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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之國小各領域學習節數調整可能造成的 
影響 
尤偉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一、前言 

原訂 107 年上路的十二年國教課

綱，經教育部審慎評估後，決定延到 108
學年（民國 108 年 8 月 1 日）開始全面

實施（余祥、趙雙傑，2017）。此意味著

我國的國民基本教育正式由九年延長至

十二年。教育部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

基礎進行課程改革，提出因應未來生活

所需學習獲得的「核心素養」概念，其

內涵遠比九年一貫課程之基本理念、課

程目標、基本能力包含更為深廣，亦更

加完整（王全興，2016）。在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的理念與目標中，本於全

人教育的精神，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

展之主軸，期望能夠強化學生擁有面對

未來社會環境不斷變遷的能力（林含

諭，2017）。 

從九年一貫的七大領域到十二年

國教的八大領域，無論領域如何變

動，在國民小學至高級中學各學習階

段的學習總時數卻是固定不變的，一

日學習時數就是八小時，然而每次課

程改革便是各個領域學習節數的搶奪

戰，因此筆者認為課程改革最直觀的

反應將顯於學習節數上，學習節數的

調整將實質的影響了教育現場的教與

學，因此本文將從九年一貫課綱與十

二年國教課綱的學習節數比較來討論

學習節數調整後可能造成的影響，並

給予具體建議以提供有關單位進一步

研究與討論。 

二、九年一貫課綱與十二年國教

課綱之學習節數比較 

現行九年一貫課綱針對學生之學

習課程分為「領域學習」與「彈性學

習」，依照低、中、高年段不同規定「領

域學習節數」為 20 節、25 節、27 節，

「彈性學習節數」則為 2-4 節、2-4 節、

3-7 節（教育部，1998）。其中領域學

習節數中各領域的學習節數則規定一

定範圍比例的學習節數，在其學習節

數範圍內，學校則可自行選擇多寡。 

在 108 學年度施行的十二年國教

課綱中針對學生之學習課程的分類與

九年一貫雷同，其學習節數亦大致相

同，筆者統整九年一貫課綱與十二年

國教課綱的學習節數（如表 1）後，發

現高年級（五年級與六年級）的「領

域學習節數」與九年一貫課綱相較之

下少了一節，而「彈性學習節數」實

則多了一節。然而從九年一貫到十二

年國教之學習節數的比較看來似乎沒

有太大的變化，不過從九年一貫中的

七大領域改革至十二年國教的八大領

域後，其領域中的學習節數則有許多

實質的改變，以下將由各領域分項比

較其學習節數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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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九年一貫與十二年國教之學習節數 

年級 領域科目 九年一

貫學習

節數 

十二年

國教學

習節數 
一 
二 

領域學習 20 20 
彈性學習 2-4 2-4 

三 
四 

領域學習 25 25 
彈性學習 3-6 3-6 

五 
六 

領域學習 27 26 
彈性學習 3-6 4-7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草案）自行整理 

(一) 語文領域 

在九年一貫課綱中，語文領域包

含本國語文、英語等，注重對語文的

聽說讀寫、基本溝通能力、文化與習

俗等方面的學習。其中本國語文中尚

包含國語文與本土語文，而語文學習

領域共占領域學習節數之 20%-30%。

但國民小學一、二年級語文領域學習

節數得併同生活課程學習節數彈性實

施之（教育部，1998）。 

王碧君（2015）認為因社會變遷，

臺灣的新住民人口逐年成長，而新住

民子女人數也是不斷攀升。這樣的轉

變使生活週遭的人事多樣化了，人與

人的聯繫多了外來元素。為尊重人

權、多元文化及增進族群關係和諧，

總綱鼓勵學校評估學區新住民學生人

數，聘請合格師資，開設新住民語文

課程（教育部，2014a）。 

根據九年一貫課綱之規定，國語

文、英語文、本土語文是共同分享領

域學習節數，計算後低年級為 4-6 節，

中年級為 5-8 節，而高年級則為 6-8

節。而國小階段本土語文學習節數為 1
節，英語與國語文學習節數依各校選

擇而學習節數不等。此外，低年級的

國語文得併同生活課程學習節數實

施。 

不同於九年一貫課綱的彈性規定

語文領域學習節數，十二年國教課綱

則直接明定其學習節數，且基於國語

文是學習其他領域的重要工具，故在

國民小學階段明定較多的學習節數，

讓學生獲得充分學習的機會（教育

部，2014a）。 

表 2：九年一貫語文領域與十二年國教語文領

域之學習節數 
年

段 
年

級 
領域科目 九年一

貫學習

節數 

十二

年國

教學

習節

數 
低 一

二 
國語文 3-5 

（得併

同生活

課程學

習 節

數） 

6 

英語 0 0 
本土語文

／新住民

語文 

1 1 

中 三

四 
國語文 4-7 5 
英語 1 
本土語文

／新住民

語文 

1 1 

高 五 
六 

國語文 5-7 5 
英語 2 
本土語文

／新住民

語文 

1 1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草案）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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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學領域 

