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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以學生學習為本說起來簡單，實施起來卻需縝密的規劃及執行，教改是自

1990 年代面對教育改革措施，從法源依據、師資專業社群、多元課程設計、創新

教學、教科書的開放、教育資源分配等，教育逐漸將學習主導權還於「學生」。

從「罐頭工廠」轉換成「創新教育」，學生在課堂中認真思考自己未來要成為什

麼樣的人。過往學生從應具備「知識」、「能力」及「態度」三方面，在 108 課綱

實施轉換成為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來的挑戰之「素養」。高中階段重視學生學

習、身心發展、定涯定向、生涯準備及獨立自主等，Scott(2020)在創新觀點指出

快速變遷瞬息的社會，我們需要的不是像馬斯洛需求金字塔，而是能夠像「帆船」

乘載的我們向前乘風破浪，在探索未知過程中，學生將遭遇面對各種的機會與挑

戰，充滿著危險與不確定性，不管路途多遙遠，重要的是，自己要能夠找出屬於

自己最佳的方向。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需要建構一艘堅固的帆船才能持續乘風

破浪。現階段高中生所需航向，將透過課程選修、學校資源及課程諮詢進行探索，

導師、輔導教師、課程諮詢教師也將多方協助，提供學生全面性的課程諮詢與生

涯輔導。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 條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技術

型、綜合型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四種類型。在 108 課綱施行下，性質有所調整，

學生異質性將產生更大差異。因此，高中教育發展必須思考，如何提供資源讓學

生選擇適合自己興趣及性向來就讀，更有利於職涯發展，學生如何在學校適性發

展，以培育國家未來人才，將是 108 課綱實施勢必面臨的重要議題（潘慧玲等，

2011）。但因為高中 4 種類型學校課程差異大，學生從選擇就讀學校開始，就必

須開始進行個人性向及未來職涯的探索，設置課程諮詢教師就是在協助學生適性

發展，協助學生瞭解學校課程的內容與特色，有助於職涯發展與人才培育。 

二、學校課程諮詢猶如燈塔指引職涯發展 

在推動 108 課綱下「課程諮詢師」為政策配套要角之一。為達成「適性揚才、

終身學習」的目標，協助學生航向屬於自己職涯方向的航道，選課諮詢輔導功能、

生涯定向輔導機制與未來升學考招連動，都是希望協助學生適切選擇的輔助策

略。因此，運用策略及方法，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開展適性發展的職涯目標。

（蕭玉玲、林玉芬、林國楨 2019）。再者，對高中校園偌大教育革新，新生忐忑

不安心情，家長的諸多疑慮，希望能透過課程諮詢輔導中心設置，以減少對新課

綱疑慮及不安情緒，有助學生選課銜接職涯發展與人才培育之重責大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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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協助學生適性選修輔導搭配課程諮詢及生涯輔導，參考性向及興趣測驗

及瞭解升學進路上，發揮了莫大的效果。再者，學生在高中階段清楚定錨職涯方

向，進入高等教育殿堂必能有所展長。如今，全球快速變動如：人工智能、大數

據分析、經濟結構改變等因素，將影響學生學習進路及職業發展更多不同選擇及

方向。因此，學校將為教師及學生提供各項國內外資訊及考慮因子，勢必成為學

校未來發展極需所要面對課題。 因此，教育部研訂辦理 5 年（107-111）辦理「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主要在培育學生具有創新能力，更影響高中整體課程的轉變，

