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小學課程發展的趨勢

、前言一一課程發展的理念

「課程是發展出來的，而不是創造出來的」，這句話在今天已大

致能被從事課程研究設計者所接受。在過去一般人對課程之界定，較

強調「課程是有計畫的學習經驗(Planned Iearning experience) ^

認為課程是學生在學校安排下和教師設計下所進行的有計畫的有系統

的學習經驗和活動內容。其課程具體化的內容，指著是課程標準、教

學指引、教科書、學校校規、班級經營策略⋯⋯等學習內涵的總合。

楷
田 然，所有這些學習內涵的組合，並非一日可成，它是經由多人多年

之教學經驗，加以有計畫地設計安排研究發展的結果。

今日課程內涵已更有所拓展，除了過去一般人所強調有計畫的有

意圖的學習活動安排外，更強調一些非預測的學習結果。因為學校不

僅報導有計畫的有意圖的學習經驗，同時也在潛移默化過程中傳遞了

許多非形式的學習結果。換句話說，有計畫的有意圖的教學目標在教

室申不一定能完全實現，學生實際得到的信念和價值也不一定是學校

或教師報導的內容。

美國學者哈格雷佛斯(Hargreaves, 1982)指出，學校教導了兩種

課程，一種是「形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包含教師有意圖

的計畫和教導的科目，另一種是「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

Ium)，此乃非有意計畫的，往往不受注意。潛在課程和形式課程一樣，

皆有其獨特的教材和教學法，⋯其影響學生最大的並非形式課程而是

潛在課程。著名課程學者賈克森(Jackson, 1968, 1970)也認為「潛在

課程」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遠比「形式課程」為大，學生及教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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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地適應學校生活，非熟悉「潛在課程」不可，但教育學者往往只

注意「形式課程」而忽略了「潛在課程」。(註一)

儘管課程有「形式課程」(或稱顯著課程)和「潛在課程」之

分，但為求課程內涵之有效適切合理，絕非依憑』、二學者想像創造

發明可得，它是要經由多人長期研究設計發展而得，這一理念在今天

應是可被接納的。也就是說在重視課程推展時首須強調「課程發展」

(Curriculum developme^t)的理念。今天從事課程研究者，不少人

則從課程編製和發展步驟來說明課程發展的意義。如:泰勒(Tyler,

et. a^)等人強調，編製課程的第一步，是以行為主義的觀點來建立明

確而不含糊的行為目標，依據這些目標以選擇教材、組織內容，發展

教學程序，並實施教學評鑑。當某一目標末達成時，課程設計者乃須

重新訂定目標，設計教材，期能有效再達成預定目標。換句話說，從

事課程發展研究，應強調四個原則:山學校教育所尋求的教育目的是

什麼?(2)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學校應提供那些教育經驗?(3)如何有效

地組織這些教育經驗?(4)如何進行有效評鑑?此一「泰勒法則」

(Tyler Rationale)至今仍為課程編製者所奉為圭梟。(註二)

今天國內從事課程研究發展工作者，以國民中小學之課程發展較

具鋁形，尤其國民小學之課程發展，在教育部國民教育司之推動下，

委託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多年來集合專家學者和優秀國小教

師之學識經驗，實際選定實驗研究學校從事部份學科實驗教學，其所

開發之教材確是「課程發展」理念下之產物，應是較易趨於合理適切

的理想要求。

二、土要國家國^^t課程發展的趨勢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教育發展若能比較借用他國成功的經

驗，應可提供國內教育改革的借鏡。有關國小課程發展之推展，事實

上亦可從有關世界主要國家之課程發展經驗申求得一些參考。本文中

主要在從美國、英國、法國、西德和日本等國之課程發展經驗申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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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三)

