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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國教課綱(教育部，2014)將於 108 學年正式上路(簡稱 108 課綱)，人

們在解說或認識新課程時，常會落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且將過去與現在

放在兩個對立點上，認為未來的做法應不同於過去，丟掉過去的錯誤/陳腐，才

能建立嶄新的未來；或將兩個概念對立起來看，以為兩者互斥不容—這樣的對立

思維有時過度簡化事實和問題，甚至不利於未來發展。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的「統

整課程」(integrated curriculum)，是眾多教師關心的革新方向，相關討論中似乎

隱含著上述二元對立思維。本文試著釐清其中迷思，並提出幾個欲建立的觀念，

希望裨益於十二年國教課程的實施。 

二、問題說明與討論 

 十二年國教課程的知識論 (一)

筆者分析十二年國教課綱(教育部，2014)，建構其知識論有如圖 1。圖 1 顯

示:十二年國教課程基於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在學科劃分上，倡議課程統

整，這是有關知識疆界問題。在課程管控方面，除部定課程外，強調實施學校本

位課程，高中也可實施校訂課程，這是讓學校擁有知識選擇權。至於在課程設計

上強調素養導向，目標在培養學生能融會貫通於生活應用的進階能力(即所謂的

『素養』)，而不僅是書本上與考卷上的抽象知識，這是有關知識建構的問題。

本文主要探究其中的「統整課程」，而「學校本位」、「素養導向」也與「統整課

程」息息相關，下文將略述其關係。 

 
圖 1 二年國教課程的知識論 

 
•課程統整/學科劃分/知識疆界 
•學校本位/課程管控/知識選擇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知識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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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何謂統整課程？分科課程？ (二)

何謂統整課程?這適合與分科課程一起來看，兩者對知識疆界的隱顯、開閤、

鬆緊等有不同的主張。相對而言，統整課程的邊界較模糊、開放、鬆散。分科課

程的邊界則較清晰、封閉、強固；分科課程中每個學科各有其論述主軸、邏輯系

統、範圍與邊界，而此學科知識體系主要是由學界發展累積而得，學生循此學科

架構，可有系統地認識其學科內容。分科課程的系統性強，學生循序漸進學習，

可逐漸累積獲得相當完整的知識體系。例如:編年歷史是歷史分科課程最常見的

形式，它讓學生習得由遠及近的歷史朝代與前後事件，時序清晰，體系完整。 

 分科課程的優點 (三)

分科課程這種邏輯清晰的系統性學習，有其價值，這也是學校教育進行團體

教學時，奠定學生學習穩固基礎的有效方式。十二年國教課程中，語文、數學就

是分科課程；而物理、化學、歷史、地理、地球科學、生物、音樂、美術…也都

是世界各國普遍採行的分科課程。被全世界稱譽的芬蘭義務教育(7-16 歲)，他們

於 2016 年起於小學實施「現象本位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 )1( 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2018)，這是一種跨科統整課程，規定每學期至少

一次，持續數週；其餘則仍實施分科課程，小學一二年級課程共 8 門課，高年級

高達 18 門。 

 分科課程的缺失與平衡之道 (四)

分科課程有其優點，但也容易出現缺點。對於這種界線清晰的分科課程，若

教科書編寫、教師教學未予以生活化—舉生活實例去解說，或跟學生生命經驗做

連結(如:學生家庭族譜，可連結歷史年代與事件)，這種系統化的知識很可能流於

死知識。因為生活問題並不會以學科分類的形式出現--這是物理問題，那是化學

問題…若教學不當，分科課程將不利於知識在生活中運用。 

分科課程還可能隱藏著「知識階層化」問題—抽象知識的層級高於具體知

識、實作知識(陳伯璋，2005)。脫離生活/生命的學科知識較抽象欠具體，較有利

於擅長抽象思考的學生發展學術性向，較傾向於菁英教育(當然學術對人類前途

1 「現象本位學習」類似臺灣的主題/專題探究的統整課程(王雅玲、詹寶菁，2017；林淑華，2017

年 12 月 15 日；洪詠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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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福祉也很重要，但不能被獨尊)；不利於長於具體的、實作型的學生。國民教

育是全民教育，應採適性教育，讓各種性向、興趣與需求的學生，均有開展潛能

的機會，所以分科課程要受到適當地平衡，統整課程與生活化教學就是兩種平衡

之道。 

再者，隨著學術的發展，學門越分越細，課程裡的科目數量增加，學生負荷

也會增加。因此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0)提出統整課程的革新方向，將

國中原 21 科統整為 7 學習領域 2，國小 11 科統整為 7 學習領域；且強調要「培

養帶得走的能力，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亦即強調教學要生活化、應用化。並

要求學校設計「學校本位課程」，建立學校特色課程，鼓勵學校以校本課程/特色

課程去統整各科/領域，也可藉此連貫各年級課程。 

 九年一貫課程在國中的不利條件 (五)

