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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即將在108年開始上路，許多學校紛紛開始組成研究小組，

培養老師們有能力設計符應未來教育改革趨勢的課程；研習活動也開始吹起十二年國

民教育新課綱的旋風；親子天下、未來 Family⋯⋯等教育雜誌，無不以此為主題研究

並報導。許多學校也如火如荼的展開一連串的課程研究與設計， 本研究以新竹縣的竹

北區一所學校為研究個案，探究以「跨領域的學習」、「與生活情境緊密的結合」、「做

中學 /學中做」之素養特性為核心進行設計的校訂課程，是否能使學生自然而然的生成

美感經驗。藉由課堂紀錄、訪談、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資料，並進行資料、方法、對

象的三角檢核。以 Dewey所指之一個完整經驗的審美性質，包含：一、自身衝動的驅

使得到實現；二、情感的投入與整合；三、作為與感受間的相互作用，來檢視具備素

養觀的課程，從而發現以學生為主體之「核心素養」的課程確實能帶給教育不一樣的

風貌，且從素養出發的校訂課程，能帶給學生美感經驗，教給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面

對未來挑戰，所應該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關鍵字：校訂課程、完整經驗、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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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即將在108年開始上路，許多學校紛紛開始組成研究小組，
培養老師們有能力設計符應未來教育改革趨勢的課程；研習活動也開始吹起十二年國

民教育新課綱的旋風；親子天下、未來 Family⋯⋯等教育雜誌，無不以此為主題研究
並報導。當然，筆者的學校也如火如荼的展開一連串的課程研究與設計，在這一學期

裡，我看到學校依據素養觀所設計出的課程，帶給學生不一樣的學習風景，使其具備

的不只是書本上的能力，更是帶著走的能力，並且也能看到孩子在學習中所得到的美

感經驗。來！我們從素養談起吧！

壹、從素養談起

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談起素養，而臺灣也搭上這一波的熱潮，現今教育界最紅

的一詞非「素養」莫屬。民國九十年度開始的九年一貫課程開始進入尾聲，接棒的則

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核心素養來啟發動能，

連貫各階段與統整各領域課程之發展（洪詠善、范信賢，2015）。究竟什麼是素養呢？
素養是指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該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教育部，2014）。素養也可界定為「knowledge × experience × power of judgment」（洪
裕宏，2008），即是知識、經驗與判斷力三位一體的展現。范信賢（2016）歸納出素養
具有下列特性：一、除了重視知識、技能之外，更強調情意態度的層面；二、素養導

向的學習須將知識、技能、態度與生活情境緊密的結合，以達到有意義的學習狀態；

三、素養的學習具有跨領域的性質，並不以單一領域為限；四、素養的學習並非動態、

單向性的吸收，而是「做中學 /學中做」的靈活運用；五、素養旨在以學習者為主體，
也是教育本身的目的，要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而素養究竟要怎麼教？便成為現在

在教學現場中眾所矚目的問題。

貳、素養導入校訂課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將課程類型區分為「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二大類，部

訂課程是由國家統一規劃，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力，並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而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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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學即是大家熟知的「領域學習課程」，像是語文、數學、自然、社會⋯⋯等；而校

訂課程則是由學校安排，在國民小學為「彈性學習課程」，能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校

