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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二十年課程改革中，社會文化與政

治經濟環境的改變、資訊科技的革新與人口

結構的轉變等因素下，學校課程發展、教學

方法與學習模式等都起了重大的變革。尤

其在少子女化趨勢下，學校特色經營成為顯

學，這種重視學校本位之精神所發展之特色

課程近年來逐漸被系統化的研究與實踐，更

顯著的是學校特色課程已然成為學校行銷與

提升競爭力的重要策略。筆者在參與研究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色招生之特色課程規

劃時發現，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共同理念是

要能彰顯學校優質辦學的特色外，也一再強

調提供學生優質課程與學習環境，以達適性

揚才之目標。不過，長久以來，學校特色課

程的主要論述係從學校效能觀點與學校本位

管理與經營角度，重視學校依據本身以及地

區環境特性，創造出來具有獨特優異的教育

環境或教育表現，同時強調過程中，學校必

須因應內外在環境壓力，針對學校結構、人

員、環境、運作過程，做有系統、有計畫的

調整、改變，以創造校內與社區人士融入一

體的感受，並創造教育實踐價值的創新，發

揮學校資源的效益，產生課程的附加價值，

以提升學校教育的品質與競爭力（吳清山、

賴協志、王令宜，2010；邱淑娟、黃士蔚，

2009；張碧娟，2008）。然而，「學生學

習」終究是學校特色課程的核心，因此學校

營造怎麼樣的學習場域？學生如何學習？課

程中學生獲得什麼學習經驗？對學生而言，

學習的意義又是什麼？這些問題是學校發展

特色課程的重要提醒。

學校課程發展的夥伴如何思考「特色

課程」影響了課程內在價值與學習的意義，

更影響教師教學的信念，當大家將它視為學

校招生或經營亮點的利器，所以課程的價值

在於創造一個個能夠博取媒體版面的課程事

件；相反地，當大家從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關心學習經驗與意義時，那麼每一位學生的

學習才會成為特色課程的核心，透過精心規

劃的課程與教學引導學生探索與確認自己和

他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敏感覺察並探究生

活周遭與教科書裡現象與知識中被忽略的問

題，這些或許不容易成為亮點，卻是學生學

習最重要的經驗。近來，隨著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的實施在即，筆者分析後中教育階段

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相關問題（洪詠善，

2012；劉欣宜、洪詠善，2013），指出特色

課程的定義、課程綱要、升學制度、支持系

統等當前學校面臨的問題，並反思課程綱要

的學分科目架構，提出課程協作、深化特色

課程實踐經驗、與課程綱要研修等建議；同

時，也看到了在教育部與地方縣市政府教育

局資源投入下，高中職學校紛紛展開特色課

程之設計與實施，學生在外語導遊、設計骨

牌、製作咖啡、鑑識CSI、國際教育領袖等等

課程中進行不同於傳統課堂的教學內容與學

習模式，特色課程寶貴的實踐經驗需要不斷

反思與逐漸深化，更需要從不同學術觀點活

化課程之研究之實踐。因此，當學校成為創

造學習內容與機會的場域時，特色課程應該

引導學生能對於學習有所感知與領悟，亦擁

有主動探索的學習動機，學校特色課程不是

一時熱鬧的煙火，或趕流行的活動，而是能

夠支持學生發展自己的特色，自然地學校也

就有了特色。

校特色課程發展的美學向度
洪詠善／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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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課程的美學向度

