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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有鑑於我國於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於一、七、十年級開始推動新課綱課程，

普通高中、國中與國小學校面臨一些問題，筆者根據多年地方輔導、諮輔與研究

的經驗，限於篇幅僅摘錄關鍵問題與解決途徑，提出建議做為新課綱繼續推動之

參考。 

二、 十二年國教課綱整體課程實施的問題與解決方向─鉅觀觀點 

(一)政策與課綱政策性語言與課程實務策略的落差 

   課綱的目標願景理念為抽象的概念，但是學校執行須是一種計畫與步驟，

教育實務工作者很難將課程政策性語言轉化為全校性課程與實際學生真實經

驗，產生課程轉化的落差(Brophy ,1982)，是需加強對於十二年課綱各領綱手冊

以及實施範例宣導，多運用跨校同盟與合作的方式，採取線上與虛擬的團隊合作

模式與協同備課。 

(二)「忠實觀」的課程實施希望達成「課程締造觀」的錯位 

 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締造觀」與「創造觀」的課程取向訴求，重視教師

課程主體性、學生真實的學習經驗，教師自行開展教學方案與內容，從事實際課

程建構(黃光雄、楊龍立，2012；賴光真，2017)。然多數老師對於素養教學不易

理解，過去傳統師培「忠實觀」過程中缺乏發展多元教學方案與教材研發與製作

能力，需加強教師素養教學理解與教材研發與製作在職進修培訓，並發展相關雲

端與實體工作坊與教師專業社群，做為教師學習管道與鷹架。 

(三)「能力本位」、「知識本位」、「標準本位」與「素養本位」四位一體的師資培

育議題 

「能力本位」的師資培育教學、「知識本位」的師資課程架構、與教師專業

「標準本位」結果檢核(吳清山，2002)，卻希望發展「素養本位」的師資?未來我

們師資培育需要更多教學現場議題與教育相關事務實作與研發、解決課程教學問

題的能力，需累積更多「素養本位」師培教育與教師專業研究，並開發出具體可

行且有成效的「素養本位」師培教育實踐方案與實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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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滿載與 3D 多面向課程設計困境 

    各學習領域學習重點(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 加上九大素養、再加上一些素

養教學衍生的活動、任務、探究與實作等的要求，再加上十九項議題融入等等，

已呈現課程滿載與 3D 多面向課程設計困境，此外，除超越教師認知負荷量，也

可能造成學生負擔過重問題，從過去背不動的書包(知識本位)、帶不走的能力(能
力本位)、到可能時間有限與無法負荷的學習(素養本位)。未來各界教育精英須從

「簡化與統整」著手，試著採取「減法」哲學，學校與課程領導應就「整合」與

「精簡」的角度，從事廣域、核心課程的發展，幫助學校成員完整執行十二年國

教課綱，並確實做好課程評鑑與檢核，並進行循環式的反省與修正! 

(五) 固有語言、新住民語和第二外國語等多語言共存問題 

    我國「國家語言發展法」(文化部，2019)通過後，在現行十二年國教課綱總

綱課架不變下，未來我國固有語言(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手語)為各教育階

段部定課程必修後，因我國固有語言與新住民語文共享同一個學時，因此，造成

對於新住民語文排擠問題，各教育階段如果還要發展第二外國語教學，也造成多

語言過度飽和與語言學習互相干擾的問題!建議未來修訂課綱時，將本土語與新

住民語文應納入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與高中職「彈性學習時數」，發展一種

廣域課程與核心課程設計，整合校內相關活動與體驗，以跨領域統整與實踐活動

的教學，超越語言與文字教學，採生活與實踐應用的方式。 

(六)新住民語師資資格待提升與教材編撰問題 

    新住民語師資以越南語為例，在越南調查語訪談時，越籍學者與我國官員認

為，有些在台越配教育程度不高，越南語發音、用字遣詞拿捏部分可能有待加強，

中文讀寫能力也需加強，越南語也可細分為北、中、南 3 區的口音用字差距大，

越南高中畢業在台灣當老師在當時儼然成為越南當地重大新聞 (顏佩如，2017)!
建議我國政府應積極專案培訓師培生與在台留學之越南籍大學生，進入我國正式

師培管道，進行專業師資培育，以確保各教育階段新住民語文學習的品質與成效!
新住民語教材應重視該國文化對語言形成的規範，例如性別尊卑在用語上的不

同，以及場合與對象適切性，同時也必須考慮簡化新住民語言文字的教學內容，

增加中文的多元文化介紹與學習，應加強著重在「全球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素養」

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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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實施困難與解決方向─微觀觀點 

