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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作者於本刊的第七卷第三期研究發表，新課綱的基本理念在於發展「全

人教育的精神」，在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下，培養學生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厚實能力基礎條件，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實踐「作中學」的生活技能，並在學

校所提供的環境下，誘導學生學習動機及熱情，開展與社會、自然的人我互動能

力，實現生命價值，奉獻所學於社會、國家之自然、文化、生活，提升生命永續

發展之共榮互惠；培養每個學生終身學習的價值信念，教育的主體是成就學生適

性揚才，務實致用的終身學習者，激勵每個生命主體的自信、喜悅、創新、智慧，

讓群體生活、生命更顯美好。自民國 57 年實施九年國民教育以來，以培養健全

國民為宗旨，為我國人才培育奠定良好基礎。近年來家庭日趨少子女化、人口結

構漸趨高齡化、族群互動日益多元、網路及資訊發展快速、新興工作不斷增加、

民主參與更趨蓬勃、社會正義的意識覺醒、生態永續發展益受重視，加上全球化

與國際化所帶來的轉變，使得學校教育面臨諸多挑戰，課程政策必須因應社會需

求與時代潮流而與時俱進（教育部，2014）。為「確保品質」及「社會公義」等

原則，積極啟動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以期符合世界教育發展潮流。 

本研究論文主要是以教育部頒定之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之課

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與核心素養為內文基本架構，依作者多年教學及行政經歷，

提出 108 新課綱對高中學校行政、教師及師資培育機構等相關單位所衍生的困境

及挑戰，最後導入新課綱前導學校試行之推廣，藉此試行及推廣，使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於 108 學年度實施新課綱前即做好充分的準備，提供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

育階段行政、教師、職員及莘莘學子一個自發、互動、共好的教育全新環境。 

二、 新課綱基本理念、目標與核心素養 

依據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明文記錄課綱的基本理念，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及「共

好」為理念，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

熱情，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他人、社會、以及自然的各種互動能力，協助

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力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

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依此，新課程綱要的理念是以「學生為主體，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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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務實致用、終身學習、及職涯發展等」，並兼顧個別

特殊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異、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命主體為起點，

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

的勇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力與應變力的終身學

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更為美好（教育部，2014）。 

教育部於 2014 年頒定的十二年國教課程綱要總綱在基本理念引導下，明訂

四項總體課程目標，以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四項總體課程目標有：(一)啟發生

命潛能；(二)陶養生活知能；(三)促進生涯發展；(四)涵育公民責任。分別擇重點

說明之在：(一)啟發生命潛能：啟發學習的動機，培養好奇心、探索力、思考力

等各種能力，及積極的態度、持續的動力進行學習與探索；進而激發更多生命的

潛能，開展健康且均衡的人生。(二)陶養生活知能：培養基本知能，在生活中能

融會各領域所學，統整運用、手腦並用地解決問題，以適應社會生活，勇於創新，

展現科技應用與生活美學的涵養。(三)促進生涯發展：導引適性發展、盡展所長，

且學會如何學習，陶冶終身學習的意願與能力，激發持續學習、創新進取的活力，

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技術的基礎；以適應社會變遷與世界潮流，且願意嘗試引導

變遷潮流。(四)涵育公民責任：厚植民主、法治、人權等素養、並學會自我負責。

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異，追求社會正義；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

懷心與行動力，積極致力於生態永續、文化發展等生生不息的共好理想。以上四

項課程目標應結合核心素養加以發展，並考量各學習階段特性予以達成，期落實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動」與「共好」的課程理念，以達到全人教育

之目標。 

依據教育部 2014 年頒定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對核心素養下

的定義：「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

知識、能力與態度。「核心素養」強調學習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

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核心素養」做

為課程發展之主軸，以裨益各教育階段間的連貫以及各領域/科目間的統整。核

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為三大面向：「自主行動」、「溝

通互動」、「社會參與」。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

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核心素養的內涵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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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資料來源：引用自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 

三、新課綱所面臨之挑戰 

技術型高中新課綱最大革新及特色在於增訂實習科目 15-30 學分，於此增強

的各專業技能領域課程，主要是提升學生專業技術及專業本位能力，建立符合學

生進路需求與務實致用的課程特色。但相對卻稀釋了一般科目的學分數，如數學

科目三年時段六學期總分只有 4-8 學分，如以每學期排 2-4 學分為例，高 3 上就

沒數學的學分可上，最嚴重的是數學老師沒課可上，將是學校行政所面臨的最大

挑戰，筆者建議提早召開核心新課綱群組工作討論會議，提早因應，讓一般科目

老師提前知道，有心理準備，有第二專長的老師備而有用或同領域、接近性領域

優先排課，鼓勵兼職行政，解決各級學校每年 8 月分教師兼組長、主任兼行政工

作大逃亡之困境，或增開校訂選修的學分數部份，一來修足數學沒課上的難處；

二來也可增強高三統測成績水平。 

新課綱增訂彈性教學時數實施原則與專題實作教學指引等二項，以提供學校

及教師為教學依據，亦將技術型高中新課綱彈性學習節數由高職 99 課綱的 0-8 
節調為 6-12 節，以供學校進行差異化教學。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定科目中專業

及實習科目從現行 30 學分提高到 45-60 學分，著重在群共同實習課程及技能領

域課程，下列各點為 108 新課綱特色與亮點。在 108 新課綱的政策願景之下，存

在著三項挑戰： 

(一) 教師在新課程教學上必須承擔比現行課程更重更大的壓大，在課程實施上

增加了 1.2~1.5 倍選修量和質課程分級及差異化實質化教學呈現。筆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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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多多參與專業增能研習，以提高教學上之質量所需。 

