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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二卷第三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2019 課綱成效與問題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二卷第三期將於 2023年 3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3年 1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我國 1999 年公布的《教育基本法》提出「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

延長其年限」，於是在「普及」、「非強迫」、「確保品質」、「社會公義」等原則下，

經過多年籌劃，2014 年公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後再經過

五年宣導培訓等規劃，於 2019 年即 108 學年度正式從各教育階段一年級開始實

施。故該課綱又簡稱「108 課綱」。 

「108 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在自發

互動共好的理念下，提出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內涵，期望達成「啓發生命潛能、

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的課程目標。 

「108 課綱」之特色在課程架構方面，包括部定課程和校訂課程兩類，國中

小之部定課程由原來七個學習領域增為八個領域，「自然與科技」分為「自然科

學」和「科技」，各有其學習內容，「藝術與人文」改為藝術；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則尚有「全民國防教育」。校訂課程其內容由各校依其學校需求與目標、資源與

特色而訂定。另外，須要融入的議題亦擴充至 19 項。 

    同樣一套課程綱要，在地域上會有不同的人力物力資源和地方特色，如

都會區、非山非市、偏遠地區學校各有不同問題和需求，城鄉需要因地制宜。此

外，課綱實施不到一年即因應《國家語言法》，而迅速於 110 年 2 月再修訂，於

111 學年將本土語文於國中七、八年級，和高中一年級納入部定必修。新課程的

實施對於教育系統而言，並非僅是課程內容的改變，環境設施、師資結構、升學

考試，乃至於親師生的觀念等都需要調整，這些也都會為 108 課綱能否落實頻添

許多變數。 

此外，學生已是全面的數位原住民，從課綱到教科書的編輯增加了數位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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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學校層級教師對教材學習媒材等，增加了教師主動編輯及創作詮釋空間，同

時增加了共備觀課議課等教師專業成長的社群活動。家長更關心配合課綱的多元

升學管道是否公平、是否增加學生和家長負擔，以上種種都一再考驗 108 課綱實

施的成效和評價。 

從 2019 年 8 月「108 課綱」實施到 2023 年 3 月已超過三年半，國中與高中

端已實施過一輪，第一批國中生已升上高中，第一批高中學生也已進入大學就讀；

國小端至少已實施進入四年級。本期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2023 年 3 月主題為「2019

課綱成效與問題」，歡迎各界就國中小、高級中等學校之「108 課綱」部定、校訂

課程和議題融入實施現況，與中央和地方層級各項配套措施之成效與問題等，進

行檢視並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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