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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十二年一貫的課程體系 
 陳偉泓3 

 

十二年國教政策是 103 學年度的教育大事。這個革命性的改變，究

竟是為臺灣教育的向上提升注入一股活水，或是因為改變太急太大，僅

造成教育生態的翻攪卻無助於教育內容的提升？其結果雖然仍有待觀

察，等候時間驗證。但是，沒有人期待失敗的結果，本篇文章嘗試論述

課程銜接與十二年國教政策之間的關聯性，期待能為此重大政策推動前

夕提供建言，共同為臺灣的教育祈福。 

壹、以新課程落實十二年國教的理念 

依據教育部公布於網站上行政院 2011 年 9 月 20 日院臺教字第

1000103358 號函核定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其五大理念

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而第一項理

念敘明： 

有教無類：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是以全體 15 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不分

種族、性別、階級、社經條件、地區等，教育機會一律均等（教育部，

2011）。 

由此可見，十二年國教後的高中教育將由篩選教育轉換成大眾教

育，每一個人有一樣的教育機會，學校要做到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

性揚才。 

若要達成此理念，則高級中等教育的學校型態是每一所學校都有高

中和高職的課程或是仍然以高中高職分校，應事先做好規劃，但目前狀

況似乎僅以維持現狀為政策考量。因此，十二年國教政策中的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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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變高中的辦學型態與辦學方式以符合政策需要，而辦學型態與方式

的改變則植基於課程的改變，換言之，如何提供給每一個高中生一樣的

教育機會，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而解決此問題需要一個全新的課程架

構，才能符合十二年國教的需要。 

傳統的高中教育以幫助學生升大學為目的，如今教育理念與目標改

變時，學校辦學方式與學校型態若沒有轉變，將無法因應教育變革的各

種需要。可惜的是，教育部十二年國教網站上的實施計畫中其七大工作

要項：規劃入學方式、劃分免試就學區、實施高中職免學費、推動高中

職優質化及均質化、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財務

規劃、法制作業，其中沒有任何一項與課程改變或銜接有關，而 29 個

配套方案中，「2-1 建置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體系方案」雖然與課程

有關，但是其期程為 2016 年公布，2019 年再適用於當年度的高一學生，

可謂緩不濟急。況且，課程改變與銜接的問題，不僅在高中階段很重要，

在國中階段也一樣重要，因為，適性揚才是十二年國教的第三個理念，

若高級中等教育的學校型態仍然以現況分為高中和高職兩種學校型

態，則國中的適性輔導工作是否足夠將面臨挑戰？國中課程更需要立即

性的改變，納入職業試探課程，做好分流試探教育，如果還是用會考分

數或比序條件做為分流依據，將嚴重背離十二年國教的理念。 

貳、理想的十二年一貫課程體系 

十二年國教的眾多配套方案中， 重要者應以「建構十二年一貫的

課程體系」莫屬，為臻理想，建構此課程體系時，建議採取下列各實施

策略，以符合各種層級與不同學生之需求，以達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適性揚才等重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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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除單一課程結構 

基於十二年國教首要理念──有教無類，如何滿足差異化與適性選

修，成為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的核心思維，以往的國家課綱始終無法掙

脫單一課程的架構。雖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2008 年發布，又

經修正發布自 2010 年起逐年實施，以下簡稱 99 課綱）中，英文、數學

和物理有 A、B 版本的設計規劃，但在高中現場的教學卻沒有明顯差別，

其版本設計名存實亡。而適性選修在高中課綱中雖分為選修與必修學

分，但在高中現場的選修學分，大部分都成為必選學分，學生並沒有實

質的適性選擇權。對照新加坡的課綱，臺灣的課程綱要所擬定的基礎共

同必修是一到十一年級；新加坡是一到八年級，九年級就開始依專業選

修。以新加坡數學科目代碼 9233 為一般數學考試綱要，9234 為進階數

學考試綱要為例。9233 綱要可與臺灣高中暫綱對照，然而 9234 綱要在

深度與廣度上超越臺灣許多，在綱要設計上大膽的放入大學數學，讓優

異的前段學生可於具有深度的數學選修課程中盡情發揮，學習程度已達

臺灣一般大學一年級數學基礎課程水準，整體來看，在高中綱要部分新

加坡足足領先臺灣許多（翁婉珣，2005）。 

未來的課程架構中，如何以不同能力、不同興趣、不同性向的學生

需求為考量，規劃出一個可以破除單一課程架構，滿足學生差異性與適

性選修的新課程，將是決定十二年國教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核心思

維。 

二、縱向能力銜接與橫向領域統整 

建構十二年一貫的能力指標，是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的前置工作；

對於每一個學習階段應備的學力，應考量能力指標的縱向銜接。且以現

今課程架構為例，健全學生個人身心發展的課程內容在公民、家政、健

康與護理、生涯輔導等學科中均有相關篇章，橫向統整也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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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兼顧縱向能力銜接與橫向領域統整，以每一個學習階段的學生