(二) 制度上必須建構一個充足的自學輔導支持系統，前導教師作張輝誠所提倡之

學思達翻轉教學法，並協助學生透過多元的課程規劃逐步實現自主學習的能

力及真正訓練學生自「學」、閱讀、「思」考、討論、分析、歸納、表「達」、

寫作等能力，透過小組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新學習模式、將講臺還給學

生、讓老師轉換成主持人、引導者，將學習權完全交還學生，也符合新課綱

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及「自主行動」學習的價值

典範。 

(三) 新課程精神，教師必須突破過往課程執行者的單一角色，轉換成兼具專業教

學、課程研發及課程規劃等多元性專長。筆者建議學校行政提早作規劃，將

教師未來新課程所應具備的能力，作一系列的開班增能計畫，爭取經費、寫

計畫，或將課程內容融入均優質化，訓練教師兼具以上多元專長能力。 

四、新課綱前導試行的全面推廣啓動 

依據國教署王文信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高級中等學校前導

學校試行新課綱如火如荼，校數倍增及成果推廣全面啟動」一文，新課綱前導試

行的全面推廣起動，依據新課綱理念及精神，進行課程轉化及建構，發展具體落

實新課綱之模式，遴選校數在考量地理位置區域均衡、公私立並重及學校類型備

具等原則，並結合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使新課綱試行符應全國在 108 新課綱在

真實推動時貼近學校實務與本質，於此，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105 及 106
學年度起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佩英教授及鄭慶民教授成立普高前導學校推

動小組及技綜高前導學校推動小組，規劃及推動試行工作。 

為增升新課綱試行之能量，各前導學校無不藉由與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各項主

題，逐步建構推動新課綱之完整模型，辦理各式各樣增能培力之主題研習：如「情

境領導」、「課程領導技巧與核心小組運作」、「系統思考」、「閱讀理解」、「學習評

量與課程評鑑」、「校訂必修擬定與課程設計」、「多元選修與選課輔導」及「學校

願景與校本素養指標訂定」等主題，及技綜高前導學校培力研習則有「學校願景

之建構」、「學生圖像之形成」、「課發核心小組之建構和運作」、「校本核心能力與

科教育目標之研擬」、「多元選修課程之設計」、「彈性學習時間之規劃」、「學校課

程地圖之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等主題。因應新課綱調整至 108 學

年度實施，教育部定自 106 學年度起，將前導學校數量逐步擴增 1 倍。如普高前

導學校規劃 5 區（北一、北二、北三、中、南）9 組（宜花組、新北基組、北島

組、桃竹苗組、中彰投組、雲嘉組、臺南組、高雄組、雙東組）及 90 校，技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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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前導學校 20 區域的 58 校，並考量地理位置劃分，促進前導學校彼此觀摩交流

新課綱推動（王文信，2017）。 

此外，前導學校並將新課綱試行經驗推廣至非屬前導學校之高級中等學校，

藉由規劃區域聯盟及辦理分享座談會等方式，使非前導學校能充分獲得前導學校

試行新課綱之豐碩成果。 

五、結論與建議 

為讓 108 新課綱如期實施，本研究提出下列各點在新課綱實施時，在教師專

業教學及學校行政兩個部份作建議，作為本研究最後的結論，讓各級中等學校之

行政同仁及教師，提前思考與因應之道，面對 12 年國教新課綱與 21 世紀的網速

飛快變化，如何因應及面對，應審慎思量。 

在教師專業增能教學上：依 12 年新課綱強調教師應具備教學的核心素養，

即如何教、如何執行教學情境，才能教出學生核心素養，首先，台灣師大教育系

教授陳佩英（2017）認為教師應了解何謂素養，即學習者應具備態度(Attitude)、
技能(Skill)及認知(Knowledge)應用在互動、溝通、自主行動及社會參與上，讓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的核心價值，達到自主、互動、共好的生活情境中，無論

是態度、技能及認知的教育概念，學生所預被受培養的素養為何呢？不管是品格

力、創新合作力、還是自我精進力，最終要教育下一代深具邏輯推理能力，面對

生活情境中的所有問題（如圖 1 所示），深具勇氣面對生活問題、解決問題，獨

立思考，讓台灣社會成為終身學習社會。 

在課程發展與設計上：(一)先訂定各領域、各科目教學的單元主題教案設計，

內容包括有單元概念內容、材料選用、多元評量；(二)教學策略：以學生主動學

習唯一優先考量、涵蓋有學習資源整合、學習活動進行、學習策略應用、上課媒

介工具的使用等環境準備及學生學習團體力的展現；(三)學習目標：包含有條列

學生的學習重點，考量學生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引導學生如何將學習目標活用

於生活情境脈絡上，也就是讓學生生活化，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四)課程教案的

設計：教師宜具備以下核心素養專業，並將各公共社會議題容入教學課程中，並

含蓋有教學內容宜符合校訂之課程學習地圖、教學設計應符合校本學生圖像、教

學設計應具備學校願景與目標。 

學校應設置 108 新課綱課程資訊平台網站，並將教育部核定之課程之課程總

體計劃書掛上，供全校家長、師員生參閱、設置學生選課（跨班、跨科、跨群、

跨領域）平台、設置重補修資訊公告及選修平介面、設置學生學習歷程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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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數成績等等多元課程相關性整合資訊平台。 

強化學校課程規劃組織與運作，依會議程序正義即校內先由學群科教學研究

會或領域會議討論定案，送課程核心工作小組通過，再送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

過，最後再送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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