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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理念
與目標之擬議研究

李文富

壹、緒論

一、研究緣起

（一）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的重要性

國民教育攸關國家人民素質良窳，在現代國家，國民教育既是國民的權

力也是義務。「課程」是教育的重要核心與內容，各國政府為落實教育理念與

目標會制定課程標準、課程綱要或核心課程這類的綱領性文件（以下統稱課

程綱要３）作為指引。換言之，課程綱要的主要任務與作用在於，為未來學校

教育的教學實踐錨定立基、指引方向、辨明價值與規範行動。

（二）我國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的轉變

國民政府遷臺後，國民中小學的課程綱要歷經多次變革，九年一貫課

程實施以前，稱為《課程標準》，1948、1952、1962、1968、1972、1975、
1983、1993年分別有過修訂。1998年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將「課程標準」
改成「課程綱要」。課程綱要作為一個國家在學校教育實施的綱領性文件，即

反映那一時代人對自身處境的理解與未來發展的想望。

（三）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之擬訂探析的意義

課程綱要的理念及目標既定位了課程的方向與願景，也提供課程改革目

的理性的基礎。課程改革的發展需要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並進，課程改革絕

３ 　 關於課程綱領性文件，各國名稱略有不同，例如美國（加州）是內容標準（content standards）、
澳洲是課程架構（curriculum framework）、芬蘭稱為基礎教育的國家核心課程（The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Basic Education）、日本稱為學習指導綱領，我國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以前稱為「課
程標準」（curriculum standards），九年一貫課程則改為「課程綱要」（curriculum guideline），本
文基於行文方便，除於必須區別討論時，以其原名稱說明外，否則上述這類綱領性文件一律統稱

「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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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手段的問題，它也涉及教育方向與目的之探討，否則課程改革可能會

流於枝微末節，缺乏整體的視野或連貫的理念，或者手段與目的二者產生錯

置或衝突，致使課程改革難以克盡全功。於此，課綱的理念與目標，不只是

口號式的修辭，而實際帶有願景紮根及方向形塑的作用。

然而，在課程綱要的實際擬訂過程中得去面對：課程綱要作為「應然」

層面的國民教育理想指引及規準時，它究竟意涵著怎樣的世界觀、知識觀與

人的圖像理解？在「實然」層面的具體實踐過程中，課綱擬議總是一個詮釋

權競逐與課程政治的過程，在形塑過程中它受到那些因素影響？有那些重要

爭議？怎麼處理？這些因素、爭議與處理反映怎樣的課程觀點與假設？在應

然與實然層面的考量下，我們可以採取怎樣的實踐知識和途徑來勾勒與擬議

下一階段中小學課綱的理念與目標？這些問題都是本文及臺灣的課程改革無

可迴避的問題。

爰此，課程綱要的修訂與當時代國家所處的政治、社會、文化乃至經濟

環境等時空背景緊密關聯。課程綱要作為教學實踐錨定立基、指引方向、辨

明價值與規範的重要文本，既要反映當時社會所需、順應時代潮流，又要指

出未來方向。臺灣下一波課程綱要究竟該如何架構起這既要「反思過去」、

「理解現況」，更要「展望未來」的一種綜合的、複雜的、系統的、全面的課

程實踐綱領之理念與目標呢？這是本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旨趣。

二、研究目的與範疇

（一）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問題意識與探究背景，本文希冀達成下列研究目的：

1. 探討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建構的不同理論基礎。

2. 探討我國及國外主要國家課程綱要的理念與目標及其趨勢。

3. 提出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之建議方案，供後續課程綱要發展之
參考。

（二）研究範疇

本文以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的理念和目標為主要研究範疇，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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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區域：以臺灣光復後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的發展衍變及其爭議處
理為主，參考「各國近期中小學課程取向與內涵的比較研析」整合型

計畫97年度研究的英國、芬蘭、日本、紐西蘭、大陸和香港等區近期
的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綱要為輔。

2. 國民中小學：各國國民教育階段或有不同，本文以臺灣的國民中小學
（國小6年和國中3年）為參考基準。

3. 課程綱要：是指由政府部門公布的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或核心課程，
對學校教育執行具有行政規約效力的正式課程文件。

4. 理念和目標：臺灣、各國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中，都有關於理念或目
標的專章或專節。我國於民國90年以後，至今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將「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分為兩章節闡述之。「理

