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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課程綱要研修歷程耗費時日，從過往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到現行的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歷次研修都會先對現行課

程實施成效進行檢視，然後植基於憲法所定的教育宗旨，盱衡社會變遷、全球化

趨勢，以及未來人才培育需求，由教育部推動課程研發工作。以十二年國教課綱

來說，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進行課程研議，

然後由教育部組成「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進行課程審議，課程綱要

研修目的乃是為求持續強化中小學課程之連貫與統整，實踐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

學，以期落實適性揚才之教育，培養具有終身學習力、社會關懷心及國際視野的

現代優質國民（教育部，2014）。 

課程綱要公布後，通常會進行課程試辦工作，或者推動種子學校或前導學校

計畫，然後正式實施，實施一段時間後會再進行課綱修訂調整。因此，必須在實

施期間，進行持續性、系統化的資料蒐集，尤其是有關推動策略、檢討改進、成

效評估和回饋建議的資料，以做為日後課綱修訂調整的參考依據。例如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在 2001 年公布實施後，2008 年進行課綱修訂調整；又，十二年國教課

綱在 2014 年公布實施後，推動前導學校協作計畫，指導學校進行學校本位課程

設計與發展、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標準本位評量設計、課程評鑑等任務，一段時

日後仍須進行課綱修訂調整。 

適逢 110 學年度教育部推動前導學校精研共備社群計畫，召募有意願的前導

學校組成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研共備社群，社群主題有校訂課程設計與發展、學校

本位課程評鑑兩項。本文探討焦點在於，十二年國教前導學校參與「課程評鑑」

精研共備社群結果，如何回應並做為教育部和縣市教育局（處）進行課綱研修調

整的參考依據。因此，本文先闡述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的循環互動關係；其次介

紹說明課程評鑑精研共備社群的規劃及運作；第三，以一所社群夥伴學校（本文

中化名為美好國小）為例，說明參與精研共備社群及在校內推動課程評鑑的歷程、

結果和省思；最後提出結論，做為日後課綱修訂調整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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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的循環互動 

十二年國教課綱倡導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與發展，課程發展的範疇大致包含學

校總體課程計畫、領域課程計畫、校訂課程計畫等三個方面的課程設計、課程實

施及課程成果。課程發展後付諸實施，然後就需要透過課程評鑑結果來回饋修訂

課程發展機制。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的循環互動關係，如圖 1。 

 
圖 1 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的循環互動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由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是新課綱的重要內涵，下一波課綱修訂調

整的參考依據必須仰賴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的成果，而最佳的資料蒐集來源就是

前導學校，這是因為前導學校協作計畫是由有意願的學校提出計畫且有經費補

助，通過後會由縣市端協助規劃工作圈進行區域跨校聯盟，並辦理教師增能學習

成長活動，包含如何撰寫課程計畫、撰寫素養教案、進行課程評鑑等。 

一般來說，課程評鑑是指價值判斷的過程，針對課程對象的研發、設計、實

施與效果等方面，採系統化方法，蒐集及解釋資料，判斷其內容品質和效用價值

（黃政傑，1987；黃嘉雄，2010）。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的實施要點指出，課程

評鑑是「以協助教師教學與改善學生學習為目標，可結合校外專業資源，鼓勵教

師個人反思與社群專業對話，以引導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變革與創新」。此外，賦

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權責來進行課程評鑑，例如：「透過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的組織與運作，持續精進國民教育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教育部，2014） 

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動課程評鑑，近來倡導「意義驅動導向課程評鑑」，林君

億、卯靜儒、鄭淑惠（2021）認為課程評鑑的實施應幫助教師進行課程對話和學

生學習，進行課程評鑑應促進教師思考課程脈絡並提供共構和精進的增能方式。

王佩蘭（2021）反思校訂課程之評鑑經驗，提出課程評鑑需進入課程發展脈絡做

規劃，要營造教師互動和對話氛圍，要以學生學習作為課程評鑑重點，融入課程

評鑑的課程發展應是一個循環改進的歷程。由上可知，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均具

有學校本位的精神，也都是學校本位課程運作機制的重要工作，教師參與課程設

計與發展可以增進專業知能及成長，學校推動課程評鑑可以檢討和回饋修訂課程

設計與發展，因為提升教師具有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能力，就有助於落實新課綱

（簡菲莉、曾怡潓、陳思伶，2021）。 

課程
評鑑

課程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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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評鑑精研共備社群的規劃及運作成效 

