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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簡稱 108 課綱）之頒佈，

乃回應當今快速變遷的社會與全球化趨勢，期冀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實踐，為培

養未來的人才。其中，108 課綱於國民中小學彈性學習課程明載，學校教師可進

行跨領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發展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強化學習

者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的能力；此外，學校教師亦可於部定課程進行，唯跨領域

統整課程最多佔領域學習課程總節數的五分之一（教育部，2014）。 

細究跨領域課程並非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新詞，其意近與九年一貫倡導之課程

統整，雖用詞不同，兩者皆為引導學生連結不同學科領域，整合概念和方法以解

決問題（周淑卿、王郁雯，2019）。再者，跨領域課程之發展，反應人們對於知

識衍生與變易的探詢、校園分節課表結構對學習限制的反思、學生所學難以應用

於生活的覺察，以及培育專業人才的期待（Jacobs, 1989）。是以，108 課綱指引

教師以課程組織與統整的方式，實施跨領域課程，打破學科的疆界，體現素養導

向的精神。108 課綱實施幾年下來，不乏可看學界與現職教師共同研發跨領域課

程的設計工具（愛思客團隊，2017），啓動教師社群實施跨領域課程新的專業成

長（陳佩英、林佳慧、張志維，2020）。儘管，在職教師的跨領域課程設計知能，

多可憑藉社群共備或主題式的研習，力求精進教學專業。另一方面，為推動與落

實 108 課綱素養導向的教育理念，筆者認為培育職前教師具備跨領域課程設計知

能，乃為核心要務。誠如吳清山（2018）指出提升職前教師的專業知能為陶冶教

師教學良能與促進學生學習品質的關鍵。為此，探討師資培育生（簡稱師資生）

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有其必要性，然而，目前國內相關論述仍為少數，職是之故，

筆者以 110 學年第一學期「課程發展與設計」之師資培育課程，帶領學生研讀課

程相關學理為經，跨領域課程設計為緯，初探其實踐意涵。 

二、跨領域課程設計模式與架構 

從課程發展與設計的學理可知，跨領域課程設計是指學科或領域的知識、技

能與態度等學習的統整，亦為學科間的交織、互動與整合。學習者透過學科內或

學科間的聯結，整合相關知識節點以理解全貌。再者，學習者可藉由「自我整合」

（integrative）的學習經驗，發現意義的存有與對自我能力的肯定。一般而言，跨

領域課程主要可為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和超

學科（transdisciplinary）三種課程模式（Drake & Burn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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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學科模式 

此模式是指課程透過一個主題或議題，連結相關學科的知識內容，然而學

科間仍保有明確的界限與系統，缺少學科知識之間的統整。教師易以多學科模

式理解跨領域課程設計，值得留意的是此模式較少課程統整的思維，如同包粽

子缺少粽結，則難以成串（歐用生，2019），致使忽略課程的「組織中心」，流

於淺碟式的設計。 

(二) 科際整合模式 

此模式一開始師生先選擇主題的組織中心，共同透過腦力盪發展核心問題，

再依教學歷程組織學習活動和評量（Jacobs, 1989）。為避免學科各自獨立缺乏統

整性，教師應從課程設計的角度，找出「組織中心」或「核心概念」，進而設計

「導引問題」，梳理課程知識與概念的完整性，豐富課程內涵的深度（周淑卿，

2021）。 

(三) 超學科模式 

Beane（1997）認為超學科是打破學科界限，採主題為中心，確認相關概念

以發展活動。Drake（1998）認為人類社會中的議題，經常發生在真實生活情境

脈絡中，並不能只取決於單一學科知識取向，需超越學科疆界方以整合與辨析。

Drake 也指出超學科的數項特色，如：視學生如同研究者的角色、重視學生的參

與經驗、教師於教材選擇的慎思、強調問題的真實脈絡、課程組織不全以學科為

中心、可探討學習內容的本質根源、適時建立課程標準等。此外，超學科模式未

必是主題式，常見的專題探究、問題導向學習或現象本位學習等，亦可歸類為超

學科模式（周淑卿，2021）。 

除了上述三種常見的跨領域課程設計模式，Drake 與 Burns（2004）提出 KDB
跨領域課程設計架構可為參考（如圖 1）。KDB 分別為「知道」（Know）、「做到」

（Do）與「存有」（Be）三個課程發展要素，為培育學生 21 世紀的核心能力。在

跨領域課程設計上，第一是「知道」層次，由最底層記憶性事實開始，依序往上

為主題、學科概念、跨領域概念到持久性的理解。其次為「做到」層次，由下而

上分別有低層次技能（如：回憶、描述）、學科技能至高層次複雜性的跨領域表

現技能（如：批判思考）。而連結這兩個部分，扮演中介橋樑為「存有」，透過課

程設計涵育學習者的心理健康、個人成長、社會情緒學習、態度或價值等。整體

而言，Know、Do 和 Be 三者是相互關聯，例如：學生透過跨領域的學習，理解

公民的概念（Know），並且表現公民行為（Do），成為一位好公民（Be）。教師可

由 KDB 跨領域課程設計，展開 21 世紀素養教育（Drake & Rei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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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KDB 跨領域課程設計架構 

