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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跨領域課程」是近年來頗為流行的新興教育名詞，當現實生活中所面對的

問題無法透過單一領域、學門或科目來解決時，跨領域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

就產生了。跨領域學習的過程涉及到相當多個領域，這些領域會相互影響，也涉

及對某一個特定問題、主題或議題的處理歷程。 

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偏鄉在教育福利（Education Welfare）和產業發展上，

會不如其他地區，加上產業外移和外勞引進的問題，造成偏鄉居民普遍較為為貧

窮（Miller, 2012）。另外，偏鄉小學師資年輕或是非本地人比例偏高，且教師流

動率又大，在課程研發設計、實施經驗上較為不足，外聘師資因不具教育背景，

對於在地素材詮釋轉化為課程較為不易，使得課程的設計與實施者未必一致（黃

國將，2021）。目前針對跨領域的相關研究不少，但較少針對偏鄉小學教師跨領

域課程實施加以探討。 

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當中更提到透過跨領域的課程，

強化跨領域或跨科的課程統整與應用（教育部，2018）。如今在十二年國教的推

動之下，強化了教師在跨領域教學與學生對跨領域課程的整合，為的就是要培養

有思考和整合力的學生。若從跨領域課程的教學來看，教跟學可以看成分開的概

念，教的這部分，可以從老師的師資培育來看，中小學老師的培育包含小學教師

或中學教師，國中和高中屬於中學的部分，都是「分流分科」，國小則因為是「包

班制」教學，老師需要跨科教學，因此，為什麼老師要有跨領域課程的教學能力？

原因是學生出社會後，所遇到的很多事情不是單靠單一的專業就能解決，必須要

有跨領域的能力去解決，例如：旅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不僅僅只是花錢這

麼簡單，還牽涉歷史文化、地理氣候、飲食、交通、保險等。 

教師基於對課程的專業，透過在地文化與資源的結合，設計出跨領域的校本

課程教學案例，並與有共同理念的教師一同落實教學，呈現家鄉或社區的特色與

屬性，進而帶給學生不同的學習刺激和體驗。任何課程的研發與創新，都需要不

斷思考和想像，也因此讓老師之間有了更多合作的機會，得以讓課程顯得更加多

元，跨領域課程的教學是一項有趣的嘗試，讓各領域之間的老師可以共同備課，

也讓老師可以協同教學，有了這樣的思維之後，我們可以改變傳統式教學，甚至

是翻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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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將針對臺東偏鄉小學教師跨領域課程實施經驗做為主題，根據

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五點：(1)了解教師參與跨領域課

程的原因。(2)了解教師在跨領域課程實施中教學之設計。(3)了解教師在跨領域

課程實施之教學成效。(4)了解教師在跨領域課程實施所遇到之教學困境。(5)了
解教師在跨領域課程實施中最大的收穫。 

二、跨領域相關文獻探討 

由於跨領域課程在大家的努力下，有越來越多的成果可以分享，不管是學術

界、教育界或是其他領域，也多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以下整理出幾篇與跨領域

相關之研究，近幾年有關偏鄉進行跨領域課程的研究多從不同面向切入，黃國將

（2021）的研究是以偏鄉小學跨領域課程為主題進行研究外，其認為偏鄉學校發

展校訂跨領域主題式課程成敗的關鍵就在教師的素養，辦理教師共備觀議課專業學

習社群，邀請大專院校學者專家到校諮詢陪伴相當重要。林思騏、余秀英（2021）
則是針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做為探討主題，其研究提到不同組織群體若可以進一

步研商互補優劣，以不同角度、思維、做法，提出可供跨學校、跨領域之教師學

習社群修習之機制與內容，啟動教師參與的主動性，將可避免教師成長社群流於

形式。張媛甯（2021）則是從問題導向教學來探討，研究結果顯示將PBL融入跨

領域學習課程的教學實踐歷程，能有效提升學生對課程內容的了解及培養其問題

解決的能力，並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態度而促進自主學習，且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透過課堂觀察和學生回饋持續進行教學反思以精進教學，以及提升跨領域學習者

應具備的溝通協調、人際關係、團隊合作等核心素養。另外陳建男、徐昊杲、胡

茹萍（2020）則是以技術型高中發展校定課程進行研究，針對其他技術型高中學

校推動課程發展從發展機制、資源爭取、內容考量等三方面給予建議。 

因此在探討上述文獻的研究題目、對象和目的所進行的研究結果後，本研究

者將以偏鄉國小教師跨領域課程實施經驗之研究，透過訪談法搜集資料進行研究。

研究的場域是臺東縣某所偏鄉小學，研究對象為三位臺東縣偏鄉小學跨領域課程

實施的教師。訪談資料根據研究目的、文獻閱讀的結果，編擬訪談大綱。研究者

在訪談前將研究同意書及訪談大綱各一份交給受訪者，使受訪者在訪談前知道訪

談過程、訪談內容、訪談時間和地點。訪談時間皆為三十分鐘左右。基於研究倫

理，三位受訪教師分別以T1、T2、T3代號代替姓名，保障其隱私。研究資料分析

的編碼方式，T1-訪-111/01/01表示受訪者代號、訪談資料及訪談日期。 

三、主管安排是教師參與跨領域課程設計的主要原因 

受訪的三位教師，不論是資深或是年輕老師，皆提到會參與學校跨領域課程

設計的原因是基於偏鄉小學師資人力較為不足，在學校行政主管的安排下有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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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機會。 