必修學分降低，選修學分增加，正因此而生。因此高中除重視學生生涯發展外，

更應發展學生的創新、創造及創意能力。游姿穎（2016）提及：「考招變革試圖

藉由備審資料標準化機制的再設計，也就是學習歷程檔案（Academic Portfolio）

的機制，引導高中端的教學正常化，落實選修課程發展。」因此，我們應鼓勵發

展學習歷程檔案的推動及建構，讓學生能產生自主學習的能力，透過設定目標、

選擇學習方法及途徑、反思學習歷程及經驗，對學習提出改進，在這樣自主學習

下，能激發出學生的創造力，有助提升求學或就業競爭力。 

三、高等教育機結合高中學校特色課程塑才、育才之合作 

社會自由風氣開放，以及各行產業轉型的種種因素影響下，台灣普通型高中

與技術型高中在教育本質及課程內容產生不小的變革。為此教育部也投入龐大經

費資源以「優質化」、「均質化」方案，鼓勵各高中發展學校特色課程，希望各校

具有特色亮點而大放異彩。世界上主要國家，為提升國民教育品質及國家競爭力，

除延長學生受教年限外，更著重在特色課程規劃，主要目的要讓學生在優質環境

中適性發展（劉欣宜，2012；鄭新輝、張珍瑋、賴協志，2011）。研究發現，學校

一開始依循課綱發展發展特色課程，難以符合學生需求，產生高中與大學之間，

學生的認知落差，進而影響學生在職涯發展上無法連結，且社會升學主義與學科

本為長期影響之下，造成無法兼具特色課程的教育本質與理念等限制（李隆盛，

2011；張嘉育，2010）。鄭淵全和曾昆輝（2011）指出，十二年國教與課程綱其架

構指出特色課程包括獨特、優異、創新、整體、普及及延續性，其中所提到的普

並不完全適用，特色課程除上述規範外，合於教育本身自願性、認知及價值，實

施對象為特定學生，因此未能普及適用，再者，特色課程應基於學校全體教職員

建構共同願景與價值，從學校整體基礎上發展或現有能量上，分配運用學校資源，

符合教育目標為培育進入高等教育機構之人才為課程發展依據，而現今問題是學

校願景及教育目標未能落實宣導淪為口號，實屬可惜。 

再者，教育部於 2018 年 4 月 10 日發布「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

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8），第 2 條定義：「課程輔導諮詢，指教師

參考學校課程計畫、選課輔導手冊、 學生性向與興趣測驗、進路發展及其他相

關資訊，就學生修習課程 提供諮詢意見」，工作內容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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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學期學生選課前，協助學校編輯選課輔導手冊，並向學生、家長及教師說

明學校課程計畫之課程及其與學生進路發展之關聯。 

2. 每學期學生選課期間，參考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以團體或個別方式提供學生

諮詢。 

3. 針對有生涯輔導需求之學生，由專任輔導教師或導師依其性向及興趣測驗結

果輔導後，提供個別方式之課。 

4. 將課程諮詢紀錄登載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因此，高中課程設計主要培養學生具備一般性與基礎性知識、技能通識的教

