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習資訊 第２１卷 第６期 ９３‧１２24

學校位居社區當中，是社區的一分子，

因此，學校的辦學目標與課程架構，必須植

基於社區的文化背景與情境脈絡之上，才能

彰顯其意義與價值。九年一貫課程主張七大

學習領域課程的連貫與統整，注重學生十大

基本能力的培養與發展，並強調「課程設計

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教

育部，2003﹚，而此一教育目標能否達成，

端視學校之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能否貼近學

生的真實生活而定。台北縣教育局有鑑於

此，乃自八十九學年度開始推動「社區有教

室」方案；期待經由此一方案之實施，能提

供學校進行九年一貫課程的適切發展方向，

並賦予學生更具意義的多元學習內涵。

壹、從課程概念看「社區有教
室」

對於什麼是「課程」？歷來學者有諸多

看法，但大抵可歸納為四種定義﹙黃政傑，

1991；王文科，1999﹚：

一、 課程即學科：係指與學習進程有

關，且由教師講授、學生學習的科目、教材

大綱、教科書等。

二、 課程即經驗：係指在學校有計畫的

指導下，學生和科目、教材與環境的交互作

用，以及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

三、 課程即目標：係指課程為一系列目

標的組合，以及依照目標選擇學習內容、組

織學習活動等以產生預期的學習成果。

四、 課程即計畫：係指為學生提供學習

機會之計畫，其中包含前述學科內容、學習

經驗、學習目標與成果等概念。

從課程的概念觀之，「社區有教室」方

案強調在學校的領域學習或彈性學習節數

內，經由系統性的課程目標擬定與活動設

計，提供學生多元而豐富的學習內涵，透過

計畫性的教學活動，引導孩子在真實生活情

境中從事主動學習，建構其獨具個人意義的

認知，產生有意義的學習經驗﹙陳浙雲，

2001﹚，正是兼具學科、經驗、目標等課程

內涵的計畫性方案；而其所強調教學與學習

必須扣緊社區文化情境脈絡特性之主張，更

正是彰顯校際間的不同特質與面貌，提供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最佳的切入點﹙陳浙雲，

2001﹚。因此，「社區有教室」方案應被視

為學校整體課程的一環予以實施。

貳、課程觀點與「社區有教室」
課程規劃取向

課程論者對「課程」曾有不同的譬喻。

工學模式的課程論者視「課程即產品」

﹙curriculum as product﹚，強調課程經驗

陳浙雲/台北縣政府教育局課程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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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識與行為產品的複製，故其課程理論之

