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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綜合型高中的「綜合活動」領域發展機制如何再精進？ 

 

圖片製作：策略溝通辦公室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李駱遜】 

  教育部於 2011 年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研修工作，建立了「課程

研發」、「課程審議」和「課程協作」三個相互關聯的課程發展機制。其中「課程研發」

的機制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研發計畫中由本院負責統籌辦理《總綱》，並進行國

小、國中至普通型高中各領域課程綱要的研發工作。技術型和綜合型高中的一般科目

和專門科目課綱的研發，則交由教育部技職司負責。本文提出「綜合活動」領域在技

術型和綜合型高中課程綱要遭遇的問題，及未來調整的建議。 

「綜合活動」領域在技術型和綜合型高中課綱面臨的問題 

一、未列入課程發展文件 

  課程發展文件——《建議書》、《課程發展指引》與《前導研究》為《總綱》和各

領域課綱研擬時的重要參考依據。其中《建議書》和《課程發展指引》主要以國小至

普通型高中的一般學科為主，對技術型、綜合型高中僅提供群科專業及實習科目，進

路之建議或彈性參考，對一般科目則少有著墨。各領域《前導研究》亦是以國小至普

通型高中的一般學科為主，未包含、亦未邀請這兩類型高中相關科目的教師參與討論。

「綜合活動」等非考科的領域，被忽略的情形則更高於一般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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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學制間有科目數和學分數的差異性 

  首先，三類型高中在「綜合活動」領域內存在著科目數的不同，如：普通型高中

有「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家政」3 科，技術型高中和綜合型高中則又多了「環

境科學概論」和「法律與生活」2 科，合計 5 科。其次，學分數的差異性，如普通型

高中「生命教育」、「生涯規劃」科各為 1 學分，「家政」2 學分；技術型和綜合型高中

則是 5 科均為 2 學分。 

三、「綜合活動」和「科技」合開 7 科，選修 2 科規劃的適宜性 

  前述的規劃使得「綜合活動」領域中部分科目的被選擇及開課的情形降低，5 科

中只能選 1 科。綜合型高中又將「生涯規劃」科目列為必選，使得領域內其他 4 科完

全沒有被選擇的機會，亦導致部分科目沒有開課，學校也因此不會開出此類教師的缺

額，技術型和綜合型高中兩領域合開選修方式的適宜性需要調整，避免讓學生失去選

修有興趣的科目，或在轉銜時產生問題。 

四、兩類型高中「綜合活動」領綱研修委員的代表性不足 

  技術型和綜合型高中的「綜合活動」領綱研修均是追隨著普通型高中領綱草案的

修訂進行調整，但在人力、時間與經費均有限的情況下，僅能蕭規曹隨。也因此，這

兩類型高中「綜合活動」領綱草案研修委員較少，也較缺少教師的參與，在符應現場

的需求和掌握度可能不足；未邀請普通型高中委員參與討論，少了三者間橫向的聯繫；

研修委員未參與本領綱跨教育階段的核心會議，缺少縱向銜接的鏈結。 

五、「綜合活動」三份領綱分由兩個團隊研修，彼此間缺乏聯繫 

  「綜合活動」三份領綱是分由國教院與技職司兩個團隊，不同的召集人帶領研修，

彼此間的聯繫甚少，未經充分且整全式的討論，又因「綜合活動」領域在 108 課綱高

中教育階段為新增的領域，這兩類型高中的委員們在研修時的焦點多集中在領域內科

目的專業部分，對本領域課綱理念和精神的掌握度不足，亦難以落實。 

「綜合活動」領綱調整的建議  

一、課綱發展文件應納入技術型和綜合型高中的一般科目 

  在《總綱》發展階段，課程發展文件即應納入技術型和綜合型高中的一般科目，

包括考科與非考科，使之受到科科等值的相同關注，且讓這兩類型高中相關科目的現

場教師有參與討論、共同研擬的機會，才能更掌握現場學生學習的需求，符應適性揚

才，多元表現的《總綱》理念。 

二、《總綱》與各領域綱要的研修應同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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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綱》應與各領綱的研修同時進行，彼此的委員亦需有重疊性，才得以在《總

綱》與領綱草案間做來回檢視，進行滾動式調整，避免形成《總綱》定案後，發現「綜

合活動」領綱在不同學制間有科目數、學分數的差異，以及與「科技」領域合開 7 科、

選修 2 科的獨特現象。 

三、調查技術型和綜合型高中「綜合活動」領域各科開課現況 

  兩類型高中因有「綜合活動」和「科技」合開 7 科，選修 2 科的規劃，造成「綜

合活動」領域只能選擇一科，其他科目有不開課、不開缺的情形。因此，建議進行這

兩類型高中「綜合活動」各科課程開課和師資現況的調查，以瞭解 108 課綱實施以來，

哪些科目未曾開過課，以實際數據佐證，作為未來領域內科目調整的依據，避免形成

有科目卻未開課的情形。 

四、領綱研修成員應包含跨學制的委員 

  「綜合活動」領綱草案的研擬應有跨學制委員研修的規劃，邀請三類型高中的委

員共同參與，並注意專家學者及教師的比例原則。一則可理解並解決其與普通型高中

相異的問題，各高中的特質較易透過跨學制的溝通得以展現，有益於三類型高中的橫

向聯繫；再則亦可讓技術型和綜合型高中的學生享有學習相同學科的權益，也免除了

學生轉換銜接時的問題。 

五、三份領綱由同一團隊研修、同一位召集人帶領 

  「綜合活動」領綱的草案可委由同一單位、同一團隊，同步研修三份領綱，共同

研訂三者一致之核心內容。在科目數、學分數、必選修等方面有一致性的規劃。其次，

「綜合活動」課綱召集人應委由同一位擔任，可藉由其對本領域課綱理念和精神的掌

握，以及領綱研擬的通盤考量，與各教育階段、跨學制高中的研修委員進行整全式的

協調與溝通，以落實領域內縱向連貫與橫向聯繫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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