育能力，另一方面提供學生多元課程與選課空間，藉此引導學生適性發展。所以

應在高等教育向下紮根，大學教授及專家學者與高中接軌，共同開設學校本位課

程，讓延續性的課程有系統銜接，讓學生學習更能與大學端銜接，讓學生更瞭解

大學課程專業及進路，讓學生能選擇符合性向及興趣的學習進路，適性揚才。 

四、課諮師專業與職涯發展 

生涯發展理論學家 Super 指出，高中生在處於生涯探索及實踐行動階段

（Super & Nevill, 1984），在高中階段的學習生涯過程，對其引導及諮詢對決定性

影響甚鉅。108 課綱推動至今，「課諮教師」提供學生團體或個別化諮詢的輔導，

扮演學校課程和學生之間的橋梁，與提供大學所需人才資訊，協助學生選擇符合

自己能力與興趣科系，繼續升學或就業，高中生對於自身狀況及自我察覺需有一

定程度了解，有助於自身職涯發展進路。（田秀蘭，2003；黃瑛琪、戴嘉南、張

高賓、連廷嘉，2005）。準此，「課程諮詢」和「生涯輔導」為兩者不同概念，卻

應相輔相成、互為表裡，成為學生學習歷程中的兩項助益。 

課程諮詢師所肩負之責不同於以往生涯輔導與生涯規畫相關課程，其內涵有

所不同，鑒於如此，學校在推動課程諮詢教師須要清楚明白定位及角色，避免任

務混淆或流於形式。學校更應落實並提升教師之課程諮詢和生涯輔導知能，為全

體教師之責。從生涯議題的關注到多元入學管道熟知，以促進教師、課程諮詢師、

學校輔導老師分工協作，提供學生最適之選擇。學校應妥善規劃辦理教師、學生

及家長說明會，並具體說明提供學生相關訊息，讓學生知道在遇到自我了解或是

情緒困擾時，學校能提供協助及諮詢。換言之，中央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到各

高中應著力於擘劃相關選課資訊、課程諮詢。另外課程諮詢教師應對於學校課程

地圖與學校整體課程計畫具備相當程度熟稔與瞭解，特別加強提供「諮詢」的能

力，解決學生問題與求學難題，強化諮詢能力，以提供更多協助，幫助更多的學

生。 

承上所述，課程諮詢教師絕非是個人單打獨需與生涯輔導、導師及專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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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共同為推動此項要務鐵三角。進一步，透過三方協力、分工、合作，提供與

協助學生完整職涯規劃。課程諮詢師設置至今主以普通高中為主要對象，部分培

訓與技術型高中分別辦理。再者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輔助系統，仍以普通高中為

主。進一步言之，對於技術、專才相關資訊訊仍相薄弱。以技職高中來說，課程

諮詢教師有可能不是專業科目老師，能提供就業資訊或認識科技大學管道，可能

較不利於技術型學校，在實務面上能需要在課程諮詢技或生涯輔導之相關資源平

臺整合。換言之，培育技職類課，更應選用專業科目教師前往培訓，提供學生更

多幫助。在立意良善之下的政策，教育是人才培育的搖籃，更能實現適性揚之功

能。 

五、結論 

108 課推動至今，鼓勵教師進行成為課諮教師，培育熟悉校本課程之課諮教

師，目前大多瞭解學校校本特色課程，也積極投入諮詢行列，透過團體輔導及個

人輔導，提供學生解惑。再者，對於大學升學資訊新知及學習進路，提供多元建

議讓學生及時參考並做出選擇，成為學生學習的一大助力。鑑於此，面對社會氛

圍仍是以升大學為主要選擇，顯然技術高中，在課程諮詢教師培育稍顯不足，要

真正實現，推動適性揚才，為國家培育專才，各種不同屬性高中職，在培育課程

諮詢教師首重符合學校課程地圖規劃，更培育出符合專才之學生。教育是培育國

家人才的搖籃，在新課綱發展，創造學校特色、學生多元選修及學生歷程檔案建

置，有效協助學生在高中「自我認同」（identity diffusion）關鍵時刻面臨抉擇時，

提供適時資訊，就學生能力、興趣、專長等作為依據，讓學生在職涯發展上有明

確方向，更有助於人才培育，永續發展及提升國際競爭力。 

六、建議 

課程諮詢教師決非導師及專任輔導教師共同為推動此項要務鐵三角，不應只

增加課諮詢教師增能與大學選才實務課程，及建立檢核機制，對於全體教師的課

程諮詢與輔導知能提升，更能有效將課程諮詢與生涯輔導知能相互配合進行發揮

功能，以實現學生適性發展，配合大學完整選才，培育國家未來重要人才。其次，

高中、職期因學校屬性不同，又礙於社會仍是以偏重升學為導向作為諮詢輔導，

對於未升學學生易被於忽略及漠視。學生易產生課程諮詢為升學的人所要，因此

對於不升學的學生應提供相關方面諮詢避免流於形式之設置，讓各種不同導向類

型都能給予之協助與輔導。最後，課程輔導諮詢，需要全方位介入，在逐年培訓

課程諮詢教師，無非是希望整合並運用學校各項資協學生適性發展與學習，學校

應建立檢核機制，定期對相關課程及業務進行評鑑與檢核，以實現學生適性發展，

配合大學完整選才，培育國家未來重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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