動：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養）

圖2 善用科技資訊查詢
交通工具與車程時間
（溝通互動：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圖4 小組學生上臺報告 圖5 教師與學生分享評
審心得

圖6 試走捷運路線板橋
到紅樹林車站並詳記費
用

圖9 學生查找可由紅毛
城回淡水捷運站的公車

圖7 學生與紅樹林生態
教育館接洽導覽時間

圖8 學生與紅毛城館方
人員接洽導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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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財教育於生活中的具體落實：學生

於出發前需針對第六組學生所擬定的計

畫，規劃屬於自己的預算表，並於過程

中記帳，以核算自己原先預計與實際間

花費間的落差，由於學生在出門前已針

對行程擬出可能的花費，那麼出門後在

理性的箝制下，較不會有過於衝動的消

費行為，如下圖S18學生，考量當天天

氣熱，因此，在出門前編列飲料20元，

消費選擇為需要，理由是口渴，而冰淇

淋45元，消費選擇是想要，理由是想

吃，兩者合計65元；出門後實際消費飲

料33元、冰25元，合計金額為58元並未

超過原來的預算，但在飲料的消費選擇

上卻調整為想要，主因在於淡水捷運站

有提供飲水機可以裝水，但她仍選擇購

買飲料。

(七)記帳後的省思：學生於完成實際記帳

單後，還需利用六頂思考帽進行系統性

思考，反思自己的花費情形，也審視他

人的消費行為，如S15以白色思考帽觀

點認為「此趟交通費96元＋淡水老街

45元＋保險費9元合計150元。」；紅

色思考帽「很開心，吃到很多好吃的

東西。」；黑色思考帽「覺得在淡水

老街購買的食物通通平分的話，每個

人吃得不一定一樣多，但錢卻得付得一

樣多，有點不公平。」；黃色思考帽

「大家分著吃，既好玩又可以省錢，真

好。」；綠色思考帽「製作一個理財手

環，當花的金額超過時會發出訊息給家

長，這樣小孩就不敢再花了。」；藍色

思考帽「雖然黑色思考帽說的沒錯，但

是既然大家都是好朋友，為何要這麼計

較呢？」學生藉由六頂思考帽的重新檢

視，將可讓自己爾後的消費做出更為理

性的抉擇。

伍、核心素養當可作為理財教育設計的概要

核心素養為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之主軸，然

而，此一理念對多數教師而言尚屬陌生，又理財

教育雖屬社會領域之課程範疇，但卻與現實生活

有著密切的關係，筆者將二者加以結合，打破過

往部分教師習以為常的講述教學框架，改以學生

為主體的校外教學企畫案探究，並將課本內容自

然轉化於生活實踐之中，學生不僅在構思，更在

內在動能不斷驅使下，體認將未知轉為已知的學

習成就。

我們身處知識半衰期急速縮短的社會裡，理

財知識的單向授予已非一位教師在課堂當中決然

重要的事，如何激發學生學習的意念，引導其在

學習的軌道中自主判斷、團隊討論乃至全班共同

參與即是課程設計者的重要職責，因此，唯有讓

課程貼近生活，讓學生覺得有需要，如此才能顯

現核心素養教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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