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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觀的視角，帶領學校改變！ 

～《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與實務》新書發表座談會 

 

圖片製作：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李曉青】 

從 2022 年開始，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每年皆會舉辧一場新書發表會，主要是藉

由座談會的形式與讀者交流。2023 年 12 月 19 日下午進行《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與實

務》新書發表座談會，邀請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李文富副研究員擔任主持人兼與

談人，他也是這本專書的總編；另外兩位與談人分別是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洪詠善研

究員及桃園市建德國小陳英叡教師，一同參與分享。 

《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與實務》是一本套書，整合了學理書與工具手冊共四本，

這四本分別是學理書《整全式課程發展學理》，是學校在規劃整全式課程發展的理論

依據，另三本手冊則是提供學校課程分析的《課程 SWOT 手冊》、學校製作課程地圖

操作程序的《課程繪圖手冊》，以及學校在做課程評鑑時必備的《課程評鑑手冊》，並

於 2022 年 11 月出版。 

為何出版這本套書呢？李副研究員一開始提到，隨著課程改革的鬆綁所涉及到變

革系統會越來越複雜，早期課程在統編的標準教科書年代，比較關注教師課堂的精進。

到了九年一貫課程時，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跨領域的統整課程、師資培育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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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政策配套，開始讓學校端感受比較系統性與複雜性的挑戰。108 課綱強調的是素養

學習，更從系統面看待課程與教育，不再只是學校調整，還要結合家長、社區、考招

連結、社會系統等一起合作。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20 年有一項「核心素養課綱在學校的實踐及增能方

案」，由臺師大卯靜儒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重新提出概念來看整個學校課程發展，透

過研究案及 11 所基地學校的合作，一起發展成這套專書。他也說明整全式學校課程

發展，是以全觀的視角，強調各部位之間的關聯性與相互影響性，將組織視為有機體，

賦予組織生命力，從複雜有機生態系統角度看待學校課程發展，他比喻這個概念圖就

像是變形蟲一樣，具有彈性與流動性。最後並感謝 11 所基地學校，協助發展整全式學

校課程的案例。 

另外三本手冊，由洪詠善研究員從整全課程發展的角度介紹，她提到這個發展是

不斷累積的過程，從九年一貫到現在，她認為有些組織像課發會、學校課程發展、課

程評鑑等，如何能與時俱進？尤其是偏鄉學校，因校長和教師的遷調流動，課程如何

持續發展的機制就很重要！加上最近的數位科技及 AI 的帶領下，除利用數位科技方

式將資料彙整外，其他像學校環境的準備、學生的活動與學習安排、學生生涯輔導等

規劃，也都必須整體性來思考。 

她表示外部環境的改變，會牽涉到內部的環境，因此，在設計整全式課程發展前，

提供七個重要的核心問題思考，包括：一、課程設計或實施成效是否對準學校願景、

學生圖像？二、學校課程的特色亮點是什麼？三、各年級（單一領域／科目）課程方

案是否垂直連結？有銜接問題嗎？四、各領域／科目是否有統整可能？五、校訂課程

和部定課程的關聯？是否重複學習？六、課程設計是否符合學生特質、能力與需求？

七、分析教學與評量資料，有什麼發現？透過以上從整體性的檢視與對話，才能讓學

校組織不斷學習。 

現場實務端又是怎麼看呢？在小學教書的陳英叡教師特別有感觸，他發現原來改

變是這麼簡單，只需要調整一些想法。學校如何在重複性和連貫性的活動當中激發起

來，這本套書有一些工具方法，確實可以提供思考。 

他舉一所嘉義市民族國小為例，先從剛才提的七個核心問題反思提問，發現這所

學校不僅須重新定義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在地化與市定課程也可進行整併，以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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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彈性課程統整規劃設計等，透過「課程繪圖」重新檢視課程架構，加上一些工具

的輔助應用，才有重要的轉變。他強調在做「課程繪圖」時，透過核心提問對接到策

略，從「課程繪圖」裡思考如何統整和調整課程架構是很重要的。他期許每個學校只

要花一點時間，雖然現在看起來有點慢，但若拉長時空來看，這對學校來說會是最快

的。 

目前這本套書在本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可免費下戴，網址：

https://teric.naer.edu.tw/wSite/ct?ctNode=645&mp=teric_b&xItem=2063237&resCtNode=

453，歡迎讀者點閱，或可在國家書店、五南文化廣場的實體書店選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