在九年一貫課綱中，數學領域占

領域學習節數之 10%-15%，計算後低

年級為 2-3 節，中年級為 3 節，而高年

級則為 3-4 節（教育部，1998）。 

然而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則明

定國民小學階段數學領域皆為 4 節，

較九年一貫課程學習時數多。由於數

學被稱為科學之母，其領域課程培養

學生應用運算符號、進行論證以及抽

象邏輯思維的素養，同時數學亦是其

他領域學習重要工具，故在國民小學

階段規劃較多的學習節數，讓學生獲

得充分學習的機會（教育部，2014a）。 

表 3：九年一貫數學領域與十二年國教數學領

域之學習節數 
年 
段 

年

級 
領域科

目 
九年一

貫學習

節數 

十二年

國教學

習節數 
低 一 

二 
數學 2-3 4 

中 三 
四 

數學 3 4 

高 五 
六 

數學 3-4 4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草案）自行整理 

(三) 社會領域 

在現行九年一貫課綱之中，社會

領域占領域學習節數之 10%-15%，計

算後中年級為 3 節，而高年級則為 3-4
節。 

十二年國教課綱中的社會領域訂

定中、高年級的學習節數為 3 節，與

現今教育現場實際學習節數雷同。 

在九年一貫課綱與十二年國教課

綱中，皆將低年級之社會領域與其他

領域統合成生活課程，因此低年級之

生活課程將於後面小節再進行比較。 

表 4：九年一貫社會領域與十二年國教社會領

域之學習節數 
年

段 
年

級 
領域科

目 
九年一

貫學習

節數 

十二年

國教學

習節數 
低 一 

二 
生活   

中 三 
四 

社會 3 3 

高 五 
六 

社會 3-4 3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草案）自行整理 

(四) 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科學）領域 

九年一貫課綱中的「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於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改分

成「自然科學領域」與「科技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學習範疇在國民小

學階段即是現行九年一貫課綱中「自

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而「科技領域」

將於國民中學階段開始實施，國民小

學階段則無任何「科技領域」的學習

節數，故在此不比較「科技領域」之

學習節數。 

現行九年一貫課綱中，自然與生

活 科 技 領 域 占 領 域 學 習 節 數 之

10%-15%，中年級為 3 節，而高年級

則為 3-4 節。 

十二年國教課綱中的自然科學領

域訂定中、高年級的學習節數皆為 3
節，與現今教育現場實際學習節數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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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年一貫課綱與十二年國教課

