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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過去國家核心課程架構下，芬蘭中央政府即不再干涉地方教學內容和教育

目標，讓學校可自行設計課程內容並鼓勵學生參與規劃，讓教師可自行決定怎麼

執行核心課程，給予相當大的自主權，目的皆是為了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能力（黃

源河、符碧真，2010）。 

臺灣自 2014 年全面實施 12 年國教，108 課綱也於今年八月上路，以核心素

養為課程連貫與統整發展的主軸，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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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能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此外，為了培養學生

的核心素養，學校教育不再只以單一學科知識作為學習的唯一範疇，強調彰顯學

習者的主體性，進行跨領域統整與學習，重視學習者能夠運用所學於生活情境中

（林志成，2018）。本文將分析教改領頭羊芬蘭的新課綱理念和實施情形來進一

步討論對臺灣 12 年國教實施跨領域課程之啟示。 

二、 芬蘭新課綱理念與實施情形 

(一) 理念 

從 2016 年 8 月，芬蘭全面推出新的中小學課綱，大幅調整七至十六歲學生

的學習重點和教授方式。新課綱主要為培養有足夠能力面對未來生活世界挑戰的

新世代，站在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強調跨領域以及現象為本的學習，歸納出七種

跨界核心能力的素養，作為發展一個人類所必要的國家教育目標，茲述如下：(1)
思考和學習如何學；(2)自我照護；(3)文化互動與表達素養；(4)多語言素養；(5)
科技與數位素養；(6)工作生活與創業精神素養；(7)參與建構永續未來（教育，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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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芬蘭新課綱培養 7 大橫向能力 

資料來源:未來親子數位編輯（2018） 

上列七項，皆非屬傳統學科別的分項能力，乃是跨領域、統整的生活學用素

養，這樣的教學目標形態大有別於傳統學科，故必然應對既有的框架有所調整與

突破，才能因應這種跨領域學習的需求，教與學的課室風景，理應從傳統遵循老

師的指導而學習，逐漸轉成自己有興趣探索學習的主動積極方式並學會與同儕一

起，以溝通代替猜疑、以合作取代競爭，將基礎能力的訓練培養方式， 轉換成

知識、技能、價值、態度、心志等的基礎素養。 

總結而言，芬蘭新課綱有三大特色：1.新課綱的核心：跨領域統整與學習；

2.新課程由學校自主發展；3.讓學生主動參與課程設計。 

(二) 實施情形 

在芬蘭，跨領域課程目前在國小實行 順利，因為國小的班級導師經常是一

人身兼數個學科的老師，所以很容易進行跨學科整合專案，且班導會跟同一批學

生在一起六年，直到他畢業為止，所以很容易掌握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林竹芸，

2017）。 

在國中七到九年級的實施，大致順利，但多些阻力，因為每個國中老師都有

自己的學科專業，能跨科教學的老師較少，要靠老師之間進行更多溝通，但目前

芬蘭沒有強制安排老師的溝通會議，是讓各校老師自行規劃，所以內部協調不順

暢的學校， 容易出狀況，常出現的狀況是沒有安排好相關學科在同一週上課，

像是在專案研究週，剛好排到數學課、性教育知識課，兩個老師都發現很難結合，

學生也不知道怎麼設定主題（林竹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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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十到十二年級的實施困難 大。目前仍有許多學校不想推行「現象跨

