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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從 99課綱轉化為 108新課綱之歷程－ 

以一所公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科為例 
孫兆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 前言 

教育部為落實 108新課綱計畫目標的達成，，為使新課綱得於技術型及綜合型

高級中等學校階段順利實施，其國教署於是遴選 59校擔任試行新課綱的前導學

校， 並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組成專業團隊，，規劃及辦理因應新課綱轉化所需的

專業增能培訓（鄧蓉，2018）  

本文以臺灣中部地區一所公立技術型高級中學為例，探討其從 99課綱轉化

為 108新課綱之歷程， 該校於 2017年 10月受教育部指定為課綱前導學校後，，自

2017年 10月 18日起至 2019年 01月 30日止這段期間，，學校即積極規劃 108新

課綱架構相關事宜 為此，校內組織新課綱核心小組，一年多來共召開 18次會

議，，並多次邀請教育部新課綱委員到校，，提供諮詢輔導暨協助釐清新課綱實施重

點 歷經近 16個月，前後共計四次審查 學校毎次均需針對委員們所提之建議

事項作修改，並將教育部審查通過後之文號公告於校網  

本文透過文件分析，，探討該校如何為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技高）

建構出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及校本核心能力， 以該校最大科機械科為例，，因該科

一屆有三班，（含實用技能學程一班），，班數較多，，所以實習課程的需求空間比其

他科別大，，師生人數也較多，，若能解決此科 108新課綱的相關事宜，，其他科別相

對較容易處理些， 因此，，本文以該校機械科為例，，如表二，，逐一比較 108新課綱

與 99課綱的架構及學分數之差異 這歷程將說明學校所面臨新課綱之問題及因

應作法  

二、 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及校本核心能力發展歷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 103年 11月發布，各領綱陸續發

布，並於 108 年 8 月正式上路，因此又稱為「108 新課綱」 其主要理念以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以，「自發」、「互動」、「共好」為

理念， 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協助學生學習與發

展（教育部，2014）  

依新課綱的基本理念，，該校辦學的願景和目標，，結合學校現況來形塑學校特

色，，以落實技術型高中務實致用之課程特色，，結合當地產業，、在地特色及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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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進行該校之課程發展，，規劃多元選修及適性教學課程，，其中包括同科跨班

選修，、同科單班選修以及一般科目適性選修等課程，，提供學生適性選修，，以落實

新課綱總綱之精神（國立埔里高工，2018a）  

該校為地處偏鄉山城之技術型高中，，要結合在地產業特色，，實屬不易，，但又

不能悖離技高學校教育目標，，務實致用， 因此，，核心小組歷經多次理念溝通後，，

最終於 2017年 10月 18日取得共識，確認了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及校本核心能

力 進而再凝聚全校共識，送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期末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一) 學校願景之建構 

