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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從制定暫

行綱要、試辦至公佈實施，過程中受到學者

專家、教師、家長、民意代表的批評，問題

出在哪裡？台灣的課程發展是否建立一套有

效的管理機制，值得探討。課程發展要經過

詳細評估，提出可行的整體方案，加上完整

的配套措施，才能真正有效做好課程管理工

作。課程管理的目的在將高度複雜及專業的

工作，以最有績效的方式呈現出來。課程管

理中的核心人物是教師，課程實施的績效會

因不同的人、不同時空而有不同的變化。課

程管理牽涉到人的部分是比較複雜、不可控

制的。因此，找對人、做對的策略、完整且

徹底的執行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課程管理中

「信任」是重要的定律，當然要透過宣導、溝

通，強調專業、尊重別人的意見，才能化解

歧見、取得共識，讓中央、地方、學校各層

級之間，所有的人員，包括官員、學者專

家、校長、主任、教師、家長等，對於課程

政策、管理策略、管理機制有一致的共識並

具體實踐，才能落實課程改革的理念。

貳、課程管理的定義與九年一
貫課程的管理內涵

一、課程管理的定義

課程管理是政府對學校課程所採取的管

理措施。政府制定一系列的課程相關政策，

並且運用各種課程管理策略形成課程管理機

制，以推行和綜理其課程相關政策，意圖影

響並治理學校的課程實務，實現政府對學校

課程的抱負與企圖，以提升學校和教師實施

政府所訂頒之正式、意圖的課程的程度。此

定義包含了三個重要概念：（一）課程相關

政策、（二）課程管理策略、（三）課程管

理機制。課程相關政策是一系列和政府的正

式課程有著密切關係的教育政策。課程管理

策略是政府意圖管理其課程相關政策時，所

可以採用之特定的行政方法或技術，以提升

其正式課程轉化成為學校課程實務的可能

性。課程管理機制是指，政府在管理其課程

相關政策時，運用兩項或兩項以上之個別

的，但是卻又相關聯的課程管理策略，所形

成之整體而統合的中心體系（高新建，民

89）。
上述課程管理之定義偏重在政府對課程

管理的概念分析，較屬教育部和各縣市政府

陳清溪 /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秘書

從課程管理的理念談課程綱要的研修工作
教育局之課程管理，但目前國內之課程仍由

教育部制定課程綱要，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僅

負責執行及監督學校實施之責任。因此，從

課程綱要的發展、實驗、公佈實施，教育部

掌握一切的教育資源，應提出課程相關政

策、課程管理策略、並形成完整的課程管理

機制，以確保在課程實施中的穩健進行，因

此課程管理的大部分責任落在教育部身上。

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之管
理內涵

近年來教育改革強調教育鬆綁，課程發

展也由中央集權逐漸向地方分權邁進，課程

管理不再完全是中央的責任，地方也應負起

課程發展與管理的責任。因此，各縣市教育

局及學校皆可發展適合該縣市及學校需要的

課程，但是課程管理需要縝密的規劃與實

施，才能落實課程的理想。近來大力倡導的

學校本位課程乃應運而生，這種課程管理權

力下放到學校的情形，更需要學校做好課程

管理的工作，才能落實學校本位課程的特

色。

國民教育法第八條：「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之課程綱要，由教育部常設課程研究發

展機構定之」。但是這次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並未由教育部常設之課程研究

發展機構定之，在教育部歷經吳京、林清

江、楊朝祥、曾志朗、黃榮村等五位部長，

而負責推動的國教司司長亦更換多人，整個

課程綱要的發展與管理難免受到影響，且九

年一貫課程是國民中小學課程的大改革，顛

覆了八十二、八十三年版的課程標準，因

此，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推動過程中爭議

不斷。正式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於九十二年一月公佈語文、社會、藝術與人

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五個學習領域及

生活課程的課程綱要。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

發展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各階段的時程及主

要任務如下（教育部，民92）：

（一）第一階段：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

專案小組」（八十六年四月至八十七年

九月）

1.研訂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及修訂的共同
原則。

2.探討國民中小學課程共同性的基本架
構。

3.研訂國民中小學課程應有的學習領域授
課時數比例等課程結構。

4.完成「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

（二）第二階段：成立「國民中小學各學習領

域綱要研修小組」（八十七年十月至八

十八年十一月）

八十七年九月總綱公佈後，於八十七年

十月成立「國民教育各學習領域綱要研修小

組」，其主要任務為：

1 .研訂「國民教育各學習領域課程綱
要」。

2.確定各學習領域的教學目標、應培養之
能力指標。

3.研訂各學習領域課程的實施原則。

（三）第三階段：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

審議委員會」（八十八年十二月至九十

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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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綱要草案完成後，於八十八年十

