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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世紀的教育強調跨領域、統整、專題探究學習的重要。本文以「專題探究」為主軸，描述香港、中國⼤陸、芬

蘭等新近發展課綱中的相關內涵，並詮釋臺灣⼗⼆年國教課綱的基本理念、課程⽬標、核⼼素養與課程架構中，其所

蘊含的「專題探究」相關意涵及發展空間。以學校現場累積的經驗為基礎，結合⼗⼆年國教課綱的規劃及引領，專題

探究提供學校課程教學變⾰的重要活⼒與途徑。

關鍵詞：課程綱要、專題探究、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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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佐藤學（黃郁倫、鍾啟泉譯，2012）認為，21世紀的學習⽅式應該是「專題研習」。他指出現今的學校教育是沿

襲18世紀以來⼯廠⽣產的模式，⾯對21世紀，學習的風貌應該要有改變（黃郁倫譯，2014）：

      課程改革的基礎在於，捨棄追求生產與效能的「目標•達成•評量」授課

      模式，重新建構為由學習的意義與經驗組織而成的「主題•探究•表現」。

      （同上，頁41）

專題探究專題探究─ ─十二年國教課綱及他山之石十二年國教課綱及他山之石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7年09月,第11期

專題探究──十二年國教課綱及他山之石

第 1 頁，共 9 頁



      「主題•探究•表現」模式，並非以「有效率的學會課本內所有知識」為

      目的，而是以主題為中心，以活動式、協同式的探究，建構出學習的過程；

      學習的結果也不是由考試評定，而是表現於報告、著書、或戲劇創作，努

      力將學習的經驗在文化、社會、倫理方面，轉換成有價值的實踐。（同上，

      頁42）

       

       ⾯對新世紀， 2014年11⽉發布的「⼗⼆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年國教課綱），無疑是

臺灣回應及引領教育變⾰的重要標竿。⼗⼆年國教課綱，除繼續精進落實中⼩學現⾏課綱的全⼈教育精神，更從學⽣

學習權⾓度切入研修，以「成就每⼀個孩⼦—適性揚才、終⾝學習」為願景，透過適性教育來激發學⽣的⽣命喜悅、

⽣活⾃信、學習渴望與創新勇氣。於此，「專題探究」
1
課程可展現全⼈教育的核⼼理念，且符合當前教育發展趨

勢，除了可提升學⽣的思考及探究能⼒外，更能激發並持續學⽣的學習動機與熱情。

       綜觀世界各國，芬蘭2016年新課綱強調培養橫向整合的素養與跨領域的學習，學校應該營造合作學習情境，並且

提供學⽣每年⾄少⼀次跨領域學習機會，同時學⽣能夠在幾位老師的指導下從事跨領域、現象為本的⽅案學習

（phenomenon-based project）（洪詠善，2016）。香港在此波新⾼中課程基本架構中設立「通識教育」科，並

將其與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並列為四個核⼼科⽬之⼀，⽽通識教育中「獨立專題探究」的規劃，即是期望學⽣

藉此課程探究⽣活複雜的議題與多元⾓度，成為具有⾃主學習動機與責任感的學習者（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9；香

