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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達竿課程 

(一) 達竿課程的產生 

教育部在民國 87 年時公佈「國民

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綱總綱綱要」

後，課綱內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日漸重視，108 年

即將正式實施的十二年國教，以「成

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為願景，以開展生命主體為起點，透

過適性教育以激發學生生活的自信，

進而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

氣，使其成為具有社會適應力與應變

力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2017）現

今的學校著重以學校為本位及教師自

主的統整課程設計，如何援助第一線

教學現場的老師迎接挑戰，協助教師

自行開發及設計課程一直是歷年許多

學者進行研究與探索的主題，張世宗

教授透過在教學現場時與教師接觸後

的經驗後發現，教師在教學上無法有

更多的突破與創新，是因為教師在課

程設計與統整方面，長時間都處於養

尊處優的情境下，教師極少被賦予課

程設計或教材開發的角色，導致教師

面對單一版本的教材，無法有效跳脫

出思考的框架。因此衍伸出一套達竿

課程以協助教師在教學現場上能有多

一種的教學方式。 

 

(二) 達竿課程的定義 

根據張世宗（2004）研究，達竿

模式即一套包含五個步驟的統整課程

設計模式： 

1. 「主題」（Theme）：先以學生興趣

能力為主軸做主題思考，接著再考

慮教師的專長及當地的資源等各

層面，最後再將以上要素統合成學

校欲朝向的願景。 

2. 「分析」（Analysis）：主學者及教

學主題內容之擴散分析，找出主概

念後，緊接著延伸出更細的子概

念。 

3. 「概念」（Concepts）：依照學生和

地域性篩選出最適切的教學概念

內容。 

4. 「活動」（Activities）：依概念內容

選擇出合適的學科學習活動。 

5. 「教材」（Materials）：依學習活動

的需求選出適合的開發媒材與教

材。 

  依每階段步驟名稱之英文字母合組

成「TACAM」，稱為「達竿五階段統

整課程設計模式」，簡稱「達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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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跳出舊有框架 

教改爭議不斷，現今的教育推崇

所謂的多元思考，若教師本身無法先

培育出多元的思考模式，又如何引導

學生跳脫出舊有的框架展現創意呢？

若想要成功發展十二年國教，首要之

務應在於教師在教學上能有所突破及

改變。自古至今有許多研究學提出了

許多創新教學法或是教學模式，無論

是哪種教學模式，只要能依據其模式

發展出一套自我風格的教學法就是好

方法，像是張世宗的文章中提及模式

應用之原則即「法無法」與「跟、破、

離」。 

根據張世宗（2004）的研究顯示，

「法無法」的第一個「法」是動詞；

第二個「法」是名詞。由實際應用的

層面來看，一開始起步進行自主式教

學系統設計時，有適當的方法原則（即 
「法」）來幫助是必要的，但上手後，

就應該突破「法」的框限。 

「跟、破、離」的「跟」指的是

仿作階段，先依一套可行模式揣摩出

一套屬於自己的課程方法；「破」即改

作階段，當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課程

方法時，則應該開始設法突破舊規，

找出新路；「離」則屬創作階段，當設

計者已有自己的模式及思慮時，則可

開始開發屬於自己的新道路。 

三、達竿模式的激發 

「給學生吃魚，不如教學生如何

釣魚」是現今教育上的一個趨勢，在

教學現場上若只有教師單獨講述，是

無法帶給學生更大的學習刺激與興趣

的，反之可能造成學生對學習動力的

急速下降，倘若教師能有一套屬於自

我風格的教學模式，懂得自我善加調

整變化，即能將方法發揮至最大功

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任何原則都

會有其可模仿學習的地方，當教師運

用某種適當方法及原則進行自主性的

教學設計，剛開始都必定需先檢驗其

可用性，才能透過模仿的方式進行教

學設計，等到方法原則能靈活運用時

則應該突破舊規，另闢新道路，讓教

師在一本教科書的架構下依舊能做到

課程多元且生動的有效課程。達竿課

程用主題式的教學法，讓教師能透過

逐步發想達到自主設計課程的理想境

界，有時孩子經由主題式的架構學習

知識，反而不用刻意記憶課本知識就

能在無形之中學到了知識。 

四、結語 

前陣子讀到天下雜誌裡的某篇文

章，文章中提及在新北市永和的某間

小學教師自編教材，發覺教科書中的

知識對孩子而言太過陌生，連自己看

教材內容時都深感無趣，教師因此開

始對關渡淡水河口的生態進行調查，

並調查了永和的燕子生態，甚至親自

拜訪附近的廟宇，透過自寫自畫設計

出一套符合學生需求的統整教材，此

舉深受學生與家長的青睞。 

達竿課程至今還未被大肆推廣，

但這當中的理念其實已迅速幫助教學

現場的教師做統整歸納，讓教師能有

清楚的步驟及程序執行教學目標。現

今的課程教材讓學生感到乏味，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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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都是因為對於課本裡提及的內容

沒有相關的親身體驗，導致興致缺

缺，倘若學校在發展本位課程時能搭

配各領域課程的內容，學生不僅能夠

透過生活經驗聯結知識，一連貫的體

系脈絡更是讓學校能有新的展現及突

破，學生也方能在知識上有機會做延

伸。 

當今中小學的教師並非基本素質

出問題，而是教師們缺乏一套有系統

的教學體系協助教師全面性的思考，

除此之外，教師本身也應追求自我專

業成長，積極參與相關研習及進修，

方能為孩子們帶來更多無盡的知識寶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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