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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特色課程的推動、問題及展望 
李蕙伶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生 
 

一、前言 

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特色課程一直是大眾注目的焦點之一，許多學校

因實施特色課程而聲名遠播。隨著十二年國教的施行，108 課綱更加重視各校彈

性時間的內容與運用，特色課程再次受人矚目。 

特色意指事物所表現出獨特的色彩風格等（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2020）。事實上，任何學校都可以有特色，端看特色是否被發掘及識察出來（范

信賢，2010）。換句話說，特色課程是某所學校有別於其他學校的課程，亦即，

提到某項特色時，就會聯想到這所學校所實施的特色課程（蔡麗鳳，2005）。本

文主要說明特色課程的發展時期，以及影響特色課程成功推行的因素。 

二、 臺灣特色課程的發展時期 

過去，學校課程多依循國家訂定課程標準實施，學校特色隱藏而未顯露；隨

著社會開放、教科書多元化、九年一貫課程上路，學校的課程安排多了彈性，內

容也更多元化，特色課程得以快速開展。筆者將臺灣特色課程發展歸納成以下四

個時期。 

(一) 萌芽期 

1991 年臺北市開放八所郊區小學進行「田園課程」實驗，並希望達成「建立

郊區學校特色，實驗開放教育課程和提升國小教育品質」三大目標（黃鳳瑛，

1997）。田園教育的推行，可說是特色課程的萌芽前期。 

其次，教育部於 1993 年修正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增設「鄉土教學活動」課

程。由各校依教學需求及地方特性，彈性安排方言學習及鄉土文化有關之教學活

動（教育部，1993）。並增設彈性應用時間，賦予學校自行安排課程的空間（教

育部，1993）。鄉土教學活動的增設，使課程在地化、生活化，是課程史上一大

突破；彈性應用時間則給予課程愈多運用空間，二者促使特色課程有更多發展的

可能性。鄉土教學活動及彈性應用時間的增設是特色課程的發軔。 

再者，新北市（時為臺北縣）自 1994 年實施開放教育，採取草根發展模式，

鼓勵學校依現有教學資源及本身的校園文化、地理環境背景為考量，發展學校特

色（白寶貴，1997）。採取草根模式的開放教育推動特色課程逐步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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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佩璇（2013）認為，此波改革中，學校特色課程乃是相對於國定課程的概

念，藉此提供更在地視野及展現課程的活潑性。自實驗田園教育開端，緊接著鄉

土教育、開放教育的施行，一連串的教育改革，促進特色課程萌芽開展。 

(二) 成長期 

1998 年教育部公布九年一貫課程總綱，學校可自行規劃「彈性學習節數」，

辦理全校性和全年級活動、執行依學校特色所設計的課程或活動（教育部，2010）。
課程綱要明令學校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並應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

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教

育部，2010）。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展現各校的特色。亦即，特色課程

發展的基本意涵是架構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上（蔡清田、陳幸仁，2013）。此

外，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學校致力嘗試的統整課程也型構出另一股特色課程

風貌（林佩璇，2013）。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公布與實施，給與學校發展校本課程的權能，致使學校有

更多自主發展與決定的權力（范信賢，2010；林佩璇，2013）。彈性學習節數的

設立及學校本位課程的訂定，不但給予各校發展特色課程的空間，更可視為特色

課程風行的重要推手。此時期的特色課程是一種草根性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可

視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樣態，反映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脈絡，從中央決策導

向地方及本土特性；從統一邁向品質行銷（林佩璇，2013）。在此階段，特色課

程呈現百花爭妍的學校課程景象（林佩璇，2013）。 

(三) 熱絡期 

小學學齡人口從 1991 年的 229 萬人，下降至 2019 年的 117 萬人（教育部統

計處，2020）。少子化情況導致學校面臨減班及教師超額問題。教育部因應少子

化衝擊、偏遠小校轉型，自 2007 年推動「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暨發展特色

學校方案」，鼓勵學校充分運用在地特色之自然資源與人文環境，轉型規劃特色

課程活動，展現偏遠小型學校的價值（范信賢，2010；林佩璇，2013）。 

在少子化趨勢下，偏鄉學校若能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基礎強化特色課程的發

展，加上市場行銷手法，不僅增加學校能見度，也可吸引家長選擇學校（蔡清田、

陳幸仁，2013）。換言之，學校特色經營成為顯學，是學校行銷與提升競爭力的

重要策略（洪詠善，2013），特色課程亦成為學校經營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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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教育部 2014 年公布《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其中「校訂課

