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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於 108 年實施的十二年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強調培養以「終身學

習者」為本的人，希望國民建立「自主

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

面向的核心素養。 

這一波的課程改革希望未來的孩子

們無論在人我與環境間，亦或是人與群

體互動間，都能具備一種具有公民意識

的社會素養。換言之，我們認為的公民

素養無可避免的很大一部份，可能建立

在生活的周遭，我們要的社會素養，從

教育的責任，無可避免地，可能建立在

社區/部落意識的基礎上，並在生活中融

會各領域所學，統整運用、手腦並用地

解決問題，以培養基本知能、技術與態

度。因此地方學的素材，成為這一波培

養國民社會素養，課程改革的重要項目。 

地方學主要的特色是把大自然、地

方與社會生活的知識，視為無法分離的

統一；換言之，不論是「地方學」或者

稱為「地方志」、「區域研究」，主要都是

針對某個行政區域的歷史、地理、社會、

文化做討論，重點是在於其與社區總體

營造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新課綱強

調素養導向的學習，這些地方素材可以

是「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素養養成的

媒介，可以是「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素養養成的載體，更可以是「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識」素養養成的起始，而學習

過程中所得到的「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身心素

質與自我精進」等素養養成的提升，似

乎都是學童以住民角色，向住居周邊學

習，唾手可得的。 

依此而論，以「地方學」的課程內

涵，實踐社區意識的社會素養養成，有

其方便性與獨特性，因此，值此新課綱

將要推行之際，本文將以「地方學」與

「住民核心素養」來論述以地方內涵學

習的重要性，其次分享筆者盤點「地方

學」學習內涵的經驗，最後以「地方學」

前導執行教學的甘苦談，分別來論述以

「地方學」落實於校訂課程的經驗分享。 

一、「地方學」與「住民核心素

養」-地方內涵學習的重要性 

值此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推動之際，強調國民核心素養的養

成，顯而易見的「國民核心素養」不

是來自先天的遺傳，而是國民經過後

天的學校教育所習得之知識、能力與

態度（蔡清田，2011），這些所預期的

「素養」，是國民經過學校教育，可使

國民日後能有效因應社會生活所需

（吳清山，2011）。換言之，「國民核

心素養」的教育，就是對社會做出貢

獻，其中包含了實現個人天分、實現

公民責任、傳承傳統與價值觀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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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璋等教授更認為「國民核心素

養」教育，是讓人民於完成基礎教育

時，能在社會文化脈絡中成功地回應情

境的要求與挑戰，順利完成生活任務並

獲致美好的理想結果，所應具備的核心

素養（陳伯璋等，2007）。可見未來基

本教育，除了要建構國民核心素養，筆

者更認為為進一步符合社會文化脈

絡，推動「住民核心素養」，融合地方

內涵學習的「地方學」課程內容，更是

實現公民責任責無旁貸的發展方向。 

108 課綱即將上路，這波教育新浪

潮，正在撼動教育現場，從過去「每

個學校教的都一樣，每個學生都上相

同的課」的部定課程思維，改變成「每

個學校都不一樣，學生可視個別程度

及地方特色來選課」的校訂課程架

構。因此有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的

地方課程脈絡，更有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課程中，可茲發展地方主題課程

的類別(跨領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

探究課程)出現。筆者所服務的學校，

負有教育部 108 課綱前導學校的重

任，我們思索著(一)除了部定課程，我

們還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內容?特別是

地方學的學習素材。(二)國民核心素養

與住民核心素養完全一樣嗎?地方的

住民有什麼獨特的、重點的核心素養

需要學習? 

