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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科技的發達不僅縮短了人與人、地域和地域間的距離，也促進人類社會的互

動，以致身處事物更形複雜，故要適應社會生活就必須具備更豐富多元的知識；

但依據領域或科目所進行的分化教學，乃教育的主要型態，為了協助學習者適應

社會，跨域教學的概念遂被提出。 

跨域教學的實施必先以統整課程為基礎，所以二者有著一體兩面的關係。雖

然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推動時，將原本課綱中的科目統整提出「領域」的概念，

但事實上，在臺灣課程的發展史中，統整課程與跨域教學是經常受到關注的課題

（葉興華，1999）。當然，在 103 年所發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中，不管是部定或校訂課程都鼓勵跨域教學的進行。而以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所發布「重要性統計資料庫」中「高等教育淨在學率」，自 102 年開始已經超過

七成，所以高等教育儼然成為學生接軌社會的關鍵階段。因此，若就幫助學生適

應社會生活的觀點，高等教育中如何進行跨域教學應該是比中小學階段更值得關

心的課題。近來，臺灣大學（2022）、政治大學（2022）、臺北科技大學（2022）、
臺北醫學大學（2022）、天主教輔仁大學（2022）等許多大學紛紛開設跨域之微

學程或稱學分學程，以因應社會對於跨域人才的需求。但跨域人才的培育，不能

僅是以特定主題或目的，將數門課程打包在一起，授課教師在課程內容規劃和教

學時適度和適時的相互連結，才是跨域教學時的關鍵。 

二、大學常見之跨域教學作為 

大學是學術發展的殿堂，在「學術自由」的精神下，課程教學之規劃和學生

學習本來就比中小學更具彈性，故論及跨域教學也有其不同處。中小學的學習領

域或科目由課綱界定，部定課程的領域會貫串各階段，但大學中的領域或科目如

何稱之則相對彈性，例如「課程發展與設計」可以視一個科目，但也可視為一個

研究領域；同一個課程在不同學期連續開設也非普遍樣態。在這些特性下，大學

的跨域教學可視為不同門課程間內容和教學的連結或協作，一般大學中常見的跨

域教學型態有下列幾種： 

(一) 屬跨域性質課程之同一門課，由不同專長教師進行跨域教學 

教師各自授課是大學中的常態，但某些具有跨域性質的課程，常會由兩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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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教師一起進行跨域教學，例如「實習課程」、「專題課程」、「論文寫作」等，

這些課程屬於不同領域的綜合應用，所以大都由不同專長的教師共同規畫內容並

進行授課。此類課程若由單一教師授課時，開課教師也常會運用部分時間，邀請

不同專長的教師以專題演講、帶領實作等方式進行跨域教學。 

(二) 同學期不同課程授課教師間的跨域教學 

大學課程的設計除基礎的必修課，還有加深或加廣等之選修課程。這些課程

常依設系目標區分為幾個區塊，彼此間具有統整連貫的關係。故在同一學期時，

有些教師會彼此搭配內容與教學，共同完成屬於兩門課程的學習任務。例如，筆

者於服務系所中開設「課程原理與媒材實作」，便與教授「設計美學」之教師進

行跨域教學，共同規劃課程內容，指導學生完成一份兼重內容和視覺設計之學習

媒材。 

(三) 教師自己進行所授課程間之跨域教學 

臺灣高等教育目前每年以兩學期規劃，多數教師在同一學年的上下學期均有

固定的開設課程。教師基於學術專長，上下學期或同一學期開設的課程多具關聯

性，有些教師也會就自己所開設的不同課程進行跨域教學的規劃。例如筆者會在

同一學期中開設「課程原理與媒材實作」、「寫作學習設計」課程，二門課程均指

導學生產出不同性質的學習媒材，但在教學時會引導學生運用一門課程所學，進

行另一門課程之學習。又如，筆者於上下學期分別於師培課程中開設「國音及說

話」`「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國語教材教法」，二門課程中也有部分內容，透

過課程規劃和教學連結進行跨域教學。 

前述的三類做法多屬於同一學系教師；或是具同屬性學程，如教育學程之課

程教師會採行之作為。照理言之，跨系所的課程或教師也可以或者更適合進行跨

域教學，但基於學生的不同學習特質、修排課等多重因素，其實際運作的可行性

不高。 

三、大學跨域教學的困境 

大學若能適切進行跨域教學，實有助於學生步入職場之適應。但除了前述第

一類—直接開設跨域課程由不同專長教師共同授課較常見外，其餘二種類型及校

內不同學系之跨域教學運作不易，其主要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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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專注於發展自己的學術專長，無暇關心他人授課內容 

