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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國教新課綱共備觀議課問題與課程領導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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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 108 學年度起，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即將實施，十二年國

教以「自發、互動、共好」，讓孩子更樂於學習、有能力學習，以達成「成就每

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之願景，翻轉教育現場、開啟新視野，讓教育

更豐富（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103 年 11 月教育部所公布「十二年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實施要點：「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成同

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年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

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為達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核心素

養，在教學現場，校長及教師課程的轉化能力，共備觀議課之教學研習也提供許

多有心於教學改變的教師自我成長與省思的機會。 

校長不但是學校的經營管理者，也兼具學校首席教師之身分。因此，校長必

須落實教學領導之功能，以身作則，透過公開授課，藉由共同備課與議課，同時

促使教師進行專業對話，激發學校教師教育熱忱，提高教師公開授課之意願，以

協助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以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十

二年國教課綱之實施，校長及教師團隊公開授課有了法定基礎（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6）。但隨著學校創新經營及本位課程發展概念的興起，課程經營與發展

是學校重要校務之一；相對的，教學團隊的課程領導能力也要趨於多元，課程與

教學是學校教育的核心，是否能與現階段的教育改革--108 新課綱接軌，成為教

師團隊進行公開授課的一大挑戰，並如何確保教育品質，實是學校辦學成功與否

的重要關鍵。 

二、目前學校實施課程領導遭遇困境現況分析 

目前學校團隊缺乏接受變革動力、組織氣氛不佳、缺乏專業學習社群外，亦

對課程與教學領導角色認識不足，間接造成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阻力。目前

可能遭遇困境如下。 

(一) 學校課程願景與目的，無法因應十二年國教政策的實施 

教學團隊對於課程領導願景及專業知能不足，是無法發揮課程領導影響力，

則無法提升學校組織共識及達成課程領導藝術，亦影響十二年國教課綱理念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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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九年一貫「能力導向」至新課綱「素養導向」，需落實素養導向的課程設

計與評量，在觀念與方法上都極需要協助 

在實施 108 新課綱課程綱要，是從能力指標轉化至核心素養，並透過多元評

量展現學生學習成效，亦能同時達成學校願景。透過學生學習評量展現學生學習

成效及核心素養，有賴教學團隊積極落實素養導向教學及校本課程等實務研討，

並透過校內教師社群的運作，如工作坊等方式產出成果，讓教師團隊在領綱研習

方面，採取分領域工作坊方式進行規劃，在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評量觀念與方

法上，進而引導至有利於學校課程願景發展的核心素養。 

(三) 教師團隊欠缺執行課程改革動力及課程專業發展 

課程發展需與時俱進，當學生學習新的課程時，教師團隊面對新的一波課程

改革，課程發展之專業知能不足，面對新課程之變革，則造成專業能力不足之窘

境。因此，教師若缺乏課程改革動力，則可能缺乏核心素養教學專業能力，進而

影響十二年國教課綱重視學生核心素養之培養。 

(四) 教學團隊缺乏整合校內外課程資源及支援能力 

目前校園之教師專業組織明顯不足，若無法善用課程領導成立教師專業發展

社群，爭取行政、家長、社區及課程利害關係人之支持，無法發揮課程團隊合作

之力，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重視課程協作以落實課程實踐之理念，影響課程

發展之推動。 

三、運用教學三部曲與共備觀議課來落實課程領導 

目前學校領導者在校務經營現況中，面臨教育環境及變革充滿無奈，亦對校

務經營造成影響所遭遇的教育環境困境有以下：（一）中小學教師恢復課稅，造

成兼任行政工作意願不高；（二）校長有責無權，權責不相稱；（三）校園生態複

雜，內部溝通日益困難；（四）校園文化遲滯與缺乏創新等（林政逸、楊銀興，

2015；張明輝 1997；陳怡君，2005）。 

有方向的課程與教學實施，對於學校教學團隊，具有正向的力量，亦能提升教

師專業能力。學校組織優質教學團隊、營造共備觀議課的教學氣氛、鼓勵教師成立

專業學習社群，減少推動課程與教學領導的阻力。以下提出策略（王金國，2017）：

（一）掌握 108 課綱的教學核心素養；（二）營造良好的教學三部曲氛圍；（三）建

立平等的對話情境；（四）針對學生學習及表現的討論與瞭解；（五）適時加入專家

學者，以增進專業建議的功效；（六）力求正向的共備觀議課的支持與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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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與回饋的實施歷程主要有三：「觀察前會談」、「教學觀察」、「回饋

會談」；這提供教師系統化回饋之外，教學觀察與回饋至少還可以發揮三個功用：

肯定教師教學的成就和表現、協助教師診斷和解決教學問題、協助教師發展專業

成長的正向態度，透過教學觀察與回饋的實施，以達教師教學專業自主及自省的

能力；其實目的與關注焦點以及是否著實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並如何善用教學

觀察與回饋這一個教學歷程，落實備課、觀課與議課，而落實於中小學的「教」

與「學」。 

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在 108 學年度實施後，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將成為中小

學教師教學現場的常態；這亦是即將實施 108 課綱，教師自願或是校長積極鼓勵

教師團隊成立專業成長社群，以教師平時的教學情境為基礎，相互對話和分享教

學經驗，以及觀摩他人的教學或獲得他人的意見後省思自己的教學，進而改變自

己的教學方式；亦即教師若能透過共備觀課議課等協同活動，省思和發覺自己的

教學疏漏之處，進而改善，逐步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並維繫教學品質需要檢視的。 

四、結語 

十二年國教理念與目標之落實，係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從九年一

貫課綱以「能力導向」至新課綱的「素養導向」，翻轉教育現場、開啟新視野，

讓教育更豐富（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教育部預計 108 學年度逐年推動新課

綱，共備觀議課亦可提供教學現場的教師們，敞開封閉的教室，讓更多教育的夥

伴參與，豐富學習的多元向度。教育工作人員之間彼此的支持與協同合作將帶給

教育更多的成就，如：分組合作學習的精神、學習共同體，以及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模式，正可以培養「自發、互助、共好」的核心素養；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

合並得到最大的學習利益，以落實以學生為主體的這波的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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