這些思考，無非是根據我們對地

方了解的優勢，及明瞭孩子的能力缺

漏(亦即符應課綱綱要總綱中，形塑學

校教育願景、學生適性發展的目標)，

想要趁此波教育浪潮中，將符合社會

文化脈絡，明知該上卻沒上到的「懸

缺課程」扎扎實實的把它補實。 

二、盤點「地方學」學習內涵的

歷程分享 

108 課綱校訂課程中，四類課程中

的跨領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課程，是我們此波新課綱推動「地方

學」學習內涵的課程規劃依據；旗山

溪洲東鄰的高屏溪畔，是我們羅致旗

山溪洲地方學學習素材的起始立基。

歷經二年多學校課程經營的盤點歷

程，我們逐漸耙梳旗山溪洲的獨特

性，這是個產業逐漸沒落、人文逐漸

消失、族群漸次多元、住民隨遇而安

的聚落。因此學校特別希望建構孩子

們，在地認同+多元理解的住民核心素

養；另因應多元族群的特性，在學童

應學習的技能上，我們特別關注系統

思考與團隊合作的學習；最後為圖再

造地方風華，在學習內容上，我們特

別建構「河岸人文體驗課程」，逐年建

置五大類十五套課程的「地方學」學

習素材。圖 1 是旗山溪洲國小發展地

方學學習內涵的架構 

三、「地方學」課程前導甘苦談 

其實以筆者服務學校來說，發展

「地方學」的課程在先，試行 12 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前導學校在

後，有其甘苦的地方，以下筆者將就

課程安排、校內氛圍、課程內容、推

動的力道程度與素養導向評量的省思

五點來進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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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溪洲國小地方學學習內涵架構 

(一) 課程安排方面 

老師在習於目前課程安排的情形

下，如何去改變舊有慣性並適應「地方學」

新課程的導入，是需要循序漸進地調整

的。而調整的步伐取決於課程的完備度，

也就是說課程發展到一定厚度，再交由教

師進行教學，將會是比較適宜的做法，且

在課程專業對話上，也才顯得比較有意

義，進而論及深度。隨之爾後進行大範圍

「地方學」主題式課程時，學校教師群才

有機會，發展出難度較高的與社區達人合

作協同教學的課程內涵。 

(二) 校內氛圍方面 

取決於每個人所處的角色不同而有

所差別，所需掌握的原則只有一個「如何

吸引大家投入」。例如，行政對於教師若

能多給予支持消除對於未知的疑慮，對於

課程推展就多有助益；教師對教師間則可

運用社群模式，來達到共同成長與共榮的

目的；單位對單位間則可加強橫向聯繫，

避免本位主義各行其是，最後透過統整協

調，不僅可以減輕校內教師負擔更能事半

功倍。當然最重的事，發展的「地方學」

新課程是要能夠取得大家認同的，校內氛

圍才能往好的方向趨近。 

(三) 課程內容方面 

筆者學校課程發展可分為前中後

期，從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前期應是

拓展課程內容廣度為要；中期則可以逐漸

刻畫課程深度並嘗試多元思考角度發

展；後期面臨課程發展節點，則必須思考

內容的解構與重組，並重新組成更具發展

性與貼近老師教學現場的課程是成功的

關鍵。總體而言，勇敢開始、穩健前進不

需急於趕上他人的腳步而亂了自身發展

課程的節奏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相信

「地方學」的課程內容我們會最懂。 

(四) 推動的力道程度 

依據筆者學校 4 年來的經驗，運用

「地方學」的新課程，其推動的力道，可

從發展進程的規劃與教師的承受度來審

視，課程發展勢必會有一定的疲憊與辛苦

產生。所以在進程的規劃上就要視校內人

員的特質與氛圍去做調整，適時地放慢腳

步，我們認為是絕對必要的。 

(五) 素養導向評量的省思 

108 課綱，素養導向評量是學校老

師必須重新面對的問題，而主要考量點有

1.如何擺脫過往強調能力與功利的評量

方式，特別是地方學的課程內涵，應避免

流於指認是地方史。2.新課綱的素養導向

更注重態度的養成，而態度的評量方式則

容易流於主觀、沒有共通標準的問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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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學的課程內涵強調認同與住民意識，應

強化住民核心素養的養成。結合上述兩點

我們試著研擬素養導向的評量項目與評

分標準，並大膽透過比例的方式來兼顧評

量的一致性與合理性，期望在往後能發展

出合宜的評量參範。 

四、結語—前導與自然生成 

12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

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

及「共好」為理念，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

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

動能力，因此以生活區域的同心圓為本，

我們一直以地方為學習的重要場域，歷經

四年多以來，我們正逐步發展第五套的地

方學課程素材，及試擬溪洲國小版的學生

學習技能系列「系統思考—問思教學手

冊」，無非想建構旗山溪洲孩子，需要的、

獨特的「住民核心素養」，圖2是我們發展

「住民核心素養」的目標，我們希望孩子

善盡社區住民的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

為具有社區社會適應力與應變力的社區

聚落學習者，養成普及的生活氣質與建置

共享的生活環境，期使學生個體與聚落群

體的生活和生命能更為美好。累，其實一

直都在…… 

 

 

 

圖2：溪洲國小發展「住民核心素

養」課程理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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