重心，在於考慮如何將現存既定的知識於學

生身上再次展現；詮釋取向的新教育社會學

視 「 課 程 即 實 行 」 ﹙ curriculum as

practice﹚，主張課程應著重學生在師生互動

中產生知識的過程，強調學生不僅是知識的

接受者，而是意義的創造者；而馬克斯主義

社會批判取向的課程觀則直指「課程即實踐」

﹙curriculum as praxis﹚，強調課程經驗能

啟迪學生的批判意識，激發其慎思明辨的行

動，能以集體力量改造不合理的生存環境，

轉化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形成理想的正義社

區﹙黃嘉雄，2000﹚。

目前社區課程的規劃有三種取向：第一

是「社區學習」，課程之安排係以了解學校所

在社區之地理環境、歷史發展、住民文化、

社會生活為主，目的在形成學生之社區意

識，傳遞社區之既有知識；第二是「社區探

究」，課程之安排係引導學生從社區學習中，

發掘感興趣之主題，進行深度探究活動，以

發展其研究的能力，深化對社會議題的批判

與反思；第三是「社區行動」，課程規劃之重

心在培養學生的公民參與能力，對所探究之

主題提出解決方案，並採取改變社會的行動

策略﹙陳麗華、彭增龍、王鳳敏，2003﹚。

此三種取向之課程規劃目標與教學重點，正

反映出前述三種課程觀點，茲整理如表一。

課
程
與
教
學

表一 課程觀點與「社區有教室」課程規劃

參、「社區有教室」課程方案
之實施現況

「社區有教室」方案實施迄今，每年均有

為數不等之學校參與。筆者就九十二學年度

四十五所﹙國中十一校，國小三十四校﹚辦

理「社區有教室」學校之實施計畫，依「課

程選取之社區範圍、課程規劃取向、課程相

關議題、課程組織之順序性、課程實施年

級、課程實施型態、課程運用時間、課程評

鑑之規劃、學校以外參與課程規劃或教學人



研習資訊 第２１卷 第６期 ９３‧１２26

員」等面向逐校加以檢視，並就檢視結果分

析如下：

一、各校所選取之社區範圍以本鄉鎮為

最多，學區、校內次之，鄰近鄉鎮較少。由

於社區是在地居民因地理圈、生活圈、文化

圈或祭祀圈所形成而認同的團體（曾秀卿，

2002），並無固定的區域範圍，故各校視個

別需求選擇社區課程之規劃範圍，應無疑

義。僅有一所學校因與國外學校締結姊妹

校，而將交流活動納入課程規劃，則明顯不

符「社區有教室」之意涵。

二、各校課程除規劃「社區學習」的內

涵外，亦有七成七的學校開始進行「社區探

究」之課程規劃，但僅有四所國小有開設

「社區行動」課程。顯見多數學校對經由課程

帶動學生改造社會之做法，仍持相當保留態

度。

三、有近半數的學校規劃之課程內容與

環境教育議題相關，亦有部分學校課程應用

資訊融入之作法，少數學校則規劃以生命教

育為核心之課程。除此之外，九年一貫課程

之兩性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家

政教育等議題，卻無學校觸及，殊為可惜。

四、就課程組織之順序而言，僅有三成

左右的學校對不同年級的學生分別安排不同

的課程重心；而有超過半數的學校，其課程

係採全校性齊一活動之方式，未能顧及不同

身心發展階層學生之特質與需求，課程品質

令人憂心。

五、在課程實施方面，有四成多的學校

只將課程安排於部分年級或部分班級實施；

近七成的學校只做一次性的活動安排，或未

作明確規劃，任由教師視需要實施；近半數

學校未明確安排實施時間，由任課教師自行

彈性調整授課時間；亦有少數學校將之視為

外加課程，安排於導師時間、早自習、朝

會、假日實施。足見將「社區有教室」視為

學校整體課程一環之觀念，尚有待強化。

六、就課程評鑑之規劃來看，有近四成

的學校雖已感知課程評鑑之重要，而能於計

畫中提列評鑑項目，可惜未見完整規劃；半

數以上學校則對評鑑隻字未提，僅有國小四

所學校有較具體之評鑑措施，顯見課程評鑑

之意識仍有待提升。

七、就參與課程規劃與協同教學的人員

而論，以社區專長人士之協助為多，家長及

學者專家等之協助較少。值得注意的是，約

有六成學校無論是課程規劃或教學進行均由

教師全包，社區人力資源的開發運用尚未臻

理想。

肆、「社區有教室」課程發展
之努力方向

「社區有教室」方案推動三年多以來，已

有不少學校發展出獨具特色的課程，並於九

十二年底台北縣所召開之「社區有教室學術

研討會」中展現成果，深獲與會人員好評。

然而，從上述檢視分析可知，現階段部分學

校之課程規劃與實施仍存在不少問題，未來

應朝下列方向加以努力突破，以更符合社區

課程方案之精神，落實學校結合社區資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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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校本課程之理想。