以我在這所學校多年的經驗，每位老師不管是正式老師或代理老師，或多或

少都會接觸到跨領域的課程教學，簡單講就是學校排甚麼課，就上甚麼課，

畢竟在偏鄉學校的人力有限，基本上只要學校主任排給我上我就會上（T1-
訪-111/01/21）。 

因為學校主任覺得年輕老師應該多學習一些經驗，而且學校師資有限，主任

希望我能一同參與，又是教育界的老前輩，感覺像是跟著老前輩在學習跨領

域課程的實施（T2-訪-111/01/21）。 

我本來是在這間學校實習的實習老師，所以實習的那半年，教導主任都會請

我幫忙學校跨領域教學的事，後來實習結束後，我留下來繼續當老師，在人

力不充足的情況下就成為學校跨領域教學實施的授課教師（T3-訪 -
111/01/21）。 

四、跨領域課程設計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為主 

受訪的三位教師，不論是資深或是年輕老師，皆提到教師在跨領域課程設計

會以學生的生活經驗為主，像是部落或社區的歷史文化和自然資源等，在教材方

面則會以自編教材進行教學設計。 

我覺得跨領域課程實施的教學設計貼近他們生活中的經驗，例如部落或是社

區的一些歷史、文化或自然資源等都能成為跨領域的課程，因此教材是學校

這邊自編（T1-訪-111/01/21）。 

跨領域課程實施的教學設計因為跟學生生活經驗有關，可能部落或社區的一

些歷史文化等等，在教材上多半是由老師自編教材為主（T2-訪-111/01/21）。 

某位受訪的教師，除了提到教材方面會以自編教材進行教學外，還提到校內

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討論和決議。 

教學設計因為跟部落或社區有關，在教材上多半是由老師自編教材為主，學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在開學討論和決議（T3-訪-111/01/21）。 

五、跨領域課程實施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態度 

受訪的三位教師，不管是資深或是年輕老師，皆提到學校跨領域課程實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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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在學習態度上也更樂於學習，因此在教學成效上算是成

功。 

我覺得跨領域課程實施的教學成效就是學生學習動機會提升，因為這些課程

的設計更貼近他們生活中的經驗，所以他們會更願意學習，甚至學得很快樂

（T1-訪-111/01/21）。 

跨領域的課程不是單一的課程，因此在教學實施上學生學習到較為多元的課

程內容，感覺學生會覺得有挑戰性，樂於接受挑戰並完成學習目標，學習動

機相當強烈（T2-訪-111/01/21）。 

校訂跨領域教學的課程中，我發現學生專注力有提升，因為學生們覺得課程

不是死板板的，大家的眼神好專注在看我教學，因此我覺得教學成效很好，

學生學習意願高（T3-訪-111/01/21）。 

六、偏鄉師資不穩定難凝聚共識是跨領域課程實施主要困境 

三位受訪老師的訪談中皆提到跨領域教學在實施上，因為偏鄉教師流動率

高，造成師資不穩定，所以凝聚共識是主要的教學困境。 

我做跨領域教學最大的困境，就是偏鄉教師流動率高，因為老師來來去去，

凝聚共識是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因為鄉學校的人力資源有限，幾乎大家都

會參與到跨領域課程，所有的行政處室和各科老師都要能互相配合和合作

（T1-訪-111/01/21）。 

我個人的經驗是代理老師剛熟悉學校的跨領域課程後，因為生涯規劃離開學

校後，新進的代理老師又要重新摸索學校的跨領域的課程，畢竟偏鄉師資的

推力大，所以偏鄉師資不穩定對於跨領域課程的教學會有一定的麻煩（T2-
訪-111/01/21）。 

因為我在實習的時候就開始協助教導主任跨領域課程的業務，我觀察到跨領

域教學最容易遇到的困境是師資流動率高的問題，可能去年某個代理老師才

教一年，今年又變成新的代理老師教，因為師資來來去去常常無法達到很好

的共識和凝聚力（T3-訪-111/01/21）。 

七、專業成長是教師實施跨領域教學最大的收穫 

三位受訪老師的訪談中，都提到跨領域課程在實施的經驗中，最大的收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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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升自己的教師專業，因為自己的的教學在這過程中慢慢成長和進步。 

今年是我在這所學校服務的第八年，我記得剛畢業的時候，學校還沒有跨領

域的課程，後來有了跨領域的課程後，我覺得在教學過程中使我對課程與教

學的實務更加清楚，因為要與不同科目的同事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和協同

教學，感覺自己在教師專業上有持續在進步，所以算是我覺得最大的收穫 
（T1-訪-111/01/21）。 

我覺得執行跨領域課程教學中，我對自己的教學和課程設計更加有信心，所

以這應該算是最大的收穫吧!簡單來說就是教師的專業能力會因為執行跨領

域課程教學有所進步和提升（T2-訪-111/01/21）。 

透過校訂跨領域課程的實施中，我覺得自己在教師專業這塊會有所進步，這

算是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因為在跨領課程協同教學的過程中，常常能觀摩

到校內其他老師的教學（T3-訪-111/01/21）。 

八、結語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與發現，可以發現偏鄉國小教師參與跨領域課程實施，雖

然是基於學校行政主管的安排，但可以發現參與的教師均認為有助於其教師專業

上的成長，但礙於偏鄉師資不穩定的問題，本身對於學校的行政推動和教師教學

就有相當大的影響，更何況是跨領域教學的實施，因此跨領域課程的實施也遇到

相同的困境，另外，跨領域課程在教學設計上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為出發點，並

成為自編教材的來源，所以對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態度的提升有幫助，但建議除了

用心著墨在跨領域課程的設計與教材研發外，如何有效穩定偏鄉師資，或許是相

關單位或教學實施者可以改進和突破的重點，最後期許能有更多教師願意投入偏

鄉的教育，共同為偏鄉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努力，同時期盼政府相關部門也能制定

更多有效的政策來改善偏鄉的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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