十二年國教前導學校協作計畫於 110 學年度試行精研共備社群計畫，作者一

實際擔任高雄市課程評鑑精研共備社群計畫主持人，邀請參與的前導學校有國小

8 所、國中 3 所。在前置會議中先和參與學校夥伴經過討論及凝聚共識後，訂定

出精研共備社群運作的三項目標：(1)導入協作專家陪伴，引領前導學校夥伴認識

「意義驅動導向」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意涵及作法；(2)邀請外縣市卓越前導學

校，分享實施「意義驅動」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作法，透過對話交流促進社群夥伴

學校的增能與反思；(3)瞭解社群夥伴學校推動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實施現況與問

題，也分享交流不同的實施模式和作法（例如評鑑工具等），共同學習並尋繹問

題解決策略及推動課程評鑑的最佳途徑。精研共備社群規劃 7 次活動，主題和內

容如下表 1： 

表 1 精研共備社群活動規劃表 

項次 精研主題 研討內容 

1 意義驅動取向的學

校本位課程評鑑－

案例解析 

1. 認識「意義驅動」學校本位課程評鑑，進行實施案例分享

說明，促進社群夥伴學校的增能與反思。 

2. 協作專家引導社群夥伴學校，討論並確定課程評鑑精研備

社群的定期會議日期，社群運作目標、方向，以及歷次活

動規劃主題、內容及方式。 

2 校訂課程的課程評

鑑－他山之石 

1. 邀請外縣市卓越前導學校，分享實施「意義驅動」學校本

位課程評鑑的模式和作法，並與精研共備社群夥伴學校進

行對話交流。 

2. 問題與討論： 

(1) 學校如何規劃課程評鑑、實施作法及帶領策略（學校

總體課程、領域課程、彈性學習課程）？ 

(2) 推動課程評鑑工作，經常會遇到哪些問題或困難？

如何解決？ 

(3) 如何引導教師做到意義驅動？而不是為了做評鑑而

評鑑，也不是為了交差了事（繳交評鑑作業）？ 

3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的實施現況與問題

－各校分享（一） 

1. 各校分享實施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現況與遭遇問題（含歷

程重點與結果回饋）。 

2. 各校簡報、提問與回應。 

4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的實施現況與問題

－各校分享（二） 

同上。 

5 深化校本課程評鑑

的探究與實作（一）

－導入意義驅動取

向課程評鑑 

1. 探討如何導入「意義驅動」課程評鑑，強化校本課程設計、

實施及效果（深化意義、簡化工具）。 

2. 實作及分析各校正在實施的校本課程評鑑，探討增強探究

與實作的可能策略與規劃，以及如何落實與深化相關規劃

與挑戰。 

6 深化校本課程評鑑

的探究與實作（二）

－導入意義驅動取

向課程評鑑 

同上。 

7 收穫與省思－落實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1. 各校分享課程評鑑成果，包含收穫與省思成長。 

2. 討論社群未來精進方向。 

資料來源：吳俊憲（2022）。十二年國教前導學校課程評鑑精研共備社群計畫成果報告（頁 2）。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10），頁 37-45 

 

中小學課綱修訂的展望 主題評論 

 

