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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議題融入教學是有鑑於社會急遽變遷、網路資訊發展快速、受關注的議題不

斷增加等背景因素，希望師生透過跨領域與跨學科的探討，藉此增進學生對真實

社會的認識與國際視野的拓展。同時，教師透過議題融入教學來加強學生與生活

及社會間的緊密連結，進而反思我們有哪些具體作為可以促進社會進步？以培養

學生分析、澄清、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冀期提升知識內容的學習價值。 

有關十二年國教課綱各領域課程設計應適切融入的議題，係規範於《總綱》

中，共計十九項：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

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教育部，2020），而其中前四項(性平、人權、環境、

海洋)，被稱為「重大議題」。所謂的議題，通常是涉及人類發展與價值的社會課

題，具有時代性、脈絡性、變動性、討論性、跨領域等性質，其與素養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將議題統整融入於課程中，可以裨益學生將知識、技能、態度與現象

情境緊密結合，提升對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劉欣宜，2019）。教師可以透過

與日常生活相關的議題，啟迪學生的好奇心與求知欲，藉由各種不同觀點的材料，

輔導探究議題形成的相關背景，瞭解問題的根源與癥結所在，批判潛藏的不公不

義之處，把所學到的知識融會貫通尋求解決方案，以實際行動來消除現實社會中

的歧視與不平等現象。 

在議題融入課程的層級與方式上，除了課綱層級與教科書層級的融入外，學

校層級也對議題融入的課程發展負有責任。在十二年國教的課程架構下，國中、

小學的議題教育可於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實施；而其融入範圍，可透過單一領域

/科目內進行融入，抑或藉由跨領域/科目方式進行融入。而教師層級的議題融入

課程的做法則更為多元，教師可透過正式、非正式或潛在課程實施（張芬芬、張

嘉育，2015），以引導學生達成課程目標。 

二、議題融入教學遭遇的困境 

揆諸實際，在議題融入教學的實施上面臨許多的困境，除了議題本身的內容

問題之外，教師面對諸多的議題不盡完全瞭解，也欠缺培訓進修的管道。再者，

由於領域課業繁重，在教學時間、進度、考試和家長期待等多方壓力下，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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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自主安排多餘的議題課程，而且囿限於行政支援匱乏，以及議題課程的評量

