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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彈性學習課程的實施： 

經驗創造價值，思維影響作為 
林秀勤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小學校長 
鄭雅丰 

康寧大學嬰幼兒保育學系助理教授 
顏寶月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副司長 
 

一、 前言 

核心素養是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的主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則是新課綱課程

推動的核心概念（教育部，2014）。在國小課程實務的推動上，總綱組鼓勵學校

立基於學校本位的課程觀點，用以整合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經由選用、調整或

自行創新課程與教材的歷程，回應學生的個別差異與學習需求，並以學生為中心

整合學校及社區的特色與資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7）。在學校本位

課程的構成中，部定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基本學力，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校訂

課程則可因應學區的差異性，進而形塑學校教育願景與強化學生的適性發展，深

化或整合活用部定課程的學習成果（何雅芬主編，2018）。在這樣的課程架構下，

校訂課程是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並以「彈性學習課程」來進行規劃與實施，特

別能夠展現由下而上的課程發展模式，豐富並落實學校本位課程與發展特色課

程。 

關於彈性學習課程，周淑卿表示，九年一貫是讓彈性學習「從無到有」，十

二年國教新課綱則是「從有到好」（遠見天下文化，2017）。當我們用心閱讀新課

綱彈性學習課程前導實踐示例，確實可以發現這些學校的成果是立基在九年一貫

課程的基礎上。以范信賢、溫儀詩（2017）提出的清華附小新課綱彈性學習課程

為例，學校中有課程領導專長的校長、主動積極的教師專業社群、學者專家的帶

領指引、平等對話的交流平台，透過課綱研讀、現況盤整、發展評估、形塑願景

的歷程，建構出校本課程發展主軸，成為彈性學習課程的主要內涵，在不斷的檢

視與修正的循環中，豐厚且精緻了彈性學習課程的樣貌。 

二、 如果未曾向前，那就勇於立基於前人的經驗之上 

然而，從實務面思考，並不是所有的學校都曾經積極投入在九年一貫課程改

革的運動中。當九年一貫課程經驗被視為是彈性學習課程實施的基礎時，過去未

能有充足經驗的學校，就必須借助前人的經驗以增進實施成效。從實施彈性學習

課程前導學校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學校在初期階段可能面臨的困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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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人員方面：行政夥伴或教師團隊沒有動力，校長擔心推動課程發展而失去

連任選票。教務主任則擔憂要求教師撰寫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會引起反彈、找

不到合適的課程專家來帶領彈性學習課程的發展。而課程領導團隊亟需增

能，教師也需要長時間投入學習，但成長的意願與時間皆難以尋覓。 

(二) 在事務方面：對於沒有九年一貫課程發展基礎的學校，面對十二年國民教育

時，可能也並未參與前導計畫或先鋒學校計畫，缺乏聘請專家指導課程發展

的經費。再者，沒有專業對話經驗的學校，可能也缺乏多組討論的場地與經

驗。此外，彈性學習課程需要教師統整或創新教材，而教師慣用教科書，因

此，教師會因為沒有參考資料而無有所適從。 

三、 思考之光照亮來路，結伴同行共創榮景 

    彈性學習課程發展的起點是激發教師的動能，校長需勇於承擔課程領導的責

任，引領行政夥伴一起催化教師的動力，共塑彈性學習課程的願景與圖像。根據

實務現場的需求進行思考，可行的做法如下： 

(一) 在人員方面 

1. 申請專家入校輔導：學校可參與學校附近大學的夥伴協作計畫，或申請所處

縣市有師資培育大學的地方教育輔導資源，皆能免費聘請到優質的課程學

者。經由搭建教師團隊與專家學者的對話平台，讓教師在課程發展的歷程中

都有暖心的專業引領。 

2. 貫徹課程領導實務：校長與主任先增能再倡導，以身作則參與新課綱的研習，

掌握新課綱的精神與內涵。學校藉由新課綱的契機，成立課程發展核心小組，

或糾合學年主任、領域召集人與有熱情的教師成為課程發展的核心成員，盤

點發展彈性學習課程的資源，再倡導學生中心理念、釐清課程發展與課程邏

輯等概念。 

3. 鼓舞教師社群活力：陳思玎（2017）表示，進修方式可改成多層次的教師社

群生態系統，提供教師自主選擇的權力，作為教師增能的主要操作模式。讓

教師經由集體共作體驗創發課程的樂趣，當教師有自發的動機，就會自動產

出能量、研發課程。 

 (二)在事務工作上 

1. 提供課程配套措施：除前述的申請專家入校輔導之外，學校亦應在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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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中討論決議彈性學習課程的實施方式，以及周延配套措施。例如，

選擇全校一起實施彈性學習課程，即能避免課程銜接，以及配課與排課的困

難。 

2. 創造對話時間：縮短教師晨會，E 化行政報告，改以資訊平臺公告。將教師

晨會時間建構成例行性的對話機制，安排總綱與領綱宣講、課程設計與教學

經驗分享，以持續帶動課程發展。 

3. 分年段互動對話：可以將既定的週三研習方式，改分為低、中、高年級三組，

同時聘請三位講座帶領各年段教師在相同的主題下，提供更契合教師需求的

學習鷹架，增益成長效能。 

4. 提供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表格：學校希望教師設計彈性學習課程，必須先與專

家學者討論設計出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的格式，讓教師有所依循，並提供筆電

與網路系統，便利教師在雲端共作產出結果。 

5. 營造理想言談情境：學校要塑造和諧、尊重與平等的對話文化，營造信任、

關懷與合作的氛圍，在穩定的基礎上帶領教師成長。學校亦應提供適合討論

與研究的空間，讓教師的專業對話成為可能。 

四、 結語 

以「學生」為中心彈性學習課程，建基在學校領導者與教師團隊的合作，學

校校長扮演著重要的領導角色，而教師應是依其自身教育專業為學生架構學生所

需的學習內容，二者合作才能達成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目的。然而，從九年一貫

課程推動到十二年國教課程，仍可以看到部分學校內的行政夥伴和教師團隊缺少

精進動力，以及教師團隊沒有課程發展與課程邏輯的概念。這著實需要校長透過

各項激勵管道，並與行政夥伴和老師團隊溝通、討論，讓彼此建立以學生為主體

的彈性學習課程，方有助於學生統整知識、情意和技能的學習；此外，引進課程

領域的專家與之進行專業對話，讓校長和教師團隊共同形塑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

願景，不僅能提升教師對課程發展和邏輯概念，也有助於對學校本位課程願景的

共識，並創造出學校自主與特色。 

十二年國教課程的彈性學習課程是建基於九年一貫課程彈性學習的基礎

上，它所設定的範疇、要項和內涵是更為精進的進階版，著實需要結合課程發展

委員會、學習領域小組及教師團隊的力量，而彼此之間觀念調整和合作意願更是

促進學校思考如何培育學生成為有思考力、判斷力、學習力和自主力的終身學習

者不可缺少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學校校長、行政夥伴和教師團隊要能真正認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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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和目標，在民主與平等的專業對話之下，並培養良好默契和合作態度，讓

彼此有共同學習與成長的機會，以建構一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環境，才是共創三

贏的學校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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