念」乃說明其教育信念、教育假設；「目標」乃具體羅列其訴求重點

與發展方向等，本文即以此為主要研究指涉。

三、研究方法

（一）文本分析：蒐集國內外中小學各類課程之相關文獻報告，進行閱讀與

分析，作為研究之基礎。

（二）焦點座談：研究進行秉持多方參與和對話慎思的精神，適時邀請學者

專家、教師團體、家長團體、中央及縣市國教輔導團團員等進行焦

點，增加雙方間的互動和合作，以使研究結果能如同多面繞射的水晶

體一般，進行「更深入的、更複雜的，卻終究並非是全面的瞭解」

（Richardson, 2000:934）。

（三）學者專家諮詢：邀請研究議題相關學者、專家擔任本研究諮詢委員，

就過程、內容及擬議的草案進行研討諮議。

貳、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之擬議

一、課程發展的相關理論

課程發展的模式，有以學科為中心、學生為中心或以社會為中心，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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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課程理論基礎，發展出截然不同的課程建構模式與內容，從而影響課

程方向。

（一）課程發展的工學模式

1924年Bobbitt, F.的著作《怎樣編制課程》（How to Make a Curriculum）
是20世紀初課程發展的工學模式的代表。Bobbitt認為，教育是一種塑造的
過程，正像鋼軌的製造一樣，而課程是為成功的成人生活作準備的，它是

透過對成人經驗領域進行「工作分析」或「活動分析」而獲得的一系列技

能和行動所構成的。1970年代的績效本位（performance-based）和能力本
位（competency-based）教育改革就是重現了這種課程建構模式（Walker & 
Soltis, 1997/2009：62-63）。

（二）泰勒原理的課程發展模式與評價

Bobbitt的科學課程設計模式影響了Tyler，尤其是「目標取向」的課程
開發模式，而Tyler認為教育是一種改變人的行為方式的過程，此「行為」
概念除了外顯的行為，又隱含思維和情感（張華、石傳平、馬慶發，2001：
228），這是與Bobbitt最大的不同處。

1949年Tyler, R.所出版的一篇專論「基本原理」中，說明它不是課程建構
的指南，每一個機構都必須形成並澄清它自己的哲學觀，但它卻是一種教育

機構對課程進行「觀察、分析和解釋」的方式（Walker & Soltis, 1997/2009：
63-64；張華、石傳平、馬慶發，2001：187）。「泰勒原理」是圍繞在四個
基本問題而開展的，也就是在進行課程開發時，必須回答此四個問題：

1. 學校應力求達到何種教育目標？

2. 如何選擇實現這些教育目標的學習經驗？

3. 如何有效的組織這些學習經驗？

4. 如何評估獲得學習經驗的有效性？

上述由 Tyler所提出的課程發展四個基本原理，其中所思考的前兩個問
題：學校應達到的教育目標、選擇實現教育目標的學習經驗，乃是本文所聚

焦的課程理念與目標之擬定所必須去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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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chwab課程慎思模式

從課程的終極目的來看，Tyler的課程模式是「技術興趣」（technical 
interest）而Schwab的課程模式是「實踐興趣」（practical interest）。「技術
興趣」是透過符合規則的行為而對環境加以控制，其核心是「控制」，它

指向於外在目標、結果取向，把環境做為客體、在競爭中控制環境；「實踐

興趣」是透過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理解環境，關鍵概念是「理解」、「相互

作用」，它指向於行為自身的目的、過程取向，此模式將教師和學生視作課

程的有機部分，並作為相互作用的主體，課程被理解為相互作用的「生態體

系」，其中充滿了意義、理解和交互主體性，因此實踐課程的四要素包含了

教師、學生、教材和環境，此四要素是持續的相互作用（張華、石傳平、馬

慶發，2001：235-240）。Schwab的課程設計慎思模式雖然不像泰勒原理那麼
有條理、系統與完整，但是顯得更加靈活、可辯證，Tyler認為課程發展過程
中所需要回答的問題，Schwab的慎思模式中也同樣需要獲得解答，只是這過
程多了反覆思考與商議的成份。

