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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2016 新課綱政策協力模式的啟示：以教師為核心 

【文／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李森永】 

  伴隨 2008 年金融風暴，全球各地出現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導致民主國家各項公共政策的制定實

施，面臨日益複雜的政治社會局勢的挑戰，例如面對不同立場的政黨對峙，以及社會上不同利益階層

的民意對立等。因此，在這樣大環境背景下，我們思索教育政策制定與實施關鍵因素之一，或應該是

如何妥善安排各項公共政策之中的利害關係人，尋求各方可接受的溝通與對話的方式，建立一定政策

執行之共識，才能有效縮小歧見，順利推展政策。但就實務上該如何進行又有哪些關鍵之處值得注意？ 

  本文以法國 2016 年實施的新課綱（以下簡稱「法國 2016 中小學新課綱」）為例，討論法國政府

在課綱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如何與現場教學的中小學老師，尋求合適的溝通與對話的方式，建立新課

綱政策執行之共識[1]。 

  本文在章節安排上，可分為四部分：第一，是簡介法國 2016 中小學新課綱，包括它的核心概念

目標及其制定與審查，以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第二與第三部分，則是從新課綱實施前的中小學教師

的協商機制，以及新課綱實施後中小學老師激勵制度，分別進行說明；第四，本文提出討論並作結論。 

一、法國 2016 年實施的新課綱核心概念目標及其制定與審查流程 

  法國 2016 年實施的新課綱（以下簡稱「法國 2016 中小學新課綱」），其核心概念，是培育「知

識、技能與文化的共同基石」方案。其對象設定法國 6 至 16 歲學童在義務教育期間，所應學習之共

同基礎能力、知識與文化，從而訂定學生於義務教育結束時所應學得之必備知識與能力。簡單說，該

課綱企圖，清楚界定「每個法國年青人應該從義務教育中學習到什麼」（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4a）。 

  法國 2016 中小學新課綱，可進一步概分五大領域；包括了（一）用以思考及溝通之各種語言（二）

用以學習之方法與工具（三）個人與公民之養成（四）自然與技術系統（五）認識世界與人文活動等

5 大領域（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6a）。 

  這項法國 2016 中小學新課綱的制定與審查，主要是由法國課程高等審議會（Conseil supérieur des 

programmes–CSP）負責完成，值得一提的是，該審議會，職權包括的涉及中小學教育的整體目標、

教育內容、課程設計、共同基礎能力知識與文化、評量方式、師資培訓）提出意見及建議（駐法國代

表處教育組，2016a）。 

  法國在 2016 中小學新課綱制定過程中，與現場教學的中小學老師，尋求溝通與對話的方式，以

時間為主軸，可概分為兩階段：一、是新課綱實施前的參與；二是新課綱實施後的教師激勵制度，下

節分明說明之。 

二、新課綱實施前的中小學教師的協商機制 

  法國在 2016 中小學新課綱制定定案前，曾經過兩次大規模的與中小學教師協商，其特色及細節

以下： 

【國際教育訊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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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教師參與課綱制定的方式 

  2013 年當時法國總統歐蘭德於該年 7 月公布「重建共和國學校」法案，課程綱要亦列為重整議

題之一。法國教育部即讓中小學教師每周有半天的時間針對前述法案等相關問題進行思考、協商與討

論（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3）。在該項的諮詢中，法國教師們提出希望課程能簡化幾項建議：第

一，內容能更接近義務教育共同的知識核心、更符合學生的學習進度，並不要過於「技術性」。二、

多數的教師也表示希望能有關於實際教學方法的手冊，以協助他們的教學工作（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4b）。 

（二）配合教師建議，部分中小學的課程改革延遲一年 

  法國教育部於 2014 年 2 月同意了課程高等審議會以及兩個主要的聯合工會─法國教師統一工會

和法國全國自治工會的要求，宣布部分中小學的課程改革將延遲一年。 

  詳言之，這項由法國教師統一工會旗下的全國中等教師工會、全國體育教師工會和全國職業學校

教師工會所共同發出，並送給教育部的信函中，信中強調：「為了擁有高品質的提案以及最大的共識，

課程的重訂必須在最好的條件下實現。」教育部長則於之後回信給負責課程高等審議會主席 Alain 

Boissinot 的信中提及：「若不能成功地重訂課程，就不會有真正的教育改革。」（駐法國代表處教育

組，2014a）。 

三、新課綱實施後中小學老師激勵制度 

  法國 2016 中小學新課綱實施後，有關中小學老師激勵制度，包括改善教師待遇與培訓制度，提

高教師尊嚴以及教學自主等，以下分項說明： 

（一）改善教師待遇、評鑑與培訓相關制度調整的具體作法 

  在法國中小學老師加薪部分。2016 以前，法國教師待遇低於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平均值，

