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7），頁 06-10 高中優質化政策省思 主題評論 

 

第 6 頁 

高中優質化計畫與高中教育發展 
黃偉立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於 103年 8月 1日全面實施，並自 108學年度起逐年開

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108 課綱），為形塑政策實踐

有效途徑，促發各高中持續精進與整體教育品質升級（高優計畫，2016）。教育

部透過高中優質化方案的實施，建立諮輔與專業成長機制，協助各校透過諮詢輔

導與經驗交流，逐步克服實施 108課綱所遭遇的各項問題，落實課綱的推動。 

108課綱的實施，從學校願景的共識凝聚、課程架構的建立、校本與選修課

程開發、教學場域的更新與建置，乃至於教師的專業增能等各項重要事項的推動，

除了經由校內課程發展小組的運作、教師社群的組成以及補助計畫的申請來逐步

完成，如何透過外部資源的協助，提供校內課程發展的指引，以及創造跨校交流

的機制，已成為學校落實課綱實施與提升教育品質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高中優質化計畫自 96 學年度開始推動，歷經了基礎發展、聚焦創新以及特

色領航三個階段，計畫焦點從行政效能、教師動能到系統動能（劉秀嫚、李哲迪、

林國楨、鍾蔚起、陳佩英，2019）。計畫的推動對於學校的課程發展、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教師專業成長、學校特色發展與自主管理等面向，均有相當程度的影

響。108課綱的推動對於高級中等學校而言，不論是課程結構、學校文化、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等方面，堪稱歷次課綱推動中最大幅度的教育變革。本文嘗試以

高中優質化計畫推動對於「學校發展」與「整體教育發展」兩個部分所產生的教

育意涵進行探究。 

二、對於學校發展的意義 

(一) 建立教師共學成長的機制 

108課綱以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為目標，「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

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

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教育部，2014）。 

「核心素養」的培育對於教學的實施與課程的設計，有別於系統化知識的教

授，除了以知識為基礎的學習之外，也重視能力與態度的養成。對於素養的培育，

首先影響的是教師的教學理念與課程的設計。對於多數老師而言，能否接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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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調整與教學方式的改變，與參與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增能培訓，或是曾觀

摩過相關的教學活動有著相當大的關聯性。 

面對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的實施，對教師而言，與過往的教學經

驗和認知相較之下差異甚多。在變革的環境中，有許多老師勇於嘗試，在接受素

養導向課程設計培訓之後，也透過課堂實踐累積了重要的實務經驗。高中優質化

計畫透過每個月的例會，邀請實際參與課堂變革的老師們，分享自身的課程設計

與實踐心得，創造了教師交流與分享的重要平台。在變革的環境中，每位教師都

可以是先行者與實踐家，交流平台建立了經驗分享、專業對話與專業成長的重要

機制，協助教師從分享自身的經驗中反思與統整，也透過聆聽他人實踐心得獲得

前行的支持與鼓勵，進而創造了教師同儕共學的專業成長機制。 

(二) 發展共創式的校園文化 

108課綱的推動對於高中端而言，除了在課程發展、教師專業增能與學生學

習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對於學校行政事務推動的思維，亦影響甚鉅。從學生理想

圖像的建立、學校發展願景的描繪，乃至於課程發展與課程架構的建立，行政領

導的作為若以單向式的行政命令下達，則團隊成員不僅難以理解課綱的精神與理

念，相應的教學作為更易流於形式。組織成員的相互對話，成為學校行政事務推

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環節與歷程。透過對話，才能理解彼此認知的差異，在取

得共識的基礎上持續推動各項工作。 

108課綱實施前，各項準備工作都是緊要之務，對於所有高中而言，不僅需

要了解新課綱的核心精神，從課程的研發、課程架構的建立，乃至於各項準備工

作的盤整，卻也多是在缺乏既有經驗的前提下規劃、執行以及不斷修正。高中優

質化計畫對於支持學校所扮演的角色，已從指導轉化為陪伴與提供發展工具、鷹

架，以及校際交流機制的建立。共創式工作坊的推出，則開啟了專業增能研習辦

理新的模式。研習的主講人透過提問式的引導，協助行政同仁梳理校內各項新課

綱的重點工作，藉由同校參與成員的討論，以及跨校經驗的交流，系統化的規劃

各項工作的推行；在課程設計與評量的增能研習辦理上，講師同樣透過提問，協

助教師檢視課程目標、課程設計與學習評量，再經由跨校的課程分享與交流，課

程的內容更加豐富與多樣化。 

共創模式的應用影響了教與學模式，從單向式的知識講授，轉化為透過結構

式的提問，引導參與者思考、發想與創造。參與者彼此間的互動關係，由各自與

教學者單向互動，轉變為相互連結的網絡式互動。在行政運作模式方面，也逐步

發展團隊共創的運作模式，藉由問題討論與問題解決，凝聚團隊向心力與提升行

政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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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整體教育發展的意義 