（四）再概念學派及批判理論的課程發展模式

以批判課程論的觀點，批判課程論的具體課程主張，即確立了「課程

作為反思性實踐的新課程理念」，進而提出其基本理論框架—從「再生產理

論」到「抵制理論」，並同時對學校的隱蔽課程作了有力的研究（張華、

石傳平、馬慶發，2001：339）。依此主張，「反思性實踐」的基本內涵：
（1）構成因素是行動和反思；（2）在真實而非虛假的世界中發生；（3）在
相互作用的、社會和文化的世界中；（4）世界是被建構的世界，而非自然的
世界；（5）是一種創造意義的過程，該過程把意義看作一種社會性建構。早
期的批判課程論者持「再生產理論」的觀點，具有機械性、決定論的色彩，

把學校教育及其課程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抬轎人，被動的適應資本主義國家

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需要；後期的批判課程論者轉向「抵制理論」，開始關

注學校教育的自主性、教師和學生的能動作用、學校文化中的矛盾和衝突性

質（張華、石傳平、馬慶發，2001：31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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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現代主義課程發展模式與評價

後現代主義課程模式反對科學主義課程哲學中科學本位的理念，反對

科學理性的極端化；也同樣反對人本主義課程哲學觀中將個人的存在本體化

的理念，反對將人的非理性極端化；對後現代主義課程觀可以有幾點理解：

（1）不屬於科學主義課程哲學和人本主義課程哲學的任何一個或兩者融合，
是兩者的超越；（2）並未切斷與現代主義的聯繫，它反對的是滲透於課程中
的現代主義不合理的方面，謀求對現代主義的合理超越；（3）尚處於一種變
化發展的狀態之中，其特徵很難完整把握（張華、石傳平、馬慶發，2001：
379-380）。

（六）小結

有關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的制定，若從課程理論觀點分析，誠如Pinar
（1975）將之分為「傳統理論者」、「科學理論者」及「再概念化論者」等
三個陣營。（1）傳統理論者：探討如何引導實務人員進行課程設計、實施、
評鑑工作，主要是符應社會上的要求；（2）科學理論者：涉入當代社會科
學的理論與實際以建構課程理論，探討課程的現象，以達到預測或控制的目

的；（3）概念重建理論者：藉著歷史、哲學、文學等人文取向的批判，深入
理解教育經驗的本質。一方面批判既有課程理論，一方面批判教育現況，並

創造新理論

Brubaker（1994）根據Habermas 將人類的知識區分為控制、理解和解
放三種旨趣的觀點，提出課程規劃與設計的三種理論取向（引自黃旭均，

2002）：（1）科學技術取向的課程理論：例如泰勒（Tyler）的原理是目標
導向的，定有明確的目標，提供達成目標的方法，並以是否達成目標來評鑑

結果，近似於控制的旨趣；（2）詮釋學取向的課程理論：以Macdonald 及
Greene等人的課程理論為代表，視設計者和學習者為課程經驗的創造者，近
似於理解的旨趣；（3）批判理論取向的課程理論：強調人類反省實踐行動的
啟迪，視此為將人類自由從不當的束縛和支配中解放出來，進而獲得自由，

故近似於解放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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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教育理念的界定與轉化亦涉及到教育觀，正如李奉儒（2010：
29）所指出的「教育目的與目標之分析是哲學的工作」。這些理論、哲學信
念或意識型態，影響著課程設計的取徑與課程發展，及設計時背後抱持的教

育哲學信念或意識型態，「不管如何分類，它意味課程發展時的主要思想和

方向」（李子健，黃顯華，1996：74）。

二、國外主要國家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的發展趨勢

為瞭解國外主要國家近期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發展的趨勢，本文以美國、

英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芬蘭、紐西蘭等國家或地區晚近所公布的重

要課程文件（如表 12）為分析對象，歸整其理念與目標如下表 13。

表12　各國國家課程呈現理念與目標的官方文件（研究者彙整）

國家 課程官方文件

美國

1.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4）
2.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1）
3.  A Blueprint for Reform-The Reauthorization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0）

4.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CCSSO ＆ NGA, 2010）

英國 National Curriculum（QCDA, n.d.） 

中國

大陸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1）

香港

1. 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2. 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課程發展議會，2001）
3.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課程發展議會，2002）

芬蘭
1. Basic Education Act 628/1998（FNBE ,1998）
2.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basic education 2004（FNBE ,2004） 

日本

1. 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日本文部科學省，2008a）
2. 中學校學習指導要領（日本文部科學省，2008b）
3.《教育基本法》（日本文部科學省，2006）

紐西蘭 The New Zealand Curriculum（Ministry of Education, New Zealan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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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各國國家課程呈現理念與目標的官方文件（研究者彙整）