在 Senge，（1994）、Edward，（1992）的研究中發現，，願景，（vision）尤其是共

同願景，（shared vision）的塑造或發展，，可以讓組織的成員孕育出無限的創造力，，

更可讓成員不斷的在自我成長，，相互合作中步入永續經營的境界，，同時，，願景發

展能力也是當前新式魅力領導的核心觀點之一，（吳清山與林天祐，，2005， 唐永泰，，

2001 張鴻章，2021） 願景的重要性在於對個人和團體的未來發展，指出行事

和思考的明確方向，，形成主導和督促，，甚至是情感支持的作用，，這對組織的永續

發展極具意義（葉連祺，2004） 學校願景是成員與校長心目中，學校可預見未

來的圖像，，及所欲達成的目標，，也是學校所欲建立的特色所在，（林明地，，2002， 

張鴻章，2021） 由上顯示，願景是一所學校未來發展的藍圖，也是學校教育目

標的方針  

技職教育過去為社會和產業培育許多基層技術人才，，促進國內社會和經濟發

展，，貢獻甚偉， 然而面臨產業及教育政策急劇改變，，技職教育需掌握時代的脈動，，

才能持續發揮教育功能， 面對少子化，、產業轉型等挑戰，，提供符合社會和學生需

求的優質教育，，讓學生擁有專長，，進而成為社會中堅份子，，是技職教育最主要的

目標， 該校以深耕在地，、優質技高為基礎， 其願景如下列，（國立埔里高工，，2018a）：  

1. 品質：透過 E化管理、品質管理及績效管理等，優化教育品質，以達適性揚

才之目的  

2. 專業：符應技高學校之教育目標，強化學生專門技術及職業能力，培育產業

基礎技術人才  

3. 創意：創新發展多元教學及特色課程，推行創意教育以激發學生潛能  

(二) 學生圖像之勾勒 

以學校願景為出發點，，由品質，、專業及創意來延伸，，勾勒出該校學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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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三項能力，：多元適性，、精進學習，、思辨創新， 期望學生經由在校三年的學習

能具備這些能力，，以此能力為生涯開展之根基，，最終能達成自我實現的理想，，讓

每個學生都是自己的人生勝利組  

這三項能力其意含如下列（國立埔里高工，2018a）： 

1. 多元適性：透過發展多元選修課程、特色課程及彈性課程，輔以有效教學、

補救教學及多元評量，以達適性揚才，成就每一個學生  

2. 精進學習：透過專業科目及實習課程，學習專業技能，輔導取得乙丙級技術

士證照，鍛鍊學生專業技術以呼應產業實際需求  

3. 思辨創新：藉由課程、教材教法之創新，培育學生具有舉一反三之能力  

圖 1學生圖像 
資料來源：國立埔里高工（2018a） 

(三) 校本核心能力 

108新課綱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的主軸，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

了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新課綱的核心

素養包括三大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國教院，2015） 

因此，，該校依據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再延伸出校本核心能力，：社會關懷，、自我成

長及跨域統整（國立埔里高工，2019） 培養服務利他的精神與態度，不斷追求

良善，，內化於日常生活中， 建立終身學習的習慣，，遇到問題時能有解決問題的能

力 建立其核心素養之價值，成為國家社會的良善公民  

本文綜整學校願景、學生圖像、校本核心能力，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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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及校本核心能力 

項目 內容 

學校願景 品質 專業 創意 

學生圖像 多元適性 精進學習 思辨創新 

校本核心能力 社會關懷 自我成長 跨域統整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立埔里高工（2019）  

三、 108新課綱與 99課綱之差異－以該校機械科為例 

該科依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及校本核心能力等，，系統性建構出群科教育目標，、

科專業能力與學生圖像對應， 機械科課程地圖須呈現部定必修之一般科目，、專業

科目及實習科目， 校訂必選修科目之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 彈性學習

時間和團體活動 以上科目均需對應到科專業能力  

本文以機械科為例將 108新課綱及 99課綱的課程架構進行比較對照，進而

說明兩者有何差異， 2019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的課綱課程架構，，與 2018學年度

入學（前）學生適用的 99課綱課程架構之間的差異及學分數之差異為何？本文

依據該校 2018及 2019學年度機械科教學科目與學分表綜整如表 2： 

表 2 108新課綱與 99課綱架構及學分數比較表（以機械科為例） 

學年度 108新課綱架構 99課綱架構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學分數 百分比（％） 學分數 百分比（％） 

