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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綱的重要與理想

       ⺠國89年，臺灣進⾏了課程改⾰，範圍涉及之廣，史無前例。這即為⼤家所熟知的九年⼀貫課程。這次的課程

改⾰期望教師成為課程的創發者，因⽽在制定國家課程時，以「綱要」⼀詞取代了「標準」。同時也給予現場教師

在實際進⾏教學時課程設計的空間與⾃由，期許教師不再是課程的執⾏者，更是⼀位能覺知所在社區與學⽣需求的

知識分⼦。

        雖然，學⽣與社區有各殊需求，然九年⼀貫課程仍屬國⺠教育，透過九年⼀貫課程，國家期望教育之⽬的以培

養⼈⺠健全⼈格、⺠主素養、法治觀念、⼈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

國際視野之現代國⺠。本質上，教育是開展學⽣潛能、培養學⽣適應與改善⽣活環境的學習歷程。因此，跨世紀的

九年⼀貫新課程應該培養具備⼈本情懷、統整能⼒、⺠主素養、本⼟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終⾝學習之健全國

⺠。國⺠教育本⾝肩負著培育國家公⺠的任務。因此，課綱成為教師在進⾏課程設計時重要的指引，必須兼顧學校

或班級的個別需求，以及培育具有國家意識的公⺠。

貳、九年⼀貫課綱與實際現場教師

       從九年⼀貫課程的理想與設計，理論上，不管是總綱或是各領域的領綱對於現場教師⽽⾔，應該扮演著非常重

要的⾓⾊。它如同燈塔⼀般指引著教師，讓老師在課程與教學設計與實踐的航⾏不⾄於迷失⽅向。故⽽，九年⼀貫

推展初期花了很多經費，讓各個國⺠教育階段的老師參與相關的研習，期盼老師對於九年⼀貫課程綱要能更加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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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透過教師這座橋樑，將各領域的學習內容與⽣活情境能順利的搭接。課綱應該成為教師熟悉教育之⽬的是以培