不同於傳統課堂聽講的學習模式，特

色課程重視學生生活經驗與學習差異，強調

學習者在學習環境中與自己、他人和環境的

互動，重視學習者感官多元認知、體驗、探

索與行動的意義化，以及學習動機的啟迪，

對於特色課程發展者而言，可以從課程的美

學向度設計與實踐特色課程，包括課程即文

化經驗、環境美學與身體美學等（Hung & 
Yeh，2013）。　　　　　　　　　　　　 
（一）重視學生與社區的文化生活經驗

特色課程不可能憑空產生，它必然

來自學生與社區居民的文化經驗。Jardine
（1992）指出課程終究要回到生活世界，即

回到人類生活文化的本質，那是無法言詮的

生活感，是冒險、模糊、與複雜的，是必須

身在其中者才能體會的。從我們居住的社區

或社會中，去傾聽在地的聲音，去觀察四季

的變化，去觸摸土地萬物的質感，然後才能

感同身受地去看見意義、發現問題、以及解

決問題。例如製作咖啡是特有意義的學習活

動，如果它是與這塊土地與居民的生活連結

的，那麼，製作咖啡就不只是「製作」這件

事，而是學生有興趣甚至於主動地去探究社

區的地質氣候，關心社區產業或生活型態，

學生不會只滿足於泡出一杯好咖啡而已，而

是隨著課程的進行，慢慢地激盪出不同的探

究主題，並發展自主學習的規劃。來自文化

經驗的課程，比較能夠喚起學生的共鳴，學

習不會是線性的，而往往是如地下莖般地延

展。課程之美即在於不確定與無限可能。

Slattery（2006）提醒教師要敏感於課程的複

雜，如季節更迭中的學校氛圍，過去經驗、

文化習俗、家庭倫理、宗教經驗等都會影響

價值與行為，這些正也是影響特色課程的重

要內涵。 　　　　　　　　　　　　　　 

（二）環境美學的營造

許多學校發展特色課程的同時也著手

爭取經費進行環境改造與設備增購。學習環

境是支持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然而，學習

的環境不是被建造出來的，而是被生活出來

的。因此，從環境美學觀點，學校應該重視

學生如何在空間中活動？在哪些時間活動？

如何經營一個能夠充分讓學生參與其中的空

間？在筆者研究的一所學校，強調簡單樸素

的環境美學，在校園中為學生留下許多未完

成的空間，將廣闊的校地親近社區規劃，設

計融合環境、自然有機的學習路徑與材質。

讓建築空間與課程模式相融合，在動與靜、

可見與不可見、意與象之間，將自然美與人

工美融為一體；透過空間的「無」展現學習

者的「有」，將教學空間定義為一個未完成

的空間，提供參與者的想像、創作、遊戲的

持續完成空間。在強調如軍備競賽般的學校

設施與設備、環境與空間經營之時，從環境

美學向度，特色課程應該更重視學生是環境

與設備的使用者、生活者、甚至是創造者。

未完成的空間是重要的提醒。　　　　　　 
（三）身體美學的實踐

探索、體驗、實作、與實踐等都少不了

「身體」。不過，身體不只是學習的工具，

身體即是學習。我們通過有形的「身」，去

體驗、體知、體悟、體解、體會所學習之事

物，「體」它是實踐與反思後的身體。因

此，在學習中，不能只是以身去體驗，而是

要能在實踐中反思，在反思中體知、體悟與

體會。因此，特色課程中應該關照與敏感於

學習者的通過身體的知識與技藝的過程。學

校教育往往令師生同樣面臨身體的自由與節

制之間的衝突與平衡，因此，在一節節與一

科科的「框架」中，學校課程教導我們學習

將身體在不同時間內擺到適當位置，然而，

當有了特色課程之後，身體與框架的關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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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緊張還是解放，這攸關學生學習的深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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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美學向度看特色課程的發展，解開一節節

一科科的框架，讓此身在體驗中體知是重要

的。

三、結語

學校特色課程發展與實施是重新建構

學生學習內涵與模式的重要契機。特色課程

固然有其學校經營與行銷的意義與價值；但

是，更重要的是學生如何在特色課程中習得

有別於傳統被動聽講模式的學習經驗，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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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生與社區的文化經驗，紮根於所在土

地，引導傾聽與看見問題與新的可能；營造

環境美學，不陷入盲目的學校改造或設備競

賽中，藉未完成空間來彰顯並發展學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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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在特色課程的解框架中「體」現學

習的意義—重新發現與創造自己的特色。

當學生都能在學習中找到自己的特

色，那麼，學校才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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