一

般 

科

目 

部定 
66-76學分

（34.4~39.6%） 

72 38.71% 66-76學分 

（34.4-39.6%） 

70 36.46% 

校訂 
必修 各校課程發展組織

自訂 

10 5.38% 各校課程發展組

織自訂 

12 6.25% 

選修 20 10.75% 26 13.54% 

合計 102 54.84% 合計 108 56.25% 

專

業

及

實

習

科

目 

部定 

專業

科目 

學分（依總綱規定） 16 8.60% 學分（依總綱規

定） 

16 8.33% 

實習

科目 

學分（依總綱規定） 30 16.13% 學分（依總綱規

定） 

12 6.25%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45-60學分為限） 

46 24.73% 專業及實習科目

合計（30學分為

限） 

28 14.58% 

校訂 

專業

科目 

必修 各校課程

發展組織

自訂 

0 0% 各校課程發展組

織 

0 0% 

選修 2 1.08% 8 4.17% 

實習

科目 

必修 各校課程

發展組織

自訂 

30 16.13% 各校課程發展組

織 

18 9.38% 

選修 6 3.23 % 30 
15.63%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38 20.44% 專業及實習科目

合計 

56 
29.18% 

合

計 

至少 80學分 84 45.17 % 至少 80學分 84 
43.76% 

實習科目學

分數 

至少 45學分 
66 35.49 % 

至少 30學分 
60 31.26% 

應修習總學分

數 

180-192學分 
186 

184 -192學分 
192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2），頁 76-84 

 

自由評論 

 

第 80 頁 

六學期團體活

動時間 (節數 )

合計 (不計學

分) 

12-18節 

18 

18 節(含班會及

綜合活動) 
18 

六學期彈性教

學時間 (節數 )

合計 

6-12節 6 0-8節 0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立埔里高工（2019）與國立埔里高工（2018b）  

依表 2「108新課綱與 99課綱架構及學分數比較表」，條列說明其課綱架構

之差異： 

1. 一般科目，：教育部部定學分 66-76學分維持不變，，校訂必選修由 38學分調為

30學分 合計一般科目學分數由 108學分調為 102學分  

2. 部定必修專業及實習科目：由 28學分調增為 46學分，依據教育部規定新課

綱專業及實習科目學分數至少應開 45學分，，最高限為 60學分，，而 99課綱專

業及實習科目以 30學分為限， 大幅增加 15-30學分數，，以提升學生實作能力，  

3. 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 99課綱由 56學分調降新課綱為 38學分， 合計部定及校

訂的專業及實習科目學分數新課綱和 99課綱仍維持 84學分 依教育部規定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至少 80學分，和 99課綱一樣  

4. 校訂實習科目學分數，：99課綱至少 30學分，，該校開設 60學分， 新課綱規定

至少開設 45學分，該校開設 66學分，以符合新課綱務實致用之精神  

5. 應修習總學分數：99課綱教育部規定由 184-192學分，該校開設 192學分 

新課綱教育部規定由 180-192 學分，該校開設 186 學分 應修習總學分數由

99課綱 192學分調降為 186學分  

6.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節數合計，，不採計學分），：99課綱教育部規定 18節，（含

班會及綜合活動），該校開設 18 節 新課綱教育部規定 12-18 節，該校仍維

持 18節  

7. 六學期彈性教學時間，（節數，，得採計學分），：99課綱 0-8節，，該校開設 0節， 

新課綱教育部規定 6-12節，，該校開設 6節， 該校由 0節增調 6節，，以符合新

課綱之精神及規範， 總綱規定-彈性學習，，依據學校條件與學生需求，，可做為

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高一二只能 1節）及

學校特色活動等之運用 學校特色活動：應依學生興趣與身心發展階段、學

校背景與現況、家長期望、社區資源辦理的例行性或獨創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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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部定群科適用之新課綱實習技能領域：以機械科為例，有(1)數值控制領域：

電腦輔助設計實習及數值控制機械實習， (2)精密機械製造領域，：電腦輔助製

造實習及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此乃本次技高新課綱和以往最大不同之處，以

實習技能領域課程，對接新課綱的核心理念，是希望技高學生經過 3 年之學

習，具備「務實致用」之能力 新課綱、新作為，培養學生聚焦能力－技能

領域實習課程 此項特色就是技能領域實習課程的規畫，需以能夠符合產業

界發展趨勢與連結的實作技能為主，著重自動化工業 4.0 方面的課程，為了

讓技能領域課程在未來能夠順利實施及達到最大教育效益  

從最早的 88課程標準和 99課綱，，一直到目前的 108新課綱，，課綱訂定的是

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學科或領域，，學生應學到的，「最低教育內容標準」，以及，「至