綱中，皆將低年級之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自然科學領域）與其他領域統

合成生活課程，因此低年級之生活課

程將於後面小節再進行比較。 

表 5：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與十二年

國教自然科學領域之學習節數 
年

段 
年

級 
領域科目 九年

一貫

學習

節數 

十二

年國

教學

習節

數 
低 一 

二 
生活   

中 三 
四 

自 然 與 生

活科技（九

年一貫） 
自 然 科 學

（ 十 二 年

國教） 

3 3 

高 五 
六 

自 然 與 生

活科技（九

年一貫） 
自 然 科 學

（ 十 二 年

國教） 

3-4 3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草案）自行整理 

(五) 藝術與人文（藝術）領域 

自九年一貫課綱實施以來，便以

「藝術與人文」作為學習領域，名稱過

於廣泛，往往成為領域課綱推動之困擾

議題。因為人文脈絡是創作與鑑賞的基

石，為各領域／科目所普遍共享，非藝

術的學習所可獨攬。因此，「藝術與人

文」宜聚焦在「藝術」，且以「藝術領

域」命名可以整合國民中小學階段與高

級中學教育階段之學習領域名稱差異

（陳瓊花、洪詠善，2017），故九年一

貫課綱中的「藝術與人文領域」於十二

年國教課綱中則更名為「藝術領域」。 

現行九年一貫課綱中，藝術與人

文領域占領域學習節數之 10%-15%，

中年級為 3 節，而高年級則為 3-4 節。 

而十二年國教課綱中的藝術領域

則規定中、高年級的學習節數同為 3
節，雖與九年一貫課綱略些不同，但

雷同於教育現場的實際實施節數。 

在九年一貫課綱與十二年國教課

綱中，皆將低年級之自藝術與人文領

域（藝術領域）與其他領域統合成生

活課程，因此低年級之生活課程將於

後面小節再進行比較。 

表 6：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與十二年國教

藝術領域之學習節數 
年

段 
年

級 
領域科目 九年一

貫學習

節數 

十二

年國

教學

習節

數 
低 一 

二 
生活   

中 三 
四 

藝術與人

文（藝術） 
3 3 

高 五 
六 

藝術與人

文（藝術） 
3-4 3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草案）自行整理 

(六) 健康與體育領域 

在現行九年一貫課綱之中，健康

與 體 育 領 域 占 領 域 學 習 節 數 之

10%-15%，計算後低年級為 2-3 節，中

年級為 3 節，而高年級則為 3-4 節，而

各年級學習節數其中 1 節為健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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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健康與體育領

域中則明定國小階段的學習節數為 3
節，其體育課程與健康課程節數比為

2：1。 

表 7：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領域與十二年國教

健康與體育領域之學習節數 
年

段 
年

級 
領域科

目 
九年一

貫學習

節數 

十二年

國教學

習節數 
低 一 

二 
健 康 與

體育 
2-3 3 

中 三 
四 

健 康 與

體育 
3 3 

高 五 
六 

健 康 與

體育 
3-4 3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草案）自行整理 

(七) 綜合活動領域 

在現行九年一貫課綱的綜合活動

領域占領域學習節數之 10%-15%，計

算後低年級為 2-3 節，中年級為 3 節，

而高年級則為 3-4 節。 

不同於九年一貫課綱，十二年國

教課綱中綜合活動領域僅於中、高年

級實施，其學習節數皆為 2 節，低年

級之綜合活動領域與其他領域統合成

生活課程，因此低年級之生活課程將

於後面小節再進行比較。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綜合活動其學

習節數，較九年一貫課綱的學習節數

為低，經筆者交叉比對後發現，低年

級因將綜合活動領域與其他領域統合

成生活課程，故多出來的學習節數則

加入語文領域的國語課程與數學領域

之中，以提升其學習節數。而中年級

則是將減少的綜合領域學習節數併入

數學領域，高年級則是將其減少的學

習節數改為彈性學習課程，因此高年

級的領域學習節數自 27 節降為 26
節，彈性學習課程節數則由 3-6 節變為

4-7 節。 

表 8：九年一貫綜合活動領域與十二年國教綜

合活動領域之學習節數 
年

段 
年

級 
領域科目 九年一

貫學習

節數 

十二

年國

教學

習節

數 
低 一 

二 
綜合活動

（生活
＊
） 

2-3  

中 三 
四 

綜合活動 3 2 

高 五 
六 

綜合活動 3-4 2 

＊註：十二年國教中，社會、藝術、自然科學、綜合活動

領域統合為生活課程。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草案）自行整理 

(八) 生活課程 

生活課程設置的目的在於引導學

童從生活中開展學習，開啟他們對周

遭人、事、物的好奇，引發學習的興

趣與動機，由生活中的體驗與探索而

認識世界的樣貌，以提升其對周遭

人、事、物與環境的覺知及互動能力，

增進其適應生活及改善生活的態度、

知能及實踐的能力。生活課程以兒童

為主體，以生活為主軸，視生活為整

體（教育部，1998；教育部，2016）。 

在九年一貫課綱中，低年級的生

活課程是由社會領域、藝術與人文領

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三大領域合

併為生活課程，而語文領域則可視情

況合併實施。 
 

第 129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5），頁 125-134 

 