不易，成為教師執行的一大阻力，茲摘述如下： 

(一) 課程負擔的問題 

在課程負擔方面因領域教學節數有限，各領域有其教材與進度壓力，教師在

學科中心的教學思維，以及教學負擔與考試的雙重壓力下，難以意識到議題課程

對社會變遷及知識重建的影響，轉化課程的意願自然不高;有的因教學時間難尋，

無法抽出時間融入議題，而專注於領域課程；抑或因上級單位的指示而臨時性、

短暫性的實施某些議題的教育宣導，讓議題教育流於形式與缺乏連續性（劉欣宜，

2019；王儷靜，2021）。 

(二) 教師心態和知能的問題 

議題融入教學的困境也源於現場教師對議題的重要性體認不足，或是囿於對

議題實施的專業知能不足、涵養不足，對議題內涵缺乏正確瞭解，導致無法掌握

議題精神並完整教導。誠如潘慧玲（2001）所指，教師不具性平意識，未能進行

議題融入的情形，使性平議題融入變成融化於無形中。而且由於能力指標抽象繁

瑣，教師不易解讀轉化，以及缺乏完善的議題知能培訓制度，導致教師面對的意

願不高，視議題課程為副科形式，甚至是可有可無的心態面對（楊嵐智、高翠霞，

2019），衍生議題融入淪於蜻蜓點水的現象，甚至導致教育理念與落實執行間的

嚴重落差。  

(三) 課程內容的問題 

在課程內容方面，因教材編寫不易，欠缺參考資源或融入教材，或因議題課

程缺乏連貫統整的整體規劃（劉欣宜，2019），以及完整的教學進程，肇致以議

題課程的片段知識融入領域教學，難以支持教師在課程與教學的長期發展，無法

達成預期目標。而教科書編輯者對議題的詮釋、專業能力與選擇議題內容融入各

領域課程的多寡，則直接影響議題的推動（楊嵐智、高翠霞，2019）。 

(四) 實施成效的評量問題 

在學習評量方面，因議題融入課程可分為融入式和主題式兩大類型，有採取

單議題、多議題的融入方式，有單一學習領域或跨領域相融的，導致融入領域的

議題課程難以進行評鑑，不容易窺探實際的學習成效，也成為教師執行議題的一

大阻力（楊嵐智、高翠霞，2019），所以有待積極開發學習評量（王儷靜，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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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政支援的問題 

在議題融入教學上遭遇的一大困境是行政業務紛雜，過多的報表、政令宣導，

或與家長溝通等瓜分了關注議題的時間。再者，行政支援匱乏（楊嵐智、高翠霞，

2019）也窒礙了議題教學的發展，有不少的行政人員不熟稔議題的概念，缺乏橫

向的連繫與整合，難以支援議題的教學。而學校缺乏相關議題的教學資源、教學

平台或資料庫，不利於教師的教學運用，導致議題教育的成效不彰。 

(六) 先備經驗的問題 

學習是由學習者主動參與創造知識的過程，在此前提下需要安全的環境、與

學習者先備經驗及相關知識的學習內容，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才是有利的。而議題

融入教學，由於十九項議題涉及不同的範疇，不只教師的認知不盡深入，學生的

先備經驗與知識更是不足，在缺乏共同基礎的窒限下，讓議題難以融入。 

三、落實議題融入教學的解決策略 

我們由於議題普遍存在於我們的周遭生活中，藉由不同領域學科與議題的融

合，引導學生覺知與探究，獲得更為完整與深入的認知，進而習得相關的技能、

態度與正確的價值觀，有利於日常生活的應用及解決問題。但在學校現場中仍遭

遇不少的困境亟待克服，以下茲就落實議題融入教學提供解決的策略供參考： 

(一) 永續發展議題融入教學的課程，減輕教師負擔 

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的「核心素養」為領域和議題搭築了共同基礎，裨益於

發展議題融入領域的課程，因此，教師應體認新課綱的精髓，在議題融入課程時，

可建立校本層級的課程架構，同時配合各領域／科目的課程綱要，特別是學習表

現的展現方面，能更有效地促進領域學習的連貫與深度。同時，可配合外界已開

發完成的相關課程，並輔以專家學者的外部支援，減輕教師課程開發的負擔（吳

文龍，2020）。 

學校議題融入領域科目的課程發展與教材編選，應以學生經驗為中心，兼顧

議題知識、技能與態度，並提供跨領域整合的學習機會，以落實體驗、省思、實

踐的理念，再適切列入正式及非正式之課程與教學，也可以結合相關活動或社團

等於彈性課程中實施。再者，學校應透過課程發展、教學實踐、省思、滾動修正、

再實踐的循環，讓議題融入教學的課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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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聚焦各項議題的核心，發揮課程轉化的能力 

