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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之緣
起與目的

九年一貫課程正式上路至今已進入第

二年，基於過去推動之經驗，深感課程改

革政策的落實需要具備課程發展素養的人

才深入校園，提供學校與教師課程發展的

知能，也需要具師資培育功能的大學與國

民中小學建立較長期的專業伙伴關係，使

理論與實務接軌，同時更是需要集結家

長、社區和社會資源，合力協助和支持課

程發展與落實。

中央與地方是「法」的界線，但在推

動課程改革的過程中，中央與地方並無界

線。推出此計畫主要目的是結合中央與地

方、政府與民間、師資培育機構與中小

學，以教育專業社群的概念，促使學校成

為課程發展的基地、校長成為學校的課程

領導者、教師成為課程的發展者與執行

者、家長成為課程發展的合作者、民間組

織及企業成為教育專業的支持者、教育行

政人員成為課程改革的規劃者與管理者，

而其最終目的是使全國三千三百所國民中

小學都成為課程規劃的主體，發展適合學

生學習的課程，落實九年一貫課程之理想

—把每個孩子帶上來。

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包含三大子計

畫，分別是學校與教師服務計畫、大學與

中小學攜手計畫和政府與民間合作計畫，

由於三項子計畫中以第一項子計畫最先啟

動，且牽動最廣而難度也相當高，本文僅

就第一項子計畫加以探討分析，期能透過

與課程督學和深耕種子輔導員的互動中，

提出執行上的意見，進而提高計畫的可行

性。

貳、檢視縣市課程督學暨深耕
種子團隊輔導員之來源

●計畫之規定如下：（教育部，民92）

●實際運作之檢視：來源多元、動機
不同、期待不一、縣市差異

張素貞 / 臺北縣聘任督學（商調教育部協助執行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與校長課程領導專案）

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之可行性探析﹣
以課程督學和深耕團隊輔導團員之遴選、培訓和任為例

一、課程督學來源有三：分別為現任校

長、候聘校長、行政督學。課程督學

亦是縣市課程與教學深耕種子團隊之

一員。

二、課程與教學深耕種子團隊輔導員務必

是當年度縣市國教輔導團之團員。每

一縣市推薦七大學習領域，加上英

語、鄉土語言及資訊教育等十項，國

中小各推薦一位，其條件為具有課程能

力的行政人才，兼顧課程、教學、行政

與資訊專長。



研習資訊　第２０卷　第５期　９２．１０ 研習資訊　第２０卷　第５期　９２．１０

課

程

與

教

學

50 51

●執行任務與配套之分析檢討

一、減課

教育部公文明載擔任縣市課程督學減課

20節；參加中央培訓之課程深耕種子團隊輔
導員以目前之課務再減課10節為原則。教育
部本年度編列八個月代課費，自參加研習第

一天起開始編列給縣市政府。然而縣市出現

四個狀況，提出檢討分析如下：

（一）課程督學理想上是現任校長回任老師

再專任課程督學，此類課程督學負責為

縣市教育局推動新課程落實之工作，減

課20節課通常只能聘部分時間之代課教
師而自己還得擔任2-4節課，是否縣市
政府可以透過相關人事費或2688人力方
案之經費支持，補足2-4節課之經費，
以利課程督學能聘一位專責之代課教

