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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的問題及示例 
吳錦惠 

中州科技大學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系助理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108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教，其中的兩大重點是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

彈性學習課程（或稱校訂課程）發展。延續九年一貫課程革新的理念，學校本位

課程的核心概念，基本上差異不大，但在實務運作上有不同的規範。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中，「學校本位課程」的概念，並非指特定的教學方案、特色課程或校訂

課程而已，而是界定為部定課程、校訂課程及潛在課程等總體的學校課程經驗。

部定課程（或稱領域學習課程）是指由國家統一規劃，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力，

並奠定適性發展基礎的部定課程；而校訂課程則是指由學校安排，以形塑學校教

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的學校課程（教育部，2014，2017）。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規劃與實施，必須擴展為以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做基

礎，以落實學生生活實踐為目標，調合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邁向以師生互為主

體的課程實踐，進而達成「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教育願景。

依據課程綱要（總綱）規定：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的理想下，由

學校規劃與實施全校性、全年級或班群學習活動。依照學校及各學習階段的學生

特性，小學低年級 2-4 節，中年級 3-6 節，高年級 4-7 節，國中 3-6 節校訂課

程。校訂課程可分為四類：1.發展「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等跨領域

探究課程，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2.「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可開

設跨領域/科目的社團或各類技藝課程相關的學習活動，學生依照興趣與性向自

由選修，幫助學生進行多元學習與職涯的探索；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4 為「其

他類課程」，包括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等各式課程，以及領域補救教學課程（教育

部，2014）。 

本文旨在釐析學校規劃與實施校訂課程過程中，須審慎思考的問題；其次，

闡述校訂課程發展的程序與步驟，並舉例一所學校的規劃部份成果，展示其課程

地圖、核心素養對應情形及統整性主題課程內容（舉隅）；最後為結語。 

二、慎思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的相關問題 

90 學年度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當年設計「彈性學習時間/節數」之原意，

乃期許讓學校和教師發揮教學自主，考量學校條件和學生需求下，發展學校本位

課程，以期發揮補救教學、適性教育及學生自主學習之功能。然而，推動學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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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課程多年下來，出現以下問題：1.課程綱要規定學校本位課程的概念模糊；2.
教師欠缺主動參與課程發展的意願；3.學校課程發展組織運作困難；4.學校本位

課程評鑑及回饋機制未能落實；5.升學壓力限縮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空間（吳俊

憲、黃政傑，2010）。 

檢討以上問題，十二年國教將彈性學習節數改為彈性學習「課程」。事實上，

兩者的精神是相同的，都是希望藉由增加課程彈性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適性

發展。差異的地方在於，「課程」需要有具體規劃，需評估學生學習需求與學校

課程願景進行系統思考與整體規劃。 

以下釐析學校規劃與實施校訂課程須審慎思考的問題（周淑卿等人，2018；
楊怡婷，2019）： 

(一) 課程規劃方面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推動學校本位課程，各校大致已有學校願景，是否需要因

應新課綱重新形塑學校願景？如何發展校訂課程的學校願景？如何啟動及規劃

新的校訂課程發展？校訂課程發展機制如何建立，應「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校訂課程如何融入核心素養？校訂課程如何延伸部定課程的學習效能？因應教

師授課節數調整，學校師資人力如何調配、排課規劃如何因應？如何規劃及實施

跨領域課程？如何安排法定 20 小時的課程？如何安排部定各項議題之課程？

因逐年實施而產生新舊課程銜接的問題如何解決？ 

(二) 教師參與方面 

如何組成學校課程核心小組？與課程發展委員會，在組成和功能上的差異為

何？誰來負責規劃、發展及審議課程（含教材及教學資源等）？如何鼓勵教師參

與課程發展？校訂課程是由誰授課？校訂課程設計者和執行者不一樣時，會有什

麼影響？如何擠出時間安排教師進行課程研討？如何針對教師辦理新課綱宣導

及課程增能研習？如何鼓勵教師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一起設計和發展課程？

教師如何進行課程共備及觀議課？跨領域課程設計如何合作？推動協同教學、跨

班群或跑班式的課程運作，師資人力盤點和調配如何進行？ 

(三) 學習成效方面 

校訂課程實施後，如何評估學習成效？如何知道學生的素養是否長出來了？

如何根據學習成效和課程評鑑，回饋並修訂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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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訂課程發展的程序與規劃示例 

校訂課程發展的程序與步驟，大致可分成四個階段、十二項工作（如下圖 1）
（張嘉育，2002）： 

 
圖 1 校訂課程發展的程序與步驟 

1. 計畫與研究階段 

包含成立課程核心小組、學校情境分析、盤點課程資源、評估學習需求、蒐

集課程方案的相關資料等工作。 

2. 設計與發展階段 

包含擬訂學校本位課程總體架構（課程地圖）、進行素養導向課程方案的內

容選擇與組織（含學習目標、學習重點等）、發展素養導向教材教法與評量工具

等工作。 

3. 推廣與實施階段 

包含進行課程實施的準備與推廣、課程正式實施。 

4. 評鑑與制度化階段 

包含進行課程評鑑、回饋與修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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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與發展階段」，茲以高雄市參與新課綱前導學校計畫之一所國小（化

名為陽光國小）規劃校訂課程的部份成果做為示例，展示其課程地圖（見圖 2）、
核心素養對應情形（見表 1）及統整性主題課程內容（舉隅）（見表 2）。陽光國

小課程地圖內容包含課程願景、課程目標、部定/校訂/潛在課程規劃內容等。陽

光國小盤點各年級主題課程對應核心素養的指標數，前三名為 E-B1（14）、E-A2
（10）、E-B3（9）。陽光國小校訂課程主題有二，一是「文化探索」，發展學生

具有在地行動和問題解決能力；另一是「創意流動」，發展學生具有科學體驗與

生活實踐能力。 

 
圖 2 校本課程架構（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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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統整性主題課程與核心素養對應一覽表 

 
 

表 2 統整性主題課程內容 

 

四、 結語 

本文蒐集吳俊憲、黃政傑（2010）所提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五項問題，從教

育現場實務釐析學校規劃與實施校訂課程須審慎思考的問題，包含課程規劃、教

師參與、學習成效三方面，再進一步提出校訂課程發展可資參考的程序與規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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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相信有助於改善過去推動課程改革的問題，並促使十二年國教實施更加順遂

可行。 

最後，本文認為規劃與實施校訂課程時，須秉持「學生學習為主體」精神，

思考課程可以培養學生什麼素養，以引導學生具備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

的知識、能力和態度。另外，也要涵蓋課程願景與目標、課程地圖、符應核心素

養、學習目標、學習重點（含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學習評量及表現任務等內

容要項。因此，必須鼓勵學校型塑成為「學習共同體」，鼓勵教師組成專業學習

社群，培養專業對話的習慣，與教師同儕跨域合作，也與學生一起共學成長。 

誌謝：陽光國小校訂課程發展成果示例，感謝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吳俊憲教授提

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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