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一買課程綱要一致性研究

 趙鏡中/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副研究員

 經過對總綱及領域綱要的一致性檢核後，大致可以整理出以下需要進一步檢視

 或調整的建議:

 一、總綱部分

 (?)、關於「基本理念」部分

 關於總綱基本理念部分，在表述上更應嚴謹，不可模糊帶過。例如^ (一)對每

 一面向的內涵有過度擴充解釋的嫌疑。(二)各面向的區隔不夠明顯。(三)五個面向

 缺少健康體能，不盡符合所揭築的教育目的。(四)五個面向的概念層次不一致等。

 (二)、關於「基本能力」部分

 莒先需要調整的就是關於概念內涵的界定，以及語詞使用上的統一問題。至於

 各學習領域所出現的分段能力指標，更應正名為分段學力指標。

 (三)、總綱架構一致性的問題

 總綱整體架構最嚴重的問題出在:

 1、敘寫的邏輯性。論述間的層次紛亂，使人眼花撩亂，不知所從。因此在總

 綱表述上，將此關係述說清楚即可，實不需反覆陳述。

 2、對學生身心發展歷程及知識結構的認定的問題。關於各學習領域的學習階

 段的劃分紛亂，不單是造成現實學制的無法配合;也在教學、評量上產生困擾。

 以上關於總綱整體架構的問題，分別屬於敘寫層次的問題，以及概念層次的問

 題。

 二、各領域綱要部分

 檢核領域綱要的一致性，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於涉及各領域的知識內涵以及對學

 習方式、結果的要求。

 以下分別說明各領域綱要不一致的現象與原因:

 (-)在落貿總綱精神上，各領域對十項基本能力如何融入領域的學習中，在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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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與作法上有明顯的差異。問題關鍵在於對學科本位的過度堅持所致。

 (^)此外，各領域在回應總綱的統整精神上，也顯得不足。問題還是出在僅從

 學科本位來思考、架構領域內涵，並未真正從學習者的角度來思考。

 (三)各領域在實施要點中，對於教材編選的規範表面上看起來似很寬鬆，但因

 為各領域均對學習內容有具體要求(多放在附錄中)，因此在教材的編選上，空間其

 真是被壓縮的。

 三、建議

 (一)、對綱要擬定過程的建議

 在台灣，此次九年一貫課程改革面臨了多方面的角力，因此出現總綱與領域綱

 要脫節，顯現不一致的現象。澳洲政府推行關鍵能力的經驗，似可提供政府在未來

 訂定新的課綱時參考。

 在此慎重呼籲參與綱要擬訂的委員，必需真誠的面對並回應改革的呼喚:

 (1)社會對個性化人才需求的呼喚

 國民教育在滿足國家一體化發展需要的同時，更應關注公民個體的教育權力和

需要 以滿足多元化社會的需求

 (2)個體發展多樣化的呼喚

 隨著多元智能的提出，教育應面向全體學生，多樣化、個性化應成為學校課程

 改革的主要方向。

 (3)對基礎能力培養的呼喚

 未來的課程應加強跨學科、跨領域的基礎訓練，這些能力不是狹義的技術或專

 業，而是高層次的能力，不僅適用於特定的範疇內，也可以在不同環境下表現。

 (^)對課程綱要定位的冉釐清

 課程綱要如何看待課程、教學、與學習者，決定了教育改革的深度和廣度。但

 這並不等於課程綱要必須對教材、教學和評價各方面訂定具體的規範。

 課程總綱的指導作用主要應體現在它規範了各領域教學所要實現的課程目標。

 而各領域綱要則指導各領域的課程內容，規範了哪些基本素質以及評價的基本標

 準。對教材編制、教學設計和評價過程中的具作問題，則不應做太多硬性的規定。

 對於課程綱要的地位，可歸結為以下幾點，提供參酌:

 (^)國家課程綱要應規範的是國家對於國民在各方面素質的基本要求，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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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要掌握哪些具體的知識。

 (2)課程綱要應便於教師學習和直接運用，如果綱要規定的太細太死，結果自

 然造成教學與教材雷同性高的現象。另一方面，綱要內容敘寫的清晰簡要易讀易

 懂，也是重要的條件。

 (3)課程綱要是教學規劃、教材編寫、教學評鑑的依據，是國家管理和評鑑課

 程的基礎，因此綱要應能體現國家對不同階段的學生在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4)課程綱要的重點是對國民素質的基本要求做出規範，是必須達到的要求，

 給教材、教學與評量的選擇性和靈活度部很大。

 最後，本研究在進行綱要一致性分析時，真心關注的是以下幾個核心的理念:

 一、課程綱要究竟是教學的「伽鎖」，還是「跳板」?

 二、課程綱要是教學的「控制者」，還是「促進者」?

 三、綱要中所強調的教學是教師教學生學的過程，還是師生交往、積極互動、

 共同發展的過程?

 四、領域綱要關注的是學科，還是學生?

 這些關注終將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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