身心發展為基礎，在符合認知與心理發展的前提下，加上社會與國家的

期待與需求，以十二年一貫為縱軸，設計可以上下連結的課程架構，同

時以各學習領域統整為橫軸，避免學生在橫向學習領域太多重複與不必

要的學習內容，導致時數不足與重複學習或是學習內容被切割導致過於

支離破碎的問題。 

三、課程分級、多元選擇 

高中階段的教育目標與國中小素有不同，十二年國教後雖然以單一

理念與目標定義臺灣的教育未來，但是高中生與國中小學生的身心發展

本質上有很大的差異，高中階段是一個人心智活動 為快速且豐富的時

期，不能忽視其學習內容的專業取向。楊國揚（2012）指出，國中小課

程為能力取向，高中職課程則為知識取向；但十二年國教，面對未來社

會變化及每一個學生都進高中職，高中職成為大眾教育而非菁英教育，

高中課程是否綜合能力取向及知識取向呢？十二年一貫的課程統整、課

程分級，勢在必行，以達適性多元。 

由於學生程度差異擴大，除了單一階段的課程分級外，也應規劃跨

越學習階段的課程分級。課程分級應不限於單一學習階段的範圍，以國

中為例，對於學術傾向很強的學生，在國中階段即應規劃屬於高中程度

的分級課程供其選修，準此，對於職業傾向很強的國中生，亦應規劃高

職階段的職業課程供其選修，才能落實課程分級，適性選修。 

多元選擇是未來十二年國教課程中與課程分級同等重要的另一關

鍵策略。多元的意涵包括了不同觀點的選擇。以學生個人而論，有性向、

興趣與能力的多元選擇；以學習領域來看，有知識導向、能力導向、升

學導向的多元選擇；以教師教學而言，也有教師教學導向、學生學習導

向的不同選擇。因此，課程銜接應有更廣泛的思維，不侷限於能力指標

的連結與課程分級的多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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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銜接應更廣泛，不僅限於能力指標的銜接 

由於學科領域特性不同，加上各種觀點的多元造成選擇的多元，因

此課程如何銜接之思維不能單一面向，必須多元思考，可分為： 

（一）以能力指標縱向銜接（能力導向）為主軸：不同學習階段之

間的課程銜接以十二年一貫的課程參考指引做為銜接主軸。 

（二）主題式的縱向銜接（教材內容導向）：由於學習領域的重複

或螺旋式課程計等因素，必須考量教材內容縱向聯結的關係。陳大魁

（2002）根據九年一貫數學主題能力指標和《高級中學課程標準》（1995

年發布，1998 年起逐年試用修訂實施）的教材內容作比較，發現其間的

落差很大，大到接受九年一貫數學課程學習的學生，遇到高中數學課程

內容，幾乎無法學習，如等差與等比數列在九年一貫課程中無任何相關

議題，但高中生至少須具備能力：數列、等差數列（級數）、等比數列

（級數）等觀念。因此，在能力指標為主軸的原則下，考量重要主題如

何銜接，也是課程銜接的重要思維。 

（三）學科領域之間的銜接（橫向統整）：以高中 99 課綱為例，由

於三角函數編排在高二下與物理科高二上教學所需之時程無法銜接所

造成的落差，以及化學科「有機化合物的異構物」、地球科學的「星等

問題」、物理科「二次近似」等問題，都與數學課綱的編排息息相關。

因為教學現場反應需要進行課綱微調，教育部乃責成國家教育研究院進

行研究與微調工作，經過半年的討論，近期已公布微調結果，此現象亦

說明未來的新課程應將不同學習領域之間的橫向統整做為課程銜接的

重要考量之一。 

（四）教學模式的銜接：即使是富有彈性和適性選修的課程，亦難

以滿足每一個學生的需求，因此課程銜接有賴第一線教師以專業自主進

行教學現場的個別化調整，以因應不同學校或同學校內不同學生的差異

需求。李坤崇（2009）主張新舊課程銜接不僅是教材內涵銜接，更應著

重教學與評量之銜接，甚至是教師心態、教學習慣的銜接。判斷新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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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銜接的主體在於教師，教師依據自己的專業素養與對課程了解，先省

