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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綜合活動領域成為我國國民中小

學的學習領域，首見於 2000 年教育部

頒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

行綱要》，接著於 2003 年、2008 年修

訂課綱。2008 年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

綱，其基本理念為：善用知識統整與

協同教學，引導學習者透過體驗、省

思與實踐，建構內化意義與涵養利他

情懷，提昇自我發展、生活經營、社

會參與、保護自我與環境的生活實踐

能力（教育部，2008）。教師教學應注

意以下幾個要點（教育部，2008）：1.
以學習者為中心；2.強化體驗學習；3.
著重省思分享；4.強調生活實踐；5.建
構內化意義；6.善用多元教學策略；7.
落實領域教學；8.結合學校行事活動。

9.宜採多元評量方式。綜合活動領域實

施的年級方面，包括國小低、中、高

年級和國中均有實施，每週實施節數

為各學習階段的學習領域節數的

10-15%，約是 2-4 節，參見表 1。 

目前在國小教育階段的綜合活動

領域的授課可以分由導師授課及科任

教師授課，由級任導師授課，比較能

夠和其他領域的教學做統整，但也容

易被挪為進行其他領域的學習活動；

由科任教師授課，可以使綜合活動課

程有確保的授課時間，但較無法和其

他領域做統整（王為國，2017）。在國

中教育階段的綜合活動領域的授課，

視學校班級規模與師資專長，由童

軍、家政、輔導活動科教師實施合科

領域教學，或實施分科教學。 

表 1  2008 年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項目和內涵 
項目 2008 年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綱要之內涵 

總目標 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 

課程目標 1.促進自我發展    2.落實生活經營 
3.實踐社會參與    4.保護自我與環境 

主題軸 4 個主題軸、12 項核心素養 

內涵架構 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實施的年級 國小一至六年級，國中一至三年級 
實施節數 各學習階段的學習領域節數的 10-15% 
銜接 九年一貫 
融入議題 未提到要融入的議題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臺北市：教育部 

 

 

第 145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5），頁 145-153 

 

自由評論 

 
目前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專業

課程，包含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

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材教法

與教學實習課程及選修課程等。其中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包含教學實

習、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民小

學數學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自然與生

活科技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

教法、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材教

法、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其中教

學實習、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

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列為必修，其餘

領域教材教法則至少修習 2 科以上，

因此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

並非必修，師資生不一定會修習此科。 

目前師資培育之大學培育國小師

資類科計有 16 所，王為國、曾文鑑

（2016）的調查顯示「國民小學綜合活

動教材教法」之開課狀況，僅有 8 所大

學在 102 至 104 學年度開設此門課程。

就 104 學年度開課情形而論，授課教師

為該校編制內的專任教師者有 5 人，其

餘 8 人皆為兼任教師，含中小學校長 6
人、教師 2 人；而在學分規劃方面，僅

有 3 門課將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列為必

修、1 門列為必選修。由此可知國民小

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的專任教師仍然

偏少，且大都未列為必修課。國民中學

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雖列為必修，但

相對於其他領域而言，綜合活動領域的

專任教師亦偏少。 

二、問題分析 

綜合活動領域自實施以來，產生

了若干問題，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綜合活動領域授課時間被挪用 

某些學校在綜合活動課時間安排

校外團體到校授課，或者安排行政單

位的宣導活動。而各班導師在國語、

數學等科目進度來不及時，也運用綜

合活動時間趕課，或者進行國語和數

學的補救教學，或者有時體育課要上

游泳時，也占用綜合活動課程時間，

如此將綜合活動課變成了彈性運用的

時間。上述現象導致了綜合活動領域

被邊緣化（丘愛鈴，2006a﹔周水珍，

2004)，未受到學校教師的重視。 

(二) 教師不理解綜合活動領域的內涵 

某些教師認為綜合活動領域是可

有可無的課程，綜合活動課類似以前

的生活與倫理或是道德與健康課，或

者認為綜合活動是彈性運用的時間，

這些都是教師不理解綜合活動領域的

課程綱要和能力指標所致(林彩雲、王

為國，2013﹔周水珍，2004)。上述現

象導致了綜合活動領域被邊緣化（丘

愛鈴，2006a﹔周水珍，2004）。 

(三) 教師綜合活動領域的專業知能仍

需加強 

綜合活動領域強調體驗、省思與

實踐，但在現場的老師，對體驗學習

之課程發展及教材編寫困難，教學不

易使所有的學生都參與學習，學生在

體驗之後難以進行反思和建構內化的

意義（丘愛鈴，2006a）。有些老師則

因為教學時間有限或者未體認省思的

重要性，不見得都會在活動完成後要

求學生進行反思，或者產生重實踐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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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現象使得省思活動不見得落實

