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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全球化與科技快速發展，單一的技能學習已無法滿足未來急遽的變化，

因此教育目標也跟著革新，從傳統知識傳授已經轉向成為培養學生的素養能力，

來適應未來的挑戰（Roser & Ortiz-Ospina, 2024）。教育部公佈之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總綱揭櫫，在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下，

所有課程規劃是為了幫助學生達成終身學習者的核心目標。必修課程中，除了著

重核心素養及基本學力養成的部定必修，另一項則是學校依其特色發展之需要自

主設計的校訂課程，內容以通識、知識應用或校本特色課程為主，透過以一般科

目的整合、專題探究或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

者設計等課程類型，落實學校教育願景與學生適性發展的學習目標（國家教育研

究院，2021）。 

由於校訂必修（又名校訂跨域課程）較部定必修更具內容的彈性，因此能打

破學科知識的框架，強調知識統整與生活應用，使學生整合跨學科的知識，用於

分析問題與解決生活中的挑戰，更有助於素養導向的學習（林仁傑、林怡君，2021；

洪麗卿，2022）。然而跨域課程的實施，受限於教師專業能力、課程規劃時間、

學校行政資源的投入與主管機關的審核，也需要學校行政與教師社群之間長期的

討論與溝通（楊怡婷，2019），因此在施行後多半不會輕易更動，108 課綱實施至

今已經六年，有必要重新審視目前校訂跨域課程的實施情形與未來教育趨勢，進

行調整與修正，讓跨域課程能更符合學生未來的需求。本文將提出目前校訂跨域

課程的實踐現況，未來的教育趨勢與修正建議，為跨域課程的近一步發展與研究

提供方向。 

二、普通高中校訂跨域課程的現況 

在新課綱的實施下，高中階段的校訂跨域課程被視為具有培養學生思維與表

達能力、人文素養與科學實踐應用的重要功能（洪麗卿，2022；黃偉立，2020）。

由於高中生已具備較成熟的抽象思考能力與學科知識基礎，並且作為大學與國中

之間的重要轉銜階段，因此跨域課程得以結合多學科，設計更具挑戰性的專案與

議題探究學習。研究者整理跨域課程的主要類型與代表學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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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地化課程 

根據學校的文化基底，社區的歷史與文化等情境脈絡，建構在地化特色之校

訂課程，增強對地方文史的認同感與培養文化傳承的責任感，進而提升學生的人

文素養（林妙娟，2019；薛曉華，2020）。例如，國立宜蘭高中的「宜蘭學專題」。 

(二) 科技應用課程 

這類的課程從設計構想到實際製作，在學生自由發揮創意創造事物的同時，

結合資訊、數學、科學與工程，培養發散性思維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透過跨

學科整合過程，幫助學生理解學科之間的關聯並實際應用（黃信惠，2022）。例

如，國立桃園高中的「I-MAKER 客」。 

(三) 基礎核心能力整合課程 

學科內的學習是以學科為框架，其中核心能力的學習依附在學科的架構中，

使得核心能力養成相對不顯著，透過這類以核心能力中的閱讀、理解、表達能力

等作為為主軸（黃偉立，2020），結合不同議題與學習材料，幫學生奠定基礎核

心能力。例如，彰化縣立成功高中的「閱讀思考專題」、「表達實踐專題」。 

(四) 其他類課程 

在上述三類之外，學校也會根據特色發展、學生圖像、國際視野觀或社區文

化特色，規劃特屬於該校的跨域課程，例如，新北市立三重高中的「國際溝通」、

基隆市立八斗高中的「桌遊設計」與雲林縣立麥寮高中的「翻轉東南亞」，分別

呈現了「透過議題式課程培養英文聽說讀寫能力」、「體驗與實作課程開啟師生間

的對話，藉由桌遊設計培養及訓練學生表達之能力」、「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解」。 

上述顯示跨域課程以地方學、科技實務與核心能力培養為主要項目，除此之

外也有基於其他發展方向考量進行課程規劃，反應跨域課程內容的多樣性，也代

表高中對於跨域素養導向學習的重視與創新的面向。 

三、現今教育趨勢 

(一)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跨域課程提供了多元且富有全球視野的切入點，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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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跨域課程的深入發展，例如氣候行動、永續能源、負責任消費和海洋永續等

議題。此類內容需要結合跨學科的知識統整與問題解決能力。將全球性議題融入

課程，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提升對世界重大挑戰的認識，還能鍛鍊批判思考能力，

以及培養積極實踐的行動力（李素梅，2023；陳科名、鄧宗聖，2024）。跨域課

程可以透過以下方式結合永續發展目標。 

1. 專題探究與問題解決：例如設計以「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為主題的課程，

結合地理、自然、經濟與公民領域，學生可以分析相關數據、設計永續生活

方案，並提出政策建議。 

2. 國際合作與文化交流：鼓勵學校與國際機構合作，讓學生透過模擬聯合國或

國際論壇，從不同國家的視角探討全球挑戰，提升其跨文化溝通能力。 

3. 本土化的議題實踐：在跨域課程中融入地方議題，如永續農業或城鄉發展，

讓學生結合科學與社會知識設計解決方案，加強與在地文化的連結性。 

(二) 數位學習的深化 

數位學習的快速發展為跨域課程帶來了更多的工具與可能性，不僅打破了

傳統教學的時間與物理空間限制，也促進了學科間知識的整合與實踐應用。透過

數位學習中結合數據化的學習環境，跨域課程不再局限於課堂內的教學，更可延

伸至全球的每一角落，全面提升學生的學習範疇與視野（王智弘、卓冠維，2021；

Audrin & Audrin, 2022, Sá et al., 2021）。未來，跨域課程可以結合以下數位學習的

應用方式，進一步拓展教學的深度與廣度。 

1. 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透過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技術，學生可以身歷其境地