二月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審議委員

會」，其主要任務為：

1.審議並確認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內容之
適當性。

2.審議並確認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之公佈
格式及實施要點。

3.研議並確認推動新課程之各項配合方
案。

從這三階段的發展時程及任務來看，各

階段是分期進行，研修過程中無法連繫協

調。本次課程綱要與課程相關政策有關者

有：修訂背景、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基本

能力、學習領域、實施要點、各學習領域綱

要，以作為各校推動課程之依據，在「實施

要點」中詳細規定實施期程、學習節數、課

程實施（包含組織與課程計畫、選修課程

等）、教材編輯、審查及選用、課程評鑑、

教學評量、師資培訓、行政權責等。

策略是達成課程目標的手段。在管理過

程中採取行動、分配資源來達到目標。課程

管理策略就是為了達成課程目標，將課程相

關政策以及行動，整合成為一個整體的措

施。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中，政府所能運用

的管理策略或行政手段、方法、工具、技術

可謂很多，諸如：中央、地方、學校三個層

級之協調配合，制度的建立或變更，服務的

提供、經費的補助、各項配套措施，現行法

令的檢討，各種推動手冊、叢書的出版、宣

傳等。策略的制定與執行才是關鍵，教育部

應制定正確的策略，將策略加以宣導，讓所

有的人都了解策略的形成背景和邏輯，中

央、地方、學校三個層級一條心，行動一

致，才會有效能。

參、如何做好課程綱要的研修
工作

課程發展與管理是一項專業化的工作，

需要有一常設的課程研究發展機構來進行。

國民教育法第八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之課程綱要，由教育部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

構定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日教育部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小組第十五次

會議決議：下一階段（92-96年）課程綱要修
訂工作委由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負責，確

立了國內常設機構發展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

之機制。

一、課程綱要研修的願景

（一）永續發展：

課程改革是漸進發展，不宜全盤改革，

應穩健、延續性，以免造成恐慌，影響基層

教師推動之意願。下一階段的課程綱要研修

宜以小修為原則。

（二）公平正義：

課程綱要之研修，應本於公平、公正、

公開之原則，廣納各界意見，摒棄個人私

利，兼顧城鄉資源差距及弱勢族群之學習

權，促進教育的整體發展，以提升國家競爭

力。

（三）安居樂業：

課程改革應讓教師在工作崗位上能安

心、快樂的工作，願意奉獻心力於教育；讓

學生能學得充實、快樂的成長。

二、課程綱要研修的策略

（一）由長期課程研究發展機構來整合資

源，以確保教育品質：教育部正式委請國立

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負責下一階段（92-96年）
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修工作，對我國的課