養⼈⺠健全⼈格、⺠主素養、法治觀念、⼈文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

國際視野之現代國⺠（教育部，2008）。本質上，教育是開展學⽣潛能、培養學⽣適應與改善⽣活環境的學習歷

程。對於任職於國⺠教育的教師⽽⾔，這應該是⼀份⼤家熟悉的教育文件。對於⻑期任教於某個領域或某個年段的

教師，對其領綱的能⼒指標內容應該更是瞭若指掌。然⽽，從筆者作為⼀位現場教師，同時也曾擔任縣市與教育部

輔導員⼯作的經驗，課程綱要距離⼀般教師似乎非常遙遠。雖然，每個學期都必須撰寫課程計畫，但有相關的⺠間

出版單位將各領域課程計畫都撰寫完成，教師較常做的⼯作即根據學校⾏事曆或班級學⽣需求，調整活動，很少關

⼼相關的能⼒指標。除了參與教科書編輯的老師或是教案比賽的作者，多數教師對於課程綱要或是領綱內能⼒指標

是冷感的。現場老師的反應與當初國定課程設計的理想有著不⼩的落差。

參、⼗⼆年國教課綱的嘗試

       老師們對於課程綱要的陌⽣原因有很多，涉及的層⾯也廣，在這篇文章裡無法⼀⼀進⾏詳實的分析與耙梳。但

作者從⾝為現場教師的體會以及平時與同儕的互動，對於課綱與教師教學距離如此遙遠主要在於彼此的焦點不同。

領綱的設計者期待教師能有更多的空間進⾏轉化。所以，領綱內的能⼒指標多半是抽象的語⾔與文字，⽽現場教師

每天⾯對的是活⽣⽣的學⽣與千變萬化的情境脈絡。因此，教師需要的是具體明瞭的指導。從筆者的觀察，教師對

於課綱的期待有點類似烹飪者對於食譜的需求。雖然，米其林⼤廚⾯對不同的食客，可以就地取材，揮灑⾃如，但

⼀般⽽⾔，多數的烹調者如果要烹煮料理招待客⼈時，往往還是需要參考食譜，包括裡⾯的食材與步驟。

       因此，⼗⼆年國教課綱如何能給予教師空間，但⼜能具有食譜的功能？這⼀次筆者因為⼯作關係，有幸參與⽣

活課綱的研修，在課綱研修過程中思索著上述的議題。⼼想如果有這樣的課程綱要，教師與課綱的距離或許就不會

如此遙遠。此次課綱研修分為領綱內容研修以及課程⼿冊撰寫，兩者的⽬的皆在於期盼能協助教師進⾏與落實素養

教學。筆者因為⼯作關係，有幸參與⽣活課程綱要研修與課程⼿冊編撰⼯作。從⽣活課程研修⾓度⽽⾔，如何讓課

綱與課程⼿冊成為教師素養教學的夥伴與⼯具，發揮應有的功能，是這個歷程中，彼此關注的焦點。就⼀位現場教

學者的觀察，筆者發現，⽣活課程不論在課綱或是課程⼿冊皆相當重視現場教師的需求與⼯作經驗，加入不少教學

案例，試圖讓⽣活課程的素養教學更鮮明。茲分別從參與素養教學案例研發的⾓度做說明。

⼀、參與⽣活課綱研修的想法

       筆者從⺠國95年擔任新北市⽣活課程輔導團員以及⺠國100年擔任教育部央團教師以來，⻑期關懷低年級學⽣

在⽣活課程的學習，並落實⽣活課程之理念與精神於課堂教學中，例如「以兒童為學習主體」、「培養學童⽣活能

⼒」以及「拓展學童對⼈、事、物的⾯向意義」。課程起點，往往取決於學⽣的⽣活經驗、關⼼的⼈、事、物，引

導學⽣從問題意識的覺知，進入五感的探索與體驗，運⽤提問，引發學⽣⼀連串探究⾏動，讓課堂與⽣活能⼒相連

結。在教學過程中，轉化教學者的⾓⾊，從⼀位「知者」變成⼀位「引導者」。教學者不斷按耐住⾃⼰「知」的⾓

⾊，以便隨時提供學⽣⾃我探索的機會與空間。例如：「磁鐵」主題也是在這樣的⼀個情境脈絡下⾃然⽣成：1、

問題引發，激發學⽣對「磁鐵」的好奇與興趣；2、學⽣運⽤五感，進⾏⼀連串探玩磁鐵的體驗；3、從探索與體驗

中理解磁鐵相關知識與概念（包括，磁鐵可以吸鐵製品、可以隔著物品吸東⻄、同極相斥、異極相吸
1
，以及運⽤磁

鐵特性可以做玩具）；4、運⽤發現，進⾏磁鐵玩具的創作。過程中，不斷讓學⽣有彼此溝通與合作機會，並理解

溝通與合作對任務完成的重要性，以及，能在學習歷程中，感受到合作與學習的樂趣。

       磁鐵主題，依循的是雖然是97⽣活課綱。但在筆者參與⽣活課程新課綱研發完成時，因配合總綱宣導之需，需

要1份「素養導向的⽣活課程案例」，便以實踐完成的磁鐵教案轉化為素養導向教學的教案。誠如吳璧純、鄭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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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陳春秀（2017）所指出，「⼗⼆年國教⽣活課程課綱是根據九年⼀貫⽣活課程綱要的內涵、多年來教師在現場

