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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於 2014 年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108 課

綱），108 課綱課程及規劃說明內容提及「彈性學習課程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

校性、全年級或班群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落實學校本

位及特色課程」。林永豐（2018）認為依九年一貫課綱的精神，所有中小學校的

課程其實就是學校本位的，108 課綱延續這個精神，透過各領綱訂有學習重點作

為課程目標，沒有規範教材內容，留給學校進行學校本位課程(以下簡稱校本課

程)設計的空間。 

因應校本課程的發展，第一線教師從「課程實施者」角色轉變為「課程發展

者」角色的同時，校長的課程領導扮演至為關鍵角色，本研究以一所國小（快樂

國小，化名）為例，希冀透過個案研究法的實施，深入蒐集資料與文本分析，了

解個案校長的課程領導策略、推動校本課程具體成效、面臨的問題和困境，最後

研究者提出因應之道，提供建議和參考。 

二、校長課程領導策略與成效 

校長能發揮有效課程領導的實質影響力，才能落實校本課程，提升學生的學

習品質，本研究的重點即是關注快樂國小校長如何帶領教師發展校本課程，透過

對個案學校校長、主任及教師的訪談，描繪校長課程領導的實施策略與成效。茲

分述如下： 

(一) 透過計畫的申請，啟動全校教師對話與思考，推動學校願景重塑 

學校教育目標與願景會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與時俱進，Gurley、Peters、 
Collins 與 Fifolt（2015）的研究顯示，學校的領導者若沒有對學校成員做清楚的

陳述什麼是共同的願景，以致於學校成員大多會認為學校願景與當前實際發展方

向之間的落差很大。劉鎮寧（2017）提出一所學校願景的成功建立和實踐，必須

要能賦予學校及成員新的思維和行動力，如此亦能使學校和其成員形成一個更為

穩固的整體關係。有鑑於現行校本課程實施現況不佳， 加上 108 課綱以核心素

養為課程發展趨勢，快樂國小於 106 學年度申請教育部前導學校協作計畫，校長

藉由會議及研習等各種機會，與全校教師討論思考學生面對未來生活所需培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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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學校願景的適切性；除此之外，校長辦理親職教育講座，與家長分享 108
課綱內涵；以發放問卷方式，調查全校教職員工及家長對孩子未來所需具備能力

之意見，帶領教師思索重新定位學校發展目標及方向，並決定重塑學校願景，進

而舖陳符應學校特色之校本課程發展。 

(二) 營造校園和諧氛圍，重視教師想法，凝聚團隊共識，型塑校本課程發展方向 

快樂國小為一所大型學校，平日老師多半是在自己的教室內處理級務和課

務，除了與同學年教師互動之外，參與例行性的會議和研習，全校教師顯少有機

會一起對話和互動。然而，為確立校本課程發展方向，校長藉由正式會議或非正

式時間與全校教師共同對話和溝通，了解彼此的想法，逐步凝聚團隊共識，產生

緊密的合作關係，促發教師們思考以學生為本位的課程目標。如同林明地與梁金

都（2016）、黃聲華與尹弘颷（2018）都指出，為促使課程領導發揮成效，課程

設計、發展方向確定前，校長應該充份聆聽教師及其他職員工的聲音，以及激發

成員積極參與，建構一個有向心力的學校文化。 

(三) 以身作則與教師共同精進學習，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帶領教師發展校本課程 

九年一貫課程政策推動學校自主課程發展，給予學校及教師彈性和自主發展

學校特色課程。108 課綱延續其精神，亦重視校本課程的理念和落實，順應國際

趨勢和時代潮流，以培養學生核心素養，能實際應用於生活，解決問題為最終目

標，課程的設計與方案的撰寫思維不同以往。校長透過計畫申請或研習辦理，如

承辦教育局精進教學計畫和申請教育部前導學校協作計畫，提供老師進修機會，

積極引入外部資源，邀請專家學者到校指導和諮詢，培育教師專業知能。林志成

（2011）提及校長應精熟課程發展的專業知能，領導教師共同編修、發展校本課

程。快樂國小校長除了與全校教師共同參與研習，本身完成 108 課綱種子教師培

訓，親自帶領全校教師進行課程設計、教案撰寫。校長課程領導也是學習的過程，

唯有不斷的自我學習，與時俱進了解現在的教育政策和潮流，才能夠帶領團隊成

員進行課程設計和發展。 

(四) 四大主軸課程目標以培養學生所需能力為考量，展現校本課程多元風貌 

Glatthorn（1997）提出課程領導發揮的功能是使學校系統及其學校能夠實現

確保學生學習品質的目標。校長課程領導的目的之一在於發展學校特色及亮點，

快樂國小以 108 課綱為參考藍圖，以原有校本課程為基底，不同於以往校本課

程，不固定一個主題發展一至六年級課程，取而代之是由各學年就四大主軸的課

程目標發展一至六年級螺旋式加深加廣之統整性課程，屬於較為發散式的課程設

計模式，此目的在於除了為符應問卷調查結果，全校教師和家長共同期待孩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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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所需具備的素養之外，亦兼顧孩子多元發展的問題解決能力。 

