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綜合活動學科中心之實施歷程與成效 
                               綜合活動學科中心    蘇俊宏主任 

張雅芬助理 

 

壹、 前言 

「綜合活動科」為新興課程，其兼容以往高中課程標準的「班會、團體活動」，並

銜接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理念，調整設置的學科(陳沛郎，2005)。

民國九十四年元月教育部修訂公佈「普通高級中學綜合活動科課程暫行綱要」，正式宣

告普通高中將於九十五學年度開始實施前所未有的「綜合活動」科課程。「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概念始於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公布之「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並於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闡述詳細之理念後

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針對混淆或待釐清的

理念予以釐清。而以往高中課程並未出現「綜合活動課程」，因此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為

呼應此變革，乃於修改高中課程綱要時規劃「綜合活動」課程(李坤崇，林堂馨，2003)。 

依據高中課程綱要說明，綜合活動科課程共有五大主題，分別為「班級活動」、「社

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與「學校特色活動」，其課程內容

不採教科書教學為原則，依課程綱要與學生興趣需要進行規劃，著重提升學生自我體驗、

省思與實踐的能力，強化自我、人我、大我的發展脈絡，同時，各校全體教師對綜合活

動均負指導、輔導及參與之責任，並依據情境分析，發揮創意，營造學校特色。為能讓

綜合活動科推動更順利，以下將針對綜合活動課程之目標與內涵、綜合活動學科中心歷

年實施成效等面向進行說明，以期使更多人了解綜合活動科之概念，進而提昇其認知與

實踐能力。 

貳、 綜合活動課程之目標與內涵 

綜合活動的學習不拘泥於內容，而是強調透過體驗學習，從生活中體驗現代社會課

題，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敏知自己週遭切實的問題，活用知識、思考判斷、付諸於自

我實踐行動，且對行動後的結果負責任。學生體會到學習後成長的喜悅，成為生活自發

性學習的原動力，學習所得能內化成為自己的一部份。教師以生動的創新教學方式引起

學生學習的動機，培養學生從生活中思考、批判、創造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洪久賢，

2001）。 

普通高級中學綜合活動科課程綱要呼應「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參考指引之綜合活動

領域能力」，以強化國小、國中和高中職課程的連貫性，並與課程進行銜接，掌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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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省思、實踐」之核心目標，建構內化意義的歷程，以達到學習之效果，其強化課程

的縱向連貫與橫向統整，其銜接架構如圖一所示。 

 

圖一：國中、高中綜合活動課程銜接架構 

依據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綜合活動課程綱要」，綜合活動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六項： 

一、提升自我學習、邏輯思考、價值澄清與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強化自我體驗、省思與

實踐。  

二、擴展生活經驗，持續發展興趣與專長，提升個人生活與休閒能力，以發揮個人潛能

及促進適性發展。  

三、增強自治、領導與溝通能力，以涵養互助合作、修己善群之團體精神。  

四、落實團體、社群與服務活動，強調合作學習，涵養敬業樂群與團隊精神，以促進個

性及群性的調和發展。  

五、強化服務他人、關懷社會的行為，從中反思服務意義，以體現社會正義的熱忱與知

能。  

六、實踐關懷生命，保護與改善自然環境，以涵養關愛自己、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情懷。 

綜上所述，綜合活動科強調學習者在參與的活動中能服務他人與關懷社會，從多元

對話中進行體驗、省思與實踐，並培養互助合作之團體精神，其欲達成之目標依循自我、

人我、大我的發展脈絡，期許學生能夠透過綜合活動課程的學習，培養核心能力。 

另外，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綜合活動課程綱要」提出「綜合活動」是指依據學生

.. 164 ..



 
 

興趣、需要及身心發展情形，並兼顧學校發展與社區資源，透過體驗、省思與實踐，以

建構自我價值觀與意義、增強解決問題能力、強化團隊合作服務及促進全人發展的活動。

其內容包括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及學校特色活動，

項目與內涵如下表一： 

 

表一：高中綜合活動課程主要內涵 

項目 內涵 

班級活動  由導師輔導的班會或班級性活動，用以實踐民主議事程序，

推展班級自治、聯誼活動、班級團體輔導及生活教育活動。  

社團活動  依學生興趣、性向與需求、師資、設備及社區狀況成立社團，

並在教師輔導下進行學習活動。  

學生自治會活動  輔導成立學生自治會組織，以提供學生服務，反映學生意見

等事務，如班聯會、畢聯會或其它學生自治組織。  

學生服務學習活動  配合學校、社區需要，實施計畫性的服務學習活動，如校園

志工、社區服務、公共服務、休閒服務、環保服務等。  

學校特色活動  依據學生興趣與身心發展階段、學校背景與現況、家長期

望、社區資源辦理的例行性或獨創性活動。如週會、教學參

觀、專題學習或研究、通識教育講座、媒體識讀、學習成果

發表、節日慶祝、健康體適能、國內外交流、聯誼活動、校

際活動、始（畢）業活動、親職活動及其他創意活動。  

各校依據五大活動項目及各項活動內涵，採以三年整體規劃並逐年實施之原則，一

學年或一學期之總節數配合實際教學需要，彈性安排各項綜合活動，不受每週二節或每

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各一節之限制。活動規劃與選擇應與各類課程內容結合，同時應適