程研究發展，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籌備處

將來轉型為國家教育研究院，更肩負起國內

課程研發之重任。

（二）明確的組織架構及分工：整個課程

綱要研修工作，由教育部成立「國民中小學

課程綱要發展及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國民

中小學課程綱要；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成

立「課程研修委員會」，決定課程修訂方向與

原則，協調和解決國民中小學課程研修之相

關問題，初審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

研修小組」負責課程綱要之共同基本架構，

學習領域、授課時數比例，完成課程綱要總

綱草案及規劃相關配套措施等；「各領域研

修小組」負責各學習領域課程目標、能力指

標、課程實施原則，完成各領域課程綱要草

案及規劃各學習領域之相關研究等。組織架

構明確，分工清楚，將可發揮整體效能，且

各個委員會或小組成立後，採同步進行研修

工作，不像上次之綱要制定分三階段進行，

以確保在研修過程中，即能進行縱貫及橫貫

的聯繫、溝通、協調，以整合資源，發揮整

體效益。

（三）重視課程研修縱貫與橫貫的聯繫：

課程綱要研修委員包括教育部、各縣市教育

局之行政人員，學者專家，國民中小學校

長、主任、教師，熱心教育社會人士等，將

可兼顧理論與實務。整個課程研修架構，分

為「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發展及審議委員

會」、「課程研修委員會」、「總綱研修小

組、各領域研修小組」三個層級，除了縱貫

的聯繫協調外，並由課程研修委員會視需要

召開各研修小組聯席會議，以加強橫的聯

繫，讓總綱研修小組及各領域研修小組之委

員在聯席會議上，做意見之溝通、協調。三

個層級的研修工作可同步進行，研修過程中

加強縱及橫的聯繫。

（四）找「對的人」來做研修工作：研修

委員應包括課程、學科專家、教育心理、測

驗等專家並兼顧行政人員、師資培育機構、

教師代表，以便理論與實務結合，委員應具

熱誠、願意奉獻、具溝通、協調能力，不固

執己見，能考量整體之發展。委員應兼顧原

有課程綱要制定委員，以達經驗傳承、永續

發展之目標。

（五）加強現況問題分析與基礎研究：九

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所產生之問題應加以研

究，謀求解決方法，對於課程發展之基礎性

研究，亦應長期研究，以堅實課程研修之理

論基礎，例如台灣地區學生身心發展模式之

研究，台灣地區學生各類知能學習模式之研

究等。

（六）加強課程教材的實驗：課程綱要研

修確定後應發展實驗教材並進行教學實驗，

以評估綱要與教材的合適性，作為將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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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綱要草案完成後，於八十八年十

二月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審議委員

會」，其主要任務為：

1.審議並確認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內容之
適當性。

2.審議並確認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之公佈
格式及實施要點。

3.研議並確認推動新課程之各項配合方
案。

從這三階段的發展時程及任務來看，各

階段是分期進行，研修過程中無法連繫協

調。本次課程綱要與課程相關政策有關者

有：修訂背景、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基本

能力、學習領域、實施要點、各學習領域綱

要，以作為各校推動課程之依據，在「實施

要點」中詳細規定實施期程、學習節數、課

程實施（包含組織與課程計畫、選修課程

等）、教材編輯、審查及選用、課程評鑑、

教學評量、師資培訓、行政權責等。

策略是達成課程目標的手段。在管理過

程中採取行動、分配資源來達到目標。課程

管理策略就是為了達成課程目標，將課程相

關政策以及行動，整合成為一個整體的措

施。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中，政府所能運用

的管理策略或行政手段、方法、工具、技術

可謂很多，諸如：中央、地方、學校三個層

級之協調配合，制度的建立或變更，服務的

提供、經費的補助、各項配套措施，現行法

令的檢討，各種推動手冊、叢書的出版、宣

傳等。策略的制定與執行才是關鍵，教育部

應制定正確的策略，將策略加以宣導，讓所

有的人都了解策略的形成背景和邏輯，中

央、地方、學校三個層級一條心，行動一

致，才會有效能。

參、如何做好課程綱要的研修
工作

課程發展與管理是一項專業化的工作，

需要有一常設的課程研究發展機構來進行。

國民教育法第八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之課程綱要，由教育部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

構定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日教育部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小組第十五次

會議決議：下一階段（92-96年）課程綱要修
訂工作委由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負責，確

立了國內常設機構發展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

之機制。

一、課程綱要研修的願景

（一）永續發展：

課程改革是漸進發展，不宜全盤改革，

應穩健、延續性，以免造成恐慌，影響基層

教師推動之意願。下一階段的課程綱要研修

宜以小修為原則。

（二）公平正義：

課程綱要之研修，應本於公平、公正、

公開之原則，廣納各界意見，摒棄個人私

利，兼顧城鄉資源差距及弱勢族群之學習

權，促進教育的整體發展，以提升國家競爭

力。

（三）安居樂業：

課程改革應讓教師在工作崗位上能安

心、快樂的工作，願意奉獻心力於教育；讓

學生能學得充實、快樂的成長。

二、課程綱要研修的策略

（一）由長期課程研究發展機構來整合資

源，以確保教育品質：教育部正式委請國立

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負責下一階段（92-96年）
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修工作，對我國的課

