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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些什麼，能夠幫助學校實踐新課綱 
簡菲莉 

宜蘭縣教育處前處長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退休校長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審議及推動專案辦公室規劃委員 
 
一、教師增能現場速寫 

當螢幕出現「實踐新課綱，教師的困難與挑戰」，正步行於各組別之間的引

導者徵求在場參與者提供一、兩個說法，「教師不願意動起來」、「校長沒有課程

領導力」、「學科教學時數減少」等，這都是現場參與者即時回應，現場附和的氛

圍顯然完全同意這些說法。引導者邀請每位參與者拿一張 A4 紙，安靜地進入腦

力激盪，寫下個人發現的、感覺到的、觀察而知的，關於實踐新課綱，教師的困

難與挑戰有哪些？可以想想我們是新學年即將擔任國小一年級、國中七年級的老

師，承擔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第一屆的先鋒任務，會影響我們實踐這個任務的利害

關係人有哪些？我們會面對哪些困難？哪些挑戰是現在就可以預知的？或是其實

現在已經發生？邀請大家進入個人腦力激盪，寫下你觀察到可能會遇到的困境與

挑戰，進入個人發想書寫 3 分鐘，然後在小組內輪流分享，最後每一個小組決

定六個有共識的困難與挑戰，並書寫在 A5 紙上，一個說法寫一張，完成後依組

別貼到牆上，所有參與者可以看到團體共同產出之實踐新課綱的困難與挑戰。 

二、與新課綱進行對話與探究 

以上是某縣市為 108 學年度即將擔任新課綱教學任務的第一線老師，增能培

力研習當中的一個活動，該縣市盤點新學年度將有 450 位教師投入新課綱的教學

任務，期望透過深解新課綱並建立共同語言的工作坊，為新課綱的備課暖身。規

劃辦理五梯次，務期每一位新課綱的先鋒者都能參與，為啟動參與者有感的對

話，工作坊的設計從「實踐新課綱，教師的困難與挑戰」的重塑觀點開始。 

工作坊流程設計源自於在行動科學的理論與實際運作中，鼓勵引導者與參與

者能致力於追尋能為行動服務的知識。以行動科學作為策動對話、反思與學習，

則行動科學將成為一個介入者(interventionist)的角色。運作、設計、啟動工作坊

的形式，是為了同時致力於促進參與者進入全系統的學習並能產生知識的累積。

要能達成這樣一個雙重任務，引導者在進行工作坊的設計時，最重要的是目標的

確認，以及在工作坊設計的流程中，開創出足以讓所有參與者能實踐、參與的場

域，並在進行體驗有效探究的條件（Chris Argyris,Robert Putnam,&Diana McLain 
Smith ,1985,夏林清譯,2000）。基於以上的行動科學理論作為根基，引導者設計以

「我們做些什麼，能夠幫助學校實踐新課綱？」為目標的工作坊，為參與者營造

一個對話與探究的空間，邀請參與者在工作坊營造的互動場域中，發現自己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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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實踐新課綱過程中的再定義與再定位。 