少應具備的能力」，在 108新課綱則將能力更深化為「素養」 換言之，「課綱」

只規定，「最低」或，「至少」的共同學習內容，，不管哪個學校或老師都一定要教，，

但學校和老師也可以有彈性空間，，決定採用哪本教科書或自編講義教材，，以及是

否要教給孩子更多或不一樣的學習內容， 除了既有的部定課程，，各校還可因地制

宜，，發展適合自己學校的多元課程， 在高中，、職階段，，可以開設校訂必修，、多元

選修和加深加廣選修課程，，還有團體活動時間，、彈性學習時間，（王惠英，、黃啟菱，，

2019）  

四、 108新課綱轉化歷程所面臨的問題及因應 

綜觀轉化歷程，，依教育部規定，，從成立學校的，「新課綱核心小組」開始，，一 

直到建構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及校本核心能力，，規劃部定，、校訂課程，，都尚稱順

利 只有在實施階段才有碰到問題，茲分述如下  

108課綱強調和 99課綱不一樣之處有五大點：增加 15至 30學分的專業及

實習課程，、新增部定，「技能領域」實習課，、開放多元選修課程，、實施彈性學習時

間，、強化學校與業界連結， 教育部推動新課綱教育政策立意良善，，但毎一項目執

行起來都考驗著學校的應變能力  

首先談談增加專業及實習課程的學分，一定得從固定的毎週 35小時課表框

架中挪移，，那就是調動一般科目，，該校當時考量教官 2023年將離開校園的政策，，

屆時二三年級的全民國防的課，，將無教官可授課，，因此，，移除了二三年級的全民

國防的科目，，一方面符合教育政策，，一方面也配合 108新課綱，，增加實習課程之

學分數，不足的學分數再從其他學分數以 1.2至 1.5倍方式開設多元選修科目，

以滿足師資排課需求，同時鼓勵教師增修第二專長或更多專長  

有關「技能領域」為部定必修的實習課，以機械科而言，有 12個學分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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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領域為，「數值控制」、「精密機械製造」兩項技能領域， 數值控制領域有電腦輔

助設計實習及數值控制機械實習， 精密機械製造領域有電腦輔助製造實習及綜合

機械加工實習， 四個科目所需的工廠的量，，可想而知，，兩項技能領域的科目有其

關連性，，因此，，實習工廠的安排，，連貫一起會比較適合教與學， 數值控制機械實

習和綜合機械加工實習所需的工廠量體空間較大，，尤其數值控制機體重，，一般須

設置在地面層較合適，，為考量建物樓板之承載安全，，該科需騰出一樓地面空間來

安置技能領域實習科目之設備，，而空間無法有現成的，，因此，，該科必須重新整體

考量全科工廠配置，，需逐年將老舊機械設備報廢，，添購新設備，，以資配合 108新

課綱實習科目所需，花費不少時間和經費克服  

每所技高學校所學的各群科，，部定必修都是一樣的，，以其必修科目，、技能領

域為基礎，，而各校發展的特色課程，，則以校訂科目自行規劃， 從校訂課程，，可以

看出每間學校的發展願景和學生的圖像 該校校訂 44學分數供學生選修，採同

科跨班，，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以 3選 1方式供學生選修， 該校僅能提供同群跨科