廿、美國

美國的民族性重實驗創新。強調永無止境的精神，認為教育是經

驗不斷的重組，因此，對於課程的內涵，乃同意可以不斷的發展與改

變，只要是好的對學生有幫助的教材皆可隨時修訂調適，相當具有彈

性與實用取向。

尤其在一九A三年四月，「全國卓越教育委員會」發表一篇教育

白皮書一「國家在危機之中」(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更激起一

般人對教育品質追求之激烈迴響。同時全國對如何達到「卓越」

(excellence)的教育產出，也展開一場大爭論，各州陸續擬定教育改革

計畫，各自展開各川內的教育改革活動。

一九八五年五月聯邦教育部發表「國家的對策一改進教育的努

力」(The Nation Respon^s-Recent Efforts to Improve Educa-

tion)報告，指出各州教育改革的重點: 1．四十^L川已著手修訂各級學

校畢業資料;2．二十一川修訂教科書及其他教材;3．二十四川檢討師

範教育政策;4.ak川延長每日教學時數，七州延長每週教學時數，十八

卅增加某些科目為必修;5．十三川已考慮減少課外活動、體育、增加知

識學習時間。這種全國性的教育改革，基本前提是「3C」導向，即在

可選擇的(Choice)的學校制度之下，透過個別化的課程(Curricu-

lum)，培養優美的品格(Characters) 0

大致上。美國小學課程及教學的重要發展趨勢，有下列幾方面:

1．豐富課程內涵的趨勢:

過去一些曾被忽略的課程，重加重視，如陶器製造、金屬工、木

工等漸受重視。加強生計教育、環境教育、性教育、教導美國史、世

界史，培養學生對未來、對自然、對其他種族的關心與了解。

2．回歸基礎能力的趨勢:

「回歸基礎」(Back to Basics)，這是今日美國國小教育實施的

重要口號。有鑑於美國學童基礎能力的低落，不少川開始對一定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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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童實施基礎能力測驗，合格者才准予升級或畢業。今天，強調學

童基本學習能力之加強，已是國小課程之重點所在，「回歸基礎」或

「核心課程」等更成為重要的口號。

3．重視個別化教學的趨勢:

強調個別輔導教育與個別G方教學(^P^)，是今日美國國小教育

方法的新趨勢所在。如:個mm方教學是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研究發

展申心研究出的一種個別輔導型態。其學習方式是先測驗診斷學生的

學習優劣點;其次是根據學生個別需要擬定學習課題，指導學生學

習;第三，利用測驗分析學生完成學習的程度;第四，實施必要的個

自一九六0年代以來，美國小學教育相當重視個別化教學模式的發展

與推廣。

□、英國

英國的民族性相當保守現實，又受經驗主義之影響，往往先有措

施後，才有制度法令規章，其教育制度在容舊納新、協調矛盾，適應

現實。由於在英國傳統上教育是家庭和教會的責任，加上英國是典型

的地方分權制國家，學校教育分屬於不同的地方教育當局所管理，因

此，在英國國民小學並沒有全國劃一的課程標準，課程編製的權限和

責任，完全委諸學校，特別是校長。因而，在英國國民小學的課程非

常紛歧。惟受到GC^' CSE等考試導引，加上嚴密皇家視導制度，師

範教育影響，傳統哲學的約束，使得英國學校教育的課程尚不致於產

生偏差。

大致上，英國國民小學課程發展趨勢，可從下列各項分析得之:

近年來英國教育政策也在積極改變中。政府對課程也逐漸採取積

極千預作法，許多人也批評課程編製不應該完全委諸學校，應該制定

某些全國的標準，以便遵循。如至少應決定科目種類、各科教學時數

在總教學時數中所佔的比例⋯等，應否制定課程標準問題，已成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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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英國國小教育爭論的焦點。

英國小學生教育較重視經驗和興趣，因此，許多人主張新的課程

要打破傳統的學科界限，編製廣域的教育內容，其中包括:山基本能

力的學習:如強調言語的、數量的和操作的課程學習; ^)經驗知識的

學習:如歷史、地理、仕會、自然環境⋯等知識的學習(3)美感藝術的

學習:如創造的能力、審美的能力的自我發展與培養; (4)f^理道德的

學習:重視團體生活規律與社會規約秩序的養成。基本上英國教育在

培養實用的技能，但也強調基本教育的博雅知識教學。

3．重視生計教育輔導的趨勢:

英國在過去因實施三足鼎立的中學教育制度，因此，不太重視教

育輔導實施工作。完全以學生在學成績為甄別學生的選拔制度依據，

認為學生沒有教育輔導的必要。但是，隨著綜合中學的發展與新課程

的實施，生計教育的重要性逐漸受到肯定。開始考慮學生個人的能力，

性向的發展，同時實施長期觀察和評鑑，以指引學生升學或就業。

曰、法國

法國的民族性強調理性主義，認為先天存在有最好的形式，因此，

教育制度形成是先由理念導引制度法令制訂，再形成措施付諸實施，

與英國經驗主義相反。同時，法國人表現主知主義，反對宗教教育。

對知識教育非常重視，在小學不實施宗教課程教學。在行政上認為教

育是國家的職責所在，為反對教會干預及恢復法蘭西優美文化，主張

申央集權的教育行政運作。雖然，法國的教育行政在國會監督下，但

大部份權限的執行，都是委託教育部，教育部能藉著法令、部今、通

土、訓令、告示等形式的法令，決定課程、教學方法、考試制度⋯等口

近年來法國教育改革的步調甚快，如:義務教育向下延伸自五歲

開始，小學由五年延長為六年，並畫分為準備級二年、初級三年、中

級二年，每一階段的第一學期，用以複習上學年的功課，成續差的學

?95



生實施補救教學，成績好的學生可以跳級，以適應各種不同能力的兒

童。又如設定教育優先地區。縮小教育機會的不平等，訂定留級防止

方案，加強公民教育、歷史教育、科學教育等。

大致上說來，法國國小教育的課程發展趨勢，有下列幾方面;

1．強調身心均衡發展的趨勢:

法國學校教育傳統上相當重視智育，對知識教學甚為強調，但是，

最近則對德育、體育也相對地重視。不僅擬定了各種法規，以加強學

生道德品行之教學;同時，也增加了體育時間，以求學生身心的健全

發展。過去法國人過份重視人文主義教育，而忽略了技術教育，但最

近也開始注重職業陶冶教育。希望能借由知識的理性、藝術的感性、

手工的能力、運動的體力發展，而培養一位健全的末來好公民。

2．賦予彈性教學實施的趨勢:

法國一向講求中央集權、課程內容劃一形式，較乏彈性權宜措施。

但自一九八五年著手修訂小學課程內涵後，已有所調整。基本上新課

程的實施，賦予教師最大彈性，俾以實施有效的教學。一九五六年曾

部=廢止學生家庭作業，現則規定家庭作業可委由教師自行決定。對

每週數學時數只規定總時數不變原則，但若基於「教學的需要」，則

仍可以彈性應用。此外，允許學生跳級與禁止留級，也是一大突破。

可以讓學習能力較強或智商較高之小孩提早入學或跳級，將能滿足資

賦優異學童的需要;至於對學習能力較低或智能發展較慢的學童，則

可延後一年人學，皆是「因材施教」之彈性作法。

3．廢止後合科目教學的趨勢:

法國小學教育自一九五0年起為配合兒童生理心理發展，實施二

區分教學法，即上午進行知識學習，下午則實施體育和娛樂活動。自

一九六九年起，則更進一步實施三區分教學法，即小學課程是由基本

科目、統合科目和體育三部份所構成。其中基本科目包括國語每週九

小時，數學六小時，集申在上午授課，以提高基礎學習能力;統合科

目分道德、歷史、地理、觀察、美勞、音樂共七小時，在利用學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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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其創造力;體育五小時，在促進身心功能的發展。一