第 40 頁 

參與精研共備社群的收穫成長與省思，整理夥伴的質性回饋意見如下： 

(一) 能幫助理解意義驅動導向課程評鑑的意義 

對於如何實施意義驅動的課程評鑑有更深一層的體悟與認識，並能夠帶回學

校與教師同儕分享，也能督促自己規劃校內的各項課程評鑑工作。誠如夥伴回饋

說：「一開始聽到意義驅動的課程評鑑，真的是不知道到底該怎麼做、做些什麼，

經過這幾次社群的觀摩學習，看到各校夥伴們的分享，透過對話漸漸釐清及確定

校內的作法。」「可以讓教師知道課程評鑑是幫助學生學習及教師自我成長的。」

（吳俊憲，2022）。 

(二) 能幫助建構完整的學校本位課程評鑑機制 

意義驅動導向的課程評鑑鼓勵採取「由下而上」的草根模式，評鑑人員是學

校的局內人，包含至少一項領域課程或校訂課程方案的課程設計者、教學實施者、

學習者及支持者，然後針對課程設計、實施與效果三個層面，選擇合適的評鑑指

標（含課程品質參考原則），採取合適的方法和工具蒐集課程方案的優缺點，找

到改進方向與回饋意見，可以促使課程方案滾動修訂，並提升教與學的效果（吳

俊憲，2022）。 

(三) 建立「化評鑑為日常」的系統化課程評鑑模式 

促使夥伴覺察到課程評鑑應成為學校系統化運作的一項機制，誠如夥伴回饋

說：「應該幫助教職員生和家長內化成為平日進行『計畫、執行、檢核、調整』

的系統思考模式，促進所有參與課程設計與發展的夥伴持續進步。」「日後推動

課程評鑑時，應引導教師、學生及家長能感受到因為參與評鑑而向前推進的正向

能量，導向『省思、回饋、建議』的正向循環，增進集體學習及創新發展，並成

為學校改進的動力。」（吳俊憲，2022）。 

(四) 「他山之石」，透過對話交流及分享問題，進而找到解方                                                              

精研共備社群是一種跨校型式，因此可以從各校實務分享中瞭解遇到的困境

與解決方法，提供機會思考自己學校的現況和困境，以及如何重新調整讓課程評

鑑產生意義感。在社群中，透過專家引導及案例解析，可以理解課程評鑑的要義

和精神；從社群夥伴分享作法中，可以快速的吸取他校寶貴推動經驗，或獲得有

效策略及評鑑工具。總之，參加社群後對於課程評鑑意義更有方向感，且學習到

許多具體可行的策略與作法（吳俊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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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精研共備社群及推動課程評鑑的歷程、結果和省思－以美好

國小為案例 

在歷經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基礎下，高雄市美好國小教師

團隊研發「築夢列車」、「綠家園」做為校訂課程的主軸，同時參與前導學校協作

計畫及課程評鑑精研共備社群。110 學年度前導學校推動重點之一是課程評鑑，

因此，引發學校行政在規劃時思考「為什麼要做（why）－怎麼做（how）－結果

（what）」，思考的問題有：「為何要做課程評鑑？如何找出課程評鑑的意義及目

的？要怎麼做才能有意義運用？」後來覺察到想要找到問題答案，就要返回教學

現場去觀察、發現和蒐集問題，然後再試圖找到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高雄市文

府國小，2022）。 

首先，美好國小安排四場次的「培力研思團隊入校協作研習」，幫助教師做

共備增能、引發教師思考。第一場主題是「校訂課程系統發展」，研討內容是引

領課程關係人從課程願景和學生圖像出發，從課程架構的大、中、小系統，層遞

漸進的檢視所發展出來的校訂課程。第二場主題是「意義驅動的課程評鑑」，研

討內容是依據國民中小學課程評鑑總綱說明及參考原則、美好國小課程評鑑計

畫，讓教師分組討論對於教學者、學習者而言，從設計、實施、效果層面最想要

檢視或是最需要檢視的是哪幾個指標項目。第三場主題是探究為本的素養導向教

學設計，第四場主題是素養導向學習評量設計（高雄市文府國小，2022）。 

其次，學校設計課程評鑑規劃表，選擇課程評鑑各層面的指標，以二年級部

定數學領域、校訂綠家園減塑行動作為課程評鑑範圍。身為課程領導者、推動者

的教務主任覺察以下待解決問題：「課程評鑑表發下去給老師就會填寫了嗎？公

告截止時間就可以等時間到了就開始催繳收件嗎？哪些評鑑工作是該做、應做，

或只是想做的呢？為什麼要做課程評鑑？課程評鑑規劃表是可行的工具嗎？收

回來的評鑑資料要如何做分析？」（高雄市文府國小，2022） 

正在苦思如何解決上述問題，美好國小適逢參加 110 學年度南區前導學校課

程評鑑精研共備社群，從理論意義、實務案例及跨教育階段的學習，以及各校夥

伴分享多元的推動經驗、策略，甚至是共享文件檔案和評鑑工具等，啟迪了美好

國小嘗試思考且自行設計出「以提問搭鷹架的評鑑工具設計」—階段性資料蒐集

分析表件，並滾動修正。例如在課程實施層面：「這次課程實施無法達成的部分，

您執行的困難點是什麼？」、「如果再一次實施此課程，您會調整哪一個部分？」

在課程效果層面：「 如果學生沒有達到標準，他的學習困難可能是什麼？」、「如

果再一次實施此課程，您會想提升學生哪部分的能力？」（高雄市文府國小，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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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經一整個學年度嘗試推動意義驅動導向課程評鑑，引領學校進一步思