切融入生涯發展、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海洋教育、環境教

育、永續發展、多元文化及消費者保護教育等重要議題，以達體驗、省思與實踐。 

參、 綜合活動學科中心歷年推動成效 

教育部於93年8月31日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總綱」，為配合九十五學年

度實施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委託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擔任「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綜合活動學科中心」，自94 年3月份起開始運作，隨著綜合活動課程逐年實施，學科

中心除持續初期建置目的外，並透過課程與教學資源研發機制之建立，協助各校發展特

色課程，建構綜合活動教師專業社群聯繫平台，作為課程及教學專業發展的基石，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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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以提昇其對綜合活動科之認知與實踐能力 (綜合活動學科

中心95年工作計畫)，現今並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教育理念與實施策略推動，協助

辦理推動相關事務。 

綜合活動學科中心自94年3月月開始辦理，因應教育發展與政策推動進行運作，茲

分為六大面向進行推動成效說明： 

一、推動綜合活動科課程綱要 

學科中心自成立以來透過網站、專線電話及電子報等管道，建立教師對於高中課程

修訂意見的溝通平台，並提供相關諮詢及服務，另外，透過全國性問卷調查，蒐集各校

對課程綱要之實施意見，參與課程綱要修訂委員會議，提供蒐集之資訊給予修訂委員會，

同時，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除了協助蒐整相關課綱意見外，配合教育政策

於研習活動中進行宣導。 

二、研發及蒐整學科教學資源 

研發和蒐整豐富的教學資源為學科中心重要工作項目之一，以提供教師多元性、獨

特性與創意性的教學資源，落實到實際教學層面並有助於學生多元化學習，學科中心自

運作以來，邀請資深種子教師逐年進行教學資源研發，針對五大活動領域進行撰寫，另

外，自 98 年起辦理「綜合活動科活動示例」徵選，透過全國性甄選方式，以蒐整多元

化之活動示例，以提供全國教師參考和轉化運用，得獎作品共計 44 件(98 年 13 件；99

年 13 件；100 年 6 件；101 年 12 件)。 

 

表二：學科中心歷年教學資源研發主題 

時間： 主題 篇數 

94.03-95.07 
文華高中、基隆高中、清水高中、鳳山高中綜合活動學科三年整

體計畫。 
4 篇 

95.08-96.12 
「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

學校特色活動」理念與實例、96 年綜合活動評語參考表研發。 
6 篇 

97.01-97.12 
「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

學校特色活動」理念與實例、97 年綜合活動評語選句表研發。 
6 篇 

98.01-98.12 

「班級活動－班級性活動、學生社團活動－社團輔導實例、服務

學習－全校性及社團性方案、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學校特色

活動－校慶計畫」研發教材示例、98 年綜合活動評語選句表研發。 

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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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99.12 

「班級活動－班會」理念與實例、「學生社團活動－社團評鑑、社

團活動計畫書擬定」、「學生服務學習－Q&A」家長篇、學生篇、

「學生自治會－淺論學生自治與校園危機處理」、「學校特色活動

－畢業典禮」研發教材示例。 

5 篇 

100.01-100.12 
「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習、學校

特色活動」之自我評鑑參考範例。 
5 篇 

101.01-101.12 
「班級活動、社團活動、服務學習/公益服務學習、學生自治會、

學校特色活動」之標準作業流程說明與實例。 
6 篇 

三、培訓種子教師、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自 98 年開始透過辦理種子教師培訓，以建置種子教師區域聯繫網絡，協助各分區

及縣市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研習，以提升高中教師教學品質，迄今參與培訓種子教師達 140

人次(98 年 48 人，99 年 31 人，100 年 28 人，101 年 33 人)，期許藉由培訓種子師資，讓

教師更深入了解綜合活動科內涵，藉此激發多元創意和教學熱忱，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增進學生學習效能，達到均衡發展與培養核心能力。 

此外，學科中心為能貼近全國教師需求，自 94 年開辦以來規劃和辦理一系列的研

習活動，以分區方式(北區、中區與南區)進行辦理，針對學務人員與相關教師進行課程

理念推廣與經驗分享，研習課程除了增進教師對綜合活動科課程的了解外，也加深教師

對綜合活動課程的重視。 

 

表三：歷年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年度 研習名稱 人數 

95 年 綜合活動科教師進階研習 583 

96 年 
綜合活動科教學評量研習 531 

綜合活動科教學資源研發成果發表 261 

97 年 綜合活動科新任學務人員研習 293 

98 年 國立暨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事務綜合活動暨服務學習研習(中區) 88 

99 年 國立暨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事務綜合活動暨服務學習研習(南區) 116 

100 年 推動學務人員專業成長研習 269 

推動導師專業成長研習 296 

101 年 推動學務人員專業成長研習 269 

推動導師專業成長研習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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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實及活化學科中心網站平台服務功能 

