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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四卷第三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中小學校訂跨域課程之虛與實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四卷第三期將於 2025年 3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5年 1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在「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願景下，

於 2014 年公布，2019 年正式推動，簡稱 108 課綱。其中課程架構分為部定和校訂，

部定課程為「養成學生的基本學力，並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雖然以分領域或科目

方式進行教學，但教師可依照學習所需，適時進行跨領域或科目的課程統整與應用；

校訂課程由學校安排，為「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鼓勵學校在不

重複部定課程學習內容下，開設跨領域或科目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從

2019 年八月實施到 2025 年七月，已邁入第六個年頭，在國小實施到六年級，國中

和高中也將完成第二輪的修整階段。 

各校實施的跨域課程，有各種不同的定義。原來跨域的目的是要整合學習領域

的知識，應用於生活，成就學生自發、互動、共好三面九項的素養學習；然而由於

種種現實因素，產生了各種虛實相間的跨域現象。例如教師本身的課程設計素養、

共備議課時間、對課綱目標的理解、科目配課等因素，或在校訂課程未充實討論與

準備即上路之下，有些學校看似豐富多元的校訂課程名稱，實則換湯不換藥，未能

提供學生具備跨域統整的生活素養學習課程。有的學校以英語課程為基礎，表面上

加入了議題內容作為校訂課程，整合的是英語和議題，但實際上仍是英語科目內容

的重複學習，未必有跨領域整合之實。有的以各領域和標題加以包裝，可能包括自

然、社會、藝能、科技等各有其課程架構，然而一個單元接一個單元，未必有領域

間知識實踐的整合、或年級間整合，抑或是缺乏學生主動建構和批判思考的歷程，

難以成為生活素養的養分。 

以上種種 108 課綱校訂跨域課程還有哪些未落實的現象值得關注？為何會發

生？有何影響？結構制度或人為措施的因素為何？如何評量？如何應因改善？在

國小實施一個完整迴圈，和國高中二個迴圈的實施下，應該是進行沈澱與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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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刻。本期即以「中小學校訂跨域課程之虛與實」為題，邀請關心課程改革發展

的教育人士，提出觀察、與批判反思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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