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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資優人才培育是各國皆重視的一大課題。Watters 與 Diezman（2003）指出，

資優學生被視為資訊與科技社會的重要貢獻者。若能有效培養資優人才相關能

力，使其成為未來的科技創新人才，將可促進國家競爭力發展。對此，美國的全

國資優生協會[NAGC]（2015）指出，STEM 課程為資優教育所需的高層次思考

相關教學提供新的機會。STEM 課程是一種包含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的跨領

域課程，其目的不只著重於發展學生對於 STEM 相關學科的興趣，更重於培養學

生的解決問題、高層次思考等能力（Lee, Chai, & Hong, 2019）。因 STEM 課程的

特色，使其被視為未來資優教育發展的潛在解決方案（Abdurrahman, Maulina, & 
Nurulsari, 2019）。 

然而資優學生因其各方面能力發展迅速，一般的課程將會產生挑戰性不足的

問題，Lundgren、Laugen、Lindeman、Shapiro 與 Thomas（2011）亦指出資優學

生需要差異化的 STEM 課程以符合其需求。有些國家如美國、韓國等便開始發展

STEM 資優課程，期望能培育未來 STEM 領域的專業人才。 

鑑於上述背景，筆者認為 STEM 資優課程的發展有其必要性，不過目前國內

對於 STEM 資優課程的相關文獻與發展仍相對匱乏。鑑於 STEM 概念最早是有

美國發展與提出，因此筆者希望透過本文，從美國發展 STEM 資優課程的狀況推

測出臺灣未來在發展此課程時可能遇到的問題，並根據問題提出建議以促進領域

未來發展。 

二、美國 STEM 資優課程發展概況 

美國的 STEM 資優課程主要是透過各州的 STEM 專業學校進行實施，然而

STEM 學校原先的創立並非是為了提供資優學生較高階的課程，而是為了培育特

定領域的人材（Erdogan & Stuessy, 2015）。美國的 STEM 專業學校最早可追溯至

1904 年，為培育科學、數學與科技人才所創立的 SMT 學校，史蒂文森高中

（Thomas & Williams, 2010）。隨著時間推移，各州因政策開始而開始創立更多

SMT 學校，並於 1980 年出現第一所，由資優生暑期寄宿計劃轉變而成的，為資

優學生所設立的寄宿制SMT學校（Tofel-Grehl & Carolyn, 2014; Erdogan & Stuessy, 
2015），至此美國的 STEM 資優課程逐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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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美國頒布了「美國競爭力計畫」，期望能加強美國對於 STEM 教育

與 STEM 人才方面的重視（Committee on Prospe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of the 
21st Century, 2007）。歐巴馬政府認為為維持美國於 21 世紀的競爭力，必須培育

科技相關人才也提出成立近千所新的 STEM 學校的計畫（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過去的 SMT 專業學校也逐漸轉變為

STEM 專業學校。Tofel-Grehl 與 Callahan（2014）指出，在那段時間中，專門的

STEM 學校數量增加了兩倍，由此可見美國對 STEM 資優課程的重視。 

目前的 STEM 專業學校，除了一開始出現的寄宿制學校以外，還出現了其他

不同形式，主要可包含五種類型，分別為：校內獨立式、校外抽離式、獨立學校、

寄宿制學校、大學協作制（Lundgren, Laughen, Lindeman, Shapiro & Thomas, 
2011）。雖然分為不同的形式，但其所設計與提供的課程計畫均有相似的特質。