（王為國，2015），故而教師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的專業知能仍需加強（丘愛

鈴，2006a）。 

(四) 學習內容與其他領域重覆 

綜合活動領域課綱內容和低年級

的生活課程重疊性高，教科書部分學

習內容與健康與體育、社會領域、自

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等內容重複（丘愛

鈴，2006b）。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108 新課綱中，國小低年級的綜合活動

領域融入生活課程中，以解決課程內

容重覆性的問題。 

(五) 師資生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知

能仍待加強 

師資培育大學的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中，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大部分

都列為選修，並非每一位師資生都有

修習，本學習領域相關教學知能在師

資職前培育階段的養成仍未普及(王為

國，2015；王為國、白雲霞，2016)，
且師資培育大學具備國民小學綜合活

動領域師資逐漸流失，實是亟需師資

培育各級單位關切的問題。但國小教

師的仼教生涯中，教導綜合活動的機

會很大，故而師資培機構應該確保未

來的準教師都具備此領域的任教能

力。 

 

 

 

三、未來發展趨勢 

(一) 全人教育、終身學習理念下培養

具有全球視野「生活能力」的未

來公民為課程目標 

2019 年將實施的綜合活動領域新

課綱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總

綱」）「自發」、「互動」及「共好」的

理念，參酌各國中小學全人教育

（holistic education）和終身學習理念

下，以跨學科的「生活能力」（life skills）
促進學習者日常生活所需的核心素

養，培養學生具備「價值探索、經驗

統整與實踐創新」的能力。 

田熊美保、秋田喜代美（2017：
281）研究先進國家課程發展趨勢，發

現 2016 年澳洲課程、評量和報告局

(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ACARA)，負

責發展幼兒園到 12 年級的國家課程，

提出為了培養成功的學習者、擁有自

信、豐富創造力以及學識豐富的積極

公民，澳洲的年輕人要具有基礎計算

能力、資訊與通訊科技（ICT）能力、

批判和創造思考能力、個人和社會的

適性發展、倫理的理解、多元文化理

解等生活能力。 

新加坡的中小學課程結構亦以生

活能力為核心，透過培養年輕人認識

自己、自我管理、認識社會、人際關

係、負責任的決定，成為一個有自信

的公民、自我導向的學習者、積極的

貢獻者、關心社會的公民（丘愛鈴，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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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學省 2017 年公布之

