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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課業負擔的問題，乃是當今一個全球性的議題。我國的九年一貿課程綱

 要，當初在制訂之時，減輕學生課業負擔，便是一項重要的政策考慮，因此，將舊

 有的學習科目加以統整為七大學習領域，並減少教學的時數與節數等，便成了課程

 綱要的最後規定。然而自課程實施以來，卻發現學生程度(如數學)似有退步，並

 且有落後其他國家之嫌，於是乎又紛紛有有增加課程內容及增加節(時)數的要

 求，舶謂先進國家在這些方面皆較我為多。咒竟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規定，與世界

 其他國家《尤其是先進國家)之規定相比，其實際上異同的情況如何，似有值得進

 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本研究為「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學習負荷量及學習興趣之相關研究」的子計畫之

 一。學生在校學習之負荷量的主要源頭，無疑地來自於課程標準或綱要的規定，因

 此為探討九年一貿課程實施之後，學生在校學習負荷量的問題，本研究將先搜集鄰

 近與我有競爭力的地區、國家(如亞洲四小龍、日本、中國大陸)及其餘世界各主

 要國家，在國民教育階段的前九年，學生在學校學習之課程負荷的狀況，也就是主

 要搜集各國《地區)有關下面兩個方面之規定的資料^   <一)、學生上學及學習的

 天數、節(或時)數;    ^>、各學習領域(或科目)的教學節(時)數與課程內

 容的分配。所得資料加以整理分析後，將可與目前我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相關規

 定做一比較，了解是否有值得借鏡之處，可供綱要修訂之參考。本報告即為在此構

 想下所做研究的一個成果。

 研究發現，各國(地區)之情況殊有不同，貿難一一對照比較。本研究

 嘗試就比較共同具體可得的幾項資料，作個比較。



 各地區、國家學生每年上課週數、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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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比較看起來，新加坡和我們是在學生上課週數與天數方面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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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美國因各地都有不同，故取其官方所公布一般應教之科目

 由以上比較看來，臺灣經統整以後的九年一貫課程，其領域數是較大多數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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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共同科目所佔課時比例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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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最上限的比例來看，我們的比例餃韓、日、瑞典香港與中國差不多，較

 新加坡、美國、俄羅斯及法國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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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最上限的比例來看，我們的比例較韓、日、瑞典略高一點，跟中國差不

 多，較美國、俄羅斯及法國低一些，遠低於香港及新加坡。

 本研究搜集了亞洲與我有競爭力之國家、地區及歐美先進國家較新的有關國民

 教育階段學生課時的具體資料，脆且在國情、學制等種種不同很難做比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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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嘗試做了一點比較，希望所得結果能夠對我國的課程修訂、研究有點幫助。筆

 者人單力薄，所得成果有限，也難以做較深入的比較探討，期望國立教育研究院課

 程研究所早日成立，並且有專門的人員與經費長期的來負賣做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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