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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整全式課程發展的協作與培力方案設計 

 

圖片來源：AdobeStock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洪詠善】 

  十二年國教課綱已於 108 學年度由各教育階段一年級起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教

課綱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依據學校特色、資源條件與學生需求，整體規劃與實施

部定與校訂課程。然學校在原有的課程發展基礎上，如何進行重新檢視，盤整學校既

有的課程及資源，從中找出學校的優勢與劣勢，進而開創出屬於學校本身在地的特色

課程？對國小而言，九年一貫校訂課程彈性學習時間轉變為「彈性學習課程」，並訂有

相關課程實施規範。學校在既有穩定結構系統中，因著新課綱實施的政策導入，課程

領導者如何引領學校夥伴從既有課程基礎出發，在課程發展設計與實施、課程評鑑與

改善等課程發展歷程與模式下，學校須在實踐新課綱歷程中持續發展。 

  本文以設計為本研究方法，透過實際參與兩所國小學校課程發展相關組織，協作

盤整分析問題，設計導入培力方案，提出國小課綱實踐轉化與課發組織培力方案。 

國小課綱轉化實踐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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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課程發展即是學校自我持續發展與精進的歷程，臺灣學校組織型態在現有教

育制度與法規影響下，有著相對穩定特質；然而隨著新課綱的推動，其必然會受到學

校內部與外在環境因素的交互影響，因此學校的課程發展，需要隨著各種條件因素動

態發展持續調整。 

  從學校課綱實踐脈絡分析，108 學年度實施初期，學校多採取「先求有，再求好」

策略，先發展校訂課程，考量老師員額以解決課務問題為優先；偏鄉學校由於教職員

人數少，且較常面臨因人員異動造成校本課程發展斷層及負荷。筆者研究發現，兩所

國小在課程發展上主要面臨兩大挑戰，學校課程發展組織運作機制與人員培力設計缺

乏整全式課程發展思維與策略，包含人與機制系統。 

  首先是人的系統，其主要問題有四：（一）中大型學校教職人員未能充分理解與參

與學校課程發展；（二）偏鄉教師流動不利課程發展；（三）跨領域／學年教師課程共

備意願與時間不足；（四）學校人員缺乏自我診斷評估課程發展問題，整全設計進行校

本系統之培力。 

  其次，在課程發展機制系統主要問題有四：（一）課程發展組織運作機制因學校規

模與類型（偏鄉與非偏鄉）而有不同取徑與挑戰。偏鄉學校以人為核心營造課程發展

文化與氛圍，校長課程領導如登山嚮導；非偏鄉學校以人與組織制度交織共同演出課

程發展樂章；（二）課程發展組織運作時間不足，往往行政事務處理多且先於課程實質

討論；（三）學校課程發展發生重複或是不銜接等問題；（四）學校缺乏證據為本課程

評鑑的知能，因此無法應用多元資料數據自我診斷與設計人員培力及促進課程教學持

續優化。 

以整全式課程發展觀，設計課發組織與運作培力 

  依據研究發現，學校課程發展在組織與各階段機制運作上，重目標—技術導向的

發展，歷程重行政問題解決輕課發專業對話，故本研究提出整全課程發展式觀點，引

導學校關注課程發展組織運作與人員關係交織的動態演化歷程。所謂「整全式學校課

程發展」（Comprehensive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係指學校課程發展關

照學校部定與校訂課程在各階段與各層面，以及學校內外部資源在動態發展歷程間，

相互影響關係與整體布局。整全式課程發展首先會審視學校現有的優劣勢、外部機會

與威脅，經由情境分析自我診斷後尋求進步策略。接著，擬定學校課程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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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實施課程計畫，進行課程評鑑與回饋，課程發展的各階段是相互關連與動態循