國家 核心理念 目標

美國
做好進入大學或職場的

最佳準備

1. 實現國家世界第一。
2. 公平、正義、扶持弱勢、獎勵優勢。
3. 「縮短差距」。

英國
實現快樂、健康生活、

發展良好的社會

1. 發展適性化學習。
2. 培養學生成為公平、正義的世界公民。

中國大陸
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

為了每個學生的發展

1. 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2. 每位學生發展成為「整體的人」。

香港 學會學習

1. 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
2. 培養五育均衡發展的學生。
3. 能夠終身學習與創新。
4. 為進步的社會和自由的民主做努力。
5. 貢獻於國家和世界的前途。

芬蘭 帶好每一個孩子
1. 重視實用技能的擁有，以適應社會環境的變遷。
2. 重視多族群語言文化的教育。

日本 具備生存能力

1. 基本知識、技能的活用。
2. 思考力、判斷力及表現力的展現。
3. 養成主動學習的態度、語言溝通及良好的學習習慣。
4. 培養一個貢獻於國家與社會的健全國民。

紐西蘭 為了學生的學習

1.  學生方面，強調自信心、進取心、創新能力、思考力
等自我管理能力。

2.  與他人與社會互動方面，重視學生的語言、符號、科
技的溝通使用能力，並能積極參與社區以貢獻社會。

3.  在面對未來方面，積極探索全球化、國際化，重視學
生對於多元文化的接受、尊重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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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七個國家／地區的課程官方文件之分析，由於各個國家的國情

背景、文化傳統殊異，對於國家未來的發展觀點亦影響了教育政策走向，其

理念與目標的撰述可大致看到從五個角度為出發：

（一）從政策面撰述：美國、中國大陸，其課程理念中明顯看到國家的政策

理想與發展滲入課程的理想之中。美國在意的是世界強權，教育是為

國家培養具全球競爭力的未來國民；而中國大陸仍回歸中華民族的復

興，強調國家元首領導人的「鄧小平教育理論」。

（二）從課程組織面撰述：中國大陸、美國。中國大陸的國家課程一再闡釋

要改變課程內容「難、繁、偏、舊」和過於注重書本知識的現狀；而

美國在《共同核心國家標準》中，闡述其目標內容必須是嚴謹、清

楚、明確具體的，可教學、可學習以及可評量的。

（三）從學生角度：英國、香港、芬蘭、紐西蘭、日本，這五個國家／地區

明顯看到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來論述其國家的課程理想，對於學生的

興趣、成長需求多所著墨，課程關注的是發展學生與自己、他人、環

境之間的關係。

（四）從生活預備角度：芬蘭、紐西蘭，這兩個國家雖以學生學習為課程中

心，但最終目的仍強調需具備未來生活的能力，也就是強調學生所學的

技能都是為未來作準備，重視其實用價值；而美國近年的教育政策主軸

亦不斷強調高中教育階段以前，需讓所有學生具備進入大學或職場的準

備，也可窺見生活預備的理念。

（五）重視傳統文化、民族主義：日本、中國大陸，一直是強調民族文化的

兩個國家，如日本雖曾大膽跨出「寬裕教育」的教育主張，但仍不敵

恢復傳統文化的優越自信。

三、我國歷年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的發展趨勢

臺灣自 1949年政府遷臺以來，國民教育經歷多次重要改革，其中最為重
大的改革分水嶺是 1988年臺灣政治解嚴，象徵臺灣從威權政治走向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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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隨著這些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課程標準（綱要）亦不斷修訂

符合時代需求。國民政府自遷臺後，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從民國 37年到
92年經歷數次變革，92年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將「課程標準」改成「課程
綱要」。