程研究發展，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籌備處

將來轉型為國家教育研究院，更肩負起國內

課程研發之重任。

（二）明確的組織架構及分工：整個課程

綱要研修工作，由教育部成立「國民中小學

課程綱要發展及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國民

中小學課程綱要；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成

立「課程研修委員會」，決定課程修訂方向與

原則，協調和解決國民中小學課程研修之相

關問題，初審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

研修小組」負責課程綱要之共同基本架構，

學習領域、授課時數比例，完成課程綱要總

綱草案及規劃相關配套措施等；「各領域研

修小組」負責各學習領域課程目標、能力指

標、課程實施原則，完成各領域課程綱要草

案及規劃各學習領域之相關研究等。組織架

構明確，分工清楚，將可發揮整體效能，且

各個委員會或小組成立後，採同步進行研修

工作，不像上次之綱要制定分三階段進行，

以確保在研修過程中，即能進行縱貫及橫貫

的聯繫、溝通、協調，以整合資源，發揮整

體效益。

（三）重視課程研修縱貫與橫貫的聯繫：

課程綱要研修委員包括教育部、各縣市教育

局之行政人員，學者專家，國民中小學校

長、主任、教師，熱心教育社會人士等，將

可兼顧理論與實務。整個課程研修架構，分

為「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發展及審議委員

會」、「課程研修委員會」、「總綱研修小

組、各領域研修小組」三個層級，除了縱貫

的聯繫協調外，並由課程研修委員會視需要

召開各研修小組聯席會議，以加強橫的聯

繫，讓總綱研修小組及各領域研修小組之委

員在聯席會議上，做意見之溝通、協調。三

個層級的研修工作可同步進行，研修過程中

加強縱及橫的聯繫。

（四）找「對的人」來做研修工作：研修

委員應包括課程、學科專家、教育心理、測

驗等專家並兼顧行政人員、師資培育機構、

教師代表，以便理論與實務結合，委員應具

熱誠、願意奉獻、具溝通、協調能力，不固

執己見，能考量整體之發展。委員應兼顧原

有課程綱要制定委員，以達經驗傳承、永續

發展之目標。

（五）加強現況問題分析與基礎研究：九

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所產生之問題應加以研

究，謀求解決方法，對於課程發展之基礎性

研究，亦應長期研究，以堅實課程研修之理

論基礎，例如台灣地區學生身心發展模式之

研究，台灣地區學生各類知能學習模式之研

究等。

（六）加強課程教材的實驗：課程綱要研

修確定後應發展實驗教材並進行教學實驗，

以評估綱要與教材的合適性，作為將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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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及編寫教材之依據。

（七）加強配套措施的落實執行：課程

相關政策的訂定，師資培育機構的配合，中

央、地方、學校三位一體的課程管理機制應

建立，以免造成上面熱，下面不熱烈的情

形。

（八）加強宣導、溝通觀念、建立共

識：政策宣導應全面進行，從研修開始的意

見收集到研修過程的公聽會及公佈實施的說

明會，透過各種媒體，廣邀各界人士加以宣

導，落實到每一個神經末梢，讓師資培育機

構、縣市政府教育局、學校行政人員、教

師、學生家長、教科書編輯出版商，願意配

合執行，政策才有可能成功。

（九）建立獎懲制度、激勵工作士氣：

課程管理要做好且有績效，就要有紀律，有

制度，上下一心，貫徹執行，永不懈怠。建

立中央至地方的獎懲制度，進行績效評鑑，

績效好的單位，應給予首長及有功人員獎

勵，單位給予獎金充實設備，個人則給予敘

獎，績效不好之單位，則應給予首長及相關

人員懲處。如此才能激發大家奮鬥的決心，

提升工作績效。否則好、壞都一樣，誰還肯

認真做事。

（十）加強師資培育工作：課程研修工

作一定要有師資培育機構之首長或主管或教

授參與，因為將來執行課程者乃教師，因

此，師培機構的師資養成教育很重要。另

外，教師在職進修亦很重要，如何將課程研

修內容，透過研習方式，向教師宣導，讓他

們回學校後再宣導，這種多層次行銷的工作

是很重要的，可藉由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的研習訓練業務，辦理國中小教務主任及種

子教師研習並追蹤其宣導、推廣情形。

肆、結語

台灣課程發展的問題不在於資源不充

裕，而是沒有整合，造成資源浪費，不能發

揮整體力量。課程綱要之發展與管理是一項

專業且複雜的工作，需要中央、地方、學

校、師資培育機構，群策群力，結合課程、

學科、教育心理、測驗等學者專家、行政人

員、教師、家長的力量，團結合作，整合各

種資源，制定一套良好的課程，才能讓教

師、學生受益。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負責

下一階段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的研修工作，

責任重大，是我國課程發展與管理由專業的

常設機構負責的體現，除了符合法令規定

外，亦是我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邁入一個

新的里程碑，深具歷史意義。籌備處未來將

轉型為行政法人國家教育研究院，下設課程

與教學研究所及教材研發中心，更肩負著我

國各級學校課程及教材研發任務，讓我國的

課程研究發展工作能趕上先進國家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