三、校長課程領導面臨的問題和困境 

108 課綱課程教育部賦予學校更多課程發展自主權，校長身為一校之長，勢

必得肩負起學校課程發展和實踐的重責大任。面對課程改革，並非學校每一位教

師都能接受並改變自己，快樂國小校長自 106 學年度起，從學校願景重塑到校本

課程設計和發展，批評的聲浪和反對的力量不斷挑戰校長的課程領導，校長所面

臨的問題和困境茲分述如下： 

(一) 教師觀望、消極的心態，被動參與校本課程發展 

一般而言，教師在繁重的班級經營和教學負擔下，對於增加額外的課程設計

不感興趣，甚至產生抗拒的心態。研究指出，課程改革使教師面對沈重的壓力，

加上承擔大量工作，讓教師感到心情沮喪，甚至會影響課程改革的成效（霍秉坤、

余玉珍，2018；Chan, 2010）。雖然快樂國小自 106 學年度起申請教育部前導學

校協作計畫試行 108 課綱，校長也藉此重塑學校願景，重新定位校本課程發展方

向，在一次又一次的校訂課程研討會議上，教師們興趣缺缺的進行討論，極少數

的人發言回答校長的問題，為避免引起教師們的反彈，每一次的會議進行一個主

題探討，約一個小時半左右結束，會議有討論，但顯少有實作發表和互動對話。 

(二) 以親師意見重塑學校願景，未整體考量學校現況發展校本課程目標 

學校願景的改變，在現行校本課程上，也要有相對應的內容，才能與學生的

學習有所連結。快樂國小校長在重塑學校願景的做法除參考 108 課綱內容之外，

以全校教師和家長理想中孩子未來應具備之能力多數意見為主，並在多次討論後

定調為四大主軸學校願景，並依此發展各自課程目標，朝向全方位課程發展。然

而此一做法未先盤點師資結構、軟硬體設備、社區家長資源和學生學習狀況等學

校現況，對於後續校本課程發展出現部份窒礙難行之處，如四年級生態教育課

程，蝴蝶飼養和照顧，其內容較為有深度，需要專業的自然教師教授，依校內目

前師資結構及排課狀況並未能完全實施，是值得再深思和討論。 

(三) 教師對跨領域課程發展能力的限制，四大主軸課程目標年級之間縱向和橫向

的校本課程未能緊密聯繫 

為使四大主軸學校願景能涵括在一至六年級校本課程內容中，快樂國小校長

將全校教師分為四大組討論課程目標，俾利在發展校本課程過程中確定發展方

向，亦不偏失其中一大主軸。然而教師不熟稔 108 課綱跨領域的教案設計，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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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的一大阻力，在歷經 107 學年度一整年的校訂課程會議研討中，發展出一

至六年級校本課程的架構圖，看似精采有趣的課程名稱，實質上不僅缺乏了課程

理論的基礎，對於全校一至六年級的校本課程也沒有紮實的縱向和橫向銜接脈

絡。 

四、校長課程領導面臨問題和困境的因應之道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感受到校長在推動校本課程發展的用心和努力，教師亦

對校長的課程領導給予肯定。但是推動教育改革，衝擊到教師原有的教學模式和

步調，勢必會引發不願意改變的教師反彈和不滿，如何化解衝突、協調和落實課

程的革新，構思適當的解決策略是校長課程領導面對當前困境首要克服的課題。

以下為研究者在整理訪談資料及文件分析後，提出相關建議，提供日後校長在推

動課程領導的參考。 

(一) 培養教師領導角色，與校長共同帶領全校教師進行課程設計和發展，促發全

校教師主動參與的意願 

快樂國小全校一百多位教師，以大講堂的方式進行課程研討，多半是校長一

人主導，僅有少數人發言，導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如能先徵詢較有熱忱、認同校

長理念的教師，賦權增能，透過學年、社群等方式分組，帶領教師討論，不僅能

引發教師多一些對話和討論，聚焦課程發展主題，進而帶動教師主動學習的意願。 

(二) 爭取外部資源，提升教師跨領域課程設計專業成長知能  

跨領域有許多種形式與差異，目的在提供協作和融合的過程，在理想與現實

之間，跨領域課程可以先從小規模，涵蓋科目較少的方式著手（李安明，2019；
周淑卿，2020）。若能邀請大專院校課程專家教授提供諮詢和指導，帶領教師發

展校本課程，提升教師在跨領域課程設計的專業知能。 

五、結語 

本研究發現，個案校長是一個秉持教育理念的教育工作者，遇到任何問題或

困難仍不失其教育熱忱努力做下去；面對態度消極和被動的教師，以身作則不斷

學習，帶領全校教師討論學校願景重塑、發展課程，過程中採納教師不同意見，

但仍努力溝通闡述自己的教育理念，凝聚團隊共識，激發教師主動學習的意願。

在校本課程發展過程中，個案校長十分重視教師專業，規畫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積極提升教師課程設計能力，發展正確方向的校本課程。最後，個案學校雖然已

經發展出具體可行性的課程地圖，但因未有清楚的縱向脈絡化和橫向系統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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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檢視做滾動式修正課程，使校本課程更加精緻化、符應教育政策，真正達到

培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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