羊憶蓉（ 1994）在「教育與國家發展－臺灣經驗」文中論及課程修訂常
伴隨黨國集權控制的思想與主張，多半是配合經濟發展計畫的政策，被視為

國家人力發展與思想管控的策略，因此許多課程標準的文本，以及課程制度

運作的架構不僅包含官方的支配手段，更有意識形態的涉入，整個過程可謂

國家機器霸權的一部分。

張佳琳（ 2002）亦指出解嚴前的課程標準修訂，不過是一種對於官方權
力與掌控的再製與修正，僅限於課程標準內容的修訂。解嚴後，由於社會結

構的轉變與影響，致使長久處於主控位置的教育部，因忽略了課程本身該有

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造成官方與民間關係的緊張。解嚴後的課程改革運動的

動因與意義，即在此脈絡下對象徵著傳統封閉式、工具性的課程標準的一種

挑戰、崩解與重組，可視為追求課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的再建構過程。

周淑卿（ 1996）亦指出臺灣課程自由化是在解嚴後出現的趨勢，我國這
種課程自由化的情形正好與英美相反，英美是由開放漸趨控制，而我國是由

控制漸趨開放，逐漸走向英美國定課程所謂「弱控型態」的課程結構。

臺灣在解嚴前的教育發展，薛曉華（ 1996）認為呈現出一種文化的再製
與霸權的控制體系，如大中國主義的教育、大漢沙文主義的教育、傳統價值

觀導向，強調復興中華文化的教育；教育意識型態中結構功能主義的主導、

對左派思想的打壓；以人力規劃為主要目標的社會再製機制；另外教育也呈

現出作為「國家主義」主導的控制體系，如黨化教育、三民主義教育、民族

精神教育、反共教育的倡導。因此，民國 73年到民國 84年臺灣民間教育改
革運動，絕大部分都是將國家視為抨擊對象。

翁福元（ 2003）的分析亦指出 1998年以前的我國的課程標準，往往在
「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政策」或「滿足國家建設需要」下，課程目標與理想

被擱置一旁。除了薛曉華、翁福元所提出的黨國意識形態引發爭論之外，解

嚴前課程標準所隱含的類似「福特主義」統一課程標準與過度知識導向課程，

造成填鴨式教育等現象，亦以引發許多學者的批評與爭論（石計生，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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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曉華，1996；曹亮吉、周麗玉，1996；張宏輝，1997；李遠哲，2002）。
然而，李博緯（ 2008）的研究卻指出，過去的課程與教育論述，多從國

家意識形態與統治者權力運用等批判角度進行分析與探討，雖能指出部分問

題缺失，卻也容易掩飾過去課程也有進步與具貢獻的一面。他引用吳靖國

（1994）的研究指出，這種批判方式，無法使人真正獲得完整的知識體系，反
而易使人民對教育現實產生誤解，進而反抗社會（李博緯，2008：28）。基
此，李博緯提出從「社會認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的觀點，意欲擺脫過
去研究偏重於政治權力的取向，改由從知識、權力與制度三者關係，透過歷

史脈絡的分析，以探究「課程標準」在隨著社會發展所產生的演變中，究竟

是那些東西被「納入」？那些觀點又在這一演變中被「排除」？為什麼？

李博緯所提的社會認識論取徑，提供了我們對課程綱要研究的另一取徑

視域。他在他的研究中，透過社會認識論對歷年課程標準進行深度的分析與

論述，企圖為「課程標準」演變過程中的每一項「排除」與「納入」，找到一

個合理的說明，並力圖揭示那些對過去課程標準展開嚴厲批判的研究者、批

判者、改革者，他們所提出的、所極力主張某些進步觀點，其實過去的「課

程綱要」早已存在。不過，李博緯的分析，其實仍是從社會結構與權力的角

度出發，對於人為什麼受教育？還是從社會存有論的立場，去證成其合理性，

這將讓人、讓教育依舊落入為國家與經濟發展服務的消極與被動位置。

由上探討可發現，過去臺灣在課程綱要發展，多偏重國家復興、道統延

續與經濟發展的角度，課程綱要的研究取徑亦是從意識形態、權力關係、國

家政經社會變遷或（教育）哲學流派類型進行分析與探討，以掌握課程綱要

的發展圖像、隱含的權力關係或價值內涵。這樣探究取徑的優點是可針對問

題焦點，深入探析；但受限之處即在此種取徑不易掌握課程綱要背後所隱含

的系統性與整體性之圖像，甚至難免落入化約論的困境，或是在通過各種哲

學派典分析，呈現部分真實，反而失去對理論立場與整體性的追求。

四、我國下一階段課程綱要的理念與目標之擬議

（一）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發展的趨向與原則

通過前面的各種取向的課程理論探討及國內外主要國家課程綱要理念與

目標的分析，可以歸結以下幾點趨向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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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是學校教育的實踐準繩，其趨勢已逐漸由國家中
心轉向學習者為中心。

