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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一卷第三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中小學生課程負荷評估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一卷第三期將於 2022 年 3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2 年 1 月 25 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OECD 在 2030 年未來教育和技能計畫報告中，指出在各種教育政策中會有

未能預期到的課程負荷（curriculum overload）需要審慎評估，亦即教師和學生

都會有承載過多課程的現象。當國家政策要實現時，往往第一時間就期望能在教

育中落實，猶如教育領域是播種希望種子的田地，此時從國家層級、到地方教育

層級、學校層級、老師教學層級，都會有各種不同的處置和加入形式，因而造成

了教師教學內容的負擔越來越多，以及學生學習歷程的沈重負荷。 

課程負荷最後是由學生承擔或接收所有結果，最近的例子包括：臺灣的十二

年國教課程，因應科技發展的國際形勢和國家政策，學習領域在中學由七個增加

了科技為第八個領域；另外，九年一貫課程的重大議題因國家政策本已由六個加

了第七個為海洋教育，到了十二年國教一口氣增加到十九個；甫通過的國家語言

法，使得新課綱在實施一年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本土語時數由選修改

為國一和國二各為一節必修，原本要增加國三必修審議未果，其中課程負荷正是

重要的考量。而這樣的課程負荷考量，又與分流考試的制度息息相關。 

從課程時數的國際比較來看，臺灣中小學的課程時數比較高，由於學生無法

消化所有考科內容，考試又領導教學，使得補習風氣盛行，非常壓縮學生自己能

運用的時間，實在不利學生成長和創造力的發展。 

國家政策的一些重大議題如環境教育、性平教育等，法令規定每年必需上課

時數至少二小時不等，雖是增加學生負擔，然站在課程規劃和設計的立場，各校

運用融入綜合領域等方式處理，多少是減輕課程負荷的形式之一。從課程來源來

看，課程內容有的可以交由民間機構來承接，讓學生有多元選擇又不構成正式課

程的負擔，例如：生命教育能讓學生在體驗中感受和反思生命意義、也是較有興

味又重要的課程，多在非正式晨光時間由各式家長或宗教社團志工來擔綱帶課，

這也是知識性課程負荷過多而不得不然的結果。此外，站在學生角度，書包太重

或作業寫不完導致身心俱疲，也可以看出臺灣中小學課程負荷的程度，實在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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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評論的主題是「中小學課程負荷評估」，歡迎教育各界對於 K-12 課程負

荷的因素，包括政策來源、形塑過程、組織形式、具體結果等，加以分析評估，

並提出解決或展望的省思與評論，期望大家一起從根本來思考課程負荷問題，也

期望未來的課程規劃能兼顧政策發展的需求和學生學習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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