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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總綱草案公聽會後記 

  

公聽會實境－報到 公聽會實境－與會者發言 

【文／潘文忠 副院長】 

【圖／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林妮蒨】 

  國家教育研究院從民國 97 年起，便開始著手進行我國課程發展的基礎研究，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經由對過去所實

施的課程與教學進行深度且有系統的檢討與整理，並衡于社會環境變遷和國際教育發展趨勢，建構我國課程發展機制。

透過發展機制結合學者專家和實務工作者的專業和經驗，並經由國教院這個課程發展的專責機關，不斷進行研發、試驗、

檢討與回饋，累積發展經驗，以及連結課程實施的相關部門，規劃課程與教學的配套措施，讓課程的規劃與實施，相互緊

密連結，確實到位。 

  國教院利用將近二年的時間，整理過去系列的課程基礎研究，包含二十多項整合型研究，其中細項子計畫更多達一

百多項，發展出我國首次公布的「課程發展建議書」及「課程發展指引」，做為課程綱要總綱和領域綱要，以及課程與教

學實施發展和推動的方向指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第二波課程綱要總綱草案，便是以「課程發展建議書」及「課程發展

指引」為基礎，經過總綱小組成員召開 31 場次正式會議，以及 3000 人小時的討論人力，研商形成總綱草案，研發過

程，備極艱辛。 

  從今年 2 月 19 日到 3 月 10 日，國教院在全國北中南東以及金門、馬祖和澎湖各地，總共辦理十場總綱草案公聽

會。從參與公聽會的過程當中，我個人有極深刻的體會與感動，更見識到全民參與公共政策的熱度，以及參與過程所展現

的民主素養。 

  首先，除部分離島縣市外，每個場次，線上報名情形非常踴躍，台北地區更因為許多人想參加但受限名額，因此加開

一場公聽會。而每個場次的現場，則有許多民眾排隊登記候補，待會議開始十分鐘後，若有空位，則依序進場。從南到

北，由西到東，不管天候多麼濕冷，這樣參與公聽會的場景，一幕幕出現在台灣的各角落，民眾展現高度的參與熱情。參

與者不管帶著什麼動機或任務與會，但一言一行，都能充分尊重他人參與公共政策的機會與權利，展現最高的理性。這樣

的熱情與理性，讓人敬佩。 

  其次，每個場次開放十二位登記發言，其餘則採現場舉手發言，每位發言以三分鐘為限。這十二位登記發言的機會，

總是非常快速的額滿，且因為參加人數眾多，舉手但能獲得發言機會也相當有限。然而，絕大多數的發言者不管準備的資

【教育經緯】 



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第 85 期 2014-04-01 出版 

2 

料多麼豐富，都能遵守三分鐘的限制，時間到便停止發言，讓更多人有表達意見的機會。而在場者，也都能尊重別人的發

言權利，安靜聆聽他人的意見。雖然每個場次參加人數眾多，但總是井然有序；儘管彼此立場或許不同，甚至意見相左，

卻都能相互尊重，充分展現民主素養，這樣的參與及互動過程，令人印象深刻。 

  程綱要引領教材發展，更影響師生的教與學，極其重要，需要長期的研究規劃與參與，才能發展出最適切可行的課

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第二波課程正在發展中，參與研發的團隊夥伴非常辛苦，經過多次會議的討論與審酌，才能形

成課綱總綱草案，付諸公聽，擴大全民的參與。雖然公聽會暫告一個段落，但仍需要各界的持續關心和參與，才能讓課

程永續發展，更臻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