教育是人類最基本的制度。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展，國民教育的性質

已從「義務觀」轉向「權利觀」，而從「義務觀」到「權利觀」的轉向

過程中，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的訂定也在此趨勢下逐漸從「國家中心」

轉向「學習者中心」。事實上，國家的課程綱要之理念與目標，是一

種對國家未來國民的想像，其作用是為未來學校教育的教學實踐錨定立

基、指引方向、辨明價值與規範行動。

2. 課程改革之目的沿著兩條主要線索進行：一是以適應外在變遷、社會競
爭和經濟發展為旨趣；一是以適應內在的、受教育者身心的、自我實

現、道德的需要。此兩條路線一直處於來回擺盪、相互辯證的關係。

從各國課程改革的動因，就外部力量而言，可歸納五點：（1）國
際競爭；（2）經濟因素；（3）社會因素；（4）政治因素；（5）教育
因素。就內部力量來說，包括：（1）終身教育的需要；（2）自我實現
的需要等。

就我國及其他主要國家課程綱要的演變趨勢與課程改革發展來看，

內外兩條路線，往往呈現來回擺盪與相互辯證的關係。例如：日本於

1996 年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培養全人「生存能力」的必要性，推行「寬
鬆（裕）教育」，擴大選擇學習的幅度，增設「綜合學習時間」培養自

主與主體性的思考力及問題解決的能力；然而，隨著PISA國際競爭表現
呈現退步，「寬鬆（裕）教育」的政策也面臨檢討聲浪與轉向。反觀我

國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所提倡的鬆綁理念，實踐結果也面臨同樣的壓力。

3. 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擬訂之合理性，可從以下四個面向探討，並呈現
未來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擬定的參考依據。

（1）教育哲學與價值層面的論據：教育的目的與意義是什麼？學校教
育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這些都屬教育哲學與價值層面的探

討。李奉儒（2010）在《中小學課程之哲學基礎與理論趨向之研
究與分析》提出實踐理性的重要性，以此作為課程綱要理念與目

標研訂之哲學基礎。他分析指出，學校教育必須重新理解為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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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會實際生活的有用知識、技巧和品格的學習，以及批判性反

省能力的發展，這需要透過達致個體所屬特定脈絡的健康有活力

的生活所必須的基本實踐。因此，實踐理性的課程觀是以學習者

作為能動者，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教育課程，根據學生各方面之身

心發展向度為依歸。

（2）課程理論的論據：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之擬定，其合理性基礎與
課程理論之發展有重要關係。不同時期的課程理論，對課程綱要

理念與目標之研訂提供了必要的論據與基礎，從而呈現不同時期

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的樣貌。從20世紀初期的巴比特（Bobbitt）
工學模式、泰勒原理（Tyler rationale）、Schwab課程慎思模式、
再概念學派，及當前的後現代主義，一路開展下來可以發現整個

課程發展趨勢，從早期關注重點理性與技術、強調實踐與折衷，

再到強調課程做為人主體解放的批判解放取向，而晚進後現代典

範則有往課程美學轉移之趨向。

（3）時代與社會變遷的論據：課程綱要作為教學實踐錨定立基、指引
方向、辨明價值與規範的重要文本，既要反映當時社會所需、順

應時代潮流，又要指出未來方向。課程綱要的修訂與當代國家所

處的政治、社會、文化乃至經濟環境等之時空背景緊密關聯，故

我國究竟處在什麼樣的世界變動趨勢？張茂桂等（2011）在臺灣
變遷趨勢對K-12課程的影響之研究，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與科技五個面向分析臺灣的變遷趨勢，指出「全球化」是臺灣變

遷趨中首要的核心議題。

（4）學習者自我完成與公民責任的素質培養之論據：教育即在協助學
習者之生命的自我實現，而所謂的自我實現，用羅傑斯（Rogers）
的話來說，就是「充分發揮作用的人」；因此，自我實現是利他

的、獻身的、超越自我的、社會性的人。然而，自我實現的人必

須從整體的人和形成過程中的人兩方面去把握，而這兩方面又生

動而集中地體現在作為民主社會中的公民責任之素養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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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我國及其他主要國家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的經驗案例分析，可發現
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的訂定朝尋求關聯性（connectedness）與兼容性
（inclusiveness）的整體發展觀。

