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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課程政策是國家的重要教育政策，課

程政策的形成，必須透過有權的團體或個

人作決定的歷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

屬於全國性的課程政策，由於決定的過程

牽涉到太多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教育現

實等因素，因此決定的歷程較為動態、複

雜與多變。屬於地方(地區)或個別學校的

課程改革，因影響範圍較小，決定的歷程

也比較單純自主。

各國由於政府組織結構不同，政治體

制不一，中央與地方教育權力分配各異，

有地方分權者，如美國；有均權制者，如

英國；有中央集權者，如中國大陸。因

此，課程決策的歷程並不相同。屬中央集

權的課程改革，其決定的流向大抵是由上

而下，屬地方分權的國家其決定的歷程一

般都是由下而上。

我國的課程政策之決定權在中央層級

的教育部及行政院，當前我國民教育的課

程改革政策是典型的由上而下的決策過

程。以下分別就目前我國民教育課程改革

政策形成過程、課程改革的背景、主要內

涵、問題及展望進行探究。

貳、當前國民教育課程改革政
策形成過程

一般而言，改革的方式有兩種：一種

是演進式的(evolution)；一種革進式的

(revolution)。演進式的改革是漸進的，革進

式的改革是劇烈的。教育上的改革，亦可

分為計劃性的改革和系統性的改革，前者

是點點滴滴的改變；後者則是系統的大幅

度變革(Rich, 1988)，通常由上而下的改

革，較有可能是系統性的，由下而上的改

革較多是計劃性的。Rich指出美國近十年

來教育上的變革大多屬於計劃性的改革，

少有系統性的改革。國內在民國七十六年

以前的政治體制，由於一黨長期執政，教

育上的改變並不大，若有改變也是屬於計

劃性、局部性的變革，惟自從民國七十六

年解除戒嚴，政治上由一黨專制政體逐漸

當前我國國民教育課程改革政策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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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成今日多黨角逐的民主政體，教育權

力的分配很自然的成為政黨及社會大眾注

目的焦點，由於政黨間的彼此競爭，牽動

原有教育目標、行政、組織、結構及課程

內容的改變，終於導致教育上一連串的變

革。

為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民國八十三

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國成立的行政院教育

改革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為教改會)，成

員包括產官學各界的專業代表共31人，依

當時教改會設置要點規定，必須定期向行

政院提出諮議報告，並經當時副總統兼行

政院長核定其改革方向與具體方案後，即

分別交給教育部等各有關機關辦理。可

見，當時教改會的位階很高，是由總統支

持，行政院長核定，教育部等相關部會推

動執行的一個改革團隊。在這樣的權力位

階上，教改會所作成的意見報告，當然不

會束之高閣，必會具體落實到實際的教育

改革層面。

經過二年多的研議，教改會提出的

「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對我國的教育

做了整體性的調整與改變，可以說是自國

民政府遷台以來，最大幅度的改變，也是

屬於前述系統性的改革。當前我國民教育

課程改革政策是依照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

書的建議進行的，該報告書明確指出：

「在課程與教學改革方面，宜以生活為中

心，進行整體的規劃，掌握理想的教育目

標，訂定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強化課

程的銜接與統整，減少學科數目和上課時

數，國中階段合併地理、歷史、公民為

『社會科』，合併理化、生物、地球科學為

『自然科』或『綜合學科』，國小健康與道

德科亦可與自然科、社會科或其他生活教

育活動等合科。國小之團體活動，輔導活

動和國中鄉土教育等，應融入各科教學或

學校活動中，不宜單獨設科教學，課程與

教學的改革，希望加強培養學生學以致用

的能力，可以手腦並用，解決問題，適應

變遷，適性發展，課程實施應與科技相結

合，建立網路學習環境，並充分發揮圖書

館功能，國小學生應學習英語字母之辨認

與書寫，積極規劃與準備國小學生必修適

量英語課程，研議通用拼音系統之可行

性，以減輕國小學生學習國語、母語、英

語不同標音系統之負擔。」(行政院教育改

革審議委會，1996)

這段文字已標明當前我國民教育階段

的課程改革方向大致有四：

(一)以生活為中心的九年一貫課程；

(二)國小實施英語教學；

(三)落實資訊教育；

(四)通用拼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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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大都致力