環的發展。學校課程發展涉及人與機制系統在發展學校課程時，彼此之間的關係、層

次、順序與連結。因此，學校必須每年檢視課程發展脈絡，找到重要內外部因素，自

我掃描以了解學校內部優劣勢，以及外部的機會和威脅，在既有脈絡上持續調整行動

方案。 

重新理解與應用課程發展情境分析工具與要素，強化學校自我診斷探究，連結與建立

評鑑回饋機制 

  研究者透過偏鄉與非偏鄉基地學校共同實作，可協助學校進行情境分析掃描，其

流程大致為：（1）說明課程計畫中學校背景分析在課程發展中的意義，以及分析原則

（適切性、重要性、證據為本），策略擬定具體可行、對象、期程、預期成效、成效評

估機制與方法；（2）針對學校 SWOT 若干條目，請學校反思其內容及策略；（3）設計

問題引導學校逐步檢視現有分析，並運用工作單選擇重要項目，分組研討與提出分析

內容；（4）設計問題引導學校提出策略，包含「SO 增長策略：精益求精」、「WO 扭轉

策略：掌握轉機」、「ST 多元策略：活化優勢」、「WT 防禦策略：重新界定」；（5）回

饋並舉例說明好的策略；（6）綜整 SWOT 分析的重點。校本課程發展情境分析工具，

詳如下表： 

 

表 1、學校情境分析（SWOT）工具 

 社會變遷趨勢、家長社區／產業期望、課程

教學改革、外部資源、教育制度等。 

1.學生特質、能力表

現、興趣、需求。 

2.教師信念、價值態

度、專長分布、專

業知能與經驗等。 

3.學校組織文化、結

構、校風等。 

4.學校物質資源、設

備經費。 

5.目前課程與教學

的問題。 

外部環境 

 

內部環境 

機會（O） 威脅（T） 

  

優勢(S) 增長策略（SO） 多元策略（ST） 

 擴大、利用、創造、

掌握……。 

 

建立、推展、創

造、區隔、改

變……。 

弱勢(W) 扭轉策略（WO） 轉進策略（WT） 

 掌握、利用、替代、

強化、合作……。 

區隔、改變、替

代、仿照、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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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課程發展情境分析中，需要結合先前課程評鑑的結果與行動方案，納入新年

度課程發展要素與策略，如此一來能夠建立學校情境分析與課程評鑑之相互回饋機制，

以期能永續學校課程發展。 

導入課程繪圖，連結課程評鑑，以 7 個核心問題，引導學校領域內／間檢視課程的垂

直連貫與水平統整 

  學校應將「課程繪圖」視為一個動詞，是對於課程編排進行檢視與調整的過程，

其目的在於促進學校課程的「垂直連貫性」與「水平統整性」。「垂直連貫性」係指，

各單元／年級／學習階段課程垂直組織，依據學生身心發展，在知識、能力方面有邏

輯順序地進行教與學，避免不連貫造成的學習斷裂不銜接；「水平統整性」係指，同一

領域／年級／學習階段，彼此之間能夠相關連結與統整，但是要避免不必要的重覆。 

  整全式課程發展強調發展歷程對話與校準，將課程視為有機生成的作品，課程不

是定型的成品，需要經由課程發展與實施者在歷程中不斷循環檢視彼此的連貫與統整，

在有限的學習時間中，課程繪圖有助於聚焦學生學習經驗的累積與發展，避免不必要

的重覆或斷裂。筆者透過與兩所個案學校共同實作討論，建議可透過以下七個課程繪

圖核心問題，協助學校進行課程檢視：（1）課程設計／實施成效是否對準學校願景、

學生圖像。（2）我們學校課程的特色亮點是甚麼？（3）各年級（單一領域／科目）課

程方案是否垂直連結？有銜接問題？（4）各領域／科目是否有統整可能？（5）校訂

課程和部定課程的關聯？是否重複學習？（6）課程設計是否符合學生特質、能力與需

求？（7）分析教學與評量資料，有什麼發現？  

  課程繪圖也可視為課程評鑑的一環，透過領域內／間，部定／校訂課程之連貫與

統整之檢視，進而促進教師專業對話，洞察課程發展之問題進行調整之。 

預計出版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與培力工具手冊 

  為促進中小學理解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論述與實踐，在 2023 年將出版專書手冊，

包含整全式課程發展理論的論述，以及學校課程發展 SWOT 情境分析、課程繪圖與課

程評鑑的手冊，提供學校課發組織運作與培力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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