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

;光雄

在這即將修訂高中階段課程標準的前夕，羞就個人所知，提供高

中階段課程設計的若干趨勢，以供修訂的參考。

一、課程的概念

課程的概念，見仁見智。不同的課程學者從其不同觀點，界定不

同的課程概念。個人認為課程的概念可從兩方面來探討:一是顯著課

程，一是潛在課程。

顯著課程係指學校及教師所規畫所提供的知識和經驗。依據預訂

的目標和編製的內容，希望獲致預期的結果。我國的課程標準、教科

書等都屬顯著課程。

潛在課程係指學校的物質、社會及認知等環境所形成的學生非預

期的結果。學校的物質環境有如校園的規畫、校舍的設計及教室的佈

置等等;學校的社會環境有如學校的組織結構、制度、儀式及各種措

施等等;學校的認知環境則有如教師的行為、態度、教師使用的教科

書及教學方法等等。這類學習結果有時是正面的、積極的、能夠促進

學校目標的達成的;有時則是負面的、消極的、能夠阻礙學校目標的

達成的。

我們設計課程時，宜同時考量顯著課程和潛在課程，較能達到學

校的目標。

三、未來的社會形貌及其課程蘊義

課程的規畫要能配合末來社會的形貌。未來的形貌雖難確定，但

從當前的情勢卻隱然可見。美國教育學者Combs認為未來世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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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共有四項:即資訊的爆炸、變遷的加速、社會問題的層出不窮及個

人實現的日漸重視。此外，我國近年邁向民主社會的步調快速，這應

是我國當前及未來社會的重要形貌。

廿民主政治步調的加速:我國近年隨著解嚴，民主政治發展迅

速，因此社會開放，各項權益意識高漲，多元價值的社會逐漸形成。

在這急劇轉型的時期，國民的生活須有妥善的調適。

一個生活在民主社會的現代國民必須具備高度的民主素養。民主

的素養包括獨立批判的能力。了解自由和平等的真諦，具備並實踐法

治的理念和熱心參與社會的事務。因此在教育上除教導學生妥當的理

念，以做為合理批判的基礎外。在教學方法(諸如採用訴諸理性的教

學和批判思考的教學等等)和學校各種制度亦宜適當配合。

□資訊的爆炸:今日的世界，資訊的數量以驚人的速度增加。統

計顯示。專門性的資訊每十年增加一倍。在一九八一年時，專門性的

期刊約有十萬種，其數量每十五年約增加一倍。這種現象現在只是開

端，未來資訊的爆增，將更快速。

資訊數量增加甚鉅，改變快速，學生未來的需求多樣，因此教導

學生共同的「內容」不再是教育的唯一有效目標。在課程設計方面若

能兼顧「過程」的層面，則較能適當地預備青年進人這個資訊爆炸的

世界。

再者，我們的教育制度很難預測我們未來所需的知識或行為，因

而必須專注於培養能夠解決問題的國民。明日的國民必須是一個問題

的解決者，一個能夠做良好選擇，提出良好解決方法的個人。在有效

的問題解決當中，「過程」優於「內容」。

曰變遷的加速:科技進步，促成社會變遷快速，而且愈變愈快。

例如，美國目前約有九萬種不同的職業，而其種類還在持續增加。今

日中學畢業生，終其一生，可能改變其謀生工作四、五次之多"

未來的選擇需要強調價值。面對變遷快速的社會，我們的學生必

然走進一個隨時隨地需要選擇的世界。學生追求其有價值的目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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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價值的架構做為選擇的基礎。人們通常依其感情、態度、信念、

價值、期望及理解等而行事。這些內在的指導原則，決定了人們在無

數的可選機會當申做選擇。因此，在課程當申應當強調學生的價值、

自我概念及認同感等。

另外，社會變遷的步調快速，新興的職業不斷出現，若干舊時的

職業漸趨沒落。因此，適應未來的社會變遷，需要建立終生教育的制

度，實施無縫的課程。

何社會問題的層出不窮:科技進步，協助我們解決諸如食、衣、

住、行等的問題，但是也給人類帶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諸如貧窮、

生態、污染、人口爆炸、食物分配、能源使用、戰爭與和平、衛生、

老化、犯罪與暴力、恐怖主義及人權等問題。有人認為原子動力的發

現表示物理科學時代的結束及社會科學時代的來臨。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最需要互助合作的社會。世界越複雜，科技