自由評論 

 
社會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自

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各占領域學習節數

之 10%-15%（教育部，1998），因此共

占領域學習節數之 30%-45%，經計算

後學習節數約為 6-9 節。 

不同於九年一貫課綱，十二年國教

課綱中的生活領域則由社會領域、藝術

領域、自然科學領域、綜合活動領域四

大領域統合而成，其節數為 6 節。 

表 9：九年一貫綜合活動領域與十二年國教綜

合活動領域之學習節數 
年

段 
年

級 
領域科

目 
九年一

貫 
學習節

數 

十二年

國教 
學習節

數 
低 一 

二 
生活 6-9 6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草案）自行整理 

(九) 彈性學習節數（彈性學習課程） 

九年一貫課綱的彈性學習節數由

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校性和全年級活

動、執行依學校特色所設計的課程或

活動、安排學習領域選修節數、實施

補救教學、進行班級輔導或學生自我

學習等活動（教育部，1998）。 

十二年國教課綱將彈性學習節數

改成「彈性學習課程」，與校訂課程綁

定，並針對「彈性學習課程」訂定學

習規範：1.學校自行規劃辦理全校性、

全年級或班群學習活動。2.發展「統整

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3.社
團活動。4.技藝課程。5.特殊需求領域

課程。6.其他類課程，包括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流、自治活動、班級輔

導、學生自主學習等各式課程，以及

領域補救教學課程。7.原住民族地區或

重點學校應規劃原住民族知識課程及

文化學習活動（教育部，2014b）。 

表 10：九年一貫彈性學習與十二年國教彈性

學習課程之學習節數 
年

段 
年

級 
領域科

目 
九年

一貫 
學習

節數 

十二

年國

教 
學習

節數 
低 一 

二 
彈 性 學

習 
（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2-4 2-4 

中 三 
四 

彈 性 學

習 
（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3-6 3-6 

高 五 
六 

彈 性 學

習 
（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3-6 4-7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草案）自行整理 

三、 學習節數調整可能造成的影響 

關於十二年國教的課綱中各領域學

習節數的分配，主要參考現行九年一貫

課程各領域的學習節數比例、學校現場

的各領域節數實施現況，並以不增加現

行每週學習總節數為原則（教育部，

2017）。然而學習節數的調整，勢必帶來

教育現場教師授課與學生學習型態的改

變。以下筆者將舉四點來闡述學習節數

調整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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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節數延長帶動學習深入 

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語文領域

的國語文學習節數與數學領域的學習

節數較九年一貫課綱增加，將會影響

學生的學習成效。 

語文領域中的國語文學習節數的

上提使得教師在教學中有更多時間深

入探析文本內容，不再總是背負著趕

課壓力。此外，也能為學生額外補充

更多與文本及生活相關之知識或是概

念，促進學生的知識水平遷移，達到

觸類旁通的統整學習。 

數學領域的學習節數也於十二年

國教課綱中提高，教師能花更多時間

釐清概念與迷思，亦能放緩教學腳步

使學生能有充分練習。根據 Geary
（2011）研究發現如果學生在早期學

習階段（指國小一至五年級）的數學

學習成果處於落後狀態，則將有極高

機率導致終身成就的重大差異（引自

胡惠純，2014）。因此拉長數學領域學

習節數能協助學生學習，減少因學習

節數少而產生的落後學生數量。 

(二) 缺少新住民語文師資培訓 

語文領域中新增加的新住民語文

則將帶來一大隱憂──師資來源，新住

民學生家長多源自於越南、印尼等東

南亞國家，而以現況而言，師資培訓

卻未能跟上政策的腳步，大量缺少新

住民語文的教師，一旦十二年國教實

施後，學生學習權益的勢必將受到影

響。 

此現象其實於九年一貫中亦有所

見，九年一貫的客語與原住民族語面

臨同樣的困境，尤其是原住民族語更

是艱難，往往無法聘請到具有本土語

言中高級檢定且具有教師證的師資，

便退而求其次改聘請該族或當地之族

老／耆老教授本土語言，甚至有些地

方僅能聘請到會說該本土語言的當地

人。其師資良莠不齊，未能好好保障

學生學習權，此現象在九年一貫之中

未能獲得妥善解決，卻於十二年國教

課綱中新增新住民語文，其後續影響

則可以料想而知。 

(三) 彈性學習課程並不彈性 

現行九年一貫課綱的彈性節數可

由學校或教師進行年級活動、實施補

救教學、班級輔導或學生自我學習等

活動。在教育現場經常性運用彈性學

習節數推廣閱讀、進行校慶表演練

習，甚至教師會利用彈性學習節數進

行班級事務處理，以達到輔導之初級

預防的功效，亦會運用彈性學習節數

安排領域選修學習。 

不過，十二年國教課綱將彈性學

習節數改成「彈性學習課程」，一旦冠

上「課程」後便不再如以往彈性。十

二年國教在課綱中明訂規範七種實施

課程，其中將於彈性學習課程中學習

校本特色課程，甚至規範原住民族地

區或原住民重點學校應於彈性學習課

程，規劃原住民族知識課程及文化學

習活動。如此一來，彈性學習課程的

學習節數東扣西減後，其實並無可供

彈性運用學習節數，彈性學習節數名

存實亡，不再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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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訊課程的難題 