教師間進行跨域合作時，必須對彼此授課內容和研究領域有一定程度之了

解。但即便在同一學系中，教師間專長的學術知識領域也非常廣泛，且大學教師

在忙於發展自己的學術專長都唯恐不及時，對於關心他人學術專長之授課內容不

僅力有未逮，在講求學術自由之校園，亦恐遭「撈過界」、「管太寬」之名。 

(二) 教師工作負擔重，能投入跨域備課的時間有限 

教學只是大學教師工作之一部分，研究、校內外的服務及學生輔導等，更是

大學教師評鑑、升等關注的重要項目，工作內容的複雜度相較於中小學教師實有

過之。尤其，在績效掛帥的研究指標下，重研究輕教學是大學的普遍現象。而不

管是不同教師的跨域教學，或者是教師個人所進行的跨域教學，教師在課程規劃

和學習指導上都須更為費心，即使教師有意投入，也常心有餘而力未逮。 

(三) 不同課程間修課學生不盡相同，跨域教學時恐影響學生權益 

大學雖仍有班級的編制，但同一年級同一班的學生即便在必修課程，都可能

在檔修與選修課衝堂等多重因素下，無法在同一學期共同修課；同時，大學課程

雖有開課順序，但並不同等於學生的修課順序。因此，不管是同一學期，或者前

後學期，兩門課學生完全相同的情形幾乎不可能發生。若同一學期不同課程的教

師、同一學期同一位教師所教授的不同課程、同一位教師不同學期的課程進行跨

域教學時，對於未同時修習兩門課程學生之學習，必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而大

學近來也鼓勵學生跨系、跨校修課，再加上原本學生的選、修課特性，讓每門課

程的學生組成相當複雜，而在考量學生學習權益下，在不同課程間同時要進行跨

域教學更形困難。 

(四) 不同課程因跨域教學進行之共同學習任務，恐在小組分工時窄化學習 

跨域教學的產生，常源自於學生學習中有同時運用不領域知識之需求；而這

樣的需求，也常因伴隨著某項複雜學習任務而生。不同的課程進行跨域教學時，

原本各自要完成的學習任務，常會整合成為兼重兩門知識之較為複雜的學習任

務。學生進行整合性學習任務時，在任務複雜度高下，分組合作的學習型態會應

運而生。在原本各自授課的形態下，修課的學生會運用各自課程所學，完成該門

課之學習任務；而一旦透過合作完成任務時，伴隨而來的分工易使學生專心投入

於其中一門課的學習，讓學習產生了某種程度的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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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具不同之修課需要，跨域教學不一定能符合其需求 