於這幾方面改革。當前的課程改革政策，

就是在這樣的理念引導下，透過行政與議

會運作、專家學者及企業界參與、教改人

士努力、及彙集社會各界意見，而逐漸形

成的。

參、課程改革政策的主要內涵

當前國民教育階段的改革是全面性，

舉凡：課程改革、行政制度、校長主任遴

選、教師甄試、班級學生數、學校規模

等，都是教改的課題。本文僅就國民教育

階段課程改革中的九年一貫課程、英語教

學、資訊教育、通用拼音等四方面的改革

論述之。

一、九年一貫課程政策

(一)實施的背景

任何課程改革的起因，都根源於所處

時空背景的變遷，近年來台灣在政治、經

濟及社會環境方面起了很大的變化。

在政治方面：自民國76年先後解除戒

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黨禁、報

禁，我國政治朝民主法治快速發展。

在經濟方面：我國已從戒嚴時期的計

畫經濟，轉變為自由化與國際化，目前已

是WTO組織的會員，產業結構亦從農業、

工業，轉變為今日的資訊科技社會，並努

力建設台灣成為一個科技島。

在社會方面：個人的社會自主性與選

擇性大幅提高，價值多元，社會開放，不

同族群的社會參與增加，婦女地位也較以

往提高。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前國家所要培養

的公民素質與傳統戒嚴時期所期望的國民

素養便有不同，如何培養一個適合在民主

法治下生活的健全國民，並具有國際意

識，是當前國民教育課程改革努力的目

標。

(二)主要的內涵

為培養民主社會的健全國民，新世紀

伊始，我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其基本理

念在培養具有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

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及終生學習的健全

國民。其課程設計是以學生為主體，以生

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十大

基本能力。並以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

與自然三個生活面向為核心，將國民教育

階段的課程分為語文、數學、社會、自然

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

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及資訊教育、環

境教育、兩性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

教育及家政教育等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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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習領域分別劃分學習階段，語文

領域分為本國語文和英語兩部分，本國語

文分為三階段(1-3；4-6；7-9)，英語分為兩

階段(5-6；7-9)；健康與體育領域分為三階

段(1-3；4-6；7-9)；數學領域分為四個階段

(1-3；4-5；6-7；8-9)，社會、藝術與人

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領域均分

為四個階段(1-2；3-4；5-6；7-9)，另有

「生活課程」是統合國小1-2年級社會、藝

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等三個領域而

成。各學習階段都訂定能力指標。

 「九年一貫課程」這個詞，即在強調

國民中小學 1-9年級的課程是彼此連貫

的，新課程以課程綱要取代舊的課程標

準，強調「課程統整」，全年上課總日數減

為200天，每學期上課20週，每週授課5天

為原則。

同時，新課程強調學校應發展本位課

程，各校必須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

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於每學期上課前完

成學校總體課程之規劃，決定各年級各學

習領域學習節數，審查教師自編教材，設

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並負責課程與教

學評鑑。

總之，九年一貫課程，首度將課程教

材的編輯權利，下放給學校及教師，並容

許學校設計不同的選修課程供學生選讀，

是課程上的一項創舉。

(三)問題與展望

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相當匆促，採用

的是摸石子過河的策略，邊走邊看，邊做

邊改，事前的相關配套措施並不完備，例

如：課程採七大領域教學，培養師資的大

學教育學程、師範院校的課程或科系是否

應跟著適度調整？部分課程採協同教學，

學校相關的軟硬體設備是否配合？類此問

題不勝枚舉，只能等待實施後問題浮現，

再尋求解決之道。

基本上，「九年一貫課程」是教育改

革總諮議報告書，有關課程改革理念的具

體落實，目的在打破以學科為中心的教

學，重視活動課程，加強師生關係，以培

養一個五育均衡，具備十項基本能力的健

全國民(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因此在教學上，強調教師的教學創

新，期望透過教學的改變，來達到課程的

目標。職此之故，教師必須隨時進修，吸

收新知，隨時反省教學方式，充份掌握此

套課程的精神，才能勝任新課程的挑戰。

二、國小英語教學政策

(一)實施的背景

何以先前國中才開始學習英語，九年

一貫課程卻要向下延伸到小學階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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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不懂英語難以親近電腦：電腦是美國

人發明的，英語是美國的第一語言，

不懂英文，便無法透過網際網路進行

學習，雖然有些電腦語言已被翻譯成

中文，然而，英文仍是不可或缺的能

力。

2.國際競爭的需要：電腦科技的發明使

得資訊流通更加快速，國與國之間越

來越密切，未來的下一代必然會面臨

國際競爭，特別是我國已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與英語系國家接觸頻繁，英

語是很重要的溝通工具。

(二)主要的內涵

國小實施英語教學是當前課程改革的

重要政策，其主要內涵如下：

1.實施英語教師檢定，充實師資來源。

2.營造英語的學習環境。

3.引進外籍教師，進行英語教學。

4.自國小5年級開始實施英語教學。

5.以溝通互動式的教學模式，進行教材

編製。

6.兼顧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

7.因材施教，適應個別差異。

(三)問題與展望

英語教學推動至今出現不少問題，

如：課程銜接問題；學生英語程度差異

大，無法適應個別差異進行教學問題；國

小英語教學與母語、國語互相排擠問題；

各縣市有從一或三或五年級開始實施英語

教學，與九年一貫課程英語教學政策不一

問題；城鄉差異形成兒童英語教學兩極化

問題，這些都有待解決因應。

多元社會，容許個別差異，台灣是一

個民主社會，各直轄市及縣市長都是民選

產生，地方有地方的權責，對中央的英語

教學政策是否完全配合，也許有地區性的

考量。但各縣市積極在國小推動英語教學

則是事實，至於從什麼年齡開始實施英語

教學？成效如何？各縣市或有差異，但無

論如何，英語教學應符應教育原理及學童

身心發展原則，不應造成學生沉重負擔或

形成反教育的現象。

展望未來，全體國民應能普遍具有基

本的英文能力，未來的台灣將因國民英語

能力的增強，而更具國際競爭力。

三、資訊教育政策

(一)實施的背景

資訊教育普遍受到重視，主要原因如

下：

1.資訊能力是國際競爭所必須：21世紀

我們將生長在一個虛擬化、網路化的

世界裡，不懂資訊科技，無法適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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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需求。