師，候用校長調用於教育局，亦應比

照。

（二）由現任校長兼任及行政督學擔任者，

因為無課務而無法獲得代課經費，現任

校長及行政督學已有原本之教育和學校

行政業務，再加上課程推動勢必力不從

心，若無人力協助想必要兼備是有所困

難的，此問題經92年4月25日之學管課
長與課程督學聯席會議時提出，當場國

教司吳司長給予回應，授予縣市可以彈

性調整課程督學之代課費運用對象，對

由校長兼任及行政督學確實是一針強心

劑。

（三）參加受訓的輔導員並不希望只有中央

課程深耕種子輔導員減課，而其他縣市

內的輔導員未減課，導致回到縣市沒有

任何輔導團夥伴願意和他共同分攤課程

與教學深耕計畫之工作，因為有減課至

少是執行新課程服務輔導工作最起碼的

動力和誘因。多數深耕種子輔導員最希

望的是減課採總量管制由縣市自行運用

總減課之鐘點費，讓更多縣市輔導員投

入深耕計畫，使縣市輔導團的組織動起

來。

（四）縣市尚未看到經費核撥，不敢為輔導

團員減課，輔導團員也一再想了解究竟

要向哪一單位要求減課，因而，部分輔

導團員的認定是何時開始減課就何時開

始工作，但是也有輔導團員原本沒有減

課仍要作輔導工作，減課對他來說並無

意義，反而擔心減課導致與其他團員形

成距離。亦有部份輔導員認為學期中課

務已安定，途中更換老師也擔心家長的

反彈，因而勉為其難兩者兼顧，然而種

種狀況都會因縣市政府的支持度而有所

不同。

二、配備

（一）輔導團員多數希望能配發電腦等輔導

之基本配備，在92年3月教育部范巽綠
政次與吳司長兩次和輔導團隊座談時，

曾答覆教育部電算中心能將輔導團員列

入補助對象，經了解今年度所規範之補

助對象並無針對輔導團員，但是下年度

會考量將課程督學與課程深耕種子團隊

輔導員列入一類之補助對象。

（二）輔導團員亦建議可由相關企業來認

一、課程督學以計畫的第一考量是現任

校長（將來回任教師身分，擔任課程督

學）、第二考量是候用校長、第三考量是行

政督學，此次參加培訓者三類人員都有，外

加部分縣市請出資深國教輔導團員的現任主

任這一類人員擔任，另有台北市和台東縣並

未派課程督學參加研習，推派該縣市之副局

長為連絡窗口，分析縣市推選課程督學產生

的困境有三：

（一）找不到適任的人選，因為條件是要找

到了解課程、教學、行政和研究的人不

容易。

（二）課程督學是否會在自己縣市的推動組

織上疊床架屋，不知如何定位？

（三）校長回任，目前學期中不易鼓勵與找

人，回任教師是否有誘因和配套？候用

校長擔心至少任職一年是否會失去遴選

機會？行政督學例行性視導業務繁重，

同時也不是很了解國中小課程內涵如何

勝任？部分縣市連候用校長都沒有，推

薦具備領域專長的主任擔任等種種因素

錯綜複雜。

此次參加培訓者各縣市推薦34位，加上
原本商調在中央的4位輔導員總計38位，來
源之歧異性高，且縣市對此事的見解與教育

部不一，致使課程督學有些茫然，而研習課

程的規劃與進行也頗困難。

二、課程深耕種子團隊輔導員理應都是

計畫上規範的人選，但是由於有五項因素，

致使七折八扣而不如預期，而來到國立教育

研究院研習的輔導員，對學生和家庭也多有

所掛心，其五項因素如下：

（一）離家四週時間過長，被教育局推薦但

是家人不同意。

（二）開學時課務已安排，放不下學生之因

素。

（三）縣市政府教育局鼓勵，但學校校長不

放人。

（四）研習課程不是他們所期待的，認為已

經都學過無須參加。

（五）縣市教育局之輔導團組織未健全，臨

時找人參加。

雖有以上五項因素影響，但是據統計應

有七至八成符合計畫規範的條件（視學習領

域而不同）。然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組的

教授群認為，尚有一項因素必須考量，就是

一個學習領域含有兩到三學科者，參加培訓

者都偏在單一學科居多，如健康與體育領

域，體育專長佔多數，健康專長佔少數，並

未均衡，值得縣市在第二年推人選時參考。

參、檢視縣市課程督學暨深耕
種子團隊輔導員之任務

●計畫之規定如下：（教育部，民92）

一、中央課程與教學深耕種子團隊之課程督

學與輔導員必須擔負起返回縣市培訓與

帶領縣市國教輔導團員之責任與義務。

二、縣市國教輔導團負責帶動縣市學校之課

程發展委員會團隊運作，協助學校教師

課程發展、實施與評鑑。

三、課程與教學深耕種子團隊擔任教育部、

局課程政策的轉銜者，清楚的在校園傳

達課程改革政策之實際，使政策成為可

行。

四、負責課程與教學資訊之經營管理，以及

諮詢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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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課程政策的轉銜者，清楚的在校園傳