Kolloff（2003）指出，STEM 專業中學通常會將 STEM 科目的先修課程作為課程

的一部分，課程形式包含具挑戰性的專題導向課程或探究式課程。美國的國家

MST 專業中學聯盟[NCSSSMST]（2011）亦提及，一間好的 STEM 專業學校除了

會提供學生 STEM 學科課程，還會引導學生進行研究的實踐，因此於 STEM 專

業學校的課程規劃中，不乏獨立研究的相關課程。 

三、臺灣資優教育與 STEM 教育的概況 

臺灣在進行資優教育上主要有三大方案，分別是加速制、充實課程與能力編

組，其中與課程相關的為充實課程與能力編組。充實課程意指依照學生的需求針

對課程進行加深、加廣、濃縮等方式進行調整（教育部，2019）。能力編組則是

依照學生能力進行集中式與分散式資優班的編班分組，然而因國際資優教育趨勢

與臺灣對於常態分班之政策，目前多採用分散式資優班。為因應資優學生不同優

勢領域之特別需求，教育部（2019）另規劃四大特需課程，分別為「情意發展」、

「領導才能」、「創造力」與「獨立研究」。從上述可知，各校可依資優學生需求，

除了提供其學科上的發展，更可透過特需課程進行課程的設計與調整。 

STEM教育方面，林坤誼（2018）指出，臺灣目前雖尚未有具體對於落實STEM
教育的相關政策，但卻相當重視對於跨領域學習的概念，因此要求中小學規劃跨

領域統整的課程作為校本課程。然而，雖然 STEM 課程在正式課程尚未普及，但

在非正式課程的場域中，如：社團活動、研習等，則出現多元的 STEM 相關課程

（林坤誼，2018）。從上述可知，STEM 教育於臺灣雖未有明確規範，仍逐漸發

展與盛行。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3），頁 67-71 

 

自由評論 

 

第 69 頁 

四、臺灣發展 STEM 資優課程可能遇到之困境與建議 

(一) 臺灣發展 STEM 資優課程可能面臨之困境 

根據臺灣目前 STEM 教育與資優教育的情形，筆者認為借鏡美國發展 STEM
資優課程的經驗後，臺灣 未來在發展 STEM 資優課程時可能遇到以下問題： 

1. 臺灣對於 STEM 教育相關政策不周全：從美國發展 STEM 資優課程經驗可得

知，美國規劃相當多有關 STEM 教育的政策，極力推動 STEM 人才的培育與

訓練，反之臺灣的 STEM 教育政策較為匱乏，因此可能遇到 STEM 資優課程

沒有相關課綱或政策依循並無法適當規劃。 

2. 缺乏適當規劃與執行 STEM 資優課程的師資：為確保資優學生能透過有足夠

挑戰性與自主性的 STEM 資優課程，成為 STEM 領域的專業人才，需要有相

對應的專業師資能進行 STEM 資優課程的規劃與執行，然而根據臺灣目前的

師資培育環境，仍未有足以培育其相關能力的科系，因此可能遇到無法順利

設計 STEM 資優課程與執行的問題。 

3. STEM 資優課程的實施環境：有別於美國成立 STEM 專業學校提供資優學生

進行 STEM 資優課程之學習，臺灣目前的資優教育環境偏向採取分散式資優

班進行抽離式課程，整體的學習時間與歷程將會較為零碎鬆散，因此可能造

成 STEM 資優課程的形式受到侷限。 

透過借鏡美國的 STEM 資優課程發展經驗以及臺灣目前的教育現況，筆者

認為在發展臺灣的 STEM 資優課程時可能會遇到上述三種情形，以至於課程的

發展受阻。 

(二) 臺灣發展 STEM 資優課程困境之建議 

根據前文所提到之困境，筆者希望針對上述情形提出幾點建議，以期能使臺

灣的 STEM 資優領域順利發展。 

1. 臺灣應發展 STEM 相關政策與課綱：為可使 STEM 資優課程之內容有所依

循，須透過資優領域的 STEM 領域的相關教學內容進行參考，然而根據臺灣

目前教學現況，資優領域相對較為完備。筆者認為可借鑑美國，發展 STEM
領域課程內容與相關政策，如此不僅能使臺灣 STEM 領域發展更完備，STEM
資優課程也能有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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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實跨領域教學能力的資優師資培育：STEM 教育的核心理念即為跨領域知

識整合應用，為使資優學生能有適當的引導與教學，具備跨領域整合與教學

能力教師必不可少（張慶勳，2018）。筆者認為應加強培育資優教師對於跨領

域整合與教學的能力，以期能使教師有足夠能力進行 STEM 資優課程實施與

操作。 

3. 透過假日方案與暑期營隊進行課程：透過前文可知，美國的 STEM 資優課程

多以專題導向或獨立研究形式進行，若以現以臺灣目前透過分散式資優班與

抽離式課程進行資優教育的情形，每次課程的時長過短可能使 資優學生的學

習過程細碎不連貫，且無法順利進行實作。筆者認為，STEM 資優課程可透

過假日方案與暑期營隊的方式進行，以確保資優學生每次進行課程都可獲得

完整的教學歷程。 

五、結語 

透過參考美國發展 STEM 資優課程的經驗，可知臺灣未來在發展相關課程

時，可能會遇到的困境，對此筆者希望能透過本文對可能遇到的困境進行建議，

以促進未來臺灣 STEM 資優領域之發展，使臺灣的資優學生可透過此課程獲得

符應世界需求的相關能力，並成為 STEM 領域之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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