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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迎接十二年國教 108 新課綱的實施，全國學校皆為了銜接新舊課綱的轉

換，如火如荼的進行各種準備與研習。回顧師資培育階段，所習得之課程改革，

多是閱讀國內外國課程改革歷史及理論等靜態知識。對於真正在教育現場如何推

動與實施課程改革，當中又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等行政資源，全憑教師在教育現場

所累積之經驗與轉化。無論是級科任老師所進行的教學品質的提升，或是學校兼

任行政教師肩負課程與資源的整合與推動，在原本既有職務中，再加入課程改

革，工作壓力自然不言而喻。政府實應於此時積極投入資源，給予教育人員時間

與空間，緩解教師各方面的壓力。回顧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於民國 88 年 9 月試行，

歷經了近二十年的累積，到現在的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新課綱，將於 108 學年度

正式實施。對教師來說，都是重新塑造課程知識與價值、課程理念與目標的歷程。 

二、教師的專業與責任 

在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教師對課程需要有不同理解與詮釋。換言之，教師在

實施教學之前，必須先讓自己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與沈澱，當觸動教師們教學觀

念改變的同時，也是其認同課程改革理念，準備啟航自發進行的時候。 

(一) 專業伴隨責任 

面對 108 學年度即將實施的新課綱，教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肩負了相當

的責任，原因是課程改革不只是影響教育的層面，更關係著未來幾十年，社會發

展與國家競爭力。與此同時，教師可能是學校的教學者、行政人員，或是家長等

多重身份，在現有職務與外加任務的多重壓力下，面對身份轉換、立場的改變，

無一不是重擔。教師的專業，也形塑了責任，楊俊鴻（2014）指出美國左派的課

程學者，如 Giroux(1988)認為教師不能只作為一位專業的演示者，所有的教學活

動都只為了達成他們預設的目標，他們應該被視為是自由人，這樣的自由人能夠

對知識的價值進行自主判斷以及增加青少年們的批判權力。而美國新右派的課程

學者，認為教師有責任透過學校課程來協助學生學習文化、道德與科學的真理，

以增進學生的知識與道德能力。可以看出在教育改革的面向上，無論左派或右派

的學者們，都指出了教師在課程改革上的應然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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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年一貫課程到十二年國教的課程改革，怎麼改、實務上怎麼發展、課程

上有哪些變與不變，在職教師最清楚。九年一貫「彈性學習節數」到十二年國教

中正式定位的「彈性學習課程」，顯示出教育部對彈性課程規劃的正視，讓彈性

課程的實施有課綱的支持，避免彈性課程落入挪用其「節數」來調配各項宣導活

動、補足部定課程教學不足的節數之用。此外，學校校本課程若是規劃於彈性課

程實施，更能因十二年國教推動，讓校本課程有正式的定位。如此各種事務，都

仰賴教師對學校課程的掌握，與本身的教學專業經驗，來清楚判斷、選擇、規劃

適切的課程。此種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政府應給予學校端充份的指導與彈性，

讓教育人員的專業說話，相信教育人員明白如何在以學生為主體的前提下，規劃

校本課程，充實活化教學，也要鼓勵教師們在教改的過程中相信自己對學生的未

來將有莫大的影響力。 

(二) 社區期待的承擔 

政府鼓勵並促進家長參與教育，今日在教改的浪頭上，許多重視孩子生涯發

展的家長們，積極的想了解教改後的新課綱，所帶來的變與不變，以及能及早為

孩子做什麼準備，陪伴孩子成長。在教育現場的教師們早已為迎接新課綱準備多

時，何況是在新課綱實施下的學生家長們，面對課程的調整與改革，家長詢問的

窗口也是學校，面對社會的期待，教師也有向家長說明教改理念的義務，因此承

擔的壓力與責任更是不言而喻。 

教育改革很重要的一環，是教師的意願、能力與動機，教師需要仔細的檢視

課程內容是否適切，因為教科書並不等於課程，課程與教學應以學生的需求為

主，並非以教科書的內容為主。新課綱的實施需要轉換的不外乎學校的組織、推

動者的課程領導、教師的動機、家長的心態，在校內推動的實務上也增加許多開

會、共同研討課程的時間，如何與既有工作結合，統整梳理再推動，更是考驗著

行政人員與教師各方面協作的能力與智慧。 

三、教育的能量與信心 

臺灣的教育從九年一貫到現在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實施，已將學校本位課程

徹底的落實在學校中，早期學校本位課程的經營理念，雖是由英美等國傳遞出

來，但學校本位課程在臺灣紮根這二十年來，早已有屬於臺灣的推動模式，明確

的目標與優質教育人員，都是成功的關鍵。未來，學校本位課程的臺灣推動模式

也將會是其他國家參考借鑑的對象。站在過往的基礎再出發，筆者認為臺灣的教

育環境已向前邁進一大步，對在職教師及行政人員有信心，能順利推動十二年國

教課程改革。回顧民國 87 年談論教育鬆綁、權力下放，九年一貫的特色在推動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各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個學習領域課程小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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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目前的教育現場，課發會與各學習領域的領域會議已成例行活動，此次課程改

革讓筆者感受到過往教育的積累所帶來的成長與進步，對此次推動新課綱有相當

的信心。下一波的教育改革，當教師們已對彈性課程及部定、校訂課程有完整的

實施經驗後，可預見未來教師的教學能量與效益不容小覷。 

四、結論 

在教學現場的教師們，迎接教育改革的浪潮，面對現有職務與參與整體課程

繁重的業務，全憑教師們的使命感與責任心，來自校內外的肯定與支持是心理層

面最大的鼓勵。教師是課程改革的關鍵，社會與行政體系對教師的重視，將資源

投資在教師身上，除了提升教師個人成長，當教師將知識轉化為教學內容時，受

益者仍是廣大的學生。教師是專業的工作者，當其感受到時代前進，推動課程改

革的必要性，必能發揮自動、互動、共好的基本理念，滾動式的省思修正，帶給

學生更優質教學內容與學習環境，成就每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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