港課程發展議會，2007、2014）。此外，中國⼤陸的「綜合實踐活動」是基礎教育課程改⾰的⼀個重要特點，規定

⾃國⼩三年級開始必修（中華⼈⺠共和國，無⽇期a），其內容範圍包含「研究性學習」，此課程也同樣具有「專題

探究」的特質。

       學者及各國課綱都重視專題探究課程的規劃，「專題探究」對學⽣學習有何意義呢？其實，學⽣常會問「為什

麼？」，這樣的提問本⾝，顯⽰學⽣對周圍環境事物的關切和好奇，並啟動思考、探究的後續旅程；換⾔之，這樣的

挑戰常帶給我們豐富的學習經驗（周天賜譯，2003）。⽽強調⾃由與尊重的開放教育，即是透過⼼靈、時間、空間、

內容、⽅法、評量、對象的開放，塑造⼀個豐富、⽣動的學習場域，⽽專題探究便是⼀項很好的學習媒介。透過此課

程，學⽣可依據本⾝興趣、性向、能⼒，從事⼀系列有意義的探索歷程，學⽣可以從中學到許多課本以外的經驗、為

⼈處事的要領，其學習興趣、獨立⾃主和學以應⽤的能⼒都會隨之上升，是⼀種跨領域、統整式、有意義的學習（秦

麗花，2000）。

       可知，「專題」開始於孩⼦所關⼼、有興趣的事物，且由孩⼦選擇⽅法或路徑，該專題使孩⼦們⾯對真實世界的

問題或議題，它可能涵蓋幾個科⽬⽽不是所有科⽬；教師在教學上，是藉由提問的⽅式引導探究，⽽不是直接給學⽣

答案（Yamzon, 1999）。這樣的專題探究學習開展，鄒慧瑛（2001）認為是奠基於近年來的課程統整改⾰、建構主

義理論發展與認知⼼理學研究成果。這些理論和發展，都強調真實世界中的問題和議題、知識與情境脈絡的關聯性、

任務導向且⾃主性學習、活⽤知能來解決問題或實踐⼒⾏等等。⽽這些特質，正與⼗⼆年國教課綱強調的校本課程發

展及素養導向教學相互呼應。

貳、臺灣⼗⼆年國教課綱的專題探究相關內涵

       臺灣近幾年因為教育理念的逐步翻轉，從「學習」⾓度來思考課程及教學，逐漸受到教育⼯作者的重視，以「專

題」為主的探究學習⽇益發展。所謂「專題」是指符合學⽣的程度，並能對某⼀種特定主題深入的探究（Katz &

Chard, 1989）「專題探究」課程能展現全⼈教育的精神及素養教學的取向，與⼗⼆年國教課綱相呼應，茲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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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與「基本理念」的關聯

       ⼗⼆年國教育課綱本於全⼈教育的精神，以「⾃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強調學⽣是⾃發主動的學習

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妥善開展與⾃我、與他⼈、與社會、與⾃然的各種互動能⼒，

協助學⽣應⽤及實踐所學、體驗⽣命意義，願意致⼒社會、⾃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專題探究」課程重視學⽣的⾃主性、開展性、探究性與實踐性，是以「學習者為主體」⽽孕育出的課程，以真

實情境及學習事物為題材，藉由探究歷程，學⽣與⼈、社會、⾃然有更密切的互動，進⽽更理解世界，產⽣⾃我與世

界的連結，正是「⾃發、互動、共好」理念的最佳體現。

⼆、與「課程⽬標」的關聯

       ⼗⼆年國教課綱課程⽬標包含啟發⽣命潛能、陶養⽣活知能、促進⽣涯發展、涵育公⺠責任。從個體層⾯的啟發

⽣命潛能、陶養⽣活知能之後，進⽽逐步與社會連結，讓個⼈⽣涯發展能同社會變遷與時俱進，甚⾄能引導創新潮

流，成為積極致⼒於⽣態永續、文化發展的地球公⺠。這提醒我們，教育體系中的個⼈、社會與國家甚⾄世界，是⽣

命的共同體⽽非斷裂的獨立分⼦。

      「專題探究」課程從學⽣個⼈⽣活經驗或關切問題出發，具有拓展與深化學⽣⽣命的意義，並透過資料的蒐集、

整理與歸納，反覆⾃省與內化，⽽促成與⽣活、環境、世界的連結，進⽽培養關懷社會的公⺠能⼒，體現⼗⼆年國教

課綱的課程⽬標。

三、與「核⼼素養」的關聯

       ⼗⼆年國教課綱為落實理念與⽬標，以「核⼼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裨益各教育階段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

／科⽬間的統整。「核⼼素養」是指⼀個⼈為適應現在⽣活及⾯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與態度，強調學

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應關注學習與⽣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彰顯學習者的全⼈發展（教育