《小學校．中學校學習指導要領》說

明「綜合學習時間」在認知目標上，

透過探究性學習的過程中，獲得有關

課題（學習對象）的概念性知識，使

自己具備解決課題所必要的知識和技

能，努力理解探究學習的好處。在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目標上，從

真實社會和實際生活中找出問題點，

自己設定課題，培養收集資訊，整理

和分析，彙整總結與表現能力。在向

學力、人格特質的情意目標上，努力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合作學習、探究

學習，發揮彼此的優點，同時能積極

參與社會事務的態度（奈須正裕編，

2017）。 

(二) 統整課程理念下同時實施跨學科/
跨領域或分科統整課程設計 

「綜合活動領域」（ Integrated 
Activities Area）具有「統整課程」

（integrated curriculum）和「活動課程」

（activity curriculum）的意涵，統整課

程受到進步主義教育哲學「學校即社

會、教育即生活」理念，知識社會學

統合型（the integrated type）課程組織

（Bernstein, 1971），以及認知發展理論

知識建構觀的影響，期望學生在真實

的問題情境中，透過有意義的活動（學

習任務），統整應用所學並能從自我經

驗統整的學習遷移到社會和自然情境

的學習（丘愛鈴，2015）。 

從先進國家課程發展趨勢可知，

例如，芬蘭 2016 年 8 月開始實施的新

課綱，強調培養橫向統整的跨領域學

習，學校提供學生每年至少一次合作

學習情境下的跨領域學習機會，學生

能夠在幾位老師的指導下從事跨領域

以 及 現 象 為 本 的 方 案 學 習

（phenomenon-based project），如如城

市規劃、恐攻、歐盟、水資源、能量

等（洪詠善，2014）。 

日本佐藤學（2010）提出「主題—
探究—表現」的「登山型課程組織」，

日本中小學在「綜合學習時間」進行

跨學科和跨領域的統整學習，統整應

用各學科的見解和思考方式，以多樣

化的角度去看廣泛的事物，把這樣的

見解和思考方式與真實社會、真實生

活、或是自己的生存方式產生連貫，

並持續地對事物抱持懷疑的態度（奈

須正裕編，2017）。 

臺灣 108 新課綱綜合活動領域為

符應社會發展及國際趨勢，在課程設

計上，發展跨學科/跨領域的統整課

程，並在領域課程學習內涵中納入「自

主學習」、「生活美感與創新」、「未來

想像」、「道德思辨」與「環境永續」

等概念，以彰顯本領域在新一波課程

中的特色與價值；綜合活動領域的學

習內涵是由三個主題軸和十二個核心

項目建構而來（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6），參見圖 1。 

在橫向統整方面，國中小學統整

了家政、童軍、輔導，高中則實施生

命教育、生涯規劃、家政三科分科教

學，在縱向連貫方面，國小、國中、

高中各進行不同的主題軸的學習以逐

步累積式培養領域核心素養，並適度

融入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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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綜合活動領域的總目標與學習內涵(草案)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草案）。頁

2。 

(三) 建構學習理論下實施體驗學習、

探究學習、對話學習、合作學習

等深度學習 

建構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主動建

構知識的過程，學習者在學習歷程

中，以自己既有的知識和先前經驗為

基礎，透過親身體驗、探究、合作、

協商討論或互動對話建構認知發展、

思考技能、價值觀或行為表現等歷程

和結果（丘愛鈴，2016c）。奠基於建

構學習理論之下的 108 新課綱綜合活

動領域為強化全體學習者能體驗、省

思、實踐與創新，建構內化意義，提

出六項教學原則：1.以學習者為中心，

2.強化體驗學習，3.注重省思分享，4.
強調生活實踐，5.力行實踐與創新，6.
建構內化意義（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6）。 

從先進國家課程發展趨勢可知，

例如，芬蘭於 2016 年 8 月開始實施的

新課綱，讓不同領域／科目教師共同

備課與協同教學，並且採取探究學

習、問題導向、方案與檔案等學習方

法，以真實與 E 化的學習情境引導學

生學習。此外，學習過程中，學生必

須參與其中，鼓勵能夠和專家社群一

同工作，同時能夠分辨、分析與善用

訊息、資料與知識，在實作體驗中深

度學習（洪詠善，2014）。 

日本文部科學省（2008：12-13）
現行實施之《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綜
合學習時間編》敘明綜合學習時間實

施的「探究學習」是解決問題的活動，

探究的過程是不斷反覆進行的一連串

學習活動。透過「課題的設定，資訊

的蒐集，整理、分析，摘要、表現」

等四個學習活動，以螺旋方式逐漸提

升學生發現問題、自己學習、自己思

考、主體判斷以提出較佳解決問題的

資質和能力。在解決問題和探究活動

的過程中，相互提出自己的意見，也

要能接受他人不同的思考和價值觀，

同時培養同儕合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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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展望 

