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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生活課程」為研究案例，透過蒐集德國、美國、中國大陸、香港與

紐西蘭等國之國民小學低年段生活課程或其相關學科的課程發展與評鑑的文獻資

 料，進行理解與比較研究，希冀能提供我國落實生活課程之參考，並為義務教育階

 段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機制的建構預先作長期性研究之準備。

 經由闡述與分析後，綜合整理出一些我國在推動生活課程時，佰得參考學習，

 並進行深入反思的一些觀念與做法。

 一、思考什麼樣的課程結構對學生最具價值課程的分化與統整

 我國小學課程歷來偏重學科知識，缺乏整體考慮。此次課程改革即有由分科走

 向合科統整的趨勢，特別是生活課程的設計。然而這樣的統整課程結構是否是對學

 生最有價值的課程，仍值得探討。

 生活課程並非台灣首創，鄰近的日本也已行之-^-數年，然統整的範圍僅包含社

 會與自然兩個學科，像屬於藝術領域的圖畫工作、音樂還是各自獨立的。

 德國與大陸亦有類似的課程，但內涵均與台灣不同，最主要的差異在台灣的生

 活課程包含了藝術與人文。生活課程是一統整課程，這不容置疑，但統整的內涵

 包括多少的學科則仍佰得思考。

而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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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何在兒童的真實生活與基礎知識之間尋求平衡

 生活課程理論上本就因該是以兒童為中心的課程，但觀諸課程綱要，使人不免

 又有陷入基礎知識導向課程的觀感。

 事實上，注重兒童發展(以兒童為中心)的課程與注重基礎教育的課程一直是

 規劃課程的兩條主線，這兩種課程也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教育觀和課程觀。基礎教

 育的課程受到重視，有其外在條件的配合。60年代後隨著進步主義教育思想的影

 響，注重兒童發展的課程開始蓬勃發展，但由於兒童中心課程較無一定的組織程序

 及專門的師資培訓課程，因此仍存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有明顯落差的疑慮。

 生活課程在強調活動、經驗的兒童中心課程時，應注意如何與基礎知識課程之

 間取得一個平衡。

 三、如何落實課程實施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的協調

 學生具有不同的社會、文化和背景經驗，學校應根據這些差別，計畫和實施教

 學。相對的，主張共同統一性教學則認為:任何社會都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一些必

 須的知識與理解，學校教育應將相同的知識傳授給具有不同特徵和需要的學生。

 目前國內課程傾向集中統一性的課程取向，這是否為最有利的選擇，是值得深

 思的。抑或是我們應追求一普通教育(統一性)與英才教育(多樣性)的協調。

 四、建立課程決策的理性模式從政冶權力到實驗研究

 課程決策是課程從理論到實施的過程，課程決定的類型可分為三種:行政型、

 草根型、示範型。

 我國此次九年一頁課程改革，蠅號稱權力下放，落實學校本位課程，但整個教

 改政策的形成及推動實施，都顯得倉促，實施過程也充滿了中央積極著力、強勢主

 導的現象。

 課程的理論研光是基礎性研究，是新課程計畫產生的前提條件，並具有指導的

 意義。因此，增加對課程的理論研究與實施的有效規劃，是制定新的課程計畫與實

 現教學改進的有效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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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建立正確的評量與課程的關係

 依課程改革的發展趨勢，評量主要針對學生學習、課程發展、教師成長三方面

 而設。

 對學生宜採取「全面性」評量，除了關注一般學業，還要發展學生多元的潛

 能，並了解學生在身心發展中的需求。針對老師則採取「反思性」的評量，教師以

 自評為主，同擠及教育行政人員共同參與，協助教師提昇教學水平;針對課程採取

 「持續性」的評量，週期性地對學校課程執行情況、實施問題分析評量，形成不斷

 革新的機制。

 評量方式的改進，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來自家長以及學校教師的抗拒心理。因

 此，學校校長應從長期的教師進修與家長溝通著手，以逐步建立共識。

 六、思考什麼樣的評鑑對課程發展最有利建立課程評鑑機制

 隨這教育研究典範的轉移，課程評鑑有了重大的改變，針對以往過於強調鑑別

 與績效導向的評鑑方式，已轉變為透過評鑑，發揮促進學生發展、提升教師教學實

 踐的功能。

 至於評鑑的對象和範圍也突破以往僅著眼於「知識掌握程度檢查」的單一範

 疇，擴大到「對學生掌握知識和教師教學過程」的整個教學領域。評鑑的方法與技

 術朝「定量和定性分析結合」發展，重視受評人的積極參與並學會「自我評鑑」，

 同時採取「對評鑑本身的冉評鑑」，使評鑑保持開放、持續而益臻完善。

 國家課程的實施確貿需要發展評鑑的工具，以及針對全國的學校進行較全面及

 長期的追蹤，並建立長期的資料庫，以作為課程改革的立論基礎，因此設立專責的

 教育研究機構是有其必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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