達課程改革政策之實際，使政策成為可

行。

四、負責課程與教學資訊之經營管理，以及

諮詢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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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優良事蹟透過文字表達傳輸給中央，讓

教育部清楚的了解地方的推動訊息。

三、課程督學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員在縣

市之組織與定位

教育部透過92年3月15日局長會議時提
出課程督學與課程深耕種子輔導員的定位，

詳如附圖。然而基本原則就是，透過任務導

向與縣市政府的推動體系結合，融入縣市國

教輔導團之組織和領域輔導團召集學校連

結，進行推動工作。為確保課程專業人員在

縣市政府的定位，縣市政府應擬定課程督學

與課程與教學深耕種子團隊之權責、任務與

運作辦法報教育部核備，而教育部更應將修

訂國教法列入長程目標—在組織再造條款中

加『課程督學及國民教育輔導』，以確保專

業人才在行政組織中的定位。

四、建議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員輔導服務學

校的方式與做法

課程深耕輔導員到學校進行輔導服務，

可藉由以下之方式達成目的（林和春、張素

貞，民91）。
（一）先行了解學校教學需求和蒐集教學現

場的問題—可透過學校之網頁了解。

（二）到校輔導及區域學校輔導—可透過對

話、座談、專題講座、教學演示、帶領

實作進行。

（三）結合縣市政府之資訊系統的設備規劃

電話輔導及網路諮詢。

（四）可設計主題研討會、教育論壇、組織

讀書會等方式來自我增能。

（五）設計回饋單與服務日誌（教育部將來

會提供輔導服務學校紀錄表供參）透過

回饋與省思來提升輔導品質。

五、提升課程督學和課程與教學深耕種子輔

導員的專業知能並施展專業影響力

（一）四週培訓應屬於課程督學與輔導員的

職前教育，未來教育部仍會委由國立教

育研究院持續規劃每學期的進修課程，

建議縣市政府亦應自行規劃辦理成長活

動，以確保團員的成長和專業水平。

（二）新知研讀與轉化

1.掌握課程改革最新動向（課程綱要、
法令及政策），確保推動的精準。

2.閱讀相關課程與教學期刊、論文和專
書，掌握概念並予以轉化。

（三）課程督學與課程深耕輔導員應加入相

關網站與團員和學校第一線教育夥伴互

動，加入討論一方面觀摩分享，一方面

提供政策可行的思維。

（四）將推動新課程的訊息製作成簡報檔、

隨身碟、領域教學錄影帶隨身攜帶，增

加宣導和說明的效果。

以上推動之專業內涵與專業提升歷程，

建議製作成學習檔案，一方面累積專業，一

方面展現專業實力，更可藉檔案施展專業影

響力。

六、教育部與縣市政府應設計相關誘因留住

優秀的課程深耕種子團隊

教育部與縣市政府可分從制度面、運作

面和資源面之面向共同來思維誘因，但落實

仍須賴縣市政府的設計。

（一）課程深耕種子輔導員年資在校長、主

任甄選時比照主任、組長年資加分；課

養，提供筆記型電腦予以輔導員使用，

這些建議都列入參考，期能有縣市試行

與縣內的企業結合，跨出第一步，而中

央也應積極尋求合作的企業，共同思考

解決方法。

三、培訓課程

國立教育研究院教輔組針對每梯次的培

訓課程都進行滿意度調查分析，從滿意度而

言，認為對輔導和推動策略的課程必須加

強。若從效能的觀點，是否應從課程的受用

程度與學習方式加以探討，針對學習者的需

求差異，規劃小組式的學習，再透過檢核機

制了解輔導員的學習成效，雙向檢視和調

整，使培訓課程真正發揮效能。

四、識別系統與行政權

（一）教育部為課程督學發聘書，為課程深

耕種子輔導員發識別系統。原本是希望

以識別系統象徵『專業與榮譽』，然而

課程深耕種子輔導員相當擔心是否會造

成與縣市輔導員的距離，也同時思考到

是否所有參加培訓者不論出席與學習成

效都發給？勢必『專業與榮譽』是受到

考驗的。

（二）課程督學中除行政督學以外的其他人

員都相當擔心缺乏行政力，縣市政府教

育局如何賦予其行政力，也是培訓過程

中大家討論的焦點問題之一。

五、定位

課程督學是兵或是將？是專業人員抑是

行政人員？輔導團隸屬學管課或是督學室？

縣市政府的運作模式會決定這些人的定位，

但從基本面分析，是否必須回歸到這群人是

懂『課程的行政人員』去思維，如何引用專

業人員進入官僚體系推動課程改革，這才是

重心所在！

肆、建議與期許

本計畫之原則與方針雖不變，然而，執

行的策略與做法是可以透過相互的溝通討論

再加以調整的。基於以上的檢討分析，提出

下列九項建議和期許，期能透過中央與地方

攜手合作，來提高計畫成功的機會。

一、縣市配合教育部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釐

定縣市國教輔導團三年計畫

（一）思考在有限資源、文化脈絡以及

效能導向來撰擬縣市可行的計畫，其考量重

點為年度的1.輔導重點2.服務校數3.輔導員培
訓4.輔導經費運用5.績效評估。
（二）本計畫為三年期程，縣市應積極

備與規劃，並注意系統性與累積性，第一年

完成任務者，透過考評獎勵制度，促使有意

願再擔任第二年、第三年，並獲得繼續減

課，發揮輔導效能。然而若是第一年人員的

分配以及計畫上的不足，都可以透過第二、

三年漸進式的調整。

二、建置課程督學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員

連絡網並進行雙向互動

教育部應有專人提供課程改革最新動向

之訊息。如教育部出版之相關手冊印送及相

關最新政策電子檔傳輸。而課程督學與深耕

種子輔導員亦應定期將縣市政府的推動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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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優良事蹟透過文字表達傳輸給中央，讓