本文至此已歸結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擬議的幾項趨勢與原則，不

過在提出下一階段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的草擬之前，必須先提出課程綱

要的總體圖像。這項課程綱要的總體圖像是由馮朝霖、范信賢、白亦方

（2011）等人提出。以下首先將簡要說明該文所提之課程綱要系統圖像
的意涵，其次再援引圖像架構，配合本文所歸結的課程綱要擬議之趨向

與原則，試擬下一階段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之理念與目標。

（二）課程綱要的系統圖像

1. 系統圖像的意涵

系統圖像就是強調對於與思考議題相關的各項宏觀與微觀因素都盡

可能有所關注，並進一步以有機連結方式（relational connection）呈現其
整體性樣貌（holistic character）。系統圖像內涵因此並非單純的描述性
（descriptive），而同時具有規範性（normative）、反思性（reflective）
與想像性（imaginary）、期待性（anticipatory）等多元特質，符合後現
代的知識理論基本立場。而過去臺灣教育改革不能順利，教育現場不斷

出現反教育的現象，新課程改革未能顯現社會期待的效果，其關鍵因素

應在於教育現場學習理論根本不理解人類圖像中的兩大原理，即自我組

織（self-organization）與自發性（spontaneity）（馮朝霖、范信賢、白亦
方，2011）。

課綱之系統圖像（含理念與目標）若以複雜科學典範的主要相關概

念為出發點，包含：自發性、自我組織、創化、即興、共生的智慧、地

球公民、整體性、關連性、多向性和複雜性，透過人類圖像、世界圖像

與學校圖像三環緊密關聯之探討，其內涵概述如下（馮朝霖、范信賢、

白亦方，2011）：

2. 系統圖像的內涵：三大圖像

（1）世界圖像： 關涉文明的進程與反思、多元與地球公民、共生與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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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類圖像： 以「複合思想」及「主體」做為主要的思維脈絡，關
涉對人的理解、人在社會、人的完成、人與地球（在

世存有）。

（3）學校圖像：涉及學校變革的核心、學校教育新視域、課程的概念       

                              重建。

3. 系統圖像的核心要素：自發、互動、共好

綜合世界圖像、人類圖像及學校圖像的陳述，馮朝霖、范信賢、白

亦方（2011）提出自發、互動與共好是課程綱要圖像的核心要素。

（1）自發（spontaneity）：係凸顯教育的效用在彰顯人的主體性生成和
創發。

（2）互動（interaction）：強調世界萬物並非獨立的存在，而是彼此相
互連動依存。因此教育除了彰顯個別主體的能動自發外，還需要

各關係主體間的良性「互動」才得以致之。

（3）共好（common good）：指出人類既在社會及自然中取得成就，亦
對其發展負有責任。意指天地萬物不是要滿足人類的生存而存在，

人與人、人與天地萬物乃是本質上的一體關聯，和諧而共生。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未來國民中小學課程理念與目標

本文透過前面的論述與探究，並結合馮朝霖、范信賢、白亦方（ 2011）
所提之課程綱要系統圖像，歸結我國未來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應是一種回

歸學習者生命主體的教育，所要培養的是具有自發、互動與共好能力及智慧

的地球公民。透過國民教育的歷程，協助孩童散發生命的喜悅、展現生活的

自信、激發學習的渴望、促進創造的勇氣、表現共生的智慧、發揮即興的美

學。未來國民中小學課程理念與目標之試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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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理念

教育的目的應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

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生態環境

的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化的瞭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

有國家意識、國際視野與地球生態關懷的現代化國民。而國民教育的實施，

應本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原則，以人文精神及科學方法，尊重人性價值，

致力開發個人潛能，培養群性，協助個人追求自我實現。

基此，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綱要的核心理念係回歸學習者生命主體的教育，

要培養的是具有自發、互動與共好能力及有智慧的地球公民。其內涵說明如下：

1. 自發： 教育應促成學生生命主體的自發能量，從而散發生命的喜悅、
展現生活的自信、激發學習的渴望與勇於創造的精神。

2. 互動： 世界萬物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彼此互動依存。因此，除了彰顯個
別主體的自發外，還需關注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各

種互動關係。

3. 共好： 以生命為中心的全人教育，包括學生個體的生命、他人的生命
及自然環境之間的圓滿完整。故學習不只在求自身的發展，更

須透過教育網絡間的互動、互成，持續的社會民主參與和環境

永續關懷，提升生活的品質。

（二）課程目標

國民中小學課程應以生命教育為經，生活教育為緯，配合學生身心發展

歷程，透過人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

化與現代化的學習活動，激勵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能力，孕育合作探究、包容

差異、勇於創新與因應複雜變動的能力。基此，國民教育的目的須引導學生

達成下列課程目標：

1. 散發生命的喜悅：學校應當是一個能令學生體驗愛與被愛的幸福場
域，教育的歷程應符合人性，使學生有發自內心的幸福感，增益自我

價值感與生命的尊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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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現生活的自信：生命的喜悅來自愛與被愛，生活的自信來自能自愛
也能被愛。教育理念本身便是倫理環境的一部分，學校做為學生受教