性、全年級或班群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落實學校本位及特

色課程（教育部，2014）。筆者的學校位於新竹縣的竹北地區，學校獨有的校訂課程名
稱為「東興國際」，此校訂課程以「站穩腳跟，無限延伸」的理念，帶領學生從所處的

社區文化開始埋下種子，以五感體驗的方式使其能理解本土文化，增進家鄉情感，並

引導學生能養成自發主動的探究精神，將其想法與同儕分享，進而達到分享交流；最

終，打開他們的國際視野，是東興國際課程的宗旨與目標。

這學期，學校申請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協作計畫案」，承

蒙教務主任的賞識，筆者有幸加入學校「十二年國教核心小組」進行相關概念、課程

設計的研討，與小組成員試著一起譜出屬於此地區孩子們專屬的校訂課程─東興小導

遊。東興小導遊課程的設計發想期待透過孩子的眼睛去體驗、觀看、找出竹北的古蹟

與美，讓孩子能設計出屬於自己的竹北一日遊行程，待每學期的國際交流教師蒞校教

學時，能讓孩子自己帶著各國的教師，去實際走訪竹北的古蹟、品嚐竹北的美食、發

現屬於竹北的美，進而增進彼此的國際情誼。雖說，素養導向的課程沒有一定的步驟

與遵循的制式格式或想法，但我們想只要能秉持以學生為主體的根基為理念，並扣緊

了「跨領域的學習」、「與生活情境緊密的結合」、「做中學 /學中做」的基本道理為核
心進行設計，大概不遠矣。

一、跨領域的學習

跨領域的學習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強調的重點之一。洪詠善（2016）提及現今
的學習趨勢要在課程設計時讓不同領域的教師共同備課與協同教學，並且採取探究學

習、問題導向、方案與檔案等學習方法，以真實與 E化的學習情境引導孩子學習。因
此「東興國際─東興小導遊」主題課程，並不是分別領域的單打獨鬥，而是在課程開

始的前、中、後都經由各學習領域專家教師（如圖 1），互相發想、討論、腦力激盪，
從而繃出新滋味的課程。此課程結合了語文學習領域：請到我的家鄉一課，從文本中

教導孩子敘寫家鄉古蹟、景點的介紹；同時，在社會學習領域，從三年級開始延續到

四年級都扣緊「家鄉」這個主題，由家鄉出發，認識家鄉的生活、活動、消費、節慶、

產業、運輸⋯⋯等，因此社會學習領域結合東興小導遊課程彷彿如魚得水。且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所提及的九大面向素養，其中一項為「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希望培養

學生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的能力，並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教育部，

2014）。所以，資訊課的投入更是東興小導遊課程的發展重點，在現今人手一機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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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教導學生運用唾手可得的行動載具學習攝影、錄影，並認識資訊倫理與著作權，

貼近這些數位原住民孩子的生活，讓他們能在跨領域中自在、優游的學習。

 

圖 1　東興小導遊課程跨領域學習圖

二、與生活情境緊密的結合

學習是以「個人」為學習的主體，學習者能主動選擇適當的學習方式，進行有創

造力、行動力的系統思考以解決問題，並能在社會情境中自我管理，採取適當行動，

有利於自我精進（教育部，2014）。學生是教學的主體，身為第一線的教學者，設計

課程與教學時無不以學生做為中心來考量。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learner-centered 

teaching）最能反映學生多元化的教學方式，教師的角色從「靈魂人物」變成「助學

者」，教師必須要給學生一個「無界線」的學習方式來幫助學生學習新知，因此，除了

在教室學習之外，應讓學生享有學生實習、社區服務，或是出國交流的機會，引發學

生的好奇心，發展學生獨立自主的能力（史美瑤，2012）。由此可知，教師在教學時，

給予學生真實的情境有助於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與學習動機，從而喚起孩子主動積極的

自發學習態度。Dewey說：「要想改變一個人，先要改變他的環境，環境改變了，他就

被改變了。」可見情境對於孩子的學習扮演舉足輕重的要素。所以學習若能從孩子熟悉

的生活周遭、生長的社區、家鄉周邊的古蹟、水圳、土地開始，再一步一步蔓延與擴

大，這樣的學習才會有意義，才能在孩子心中萌芽。

三、做中學、學中做

Dewey認為教學必須從學生的經驗出發，重視其學習的主動性，並主張在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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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應該避免大人們（老師）的過度干預，把從原本擺放在教師身上的教學的重

心轉移至學生身上，強調在教學中要讓學生「有事可做」（something to do）更要「有

事可學」（something to learn），讓學生在經驗的學習情境裡「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透過學生主動的反省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來領會事物之間的關連，學習