課程轉化是將「理想化為實作，抽象化為具體，宏觀化為微觀，單純化為複

雜，上位概念化為下位概念」的實際作為（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2010）。

任課教師是主要的課程詮釋者，應深入理解新課綱、熟稔議題內涵，秉持對議題

課程的覺知與認同，適時將各項議題的核心、事件與主題等融入，契合各領域的

學習重點，再適切加以轉化為實際生活的應用及社會行動的知能（劉欣宜，2015），
才能發揮議題教學的效益。 

(三) 組織議題融入之共備與專業學習社群 

教育改革的成敗，端賴現場實務工作者接受與投入的多寡，也必須具備相關

專業能力，面對種類繁多的議題，學校可透過妥適的規劃且多元的增能活動機制，

輔導教師理解與掌握課綱與議題的內涵與精神，裨益教師的轉化教學與推展。而

由於議題多元，學校需要更多教師與時間投入發展，但目前的共備時間以各領域

為主，缺少如議題融入或跨領域的額外共備時間，因此，學校應先組織共備和專

業學習社群，投入議題融入課程的開發與活絡教學，在開發初期就能納入更多領

域／科目的學習重點，且於固定共備時間也能便於引進外部人員進行教學增能，

以促進教學的動能（吳文龍，2020）。 

(四) 聚焦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激發學習興致與成效 

在十二年國教課程架構下，議題教育可於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實施，學校可

採議題融入式課程、議題主題式課程或議題特色課程的方式，也可以融入非正式

和潛在課程（劉欣宜，2021）。因此，教師應善用教學資源並靈活運用多元教學

方法，聚焦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兼顧動態與靜態以活絡教學，並提供學生實際

嘗試與體驗的機會，選取與學生生活相關的教材，鮮活運用節日慶典、鄉土文物、

民俗文化、人物典範等，營造豐富的議題情境，適時融入教學，藉由對話、討論、

思辨、批判與反思，澄清不同價值觀；抑或以輕鬆的方式透過影片、YouTube 等

的觀賞，再經由互動討論、比較分析，讓學生熟稔該議題的脈絡，有利於深化與

日後的實踐。 

(五) 落實行政支援協助教學並積極開發相關評量 

為健全與平衡各項議題的課程發展，中央及地方主管教育機關應強化「議題

融入課程教學輔導團」、「議題融入課程發展中心」的功能，敏於察覺教育現場

潛藏的問題，持續協助各項議題課程之傳達、轉化、輔導諮詢，以確保各領域融

入議題教育的實質內涵，同時應積極開發相關評量，以做為檢視的準據和改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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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其次，為健全與平衡各項議題的課程發展，師資培育機構及專業團體宜更

積極培訓教師議題教育的知識、技能及態度，才能讓議題融入真正影響到領域的

學習（吳文龍，2020）。再者，學校應視規模成立「議題發展諮詢小組」，適時

給予教師支援，減輕教師負擔，也應設置議題融入教學平台，加強蒐集彙整各項

資源與提供教師分享討論的園地，有效支援課程發展與教學。 

(六) 以任務搭築鷹架，厚實學童的先備經驗與知識 

在厚實學生的先備經驗與知識方面，教師可以賦予任務的方式，讓學生從蒐

集、閱讀、梳理或親身體驗中累積對該議題的認知與經驗。如藉由戶外教學引導

學生走訪體驗，觸發對相關議題的探索興趣與認識，以利後續的理解深化與踐行；

或指導學童運用閱讀策略，先以閱讀相關議題的讀物或刊登的社會新聞事件與該

議題連結，增進相關的認知。教師也可以選擇幾個主題，讓學童分組並藉由不同

管道蒐集、彙整資料，再加以分析比較，梳理製作成系統化的專題，藉此增益學

生的先備知識。 

四、結語 

議題教育聚焦現實生活、社會價值與人類發展等的課題，藉由師生的探討培

養學生相互溝通對話、理解議題、反思批判、解決問題與實踐行動的現代國民素

養。然而面對議題教育的實施，我們仍然遭遇不少的挑戰，比如相關議題的課程

缺乏系統性的規劃與完整的教學進程，還有領域教學與考試的雙重壓力，教師對

議題的重要性體認不足、欠缺專業知能，以及缺乏有效的行政支援，加上學生的

先備知能不足，讓議題課程與教學流於邊緣化或泡沫化。 

為落實議題融入教學，補偏救弊之道，應積極形塑支持性的行政環境藉以提

供有效的資源與支援，並著力於議題融入教學的課程發展、組織議題融入之共備

與專業學習社群，強化教師的專業素養以有效發揮課程轉化的能力，輔以多元鮮

活的教學策略，厚實學生的先備經驗與知識，強化學生對相關議題的認知，以裨

益學生在生活中面對這些議題時的理解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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