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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十二年國教普通型高中的「落實選修」 

【文／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教師 張淑惠】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草案自 2 月 19 日以來已舉辦多場公聽會，在與相當多學校校長、主任及老師們的溝通中，

大家都很清楚點出為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理想，相關配套必不可少，包括：1-12 年各領域課程的連貫統整與合宜的課程

內容量、高中選修課程的落實、教師相關專業的搭配與提升、教材的多元適性、考招方式的調整與搭配、相關支持系統的

建置等。這些都是後續國家教育研究院與教育部相關單位必須共同協作與努力的重要任務。特別是「落實選修相關配套」

方面，從 95 暫綱就希望以「選修代替分組」，然學校實務操作面上卻是以「分組代替選修」，導致學生無法自主選修的

原因諸多，包括：行政作業較為方便、有利於固定班級的授課與校園管理、學校空間不足、選修課經費不足等。為了在落

實選修與適性揚才間能有更好的連結與實踐，在這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課改中已不得不去面對此一巨大的挑戰，以

下分別從兩點說明： 

一、政策面的可執行性： 

（一）政策盤整、解決與配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在普通型高中落實選修的配套上，由國教署主政的跨系統整合

與協作的專案小組（圖一），除了「課程教學研發系統」及「課程審議」外，另包括「課程推動與教學支持系統」、

「師資培用與教師專業發展系統」及「評量與評鑑」。這些配套的啟動希望將「適性揚才」的課程理念更務實地

推動，以減少理想與實務間的落差，現場教師最關心的包括：教師員額結構、授課節數、教師專業提升、學校空

間、大學考招連動、法令政策、經費、設施等。 

（二）選修課程之開發：選修課程除有部訂選修課綱之外，普通型高中課程課務工作圈與學科中心，亦可協助發展多樣

的選修課程模組供各校參採，近幾年國科會高瞻計畫所發展之優質課程模組應可盤整後，推廣與應用，並可維持

各校選修課程的一定水準。 

（三）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資源：選修課程之開設除課程發展之外，教師專業提升亦非常重要。例如，如何強化教師在

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等課程之能力，應有系統的進行教師專業培訓，並建置教學資源平

台，提供教師教學之參考與運用。 

（四）學生的選課輔導：學校應強化學生生涯輔導與選課指導，協助學生了解性向與輔導其適性選課。 

二、實務面的可實踐性： 

普通型高中課綱草案的研修過程中，國家教育研究院即與高中學科中心、高中校長、大學考招相關單位持續保持

互動，各領域/科目選修課程地圖、高中試模擬課綱的學校總體課程計畫、大學考招連動的共識等均已持續進行中，並深

切檢討實施時可能產生的問題，將意見適時彙整於總綱工作團隊。103 年 3 月更陸續啟動支持系統，透過先導學校進行

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的模擬與試行，上述為的就是希望這套課綱可以真正落實。 

高中教育除了通識以外，在銜接大學教育這端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國多僅規範基本的必修課程，較多

的選修課程，以滿足學生多元及適性發展的需求。這樣的調整也為了適性揚才、拔尖扶弱的目的，整體提昇學生的學習成

果並發展學校的特色。如果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即使萬般艱難，但滴水終可穿石，許多協作單位的溝通、對話、理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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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相當重要，無論是學界專家的建言、國家未來人才的培育觀點、現場實務的教師的擔心，都是大家應該努力並改進的

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