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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課程大哉問 

    課程史上至少有兩個大哉問，一是「什麼知識最有價值」；二是「誰的知識

最有價值」。本文嘗試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教育部，2014；簡稱

108 課綱）來回答這兩個問題；而 108 課綱最讓人疑惑的就是：素養究竟是甚麼?

本文即以此為起點做說明，同時亦顯示 108 課綱的知識論。文末對師生共構跨域

活知識提出兩項提醒，做為總結1。 

二、 108 課綱的知識論 

(一) 最有價值的知識是活用的知識 

什麼知識最有價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這是英人斯賓賽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1857 年提出的大哉問（林玉體，2011）。若以臺灣

剛上路的十二年國教 108 課綱來看，最有價值的知識是活用的知識，一種融會貫

通後能在生活中活用的跨域知識，108 課綱稱此為「素養」，期盼接受十二年國

教的中小學生都能學到這種知識。 

(二) 傳統教育 vs. 108 課綱 

相對而言，傳統教育裡最有價值的知識是抽象知識，課本與考卷的主要內容

就是各學門發展出的原理原則。當時中小學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即篩選出長於

抽象知識的少數人，進入當時的大學窄門，探究高深學問，成為所謂社會菁英。

簡言之，這種教育著重菁英培養，追求的價值是卓越—傾向於右派思維。而 108

課綱揭櫫的願景是「帶好每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教育部，2014），這

是一種追求平等的全民教育—傾向於左派思維，期望學校適性引導，讓孩子習得

活用的知識，裨益其生活問題的解決，也能因應未來職場的挑戰，並能藉著活知

識活能力做個終身學習者。 

                                                

1 本文的部分觀點，作者曾以讀者投書方式(約 1 千字)，發表於 2019 年 8 月 21 日聯合報民意論

壇(https://udn.com/news/story/7339/3998453)。之後將該投書擴寫，增加知識論的論述而成此文

(約 3 千 5 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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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九年一貫課程延續迄今的改革 

這種由追求卓越、推崇抽象知識、培育菁英的教育，轉變為追求平等、重視

活用知識、強調全民教育的走向，反映的是世界思潮與未來職場需求。世界思潮

指的是去核心、反主流、重感性、多元價值、多重聲音等後現代主義思想。未來

職場的需求則不再是 I 型人才，而是 T 型人才，甚至 π 型人才2
—能藉活用的知

識，加上合作力、創新力、批判力等去跨域工作，解決跨域問題，完成跨域任務。

2001 年上路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3）已朝此方向改革，

希望改變填鴨教育、應試教育，開始推動統整課程、學校本位課程、協同教學等；

強調要培養學生帶得走的活能力，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死知識）。這其中重視

活知識／活能力的觀點，一直延續到 108 課綱，而 108 課綱換用「素養」來表達。 

(四) 「素養」源自《漢書》 

    揆諸教育部過去六十餘年來頒布的歷次中小學課程標準／綱要3，用來表達

課程目標的詞彙通常是知識、觀念、認知、能力、技能、情意、態度、價值觀等。

108 課綱使用了素養一詞，其實這是非常中國的詞彙，最早出現在《漢書》「馬

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素養是指讀書人「平素的修習

涵養」，以期為未來負起國家社稷的重責而做準備。由 108 課綱整體精神看，可

將素養理解成活用的知識／能力，這是廣義的知識／能力，包括的內涵其實仍是

老師們相當熟悉的認知、技能、情意。 

(五) 跨域知識活用於何處 

    跨域知識活用在何處呢？現在的生活與未來的職場都是運用的場域。因生活

與職場問題通常不會以物理、化學、生物這樣的單科形式出現，很可能一項問題

的解決或一項任務的完成，需同時運用理化、生物等知能，甚至需要史地知能。

準此，108 課綱強調統整課程，鼓勵教師組成跨科／跨域的專業成長社群，討論

如何將教材、學材予以生活化、脈絡化，各科教師共同發展課程，乃至協同教學。 

 

                                                

2 「π 型人」是日本著名管理學家、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所提出的概念。相較於「π 型人」，還

有「T 型人」、「I 型人」。I 型人指完全聚焦和依賴唯一的專長領域；T 型人則是除了專精於

第一領域，還具備廣泛吸收跨界知識的能力。而 π 型人除了專精於第一領域，還同時擁有

第二和第三項專業技能，具有跨領域的觀察視角與經驗，能夠創造出相當於一般員工兩倍或

三倍的價值。(未來 Family，2018) 
3  參見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edu.law.moe.gov.tw/SearchAllResultList.aspx?KW=課程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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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融會貫通才能活用 