2.資訊能力是教與學所必須：資訊科技

的發明，帶動教育科技的革新，不會

使用電腦軟硬體設備，將難以適應今

日的教學環境；此外，網上學習是當

前學習的新潮流，上網成為學習者獲

取資訊的重要管道，基本的資訊能力

已是學生學習所必備。

(二)主要的內涵

實施資訊教育，是目前既定的課程改

革政策，其主要內涵如下：

1.實施教師資訊能力檢定，加強教師資

訊素養。

2.充實國民中小學資訊教育軟硬體設

備，提昇教學品質。

3.資訊教育課程納入中小學的正式課程

中。

4.調整中小學行政組織制度，增設資訊

教育行政組織及人員，推動資訊教

育。

5.推動國民中小學校園網路連上台灣學

術網路。

6.加強課程橫向設計，將資訊教育融入

各科教學。

(三)問題與展望

網路可促進學習機會平等，卻也可能

加大認知的鴻溝，若網路設備資源分配不

平均，將使兒童的認知差距加大。再則，

網路資源吸引兒童，長時間使用卻容易傷

害視力，且電腦輻射對人體有害，仍需適

當防範，才能使弊害減到最低。

展望未來，若能建置完善的資訊網路

環境，各校將可共享教育資源，縮短城鄉

差距。教師若能將資訊教育融入各科教

學，不久將來，我們將會看到資訊教育，

向下札根，往上成長，全體國民普遍具有

基本的資訊素養，台灣的社會將更為資訊

化。

四、通用拼音政策

(一)實施的背景

我國的拼音系統，長久以來並沒有一

致性的政策，導致拼音系統頗為紊亂，公

共設施的拼音標示也都各行其是，讓外國

人看得眼花撩亂，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

建立一套可資遵循的拼音準則。

(二)主要的內涵

拼音系統是語文與語文間很重要的溝

通橋樑，目前常被使用的中英文拼音系

統，主要有通用拼音和漢語拼音兩種。不

管是哪一種拼音，都在建構中文與英文間

的轉換橋樑。

通用拼音修改自漢語拼音，和漢語拼

音在標音符號的差異，大約有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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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改變是在聲母符號，通用拼音把

g、x、zh等漢語拼音使用的符號都去除。

此外，韻母符號也有一些改變，例如用iou

取代iu。一般認為，通用拼音較有助於國

際化，而漢語拼音很早就被中國採為國家

標準，除了我國之外，大部分的華語社群

都採用漢語拼音(蔡志浩，2002)。

為解決國內中文譯音使用版本紊亂，

俾供使用者遵循，行政院九十一年核定當

前我國中文譯音，以使用通用拼音為原

則，其內容規定如下：(1)地名譯音以通用

拼音為準，但國際通用地名或沿用已久，

不宜更動的地名、縣級以上行政區域名

稱、行政區域層級、國際機場港口之統一

譯寫則依既有的規定；(2)護照外文姓名及

英文戶籍謄本姓名譯音，以通用拼音為

準，但原有護照外文姓名及其子女之護照

姓氏，及英文戶籍謄本姓名或海外僑民姓

名之譯音，得從其原有譯音方式及習慣；

(3)海外華語教學除使用注音符號者外，涉

及採用羅馬拼音者，以採用通用拼音為原

則；(4)有關其他中文譯音，以通用拼音為

準。

(三)問題與展望

單純的一套拼音系統，何以引起一番

劇烈的辯論，裡邊當然夾雜著許多歷史、

政治和意識型態等因素。

當前的台灣是個多元的民主社會，容

許有地區性的差異，各院轄市或縣市政府

各有各的權責，對中央的拼音政策是否完

全依循，各有不同的考量。但只要能建立

一套易於與英文溝通的拼音系統，達意、

好用，且不偏離目標，應該都可被接受

的。

展望未來，有了一致性的拼音系統，

應有助於外國人認識台灣，亦有利於台灣

與國際社會間的溝通。

肆、結語

當前的課程改革是一種結構性的變

化，九年一貫課程是由以往的學科結構課

程改為以領域為主的活動課程，注重生活

中實際基本能力的培養，目前國民教育階

段的課程改革，可說是以九年一貫課程為

主流。國小實施英語教學、資訊教育、甚

至通用拼音政策，或多或少被含括在九年

一貫課程當中，而其政策形成的動因，主

要來自教改會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

告書。

本文僅就當前九年一貫課程、國小英

語教學、資訊教育和拼音系統等四項課程

改革政策論述之，或有疏漏不週之處，尚

祈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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