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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語言和歷史課綱的教學實踐～課程中心國際課綱研

究室 2023 年 5 月份課綱研討會議暨讀書會 

 

圖片來源：Pixta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劉韋君】 

  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國際課綱研究室於 5 月 18 日以視訊方式舉辦「瑞典語

言和歷史課綱的教學實踐」課綱研討會議暨讀書會，開放院內外夥伴參加，共計 54 人

次。本次演講由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蔡曉楓副研究員擔任主持人，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江毅中老師擔任評論與講座，與會議主講人瑞典達拉那大學吳講師媛媛進行對話。本

次探討瑞典教育制度的特色，聚焦知識與民主連結的中等學校課綱，同時關注瑞典寫

作規範與課綱學習目標，對臺灣的語文與歷史教育課程規劃有深刻啟發。 

    首先，吳媛媛講師針對瑞典語言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進行詳盡介紹，語文教育的

核心為語言與文學，為確保學生各階段能夠達到學習目標，高一著重媒體、科普文章

摘要、調查、彙整、議論、資料來源分析（媒體識讀）、修辭分析，強調摘要、彙整資

料、修辭分析能力，以訓練高階語文能力。高二時聚焦文學史、文學評析、文學創作，

並能表達立場。她強調瑞典不考文學的原因，除了考量學生學習成效難以用標準化方

式鑑別外，文學欣賞與創作亦難以作為升大學學力的判別，校方可藉由帶領學生欣賞

文學作品，開啟他們對文學賞析的喜好。而有規劃進入大學的學生，則會在高三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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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語言學、學術寫作技巧並從事專題研究，學習應用學術理論，說明循序漸進與各階

段的重要性，以幫助學生連結課綱學習目標。同時，吳老師亦說明臺灣課綱與瑞典課

綱文體的分類依據。 

    對於歷史課綱，吳老師強調歷史學科的教學主要是讓學生發展歷史意識，對於歷

史知識與歷史概念有深刻的瞭解，藉以創造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連結，而不同的

歷史敘述對於價值觀會有不一樣的影響。透過時間詞彙、內容詞彙與分析詞彙，幫助

學生掌握發展歷史的參考框架，理解歷史的創造與應用。以史料為例，我們可依據史

料的撰寫，去判斷撰寫人的目的與傾向。她強調瑞典教育注重跨科目、跨領域的素養

教學，以及永續發展、性別平等與時事辯論等課程，每一科老師都肩負教授語言與公

民的責任。她建議臺灣應重新檢視評量內容與方式，跳脫既定考試的框架，讓在校的

評量、試題更多樣化，透過學生的報告作為學校評量的基礎。此外，應給予老師充足

的時間和資源，以瑞典教育官方網站為例，它提供豐富的教學研究資源，包含影片與

訪談、特定主題的橫向國際比較，以跨科目課程「時間」為例，教導學生學習質疑習

慣、質疑傳統並質疑知識。 

    江毅中老師則探討在升學壓力、明星大學光環與社會期待的環境下，師資培育的

過程中是否具備思辨的訓練，對於臺灣目前國文課綱提出深刻分析，學生期待老師在

課堂上所教的內容與考題一致，老師們則期望課綱可以跨科跨域。吳老師表示，瑞典

學生面對升大學的焦慮不如臺灣強烈，由於社會制度與環境緣故，其未來職涯選擇更

寬廣，並且瑞典的評量較少選擇題，多數以報告取代月考，給予學生批判性的成長，

若平時成績不夠理想，可參加重視邏輯與批判能力的瑞典大學聯招，考試科目為語言、

英文及數學。 

   吳老師說唯有改變大考方式才能讓學生對考試分數改觀，考試的方式引導老師的

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態度，強調文學是透過文字理解他人思考與情緒的媒介。瑞典高二

課程中之文學史的脈絡，係探討如何透過文字表達，幫助學生思考他人情感，學習表

達情感。此外，閱讀與寫作課程互相連結，讓每一個閱讀的課程與寫作結合。而修辭

分析亦十分重要，它在期末考聽與說的測驗中占了 10%~20%比分。 

  蔡曉楓副研究員回應臺灣與國外情感教育之差異，臺灣國文課的盲點在於可不可

以讓自己的情感與主流感受相同，然而瑞典的課程則是讓學生感受所感受到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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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認同感與歸屬感發揮極大作用。 

    瑞典教育強調透過語文課提升學生感受他人情感的能力，林崇熙院長亦提出一些

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 語言是認同的基礎還是權力的工具？ 

⚫ 瑞典高中與高職分流的技職教育 

⚫ 瑞典對於高中學歷就業者的社會價值觀 

⚫ 高等教育需要的語文準備：學習如何大量閱讀學術文章，彙整出報告，是學生未來在大學

必須具備的能力。 

⚫ 瑞典大學考招與高中教學的連動關係：高二學生可根據課堂活動與報告獲得成績；瑞典國

文科的期末考試包含聽、說、讀、寫、分組討論或個人演說等。 

⚫ 瑞典與臺灣在 PIRLS 閱讀學力測驗同為第七名，惟前者語文教育的「成效」是文學類出版

品興盛，後者語文教育的「成效」是人們在離開學校後即鮮少閱讀，提升閱讀風氣是我們

應加強的部分。 

⚫ 師資培育制度如何確保「每一科老師都是語言老師和公民老師」，每一個師資培訓都有價

值教學，老師必須學習如何在教案與教學活動確保學生具備批判性。 

    總結來說，瑞典的教育政策與課綱研修提供我國參考價值。在瑞典，他們將每位

老師培養成語言和公民教育的導師，致力在學校課程中實踐這一理念。此外，瑞典的

教師培訓過程允許他們組織與建構教育課程，引導孩子進行自主學習。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他們也持續研發評估學生探究能力之評量。這次演講帶領大家進行一場關於瑞

典語言和歷史課綱的知識之旅，並持續增進對新課綱研修的熱忱與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