九八五年起修訂小學課程內容，三區分制教學已有廢止傾向，新課程

在廢止統合科目，其原有七小時獨立設置科學與技術、歷史與地理、

公民、音樂、美勞。此種課程分化之發展，對法國小學生之知識學習，

應有所幫助。

(四)、西德

西德是聯邦國家，教育是屬於各邦的權限，不受聯邦政府的干涉，

因此，各邦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都不相同。表面上看來，西德是地

方分權制的國家，與美國相似，但是，從各邦的教育權限來看，卻帶

有濃厚的申央集權色彩，與法國相似。

西德國民小學課程係依據各邦教育廳頒佈「課程標準」制定，依

「課程標準」規定了必修及選修科目，教學時數、及教育內容。學校

雖可適應地方的實際需要及學生的個別要求，但末得教育廳同意，不

能隨意變更教育目標或內容，因此，同一邦內教育內容是一致的。換

句話說，各邦教育廳制頒教學計劃，詳細規定教學科目、時數、教材

範圍等項。各校再根據教學計劃所規定的教學活動原則，分別訂定指

導計劃，並由督學加以監督實施。學校或教師個人，如為實現教育目

標，其採取獨特的教學方法時，依照規定必須徵得督學或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之同意。

大致上德國課程與教學上的發展趨勢，可從下列幾方面析述之:

1．重視教學過程個別化的趨勢:

德國初等教育的改革，在六年制基礎學校的後二年，設有「定向

楷梯」，實施輔導，充分試探學生性向、能力，其延遲分化時間，使

學生能接受更適合自己的教育。在統一教學計劃下，儘可能配合學生

個人的性向、能力、調整教材，設立特殊班級，以輔導學習遲緩兒童。

2．強調教育內容現代化的趨勢:

德國人民族性重實用講科學，因此國小課程之規劃，亦是本著科

學方向來計畫學習內容和學習過程，強調問題解決的學習，對發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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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自主學習和團體作業甚表重視。將自然科學分化為生物、物理和

化學等學科，儘可能提早培養國小學童對自然科學的喜好態度與問題

解決能力。對於職業陶冶與輔導亦甚重視。

3．延長國小教育實施全日化的趨勢:

德國小學目前只有上午上課，下午一時以後，學生和教師都要離

開學校。雖然。政府有意實施全日上課。家長亦極盼望，但是教師反

對。雖不斷有人提議，讓兒童下午留在學校學習或參加團體活動，但

至今仍尚未實現。當然，若能延長平日上學為全日上學，則學生上課

時間將可較為寬裕。學生學校生活將可更為充實，因此，目前對於全

日上課之爭取甚為積極。

回、日本

日本現行國小課程實施之依據，是在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

年)修訂完成，於一九A^年開始實施的「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

其課程內容分為「學科」、「道德」及「特別活動」三大項。其中「學

科」分國語、社會、算術、自然科學、音樂、圖畫及工作、家庭、體

育等八個科目，「特別活動」係指班會活動、團體活動及班級指導等

鋁

一般說來，日本昭和五二年修訂完成的「小學校學習指導要

，表現了三項基本教育觀:

1．應該培養人性豐富的學生:

學校教育固應在促進學生的智、德、體均衡發展，但若能強調獨

立思考的能力、堅定的意志、愛自然與人類的情操、服務社會態度、

正確勞動觀、愛鄉更愛國的觀念，則學生之教育目標將為豐碩正確。

2．應提供更為寬裕且充實的學校生活:

學生之課業負擔應減輕，俾讓學生得以在身心較輕鬆愉快下，倣

充分有效的學習。目前學生之課業負擔太重，學生之學習未能完全吸

3．應該提供適合個人能力的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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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動的實施，一方面固然應重視做為一個國民所必須具備的

基本內容，同時亦應實施適合學生能力與性向的教學。因此，提供適

應個人的能力、性向，與興趣的選修課程，乃是必需。

由此可見，日本由於學校制度缺乏彈性、知識的爆增與百科全書

式的教科書編纂，及一九六0年代課程改革內容之過於艱深，使得學

生感受課業負擔太重，學習生活過於緊張。因此，要求「學校教育人

性化」、「學校生活寬裕充實化」乃為今日日本教育發展之共識。

大致上，日本小學教育改革與課程發展之趨勢，表現在下列幾方

面:

1．課業負擔減輕化:

昭和五十二年新學習指導要領，為達成「寬裕而充實的學校教

育」目的。乃一方面減少授課時數十分之一，一方面增設「特別活

動」。所謂特別活動，乃是各教科書教學以外的教育活動，包括兒童

的班會、社團等活動及學校所安排各種課外活動。希望在省下課堂授

課時數後，能讓學生過得比較充實寬裕的學校生活。

2．課程安排彈性化:

學習指導要領，雖然明定全學年各學科的授課時數，但仍可以做

彈性的運用。如第一及第二學年得將一部份學科合併而採取合科教

學，各校對於特別活動應該發揮創意要為安排，在不影響教育目標的

原則下，各學年的學科排列順序得予更動;全學年授課時數為三五週

以上，每週授課時數可由各校適當安排;每一單位時間雖四十五分鐘

為正常，但各校仍得依學校及兒童的實際狀況予以適當的調整;私立

學校亦得以「宗教」代替「道德」一科的教學。

3．各科時間分配均衡化:

一般國家小學階段的課程大多特別重視本國語文，日本則不盡

然。如:國語一科，低年級只佔三分之一，高年級佔不到四分之二的

授課時數。男方面數理仕會的時數則所佔比例甚高，體育每週三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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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日本教學改革趨勢，從一九八四年八月日本內閣成立「臨

時教育審議會」後，在一九八五年六月提出第一次諮詢報告可知，有

關日本教育改革發展的基本理念，一共八項:重視個性需要，重視基

本學習，重視創造思考培育，重視教育選擇機會擴充化，重視教育環

境人性化，重視生活學習，重視國際文化交流，重視資訊教育實施。

^^b:A項理念也將影響今後日本國小教育制度、目標、課程和教學的實

施。

至於一九AA年日本課程修訂的基本方針有四:

山養成豐厚心胸與健壯生存的國民:所謂豐厚心胸，係指培養探

求真理、愛護自然、崇尚美感、尊重生命、同情他人、感謝思恩、為

公眾服務之心。

(2)重視培養自動求學的意願及主動因應社會變化的能力:即在因

應資訊化、高齡化等社會變化，以提昇學校教育的質所做的努力，重

視思考力、判斷力、發表力之培養。

(3)重視國民必備的基礎性內容，同時充實發展個性的教育:所謂

國民必備的基礎性內容，是讓每一位兒童消化後成為自己所有，為達

到此一目的，除澈底精選教育內容外，並使這些內容能適應個別需要。

(4)加深國際了解:為加強學童對國際文化之了解，特別重視世界

觀教學，同時培養尊重本國文化及傳統的態度。

上述四項基本課程修訂方針，對目前日本國小課程之發展影響甚

大。

三、我國國小課程發展的叮青形

廿、國小課程發展之實施

由於「課程發展」的概念，在今天逐漸受國內教育界人士所強

調，教育部國民教育司乃自民國六十一年開始，委託台灣省國民學校

教師研習會，進行國民小學自然科學和數學兩科課程長期實驗工作，

先後完成實驗教材，並經由國立編譯館採擇為全國之教科書，各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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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良好。接著又於民國六^A年起再委託該會進行國民小學社會科課

程實驗研究，自七^A學年度起推出社會科實驗教材。

國教研習會為便於推展課程發展研究工作，除依據本國國情實際

需要外，也參考世界各先進國家課程研究發展方式，發展而成為一種

所謂「板橋模式」的課程發展流程，效果良好，頗獲來會參觀之外國

學者所稱譽。其流程大致上再分述如下:

1．成立組織:山各科指導委員會，(2)研究小組，(3)編輯小組，(4)

工作小組。

2．發展教材:山資料分析，(2)座談研討，(3)研擬綱要，(4)修訂綱

要，(5)編訂細目，(6)編輯教材，(7)編製手冊，(8)