域學習」，一學期中只願意花一個月做「現象跨域學習」的專案。原先的計劃是

希望每個學生在每個月都做一個新的專案，但是高中生有升大學的學科考試壓

力，全世界都一樣，如果大學升學考試制度不變，老師的教學就會受限。但如果

大學考試只強調測驗知識，就會把國小、國中培養起來的整合思考能力毀掉，所

以芬蘭政府已經著手改變大學的升學考試內容（董恆秀，2015）。 

三、 對臺灣 12 年國教實施跨領域課程之啟示 

芬蘭新課綱強調跨領域，正是臺灣新課綱中 需具備的，因為芬蘭與臺灣同

樣面臨強國威脅，同樣自然資源缺乏，所以可以迫切了解到人才是國家 重要的

資源，每一個都同樣重要，國家需要腦力及創新力來帶動持續成長，才有翻轉的

可能。而跨領域學習正是能爲學生帶來創新力的重要來源。 

從芬蘭新課綱之理念與規劃來看，與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不謀

而合。首先，芬蘭基本教育核心課程各項變革，無不在擴展學生視野，使學生能

在各領域知識激盪及碰撞下，產升創新思維，並在探索中瞭解個人性向及興趣所

在，持續發展終身學習，而我國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正是希望能培養學生具備自主

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並且作為連貫統整各領域與科

目之課程與教學之主軸。因此，新課綱以八大領域（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社

會、科技、藝術、綜合活動、健康體育）以及兩科目（生活課程、全民國防）學

習為基礎，為促成跨領域教與學，總綱特別明訂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彈性學習課

程可以規劃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洪詠善，2016）。 

「主題式」跨領域課程的設計，不只是學習科目的整合，也可以是跨年級的

計畫。 重要的是把知識用出來，讓知識貼近生活。從芬蘭新課綱改革可以看出，

芬蘭教育者著眼的是，如何培養孩子的「現實感」、「未來感」與「責任感」，這

正是臺灣教育改革 缺乏的「三感」（陳之華，2010）。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應付考試的學習將成過去式，12 年國教下推動的 108
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以學生為中心，以核心素養為發展主軸，希望培養

學生三感，能有適應現在生活、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能與態度。從三面九

項的核心素養中著重學生在生活情境中，真實運用知識的學習表現，重視學生在

知識、能力、態度上與實際生活的連結。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現象或主題是很難用學科去切分，新課綱有更多空間，

教師可以嘗試運用校內外資源，進行觀察、探究、實做等教學活動進行跨領域、

跨科目規劃，讓課程以學生為主，讓學生主動參與課程設計，從學生好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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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對生活中的「現象」發出疑問並解決，進一步讓孩子做跨領域的學習，如

此一來，能讓學習更呼應現實生活、更有情境與脈絡，孩子會覺得學習的意義感

提高，讓孩子能懂得思考、運用所學知識去解決生活中的問題，這將是一種真正

落實「自動好」的素養表現。 

後，借鏡芬蘭新課綱實施情形，對我國 12 年國教實施跨領域課程，研究

者有以下三點建議： 

(一)國小階段：推動應循序漸進，現象跨域學習採雙軌進行 

深化基本學力的同時，透過跨領域課程，讓學生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有脈絡、

有意義的學習。9 貫時代時，國小現場都在強調多元、創新，就像是炒了一盤熱

鬧好看的菜，而如今 12 年國教，我們應進一步思考，這道菜的營養成分如何，

是不是學生未來需要的？ 

所以，國小階段學習上應採雙軌進行，基本學力奠基，同時多元能力開發、

跨域主題思考，以探索學習為主軸、多元智能為脈絡，相信如此，科目學習能起

深化作用，而跨域學習則能培養未來需要的創造力、思考力，兩者並行，讓學習

加深又加廣。 

(二)國中階段：建立系統，鼓勵教師充分溝通 

面對 12 年國教教育新變革，在跨域課程教學上，現今雖有溫美玉老師備課

趴、老ㄙㄨ的希望教室等相關網路平台，讓教師共享相關資源，提供老師系統性

的支援，教師間交流互動頻繁，然而，這些網路平台相關資源幾乎為單節課的課

程資料，無完整的一課，甚至是一單元的教學設計內容，更遑論跨領域課程教學

內容；再者，共備資料皆為片面性資料，無法釐清整體性的脈絡以縱貫了解課程

設計的架構；其三，雖網路資訊量充分，但卻無一套完整的搜尋依據，因而經常

無法找到相關資源。 

因此，我們可以在制度上建構一套更具完整性、統整性、脈絡性及方便性的

教學活動平台，更完備的教師支援系統，讓教師間能更充分溝通，在主題教學備

課上更能充分結合各領域。 

(三)高中階段：學習評量必須轉型 

在芬蘭，高中端面臨到升學壓力，臺灣 12 年國教實施跨領域課程時也將同

樣面臨到，考試領導教學的現狀，是目前推動教學改革 大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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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升學制度將是解放高中課程，讓跨領域學習得以落實的鑰匙，故希望能

改變評量方式，將學習歷程檔案納入升學參考，推動「考招連動」，減少必修、

增加選修，鼓勵學生選修自己有興趣課程，彌補過去過度重視學生表現的「結果」。

記錄下學生包含社團、選修課的學習狀況，看到過程而不僅只是分數。透過學習

評量轉型，帶動跨領域課程真正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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