考：「如何建立完整的課程評鑑制度？如何回歸課程發展委員會的職責運作？如

何整合校內的共備社群、學年會議、領域會議，進行課程議題討論、資料蒐集與

分析，同時透過跨學年、跨領域的分享給予教師同儕回饋和支持？如何借重輔導

諮詢教授的駐校指導，提供多面向專業建議與及課程發展修訂方向？以及如何運

用課程評鑑結果，產生正向影響並形成『計劃、實行、檢查、行動』（Plan – Do 

– Study - Act，簡稱 PDSA 循環式品質管理），實現課程永續經營的目標？」（高

雄市文府國小，2022）。 

五、評析建議－代結論 

十二年國教課綱於 2014 年公布並於 108 學年度正式實施，實施一周年後立

法院提出一份「108 課綱實施周年之省思與建議」資料，建議要持續加強新課綱

之宣導與釋疑，尤其新課綱要求學生要學「素養」，但什麼是「素養」？如何教？

如何學？如何考？在許多人不理解的情形下，會產生諸多擔憂與焦慮。其次，建

議要深入教學現場了解實施困境與問題，並設法協助解決或進行滾動式修正，包

括跨領域備課難以執行、工作負擔增加、師資不足等。此外，也要挹注偏鄉更多

開課資源以縮短城鄉差距，以及確保課綱與考招連動之公平設計（李高英，2020）。 

迄 111 學年度新課綱已實施 3 年，有的學生從高中升上大學，有的從國中升

上高中，國小也從低、中年級推進至高年級實施，社會各界已開始出現檢討聲音，

討論這場教育改革對於學子們來說，新課綱帶給他們的是助益，還是阻力？（親

子天下，2022）例如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於 2022 年 6 月 22 日針對新課綱實施

困境提出檢討建議，國教行動聯盟於 2022 年 7 月 14 日公布「108 課綱及學習歷

程成效問卷調查報告」，呼籲檢視新課綱實施成效（今日新聞，2022；聯合新聞

網，2022）。由上可知，教育部接下來必須以更積極、正面及具體的作法來回應

問題，並進行新課綱整體內容及配套的檢視與調整。 

回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前導學校推動課程評鑑經驗如何回應課綱研修調整？

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思考課程評鑑的實施重點、內容、方式，以及持續

蒐集前導學校推動經驗和成果，尤其哪些實施重點和成果資料才是關鍵且有意義

的，並能實際回饋促進學校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發展及後續的課程綱要研修調整，

最終確保課程發展品質與學校永續經營（卯靜儒、林君憶、鄭淑惠、李姍靜，2020a，

2020b）。茲提出以下三點評析建議作為本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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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綱研修調整須有依據，中央和縣市端應針對前導學校推動課程發展與課程

評鑑的經驗及成果，主動建立分析資料庫 

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課程發展及課程評鑑都是以校本精神出發，須符應學生

學習需求、教師專業發展及學校本位經營理念作為核心。課綱研修調整須重新審

視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的循環互動關係，透過課程評鑑結果來理解課程方案中有

關學生學習需求、學習風格的差異，同時也透過課程評鑑結果來看到學校及教師

專業發展實際需要協助的地方。因此，建議中央和縣市端應針對前導學校推動課

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的經驗及成果，主動規劃並建立更細緻且多方來源的分析資料

庫，作為日後進行課綱研修調整的重要參考依據。 

(二) 課綱研修調整應針對課程領導者及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持續規劃辦理增能

成長活動，增進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的專業知能 

課綱研修調整須針對學校課程領導者（包含校長、教務主任、社群召集人、

領域召集人及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等）在帶領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過程中，引導

學習如何搭建鷹架，因此應持續辦理「課程—教學—評量—評鑑」系列性的增能

活動，學習探究為本的素養導向校訂課程系統發展、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設計，

以及思考課程發展與評鑑的互動關係。誠如參與精研共備社群的夥伴說：「參與

跨校、跨學習階段精研共備課程評鑑社群研習增能，在協作專家帶領社群運作的

模式，對於我們回到校內協助教師賦權增能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範

例。」（吳俊憲，2022）。 

(三) 課綱研修調整需加強宣導理解「意義驅動導向」課程評鑑的意義，引導如何

「化評鑑為日常」並以行動回應課程評鑑 

課程評鑑重視「效用性」，也就是關注「評鑑利用」（evaluation use），實施評

鑑過程中就可以及時回饋並改進課程。因此，在課程設計、實施及效果三層面的

評鑑過程中，除了呈現評鑑後的「分析發現」和「調整修改」外，也須關注並陳

述參與課程發展者與課程評鑑者在過程中產生的思惟改變及教學成長情形。因

此，課綱研修調整要讓課程評鑑的意義和作法轉向「意義驅動導向」模式，讓教

師有真實參與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的歷程，讓教師有感受、有想法、有意願去落

實，於是要引導教師理解為何而做，不只是依循 SOP（標準程序）做課程設計與

發展，也不只是填寫制式表格的課程評鑑方式，而是成為教師日常教學生活的一

部分。誠如參與精研共備社群的夥伴說：「意義驅動不只是教學者，行政夥伴本

身也必須被意義驅動，從本質上去思考學校存在的意義，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

感動才有可能發生。」「在參與課程評鑑實作後，開始學著去跟校內教師分享改

變課程評鑑的用意，不只是去看授課品質，而是延續課程探討後如何在下一次的

行動中產生新的改變。」（吳俊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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