設計教具，(9)進行試教，鋤教材定稿。

3．教學實驗:山選定學校，(2)教師研習，(3)進行實驗，(4)教學評

鑑。(5)教材修訂。

4．推廣。

雖然，「板橋模式」課程發展情況良好，但目前也只有數學、自

然科學和社會三學科之課程發展，能做到如此「實驗研究」之嚴謹發

展過程要求，其他國小各科之課程研究，雖也同樣集合了專家學者及

小學教師之參與，但是，皆只停留在成立組織和發展教材階段，對於

「選定實驗學校、辦理教師研習、進行教學實驗研究」等活動，則末

能充分實施。

□、國小課程目標與科別

我國現行國民小學教學科目計有生活與論理、健康教育、國語、

數學、社會、自然科學、音樂(唱遊)、美勞、體育等科及團體活動、

輔導活動。一般認為透過這些科目的教學。應可有效培養活活潑潑的

兒童和堂堂正正的國民，以達成國民小學教育目標。

基本上，目前國民小學所揭葉教育目標共有八項，即: 1．養成慎思

明辨、負責守法、修己善群的基本品德;2．發展愛家愛國、互助合作、

服務社會的精神;3．養成良好生活習慣、鍛鍊強健體魄、增進身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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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叱獲得運用語言、文字及數量形的基本能力;5．增進瞭解自己、認

識環境及適應現代生活之能力;6．發展思考、創造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7.養成愛好勞動及善用休閒時間的觀念與習性;8．養成欣賞能

力、陶冶生活情趣、發展樂觀進取的精神。一般認為均能兼顧德、智、

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需要，也能以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為

核心，來反映現代教育思潮，及迎合國家社會之需要。因此，國內各

科課程研究和發展乃皆能以此目標為依歸，進行各科課程之研究發

展。

回、國小各科課程發展之舉隅

為進一步提供國內國小課程標準修訂之參考，謹就國教研習會目

前所進行課程實驗研究之部份科目舉隅說明如后:

1．自然科學:

為配合新課程標準的修訂及迎接a^年代新課程之需要，自然科

學研究小組正努力:

山蒐集基本資料:

0完成教育部委辦「國小科學教育環境研究調查報告」:內容

「國小科學師資人力結構、國小科學教學設備、國小科學課程教材對

學生難易度與適切性」等三部份研究。

0完成教育部委辦國小自然科學課程合理適切性研究報告。

0完成全國九十一所國民小學自然科學課程研究學校學生六年來

總結性評結果與研究班教師教學意見整理。

(^)^^年代國小自然科學課程改進之構想:

0現行課程總目標大致不變:但增列環境保育、科技與社會等有

關概念之認知，以增進全民科學素養之進一步提昇。

0現行分段目標改為年級目標、使更為具體、明確，同時參酌實

施過程所發現之間題，將目前各年段較不易達成之目標，予以調整。

0為使教師容易掌握教學方向與精神，總目標中有關科學概念部

份，將原有之法則概念加以簡併歸納成六、七個即可，而每一法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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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之形成與發展，將隨年級不同而有不同的規範性說明，一則使課