三、你在關注圈？還是影響圈？ 

當各組完成的六個困難與挑戰都張貼在牆上，引導者邀請各組代表唸過一遍

A5 卡片上的困難，詢問有沒有需要澄清的內容，直到每一張卡片都被讀過並理

解。引導者問：「聽完所有困難，你有什麼感覺？有沒有從這些句子裡面，讓你

產出教學經驗中曾經有的畫面？會讓你聯想到什麼？剛剛我們在討論之後，有沒

有什麼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畫面會從你的腦中跑出來？」連續的提問，引發參與者

發出沮喪、沈重、推不動、衝突等等的感受，也會有人發現，這些挑戰其實一直

以來都困擾著我們，即使沒有 108 新課綱，也有這些困擾存在，我們真正的問題

不是新課綱要實施，而這些困難原來一直存在教學現場，所以我們也就習慣跟它

共存，我們似乎默默接受這就是學校教育的現況。 

引導者指著所有的卡片，問參與者：這些困難與挑戰是各位「不想要」的

嗎？如果大家都「不想要」這些困難與挑戰，那我們「想要」的是什麼呢？我們

如果換一個角度、換一個位置，重新思考這些困擾，距離理想的運作景象的落差

有多大呢？其實我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呢？若我們以消極被動的方式關心這些困

難與挑戰，如同下圖一（修改自 Stephen Covey，1989，顧淑馨譯，2005）所示，

我們其實是把自己放在實踐新課綱的關注圈內，卻沒有真正進入影響圈中，長期

慣習於處在關注圈內，就有可能造成自己的影響圈越來越小，可能到後來我們都

忽略了自己其實可能有解決困難與挑戰的能力。僅停留於關注圈是沒有辦法發揮

影響力的，除非我們願意改以積極主動的方式，將自己放進實踐新課綱的影響

圈，那麼我們對於這些困難與挑戰將會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因為我們再也不是站

在影響圈的外部，對著這些困難與挑戰發出評論，而是把自己放進能產生影響力

的圈內，希望探究自己與這些困難與挑戰之間的連結與關係，於是我們的影響圈

也有機會可以逐漸擴大，如同圖一重塑觀點後的圖示。 

每一個困難與挑戰，它的背後都帶著一個假設、認定，你認定這一件事情，

所以它成為你的困擾。當我們用「不想要」的寫法，它就成為一個無法處理的假

議題；如果換成「你想要」的寫法，它就成為一個可被積極處理的真議題。以其

中一個困擾為例：「教師沒有素養導向教學的專業」的卡片讀起來充滿無奈與抱

怨，引導師邀請參與者一起思考，如何讓我們自己進入影響圈，成為利害關係

人，試著重塑觀點，改寫這一張卡片。經過討論之後，有不同的改寫結果：「是

什麼原因造成教師沒有素養導向教學的專業？」、「要如何讓教師具有素養導向教

學的專業？」、「我可以做什麼來支持教師具備素養導向教學的專業」、「要從何

處、何時開始協助教師素養導向教學的專業？」等。重塑觀點後的說法，讓參與

者面對困擾時的角色，從被動消極轉化為主動積極，他們也透過這個重塑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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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感受到相同的困擾雖然還沒有找到解方，但因為自己進入影響圈來面對困

擾，使得參與者的感受從原來的沮喪、失望的負面情緒，轉變為看到希望、有可

能解決的正向感受。 

四、重塑觀點的體驗與發現 

接下來邀請各組成員透過討論，重塑觀點，將原來的困難與挑戰，重新改

寫，完成後再次貼上牆，所有參與者再次讀過一遍改寫後的每一張卡片。引導者

透過提問與所有參與者進行互動，提問題目舉例如下：讀完之後有什麼感覺? 同

樣的困擾經過重塑觀點後，有什麼不同? 兩者的差別在哪裡? 重塑觀點的目的是

什麼? 你有什麼學習或發現？體驗重塑觀點對你有什麼影響？未來會怎樣改變你

面對困境的方式經過這次的體驗？接下來會做些什麼跟過去不一樣的事？ 

行動科學對於啟動面對教育改革所需要的知識發現或是知識創新，有三點重

要的提醒：首先，行動中的知識促發，其設計一定要關注、碰觸、顧念到參與者

的心靈層次；其次，對於所有的參與者來說，面對實踐新課綱所需要的相關知識

的產生，並不只是為了達成課程發展與執行，引導者更應該讓流程設計的後設思

考，連結到如何支持參與者，使其在參與課程發展過程中，與其本身價值觀、信

念與目標的形成，能產生連結，並相互關連。最後，工作坊所促成的參與者的知

識，必須要考慮到實踐新課綱所連帶的各種新任務，其相關的規範的範疇與空

間，也就是讓參與者能與新任務之間產生對準與聚焦的概念。重塑觀點的完整運

作時間約兩小時，對於參與者所產出的成果與影響能產生磁化的效應，讓原來對

於新課綱看法與意見多元的參與者，透過深度對話重新定義自己與實踐新課綱的

系統之間的關係，並從團體共創所產出的可視化成果，重新定位對於新課綱實踐

的信心與方向。 

 
圖 1 關注圈與影響圈 

（修改自史蒂芬柯維高效人士的七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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