資料來源：Drake, S.M. & Burns, R.（2004, p50） 

三、師資生跨領域課程設計之特色與困難 

筆者所教授的「課程發展與設計」這門課，為研究生教育學程必修課程，當

學期有 39 位同學修習。學生來自 10 個以上不同的科系／所，其中有 1／3 師資

生具有原住民的文化背景。修課同學在閱讀課程發展與跨領域課程設計相關學理

後，運用 KDB 跨領域課程設計架構，擇取品德教育議題或聯合國「2030 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17 項議題做為課程設計的主題。

由於師資生來自不同的科系／所，本身專業領域與學習經歷迥然不同，在分組探

討論跨領域課程時，組員間的觀點更顯多元。然而，師資生教學經驗尚待累積，

在跨領域課程設計仍遭逢不少困境，以下簡述說明師資生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之

特色與困難。 

(一) 師資生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之特色 

1. 回看自身文化有易於跨領域課程之開展 

從課程實作中，筆者發現師資生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時，引導他們連結自身

文化，可有利於師資生思考跨領域課程設計之「為何而做？」與「從何而做？」。

以一組皆為原住民師資生為例，剛開始，他們對品德教育議題的理解只侷限於「尊

重別人、要有禮貌」等有限的認知層面，並且反應品德教育議題的核心價值過於

廣泛，難以抉擇。然而，當師資生開始以自身原住民族文化做為課程發想的背景

脈絡，並且對應《議題融入說明手冊》的品德教育實質內涵，發現其中的「關懷

行善」品德價值及環境保護意識，正呼應原住民族文化對於大自然「尊重」、「珍

惜」與「謙卑」的情懷（Be，存有），且可從自然領域、社會領域與綜合活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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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學科知識內容（Know），找出組織中心與導引問題，並運用「DFC（Design 
for change）教學法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感受問題、擬出具體方案解決問題、將想

像付諸行動，以及分享所思所想及行動實踐的結果（Do），最後順利發展科際整

合模式的跨領域課程設計。 

2. 組織異質性小組有利於跨學科專業對話 

研究生學群的師資生來自不同的科系所，其中，有些師資生已有代理代課經

驗，透過分組合作學習，建立小型專業學習社群網絡，每位參與者在聆聽與分享

間，交織跨領域課程設計的理解與行動。對尚無教職工作經驗的師資生而言，他

們認為自己在小組中常扮演「聆聽者」的角色，透過有教學經驗組員的解說，能

幫助自己理解課程運作的可行性，拉近對學校現場的想像。另一方面，對已有教

學經驗的師資生來說，他們透過異質性小組的討論交流與實作，幫助自己延展與

理解非專長的學科領域知識，讓自己提昇跨學科的整合思維等。上述的發現，正

與當今以「課堂教學研究－備觀議課三部曲」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有相似之處，協

助師資生正式踏入教職之前，形塑持續性專業發展（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之心向與準備。 

(二) 師資生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之困難 

1. 學科背景殊異難以掌握跨領域的核心概念 

儘管異質性小組能促進多元思考，然而師資生反應在龐雜的事實或資料中，

梳理符合主題與課程目標的核心概念並非易事，小組成員常在概念的取捨增刪之

間，花費許多溝通的時間。其次，師資生認為即使突破分科專精的學科知能，但

因不熟悉他領域的學科知識或學習方式，小組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可能只停在表

面層次的理解，難以掌握跨領域的核心概念，進而採取多元角度對探究問題獲得

深度學習。  

2. 學習起點差異拉大理解跨領域課程的距離 

筆者從數位師資生的深度訪談裡得知，有些師資生來自商管學院或人文學

院，並非教育相關系所；有些師資生則為全職學生，缺少教學現場的經驗。儘管

他們努力投入跨領域課程設計，然而學習起點差異過大，使其對跨領域課程理解

大多來仰賴老師或同組成員，在跨領域課程設計的課程思維與表達自信，尚嫌不

足。 

四、結語與建議 

面對 2030 年的來臨，教學已逐步在改變，108 課綱強調以核心素養培育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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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人才，做為課程連貫與統整。核心素養為跨越學科的通用能力，學生透過跨

領域的學習，整合不同學科知能涵養其內涵。而未來人才培育的關鍵在於優良師

資，也是師資培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筆者從帶領師資生跨領域課程設計實

踐經驗中，初步理解師資生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的特色，分別為：回看自身文化

有易於跨領域課程之開展，以及組織異質性小組有利於跨學科專業對話。而師資

生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的困難，則是學科背景殊異難以掌握跨領域的核心概念，

與學習起點差異拉大理解跨領域課程的距離。有鑑於此，筆者提出未來培養師資

生跨領域課程設計之兩點建議。 

(一) 運用跨界資源，研讀領綱，增加師資生跨領域課程設計的視野 

跨領域如同化學的碰撞學說，增加碰撞機會或有效碰撞，可以產生多樣的化

學反應。為此，授課教師可以與學校或企業進行異業聯盟，拓展師資生對事理的

理解；亦可引導師資生深解各領綱的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連結實務與學理，厚

實跨領域的專業知能，增加跨領域課程設計的視野。 

(二) 善用差異化教學，提供師資生跨領域課程設計的學習資源 

由於師資生背景多元，授課教師可依學生的起點行為適切提供教學習資源。

針對初學習者，可引導其探討跨領域課程的本質、意涵及模式，並且解析跨領域

課程設計相關案例，建構跨領域課程設計的模式；針對已有實務教學經驗者，則

可引導其探究跨領域課程實施的限制與多樣性，深化課程設計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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