部，2014）。核⼼素養包含三個⾯向：（⼀）⾃主⾏動：強調個⼈為學習的主體，學習者能選擇適當學習⽅式，進⾏

系統思考以解決問題，並具備創造⼒與⾏動⼒。（⼆）溝通互動：強調學習者能廣泛運⽤各種⼯具，有效與他⼈及環

境互動。（三）社會參與：強調學習者在彼此緊密連結的地球村中，需要學習處理社會的多元性，透過⾏動參與⽽和

他⼈建立適切的合作模式與⼈際關係，以提升⼈類整體⽣活品質。

      「專題探究」的開展，呼應核⼼素養三⾯向的落實。學⽣在決定專題的題⽬過程中有其⾃主性，⽽探究歷程中所

使⽤的⽅法、策略，亦需展現「⾃主⾏動」的能量。在資料蒐集過程中，透過徵詢他⼈的意⾒、⼩組討論、訪談、調

查等⽅式，以及成果展⽰及報告，培養了學⽣與外界「溝通互動」的能⼒。當專題成果產出後，學⽣與世界產⽣更緊

密的連結關係，甚⽽能夠活⽤所學積極「參與社會」，逐步養成公⺠意識，實現核⼼素養所預期的教育價值。

四、在各教育階段課程架構中的發展空間

       ⼗⼆年國教新課綱將課程分區分為「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類。在國⺠中⼩學教育階段，專題探究有諸

多發展空間，例如：

       （⼀）部定課程中，⿎勵領域學習課程「在符合教育部教學正常化之相關規定及領域學習節數之原則下，學校得

彈性調整或重組部定課程之領域學習節數，實施各種學習型式的跨領域統整課程……」（教育部，2014：11）。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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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校可以專題探究或主題統整等⽅式來形構學校本位或特⾊課程。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中，訂有「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

殊需求領域課程」及「其他類課程」供學校選擇進⾏規劃，學校運⽤彈性學習時間即需遵照此課程類型的規範。其

中，「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強調跨領域、跨科⽬或結合各項議題的性質，強化知能整合與⽣活運⽤能

⼒，正是專題探究課程的著⼒所在。

       在⾼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則強調：「⾼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在領域課程架構下，以分科教學為原則，並透過

跨領域/科⽬專題、實作／實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的課程統整與應⽤」（教育部，2014：

8）。基此，

       （⼀）普通型⾼中學⽣需修習「跨領域／科⽬專題」、「實作（實驗）」或「探索體驗」等課程類型之相關課程

⾄少合計4學分（教育部，2014：16）。再者，4－8學分的校訂必修課程，亦強調以專題、跨領域／科⽬統整、實作

（實驗）、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以強化學⽣知能整合與⽣活應⽤之能⼒。這些，都是專

題探究類型課程可以發揮的空間。

       （⼆）此外，技術型⾼中亦需於校訂必修中修習2－6學分的「專題實作」，以臻務實致⽤。此類課程，即是⼀種

專題探究的類型。

參、香港、中國⼤陸及芬蘭課綱的專題探究相關規劃

⼀、香港⾼中通識教育科之「獨立專題探究」

       （⼀）「獨立專題探究」之課程⾓⾊與任務

       在香港2009年的新⾼中課程基本架構中，新設置通識教育科，將通識教育列為與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並列

的四個核⼼科⽬之⼀。通識教育課程結構包含三個學習範疇（六個單元）和獨立專題探究，⽬的是讓學⽣能聯繫不同

的知識，從不同⾓度看事物，並擴展學⽣的知識領域，加強學⽣對社會的觸覺（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9；香港課程