(一) 學校發展支持系統的建立 

學校在實施 108課綱的歷程中，需要的外部支持可分為兩個部分，一為人員

的專業增能，包括行政領導與教學專業；另一部分，則是對於學校整體發展的檢

視與協助。高中優質化計畫對於以上學校需求的協助作法，則是透過辦理增能工

作坊、實務經驗分享以及學校諮詢輔導機制的運作，來逐步完善各項工作的推行。 

在人員的專業增能部分，教學方面側重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評量的專業培

訓，高中優質化計畫透過具有實務經驗的種子教師群－愛思客團隊，協助辦理工

作坊模式的增能研習；行政規劃的課務推動部分，則是透過同樣具備推動經驗的

社群夥伴－濕地跨校課推社群，以結構式的提問搭配檢核工具的分享，有效提升

各校參與夥伴的行政規劃與執行能力。以筆者個人曾參與課程設計與行政規劃增

能研習，以及曾擔任行政規劃研習講師的觀察，共創模式工作坊的辦理，能協助

參與者對課程規劃與工作的推動歷程進行結構式的檢視，參與討論的過程也創造

了對話與經驗交流，經由實作與實務經驗分享，有效提升對於課綱精神落實在實

務工作的認知，進而在工作推動上有更多延伸性的創意作為。 

在學校諮詢輔導機制運作部分，透過具備跨校協助經驗的諮輔委員入校，能

提供學校在課綱實踐的成果檢視、歷程回顧與指導建議，使課綱的推動更具有可

行性。綜上所述，高中優質化計畫提供的陪伴機制包括：(1)專家諮輔：邀請諮詢

輔導專家到校輔導，及培力委員課程領導的能力；(2)倍力增能：舉辦各主題的學

校增能工作坊；(3)區域協作：高優學校相互交流、參與區域增能研習（羅梅英，

2017）。 

(二) 對於課綱實施現況的掌握與了解 

108課綱實施後，對於教育現場的實施狀況與實施成效，教育主管機關以及

研究機構透過研究計畫的投入，蒐集相關資訊作為政策推動與評估的重要依據。

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所建置的臺灣後期中等教育

長期追蹤資料庫為例，透過建置國家後期中等教育學生、家長、教師、教學資料

庫，掌握國家後期中等教育現況、問題與發展趨勢，同時也協助各縣市與各高中

職五專進修學校掌握校務經營與辦學現況、問題與發展趨勢，作為辦學改進基礎

（臺灣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2010）。 

高中優質化計畫諮詢輔導諮輔委員可透過臺灣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

庫的調查資料，先行掌握學校實施課綱後包括課程規劃、教學實施以及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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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向的調查數據，對於學校的現況能有客觀且較為全面性的了解，在入校諮詢

輔導與對談的過程中，更能針對學校需協助之處提供具體的建議。 

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以及高中優質化諮輔機制的運作，有如量化研

究與質性研究的交互運用，對於課綱實施的現況，提供深入且多面向的調查資料，

對於政策反饋與修正，提供了相當實質且貼近現場的建議。 

四、結語 

我國為因應網路及資訊發展快速、新興工作不斷增加、民主參與更趨蓬勃、

社會正義的意識覺醒，加上全球化與國際化所帶來的轉變等重要外在環境變化，

開始了 108 課綱的規劃（教育部，2014）。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與育才思維的轉

變，新課綱的研擬與推動成為引領教育發展的核心工作，而課綱的進一步落實則

為實踐變革的重要歷程。 

高中優質化計畫以持續精進與整體教育品質升級為目標，執行過程中對於學

校層級所建立的諮詢輔導系統，有助於協助學校檢視與盤點新課綱執行狀況，為

執行所遭遇的問題尋求外部資源協助；在教師層級所發展同儕分享與互助增能模

式，有助於協助教師透過結構式的引導工作坊，以及典範課程分享，理解和熟悉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評量的實務操作。 

108新課綱對於高中學校所帶來的影響，展現在教學觀念、課程結構到學生

學習模式的大幅度變革。高中優質化計畫協助教師與學校，從實務工作中累積執

行經驗，透過結構與引導式的提問檢視執行的歷程，再經由團隊共創的模式帶來

經驗交流與對未來的發想。對於學校教育長期發展而言，高中優質化計畫建立了

教師增能與交流機制，以及共創式校園文化的建立；在教育整體發展層面，則建

立了學校發展支持系統，以及透過調查研究與入校諮輔，較為全面性的掌握課綱

實施現況。 

高中優質化計畫在 108課綱推行過程中，在學校層面與教育永續發展所建立

的校園文化和支持系統，相信也是下一波新課綱推動的重要基礎。從教學現場的

實踐乃至於行政支持網絡的建立，以實踐課綱的重要理念—培養學生核心素養。

展望未來，課程的發展需要與課程的推動需要相互架接，課綱的研發與課程推動

系統的橫向連結，才能落實教育變革所欲實現的前瞻性理念。為協助學校現場從

教學端與行政端，能夠理解與掌握新一波課綱的核心理念，課綱正式推動前，建

議透過高中優質化計畫等課推系統，提供教師和行政端專業增能，以俾教育政策

的落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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