教育部清楚的了解地方的推動訊息。

三、課程督學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員在縣

市之組織與定位

教育部透過92年3月15日局長會議時提
出課程督學與課程深耕種子輔導員的定位，

詳如附圖。然而基本原則就是，透過任務導

向與縣市政府的推動體系結合，融入縣市國

教輔導團之組織和領域輔導團召集學校連

結，進行推動工作。為確保課程專業人員在

縣市政府的定位，縣市政府應擬定課程督學

與課程與教學深耕種子團隊之權責、任務與

運作辦法報教育部核備，而教育部更應將修

訂國教法列入長程目標—在組織再造條款中

加『課程督學及國民教育輔導』，以確保專

業人才在行政組織中的定位。

四、建議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員輔導服務學

校的方式與做法

課程深耕輔導員到學校進行輔導服務，

可藉由以下之方式達成目的（林和春、張素

貞，民91）。
（一）先行了解學校教學需求和蒐集教學現

場的問題—可透過學校之網頁了解。

（二）到校輔導及區域學校輔導—可透過對

話、座談、專題講座、教學演示、帶領

實作進行。

（三）結合縣市政府之資訊系統的設備規劃

電話輔導及網路諮詢。

（四）可設計主題研討會、教育論壇、組織

讀書會等方式來自我增能。

（五）設計回饋單與服務日誌（教育部將來

會提供輔導服務學校紀錄表供參）透過

回饋與省思來提升輔導品質。

五、提升課程督學和課程與教學深耕種子輔

導員的專業知能並施展專業影響力

（一）四週培訓應屬於課程督學與輔導員的

職前教育，未來教育部仍會委由國立教

育研究院持續規劃每學期的進修課程，

建議縣市政府亦應自行規劃辦理成長活

動，以確保團員的成長和專業水平。

（二）新知研讀與轉化

1.掌握課程改革最新動向（課程綱要、
法令及政策），確保推動的精準。

2.閱讀相關課程與教學期刊、論文和專
書，掌握概念並予以轉化。

（三）課程督學與課程深耕輔導員應加入相

關網站與團員和學校第一線教育夥伴互

動，加入討論一方面觀摩分享，一方面

提供政策可行的思維。

（四）將推動新課程的訊息製作成簡報檔、

隨身碟、領域教學錄影帶隨身攜帶，增

加宣導和說明的效果。

以上推動之專業內涵與專業提升歷程，

建議製作成學習檔案，一方面累積專業，一

方面展現專業實力，更可藉檔案施展專業影

響力。

六、教育部與縣市政府應設計相關誘因留住

優秀的課程深耕種子團隊

教育部與縣市政府可分從制度面、運作

面和資源面之面向共同來思維誘因，但落實

仍須賴縣市政府的設計。

（一）課程深耕種子輔導員年資在校長、主

任甄選時比照主任、組長年資加分；課

養，提供筆記型電腦予以輔導員使用，

這些建議都列入參考，期能有縣市試行

與縣內的企業結合，跨出第一步，而中

央也應積極尋求合作的企業，共同思考

解決方法。

三、培訓課程

國立教育研究院教輔組針對每梯次的培

訓課程都進行滿意度調查分析，從滿意度而

言，認為對輔導和推動策略的課程必須加

強。若從效能的觀點，是否應從課程的受用

程度與學習方式加以探討，針對學習者的需

求差異，規劃小組式的學習，再透過檢核機

制了解輔導員的學習成效，雙向檢視和調

整，使培訓課程真正發揮效能。

四、識別系統與行政權

（一）教育部為課程督學發聘書，為課程深

耕種子輔導員發識別系統。原本是希望

以識別系統象徵『專業與榮譽』，然而

課程深耕種子輔導員相當擔心是否會造

成與縣市輔導員的距離，也同時思考到

是否所有參加培訓者不論出席與學習成