實踐與反思的資料和前導研究的結論，以及⼗⼆年國⺠基本教育⽣活課程揭⽰的七⼤核⼼領域…，從97⽣活課程綱

要的17條能⼒指標，加上綜合活動融入⽣活課程重要內涵，整合⽽來」。所以，⼗⼆年國教下的⽣活課程是以97⽣

活課程綱要為基底，其緊抓的核⼼素養，在97課綱裡都有存在的脈絡。以97⽣活課綱精神為實踐案例的「磁鐵」主

題，基本上，就是素養導向的教學。只是，如何將這件事說清楚，成為眾⼈煞費⼼神的任務。當⼗⼆年國教總綱通

過之後，央團教師成為第⼀批接受培訓的種⼦講師。雖然總綱揭⽰的是「總綱」精神，但提及核⼼素養時，觀眾們

⼤多覺得過於抽象，尤其，從「能⼒」轉化到「素養」。究竟什麼是素養？素養⼜要如何呈現？聆聽總綱的觀眾

們，傳入⽿際的是⼀聲聲不間斷的「核⼼素養」，但閃過腦中的問號卻永遠是「什麼是核⼼素養教學？」現場激起

⼀陣陣波瀾，不斷翻滾，⼤家都在探尋：素養導向的教學樣貌！當這樣的討論聲，愈擴愈⼤，分⾙愈來越強…，載

浮載沉之際，⼤家似乎漸漸抓到⼀塊浮板，總綱裡揭櫫了朝向素養導向教學的四⼤要素：1、整合知識、技能與態

度，2、情境化、脈絡化學習，3、學習歷程、⽅法與策略，4、實踐⼒⾏的表現。但是，問題來了，這是⼤原則，

⼗⼆年國教下的學習領域，各有其領域屬性，這4個原則要如何與學習領域屬性連結？如何將此四要素轉化為各領

域的素養學習？於是，⼤家在⼀次次的討論，對話，焦點漸漸清晰。⽣活課程就在課程研修召集⼈吳璧純老師的帶

領下，在⽣活課程核⼼素養下，轉化四⼤要素，研修出⽣活課程精神的素養導向教學模式：如圖1（吳璧純等

⼈，2017）。

圖1 素養導向教學模式

       有了上述要素後，⽣活課程素養導向教學圖像瞬間清晰，筆者嘗試將這些要素放入「磁鐵」案例中分析。在磁

鐵教學活動歷程中，上述的要素都在師／⽣的教／學歷程中流動，筆者需要做的是，如何將這些要素擷取出來，能

讓現場教師感受到五⼤要素在⽣活課程新課綱中的重要性。從五⼤要素不斷串連的歷程中，讓⽣活課程素養在學⽣

⾃然的學習情境中養成。例如，「情境化的學習脈絡」：即強調學⽣是在⽣活情境中發現磁鐵的存在，進⽽進⾏⼀

連串探索與學習活動；「教師交付或學⽣⾃訂的⼯作任務」：在磁鐵主題中，學⽣透過探索與體驗，理解磁鐵的特

性，以及進⾏磁鐵玩具的創作，以及溝通合作的練習；「學⽣思考或討論」：在探索與體驗過程中，學⽣針對看⾒

的現象進⾏思考，也努⼒發想，如何創作好玩的磁鐵玩具；「採取⾏動，使⽤策略與⽅法」：對磁鐵產⽣好奇時，

迫不及待探玩磁鐵，以及運⽤⼼智圖整理經驗；「反思與⾃我調整」：磁鐵玩具總共創作了3次，每⼀次都在反思

中進⾏調整。

圖2 磁鐵⼤發現～運⽤磁鐵進⾏探索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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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學⽣兩兩討論，互相討論磁鐵的新發現

圖4  ⼤家發想，運⽤磁鐵特性，製作磁鐵玩具

⼆、參與課程⼿冊編撰的⼼得

       筆者參與新課綱的另⼀件任務，是課程⼿冊的編撰⼯作。課程⼿冊的出現，是為了讓讀者更清楚理解新課綱轉

化到課程與教學的說明，將來對於新課綱的課程實踐能更容易上⼿。於是，⽣活課程⼿冊裡增加了銜接的說明，包

括幼⼩銜接。參與課程⼿冊編撰⼯作後，才發現原來過去我們⼩學端的老師，對於幼稚園學⽣的學習樣態與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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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的⽣疏。當我們在⼀年級入學當天，迎接幼稚園畢業⽣進入校園時，似乎就已經認定他們是「各項能⼒都已經

