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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一課程標準修訂的緣起

「課程是發展出來的，而不是創造出來的」，這種「課程發展」

(Curriculum Development)的理念，在今天已逐漸為人所接納。因

此，課程的內涵必須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而不斷給予修訂，也成為社

會各界所能共同接受的事實。

我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自民國^A年首次公布施行以後，六十年

來曾歷經民國二十一年、二^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四十一年、

五十一年、五十七年、六十四年等八次修訂。此次國小課程標準修訂

工作始自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之成立，距離民國

六十四年之第八次國小課程標準之修訂，整整有十四年之久，這次國

小課程標準修訂之間隔，可說是歷年來最長久的一次，且是面臨社會

變遷轉型發展最為迅速劇烈的一段日子，因此，作好此次國小課程標

準修訂工作，也最感殷切。

至於我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的演進，則自清朝光緒二^A年壬寅

學制公布的申學堂課程以來，迭經光緒二十九年、宣統元年、民國元

年、十^年、^A年、二^一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三十七年、

四十一年、四十四年、五十一年等十二次修訂後，至民國五十七年，

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制度，將原有的初級中學改為國民中學，並訂頒國

民申學暫行課程標準，其後又經民國六十一年、七十二年、七十四年

等三次修訂，而為現行的國民申學課程標準。雖然，此次國民申學課

程標準修訂委員會成立於民國^E:^A年七月，距離上次課程標準修訂



才僅四年餘，但是，課程標準之修訂，在力求反映社會發展需要，面

對民國七十六年政府政治解嚴所帶來社會變遷的衝擊，以及配合國民

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的聯貫性、和未來延長國民教育實施的準備工作需

要，確實也有進一步加以修訂的必要。

而我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的演進，雖然勉強可算始自清末民初歷

次公布之中學課程，但是僅有科目時數之規定，缺乏課程內容的具體

標準。自民國^A年七月教育部首次公布申學課程暫行標準，申學各

科課程內容，始有標準可言。其後歷經民國二^一年、二十五年、二

十九年、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五十一年、五十三年等八

次修訂。到了民國五十七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配合國民中

學首屆畢業生升人高級中學就學之需要，乃特別在民國六十年修訂高

級中學課程標準。頒行供作國內各高級中學課程教學之依據，其後在

民國七十二年又根據社會發展需要作過一次修訂，申間經歷十二年之

久，此次課程標準修訂工作，始自民國七十九年元月高級中學課程標

準修訂委員會成立，距離上次課程標準修訂工作也已有七年，事實上，

這七年之間社會變遷很大，大學聯考分組有了重新調整，教材內容也

須因應修正，政治環境與社會環境之改變，在在均導致高中課程內涵

冉作修正之必要。尤其，在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和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修訂工作陸續展開之同時，也一併對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加以進行修

訂，自易收課程發展統整聯貫的功效，其對日後政府有意延長國民教

育工作也可早作準備，因此，高申課程標準修訂工作雖起步稍慢，乃

是各級學校間課程發展循序漸進的結果，其重要性仍是相同的。

三、課程標準修訂的概念分析

廿課程標準訂定的必要性

「課程」在一般人心目申之概念，它是一種有計畫的學習活動、

經驗或內容。換句話說，課程是指著學生在學校安排和教師設計之下，

所進行的有計畫的有系統的學習經驗和活動內容，因此，課程安排設



計適切與否，關係到學生學習經驗的結果，也影響到教育活動實施的

成敗，素為關心教育發展工作者所關注的要務。

雖然，在今天「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理念，愈來

愈受人重視，其重要性也不遜於一般「正式課程」(formaI Curricu-

lum)的強調，但是，究竟「潛在課程」是沒有計畫地且不可預期的教

育活動實施，一般說來，影響雖大但卻較難掌握控制其變數;倒是「正

式課程」是有計劃地且可以預期結果的教育活動實施，因此。如果能

給予「標準化」地「目標」導引、「內涵」(科目時數)規劃和「實

施通則」設計，則必可更有效控制教育活動的實施。進而提昇教育學

習的效果。由此可見，任何課程之實施，為求能更有效的活動推展，

企求建立其「課程標準」(cur;ricuIum Standard)是有迫切需要的。

美國教育發展在其民族性講求「試驗主義」和「實用主義」之導

引下，課程改革進行相當頻繁，只要不適切即可修正，只要能更好即

可換新;因此，在美國中小學課程實驗研究發展工作相當積極投人。

但是，明顯可見的，美國課程教育學考，在每次課程教材進行修編時。

必定會先進行「課程標準」的重新修訂工作，因為只有「課程標準」

重新修訂要適後，教材內容的修訂才能有所憑依。

我國近年來「課程發展」之理念在逐漸展開後，除平時中小學課

程實驗研究發展工作能多加重視外，對「課程標準」的重要性也能同

時加以肯定，因此，每次在各科教材須作重新編訂時，也必然會先就

「課程標準」給予重新修訂，以作為課程教材內涵修訂之依據。

□課程標準修訂的意義

課程標準既然具有規範課程發展和導引教材內容設計的作用，因

此，因應國家政策，社會變遷和學生需要而隨時加以調適修訂，乃確

有必要。

一般說來，課程標準修訂的意義，可從鉅觀和微觀二種角度來加

以探討之:

1．就鉅觀角度來看，課程標準修訂存在有二種意義:



)反映課程發展的時代性需要

課程發展應強調因應社會變遷和時代發展之需要，以求提供學生

最適切合理的教材學習內容。因此。課程標準之建立，亦應以此為依

歸，若一旦社會環境和時代變遷有異，則課程標準當即因應修訂，乃

為必然。

大體上，就反映課程發展的時代性需要而言，課程標準修訂的意

義有三:首先是「鑑往」，即檢討過去課程標準修訂的精神所在，及

其利弊得失如何，以求課程發展之精神傳承能夠一致;其次是「審

今」，即就目前社會變遷及時代需要作一審慎評估，以求最佳課程內

涵設計之依據;最後是「知來」，即課程發展應求其有前瞻理念導

引，了解各國課程發展趨勢。預估我國未來課程發展的可能，以提供

課程修訂的參考。

(2)提供教材編訂的根本性依據

課程標準的建立，既在提供課程內容設計的依據，則在社會環境

改變，學生個人需求有異之前提下，對課程教材要求重新修訂乃有必

需。因此，修訂課程標準以作為課程教材內容重新編修之指引，是有

其必然性的。事實上，教材之編訂要求能有實用性，能幫助學生有效

適應環境生活之需要，因此，對一些過時之教材，一些對學生幫助不

大之教材，是有必要因應社會變遷與時代發展而作有效的修訂，而此

課程教材之修訂，其應以課程標準之修訂為先決條件，自為當然。

2．就微觀角度來看，課程標準修訂亦可分二種層次來加以分析:

山課程標準總綱的修訂:

大體上來說，課程標準修訂工作之進行，首先就「課程標準總綱」

來加以修訂，其次，再進行「各科課程標準」的修訂。而有關「課程

標準總綱」的修訂，基本上有三個重點:

0檢討課程目標的適切性

由於課程的設計，是著眼於課程目標的導引，因此，欲求有效實

用適切的課程內涵設計，必須先求一合理適切的課程目標的建立。課



程標準總綱之修訂，首先從各級學校教育目標之適切性去加以檢討，

誠有必要。基本上，國小教育的課程總綱目標、和國民中學以及高級

中學的課程總綱目標是有其柑通性，皆在培養一「健全的國民」，但

是，其間亦有其柑異性，因為所謂「健全的國民」事實上存有其階段

性的目標差異在，因此，適時加以檢討目標的適切性，應屬必要。

0分析科目與時數的合理性

課程標準總綱修訂最大的爭議，事實上是在科目與時數。因為科

目之存廢具有反映時代性教育需求之色彩，最為人所爭論，其時數之

多寡的爭議，亦是歷次課程標準修訂時，各科學科專家所最不能理性

參與討論的，本位主義瀰漫在科目與時數部份最為明顯。此次課程標

準總綱修訂時，在國小部份爭議最大的是「健康教育」和「生活與倫

理」二科之合併設立或分開設立問題，在國中部分則除國三選課科目

外，以「工藝」和「家政」之合科設立最引人爭議;至於高級申學課

程標準總綱修訂時，在「三民主義」和「公民」、「軍訓」等科目算

是討論意見比較多的。

至於時數之增減，則是有一致性之共識，基本上要為未來上班上

學五天預留彈性調適之空間，同時，也要在減輕學生學習負荷之前提

下，不宜增加時數，因此各種要求增加教學時數之呼聲不高，倒是如

何酌減才算合理可以平心靜氣來商量。

0確定實施通則的可行性

課程標準總綱的修訂，在求合理適切可行，因此，在課程目標建

立，科目和時數確定後，必須進一步確定「實施通則」以增進其課程

內涵的可行性。基本上，課程標準總綱之實施通則，皆包括課程編制、

教材編選、教學歷程、教學方法、教學原則、教學評量等要項，如能

適切之確立，則可因應各階段課程教學需要，有利於各科課程之有效

實施。

(2)各科課程標準的修訂

課程標準總綱修訂之後。接著是各科課程標準的修訂，大體上各



科課程標準的修訂，應可分下列四項重點:

在總綱目標之導引下，各科教學目標也受到應有之規範，大體上

可分總目標和分段目標來析述。各科之總目標可顯示各科教學之特

點，另考慮各年段學生身心發展之不同特性，而作不同之規範。此外，

各科教學目標也可隨各國教材之革新發展而作修正。

0明定時間分配

各科課程標準之頒行，須明確規定各科時間分配，以作教材份量

和內容規畫之依據，同時，也可明確指出每週上課之時間數，以作為

教育活動設計之依據。

0擬定各科教材綱要

各科教材綱要之研訂，應是每次課程標準修訂的重點工作，必須

就各級教育各科應授之年級，分別依整體課程教材架構之規畫，以便

師生能在規定年級時間內，作各科整體有系統的教學活動。教材綱要

之設計最為值得重視，要合理適切，不能不考慮到目標達成之要求，

也不能不考慮份量與難度的要求;要能反映各國教材之程度水準與發

展趨勢，也要能了解本國學生身心發展之學習需要。

Q提供各科教學實施方法

各科教材實施的原則，實施的程序，實施的方式和教學的評量⋯⋯

等，應作明確的規定，以便教師在教學活動實施時能有所憑依。事實

上，各科之教材內容不同，其實施之方法亦應有別;且各年段之身心

發展不一，其教學之實施要求也應不同。

因此，課程標準之修訂乃須對各科之教學目標、時間分配、教材

綱要和教學實施方法等，作因應社會變遷與教學需要的必要性修訂。

三、各國課程發展的理念取向

世界主要教育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

家，近年來皆不斷有課程改革之措施，而綜觀各國之課程發展，雖其



教育目標末必皆盡一致，但強調透過課程之實施來培養健全國民之作

法則無不同。大體來說，各國課程發展所強調的理念取向。主要有下

列各點: (註^)