程」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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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4）。其鼓勵學校實施

「特色課程」，積極創造差異性卓越特色，使之成為學校品牌，吸引重視教育品

質的家長與學生（蔡啟達、林進材，2013）。 

少子化與十二年國教將特色課程的發展推至最高點，特色課程不僅是因應社

會的趨勢，更是學校永續發展的重要措施。 

當特色課程成為顯學，各校互相模仿發展特色課程，深怕少了特色而流失學

生。相互學習是美事一件，卻也是曲解特色課程意義的開始。許多學校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全力推行特色課程，但僅學其樣貌，無法複製「神韻」。特色課程

發展至此，容易偏離教育初衷，失去課程意義，陷入發展瓶頸。 

(四) 轉型期 

前述的熱絡期，儘管可見各校蓬勃發展特色課程，卻忽視學生是教育的主體。

「學生學習」才是學校特色課程的核心（洪詠善，2013）。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

是因，特色的展現是果。學校若能妥善規劃學校本位課程，重視學生的學習，自

然展現學校特色。 

當特色課程回歸到學生為主體時，差異化教學和文化回應成為課程不可或缺

的一環。隨著社會開放及全球化趨勢，學生的背景更加多元，原有的漢人及原住

民外，還有跨國婚姻、移民與新住民子女等，族群多樣性使文化差異成了學校生

態的一部份（林佩璇，2013）。林佩璇認為，因應學生背景多元性，關心學生的

「特殊性」，重視差異化的教學成了改革的重心之一。亦即，教師從學生角度思

索特色課程，考量個別學生語言、學習風格、家庭經驗的差異性，重視學生文化

背景與在地生活的連結，決定學生學什麼、如何學。藉由文化回應與差異化方式

進行特色課程，不僅能激發學生共鳴，提升學習成效，更易產生自我認同的學習

意義，促使學生隨著特色課程的進行，激盪出探究、自主的個人學習模式，開展

屬於自己的特色課程。 

特色課程的發展，自萌芽期、成長期至熱絡期，經歷二十多年，課程的主體

從教師授課為中心，傳遞知識為主，現今應逐步轉為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重視

學生的文化背景與個別差異，讓學生能從特色課程的實踐中，開展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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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響特色課程成功推行的因素 