就會因而「水到渠成」（吳木崑，2009）。因此在課程的設計即以帶領來國際交流的教

師到竹北旅遊為問題出發，讓學生試著解決這個每學期都會遇到的問題，自己學著設

計出專屬於家鄉的旅遊行程，老師在教學過程中除了引導之外，就試著放手讓學生去

闖、去試，進而發現自己家鄉的美與文化，與自己的家鄉有更緊密的連結。以下簡短

說明學生在東興小導遊課程中，做中學、學中做的歷程。

（一）做行程的主人

老師：學校要舉辦一個東興小導遊的比賽，要徵集優秀的竹北一日遊行程 

，以後外國老師來，就可以帶外國老師出去旅行，你們要參加嗎？

全班：當然要啊！

宇宇：我覺得新瓦屋一定要去，那裡有傳統的客家建築。

昕昕：厚食聚落的環境優美、舒服，要列入行程。

蕙蕙：美食一定要有，吃的很重要，我推薦艾蜜奇餐廳。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各自有著擁護的行程。

老師：那怎麼辦呢？

仁仁：票選好了，將每一組都有的行程選出來做為我們的選擇。

以自身經驗出發並運用 ipad輔助搜尋竹北好玩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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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規劃行程，並上臺分享小組的初步規劃

各組將自己規劃的地點寫在便利貼上，並分類、選出最受全班親睞的旅遊景點

運用 Google Map查出票選出來的景點位置，並畫出地圖，做景點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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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一無二的旅遊手冊

瑋瑋：上次我們家去沖繩玩，旅行社有給我們旅遊小手冊，我覺得那個很

清楚。

妮妮：我們出去玩的行程都是爸爸規劃的，爸爸有把每天要去的行程列出

來。

昕昕：那我們也做一本旅遊手冊，感覺很厲害。

仁仁：資訊課我們有學 QR code怎麼做，我們去景點錄影片然後做成 QR 
code。

於是，我們開始分工，孩子們依據大家的優勢，自己分配工作，擅於

畫畫的為封面組，負責畫封面和地圖；其他的孩子為景點組，自由的分組

分工，完成拍照、錄介紹影片和書寫景點介紹的工作。

封面組：邀請家長與孩子一同完成景點地圖繪製

景點組： 先在 youtube觀看旅遊節目，了解景點介紹的方法；再實際走訪景點，深入了解景點文化特

色後，進行影片錄製與行程簡短介紹，上傳網路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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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進行影片 QR code製作，完成旅遊手冊與地圖

（三）最佳小導遊

老師：最佳小導遊比賽即將到來，你們想好怎麼推銷自己的旅遊行程了嗎？

叡叡：每個景點的負責小組，負責每個景點的介紹。

老師：要怎麼介紹呢？

宇宇：要有趣，好玩一點，才會吸引別人注意。

自己做道具、想臺詞、相互演練、彼此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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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上場比賽，孩子自己操控電腦、控制流程

（四）走！大家一起 GO

老師：我們可以出去實際走一次行程了！

全班：YA！（歡聲雷動）

老師：那出去走這一趟，要做哪些事前準備呢？

昕昕：要先訂餐廳。

宸宸：要認路，想一想路要怎麼走。

然後，訂位組、認路導遊組、影片記錄組，就在全班討論中一一產

生，展開一場專屬於孩子的竹北輕旅行。

查詢路線，帶著 ipad，孩子運用 Google Map自己找路，走訪行程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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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看見學生的美感經驗

教育部（2014）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提及藝術涵養與美感
素養在國民小學的具體內涵為「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

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也就是說，美感素養可以用感官去體驗與發展，讓

孩子從生活中一點一滴的培養美感。Dewey（1934；高建平譯，2007）強調日常經驗的
重要，認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經驗到的物質走完其歷程而達到完滿時，就擁有一個