揆諸現實，九年一貫課程的統整課程，在國中小的落實程度明顯不同，國小

較國中落實。主因在國小較無升學考試壓力，教學可以較生活化與應用化，不必

過度為考試而耗時費力；且國小師資採包班式培育，相對而言，教師知識較重廣

度(不如中學師資那樣重深度)；而小學課程原本的劃分也較國中更統整，這種種

原因均使國小更有條件落實統整課程，事實上也進行得較為順利。 

 十二年國教統整課程的新局面 (六)

而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教育部，2014)則繼續強調統整課程，期能完成九年

一貫課程未竟之功。2015 年起國中畢業生升學方式改變，設定免試入學率能逐

年達 85%以上(教育部，2017)，期藉此降低國中生升學壓力，進而期望國中教學

能似國小那樣，擺脫應試教育的桎梏，教學能較趨正常化、理想化，將知識生活

化、應用化，將死知識化為活能力/活涵養。也鼓勵國中小、高中職教師，多多

組成跨科/跨域的學習社群，設計校本課程，進行協同教學，以主題/專題/議題為

主軸，去發展統整課程(見圖 2)。 

三、結語：四項建議 

上述這樣的統整課程其實隱含著以下幾個觀念，有賴教師深思並實踐。 

2 例如:「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統整了物理、化學、地球科學、生物、生活科技等五科。「社會」

領域統整了歷史、地理、公民等科目。「藝術與人文」領域統整了音樂、美術、表演藝術等。「健

康與體育」統整了健康教育、體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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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課程並非取代分科課程，兩者並行並重，且應相輔相成 (一)

十二年國教課程裡，分科課程仍佔相當大比例，這在國民基本教育階段勿寧

是正確的。因為分科課程更能有效地傳授系統知識，建立整個學科的知識架構，

這是統整課程的基礎，是解決生活跨科/跨域問題的基石。顯見我們十二年國教

在大力推動統整課程，強調統整課程的重要性時，教師們也應正確認識統整課程

與分科課程的適切關係，並讓兩者均能發揮各自成效，進而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 

 分科課程仍可進行統整的、跨科跨域的教學，也應生活化、應用化 (二)

分科課程雖以單一學科為主軸，系統性地組織其學科內容，但仍可由此主軸

橫向連結至其他學科/學域，亦可將該科的原理原則應用於生活問題之解決。如:
「藝術」領域介紹李梅樹（1902 年 3 月 13 日－1983 年 2 月 6 日）畫作之風格，

亦可橫向連結到「歷史」(討論日治時期臺灣人可讀的學校、學門)，連結到「地

理」(介紹新北市三峽老街與『李梅樹紀念館』等鄉土地理)。如:「物理」光學原

理介紹藍光的特徵，可連結生活中的藍光—藍光與視覺視力、藍光與睡眠的關

係、「手機防藍光保護貼」、「手機防藍光 App」等。 

 徒課綱無以自行，有賴教學落實；關心課綱之餘更須關心教學 (三)

前文述及，分科課程較可能採取死記硬背方式去學習，但並非必然，端視教

師教學是否活化，所以 108 課綱強調活化教學，這是讓分科教學擺脫死記硬背痛

苦夢魘的解藥。這意味著:「徒課綱無以自行，更需教學去落實」。近些年來課綱

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甚至引發激烈爭議，其實有時爭議的焦點應轉至教

學，這可能才是落實課程理念、解決教育問題的關鍵。換言之，為了不要再對分

科課程死記硬背，應該改變教學方法，採用靈活有效的教法，而不是排斥分科課

程。前已述及，編年史是一分科課程，為避免死記硬背的無效學習，教師應活化

教學，引發學習動機，點燃學習熱情，而不是排斥編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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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十二年國教的統整課程、教與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統整課程成敗關鍵是教師是否具完整知識架構、統觀與統整能力 (四)

合科課程、主題統整課程、大單元課程都是統整課程可用的形式。但若僅是

表面上採用這些形式，而教師卻缺乏該學科的整體知識架構，學生的學習結果仍

將流於零散，甚至比分科教學更為零散、膚淺，最後導致與「統整課程」的精神

更為背道而馳(張芬芬，2014；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2010)。然若教師具完

整知識架構，且能實踐，再輔以協同教學，即使仍進行分科課程，學生仍可獲得

統整的學習，這樣的課程實施仍能表現出統整的精神。 

總結來看(圖 2)，對十二年國教課程而言，課程統整方式有:學科內統整、跨

科/跨域統整、專題/主題/議題探究、議題融入統整。活化教學的方式包括: 適性

教學、探究教學、協同教學、資訊融入教學、多元評量等。而學習方式則有: 自
主學習、適性學習、體驗學習、行動學習、合作學習等。教師們可適切運用這些

教學法與學習法，並致力充實自己完整的知識架構，進而提升統觀與統整能力，

這才是統整課程成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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