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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普通暨技術高中課綱及其考招連動 

課程中心國際課綱研究室 2023 年 1 月份讀書會 

 

圖片來源：AdobeStock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劉韋君】 

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國際課綱研究室於 2023 年 1 月 19 日舉辦第 7 場讀書會

「法國普通暨技術高中課綱及其考招連動」，採視訊會議形式，開放院內外夥伴參加。

本次讀書會由本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Skaya Siku 助理研究員擔任主持人，法國西

斯特龍中學餐旅管理高級技師文憑班楊翔宇教師擔任討論人，主讀人為國立中央大學

法文系邱惠佩專案講師、國立中央大學語言中心巫冠蓉講師，與出席人員一同進行多

元對話。本次讀書會聚焦於法國普通暨技術型高中課綱及考招連動的問題，探討法國

教育制度特色，包含高中教學重視多樣化選擇，同時注重知識、科技與技職教育基礎，

期望對臺灣普通型高中與技職體系有所啟示。 

主讀人邱惠佩教師針對法國職業高中的課程進行說明，包含一般課程、專業課程

與選修課程。一般課程適用於所有的專業；專業課程取決於職業的準則與規定；選修

課程則根據專業而定。從 2018 年開始，在法語、數學、科學等共同教學課程中，教室

裡同時會有一般課程與專業課程的教師共同授課，授予學生基礎知識與專業知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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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課程則與臺灣的專題課程相似，為單獨或集體的創作，產出能展現跨學科能力與

專業技能的成品。 

巫冠蓉教師則介紹法國普通型高中與技術型高中之學制，法國教育學制為國小五

年、國中四年及高中三年，普通型高中的高一提供共同科目，高二分成普通類組與技

術類組，在法國需要通過高中會考 (baccalauréat , Bac）才能獲得高中畢業文憑。人文、

文學、哲學、歷史、地理科目提供跨學科的學習方法，讓學生從不同角度與觀點去瞭

解整體的文化脈絡，課程設計亦有助於學生提高口語能力與高中畢業考的口試成績。 

身在法國普羅旺斯的楊翔宇教師擔任此次讀書會的討論人，他對於目前法國的教

育概況提出深刻分析：2019 年開始，法國教育部決定將數學調整為專業科目，當時取

消高中數學必修是考量可以實現數學科客製化目標，讓有興趣者可以精益求精。共同

科目移除數學，學生有更多的自由可以選擇專業科目，數學不再是拿到高中學位的指

標，然而取消數學的措施，影響了性別與社會階級，也限制學生對於高等教育的選擇。

2022 年 9 月，數學回歸高二、高三共同課程，對象為未選擇數學為專業科目的學生，

高中畢業會考若包含數學，則列入平時成績；2023 年，為鞏固學生的數學能力，數學

恢復為共同必修課程，高一設立「與數學和解的學分」，高二開始數學為必修科目，我

國可以此為借鏡，讓高一的數學課程能夠即時引導學生，降低學生學習所面臨的困難

及挑戰。 

另外，本次讀書會也針對高中職教師的考招狀況進行探討，並討論他們解決師資

荒的策略及方法，根據統計，德文、古典文學、數學、音樂各科缺乏師資的問題較為

嚴重，其原因包含高風險、教師工作不受重視與薪水等。 

本次讀書會吸引 40 人次參加，並提出問題與回饋，包含臺灣技職教育的產學落

差、法國的職場訓練與實際進入職場能力的建構等問題。法國職業高中的職場培訓時

期及學徒制培訓成績制度，透過考試與一年工作經驗，即可取得工作認證，有助於解

決產學落差的問題。 

總結而言，法國高中課綱提供我國政策規劃與課綱研修相關參考如下：法國課程

的特色為重視獨立思考的能力、多元課程規劃、實習與未來職涯接軌，本次讀書會帶

領夥伴進入探索法國普通型暨技術型高中課綱及其考招連動的知性旅程，對於法國高

中課綱的梳理，持續累積我們未來新課綱研修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