經驗，像是一個問題得到了解決，一個遊戲玩到結束了，或是吃一餐飯、玩一盤棋、

寫一本書，都會是圓滿的發展，其結果是一個高潮，而不是一個中斷，這就是一個「完

整的經驗」。在完整經驗的型態之下存在有美感的性質，這種的美感性質使得經驗能不

斷的統合、持續的發展，待時機一到，美感經驗便孕育而出（陳錦惠，2004）。當孩子
每走一步，每前進一步，都是將自身的經驗不斷發展的過程，過程中或酸、或苦、或

甜、或辣，都是經驗累積而成成長的養分；到最後，美感經驗自然而然的生成。Dewey
所指之美感經驗能由一個經驗的審美性質來看，包含了以下三點：一、自身衝動的驅

使得到實現；二、情感的投入與整合；三、作為與感受間的相互作用（Dewey，1934；
高建平譯，2007）。以下分別從這三點來說明學生美感經驗的浮現：

一、自身衝動的驅使下得到實現

Dewey認為一個經驗的興趣具有審美的性質，並且是在自身衝動的驅動得到實現
（Dewey, 1934；高建平譯，2007）。像是讀一本引人入勝的小說，會想要一直讀完它
而不願被打斷（周淑卿，2010）。在東興小導遊的課堂中，經常會聽見孩子向老師要
求：「可以再給我們一堂課的時間嗎？剩一小部分，我們想要完成。」或是「我們快好

了，再一下下就好！」時間，對孩子來說往往都不夠用，因為孩子有他們的想法與堅

持。這樣的堅持一種自身的衝動所驅使的，因為孩子覺得：「這件事很重要（問卷 -5）；
這個課程很好玩（問卷 -8）；體驗自己做一個行程，合作的感覺很棒（問卷 -27）。」所
以，在完成各項任務時，大多數的孩子都表示不需要老師和家長催促，會自己主動自

發的完成各項挑戰。

Q：你在完成任務時需要老師或家長催促嗎？

20：不需要，因為我自己會想要快點把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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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因為我們團隊合作，所以不用老師或家長催促。

21：大家分工合作，不需要家長催促。

03：我自己很積極。

10：因為我喜歡，所以這個課程讓我更主動了！

27：合作的感覺很棒，這是我們的事，不用別人提醒。

二、情感的投入與整合

Dewey（1934；高建平譯，2007）提及使一個經驗變得完滿和整一的審美性質是情
感性的，像是歡樂、悲傷、希望、恐懼都是我們稱呼情感的用詞，在經驗當中，這些

情感都是有意義的，情感彷彿就像一齣戲的特性，隨著戲的發展，情感會隨之變化，

會依附於活動過程中的事物和物體。猶記得，當旅遊手冊印製完成後，隔天筆者便帶

至學校，孩子們第一眼看到旅遊手冊時，是多麼的雀躍！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們努

力的成果終於出來了（問卷 -23）。好精美，很想打開來看看，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問
卷 -9）。我覺得很高級，很有成就感，心想真是棒呆了（問卷 -27）！看著學生爭先恐
後的翻閱著全班一同完成的旅遊手冊，那種愛不釋手的樣子，那一幕真的好感動！

再看到學生為了比賽，努力練習的態度，互相督促的樣子，感動的淚水就會在眼

眶打轉。就像孩子說的：「我們做得最好的就是上臺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大家分工得很

好，和大家一起完成比賽非常快樂，也非常有成就感（問卷 -3）。」當然，在整個經驗
的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除了愉悅感，也是會遇到痛苦、挫折。

Q：你在小導遊的課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怎麼解決的呢？

17：我上臺時的表現不夠大方，我開始試著講話大聲一點，不要害怕。

21：上臺發表時會很緊張，一直一直練習就可以克服緊張。

30：規劃時間時，有些地點在 Google Map查不到，後來我就嘗試直接打地址。

27：錄介紹影片時，講對白一直 NG，後來我就不斷的 repeat練習。

對一些孩子來說，站上大舞臺發表是困難的、緊張的、害羞的，但是困難再大，

只要願意跨出一步，就一定有方法可以解決。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孩

子們為了自己喜歡的事，再難都學著去反覆練習與嘗試，學會克服，進而享受痛苦與

挫折後的甜美果實，發現「完成後真的很爽快（問卷 -17）；感覺超棒（問卷 -3）；感
覺心中的大石頭終於放下來了（問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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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為與感受間的相互作用

