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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日益複雜，學生在學校

教育中所學到的知能，是否足以因應現在的問題和未來的挑戰呢？「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 108 課綱）」在「自發」、「互助」、「共好」的

理念下，以三面九項之核心素養為主軸，強調跨領域學習、統整性議題融入、探

究實作及自主學習等，藉以引導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並應用及實踐學校所學，

促使其能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的挑戰（教育部，2021）。 

當現實世界問題無法以單一領域或學門解決，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就大大提

升（林冠宇，2019），更突顯跨領域主題整合教學於當前教育發展趨勢的價值性。

因此，學校教育應改變傳統分科授課藩籬，採學生為中心之觀點，設計學生所需

學習的跨領域整合素養知能（潘文福、謝金威，2018）。然長久以來，臺灣的中

小學採分科教學方式，學生在碎片化分科學習環境下，難以建立統整性思考模式，

而現實生活卻是不分領域或科目，學生無法以單一學科知識去解決現實生活中複

雜的問題。所以，教師在教學上可採主題性的跨領域教學，協助學生應用整合的

知識，並克服及解決多元的情境問題，進而讓學生習得統整性思考模式。 

芬蘭於 2016 年推動課綱理念之規劃，而臺灣 108 課綱則於 2019 年開始推

動，顯見世界教育趨勢即是在學科學習的基礎上，橫向整合跨領域或跨科目的統

整性學習（洪詠善，2016）。而臺灣為推動跨領域教學並提供中小學實施之依據，

108 課綱乃明訂在遵照教學正常化之規範下，得彈性調整進行跨領域的統整及協

同教學；另在「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參考原則」中，

亦提供中小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之參考依據（吳清山，2019）。再者，

有很多團隊在推動 108 課綱上不遺餘力，如為發展跨領域素養課程而成立之愛思

客團隊，除規劃推廣跨領域素養課程外，亦培養種子教師、辦理工作坊等，精緻

化課程設計的流程，協助老師具備跨領域素養的課程與教學知能（陳佩英，2018），
對於推廣跨領域課程與教學上有很大的助益。 

108課綱實施迄今（2022）已邁入第三年，雖然跨領域教學的立意良好，但

在教育現場有其不易克服之難處，因此，本文欲透過文獻探討與分析，並從教學

現場教師之觀點，探討教育現場實施跨領域教學所面臨之問題，並針對問題提出

反思與建議，以供中小學現場實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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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領域教學相關概念 

跨領域教學係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過程中，打破學科藩籬，透過跨領域課

程設計，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使學生學到單一科目以外的統整、多元

和活用的知識。而中小學跨領域學習則以培養學生基本能力和核心素養為目標，

主要是採取主題式的學習為之（吳清山，2019）。而林冠宇（2019）更提及，跨

領域學習不僅涉及多個領域，也可是對某一特定議題或問題的學習或處理歷程。 

生活其實就是跨領域（陳孟亨，2020），所以，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習更應

呼應跨領域的概念。基此，108 課綱課程類型分為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兩大類，

其中，部定課程將學習範疇劃分為八大領域，如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

藝術、科技、健體、綜合活動等。而各領域包含各科目，如：社會領域包含地理、

歷史及公民與社會。跨領域教學可連結不同科目，亦可連結不同領域。校訂課程

則包含彈性學習、選修課程、團體活動等。因此，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可規劃跨

領域統整性主題，顯見校訂課程即是跨領域課程的實踐（連安青、周子宇、白亦

方，2020）。此外，學校可彈性調整或重組部定課程之領域學習節數，以實施各

種學習形式之跨領域統整課程；高中則以分科教學為原則，並透過跨領域或跨科

目之專題、實作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的課程統整與應用（教育部，2021）。 

跨領域教學有其優點，亦有其限制。優點在於可營造良好教學溝通與解決問

題之環境、兼具協同教學優勢、融合各領域專業及學習者可接觸多元領域知識等，

但施行跨領域教學也易形成教師教學負擔並造成學生學習上的困惑（王惠蓉、羅

文星，2014）。 

三、實施跨領域教學之問題 

推行 108 課綱跨領域教學在教育現場面臨很多問題與挑戰，本文透過文獻分

析，並以現場教師的觀點，彙整實施跨領域教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如下：  

(一) 教師對跨領域教學之專業知能不足 

教師專業素養與合作是跨領域學習成功與否的關鍵（吳清山，2019）。教師

對跨領域教學不瞭解或專業知能不足，皆會造成推動上的困難。而部分教師將不

同領域課程拼裝在一起，或先統一主題，再由各科發展課程後結合在一起的課程，

皆只是形式上的跨領域，並無法達到跨領域教學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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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間的合作與分工仍需加強 