在九年一貫課綱中，資訊課程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每週都有資訊

課程的安排。到了十二年國教課綱則

將生活科技與資訊教育整合為「科技

領域」。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科技領域

從國中階段才開始，故國小階段並無

任何領域涵納資訊課程。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科技領域綱要

（2015）卻建議國小階段的相關課程

於彈性學習課程實施，並規畫從高年

級實施。目前教育現場三年級學生開

始上資訊課程而言，相較之下，將短

少了二年的學習時間。 

此外，葉士昇（2017）提到有些

學校校長說因為部分地區缺乏資訊師

資，原本就以「配課」方式為之，將

來正好可以「彈性」的去除掉資訊課

程。如此一來，我們可以預見未來國

小資訊課程的難題與困題。 

四、建議 

針對上述四點學習節數調整可能

造成的影響，筆者依序給予四點具體

建議，以期有關單位能進一步研究與

討論： 

(一) 刪減教科書內容 

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基於語文

與數學是其他領域學習重要工具，故

將語文領域的國語文與數學領域的學

習時數增加，促使學生學習深入，以

強化學生的學科素養（教育部，

2014a），然而其他領域能否比照辦

理，是否意味著其他領域不如國語文

及數學重要？學習時數有限制，不可

無限增加學習時數，而且動一髮牽全

身，如何使學生深入學習就是一大問

題。 

總學習時數有限，欲在有限的時

間內達到深入學習，或許可以考慮刪

減教科書內容。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明

列各領域的學習重點，教科書中的內

容並非得全盤學習，因此國家教育研

究院於審定教科書時，能嚴謹審查並

將教科書的內容去蕪存菁，留下與十

二年國教課相輔的學習重點，便能在

總學習時數不改變的情況下，教科書

內容較以往少，帶動學生的深入學習。 

(二) 增加新住民語師資培訓課程 

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將新住

民語列入本土語文之內，且十二年國

教課綱實施迫在眉睫，卻不知道師資

從何而來，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

網中關於「新住民語」的教學研習僅

有 7 筆（截至 2018/4/18 為止），由此

可知政府並無採取積極措施。 

為了避免十二年國教上路後無新

住民語師資的困境，希望政府能及時

開設新住民語的師資培訓課程，補足

缺少的師資；或同閩南語師資，辦理

新住民語能力認證研習，輔導教師通

過相關認證，取得教授新住民語的資

格，以避免師資開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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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鬆綁彈性學習課程 

十二年國教課綱將彈性學習節數

改為彈性學習課程，且須與校訂課程

綁定，彈性學習都不彈性了。國小教

師並非僅有單純上課而已，時常得針

對班級進行初級輔導，因此彈性學習

節數變為課程後的不彈性，將壓縮國

小教師在班級輔導與級務處理的時

間，若能鬆綁彈性學習課程，將有利

於國小教師進行班級初級輔導，建立

良好班級經營。 

此外，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國小階

段無科技領域課程，在國中階段則將

科技領域列為必修，故若欲在國小階

段教授資訊課程，則只能如同十二年

國教課綱所建議般，將資訊課程於彈

性學課程中實施，但彈性課程又綁定

校訂課程，因此必須得將資訊課程發

展成校訂課程後，才能於彈性學習課

程實施。若能將彈性學習課程鬆綁，

則資訊課程便能直接於彈性學習課程

中實施，無須再經由轉換先發展成校

訂課程，再實施。 

(四) 科技領域向下延伸 

資訊課程在彈性學習課程中實施

的方式僅為治標之道，為了確保銜接

國中階段的領域課程，其根本解決之

道應是將科技領域向下延伸，從國小

階段開始實施。如此一來科技領域的

學習經驗才能確實縱向銜接，而非如

斷層般將國中階段與國小階段分開

來，卻又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建議」

實施科技領域相關課程，最後淪為「建

議」。 

此外，科技領域向下延伸能保障

科技領域的實施節數，不會因學校未

發展與資訊相關之校訂課程而在排課

時「彈性」排除資訊課程，使得資訊

課程於國小階段逐漸式微，到了國中

學生科技領域的素養參差不一，最後

形成另一問題。 

五、結語 

十二年國教的推行與課綱的審定

正如火如荼進行，這已是不可逆的過

程，108 學年度的教師與學生將會正式

適用十二年國教的課綱，九年一貫課

綱將正式落幕。從十大基本能力到核

心素養，我們期許學生從「帶著走的

能力」成就成「在生活情境中解決問

題的能力」，因此在十二年國教的課程

理念中推行跨領域統整的學習模式，

然學習節數的編排卻未能如跨領域統

整學習般打破隔閡，仍然各自為政。 

十二年國教學習節數的調整反映

了學習比重的改變，更影響了學生的

學習與教師的教學，期盼政府當局提

供解決之道減少學習節數調整後帶來

的影響──師資與彈性學習問題，以及

教師於教學現場中妥善運用學習時數

延長之改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落

實核心素養概念，使學生具備社會適

應力與應變力，並進一步地達到自

發、互動與共好的基本理念與教育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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