同年 5 月法國教育部公布新的小學教師津貼（每年 1,200 歐），該政策可以讓法國教師薪資超過經合

組織平均值，並成為教師屆齡退休前薪資最高的國家之一（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6b）。 

  在法國中小學老師統一教師晉級方式。法國原教師晉級方式，包括年資和教學、行政表現等三種，

實際運作上，則因過於複雜和有失公正而受到批評，新的政策透過統一制度能有效簡化教師晉級管道；

有關改革評鑑制度，原法國中小學教師評鑑分為兩種：「行政評鑑」（note administrative）與「教學

評鑑」（note pédagogique）。行政評鑑每三年辦理一次，由所屬學校校長給予考評，滿分為四十分的

行政評鑑；教學評鑑則不定期由學區督學於視察後給予滿分為六十分之考評成績。新政策計畫取消這

一機制，改採與教師在其教職生涯內舉行 4 次評鑑，分別於開始教學的第 7、13、20 年和最後 1 年評

鑑教師的專業能力。 

（二）改善陪伴教師（新進教師）培訓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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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新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於競選期間，發表他教育政見，他宣示要改善陪伴教師

（新進教師）的機制。這是因為許多教師經過培訓後仍感覺自己準備不足，在正式執教初期階段面臨

困難，又缺乏他人認同。在馬克宏總統的提議中，除了改善教師培訓的品質，並暫不將新手教師派至

教育優先區任教，以免徒增心理壓力（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b）。 

（三）促進教學自由，並提升教師尊嚴 

  2017 年 5 月上任的法國教育部長布朗凱（Jean-Michel Blanquer）提到了教師尊嚴的問題。布蘭凱

強調教學是個崇高的職業，對於整個社會有著核心的重要性……而且，他也表示，將密切關注教師職

涯發展議題，並鼓勵教師研發有效的教學計畫，承諾教育部將提供必要支持（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7c）。 

四、結論 

  以上說明了法國在 2016 如何納入中小學教師意見及協助課新課綱的制定與實施，可獲致以下幾

個啟示： 

（一）課綱實施細節，可借重教師的現場經驗與看法 

  從前述法國經驗來看，有關課綱制定與實施，可適度區分政策方向與實施細節，後者可多借重教

師的現場經驗與看法，可促進實施後的推展順利。 

  例如，法國曾在 2008 年訂定的課程內容已面臨重大的爭議，教育部的公告如此指出：「總督學

處的『2008 小學課程改革實施成果報告』顯示，給予適當的適應時間和相關的教師培訓是非常重要

的。」 

  同樣隸屬於法國教師統一工會的國小主要工會秘書長 Sebastien Sihr 認為課程高等審議會的藍圖

似乎「並不實際」，他認為：「我們希望能快速前進，並保持國小改革的連貫性，也就是讓課程與作

息改革能夠同步進行，而現行的計畫會產生時間上的斷層。不過，至少這延遲能讓我們進行教師的培

訓和教材的更新。」（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4a）。 

（二）適度搭配激勵機制，強化教師投入新課綱教學的誘因機制 

  新課綱實施不僅是課程與教學的更新，也是教學現場老師職能的轉換。因此，新課綱的實施，若

能搭配一些激勵制度，如加薪、評鑑與培訓制度，有助於強化教師投入新課綱教學的誘因等，強化課

綱實施的順利進行。 

  就如法國教育部長布朗凱（Jean-Michel Blanquer）提到，法國教師薪資低於歐洲平均，他坦承低

薪會降低士氣和減低教學樂趣，並且進而影響教師尊嚴。 

  總體而言，法國政府在制定新課綱前，首先讓教師更清楚政策目標極可能實施的困難為何？在實

施後教師更清楚如何落實，以及提升透過加新等激勵加強或提升教師士氣與尊嚴。從協力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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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Governance）角度，前述相關措施，如教師教學自主、師資培育，甚至包括薪資結構、

評鑑方式等，不單針對教育現場的教師們的激勵，也是整體性的考量實施課綱所需的相關因素，更有

效提高課綱實際實行的可行性。 

 

[1]本文原本設定為「法國 2016 中小學課綱制定過程的公共參與機制及其啟示」一文下集，本討論重

點為法國 2016 中小學課綱實施後的公共參與為主題，但為更聚焦，改以「教師」為核心，進行更深

入的討論，因主題均為法國 2016 中小學課綱，雖經改寫，但兩篇主題與內容略有重疊，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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