的主要機構，應將啟動學習動機與培養學習自信視為首要任務。

3. 激發學習的渴望：學習的能力是決定人類未來的關鍵因素之一，當學
習成為生命經驗的核心，個人能力得以持續發展，群體才能更加開放

與創造地回應社會變遷。故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與動機是課程的重要

目標。

4. 促進創造的勇氣：以生命為中心的自我實現不是一項結果，而是在任
何情境中實現個人潛能的過程。因而教育應重視即席創新、靈活處理

各種狀況的能力與勇氣，這是處於社會、政治、經濟變化迅速時代所

迫切需要的，也是面臨世界未來變遷最重要的挑戰。

5. 表現共生的智慧：我們不能只提倡進步，更要呼籲人類存活的關鍵在
於居住其中的公民能轉化思維，為地球的生存負起責任，使世界重新

結為一體，突顯出人的價值以及人性的光輝。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在全球思維的世紀中，人類的覺醒應當引領我們走向生命共同體，以

及彼此關懷的同理心。

6. 發揮即興的美學：即興不見得必須是全然的創新，卻關乎人類內在深
層的自我與創造力，其最終的目的在於讓人們去聽見自己內在的聲

音，發掘個人獨特的即興方式。即興無非是一種態度與精神，學習即

興的唯一途徑便是去經歷與體驗它。即興意含勇敢和急智的想像能

力，以及無窮的活力與共生的情懷。

二、建議：建構回歸學習者生命主體的教育

若要落實前述未來國民中小學課程理念與目標，其核心與關鍵必須建構

在回歸學習者生命主體的教育。

「談論教育即談論一切」，教育是「人」得以成長的基礎，隨著社會日趨

複雜與不確定性，使得教育關涉愈來愈多面向的事務，也就是教育必須具備

發展自我與因應各種複雜處境的能力亦愈趨多元，明顯可知，各國課程綱要

理念與目標呈現的內容，已逐漸超越個體與國家之二元對立，而朝關聯性與

兼容性之整體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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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教育是理解生命的整體，是促進人的自我實現與完成，我國過去

的教育在國族復興、經濟發展與滿足傳統士大夫功名利祿價值等外在目的下，

導致人性的異化與教育系統的純粹工具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雖從「知識本

位」回歸到「可以帶著走的能力」，然而其改革動因在某種程度上仍反映著一

種全球化資本主義競爭邏輯下對於「新人」的想像與要求，看似鬆綁，其實

把人陷入無窮盡的焦慮與競爭。

我國未來的教育應該擺脫外在工具目的之束縛，而回歸人的主體生命之

開展與完成，它意涵著教育之目的在於協助人的自我完成，這種人的完成不

是遺世孤立的個人自我完善，也不是落入真空的天方夜譚，毋寧是一種真真

實實的社會實踐。人的自我完成必須是一種在世存有的依它起性使能完成，

因為，人即是其各種關係之總成，人的自我完成終究會從人的各種關係以及

與世界的連結中彰顯出來。正如，雅斯培（Karl Jasper）所說：自我完成是
必須透過自身以及他人的形象才能把握，必須通過內在與外在的認知行動才

能真正掌握。因此，「自我實現」的人必須從整體的人和形成過程中的人這兩

方面去把握，而這兩方面又生動而集中地體現在人的「自發性」這一核心基

礎與事實。

總之，新世紀民主社會學校之主要教育任務應該是在激勵學習者自主學

習能力的自信，「勝任自己」與「肯定自己」乃是所有人類在變遷社會中最為

需要的終身學習動力來源，學校的關鍵任務無疑就是在對於所有成員自主學

習能力自信心的重建與「加持」。如何建構學習者自主學習的主體性教育任務

絕對是當務之急，且必須仰賴學習型學校文化環境之塑造，在此過程需孕育

自主學習、合作探究、包容差異與欣賞創新的學習價值，從而激勵學習者以

主動探究能力出發的團隊協作與平等對話，以達體現教學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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