效都發給？勢必『專業與榮譽』是受到

考驗的。

（二）課程督學中除行政督學以外的其他人

員都相當擔心缺乏行政力，縣市政府教

育局如何賦予其行政力，也是培訓過程

中大家討論的焦點問題之一。

五、定位

課程督學是兵或是將？是專業人員抑是

行政人員？輔導團隸屬學管課或是督學室？

縣市政府的運作模式會決定這些人的定位，

但從基本面分析，是否必須回歸到這群人是

懂『課程的行政人員』去思維，如何引用專

業人員進入官僚體系推動課程改革，這才是

重心所在！

肆、建議與期許

本計畫之原則與方針雖不變，然而，執

行的策略與做法是可以透過相互的溝通討論

再加以調整的。基於以上的檢討分析，提出

下列九項建議和期許，期能透過中央與地方

攜手合作，來提高計畫成功的機會。

一、縣市配合教育部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釐

定縣市國教輔導團三年計畫

（一）思考在有限資源、文化脈絡以及

效能導向來撰擬縣市可行的計畫，其考量重

點為年度的1.輔導重點2.服務校數3.輔導員培
訓4.輔導經費運用5.績效評估。
（二）本計畫為三年期程，縣市應積極

備與規劃，並注意系統性與累積性，第一年

完成任務者，透過考評獎勵制度，促使有意

願再擔任第二年、第三年，並獲得繼續減

課，發揮輔導效能。然而若是第一年人員的

分配以及計畫上的不足，都可以透過第二、

三年漸進式的調整。

二、建置課程督學和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員

連絡網並進行雙向互動

教育部應有專人提供課程改革最新動向

之訊息。如教育部出版之相關手冊印送及相

關最新政策電子檔傳輸。而課程督學與深耕

種子輔導員亦應定期將縣市政府的推動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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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教育部宣示今年為課程深耕年，其策略

之一就是啟動縣市的國教輔導團，課程與教

學深耕計畫之課程督學和課程與教學深耕種

子輔導員的培訓，主要目的就是返回縣市負

責啟動及強化縣市國教輔導團，其與縣市原

有的推動工作務必整合行動，切不可為求教

育部之專案計畫的績效而雙軌進行，使得縣

市的學校人仰馬翻；另計畫推出也因年度與

學年度的不同而使縣市在推派人選上有些困

擾，以及縣市國教輔導團的設備和人力不足

而影響計畫的執行。

整體而言，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是三年

半期程的計畫，執行過程教育部的長官與培

訓人員多次座談，相關的意見積極回應並設

法支持和改善，至於是縣市的權責與運作部

份，則必須請縣市共同重視與調整。如此才

能真正做到中央與地方攜手深耕課程推動，

而使新課程的成果在學校展現。

附圖 課程督學與課程深耕種子團隊之定位

參考書目

教育部(民92)。九十二年度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台北：作者。
林和春和張素貞(民91)。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因應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研究。載於國立台北師