準備好了」。所以，所有的標準已設定在「⼩⼀」應有的能⼒上。連與其⽣活最貼近的「上廁所」亦是充滿了認知

上的差異。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為，⼩⼀⽣應該會知道如何上廁所、蹲⾺桶、使⽤衛⽣紙、清潔⾃⼰…。但殊不知，

在幼稚園裡，因為孩⼦⼤腿肌⼒的發展還不夠，所以⾺桶⼤多是坐式的，⼀旦有清潔上的問題時，⼤多老師會協助

處理，甚⾄，去廁所，也⼤多是老師領隊⼀起過去。除了環境不同外，研發⼩組的研究也發現，課程的銜接在幼⼩

兩端幾乎是被忽視的。有鑑於此，課程⼿冊編撰⼈員開始苦思，如何從課程切入，有效進⾏幼⼩銜接？並培養⽣活

課程的核⼼素養學習呢？⽣活課程素養教學強調「以兒童為學習主體」以及「脈絡化的學習情境」，所有的課程起

點，必須從學⽣⽣活與其需求出發。筆者在任教的莒光國⼩裡，與⽣活課程社群教師對話後發現，「上廁所」對⼩

⼀⽣⽽⾔，是⼀個重要的⽣活能⼒學習。莒光教師們觀察，有些⼩⼀⽣通常不太敢上廁所，因為認為廁所不夠乾

淨，會忍住⽣理需求到回家，甚⾄，鄰近⼀年級新⽣教室旁的廁所，環境總是⼜濕⼜臭。於是，⼿冊研發⼩組決定

從「⼩處」著⼿，發展銜接課程。筆者在參考莒光教師的教學活動後，編寫了「我會上廁所」的⼩單元，期待，⼩

⼀⽣在新⽣入學之際，即能⽤快樂的⼼情進⾏國⼩⽣活的學習。

       在「我會上廁所」單元中，也是以⽣活課程素養導向教學模式裡的要素（如圖1），作為課程編織的架構。⼀開

始，從教師觀察「學⽣忍住不上廁所的情形」作為課程的起點，引發學⽣對廁所現存環境問題的討論，並進⼀步⾏

動，以五官探索與觀察廁所的環境，發現廁所環境不潔的原因，進⽽訓練⾃⼰上廁所的能⼒，經過⼩組相互觀摩與

協助後，調整⾃⼰，最後將⾃⼰習得的技能運⽤在上廁所上。

圖5  以簡易⾺桶模型，進⾏練習

圖6 ⼩組練習「如何蹲⾺桶」，彼此互相觀摩，並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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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課綱，新期待

       ⼗⼆年國教從能⼒轉向素養導向教學。其課程發展本於全⼈教育的精神，以「⾃發」、「互動」及「共好」為

理念，強調學⽣是⾃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妥善開展與⾃我、與他

⼈、與社會、與⾃然的各種互動能力，協助學⽣應⽤及實踐所學、體驗⽣命意義，願意致力社會、⾃然與文化的永

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教育部，2014：1）。

       ⾝為現場教師從課綱與課程⼿冊撰寫中感受到就⽣活課程的⾓度，素養導向的教學對於教師有⼀種新的期待。

期待教師⽤更細膩的⼼感受學⽣的需求；期待教師⽤更創新的視野看到不同的教學策略；期待教師⽤開放的態度⾯

對未來素養教學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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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謂「同極相斥」、「異極相吸」屬於磁鐵的知識概念。在生活課程課堂裡，知識概念的
獲得，必須透過注重學生探索與體驗的歷程而來，非教師直接告知。甚至這兩個科學概念的

語彙，在課堂上也不必刻意提起，學生只要能操作、觀察並發現這個相吸和相斥的「現象」

即可。學生有此探索經驗作基礎，一旦進入中高年級自然領域學習中，便可直接銜接與串連

科學性的語言。

* 鄭淑慧，新北市秀峰國⼩教師/教育部⽣活課程央團教師

** 陳春秀，新北市莒光國⼩教師/教育部⽣活課程央團教師（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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