廿重視課程的人性化

六0年代之教育發展，梢當重視課程的現代化與課程的結構化，

因此，自然流於主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教育，而忽略了情意的教育與

審美的教育，受到批評不少。近年來世界各國之課程發展的共同理念

取向之一，乃是強調課程人性化之主張。如:日本、韓國等國的教育

改革，均強調以「快樂的學校」、「歡欣的教室」、「寬裕的課程」

等主張為教育改革的前提，強調課程之實施，應精減課程、減少教學

時數、改變教學型態，以有效協助學生「自我實現」為目標。換句話

說，重視學生個體需要的滿足，提倡人文化的陶冶，處處設身處地為

學生著想，讓學生能有最合理適切的學習環境安排，是今天強調課程

人性化的表現。

□強調課程的生活化

課程內涵應結合學生實際生活的需要，這是近年來課程發展的另

一重要理念取向。強調課程目標應著重在提昇學生對周遭生活環境的

認識與了解，俾利增進學生對環境的適應能力，認為教育活動不應只

是一種形式訓練或記憶機械教學而已，課程內容也不再是死記死背一

些零碎形式無用的知識，而需要重視生計教育、環境教育、勞動教育、

資訊教育⋯等一些實用取向的知識，俾所學能有所用。日本在國小低

年級將原有「社會科」與「自然科」課程合併為「生活科」一科，即

在突顯課程改革應著重課程須與生活相結合之理念導引，可見強調學

習內涵應著重在培育學生日常生活申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和正確

生活態度的學習，誠為課程生活化的實際表現。

曰重視課程的樂趣化

課程的發展，固然要強調生活化的實用導向，但是如何講求呈現

方法的適切表達，使能引發學生強烈的學習動機，而達到有效學習的

一7



目的，也是今日各國課程發展時所一致強調的理念取向。過去所謂「良

藥苦口」的說法，對課程設計有不利之影響，讓一般人認為只要有用

的通常都不易學，這是一種偏差的誤導;事實上，「良藥利於口」，

講求糖衣式包裝，注重教材教法之有利呈現，讓學生有「寓教於樂」

的感覺而樂於學習，並非不可能的。由此可見，教材呈現方式若能生

動活潑有趣，則將更有助學習的進行，否則，儘管課程編輯有實用價

值，但是，太過於生澀艱深，則不易引起學習動機，則仍難發揮課程

的預期目標。

何重視課程的統整化

課程的統整化發展，在求內涵的周延，使其課程的附加價值能更

高。在今天各國課程改革之際，強調課程發展趨向統整化，已成為一

種共同的理念取向。事實上。課程統整化的努力，在強調各級學校教

育課程間的一貿性的縱的配合，也講求各科課程內涵在同一年級教育

中橫的聯繫，使教材之架構能週延完整，內容難易多寡能相稱合理，

對學生之整體學習能提供更有效的幫助，此外，強調自然科學和人文

社會科學的整合，使學生能有通識的學習知識能力;至於強調各科課

程本身的顯著性課程與潛在課程之兼顧，也甚為重要，過去一般人只

重視正式課程的學習。雖是可預期的計畫性學習，但是，若能兼顧沒

有預期而卻能影響深遠的潛在課程學習，則其教育效果將更為可觀。

回強調課程的彈性化

課程發展趨於彈性化，這是今日多元民主開放社會中的共同理念

取向之一。事實上，「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和「因人制宜」是

今日課程設計的重要原則，用一種僵化刻板的課程實施，要去適用所

有學生學習，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在歐美常實施彈性學制、彈性課表，

即主張課程的實施，應保留有彈性，讓教師和學生能有自主教學之機

會。在日本也有「空白課程」之安排，讓教師和學生能有彈性調整進

度、採擇補充教材教學之空間。在彈性化的前提之下，教學方法和教

學評量也可採彈性多元化的標準，讓學生之學習活動進行能有更多獲



得增強之機會。

因重視課程的個別化

「因材施教」一直是我國傳統教育上的一種理想目標，也是今日

世界各國教育實施所努力之方向。在美國有所謂「個別G方教學」

(^ndividuaI Prescriptive Instruction '簡稱^Pd) 的提提^^強調依

據學生個別的起點行為差異"設計不同的課程教學內容，讓學生進行

個別化的學習，再作個別診斷補救教學活動的實施，以反覆進行達成

學生有效學習的目標。事實上，個別化教學模式的推廣，在今天已甚

為普遍，尤其在電腦輔助教學和視聽媒體輔助教學之實施下，個別化

教學之目標已更可能實現。在課程標準修訂「實施通則」部份，對課

程個別化的實施均有詳細規定。

四、本次申^]t學課程標準修訂的作法

教育部為提昇中小學教育品質，決定從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著

手，此種努力方向應是可以給予肯定的。因為有了好的課程，教育活

動的實施才能有效落實目標。事實上，教育部此次做好課程標準修訂

工作的努力，可以看出是很有決心的，有些作法也迥異於往常。例如:

主事單位的事權集中，過去各級教育課程之修訂，皆分別由各業務司

主事，難免因為修訂之要求尺度不一，課程標準難求統整一致，此次

則責成教育研究委員會負責，分別組成各級教育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

作有計劃統整性之課程標準修訂，對主事單位來說，雖然構成很大之

工作壓力與負荷，但對整體教育發展來看，則是進步的作法。茲將此

次國小、國中、高中課程標準修訂工作之進行方式及作法，作一析述

如下:

廿重視修訂過程的民主性

在民主開放的社會中，教育政策的形成或教育法令的修訂，已越

來越重視民意的取向。能讓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民意參與，這是今日教

育課程修訂的一大前提。事實上，能廣開言路，讓各種不同身份的人，



來代表說出不同的看法，使修訂出來的新課程標準總綱和課程內容，

將可更周延有效，這是一件好的作法。

就以國小課程標準總綱之修訂來說，意見參與之管道有三種來

源，一是部內會議，二是部外徵詢意見座談，三是調查問卷意見提供。

其申部內會議又分課程標準修訂總綱小組委員會議、課程標準修訂全

體委員會議和總綱簡報會議三種。各次會議召開次數及參與人數分別

各計: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小組會議共計召開十七次，一九七人次參加

提供意見;課程標準全體委員會議計召開四次，二三四人次參加;總

綱簡報會議召開一次，二五人參加。

至於部外徵詢意見會議又可分為分區徵詢意見座談會、工作小組

徵詢意見座談會和教育行政人員意見座談會三種。分區徵詢意見座談

會共計九次，五八四人參加。前四次分北、中、南、東四區，委任四

所省(市)立師範學院舉行分區意見座談，對現行國小課程標準之實施

作修訂前之現況檢討與建議;後五次分區意見的座談，則是在針對分

區修訂意見徵詢後所作新課程標準總綱修訂草案之意見徵詢，以廣聽

各界人士對現擬修訂後之草案參考意見，另工作小組徵詢意見座談會

計召開五次，五四人參加。這次草案提出前，先委託三位總綱小組委

員，分別就目標、科目與時數、實施通則三方面邀請國小校長主任老

師代表參與意見提供及撰擬初稿。另教育行政人員意見座談會有一

次，四二人參加，在邀請省市、縣市教育局長、主管課長出席表示看

法，期能就課程推動上能與教育行政工作相配合。

此外，問卷調查實施工作之進行。則委任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

習會負責，計取樣二、七七九人，分別有各階層人員代表填答。

總計國小課程標準總綱之修訂，共計召開會議卅次，問卷調查一

次，參與意見徵詢對象有三。九一五人次。其申有學者專家、民意代

表、教育行政人員、校長、主任、老師、學生家長等各種不同身份代

表人員參與意見表達，可說花整體意見徵詢過程申，充分反映了民意，

深切符合了民主性的課程修訂理念。至於國中、高中課程標準總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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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過程亦同。

除了課程標準總綱之修訂。重視意見參與之民主性原則外，在各

科課程標準之修訂亦是如此。國小各科課程標準之修訂係於A^年七

月正式成立，各科課程標準修訂委員則包括學科專家百分之四十，小

學校長主任教師百分之四十。餘百分之二十分別為教育行政人員及教

育心理課程學者。各科課程標準之修訂歷程仍與總綱修訂歷程一樣、

除修訂小組委員會議外，也辦理分區意見徵詢座談會及問卷調查研

期能廣納各界人士對各科課程標準修訂之意見，使能更符民主性

突

□重視課程架構的統整性

教育部為使此次課程標準修訂工作之進行能更周延有效落實教育

目標，乃同時成立「中小學課程標準統整架構及實施研究小組」，期

能訂立一「中小學課程標準統整架構及實施方案」，以建立課程標準

修訂之統整原則及模式，作為各階段課程發展之參照。

大體上，在此方案中強調課程標準統整之基本原則有七: (註2)

1．課程標準修訂應事先作需求評估，以適時反應社會的需要。

2．課程標準修訂必須顧及學習者的需要及其身心發展的特性。

3．課程標準應依科技發展層次與需要而做充分之配合。

4．對現行課程實施予以評鑑，並蒐集整理世界各國課程發展趨勢

之資料，以作為課程標準修訂之參改。

5．課程標準修訂從總綱轉化為各學(域)科教材大綱及各科教

材。應儘量符合原先目的與^貫精神，不宜偏離，或不符原初旨意。

6。每一階段(國小、國申、高申)，或每一年級之間的教材大綱，

應依據各階段的教育日標作良好的銜接，避免不必要的重複，因此某

一學域(科)部分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應參與前或後一階段同一學域

(科)課程標準修訂。

7。課程應注意同--階段或年級所開的各科之間橫的整合。

至於各階段課程標準修訂時，應依循下列程序進行，以期建立一

11 ?