學校是社區中的正式組織，負有培育社

區人才之使命，經由系統性的課程規劃與實

施，可促進學生之社區認同，凝聚其社區意

識，有助其傳承社區文化，進而帶動社區之

革新與發展﹙陳浙雲，2003﹚。學校既負有

改造社區的職責，課程即成為孕育社區理

想、實踐社區行動的所在；因而課程的目

標，應從過去注重既定知識的傳輸與理解，

轉為著重啟迪學生的歷史意識，發展學生批

判思考與理性溝通的能力與態度，以及激發

學生成熟思考後負責的社會行動能力。

故「社區有教室」之課程方案，應以

「社區行動」為目標導向，不但要帶領學生透

過社區學習活動，關心社區的現況；也要經

由社區探究活動，深入了解社區面臨的問

題；更進而要以真實的社區議題形成課程的

主題，以引導學生從參與社區活動中，分析

社區問題並研擬改善策略，透過不斷的練

習、精熟與修正，熟悉社區參與的操作模

式，並將行動由教室模擬延伸至社區實踐，

展現熱愛鄉土的具體作為﹙如圖一﹚。 課
程
與
教
學

圖一 導向「社區行動」的課程運作歷程

對國民中小學學生而言，最適合的社區

行動課程，莫若與社區服務學習活動結合。

誠如Billing所言，服務學習能發展學生之公

民意識與社會責任感，培養成為公民的必備

技能，讓學生有機會主動積極貢獻社會﹙引

自高熏芳、吳秀媛，2003﹚。近年來，台北

縣各國民中小學積極推動學生服務學習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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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該計畫臚列學生服務學習的範圍包括家

事服務、校園服務與社區服務三大類。其中

社區服務的內容涵蓋環保、清潔、綠美化等

勞動服務工作；協助教養機構、慈善團體等

關懷鄉里工作；擔任志工參與公共服務工

作；從事社區文化與自然保育推廣工作；以

及對公共議題進行社區改造、發展等社區營

造工作。教師若能透過有計畫的設計，將服

務學習融於課程當中，使學生作業與社區服

務結合，讓服務與學習合而為一，應不失為

現階段「社區有教室」行動課程之可行作

法。

如前所述，「社區有教室」方案是學校

整體課程的一環，也是學校本位課程的一部

份，因此，組織課程時，除應掌握年級課程

間的「順序性」，使較高年級學生的學習內

涵，能建立在既有的學習經驗之上，繼續加

深外；也要具有適切的「繼續性」，使重要的

學習內涵在不同年級中能持續加廣學習；同

時，要具備「統整性」，使相關的知識內容及

學習經驗，能做緊密的整合組織；最後，更

要注意「銜接性」，使不同年級、不同主題的

學習內涵，能密切的交互連結。如此，才能

強化課程內涵的內在關聯，產生累積、延展

之學習效果，使學生的學習經驗成為一個有

意義的整體。

以往學校的課程規劃大都以校內教師為

主，其實，外部人員的潛在資源極為可觀，

除學校慣常運用之家長人力外，諸如社區專

長人士、縣市教育局之課程督學、輔導團團

員、師資培育機構或學術研究機構之專家學

者、研究生等，若能善加運用，均能發揮提

供智慧洞見、分擔教學任務、協助發展特色

之功能。若學校在進行課程規劃時，能事先

邀請外部人員參與組成課程發展與設計小

組，則經由充分溝通、討論、質疑、協商與

腦力激盪，必能集眾人之力貢獻智慧，建構

出理想的整體課程藍圖。而學校平日亦可先

行調查建立社區人才資料庫，再依課程實際

需要商請適合人選分別扮演輔助教學設計、

教學講解示範或教師助理等角色。經由學校

內部人員與外部支援人員的協同合作，將可

發揮課程慎思的加乘效果，促使「社區有教

室」課程方案之規劃與實施更為精緻而深

入。

「社區有教室」係為有效推動九年一貫課

程所提出之方案，必須在九年一貫課程之架

構下規劃運作，以融入學校整體課程的方式

實施，以免因採外加方式而排擠既定課程之

教學進度，增加教師及學生之額外授（受）

課負擔。職是之故，「社區有教室」之課程

設計，可視社區資源的內容性質、型態，及

所須教學時間的多寡，分採「於彈性學習節

數設計充實延伸之學校特色課程」、「依據學

習領域能力指標自行設計社區課程」、或「配

合領域所選用之教科書內容架構轉化運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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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資源與素材」等方式，將社區學習、社區

