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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減輕國、高中史地課程內容之啟示 

【文／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王浩博】 

  103 年 7 月起，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將開始準備進行各領域之課程綱要的研擬。當我們在發展自己未來的課程綱要

時，對其他國家的相關作為也應該密切注意。雖然有時國情不盡相同，不能完全效法，但人家的經驗，在經過慎密的研究

與分析後，便可以了解有那些是可以學習的，那些不能隨便就去模仿。 

  根據本院國際教育訊息電子報第 37 期之報導， 法國自 2013 年起大幅減輕國中四年級與高三普通科社會經濟組、

文學組與職業科的史地課程內容，日後更將徹底修改。根據學校教育改革法，法國現行所有課程綱要也將於 2017 年前

進行全盤修編。教育部已於今年設置課程綱要高等諮議會，針對從幼兒園至國中，乃至國中以上的所有課程綱要進行研

究討論。 

  由於教師少見地「一致」認為現行史地課程內容過重，法國教育部因而認為修改課程刻不容緩。事實上， 2013 年

4 月時，五個路線不同的教師公會共同提出了一項連署，指責「課程主題多，難以消化，並造成教學節奏失控。」教育部

因此成立專家小組，於暑假針對此問題進行討論，調整計畫於 9 月 19 日出爐。 

  事實上，這已是近年內針對史地課程的第三次改革。在 2012 年時，高二課程中從 19 世紀中葉至今的內容已被大幅

縮減。而 2011 年時，也曾全面廢除高三科學組史地課程，但新部長上任後又再度恢復。部分教師對這種作法感到不滿，

表示在假期中辛苦準備的課程都白費了。不過，大家都同意現行課程內容過多，必須刪減。某位高中教師就表示為了趕

課，曾只花五小時上完所有與中東問題相關的內容，還包括隨堂考試的時間。 

  除了內容過多外，教師也質疑課程內容本身規劃不良。一位高中教師就表示，如果學生有穩固的歷史基礎，這種以思

考性質規劃的主題性課程可以良好實行，但學生有時都還無法掌握編年順序。另一位教師也表示，對於擁有一定文化程

度的成人而言，這種課程規劃在知性上令人滿意，但對學生而言則有難度。 

  本院在去年已進行各領域課程綱要研修之前導研究，當時社會領域部分就發現，我國過去的社會領域內容在各教育

階段，有頗多內容重覆的情況，尤其是歷史，往往在各階段不斷重複的教。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將國中社會領域的學習節數減少了，造成教師抱怨內容教不完的情況，十二年國教總綱草案已於

最近完成，其中高中社會領域之必修時數，亦可能有所變動，所以未來在進行社會領域課程綱要之研修時，課程內容勢必

也要向法國一樣趁此機會好好地全面做一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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