舉辦總綱
草案修訂

意見座談會

成立各階段課程標理修訂委員會

各階段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修訂總綱草案

成立總綱修訂小組

召集三階段總綱小組聯席會

施
通
則

課程標準統整之模式:   (如下頁圖一、二)

依此原則，三階段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小組之委員，有部份是重複

參加的，如此可透過此部份委員之共同參與而建立各階段統整性的課

程內涵。同時三階段的總綱小組委員必要時也要召開聯席會議，依據

本課程標準統整之原則檢討課程實施之成效。此外，在各階段各學科

(域)課程標準修訂草案研擬之前，各階段也均要召開各學科(域)

聯席會，以討論各學科(域)問教材統整之相關問題;另召開三階段

同一學科(域)聯席會，以討論同一學科(域)各階段教材聯貫性問

題。俟各學科(域)課程標準草案完成後，也要再召開「各階段各學

科(域)」「三階段同一學科(域)」聯席會議，以針對草案加強統

整性之修訂。

各國學校
課程有關資料

舉辦問卷調查 舉辦徵詢; 蒐集課程

評鑑資料

擬定總綱草案

研擬課程
標準修訂

原則與方向

崔 三階段總綱小組聯席會

一總綱草擬程序

^2^一

三
科

目
與

時
數

二

工
課

程
目

標
丁



舉辦各科課程修

訂意見座談會

研擬各學域(科)課程標準修訂草 窒己

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審議各學科課程標準

孜
材

綱
要

公開徵詢意見

各階段召開各學域(科)聯席會

成立各階段各學域(科)

課程標準修訂小組

集課程

鑑資料 學科課程有關資料

舉辦現行各學科課

木

研擬各學域(科)課程

標準修訂原則與方向

舉辦各學科

意見座談會

各階段召開各

學域(科)聯席會

召開三階段同一

學域(科)聯席會

召開三階段同一學域(科)聯席會

研擬實施要點與公佈課程標準

各學科課程標準起草程序

一13一

貿
施

方
法

教
學

目
標



固強調修訂方法的科學性

此次中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工作之進行，除透過文獻分析進行資料

蒐集外，主要是採取實證性之研究方法來進行。

1．進行間卷調查研究工作:

「國小課程標準總綱修訂意見調查研究」，由教育部委託台灣省

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吳清基，協同研究人員:

阮志聰、劉德生，助理研究人員:顏國樑、梁雲霞、魏金財。七^A

年七月完成報告提出。

「國申課程標準總綱修訂意見調查研究」，由教育部委託國立台

灣師大教育心理輔導研究所系郭生玉教授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郭

生玉，研究人員:楊文貴、廖鳳池、洪仁進、宋德忠;七十九年六月

完成報告提出。。

「高中課程標準總綱修訂意見調查研究」，同樣由教育部委託國

立台灣師大教育心理輔導研究所系郭生玉教授研究，研究計畫主持

人:郭生玉、劉玉春，研究人員:楊文貴、廖鳳池、洪仁進、宋德忠、

徐立。七十九年AL月完成報告提出。各報告均經統計資料處理，力求

科學數據憑考。

2．辦理課程標準修訂意見座談

課程標準修訂意見座談會，可分為分區總綱修訂意見徵詢座談

會，工作小組(目標、科目與時數、實施通則)意見徵詢座談會、和

教育行政人員總綱修訂意見徵詢座談會三種，每種意見之座談，皆彙

集各種不同意見，提供總綱小組修訂之參考。此一意見座談乃在避免

受到少數人之主觀意見左右，而能力求周延客觀具有代表性。

(四)強調修訂工作的聯貫性

此次為求課程修訂工作之落實有效與周延統整，教育部乃泱定國

小、國中興高申三階段之課程標準同時進行修訂。雖然，國小課程標

準上次修訂時間為民國六十四年，國中上次修訂為七十四年，高申上

次修訂為七十二年，修訂時間背景因素不一，但是，泱定同時進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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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確實有助於修訂工作的聯貫統整。

就總綱修訂工作之進行來說，國小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工作，於衷

國七十七年十二月成立國小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及總綱修訂小組，於

七^A年一月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歷經一年多之時間，於七十九

年六月初步完成總綱草案修言]"工作，並於A^二年六月總綱再作局部

修訂後於同(AL^二)年九月公布國小課程標準。

國申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工作，於民國七^A年七月成立國申課程

標準修訂委員會及總綱修訂小組，於七^A年九月召開第一次全體委

員會，歷經一年多於A^年六月初步完成總綱草案工作，並於^^二

年六月總綱再作局部修訂後予以確定。

高申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工作，於民國七十九年一月成立高申課程

標準修訂委員會及總綱修訂小組，同時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經三

年多時間，於^^二年九月完成總綱修訂工作。

此間於七十九年七、ak月間，曾舉行國小、國中總綱委員聯席會

議，於a^年十月舉行國小、國中、高中總綱小組聯席會議，以求課

程標準修訂的聯貫一致性。

回強調課程標準的發展性

此次課程標準修訂工作之進行，特別為課程修訂寫下了時間表，

希望在各階段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完成，各科課程標準修訂完成後，能

有充分之時間來進行課程教材之發展與編輯工作。

如:國小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工作於七十九年六月完成草案提出，

旋即進行國小各科課程標準修訂工作。俟公布國小課程標準，隨後將

利用三年時間進行各科課程教材之發展與編輯工作，預計A^五年八

月起，逐年換新國小各科教科書內容。在此三年申，教材之編輯則可

有較充裕之時間，來作適合學生身心發展與社會需求之教材發展工

作，且可進行課程實驗研究發展工作，以力求教材之合理適切。至於

國中、高中課程修訂亦將強調給予充裕的時間，以符應課程教材之發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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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申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的原則

本次申小學課程標準修訂之基本原則如次:

廿民主化:即在課程修訂之過程中，應讓所有有關之人員一學者

專家、教育及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以

及民意代表等一有參與課程決策及制定之機會。尤應

避免「由上而下」之行政模式，以及「一元價值」之

堅持。

□適切性:就課程內容之選擇而言，應注意是否:

1．適切於「人」一即所教對象(學生)之能力和興

趣。

2．適切於「時」一即季節和時代之需要。

3．適切於「空」一即本地和本國之需要。

曰連貫性:即應使每一階段(國小、國中、高中)或每一年級(或

年層)之間的課程，具有良好的銜接，使國小一年級

至高申三年級教材更具一貫性，為有效達成此目

面一不

各科課程在修訂時，最好請擔任不同階段，但卻負責

同一課程之教授和教師參與其事。

倒統整性:課程除應注意銜接、連貫之外，亦應注意到同一階段、

年層或年級所開的各科之間橫的統整。為達成此一目

的，相關之科目應儘量採「合科課程」之型態加以設

計。縱或仍採「科目本位」之型態，亦應力求彼此間

之統整，而儘量避免不必要之重複。此外亦應注意正

式課程與潛在課程之間的配合。

固彈性化:課程的內容和實施方式宜具彈性，以利學生個性之發

展和潛能之發揮，並符應「因地制宜」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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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申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的特色

本次申小學課程標準之修訂，為達到宏觀的教育理念，在課程設

十上，主要具有下列之特色:

廿加強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

□重視民主法治教育與公良教育

日落實鄉土教育之實施

凹注重通識教育之理念

仍充實藝術教育之內涵

因強化職業陶冶之功能

廿反映未來社會之需要

川消弭課程安排之性別差異

卅增加學生排課之彈性與自主性

茲將上述十項特色，分別說明如后:

廿加強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

1．新修訂之國小、國中課程標準總綱均已明訂國小、國中教育係

以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為申心。

2．為加強國小之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本次國小課程標準修訂重

點如下:

山開設「道德與健康」科，一至六年級每週二節，共A^分鐘，

取代原課程標準之「健康教育」、「生活與倫理」二科，每週一二^

分鐘，每天朝會後上課前二十分鐘之不切實際的課程安排。

(2)明定每天朝會後上課前二十分為導師時間，以利對學生生活、

品德之輔導。

(3)三至六年級增設「輔導活動」課程，加強學生生活與學習的輔

導。至於一、二年級雖無「輔導活動」之設科，但學校仍應利用導師

時間及其他時間加強對學生之隨機輔導，同時，經常性「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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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壬

工作之推展，仍應照常實施。

3．國中部份，則除修訂「公民與道德」，「輔導活動」等科課和

標準，以加強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之實施外，本次修訂亦配合國小之

導師時間明定國申每天亦應安排十五至二十分鐘為導師時間，以加強

對學生的輔導、發揮導師責任之功能。

□重視民主法治教育與公民教育

止本次國申新修訂之課程標準總綱草案中，除強調其目標以繼續

國民小學之生活教育、品德教育為申心外，尚增列以民主法治教育為

中心。

2．為加強民主法治教育之實施，在新修訂之國小「道德與健

康」、「社會」及國中之「公民與道德」等科課程標準草案中，已分

別將守法、法律之功能、制定、執行與遵守、法律與生活、憲法之概

念、申華民國憲法之重要內容、人民之權利、義務、國民與公民、自

由與法治、司法體系與訴訟程序、少年之法律常識、少年之法律責任

與感化教育等納人教材綱要申，以作為未來編寫各該科教科書之依

3．高中方面，基於培養健全公民為高中階段之重要目標之一，為

表示對公民教育之重視，本次修訂，乃將原屬社會學科之公民與班會、

團體活動併列為公民教育學科，以加強公民教育理論與實踐之結合，

其節數維持不變。

日落實鄉土教育之實施

鄉土教材教學活動有助於學生正確認識所處生活環境、語言、文

化，培養愛鄉、愛國觀念。本次國小、國中課程標準修訂基於「立足

臺灣、胸懷大陸、放眼天下」之理念，在落實鄉土教育之實施。其具

體作法如下:

虹國小部份

山於三至六年級增設「鄉土教學活動」乙科，每週一節，以提供

學生學習方言的機會，並使其對鄉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俾利族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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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保存。

(2)新公布之「社會」課程標準中，已將家鄉(分縣市、鄉鎮市區)