特色課程的發展與各種因素息息相關，從課程領導、團隊成員合作、資源運

用，到課程發展與實施等各種因素交織，使課程得以成功呈現。影響特色課程發

展成功推行的因素包括： 

(一) 校長運用領頭羊角色，發揮課程領導成效 

學校領導者是學校的靈魂，也是學校發展的關鍵（林志成、林仁煥、田育昆，

2011）。身為小學領導人，校長需擁有洞察教育生態的素養，具備創新與思維能

力、課程與教學的涵養，展現課程領導的作為，扮演課程發展的火車頭角色（賴

志峰，2010；蔡清田、陳幸仁，2013）。此外，特色課程推動需結合在地文化與

資源，因此，積極經營社區關係，也有賴於校長的持續帶領（蔡清田、陳幸仁，

2013，28）。 

(二) 凝聚學校團隊共識，發展願景目標 

課程發展最重要的是人。從計畫的規劃申請、方案執行的落實、教學課程的

融入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林志成、林仁煥、田育昆，2011）。特色課程

的實施必須將教師視為推動的主體（蔡清田、陳幸仁，2013），唯有教師願意行

動，課程方能順利推行。 

學校人員分成行政團隊與教學團隊，二者之間需緊密連結。建構投入與創意

特質的行政團隊，引領校務的發展與進步（賴志峰，2010），是推動特色課程的

第一步。激勵教學團隊教師的動機與提升其能力，凝聚團隊共識，建立願景目標，

是推動特色課程的第二步。 

(三) 善用社區教育資源，開展特色經營空間 

學校的學習資源有限，但社區的教育資源卻是無窮。當教育人員具備「敏銳

度」，就能將社區資源充分發揮，轉化為學校特色課程，賦予學校特色課程經營

的空間（林志成、林仁煥、田育昆，2011）。校長引導與鼓勵家長支持與投入特

色課程，善加運用社區的豐沛人力，形成策略聯盟的合作模式，共創雙收雙榮的

互惠關係（蔡清田、陳幸仁，2013）。 

(四) 結合政策申請經費，永續發展學校特色 

「巧婦做不得無麵餺飥」，少了經費挹注，特色課程不僅推行不易，更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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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運作。若申請相關經費，不管外部師資或是參訪費用，甚至相關設備的添購，

都將更順利，特色課程方有長久發展的可能性。換句話說，特色課程領導不能忽

視教育政策的導入與影響（蔡清田、陳幸仁，2013），二者相輔相成，才能形成

雙贏局面。 

(五) 課程循序漸進增廣、加深，切勿操之過急 

特色課程的發展宜循序漸進。短時間內雖難有完整的課程成果，但課程逐步

增廣、加深，終將完善，切勿希冀一次到位。校長可以尋找校務可作為的空間，

每年建立一項發展特色，透過不斷參賽、得獎，提升整體榮譽與聲望，教師也會

覺得辛苦付出有價值、有成就感（賴志峰，2010）。 

(六) 兼重學生學習競爭力與個人成就表現 

特色課程發展易招致「為發展特色而特色」的批評，淺碟化活動未必能提升

學習成效及產生學習意義。若是忽視孩子是教育主體的重要性，缺乏課程意義的

體驗活動是難以獲得教師和家長們長久支持。為避免此問題，應以學生的學習作

為特色課程的出發點，慎重考量學生的文化、語言、經驗的差異性，以文化回應

與差異化方式進行特色課程，兼顧學生在領域學習上的競爭力和個別學習成就表

現。 

首先，特色課程應掌握學生發展與經驗之需求及其和學科內容之間的關聯

性，將學習材料重新組織，深化學習知識與意義，藉由有意義的活動協助學生統

整組織與能力（蔡啟達、林進材，2013），促使學生保有學習競爭力。再者，強

調與各領域學習表現的結合，處理經驗導向與學科知識之間的連結，拉近教育與

生活的關係（蔡啟達、林進材，2013），使學生在課程體驗中建構個人目標，追

求自我學習成就表現，開創新學習風貌。 

兼重學生學習競爭力與個人成就表現，創造深層學習的特色課程，否則特色

課程的營造可能產生學生學習的「偏食現象」（蔡啟達、林進材，2013），及學習

淺碟化。 

四、討論和結語 

當備受矚目的特色課程成為招生利器，許多學校只顧模仿他校，搶搭特色課

程的熱潮，曲解特色課程的真正意義，形成一大隱憂。學校本位課程是因，特色

課程是果。若是未能全面規劃符合學生需求的校本課程，盲目追求表象熱鬧，如

此華而不實的特色課程，往往只是曇花一現，無法永續發展。事實上，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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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應該更嚴謹，以學生的文化、差異性角度思考，從課程意義發展特色課程，

深化學生的學習，促使學生開創屬於自己的特色課程。 

此外，發展特色課程亦常遭遇資源不足問題，不論是在地課程素材不足，或

是缺乏經費，再再阻礙課程的發展。唯有盤點社區可用資源，尋求家長認可，善

加運用社區教育資源及豐沛人力，並且關注政策發展，申請經費挹注，方能克服

資源不足問題，順利推行特色課程。 

綜上所述，為成功推行特色課程，必須掌握與課程縱橫交錯的要素。校長若

能發揮課程領導、激發團隊成員合作、善用社區資源、結合政策申請經費，循序

發展特色課程，並且重視學生學習表現，將能永續經營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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