發展議會，2007、2014）。⾼中「通識教育」三個學習範疇分別為「⾃我與個⼈成⻑」、「社會與文化」、「科

學、科技與環境」，從⾃我出發，擴展到社會、文化、科技與⽣活環境等相關問題之了解與思考，再藉由「獨立專題

探究」 （Independent Enquiry Studies，下簡稱IES）進⼀步探究⽣活的複雜議題與多元⾓度，培養問題解決的能

⼒，成為具有⾃主學習動機與責任感的學習者。

       上述「獨立專題探究」是新⾼中必修科通識教育的其中⼀項課程要求，希望學⽣能在⾼中三年內獨立地完成⼀項

專題探究計畫（⼀般學校都稱之為project）。IES在通識教育科考試成績中占20%，由於是必修的，每校⾼中四⾄六

年級都需要在教師指導下進⾏專題探究。香港新近的教育改⾰⽬標是要培育學⽣的終⾝學習能⼒，並希望學⽣能不斷

深化和應⽤知識，⽽以學⽣為中⼼的專題探究式學習，是⼀種相對有效達致上述教育⽬標的⽅法，透過學⽣提出他真

正關⼼和有興趣的問題，並「落⼿落腳」尋找答案，擁有探究的過程才算是真正經歷⼀次有意義的學習，才有可能學

會終⾝學習（許寶強，無⽇期）。

       （⼆）「獨立專題探究」之學與教

       獨立專題探究是香港通識教育科不可或缺的⼀部分，其設計旨在提供⼀種⾃主學習的經歷，讓學⽣負起學習的主

要責任，並發揮⾃我管理能⼒，以進⾏⾃訂主題的探究學習，⽽教師和同學則是學習的合作夥伴。除了建議⽤作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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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活動的82⼩時課時之外，學⽣也需於課堂時間以外進⾏這項探究（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9）。

       此外，在進⾏獨立專題探究的過程中，雖然每位學⽣都需要負責⾃⼰的專題探究，但教師可⿎勵和引導學⽣之間

的互相協作和交流，以從分享彼此的⾒解、經驗、成果甚⾄錯誤之中獲益。換⾔之，教師宜在獨立專題探究學習過程

的不同階段，適當地引入⼩組學習。

       （三）教師⾓⾊－評估者與督導者的雙重⾓⾊

       在獨立專題探究中，教師擔當著督導者的⾓⾊，為學⽣提供適當的指引，教師不應嚴格限制學⽣選擇探究的⽅

向，或替學⽣決定報告的結構及形式⽽造成過分⼲預。因此，教師應在督導者及評估者兩個⾓⾊之間求取平衡，當教

師發覺學⽣採取的⽅向出現問題，並最終可能導致⼀無所獲時，則可向學⽣提出與程序有關的問題，例如要求他們提

出證據來⽀持他們的結論，從⽽引導學⽣再探究。

       （四）評量

       獨立專題探究是採納通識教育科的校本評核模式。學⽣須在其中展⽰解難、資料蒐集、分析和表達等能⼒。每⼀

位學⽣須透過閱讀、研究及其個⼈經驗，在獨立專題探究報告中展⽰⼀定分量與本學科相關的題材。研究報告的主體

部分可以是文字或非文字形式，非文字形式報告須附上⼀篇短文，說明該創作的主要意念和反思。學⽣也須建立⼀個

學習歷程檔案，在研究過程中把有關演繹、分析、反思、⼼得和撰寫報告的各階段的資料記錄於歷程檔案的文件夾

內，以展⽰整個探究過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9）。

       限於篇幅，香港獨立專題探究的詳細做法及⽰例，可⾒網

⾴：http://www.hkeaa.edu.hk/tc/SBA/sba_hkdse_core/LS/IES/Structured_Exemplar_0615

.html

⼆、中國⼤陸綜合實踐活動之「研究性學習」

       （⼀）「研究性學習」之課程⾓⾊與任務

       「綜合實踐活動」是中國⼤陸基礎教育課程改⾰的⼀個重要特點，於1992年10⽉頒布的《全⽇制九年義務教育階

段⼩學、初中課程計畫》，規定⾃國⼩三年級開始設置⼀⾨必修課程，是對活動課的繼承、發展和規範。它基於學⽣

的直接經驗，密切聯繫學⽣⾃⾝⽣活和社會⽣活，注重對知識技能的綜合運⽤，體現經驗和⽣活對學⽣發展價值的實

踐性課程（中華⼈⺠共和國教育部，無⽇期b、c）。雖然綜合實踐活動是⼀⾨獨立與各學科並列的課程，但它⼜不同

於其他學科有課程標準和教材，只有指導綱要或實施指南（鍾啟泉、崔允漷主編，2008）。其內容範圍包含「研究性

學習」、「社區服務與社會實踐」、「勞動與技術教育」、「資訊技術教育」等實踐應⽤活動（中華⼈⺠共和國教育

部，無⽇期a）。

       其中，研究性學習是指學⽣基於⾃⾝興趣，在教師指導下，從⾃然、社會和學⽣⾃⾝⽣活中選擇和確定研究專題

（例如：城市精神文明、環境沙漠化、太陽能及其應⽤等），主動獲取知識、應⽤知識、解決問題的學習活動；它強

調學⽣透過實踐，增強探究和創新意識，學習科學研究的⽅法以發展綜合運⽤知識的能⼒。學⽣透過此課程，形成⼀

種積極的、⽣動的、⾃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模式（中華⼈⺠共和國教育部，無⽇期a）。普通⾼中階段亦將研究性學習