程目標之核心科學概念更容易達成，二則可以使課程更具有彈性。

2．數學

數學科課程自民國六十三年教育部成立數學課程實驗小組，並指

定國教研習會辦理該項實驗研究工作以來，除民國六十三、六十四年

蒐集國內外資料並分析比較、設計實驗教材綱要，編製實驗教材與教

師手冊、設計教具、以及編製實驗參考資料外，自六十五年起，即不

斷地進行教學實驗，並根據實驗的結果，將教材與教師手冊加以修訂

後，提供國立編譯館，經編審委員會審查修訂後，成為試用本，再經

試用修訂、審查又修訂之後，才成為六十七學年後全國一年級學童使

用的國定本教科書。在七十三學年度，全國國小學童自一到六年級均

使用新課程後，七十四學年度起又自一年級開始逐年修訂，現在一至

四年級的國小學童均採用修訂後的版本。因而，現行數學科教科書係

經四次教學實驗與修訂而成。

現行國小數學科教材最大特色，乃在於從日常生活中的現象著

手，培養邏輯思考推理能力。當然，基於申國人計算能力頗強的基礎，

現行數學科教材仍以心算體系為主，但也顧及到一方面訓練兒童的計

算能力，另一方面培養兒童的推理思考能力。

(2)缺失

不過，目前數學科教學的最大問題癥結，不在教材而是在教法。

雖然，數學課程的編排已顧及學生的學習心理及數學內容的調和，但

由於教師教學觀念之不正確，迫使學童每天仍作些無意義的機械性計

算;更有甚者，課本題目不難，但教師卻取諸坊間參考書題目來考試，

使學生深感困難。由此可知改進師資教材教法，誠為迫需。

0加強數學解題之教學，仍是數學教育界所共同努力的重點

0數學的基本技能應不只包含計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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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數學課程教學應充分利用電算器及電腦的功能。

0所有學生都應該學習更多的數學題材，應該更多不同型態課

程，．以利學生選擇。

0數學科教師應自我要求，以提昇數學教學專業知能。

3．社會

社會科課程實驗研究工作，自民國六^A年接受教育部委託研究

以來，目前已進行到五年級教材之開發階段，新教材之實驗由於經評

估在認知方面與原教材相當，但在技能與情意方面，則明顯地新教材

較佳，因此，自七+A學年度起將從一年級開始實施新課程內涵。

山社會科新課程目標:

0新社會科課程目標將重視內容目標與過程目標;即除重視 認

知、價值、態度的學習外，更應強調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問題解決

能力。

0其次。加強民主素養和社會參與目標，以適應現代社會和民主

生活的要求。

0重視世界觀的理念:為實現以「人」為申心的教學目標，不僅

在培養社會人與現代化的申國人，更需要培養具有世界觀的公民。

(2)社會科新課程內涵:

0新社會科課程應植基於社會科學，不應僅限於歷史、地理和公

民三科的內容，必須擴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生

態學、心理學和法律學等社會科學的領域。

0重新調整各學科內涵的百分比，改進現行社會學和歷史學二者

所佔比例高達三分之二，而其它比例僅占三分之一的懸殊現象。並改

變以社會現況介紹為主的內容，著重杜會學的概念、通則和解決問題

的方法。

(3)社會科教材教法:

0教科書、教師手冊、習作及教具之設計與編訂，須透過課程研

究發展過程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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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教材編製以「螺旋累進式」取代「圓周直進式」，不僅能配口

當前兒童及早擴張時空領域的實際需要，並且注意到反覆學習、溫故

知新、加深學習的效果。

0為培養兒童探究與批判思考能力，教學應採用實驗、調查、觀

察、訪問、參觀等方法。

(4)社會科教學評鑑:

0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且認知、情意、技能三者並重，

俾能充分達成預期的學習效果及教育目標。

0兒童應具備社會科的基本能力及態度習慣，宜將要項列人課程

標準社會科教學評鑑內，以符合客觀、具體的評鑑要求。

四、今後國小課程發展的新趨勢

綜觀世界主要國家國小課程之發展情形，可發現雖然各國小學教

育目標不盡相同，但是大多強調培養德智體群均衡發展的健全國民為

主。教學科目則以道德、國語、教學、社會(歷史、地理、鄉土科)、

自然科學、音樂、體育、美勞等科為主。課程概念日趨擴大，教育制

度日趨彈性化。個別化教學盛行，質的評量受到重視，教學實驗研究

日漸盛行。大致上說來，今後國小課程發展趨勢，可從下列幾方面來

加以析述之:

廿重視課程的人性化

近年來世界各國之課程發展的共同趨勢之一，乃是課程人性化思

潮，到處充斥。因為在六0年代過於重視課程的現代化，與課程結構

化。因此普遍採取主智主義與科學主義，忽視了情意的教育及審美的

教育，而引起批評。今天日韓等國的教育改革，無不強調以「快樂的

學校」、「歡欣的教室」、「寬裕的課程」等成為教育改革的基本前

提，因此，精減課程、減少教學時數、改變教學型態⋯等，都是以協

助個體「自我實現」為目標。重視學生個體需要之滿足，提倡人文化

的陶冶，皆是課程人性it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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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課程的生活化