越進步，我們越需要依賴他人。我們今日及未來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

乃是涉及學習與我們自己及他人有效相處，共同生活的問題。

我們要青年預備其未來，應對問題日趨複雜的世界，課程必須更

加專注於探討人類的情況。而社會科學一一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

經濟學及政治科學等一一乃是協助我們了解人類的性質以及人類彼此

的互動。

末來的課程要強調社會互動和社會責任。國民要能善盡本份和善

待他人，未來彼此互賴的社會始能有效運作。因此，學校必須強調責

任和有效的人際關係。學習承擔責任需要面對問題，做選擇，參與決

定，接受自己行動的後果，從錯誤中學習。同樣地，有效的社會互動

需要個人與他人相涉，從個人經驗申，從與他人關聯的各種機會中學

習社會互動。這是從合作當申而學習的。

學校如同一個小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類的問題和負責的互動

都是十分重要，學校應當成為提供這類經驗的小世界。期望培養學生

具有人味的學校，必須以更具人文風格的方式來運作。因此，關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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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尊重人類尊嚴，合作努力，尊重人權，善待他人，不僅是學生應

當學習的事項，而且也是評估學校各個層面的效標。

田個人實現的日漸重視:我們不但依賴他人，而且科技的進步使

得世界越變越小，因而個人行善行惡的影響力大量增加。任何地方發

生的事情，似乎多少都與我們相關。未來的社會更需依賴負責的國民，

願意並能善盡本份。在互助的社會中，國民個人實現乃是維持其安全

和福祉的必然要

另外，個人實現在未來世界也是每個人重要的動機。社會越成功

地供給人們實現其基本需求(諸如物品和各種服務等)，則其國民就

越要尋求實現較高層次的需求(諸如愛、尊重和自我實現等)。

如果追求個人實現是末來重要的部分，則=日的學校必須接受挑

戰，預備青年達成這一目標。個人需求的實現並非放縱，而是達成較

高層次的動機、成就和負責公民的必要步驟。

我們通常需要大型的學校，俾便提供豐富的課程。但是個體卻在

大型學校中消失，個人的生長和獨特性質遭受損失。多少年來我們將

所有的學生視同一樣。我們將他們分組分級，視同同質，組成一個種

類的團體。我們現在必須承認，人類的獨特性質是人類的特徵，不能

忽視，應當加以處理。未來我們提供給學生的方案必須是個人的、個

別的學習方案。

三。英、美、法三國高申課程的特色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外國的經驗可供我們參考。茲介紹英、美、

法等國普通高中的課程特色，以為我國修訂高中課程的借鏡。

廿英國中學課程的特色

英國於一九AA年七月頒佈「教育改革法案」，其中第一部分為

「國訂課程」，從一九A九年九月開始實施。英國中學課程可分三類:

一是國訂課程;一是宗教教育;一是其他措施及選修科目。國訂課程

包含四項構成要素:一是基礎科目(包括核心科目英語、數學、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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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科目，及其他基礎科目歷史、地理、工藝、美術、音樂、體育、

現代外語等七科目)  ;一是成就目標;一是學習方案;一是評估安

排。這十個科目約佔授課總時數百分之七十五到A^五，宗教教育和

其他措施及選修科目約佔百分之十五到廿五。其基礎科目的時間分配

為下:

科目%

英語^0

數學^0

科學^0?20

工藝^0

現代外語10

歷史/地理10

美術/音樂(戲劇、設計) 10

體育5

八。
L二了"f 75-85

國訂課程實施之前，選修科目較多的有家政、生涯教育、個人及

社會教育等等。

英國中學課程具有三項特色:一是運用國訂課程培養國民的共同

意識，利用選修科目滿足地方的特色及學生個別的需求;二是英國課

程目標明定兼顧個人與社會的發展，以及預備學生成人工作生活所需

的經驗，亦即重視學校與實際工作的關聯;三是利用國家測驗(在十

四及十六歲實施)，以確保學生達成國家要求的標準。

□美國中學課程的特色

美國高級中學採用學分制度，分必修與選修。各州規定的科目與

學分數不儘相同。美國中學校長協會曾於一九A^年發表調查報告，

其中顯示必修科目約佔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選修科目約佔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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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分之一，這表示美國的高級中學重視學生個別差異的適應，提供