思自己的教學、評量銜接，再用心判斷學生新舊課程銜接的教材內涵問

題及學生個別差異與社區資源後，提出適性化的教育或實施補救教學。 

（五）學習模式的銜接：傳統的課程與教學模式以教師教學為主要

方式，但隨著科技與網路應用的快速進步，學生的學習模式由被動等待

教師餵養，轉變成學習活動的主導者與發起者，學生可以自行決定學習

的時間、地點、載具與模式。教師的角色也從過去的講授者和傳播者，

成為學習活動的引導者與啟發學生學習經驗的設計者。十二年國教後的

學習模式由「先教後學」，轉換成「先學後教」、「以學定教」的模式，

這種轉變亟需納入新課程中，有效的幫助教師和學生過渡到新的學習模

式，而課程設計中更應納入相關的銜接規劃。 

（六）適性與彈性的銜接（分級與選修）：倘若課程分級與多元選

擇能落實在各個不同學習階段，將有助於部分在入學時即已具備下一階

段學力之學生。如何幫助這些學生適當的銜接新階段的學習內涵，在制

度上應事先建構彈性制度與適性作法，例如完備的免修制度或加速學習

的課程彈性以及更多的進階課程提供適性選修，對於學校和制度都將是

巨大挑戰。 

參、課程銜接的配套措施 

課程的銜接除了觀念突破與做好主要具體策略以外，完善的配套措

施亦十分重要，以下列舉幾個重要配套措施做為十二年國教新課程之參

考。 

一、解構班級制是落實選修制度的首要條件 

多年來扮演臺灣高中教育成功的重要角色──班級導師制，將面臨

改變的挑戰，若不能解構班級制與班級導師制，則落實選修幾乎是緣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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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魚。因為實施選修課程需要相對於班級數一倍半以上的教室才能順利

選修跑班，而班級人數也要適度下調，才能順利開設選修課程，解構班

級導師制，才能釋放學生自由選修，不會為了班級的向心力與團結合

作，必須集體行動與選課。 

二、教科書的重新定位 

教科書一般來說不能滿足不同需要的需求， 多只能符合一般學生

的需求（Armstrong & Bary, 1986）。教科書深深影響學生之學習，但未必

能完全符合學生個別差異之需求，此為教科書選用過程中需被重視之問

題（周淑卿，2008）。十二年國教面對學生的差異化與個別需求，不適宜

再採用統一的教科書做為教學依據，單一課程無法兼顧不同學校的學生

差異和同一學校內學生的差異。統一的教科書成為阻礙進步的絆腳石，

教師自編教材可以分為不同的教材以適應不同學生需求。教師自編教材

取代教科書成為必要程序，但師培過程不足，導致教師缺乏相關理論與

實務之培養，推動時窒礙難行，香港也有類似的經驗。 

教科書不只是一本濃縮介紹某個科目重要概念的書，可以包含學習

所需要的各種用書；教科書並非只是用以閱讀的文本，而是師生互動的

中介；教科書可以是不同類型的學習材料，而不只是一本裝訂完整的書

（周淑卿，2008）。 

教科書的形式將大為改變，知識取向的模式轉變為探究式或問題解

決模式，但教科書會有頁數限制，電子化是一個新的方向，善用資訊科

技的特性，資料搜尋、資訊篩選分類統整與歸納，即時互動、非同步學

習、知識累積與提煉，問題探究與解決。教科書的審定範圍需要更為開

放與彈性，以促進教師課程設計、教學設計和教材設計的能力。 

三、升學考試應該是能力測驗，而非成就測驗 

如特招、會考或基測等若是能力測驗，和教科書的關係將變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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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無關，成就測驗關心學生是否學會了教材內容，但能力測驗關

心學生是否學會了某項能力（林永豐，2012）。如基測採常模參照時，將

造成反覆練習，而非頂破天花板，連帶加重教科書對教學產生的限制。 

肆、校本課程是理念落實的槓桿解 

一、校本課程是落實差異文化及適性學習的槓桿解 

十二年國教揭櫫五大教育理念，期待帶好每一個孩子，滿足學生的

個別差異需求與落實適性學習，才能實踐五大教育理念，一套完整的十

二年一貫課程是十二年國教的必要條件，「建構十二年一貫的課程體系」

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推動而言，不應只是一項「配套措施」，建議教育部

將其提升為「工作要項」，全力推動與研究發展出一套前瞻可行的課程

體系。即使如此，沒有任何一套課程可以滿足所有的需求與個別差異，

推動校本課程彌補差異化與適性學習之不足，將是落實政策的槓桿解。 

二、校本課程成為教育改革的核心 

選修課程的推動與落實，牽動著十二年國教成功與否的關鍵，班級

解構、教科書的重新定位與採能力測驗的升學考試，都是基本條件，如

何聚焦？如何找對方向與重點？是課綱、教科書、評量和升學的共同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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