範學院九十一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叢書。頁135-170

教育部

國教輔導團

全縣國民

北區

南區

教育局
中區

督學室（課程督學） 九年一貫業務主管

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組

（輔導教授群）

程督學應視同行政督學賦予教學視導

權。

（二）課程督學與課程深耕種子輔導員到校

輔導，對於推動新課程之績優教師賦予

獎勵建議權，可建議縣市政府給予績優

教師獎勵。

（三）課程督學與課程深耕種子輔導員在各

校間奔走，相關的交通和差旅費應予以

補助。

（四）課程督學與課程深耕種子輔導員因借

調到縣市服務，未在校內貢獻，縣市政

府應注意教師聘約與考核制度，以免權

益受損。

（五）教育部頒發課程督學聘函及輔導員識

別系統，以象徵榮耀與專業。

七、縣市的輔導團應與北、中、南三區策略

聯盟及區域的師資培育機構結合

各縣市之課程與教學深耕團隊，在教育

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組織是隸屬於課程與教

學深耕輔導組，因而，推動上有各學習領域

教授群給予指導，然而在運作上切勿單打獨

鬥，應與全國北中南之縣市策略聯盟連結及

區域的師資培育機構合作，形成輔導網絡，

如此才能透過合作發揮最大效能。

八、教育部應有責任定期了解縣市政府教育

局計畫執行績效

教育部對課程深耕種子團隊投入龐大的

代課費與差旅費，經費的投入是否有產出，

對縣市推動新課程是否產生影響，應定期訪

視了解推動的困境，評估經費的執行，探討

計畫的落實以及學校的實施成效等，促使課

程改革真正在縣市生根，在學校落實。

九、對第二年培訓之課程深耕種子團隊的建

議

(一)下年度縣市政府所推派之課程與教學深
耕種子團隊之人選務必及早規劃以利運

作：建議以國中為優先考量，七大領域

加英語、鄉土語言和資訊教育三項各一

位，每縣市十位，二十五縣市共計二百

五十位。

（二）第一年培訓的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員

若不再擔任，縣市應為接手的深耕輔導

員規劃辦理講習，說明課程與教學深耕

計畫的始末及推動策略。

（三）部分縣市可因地制宜的決定培訓名

額，例如：鄉土語言的調訓可以考量地

區性，澎湖沒有客家語及原住民語的需

要，因而名額可移給閩南語的團員數

量。

（四）部分領域應思考領域包含的學科代表

性而決定培訓者，部分學習領域含有兩

到三學科者，參加培訓者不宜都偏某一

學科，建議縣市在第二年推人選時應考

量均衡性。

（五）課程與教學深耕種子團隊之培訓課程

規劃，可以第一年之滿意度調查為基

礎，再召開課程設計研討會由專家學者

及第一年培訓之輔導員共同規劃，應可

設計出滿意度和受用程度都高的課程。

（六） 課程督學除教育部理想中的三類人選

外，建議遴用具備課程與教學專長的退

休校長擔任，再參加二至四週的培訓，

對新課程推動應是一種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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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教育部宣示今年為課程深耕年，其策略

之一就是啟動縣市的國教輔導團，課程與教

學深耕計畫之課程督學和課程與教學深耕種

子輔導員的培訓，主要目的就是返回縣市負

責啟動及強化縣市國教輔導團，其與縣市原

有的推動工作務必整合行動，切不可為求教

育部之專案計畫的績效而雙軌進行，使得縣

市的學校人仰馬翻；另計畫推出也因年度與

學年度的不同而使縣市在推派人選上有些困

擾，以及縣市國教輔導團的設備和人力不足

而影響計畫的執行。

整體而言，課程與教學深耕計畫是三年

半期程的計畫，執行過程教育部的長官與培

訓人員多次座談，相關的意見積極回應並設

法支持和改善，至於是縣市的權責與運作部

份，則必須請縣市共同重視與調整。如此才

能真正做到中央與地方攜手深耕課程推動，

而使新課程的成果在學校展現。

附圖 課程督學與課程深耕種子團隊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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