大學修課的自由度大，即便每門課程有其教學目標，但不同特質學生修課時，

也常因各自起點行為不同而有不同的目的。同一門課程有些學生修習是為了博

雅，有些是為了專精，有些也確實希望能進行課程間的跨域學習；教師在開課時

也無法設定過於嚴格的修課限制。因此，除了如實習、專題，及論文寫作等具有

明確跨域性質者外，教師的主動跨域恐也不見得是學生的真正需要。 

四、大學跨域教學之思維與作為 

面對社會的日趨複雜，大學中提供跨域教學，引導學生跨域學習有其必要。

然，在前述的困境下，應有之思維與可行之作為如下： 

(一) 引導學生自主跨域學習比教師的跨域教學更形重要 

中小學的學習，部定課程佔了極大之比率。部定課程中以較為廣泛的領域課

程貫串各年級和學習階段，而且所有學生均必須學習。大學課程設計雖然也會劃

分區塊，但鮮有同一門課程連續開課數學期，且賦予學生選課和修課相當大的自

由度，此種不同於中小學之設計其實就是順應學生個別需要，讓學生可以將課程

進行有機的組合。大學生已達法定上的成年，除了學校和教師的安排外，更應懂

得進行自己所需的跨域學習，故激發學生此種意識並指導其展開行動，應比直接

的提供跨域教學更為重要。 

(二) 以學生自訂任務引導跨域學習是跨域教學的可行作為 

大學生進入大學後，會面對通識、就讀學系、校內不同學系所開設的琳瑯滿

目課程，在教師透過課程與教學規劃的跨域教學外，導師或相關人員對於學生的

選課輔導也應視為學校跨域教學的一環。輔導時，其具體作法可鼓勵學生以參加

證照或就業考試、提案或競賽，或某項實踐活動等為目標，思考其所具備的能力

後進行修課之規劃。 

(三) 屬於跨域教學性質的課程要確實發揮功能 

實習、專題、論文寫作乃大學中引導學生跨域學習的課程。這些課程應該是

跨域教學最佳的實踐場域，但教學設計時要考量學生不同的跨域需求，若能安排

不同專長教師共同授課，共同課教師也能落實共同備課與協同教學，其應最能展

現跨域教學的功能，有效幫助學生學習以銜接社會生活；若由教師單獨授課時，

校方亦應提供相關資源，讓教學時得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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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了解學系課程的結構將有助於進行跨域教學 

學系在設計課程時，對於課程在統整銜接都有系統化的思考，只是設計的過

程不一定所有的教師均會參與，大學教師進入學系任職後也不一定有機會了解。

如果教師能了解學系的課程結構，知道課程間的開設關係，也較容易覓得跨域教

學的合作對象；即使不與其他教師合作，憑藉者自己對於研究領域的了解與社會

閱歷，都可以或多或少的進行跨域教學，引導學生學習或修課。 

(五) 善用微學程的設計也有助於跨域教學 

近來，許多大學，紛紛開設跨域學分學程或微學程，引導學生跨出所修讀之

學習，進行跨域學習。這些跨域或微學程的課程多是針對課定主題或目的而開設，

課程間具有相當的關連性，校方可鼓勵這些課程的授課教師進行跨域教學，透過

適度的合作，或各自授課得適時連結，讓跨域課程藉由教學實踐發揮更大之功能。 

(六) 一門課程中的部分跨域是兼顧不同學習需求的可行作法 

教師的跨域教學常時基於自身所觀察到的學生需求，但教師的觀察是否確實

是學生的學習需求？教師基於過去和現在的觀察，是否也是未來修課學生的需求

等？這些可能都沒有固定的答案，但透過教學幫助學生乃教育不變的立場。大學

課堂中教師須面對多元目的的學習者，教師如進行跨域時可採行部分課程內容的

跨域，以完成一個較小型的任務為主；部分課程內容仍以原設定博雅或專精內容

為主。這樣的規劃，若學生未同時修習兩門課程，教師可提供自學的素材讓學生

補足因未修另一門課所需的內容；學生因範圍小份量少的情況下不易產生困難。

另外，部分的課程則從需要加廣加深學生需求的角度進行規畫教學，以兼顧不同

學生的學習需求，也可避免整門課程內容跨域教學可能引發的學習窄化。 

(七) 鼓勵教師結合各專案計畫，並運用跨域教學的實踐進行升等 

不管是哪一種跨域教學的型態，教師在備課與教學引導時均將耗費更多的心

力。大學教師在如果能將跨域教學的實踐，轉化為研究內容與社會服務的實踐，

讓大學教師所應肩負的不同任務同時滿足時，則可減輕自己的工作負擔。近來，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頗受重視；教育部的許多計畫也獎勵各大學鼓勵教師

運用教學實踐升等，這些都有助於提升大學教師進行跨域教學的動機，大學可善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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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

部定課程和校訂課程進行跨域教學（教育部，2021）。但校訂課程占總課程的比

率有限，部定課程中可進行跨域教學的份量也有限制，這樣的規定顯示領域各自

教學有其必要性。過去，大學推動跨域教學雖未如國中小熱烈，但屬於跨域性質

的課程一直存在，只是其跨域教學有效實施的程度不同。 

此外，基於大學生之學習理應較中小學學生更具主動性，並懂得擬定自我的

學習目的，其各自對於跨域學習的需求，恐非是教師自行設想之跨域教學所能滿

足。大學不管是學系內、學校各系所都提供了學生豐富的學習內容；各大學也都

鼓勵學生進行跨系、跨校，甚至透過網路或者資訊平台進行國際性的修課學習，

這不同於中小學的課程設計樣態，就是希望在學校、學系，和教師所設計的跨域

教學外，提供學生更多的跨域學習可能。因之，跨域學習方法的教學，恐是大學

中進行跨域教學時最需要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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