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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的規劃觀點與實施策略探討——以一所國教院研究合作學校為例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劉欣宜】 

  為預先了解十二年國教課綱下，學校回應學生學習需求、推動校本課程發展、支持教師專業發

展的歷程和問題，本院自民國 103 年 6 月起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之課程轉化探

究計畫」，邀請有能力、有意願的研究合作學校，進行先期規劃和實踐。本文即為其中一間學校的

實踐故事，透過深度訪談，探討教師對學校課程發展的規劃觀點與實施歷程等，提供其他學校作為

未來實施新課綱時的參考案例。 

  在課程規劃方面，教師提出下列思考點，首先是跳脫過去趕進度、追成績的想法，重新思考學

校為什麼而存在，如何培養孩子的學習熱情，發現學習的意義？因此該校教師嘗試改變教學方式，

以自編學習單方式了解學生學習情形，將教科書作為學習的媒介，而非唯一材料，藉由教科書內容，

讓學生進行相關主題多元延伸的學習，讓其相信在課堂上會學到東西，不會排斥或不愛上課。 

  其次，是學校教育如何促發學生的多元發展？現行中小學的彈性學習時間常被作為學科的補救

教學，雖然補救教學仍為十二年國教彈性學習課程的實施類型之一，但亦鼓勵以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或其他類課程進行規劃，意在提供學校和教

師更多彈性自主的空間，而該校教師並分享在規劃彈性學習課程時，需考量該課程與領域學習的關

連性、學生身心發展階段，以及自我探索能力的培養，讓孩子產生學習遷移的效應。再者，核心素

養係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的主軸，除了鼓勵跨領域統整與素養導向教學外，也需要有清楚可行的範

例，協助教師解決問題，提升其實踐的意願。 

  在實施歷程方面，分組合作學習形式是該校常見的教學型態，可視學生能力與學習速度分配不

同學習任務，而自主學習與共學在過程中會自然發生，透過同儕的力量，讓學習速度較慢的孩子也

能完成任務，甚至在某些內容的學習上速度超前而轉變為教學者，重獲學習自信與延續學習動機。

其次，強調學習歷程的設計與安排，以問題引導學習，以討論促進對話，教師可以從具體的問題或

範例開始，鼓勵學生參與，給學生思考的時間，不馬上提供正確答案，協助其習得學習方法與策略，

並幫助學生在討論的議題中找出相關連結，分析討論的結果，然後再接續往後的課程。再次，作業

或作品的設計上選擇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或是具有意義感、公共討論性的主題，促使行動力的展現

從學校擴大到社區、社會，並且在課程結束後，還能持續對生活事件與社會議題保持關注。 

  另外，便是提供教師在課程創新的行政支持，在推展新課綱前，行政端可先設定各實施階段的

任務、目標與進程，預想教師會遇到的困難，以及可供解決的策略或資源，而行政端也可主動獲得

領域召集人等的理解與認同，以其號召力在領域中擔任領頭羊的角色，增強改變的能量。最後，是

引進與善用外部資源，如強化家長對學校的認同感，透過參與學校的活動，家長看見了孩子的進步，

這份感動可使其主動關心孩子未來各項活動，也能成為促進班級團體動力、導師班級經營的助力，

讓家長、教師、學生、學校的關係信任而長久，共同協助孩子的學習。 

  綜合言之，透過研究合作學校案例的分析，除可了解教師對學校課程發展的規劃觀點與實施歷

程外，也可以該校故事作為一個引子，帶出更多其他學校的動人篇章，再思學校課程還有哪些創新

或深化的可能性。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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