共享實習工廠， 未採用同群跨科選修課程，，是因為擔心學生先備知識及專業基礎

不一，，容易發生工安事件及各科實習耗材不一，，可能有衍生費用的考量及工廠課

務安排不易，，且師生彼此不熟悉，，對教師而言，，學生更不容易管理，，成為執行上

的難度，因此採以同科跨班方式  

依據教育部 2018 年規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第七條：學

校規劃彈性學習時間，按其種類有，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

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 該校彈性學習時間共開出 6小時，，安排在 2上，、

下學期各 1小時 3 上、下學期各 2小時 從第二學年實施，開出 21個科目名

稱，，其類型有實施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性教學，、補強性教學等，，

其中補強性教學僅開 6週，餘則大部份毎週 1節，開設週數 18週，也有 2科目

開設 9週，，2科目對開，，只有充實，（增廣）性教學科目有計學分，，餘則不計學分

數， 為何如此作法，，彈性學習以各年級跑班為主，，考量學生自我管理不足，，為校

園安全起見，採以學分數方式來規範學生 第三學年開出 24個科目名稱，其類

型有實施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性教學，、補強性教學等，，其中補

強性教學僅開 6週，餘則大部份毎週 2節，開設週數 18週，除了比第二學年增

加開課科目，，餘均然， 以 108新課綱之立意良善，，培養學生自發，、互動，、共好的

精神，，仍有一大段距離， 另，，辦理學校特色活動，，係配合學校校慶活動方式實施，，

但適逢這三年疫情嚴重校園依規定管制，其成效難以彰顯  

最後談及強化學校與業界連結，，規劃新課綱歷程時，，學校應依規定邀請業界

人士參與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協助規劃課程， 但業界有其專業行業之侷限，，很

難透過在地產業的資源，，有效提供給學校參考，，更何況要解決學用落差的情況，，

只能流於形式，無法提供實質上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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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在 1987年左右，，教育部在高中職課程中加入個人電腦，（PC）的軟硬體課程，，

結果造就了臺灣資訊化的進步，，本次 108新課綱是為了下一階段的工業 4.0的進

化而舖路 108新課綱以部定專業及實習學分訂定工業 4.0所需的科目，以校訂

學分訂定學校特色的科目，，這些都需要學校添置設備，，調整工廠來達成， 該校將

新課綱相關事宜納入校務發展計畫，，進而依現有師資，、設備及社區資源等傾全力

籌謀規劃， 再據以發展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及校本核心能力， 以規劃各科課程事

宜，，本文以機械科為例，，在本次新課綱針對當前的產學現況，，提出課程調整，，俾

利該科專科教師，能因應新課綱之授課科目提早準備教材方向  

108新課綱實施已邁入第四個學年度，，也產出第一屆的畢業生，，學生們學力

的表現，，在全校師長們用心的帶領下，，也不比 99課綱最後一屆的 2018學年度的

畢業生遜色， 尤其啓動新課綱後，，毎學年教育部皆安排課程諮詢委員們到校輔導

訪視，，並透過訪視進而了解學校推動新課綱執行上的困境，，及提供建議方案給學

校作參考，這對學校而言是最大的支持力量  

新課綱的規劃是全校成員共同的責任，，缼一不可，，領導者的角色要不斷地檢

核進度及提出策略，，因校制宜，，各項架構表要簡顯易懂，，因為不是只給教師看，，

還要介紹給學生和家長，，他們才是主角， 學校採圖表化呈現，，將學校願景，、學生

圖像和課程作系統化的連結，，藉以提供學生明確和完整的學習路徑，，亦讓家長了

解孩子們選擇技高三年求學後的樣貌， 師長們亦藉由課程架構了解課程的系統，，

進而準備適宜的教學方法及教材，，並針對學生就學或就業的學習需求，，提供合宜

的課程， 校訂課程部份，，根據不同開課方式，，同科跨班或同科單班，，在群科共同

使用工廠設備及課程的架構下，，對準學生圖像的校本核心能力，，並以產業人才需

求和學生職涯發展為前題，，進而延伸的科教育目標和科核心專業能力， 彈性學習

時間，，則需結合在地產業特色如品茗賞析，、閱讀埔里，、在地旅遊 Fun英文等及學

生需求來開設，才能確保學校技高課程發展之正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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