作為必修課納入《全⽇制普通⾼級中學課程計畫（試驗修訂稿）》中，從制度上保障這⼀活動的深化2，滿⾜學⽣在

開放性的現實情境中主動探索研究、獲得親⾝體驗、培養解決實際問題能⼒的需要（中華⼈⺠共和國教育

部，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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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性學習」之實施

       此⾨課程之實施指南與要項，以普通⾼中階段為例，簡要說明如下（中華⼈⺠共和國教育部，2001）：

            1、研究性學習的實施類型

　   依據研究內容的不同可以區分為兩⼤類︰課題研究類和項⽬（活動）設計類。

            （1）課題研究以認識和解決某⼀問題為主要⽬的，具體包括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文獻研究等類型。

            （2）項⽬（活動）設計以解決⼀個比較複雜的操作問題為主要⽬的，⼀般包括社會性活動的設計和科技類項

⽬的設計兩種類型。

            2、研究性學習的實施的階段

　　研究性學習的實施⼀般可分進入問題情境、實踐體驗和表達交流等三個階段，在學習進⾏的過程中，這三個階段

並不是截然分開的，⽽是相互交織併進的。

          （1）進入問題情境階段：本階段要求師⽣共同創設⼀定的問題情境，如開設講座、參觀訪問等，⽬的在於做好

背景知識的鋪墊，確定研究範圍或研究題⽬。

          （2）實踐體驗階段：在確定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以後，學⽣要進入具體解決問題的過程，透過實踐、體驗，形

成⼀定的理念、態度，掌握⼀定的⽅法。

          （3）表達和交流階段：學⽣要將取得的斬獲進⾏整理分析、總結歸納，形成書⾯材料和⼝頭報告材料。同時，

還要求學⽣以⼝頭報告的模式向全班發表，或透過指導教師主持的答辯。

            3、研究性學習的評量

　　研究性學習的評量強調學習的過程、對知識技能的應⽤，以及學⽣親⾝參與探索性實踐活動所獲得感悟和體驗。

三、芬蘭提倡跨學科主題教學

       芬蘭教育當局認為，從20世紀初⾄今⼀直沿⽤的傳統教學⽅式，在21世紀資訊時代有必要重新設計，⽽強調整

合、創意思考、解決問題與溝通能⼒的主題教學，則符合學⽣現在與未來需求（董恆秀，2015）。洪詠善（2016）

指出：

      芬蘭新課綱主要為培養有足夠能力面對未來生活世界挑戰的新世代，站在

      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強調跨領域以及「現象為本的學習」

      （phenomenon-based project）。所謂現象為本學習乃在於學習課題來自 

      真實世界現象，如城市規劃、恐攻、歐盟、水資源、能量等等，以現象為

      課題的學習必須深入情境脈絡，需要整合許多領域／科目才足以能夠整體

      理解甚至解決問題。

       這樣的學習，以赫爾辛基市為例，教育當局決定該市所有學科每年應該設計兩個時段（約數週），為每個學⽣實

施跨領域的教學，例如歐盟、氣候變遷、芬蘭獨立百年等，並由師⽣共同規劃設計（洪詠善，2016）。這樣的課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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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需由不同領域／科⽬教師共同備課與協同教學，芬蘭部分教育⼈⼠雖有反對此種課程設計的聲⾳，但當局規定學