探究與社區行動之主題融入學校所有學習領

域暨彈性學習課程實施。

建構主義者認為，知識的獲得必須由學

習者主動在其生活情境中建構；九年一貫課

程亦有「以學生為主體」﹙教育部，2003﹚

的主張，在教學過程中，學生要成為主動參

與的積極學習者，而教師則扮演支持、鼓勵

與協助者的角色。因此，在「社區有教室」

的課程實施過程中，教師必須調整傳統的師

生關係，讓學習從學生的經驗出發，協助學

生去理解、詮釋其自我經驗，從而發展出建

構知識，思考判斷的能力。是故，教師要讓

學生參與教學過程的每一環節。在實施教學

前，先行調查徵詢學生的需要，讓其參與教

學內容的設計，並自行決定學習目標和學習

策略；在教學中，引導學生積極自學、參與

小組研討，創設合作性的互動情境；在教學

結束時，讓學生自我評核，並對學習效果進

行評量。經由學習主題的參與決定、學習活

動的互動發展，與學習過程的意義建構，學

生為學習主體的精神方得以充分展現。

課程發展是持續不斷的歷程，誠如

Kincheloe﹙1998﹚所指出的，課程是永遠

無法完成的產品，只能精熟並加以通過，等

待新一代課程的產生。因此，教師必須將課

程內容視為暫時性的知識，針對課程設計、

課程實施、學習成果等面向予以評鑑。評鑑

的要項包括：教師編輯或採用的教材與資

源，是否確能達成課程目標？教師的教學方

法、教學時間、教學策略，是否確能掌握、

深化課程的理念？教師的教學評量方法與工

具，是否能掌握課程目標與內容特質，並以

評量結果回饋於本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

藉由不斷的反省批判，強化教師的行動研究

者角色，在課程發展的過程中持續進行評

鑑，以評鑑的結果回饋修正課程發展，促使

課程品質得以不斷提升，帶動學校課程的持

續創新。

目前，同一學區國中與國小之課程發

展，由於位於相同之社區環境，其課程之關

注重點、素材選擇、運作場域等，均極易雷

同而產生重複現象。於是乎，位於產茶區的

學生可能在國小已進行一趟「茶鄉之旅」，上

了國中又得再度參與類似的活動，不僅折損

學習興趣，也不符課程選擇之經濟效益。因

而，未來「社區有教室」方案之推動，宜重

視國中小之課程銜接，經由中小學教師的專

業對談與協同合作，相互協調課程之主題、

內容、順序，以共同發展同一學區之連續性

課程。

其次，由資料分析得知，有近八成的學

校所規劃之「社區有教室」方案課程內容係

以本鄉鎮為範圍，在此狀況下，勢將出現同

一地區鄰近學校間共同發展課程之需求。蓋

同一鄉鎮市內，通常設有多所國小，若這些

課
程
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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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選取之課程主題因地區因素而相同，

則何妨集合各校人力，採策略聯盟方式，發

展區域共同課程，供各校微調後即可實施。

如此，將能有效降低課程發展人力成本，產

生工作分工、成果分享之效益。

伍、社區有教室—從課程出發

「社區有教室」方案實施迄今，確實經由

社區資源運用理念之倡導、課程發展方法之

帶動，引領學校現場人員結合社區資源，發

展深具教育意義之特色課程，對學校本位課

程之發展與實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發揮

了增強的功能。期待經由對此一方案辦理現

況的全盤檢視，發掘學校課程脈絡中隱藏的

問題；透過對課程概念與觀點的再思考，型

塑未來的努力方向。讓「社區有教室」之理

念，透過學校課程系統的審慎規劃與落實執

行，持續深耕，再創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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