(一) 綜合活動領域將持續作為具有學

理基礎的活動課程 

自本世紀(2000 年)綜合活動領域

成為國民中小學的學習領域以來，從

早年「課外課程」（extra-curriculum）

或課外活動，表示著與正式課程較不

相關以及較不重要甚至負面的意含，

社會學習甚於認知學習、學生主導而

非教師規劃、課餘時間而非正式排

課；接著有了較正面的名詞，稱為「聯

課活動」（co-curricular activities），意

指強調學生教室學習和活動統整的重

要性，以及課外活動和正式課程是等

同重要的（Berk, 1992）；在九年一貫

課程中，原國中小的輔導活動、童軍

活動、家政活動、團體活動等，因頗

能符合本領域的課程目標，故包含在

本學習領域的範圍內。本學習領域經

過多年的實施經驗，上述課程名稱及

活動內涵已逐漸涵括為一個獨立的學

習領域，納入正式課規劃並強化學習

內涵之建構。最後發展為「十二年國

教綜合活動領域」，強調認知、情意、

態度、技能與價值觀的素養導向的課

程與教學，在課程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二) 綜合活動領域的總目標在培養具

備全球素養的世界公民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誕生之際，

所謂的「綜合」是指萬事萬物中自然涵

融的各類知識，「活動」是指兼具心智

與行為運作的活動，學習者對所知的萬

事萬物要產生更深入的認識，需透過實

踐、體驗與省思，建構內化的意義。2008

年修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綜合

活動領域課程綱要，本領域之內涵架構

即揭示具有前瞻性的「自我發展」、「生

活經營」、「社會參與」、「危機辨識與處

理」四大主題，以及十二項核心素養。

直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綜合活

動領域，沿用主題軸及十二個主題項

目，呼應「十二年國教總綱」之「自發」、

「互動」及「共好」理念，確認「培養

學生具備價值探索、經驗統整與實踐創

新」的總目標，綜合活動領域是所有課

程領域最早使用核心素養的內涵架

構，而綜合活動領域肯定是落實素養導

向課綱的主要學習領域。本領域也符應

世界主要國家課程改革趨勢，培養具備

「自主學習」、「生活美感與創新」、「未

來想像」、「道德思辨」與「環境永續」

全球素養（OECD, 2016）的世界公民。 

(三) 綜合活動領域具有符合本領域的

課程發展模式、教材編選原則、

教學實施策略及學習評量方式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綜合活動領域（草案）」（國家教育

研究院，2016）實施要點中，對於本

領域在課程發展、教材編選、教學實

施、學習評量等有明確規範，分別摘

述重點說明如下： 

1. 課程發展模式 

(1) 學校課程發展應重視本領域與其

他領域/科目間的適切統整，各教

育階段間的縱向銜接，以及性別

平等、人權、環境、海洋教育等

各項議題核心概念與價值的適切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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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解讀和轉化本領域學習重點內

涵，以螺旋式課程理念，運用情

境分析、歷程模式、目標模式等

多元課程設計方式，發展符合各

教育階段的教材內容。 

2. 教材編選原則 

(1) 符合本領域基本理念與課程目

標，並充分達成各階段的學習重

點。 

(2) 以展現情意、技能與認知為主要

內涵，圖文的編排與選用應適合

學生身心發展並兼顧性別平等、

人權、環境、海洋教育等相關議

題的融入。 

(3) 結合生活經驗及校園、社會等重

大時事與相關議題，引導學生在

生活中實踐、省思與創新。 

(4) 適時提供各種提問，引導學生在

思辨過程中習得尊重多元、同理

關懷、公平正義、永續發展等多

元價值。 

(5) 教材研發包括教科用書、各類圖

書、數位教材、適性學習教材、

診斷工具及各種學習資源等，以

提供學生更豐富的學習。  

(6) 除審定的教科用書外，學校得在

符合本領域基本理念及學習重點

的基礎上，因應科目屬性、地區

特性、學生特質與需求等，選擇

或自行編輯合適的教材，並加以

檢核，避免潛藏的刻板印象、偏

見或歧視。 

 

 

3. 教學方法 

(1) 教師應依據本領域核心素養、學

習表現、學習內容、教學目標與

學生差異性需求，選用適合的教

學方法與策略，以激發學生學習

動機，學習與同儕合作，成為主

動的學習者。 

(2) 教師應善用多元的教學策略，

如：體驗學習、價值澄清、合作

學習、問題解決與創意思考等，

以落實體驗、省思、實踐與創新

的領域基本理念。 

(3) 對於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可依

其特殊需求，調整教學與輔導；

必要時宜與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協

同輔導。 

4. 學習評量方式 

(1) 高層次紙筆評量：依重要知識與

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

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活動心得

學習單、紙筆評量、問卷、檢核

表、評定量表等方式。 

(2) 實作與口語評量：依問題解決、

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 

(3) 表現性目標，採書面報告、問答、

口頭報告、口語溝通、晤談、實

際操作、作品製作、表演、行為

觀察等方式。 

(4) 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

彙整或組織紙筆評量及表單、表

現評量等資料及相關軼事紀錄，

製成檔案，展現學習歷程與成

果，進行回饋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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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年綜合活動領域成為國民

中小學的學習領域，直到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的研修，確認「培養學生具

備價值探索、經驗統整與實踐創新」

的總目標，亦逐漸建構本領域獨特的

課程發展模式、教材編選原則、教學

實施策略及學習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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