課程目標應與學生生活相結合，這是近年來之課程發展之另一重

要趨勢，課程不再是死記背誦一些零碎形式知識，今天國小課程中，

竺．垃旦如生計教育、環境教育、勞動教育、資訊教育、和性教育⋯等，百定

對小學生很實用之生活教育。換句話說，教育目標應在提昇國小學童

對生活周遭環境之認識與了解，同時，增進學童個體之環境生活適應

能力。教育不再是形式訓練或記憶機械教學而已。日本韓國最近之課

程改革，也幾乎在強調培育學生日常生活中所必須基本能力和正確生

曰重視課程的樂趣化

如何提供有效學習的課程內容，也是近年來課程發展的趨勢之

一。實用的課程內涵固然是學童所需。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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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課程編纂有價值，但

是，過於生澀艱深，或是不易引起學習動機，則仍難發揮課程的預期

目標。過去所謂「良藥苦口」的說法，並不適用於課程發展，反而，

「良藥利於口」的說法，更應受到鼓勵。今天課程發展，除重視教材

之選擇實用外，也重視教法之運用生動，更強調教具的有效呈現，以

期求生動活潑有效地達到教育目標。

倒重視課程的統整化

課程發展趨向統整化，最近年來課程發展的另一特色。統整化的

課程發展，表現在各科科際間課程的呈現與協調配合;也表現在國小

與幼稚園和中學的銜接配合。同時，對於各科課程本身之顯著性課程

和潛在性課程之配合，也甚為強調。事實上，為求課程之深人有效，

今天潛在課程之功能，甚受重視。大體說來，統整化的課程通常較為

周延。其課程的附加學習價值也較高。

回重視課程的彈性化

小學課程趨於彈性化，是今日課程發展必然的趨勢。在歐美有所

謂「變通學校」(alternative   Schools)、「開放學校」(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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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Is) ^自由學校(free Schools)和教育公園(education] park)
等，此等教育環境設施，皆較具彈性，不具形式。實施彈性學制，可

隨時人學，也可隨時離校，沒有年齡限制，不使用固定式的教學方法

與評量。形式與僵化是過去課程的缺失，今天各國課程發展皆在力避

此一缺失，期達到彈性化有效化的目標。

因重視課程的個別化

「因材施教」一百是教育上的理想目標，課程發展在因應個別發

展之需要，則是今天世界各國課程發展的共同趨勢。如:個別處方教

學的提倡，個別化教學模式的推廣，皆是今天大家談課程發展所努力

之方向。當然，借由視聽教材的使用及電腦輔助教學的實施。亦皆是

有效達成個別化教學目標之重要途徑。此外，在診斷補救教學之實施

時，個別化教學輔導亦乃為必要。部份國家對觀察試探輔導之重視，

事實上亦是課程個別化發展的強調。

五、結言

我國課程發展目前尚屬零散，缺乏周密系統。雖然，國小部份課

程已開始從事實驗研究發展工作之推展，但是，終究成果有限，因此，

進一步加強課程研究發展工作，確有必要。

事實上，「課程是發展的」理念，在今天已能普遍被國人所接納，

國小課程之目標和內涵，應有其時間性與空間性，因此，每經一段時

間作適度之修訂亦是必須的。一般說來，課程應滿足個體人性化需要，

應重視環境生活化要求，同時應兼顧顯著性課程與潛在性課程之配

合，考慮學生個別化學習的需要，重視未來導向與實用導向，重視學

習者學習的興趣
白匕匕總之，「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進行國小課程標準修訂時，尚

進一步探討其他主要國家國小課程之發展趨勢，應是有助我國國小課

程發展的借鏡。當然，教育並不能主觀借用或移植，教育發展或課程

研究應依據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經濟因素，而作合適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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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其所作的修訂才能真正符合國情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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