(一)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定位疑惑 

    學校在決定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需從學生學習興趣與升學等相關背景的分

析，並從事家長、學生需求調查與老師與社區人士具體想法，配合十二年課綱精

神訂定! 

(二)忽略 12 年國教其他相關政策與十九項議題融入 

    12 年國教其他相關政策包括例如:服務學習、多元文化教育、差異化教學、

有效教學、多元評量、適性輔導等與十九項議題融入，學校可視學校整體課程適

切性，將相關政策列入學校課程計畫內。 

(三)學科教學缺乏對素養課程設計與評量的掌握 

    學科「素養教學」與「學習重點」雙軌，需加強學校本位在職進修、跨校同

盟合作與虛實整合的線上學習，並建立跨課程間的評量標準的建立。 

(四)忽略新舊課程銜接與差異化教學 

    需加強運用各領綱課程手冊的專業社群研讀，開發補救教學與差異化教學具

體課程發展與策略，滿足學生適性與多元學習，適性開發補救、分流與拔尖課程。 

(五)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卻乏評鑑機制，教師增能與其任教課程間對應薄弱 

    建議加強教師增能與其任教課程間對應，而必須對應到新課綱新課程發展型

態與素養型教學之需求，社群運作應加強教師增能與其任教學科知識與素養間的

對應，並提出循環性、永續性的評鑑機制。 

(六)學校課程運作與學校評鑑有待精進 

    應加強全校教師對於學校課發會及核心小組、任務小組等整體組織架構的完

整認知與積極參與，每學科領域/學年應定期開會，領域與年級分享教學，並發

展自主管理運作模式，與其他學校策略聯盟，加強學校評鑑對學校改進的具體實

踐，並思考學生評鑑課程制度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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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領域課程與自主學習規劃需加強學生學習成果，以及與學習歷程檔案結合 

    學校各領域課程應具體舉體說明學生學習成果，自主學習規劃應確保學生完

成該有的學習進度與學習成效，應著重在提升各領域學習有效評量與自主學習效

益與評估策略。 

(八)需加強確保學生跨領域學習權益並加強翻轉課程的應用 

    學校因開課與教師配課的便利性，需思考大學系本位的多元性招生考試，加

強各類群學生跨組選修的可行性，數 A、數 B 與數甲如何規劃讓各組可以選修?
開課需事先做學生需求調查評估與修課預選制度，開課人數不足與人數過應有積

極的處理策略，以及評估開設課程與學生升學與職涯發展的結合情形，關注學生

的興趣與需求(補救課程)，並規劃好學生臨時轉組與跨組學生的選課問題。 

(九)外聘師資課程、教師公開備觀議課與家長參與學校規劃需加強 

    穩定外聘師資課程，並參考教育部與各縣市教育局處備觀議課要點，事先制

定學校相關要點與 SOP 流程，並可以將其數位影音化，加強分享並提升教師專

業與提升教學與學的效能。 

四、 結語 

    整體而言，十二年國教 108 年剛開始實施時，學校仍是以一種新瓶裝舊酒的

方式作為回應，拿九年一貫課程做為填充，仍著重在學校教學時數配置與課架分

配，建議未來應該多著重在素養教學與評量的發展、重視學生學習產出、學習權

益與成效，教師專業成長需與學生學習成效做有效的對應，加強學校自主管理與

人力資源配置，更重視運用課程評鑑評估學校課程教學對學生學習、興趣、需求、

升學與職涯發展等成效，政府、學校、社區、專業人士間彼此建立相互鷹架與協

盟，運用翻轉學習與數位資源，有效分享資源與人力，促使十二年國教課程實施

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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