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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一貫課程推行迄今已近五年，由於此一課程為了便利教師在教材及教學法

 上有較大的自主性，採取「能力本位」的表達方式;對於教材及教學法方面限制大

 為寬鬆，僅標示「以生活為重心」、「以學生為主體」的大原則。

 如此寬鬆的規範一經施行下來，使一些「領域」之間發生了模糊，這在教育的

 角度來說未必是壞事，但是在行政及教學人員的運用上卻產生了一些困難。而這些

 困難反映在「台面上」的問題是「課程重複」、「教師專業不足」、「統整課程龐

 雜不可行」。然而這些「台面上」的問題，其根源是什麼?本研究規劃藉由相關的

 研究文獻分析及專家團體的探討以釐清其根本問題之所在，作為擬定解決策略之參

 考。

 一、對於課程實施問題研究者有以下的分析:

 教師反應「生活課程」、「綜合活動領域」及「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重

 複問題之分析:

 「生活課程」、「綜合活動領域」兩課程傾向多學科統整的理念(可說是新課

 程統整理念的代表者)。然而，這樣的課程設計對學界、教師均是嶄新的經驗，和

 此課程比較相近的是日本的「生活科」及「綜合活動時間」;其「生活科」是整合

 社會與自然兩個領域，但在指導要領中特別強調不是合科，而且「綜合活動時間」

 「綜合活動時間」是由三年級才開始。亦即，其低年級的生活課程是包含「綜合活

 動」的教學內涵。這樣的設計理念和臺灣的「生活課程」有其內容和理念的差別。

 當我們以日本的課程經驗看待臺灣「生活課程」和「綜合活動領域」時，就會有強

 力感覺「生活課程」和「綜合活動領域」必須合併;或者，「藝術與人文學習領

 域」不應整合在「生活課程」中。因此，這樣的問題反應的現象是:

 (-)「生活課程」和「綜合活動領域」之內涵、定義不明確

 (二)我們末把生活課程看成一個「科」(或「領域」)，而是以分科的眼光看

 待生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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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課程發展缺乏評鑑回饋機制。這樣的課程理念是全新經驗，無法從國外借

 鏡，須回到課程研發修訂的機制。

 「生活課程」中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被「邊緣化」的問題之分析:

 從學科觀點來看，每個領域均有知識內容與學習方法的獨特性，藝術與人文領

 域是這樣，自然與生活科技也不例外。回顧以往分科教學，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教學

 目標重在「技能」，而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則是偏向「認知」。再者一般教

 師比較熟悉的也是「認知」目標的教學方式，教材編輯亦偏向此。在這情況下，生

 活課程將三個領域整合在一起，對一般教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教學當然是

 第一挑戰，「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次之。因此，研究者認為「邊緣化」的問題，

 反應了四個現象:

 (-)「生活課程」內涵界定不夠清楚，其和「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及

 「藝術與人文」三個領域關係模糊。

 (二)教師依然以「分科」的概念看新課程。

 (三)統整教學如何進行?多數教師仍感困惑。

 (四)以「內容為主」的教學是教師所熟悉，而以「能力為主」的教學，多數教

 師仍缺乏經驗。

 二、本研究對於低年級課程調適有以下建議:

 (?)敢動課程研發與評鑑回饋機制:

 課程是發展出來的，優質的課程是經由不斷的調整而精緻，不斷

 的粹煉而成熟。黃炳煌黃(^996)認為，廣義的課程發展程序至少

 包含:規劃、設計、發展、實驗、實施、評鑑等六大階段。以「能力為

 本位」的課程如何實施?對學界或教師均是一種新的經驗。「生活課

 程」與「綜合活動」兩個課程設計更是全新的嘗試。新課程實施已近

 五年，各類問題不斷的被提出，但是沒有完善的評鑑回饋機制，讓實

 施的經驗得以傳承，進而提升課程品質。

 (二)研發優質的教材與教學活動:

 藉由課程研發，發展優質的「生活課程」及「綜合活動領域」教

 材與系列統整教學活動實例，供出版業及教師參考。而課程的研發不

 能僅藉由第一線教師或教科書出版業獨自奮鬥，需由教育部主導，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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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專家學者及教師研發優質教學活動暨系列的教學案例

 (三)舉辦跨領域的研習活動:

 規劃跨領域的課程研習並研發優質的研習課程內容，針對生活課

 程、綜合活動課程、健康與體育課程三領域課程理念、教材與教學，

 辦理跨領域研習，藉由專家與教師的對話，及跨領域的討論機制，釐

 清領域的區隔，增強教師對三個領域課程的理解與整合。

 (四)修訂「生活課程」及「綜合活動領域」綱要，並考量從總綱確認該領

 域的定位:

 藉由課程研發經驗，修訂「生活課程」及「綜合活動領域」綱

 要，尤其是「生活課程」應以獨立設科的理念，詮釋其內涵與基本理

 念。再者，其和「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及「藝術與人文」三

 個領域關係如何?

 (五)教科書跨領域送審機制的調整:

 為使教材編輯更充分考量整合問題，低年級教材之生活課程、綜

 合活動課程、健康與體育課程三領域教材編輯架構應同時送審，並針

 對教材內容與教學活動類似者，說明教學核心理念與重點，藉以協助

 教師做教學區隔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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