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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課程變革自 1949 年來，也依循

世界各國教育革新的脈絡與走向，從國家

中心、教材中心、教師中心逐步轉向學生

中心，課程變革也從 1993 年的課程標

準、九年一貫課程、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逐漸轉向以學習者為主體(陳美如，

2017)。在此創新開放、多元展能的世代，

促使教育工作者必須正視每一位學習者

的差異性與潛能，研發以學生學習為主體

的課程，重建學校整體資源系統與架構，

期能塑造真正回歸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的

學校教育。 

教育的核心要回歸到學生學習，需要

透過教育的重建，這不僅是個別老師的改

變，學校也肩負了學生學習的重責大任

(Nieto,2005)。教育的重點在學習本身，而

非製造應付考試的機器；要啟發學生自主

探究的學習精神，朝向素養導向的教學革

新，培養學生自主行動、社會參與以及溝

通互動之核心素養，需要學校相關的系

統、人員及組織也自成學習組織，形成網

絡 並 相 互 合 作 (Halinen & 

Holappa,2013)，成為一個匯聚資源且有良

性循環的體系，來推動並建立學生學習的

課程改革。 

二、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學校教

育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學校教育即

是一個學習型的組織。我們要啟動以

學生學習為中心時，相關的人與組織

也要成為一個動態、持續不斷對話溝

通的學習系統，才能持續牽引學生的

學習(陳美如，2017)。學校教育的功能

即在透過教育者內外的協作，引導學

習者朝更好的方向前進；學校需要有

意識的對學校教育的文化規範和文化

假定進行批判反省與分析，轉化式變

革 才 可 能 發 生 (Stoll & 

Fink,1996/2010)。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的學校教育要具備以下幾項特點。 

(一) 學校教育目標與願景的建立 

學校的成功與否，其原因深存於組織

目標中(Rosenholtz，1989)。學校目標的

訂定應包含學生的個人目標與學校教育

目標，並能讓組織內每一成員都能理解並

認同，教師與學生的目標一致，不同崗位

的人才會為共同的目標努力，營造適合學

生學習及成長的環境與氛圍。 

學校教育目標和願景並非只是形式

上的制定，其建立與落實，乃需要學校的

領導者透過各個經營面向的連結與傳

輸，以及和成員之間不斷的交流溝通，才

能引導學校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價值觀

與意念，實化在教育的現場中，為學生規

劃有意義且有價值的學習，且奠定其全人

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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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型塑良善循環與積極合作的學校

文化 

Stoll 與 Fink(1996/2010)指出，每

個人都有其特殊價值，個人的差異性

與多樣性是學校的正向資產，也是彼

此更豐富的資源。學校既是一個不斷

實踐目標、行動思考的學習共同體，

其成員也應互相包容尊重，鼓勵更多

的創新與嘗試，並能彼此協同合作與

分享。當學校型塑良善互動的氛圍

時，無形中也導向學生朝向自發共好

的人文素養邁進。 

(三) 整合並應用學校內外部資源 

學校要能永續經營，持續推動以

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變革，需要充分掌

握並妥善分配資源、靈活運用，並積

極爭取外部資源的挹注，運用於學生

各方面學習的需求，拓展其學習的面

向與機會，帶來學生更多元成長的契

機。 

(四) 學校行政體系與社區的協作與支

持 

學校的行政治理體系需要成為教

師社群的後盾與支持者，彼此信賴並

互相合作，共同實踐學校教育目標與

願景，實現共同的教育藍圖。學校教

育也需要社區的支援與合作，二者乃

存在於共同的生活圈，無法彼此區隔

分離，需要資源共享，互助無間，且

教育工作者要洞察機先，透過課程發

展來跨越學校和社區的藩籬，以形成

緊密連結的協作網絡，增益孩子的學

習(范信賢、尤淑慧，2009) 。 

三、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課程教

學 

學校是實踐教育的重要場域，要

培育學生成為一個具有美好人文素養

與未來能力的公民，課程與教學是學

校必須要關注的策略與工具，學校需

盡力協助學生進行有意義且有效的學

習。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學校課程教

學有以下的特徵： 

(一) 自發互善的學習體系與網絡 

課程的發展與實施需要回歸以學

生為學習的主體，強化以學生為中心

的學習，教師團隊也需要不斷的、自

發性的進行專業學習與對話，聚焦於

學生核心素養的課程研發，成為統整

跨領域知識的引導者，營造適合的學

習情境。 

為了幫助每位學生生學習，教師

要主動地也成為自我增能的學習者，

推動課堂的革新創造，教師們在學校

中形成同僚性(collegiality)，打破各教

室與各學科之間的高牆，以成為教育

專家為目標，在課堂中相互分享討

論、學習成長(佐藤學，2014)。當教師

師借由同儕的回饋與建議，關注到每

位學生獨特的價值，以及學習的個別

進程時，才得以為封閉傳統的教育現

場帶來活絡的氛圍，進而逐漸更新學

校教學文化，真正實現以學生為中心

的課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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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視問題解決與實作學習的歷程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是情境化、脈絡

化的學習，從學生生活的真實情境中發現

並思考問題，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透

過各種方式來解決問題。同時教師若以積

極領導、創意多元的教學風格來引領學生

學習，更能培養學生正向的學習態度(鄭安

晴，2014)，展現多元的實踐力。 

(三) 制訂校本特色課程提供學生適性

發展機會 

以學校願景、內外部資源及學生

需求為出發點，制訂學校特色課程，

安排提供跨領域、多元生活化的學習

機會，跨越學科與學習空間的限制，

擴大學生學習視野。學生的學習由在

地的體驗出發，從生活情境中培養認

同在地的人文素養與情懷，建立正向

的學習態度，並能應用所學知識與技

能在自己生活環境周遭，發展自主行

動、社會參與的實踐力。 

(四) 結合學生主體學習的評量方式 

    課程教學的設計與評量是密不可分

的，透過多元、不同面項的評量方式，例

如藉由討論、展演、觀察、互評等方式，

以動態或靜態的學習成果呈現，幫助教師

瞭解學生學習的歷程，藉此發展教學的改

進策略，協助每位學生從自己的學習基點

上再往前。 

    在十二年國教的素養導向教學模式

中，教師需具備評量規劃與實施的系統觀

點，並依據標準本位評量基準，來導向學

生的素養學習與形成(吳璧純，2017)。 

四、結語 

    學生有好奇與求知的本能與天

性，學習的歷程是美妙、有意義的，

且能發揮個人無限的潛能。學校教育

需要肩負學生學習的責任，正視每位

學生的差異與需求，規劃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學課程，勇於創新嘗試，師生

一同領略學習的快樂，並成就每一個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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