彙整相關機關教師進修研習資訊，整理綜合活動相關資訊，除公告於綜合活動中心

網站外，並以發送電子報型式提供全國各教師，提供教師自我進修成長及運用。平時則

透過網站討論平台、諮詢專線、專家諮詢會議、教師研習、回饋問卷等管道收集意見。

將五大活動教學資源內容與研習資料檔案放置於學科中心網頁，以提供全國教師運用與

推廣。 

五、精進學科中心工作團隊成長策略聯盟 

    為強化學科間資源整合，協助相關領域教師與校際間互動與交流，透過跨學科交流

和經驗分享，思索學科中心之間的異同性，期以發展合作之新風貌，落實課程綱要橫向

整合。自 100 年開始本學科中心邀請屬性相近之學科中心-生命教育學科中心、生涯規劃

學科中心，進行工作團隊策略聯盟，以各學科中心之種子教師為研習對象，辦理研習活

動，透過實地體驗與探索，了解文化特色的發展與人文生態的資源，活化老師的經驗與

思維，過程中教師們彼此進行交流，建立良好的互動和回饋。 

六、提供優質的教學專業發展與支援機制 

(一)課程綱要實施概況觀察研究 

    自 99 年起為落實綜合活動科課綱精神，協助各校增進專業知能和了解課綱實施情

形，特針對抽樣學校與自願申請到校訪視學校進行實地訪查，透過實地訪評提出相關問

題和改進建議，並與受訪學校教師進行交流，以達訪視最大效益，本學科中心自 99 年

起已完成北、中、南、東及離島的課綱訪視，了解各區執行綜合活動科實際情況，並提

供具體建議與教學資源支援，同時，訪視資料將做為學科中心對課綱落實情形的重要參

考依據。 

表四：歷年課綱訪視之學校 

區域 校名 訪視時間 

南區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99 年 11 月 1 日 

北區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國立中和高級中學 99 年 11 月 4 日 

東區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99 年 11 月 5 日 

中區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99 年 11 月 11 日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99 年 11 月 12 日 

離島 

國立澎湖高級中學、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100 年 11 月 24 日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101 年 12 月 27 日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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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科教室之專用及推廣 

依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綜合活動科課程綱要之精神，營造教師可運用多功能之活動

環境，以塑造學生從課程中實踐、體驗與省思，符合綜合活動課程之基本理念。故 97

年開始獲教育部補助專款設置綜合活動學科專科教室，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作為全國各

校活動實施之示範場地，安排五大活動(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

服務學習活動及學校特色活動)於綜合活動專科教室進行，使專科教室達到多功能運用

之效果。 

(三) 學生校園刊物競賽暨觀摩研習營 

基於鼓勵青年學子創作，99年和100年策劃與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校園刊物的競

賽暨觀摩研習營，營造相互切磋學習的機會。以競賽及研習營為主軸提昇校園刊物品質，

透過競賽的辦理，除了提供相互觀摩的平臺外，期能帶動熱愛藝文創作的風氣；透過研

習營的規劃，讓學生接觸完整的編輯概念，並於刊物製作過程中學習團隊合作。學生校

園刊物競賽，99年度共收件159件，100年190件；學生觀摩研習營，99年參與人數共220

位，100年參與人數共268位，全國各校參與十分踴躍。 

(四) 全國高中職「躍動青春-帶動唱」競賽 

101 年首次辦理「躍動青春-帶動唱」競賽，期以透過帶動唱活動，強化體驗、省

思與實踐團體活動，經由合作學習之活動參與，增進互助合作之團隊精神，藉由編創

帶動唱，發揮影響力，帶動正向良好風氣，經過初賽的審查會議後，從中評選出 10

隊進入決賽，決賽現場各隊伍皆展現學生年輕活力，表現出絕佳的團隊精神與默契，

過程中讓學生學習到綜合活動課綱中的核心能力，涵養敬業樂群的團隊精神，具備合

作學習之能力，另外，本學科中心製作決賽的成果影片分享給各校觀摩學習，以舞會

友，亦可做為相關社團教學參考資源。 

 

肆、 結語 

綜合活動課程雖非主要學科，也非傳統的制式課程，但卻可以提供學生在潛移默化

之際中，強化體驗、省思與實踐的能力，同時因綜合活動科具有高度的課程彈性與多元

性發展，可以融入其它相關課程，有助於知識能力整合的提昇與全人教育的發展。丘愛

鈴(2006)提出未來綜合活動教學設計需要反省背後的知識觀和學習觀的差異，以及落實

綜合活動「體驗、省思、實踐」理念的教學策略、教學媒體、學習情境與學習評量，也

鼓勵教師以學習型團隊研發用於綜合活動的多元化教學設計，並透過經驗分享、專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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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論文書、網站或研討會發表方式，提升綜合活動領域教師的教學效能。 

綜合活動學科中心期以提供全國各校綜合活動科教師更多元化的教學資源，並透過

研習方式進行經驗分享與專業對話，提供教學現場支援與協助，同時，藉由各校老師親

身教學實例精彩的分享，了解綜合活動課程設計的多元活潑特性；另考量學生興趣及需

求，結合學校特色與重要議題，讓學生體驗、省思與實踐，培養各項核心能力，達到知

識傳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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