學生較多選擇的機會。依據Beane一九七四年的調查，美國的高級申

學當以英語、社會、數學、體育及科學做為必修科目。

一九八三年美國「全國卓越教育委員會」發表「危機四伏的國

家」報告書，書中建議，為了提昇品質，高中學生的四年期間必須修

習下列基礎科目:英語(四年)，數學(三年)，科學(三年)，社

會學科(三年)，電腦科學(一年半)。準備進人大學的學生，尚須

修習現代外語(二年)。書申提到，這些基礎科目的知識都是日後成

功的基礎。因此構成現代課程的核心。

美國教育學家Boyer檢視美國中學的課程，而提出「關聯原

理」。認為任何一項事實或一個觀點，不能以獨立的方式加以處理。

而應當強調事實與事實間，觀念與觀念間，事實與理論間，左右的統

整和上下的連貫，同時要將一個事件擺在較廣較深的脈絡申加以探

究。亦即安置在空間和時間的脈絡中加以理解。

美國申學課程的有三項特色:一是提供寬廣的選修空間，滿足學

生個別差異的需求;二是重視核心課程，諸如英語、數學、科學、社

會學科及電腦科學，以回應當前競爭社會的需要，確保學生未來生活

的成功;三是關聯原理，以較深較廣的背景探究一個孤立的事項，以

凸顯該一事件的意義。

日法國中學課程的特色

法國普通高申重點在升學預備，自一九八一年開始，一年級的學

生修習相同的課程，實施「觀察」，以「輔導」二年級的學生選組。

一年級的科目如下表:

核心科目一

法語5

歷史和地理(含公民) 4

現代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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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學3^2

自然科學2

體育2

必選科旦(A群和B群中任選一種)

A群(任選一種)   :
"一

工藝11

實驗科學和技術11

醫療和社會科學11

手工藝11

B群(B^+B，中任選一種)
"一

B，經濟學和社會科學2

B，希臘語3

拉丁語3

第二現代外語3

「手^^術3

專門運動3

自由選修科目

B群科目申任選一種

第三現代外語3

美術或音樂2

打字(末選「事務管理」者) 2

技術教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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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二及三年級，除一年級的共同科目外，開始分組選修。

共分五組，科目仍包括必選科目和自由選修科目。該五組為: A組係

導向文學、語言與哲學;B組係導向經濟學及社會科學;C組係導向

數學及物理科學; D組係導向應用數學及生物科學; E組係導向數

學及工業技術。

法國申學課程的特色約有三項:一是由中央教育部統一制定，全

國同一類型的中學，其課程均頗一致。二是高中第一年級的課程重在

觀察輔導，使得學生末來的選組更能適合其性向。三是每一年級課程

分為共同科目、必選科目及自由選修科目，二年級開始分為五組，較

易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並且提前分化，做為升人大學的預備。

四、我國高中課程設計的趨勢

依據未來世界的面貌以及英美法三國申學課程的特色，提出下列

六項，做為我國高中課程修訂的參考。

廿重視民主素養的培養:教導妥當的知識，提供學校民主生活的

經驗，透過講理的方式，培養學生反省批判的能力，牽引學生進人民

主的社會。

□兼顧內容與過程:除了目前重視的事實、概念、原理和理論等

知識內容外，同時注意探究、問題解決、創造思考等求知過程。

曰兼顧認知、技能和情意的教育層面:除了注意認知層面(即:

記憶、理解、應用、分析、綜合、判斷等)和技能層面外，同樣強調

情意層面(即欣賞、情緒、態度、價值、自我概念、品格等)。

倒兼顧個人自我實現與社會責任:一方面輔導個人發展，滿足基

本及高層的需求(如愛、尊重及自我實現等)，另一方面培養學生有

效的社會互動，善待他人，擔負社會責任。亦即兼顧人性的個人層面

和社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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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兼顧共同能力與個人需求:一方面藉著必修科目，培養學生共

同必須具備的能力，諸如基本概念的理解、語文和數據的素養、客觀

態度的建立及探究方法的訓練等，也提供學生共同的社會價值、文化

認同、以及共同的歷史和文化知識的核心;另一方面透過選修科目，

滿足學生個別差異的需要，諸如能力、性向、興趣及需要等，同時也

可反映地方的特色和需求，滿足社會次級多元價值的追求。

因強調關聯的原理:內容的組織，事實與事實之間、概念與概念

之間，左右之間建立水平的統整關係，上下之間建立垂百的連貿關係。

注重理論與實際，知識與生活等關聯。並且將每一事件擺在時空的脈

絡之申加以理解。這樣較能達成有意義的學習。

五、結語

我們發展學校課程。一方面固要重視顯著課程的設計，另一方面

也要注意正面潛在課程的規劃，舉凡校園的環境、學校的制度、師生

的互動，均要要加設計，這樣較能有效的達成學校教育的目標。

《本文錄自七十九年元月教育部召開之「高申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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