校每年均要有⼀段時間（⼀般為數週）以這種模式教學，預計到2020年時在全國學校全⾯實⾏（芬蘭推教育改⾰－不

再分科－倡議題式教學，2015）。

       可⾒，此種跨學科主題教學將逐漸全⾯運⽤於中學部16歲級以上學⽣，不再是這⼀節上數學，下⼀節上英文等；

例如，未來⾼中⽣修習的歐盟相關議題，其課程將可能融合經濟學、相關國家的歷史、語⾔和地理；⽽⾼職⽣選的實

⽤課程，比⽅餐飲服務，其內容亦將涵蓋數學、語⾔、寫作技巧與溝通技巧，在教學⽅式上則側重⼩組討論（董恆

秀，2015）。 

       綜⾔之，芬蘭新課綱現象為本的課程設計，將更注重真實世界的現象及情境，透過主題形構、問題導向、探究學

習、檔案紀錄等學習⽅法，以能夠組織知能並和他⼈及專家社群⼀同⼯作，⽽在實作體驗中深度學習。

肆、省思與展望

       佐藤學（黃郁倫、鍾啟泉譯，2012）認為，與「勉強」相較，「學習」就是相遇與對話；由「學習」所建構的世

界中，孩⼦持續與事物對話、與他⼈對話、更與⾃⼰對話，⽽構築世界、同伴及⾃我三者之間關係與意義的不斷編

織。就此，專題探究課程乃是學⽣在學習中得以相遇與對話的關鍵途徑，各國課綱亦努⼒構築專題探究課程的發展空

間。

       臺灣的⼗⼆年國教課綱亦不例外，雖然未如香港、中國⼤陸般的單獨設科，或如芬蘭規定每年需有特定時間實施

現象為本的探究學習，但⼗⼆年國教課綱在基本理念、課程⽬標及核⼼素養中皆彰顯「主題˙探究˙表現」的學習精

神，亦在課程架構及實施要點裡，保障或提供專題探究課程的發展空間。具體⽽⾔，新課綱的素養導向教學實踐，強

調：「知識、技能、態度整合」、「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學習歷程、策略及⽅法」、「實踐⼒⾏的表現」等

4⼤原則（范信賢，2016），與專題探究的教學實施不謀⽽合。再者，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都⿎勵或規範學校發展

跨域統整、專題探究等課程，給予「專題探究」更友善、正向的規劃及發展空間。另外，在總綱的引領下，各領域課

綱（如⾃然科學、社會、綜合活動等）亦都規劃「探究活動」、「探究與實作」等課程，將有助各領域／科⽬的課程

設計及教學實施。在這樣的規範或引導下，專題探究將更多比例的滲入相關領域學習中，或本⾝就是領域學習的⼀種

課程類型（如普⾼⾃然科學必修的「探究與實作」4學分、普⾼社會探究與實作相關選修6學分等），⽽帶動教與學的

新風貌。

       綜⾔之，專題探究學習具有跨領域的性質，在探究過程中須將知識、技能、態度與現象情境緊密結合，並透過實

踐⼒⾏⽽整合活⽤，不僅讓學⽣更有機會臻⾄理解的、有意義的學習狀態，也同時彰顯學習者的主體參與及全⼈發

展。可以說，專題探究是轉化落實⼗⼆年國教課綱的重要途徑之⼀。然則，這在臺灣並非全新的開始，許多學校已累

積諸多相關課程實施的經驗（例如臺北市麗⼭⾼中、基隆市深美國⼩、雲林縣華南國⼩、宜蘭慈⼼華德福學校等），

教育部也逐步展開相關配套做法。透過學校現場實踐智慧的累積、配套措施及⼗⼆年國教課綱的引導，相信，此種更

能讓學⽣與⾃⼰、與他⼈、與世界相遇及對話的學習型態，將有機會⽇漸扎根拓展，⽽讓臺灣教育「從有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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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於「專題探究」（Project-base Learning）⽤語，教育學界或以「主題探索」、「專題學習」、「專題報告」、「專題研習」或

「專案式學習」等加以指稱，本文則採「⼗⼆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專題探究」⼀詞來表述之。

   2陳勇延（無⽇期）曾經造訪北京師⼤⼆附中研究性學習的課程設計實例，他指出：⼤陸將研究能⼒的培養列為必修科⽬，不侷限開

課群體，是全校共同普遍開設的課程；臺灣的專題研究課程，⽬前僅存在於資優班課程，可知，兩岸在研究能⼒培養的定位上有所差

異，⼤陸傾向於將研究能⼒視為⼀般素養，並以必修課程保障其推展運作，臺灣的做法很明顯將研究能⼒的學習定位為資優學⽣⾏有

餘⼒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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