探索虛擬環境，如進入埃及金字塔進行歷史探究，或在虛擬實驗室中模擬科

學實驗。這些技術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促進跨學科知識的整合應用。 

2. 人工智慧輔助學習：利用人工智慧技術，課程設計可以更加符合個別化。例

如，經由人工智慧分析學生在跨域課程中的學習行為，為不同學生提供適合

的學習資源或挑戰，讓學習更具適性化。 

線上協作與資料共享：數位協作平台可以提供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即時協作，

讓課程內容動態整合。同時，利用大數據分析工具，學生可以在專題研究中處理

真實數據，培養其分析與批判思考能力。 

四、問題與實踐建議 

目前普通高中在實施校訂跨域課程的過程中，各校面臨些許的困境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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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遇到課程設計與內容整合的難度、學校資源分配及學生學習方式的適應問題，

再來，就是家長與社會觀念的挑戰與課程設計的可持續性與發展等多方面的問

題。研究者就目前學校之教學現況，提出以下是教學現況分析： 

(一) 課程設計與教師專業能力整合的難度 

跨域課程的課程設計中，內容過於廣泛，可能造成部分的領域知識深入不足，

且跨域課程的實施要求教師具備跨學科的知識和技能，但現實中大部分教師的專

業背景較為單一，對其他領域的深入了解及探究是有限的。這使得跨學科合作的

困難增加，特別是在涉及不同學科的教師協作上，教師間的專業差異可能導致協

作困難。即便有部分教師有跨學科的教學經驗，學校內通常缺乏足夠的時間，來

讓教師進行有效的協作與共備課程。跨學科教學需要教師在課程設計、教學方法

等方面進行緊密合作，但現有的學校時間安排往往難以滿足這一需求。 

(二) 學校資源及學生學習方式的適應問題 

由於跨域課程是由不同領域的課程知識組成，需要多元的教學資源，例如跨

學科的教材、實驗設備、數位學習平台等。許多學校面臨經費有限的問題，需要

使用的教學器材與材料，需要事先編列相關的材料費及設備費，隔年才能添購及

採買，無法便利當下所開設的跨域課程提供充分的支持。再者，原先傳統的學科

教學模式強調知識的傳遞和考試評量，而跨域課程則強調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問

題解決能力和創新能力，且需要學生更加主動學習和合作，故這對於習慣單一自

己學習的學生來說，在學習的過程中會感到非常不適應，更是一大新的學習挑戰。 

(三) 家長社會觀念的挑戰與課程設計的可持續性與發展 

當今，許多家長仍認為學科的專業化是學生學習成功的關鍵，對跨域課程的

理解和支持是非常薄弱的。家長擔憂跨域課程的實施會影響學生在傳統學科上的

學業成績表現，進而對跨域課程的實施抱有質疑的態度。再者，國家的教育政策

和學校行政管理存在滾動式變動，跨域課程的設計和實施經常會受到時間和資源

限制，導致課程無法穩定持續性的發展。具有創新性的跨域課程常在短期內面臨

挑戰，甚至缺乏長期規劃而難以實現及延伸性。 

綜上述之，目前普通高中校訂跨域課程面臨的困境多涉及課程設計、師資、

學生學習方式、資源支持等方面。儘管如此，這些教學現況困境並非無法克服，

隨著教育理念的不斷滾動更新、大學升學考試多元發展、跨域師資培訓的加強、

以及社會對跨域課程的認識逐步提高，未來的跨域課程除結合新的教育趨勢外，

更應強調質的轉化整體提升課程的品質，強化學生的學習成效。研究者建議從課

程設計與評量方式兩方面進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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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設計的深化及延伸性 

建議在課程設計中，應強化問題導向學習以及真實情境應用，使學生在解決

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培養跨學科統整與實踐能力。讓課程不僅需要涵蓋多學科知

識，更結合社會、經濟或科技等真實議題，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提出

創新且具可行性的解決方案。例如，在設計永續能源課程時，不僅教授能源相關

的理論知識，還可讓學生參與地方能源政策模擬，探討如再生能源配置或節能方

案，甚至邀請地方政府或企業代表進行實務分享，深化學生的學習連結。此外，

還可包含專題探究、實地調查與實驗操作等環節，讓學生有機會將理論轉化為實

際行動，從而增強問題解決與決策能力。 

(五) 多元與形成性評量的並行 

傳統評量方式無法真實且有效的評鑑學生在跨域課程的學習表現。因此，跨

域課程的評量應轉向多元化與形成性評量的並行，才能呈現學生的學習歷程與學

習成果。建議在課程學習中，透過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立，記錄課程中如何構思問

題、設計實驗與修正方案，經由合作學習的活動設計，將評量分成自評、他評與

師評，提供全面性的評定，在成果的展示與分享中，邀請專業人士參與評審，提

供學生具體且專業回饋。多元與形成性評量的結合，能促使學生從單一的結果導

向轉向過程導向，進一步培養他們的自主性與合作能力與學習韌性，並提供跨域

課程在實施上有更全面的基礎。 

五、結語 

跨域課程是素養導向學習的重要實踐，課程內容結在地文化、科技應用或核

心能力整合的多元創新，強調學生思維、表達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培育。下一

個階段的跨域課程可以嘗試融入永續發展目標、數位學習等教育趨勢，藉由課程

內涵的提升，提升學生的批判思考與行動能力。未來，還需聚焦於課程設計的深

化與多元評量的使用，並且持續對課程進行關注與評鑑，才能提供學生真正符合

教育目標的校訂跨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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