    何以強調「融會貫通」的活知識活能力呢？這是主張學習方式不應是機械式

的死記硬背，而應是有機式的領會理解；而這有賴教師摒棄填鴨教育，以活化的、

適性的教學，讓每個孩子都有舞台發揮自己的優勢智能，運用孩子與生俱來的好

奇心與求知欲，去點燃孩子的學習熱情，引發孩子自主探究的動力，引領孩子樂

於思考與探索。這一過程裏孩子培養的是領會理解，逐漸融會貫通；死記硬背則

很難達此境界。 

(七) 師生共構的知識最有價值 

第二項大哉問：誰的知識最有價值？（ Whose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

這是 M. Apple（1942-）在《意識形態與課程》（Apple, 1979；王麗雲 譯，2002）

中的提問。對 108 課綱而言，誰的知識最有價值？前文對 108 課綱的解說，其實

已讓答案呼之欲出：師生是課程的主導者，師生共同建構的知識最有價值—這是

對個體的生存、生活、與生命有意義的知識，在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中，共同建

構對個體有意義的知識，進而裨益群體的共好。換言之，每一個體的知識都有價

值，不分種族、性別、階級、宗教等，這與 Apple 的觀點是一致的。相對而言，

過去傳統教育尊崇菁英的、勞心者的、政治主宰者的、社會主流者的知識，108

課綱已捨此不由，不再獨尊某類人的知識，改弦更張地主張在師生互動中應讓眾

聲喧嘩，對不同能力、需要、興趣的學生都應適性引導，希望教室裡不再有客人，

不再有孤獨兒，使每一個體均能得其所哉。 

 

         圖 1 108 課綱知識論 

(八) 108 課綱知識論：師生共構融會貫通的跨域活知識最有價值 

承上可知，108 課綱主張：最有價值的知識是融會貫通後能活用的跨域知

識，這是由師生共同建構的知識—對學生的個體生存、生活、與生命有意義的知

識，進而能裨益群體共好的知識。總結而論，108 課綱秉持的知識論是（圖 1）：

Who? How? What? 

師生共構融會貫通的跨域活知識最有價值 

What?                              Who? 

融會貫通的跨域活知識最有價值 師生共構的知識最有價值 

108課綱知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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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價值的知識是師生共構的、融會貫通的跨域活知識。課程主導者是誰

（Who）？師生。知識的性質是什麼（What）？活用的跨域知識。這種知識／

素養如何獲致（How）？師生共構地教學、融會貫通地學習。 

三、 結語：對師生共構跨域活知識的提醒 

這種強調師生共同建構、培養跨域活知識的目標的確高遠，現在許多教師正

上緊發條，願意努力朝目標前行。這其中確有些關鍵點需掌握，以下簡述兩項。 

第一、記憶與理解是應用的基礎。培養能活用的知識並非一蹴可及，應用之

前仍需基本功奠基礎，正確記憶、正確理解仍是必要基石。「背多分」與「講光

抄」固然該揚棄，但也千萬不能落入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現在並非要揚棄任何

記憶、任何講述、任何抄寫。活化教學不能僅帶來花俏熱鬧，按部就班穩紮穩打

奠定學生知識應用的基礎，並嚴謹檢視學習成效，仍然至屬重要。 

第二、單科課程是跨域課程的基礎。跨域課程對培養活知識固然重要，但跨

域前單科知識是否融會貫通更應關注，學生如此，教師更是如此。若僅是表面採

統整課程的形式，教師卻缺乏學科整體知識架構的認識，學習將流於零散，甚至

較過去單科課程更為零散、膚淺，更不統整；若教師具備完整知識架構且能實踐，

再輔以協同教學，即使是單科課程，學生仍可獲得統整的學習（張芬芬，2014；

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2010；陳伯璋，2005）。換言之，教師完整的知識架

構有助學生統整地學習，裨益學生融會貫通能力的培養。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調查全球 50 國，

以了解各國教育體制為培養學生未來生活知能與工作知能所做的準備，在其

2018 年底公布的「全球未來教育指數」（Worldwide Educating for the Future Index, 

WEFFI）報告中，臺灣排名 17（EIU, 2018）。該報告指出臺灣教育的優勢是教師

素質整齊，弱點是學生課堂外的實作經驗不足。這顯示 108 課綱強調活知識活能

力是正確的。而為了肆應快速變遷的未來世界，臺灣素質良好的教師，確實得掌

握素養的涵義、理解 108 課綱的知識論，以活化教學、適性教學增益孩子課堂內

外的實作經驗，在師生互動中共同建構融會貫通的跨域活知識，裨益學生個體的

生存、生活與生命，進而裨益群體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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