雖然國內教師已開始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但多數教師仍習慣採單打獨鬥

的傳統教學方式，缺少團隊合作的意識（傅斌暉，2014），彼此樂於分享交流的

現象並不普遍，且各科辦公室之間的互動不足，都會影響不同領域或不同科目教

師之間的合作意願。此外，進行跨領域教學時，教師通常在專業上的主觀意識較

強，教師與教師之間亦會出現分工不均的現象，進行跨領域教學時，團隊仍需默

契上的培養與磨合。 

(三) 實施跨領域教學需較長備課時間 

108 課綱各項政策逐年推動實施，教學現場的教師在原工作任務之外，必須

抽出額外的時間和心力去了解、學習並執行新的教學方式，且實施跨領域教學需

花費許多課外時間討論跨領域課程問題，可能形成教師的負擔（王惠蓉、羅文星，

2014）。此外，相較於教師個人採用以學科為主的講述教學方式，教師實施跨領

域教學時，在相關的教材資源仍顯不足的情形下，必須花費很多時間進行課程討

論，需要較長的備課時間。 

(四) 升學導向的傳統思維仍未完全改變 

國內升學主義當道，許多教師皆有考試領導教學的無奈感，而教學轉變需要

時間來適應與調整，在時間不足的情形下，教師多傾向採保守的教學方式（蘇舜

華，2018）。基此而言，在升學導向、招生方式等大環境因素如未改變，就難以

扭轉教師的傳統思維與教學方式，甚至會對新政策充滿著質疑與抵抗。 

四、結論與省思 

跨領域教學強調在原學科學習基礎上，進行跨領域或跨科目的統整性教學，

以培養學生具備面對現實生活問題及未來挑戰的能力，是相當值得推廣的教學方

式；此外，本文亦發現教師專業知能不足、教師的分工合作待提升、備課時間較

長以及升學導向思維未改變等因素，是當前實施跨領域教學所面臨之主要問題。

本文依據上述困境，提出以下三項參考建議：  

(一) 運用培育與增能策略，提升教師跨領域教學專業知能 

推動跨領域教學的成功關鍵在於教師，因此，應從職前師資培育做起，並鼓

勵在職教師專業增能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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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有效貫徹 108 課綱精神，則須先從職前的師資培育做起，使教師在師資養

成階段即習得跨領域教學與課程的相關知能。108 課綱的推行從師資培育的

源頭開始改變，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2. 教育現場的教師在師資養成階段僅習得各科的分科教材教法，並已習慣分科

思考與教學方式，急需增能與改變，才能順利推展跨領域教學。各級教育行

政機關應提供各項跨領域教學或課程的進修資源，如：研習、工作坊、專案

教師入校陪伴等，鼓勵教師在職進修與專業發展。 

(二) 強化校長領導，善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教育部於 2009 年起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中小學已奠定課程發展之基

礎。跨領域素養導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由一群有共同使命願景，並願意共同學

習分享的成員組成（林思騏、余秀英，2021）。校長可在現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基礎上，帶領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共同推展跨領域課程與教學。 

1. 跨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中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的有效策略（黃儒傑，2019）。
可由校長帶領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跨領域共備，凝聚各領域教師共識

並提升課程與教學的合作能量，依據學校願景發展具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與

教學活動。 

2. 校長可培養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領導者」，聚集校內有默契的教師

共事共學，營造分享的文化，使老師之間相互影響，願意投入跨領域課程設

計與教學。 

3. 跨領域課程發展的創新需要不同成員的加入，以校內跨領域教師的協作，再

加入校外資源（黃儒傑，2019）。校長或行政可透過各項計畫之申請，邀請校

外跨領域專家或典範教師入校協助，從陪伴的過程中，帶領校內教師一步一

步學習並產出跨領域課程，才能有效實踐並推展跨領域教學的核心精神。 

4. 學校宜積極協助跨領域教學教師有關校內外之行政事務，如：校內借用場室、

調代課、申請校外相關計畫經費等。如有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須採計授

課節數之情形時，學校能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課程計畫，並採計跨領域

教學團隊之授課節數。此外，校長及各處室行政人員的參與及關心，皆是教

師執行跨領域教學的助力。 

5. 在校長的領導下，藉由觀摩校內外跨領域教學成功案例，作為校內教師典範，

進而由教師影響教師，建立學習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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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合現有機制避免增加負擔，採取獎勵方式活化教師 

實施跨領域教學通常需要較長的備課時間，為了避免增加教師的負擔，可在

學校現有的機制下施行，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公開授課、教學研究會等。在

不增加新負擔的前提下推行，可降低教師的反感與阻力，另可提供獎勵措施，以

提高教師執行跨領域教學的意願。 

1. 可鼓勵現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升為跨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亦可建立跨

領域教學研究會，透過集體的力量減少教師負擔。 

2. 可結合現有公開授課的制度，將跨領域教學納入備課、觀課、議課程序中，

儘量避免增加教師備課之負擔。 

3. 可辦理跨領域課程競賽或產出型工作坊，藉由建立網站平臺的方式，將得獎

或研發之教材教案成果分享推廣，以供教師實施跨領域教學之參考，減少教

師投入的時間。 

4. 為鼓勵教師實施跨領域教學，建議將跨領域課程或教學融入跨領域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之運作內容，並針對此類社群提高社群運作之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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