的自然、人文環境、臺灣的地理環境、臺灣的民俗與藝文活動、臺灣

的開發、社會變遷、經濟發展、習俗與生活等列人教材綱要中，作為

未來編寫教科書之依據。

(3)新公布之「音樂」課程標準中，已明訂一年級之兒歌及童謠欣

賞及二年級之民歌欣賞，應依學校之地緣與學生族群背景，就福佬、

客家、山胞音樂中選學生較易認同之音樂為主來欣賞，另加大陸各省

之音樂一併欣賞，同時亦規定各地區視需要得編鄉土音樂教材。

叫新公布之「團體活動」科課程標準申，亦已將方言教學、民俗

等列人分組活動參考項目中﹃各校可依本身客觀條件(學生興趣、教

師專長、場地、設備、經費、學校特色、社區資源等)選擇項目實施。

(5)此外，於「自然」「道德與健康」等科課程標準中亦均明定教

材選擇除應根據教材綱要規定外，尚應重視鄉土的教材和問題，使教

材內容生活化，藉以發揚民族特性，落實生活的實用性。

2．國中部份

山於國一開設「認識臺灣」乙科(分社會篇、歷史篇與地理

篇)，每週一節，以代替原修習的國一歷史、地理、公民與道德，並

革新國三世界史地內容，以適應國際化社會的需要。

(2)國一除「音樂」、「美術」科目外，另增設「鄉土藝術活動」

科目，以培養學生發展與維護鄉土藝術的知能與情操。

(3)新修訂之團體活動課程標準草案，亦已將「方言研究」、「民

俗研究」、「地方音樂」、「歌仔戲」、「布袋戲」、「傀儡戲」、

「紙影戲」、「民俗舞」、「國術」、「民俗運動(如跳繩、扯鈴、

陀螺、車鼓陣、舞龍(^1)、高蹺、踢鍵子)」等納人社團活動參考

項目中，各校可依本身客觀條件(學生興趣、教師專長、場地、設備、

經費、學校特色、社區資源等)選擇項目實施。

(^)其他如生物、地球科學、童軍教育、音樂、美術等科新修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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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標準草案中，亦已將各相關之鄉土教材適度納人各該科教材綱要中

或明定教師應因應各地區的特性，適當應用鄉土教材作補充資料，加

強鄉土教育之實施。，

3．加強鄉土教材之研究

山教育部已委請國立編譯館成立「山胞文化基本教材暨補充讀物

編審委員會」積極編撰「臺灣南島民族(山胞)文化基本教材」，以

期進一步據以編撰適用於國小、國申及高申(職)之補充讀物。

(2)教育部已委請「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規劃成立「國民

中小學鄉土輔助教材大綱」專案研究小組，邀請對鄉土教材有研究之

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共同參與。同時，亦已建請該研究小組將部分臺

灣南島民族(山胞)文化基本教材大綱」納人「鄉土輔助教材大綱」

中。

(3)教育部另委請「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成立「國民

中小學台灣鄉土語文輔助教材大綱」專案研究小組，積極編撰母語

(包括山胞母語、客家語、閩南語)教材。

(四)注重通識教育之理念

為加強通識教育之實施，提升高中生人文與科學素養，本次修訂，

有關社會及自然學科係依「高一統整、高二試探、高三分科」之理念

予以設計:

1.以社會學科言一一-高一史地每週原各二節，本次修訂各增列一

節為三節，以加強國民基本學養之涵泳;高二之社會學科則修訂為包

括世界文化(分歷史、地理篇)、現代社會，每週節數亦各為二節，

由學生在上述科目申每週修習四節，以加強學生人文通識教育。高三

原列「申國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人文地理」、「經濟地理」

四個選修，每週各二一四節，本次修訂為「歷史」、「地理」二個選

科，每週各三節，以配合個人性向、興趣，並為升大學預作準備。

2，以自然學科言一高一原為基礎科學，每週六節(包括基礎理

化、基礎生物、基礎地球科學三科)，本次修訂為基礎物理、基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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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礎生物、基礎地球科學匹科，每學期開設二科、每週教學節數

各為二節，以強調共同往的基礎學習。高二原列物理廿、化學廿、生

物廿、地球科學廿，每週各三節，由學生就四科中任選一科或二科;

本次修訂，高二學科包括「物質科學」(分物理、化學、地球科學三

篇)及生命科學，其中物質科學(物理、化學篇)每週節數各三節，

物質科學(地球科學篇)及生命科學每週節數各二節，由學生在上述

科目中每週至少修習二節。至於高三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之

選修節數，則由原每週三節增加為三至四節，以增加課程彈性，適應

學生分化學習之需要。

回充實藝術教育之內涵

為加強學生人格陶冶，提升其審美觀念及創造力，本次申小學課

程標準修訂相當重視藝術教育，其主要修訂重點如下:

1．國小部份:

山將原課程標準一、二年級之「唱遊」科改分為「音樂」科與

「體育」科，每週各二節，以落實音樂、體育科之教學，避免目前「唱

而不遊，遊而不唱」的缺失。惟顧及部份學校師資、設備不足，短期

內無法實施分科教學，亦明定學校於必要時，一、二年級得合併為「唱

遊」科教學，以切合實際需要。

(2)修訂美勞科課程標準，將以往重視單純的技法和媒材的練習，

修訂為以兒童為主體，重視兒童的意欲、樂趣及創造活動，且重視教

材的生活化，強調教材選取應注意到生活周遭之鄉土、民俗、社區特

質和社區之特性。

2．國中部份:

國一之「音樂」、「美術」科目較現行標準各增一節，且增列「鄉

土藝術活動」，每週一-節，以使學生於學習中國、世界之音樂、美術

之外，亦能對臺灣鄉土音樂。鄉土美術有較深人與系統性的了解，以

提高欣賞的興趣與能力，從而培養出發展與維護鄉土藝術的情操。

3，高申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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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之藝能學科原為「音樂」、「美術」，本次修訂，增加「藝

術生活」乙科，每週二節，以使學生於選修「音樂」、「美術」之外，

亦有選習「藝術生活」之機會，以提升學生美化生活及藝術鑑賞能

力，充實藝術涵養。

因強化職業陶治之功能

為兼顧國申學生升學及就業之需求與因材施教之理念，本次國中

課程標準修訂，除加強基礎學力之培養外，亦強調透過職業陶冶科目

之安排，以協助學生認識工作世界環境及未來發展趨勢，陶冶其對職

業的興趣，奠定試探職業、適性發展的基礎。故作法上:

1．規定各校得視地區特性、學生需要、師資、設備等條件於國二、

國三開設「職業陶冶」選修科目，國二安排一至三節，國三安排一至

五節，以提供學生選習職業認知及職業試探(分工業(製造)、工業

(服務)、商業、家政、農業、醫護、海事水產等類)之課程。

2．明定各校得視學生志趣，於國三集中運用英語、數學、理化三

科之節數與個別差異教學時間以及選修科目教學時間(合計十二至十

五節)，實施包括職業認知、職業試探及職業陶冶之技藝課程。

付反映未來社會需要

為配合社會變遷及因應未來生活需要，本次國中、高中課程標準

修訂，部份課程作如下之調整或增設:

1．國二、國三增設「電腦」必修課程，每週各一節。使學生具有

電腦素養，以迎接資訊時代之來臨。

乙國三增設「第二外國語」選修課程，每週二節，使學校得稅需

要開設日語、法語、德語⋯等課程，以提供學生試探學習英語以外之

其他外語之機會。

乳高中「工藝」類選修科目於高二、高三原列有「製圖」、「金

工」、「木工」、「電工」、「陶瓷工」等選科，高二每週各二節，

高三每週各二一四節，本次修訂為「製圖」、「動力能源」、「工業

材料」三科，高二、高三之節數維持不變，以增進對現代科技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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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消弭課程安排之性別差異

隨著社會的變遷，家庭制度的改變，男女角色的差異已不再被強

調，取而代之的是注重兩性平等互重的觀念，因此，在課程中提供男

女學生相同的學習內容，已為社會各界所一致要求。本次修訂，為使

課程之安排不再有性別差異，在作法上:

1．國中、高中之「工藝」或「家政」原為男生修「工藝」，女生

修「家政」，每週二節，本次修訂，將該二科科目名稱一律合併為「家

政與生活科技」，每週二節，男女生共同修習。惟學校仍得稅需要分

為「家政」、「生活科技」教學，每週各排一節，隔週連排或隔學期

連排，以利課程之實施。

2．高申的「軍訓」，原為男生修「軍訓」，女生修「軍訓」、「護

理」各佔一半，本次修訂則明訂軍訓包括護理，男女生均須修習。

圳尊重學生之個別差異

為適應學生個別差異，本次申小學課程標準之修訂，除規定教師

教學時，應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彈性規劃教材外，在課程安排方面，

其作法如下:

1．明定國三英語、數學、理化三科應設置個別差異教學時間，分

別為一、二、二節、以適應學生不同程度之需要。

2．國中各年級均設有選修科目，實施補救或充實教學及藝能學

科、職業陶冶等科目之選修。以適應學生個別差異。

3．明定高申課程以選修代替分組。各校指導學生選修科目時，應

配合輔導工作之實施，以學生之能力、性向、志趣、專長作為依據，

以便因材施教，發揮選修之功能。

卅增加學校排課之彈性與自主性

為充分配合學生的個別差異、學校發展的特色、以及地區資源的

不同等條件，本次修訂，對學校課程之安排與實施都留有相當的彈性

與自主性，其作法如下:

1．國小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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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各校得視實際需要，在各年級至少增設一節，為彈性應用時

間，同時，亦取消原課程標準有關每日作息時間之規定，以賦予學校

自行安排課程之空間，並收因地制宜之效。

2．國申部份

山規定選修科目學校可彈性開設，其節數國一為一至二節，國二

為二至三節，國三為二至五節。

(2)部份課程如童軍教育可由學校稅實際需要在上課總節數內，以

(3)三年級可集申運用部份學科教學時間，由學校實施藝能科教學

或職業陶冶教學。

(4)每週上課一節之科目，學校得隔週連排或集中一學期排課。

3．高申部份

規定高二選修節數為0至六節，高三為十七至十九節，學校可彈

性安排選修課程，以因應學生分化學習之需要。

七、結 口二可

由於課程修訂之工作，被認為與教育目標之落實具有密切相關，

因此，歷來國人對課程教材內容之適切性與合理性皆極表關切。尤其，

近幾年來社會快速轉型發展結果，社會政治解嚴導致價值體系重建之

探討，引起教科書內涵意識型態之爭論，皆常見諸報端披露。因此，

如何重新鑑定教材內涵自為必要，而要修訂教材之前，勢必要先對課

程標準重新加以修訂。

此次教育部有鑑於社會之轉型發展，為配合開放多元化社會之需

求，乃同時對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和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一併加以修

訂，期能藉收課程有效統整之效果;同時，為期修訂之內涵能有效周

延，乃採廣泛意見參與之作法，透過各種意見徵詢座談及會議之召開，

期能達成課程修訂之民主性要求，皆可稱是國內課程發展史之一大興

革創舉。當然，因應二十一世紀之即將到來，利用課程修訂機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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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培養二十一世紀健全國民」之教育目標前提下，來建立課程標

準修訂之共識，相倍在此次新課程標準修訂後，各階段之課程內涵應

會是更具前瞻導向、能更有世界胸懷、更能以學生為申心，更能符合

學生生活需要，能更為統整周延有效，更讓師生有彈性自主選擇機會

之好課程。

附註

註1．吳清基:「國民小學課程發展的趨勢」，收於「教師與進修」，

台北:師大書苑，民國七^A年九月，頁二六六~二六九。

註2．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編:申小學課程標準統整架構及實施方

案，教育部印，民國七十九年五月，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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