一個經驗具有模式和結構，這並不僅僅是作為（undergoing）與感受（doing）的
變化，而是這兩者組織成一種關係（Dewey, 1934；高建平譯，2007）。這種關係包括
環境作用於有機體所產生的「感受」，也包括有機體對環境中的作為，作為與感受相互

作用，逐漸累積，互為手段，不停循環，直到他對所做的事感到滿意為止（周淑卿，

2010）。整個東興小導遊的課程中，孩子不斷的有所作為，或是拍照、或是攝影、或是
探索歷史古蹟潛藏的文化知識與脈絡、或是練習表達，這些作為都將化為一種感受，

像是感受到滿意、愉悅、成就、得來不易。這樣的感受，就像是筆者學校的十二年國

教核心小組教師問的：「做了這麼多之後，我想問孩子：喜歡竹北嗎？竹北有什麼好玩

的？如果答案是肯定了，才叫成功，不是嗎？」

23： 我喜歡竹北，竹北很美、很好玩，新瓦屋是竹北歷史的古蹟，也是林
家祖先的驕傲。

21： 我覺得竹北超美的，而且也非常好玩。東興圳慢慢流過了，經過了很
多古蹟。

10： 我喜歡竹北，竹北很美，像問禮堂代表著竹北悠久的歷史，竹北還有
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28： 我覺得竹北很好玩，雖然都市化，但還保留著歷史古蹟，例如新瓦
屋。

我想，在 undergoing與 doing之間的交互作用產生的化學變化，在課程中是一覽
無遺的，孩子除了能感受到完成一個經驗的愉悅與快樂感，更能從中發現歷史古蹟之

美，感受到家鄉的濃厚文化特色之美。

肆、結　語

洪詠善提及美感教育的實施，應該讓美從自己的文化中生長出來，回到各個社

區，由社區尋找在地最適宜、自在的生活之美（游昇俯，2016）。東興小導遊課程就是
這樣的課程，讓孩子停下腳步，關心自己生長的社區，尋找屬於自己生活區域的在地

之美。就像筆者學校中的一位十二年國教核心小組教師在我們的 facebook交流平臺中
曾經寫下：「東興圳的課程發展到一個極致，我們這些老師究竟在忙碌什麼？有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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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們真的在進行一項很重要的工程，那就是扎根！東興國小大部分的孩子當初跟

著父母來到竹北，或許初始是因為工作，而不得不定居，然而這些孩子就像小種子，

落地了，就得生根，而我們這群傻子就這樣義無反顧地幫它們把根扎牢、扎實，讓他

們與這片土地產生關係，當根愈長愈深時，那麼孩子再也不是這裡的過客，這個從小

生活的地區，未來就是他們的家，他們的故鄉！」

我想，東興小導遊這一個校訂課程的完成，就是孩子完完整整的一個經驗，這樣

的完整經驗能讓他們發現故鄉之美，與自己生長的地方更有共鳴與連結。一個校訂課

程的完成與推動，實屬不易，旁人往往都只能看到最後完美的結果，但是如果沒有在

背後推動的行政人員與身體力行的親、師、生們，要完成這一件事是多麼的不容易！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將於 108年開始正式上路，其以學生為主體之「核心素
養」的課程確實能帶給教育不一樣的風貌，且從素養出發的校訂課程，能帶給學生美

感經驗，教給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該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但是這背後著實考驗著老師的課程設計及實踐能力。教學，教學，既教也學，成長了

孩子，也成長了我，身為教師的我們要開始練習把自己縮得很小，儘量把孩子放大，

聽他們說，放手讓他們去闖，讓學生能適性發展、悅納自己、自主學習並展現自信，

進而達到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成為具備素養的未來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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