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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非學科？

綜合活動領域存在的學科價值

楊宗明

摘要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歷次課程改革過程中有不同的改變，及至《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頒布，更名為綜合活動領域，並在國小階段減少授課節數，

綜合活動領域的重要性再度受到質疑。然而，從教育社會學觀點來看綜合活動領

域，有其價值及意義。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探究我國綜合活動領域的理論背景，

以及歷年課程標準中與綜合活動領域相關的課程安排。研究方法以教育部課程與教

學綜合活動領域中央輔導團輔導員的訪談結果，透過紮根理論的主軸編碼整理訪談

資料。從主軸編碼中發現綜合活動設定為領域學科的現象，其因果條件包含時間脈

絡、國際趨勢、學生學習及理論等，在領域遭受質疑的脈絡中，從歷史、國際、學

習、理論及課程加以解釋，並歸納出理論、政策及教師賦權增能的專業強化行動策

略，以達到提升教師熱忱與認同的結果。最後，本研究提出我國發展綜合活動領域

國小課程發展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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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ve Activitie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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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ve activities learning area changed with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stages of 

curriculum reform. However, the name of this fi eld was altered to integrative activities 

area and the curriculum periods in elementary schools decreased in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2018. This brings the question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area. Nevertheless, this fi eld has the value and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theory 

background of this fi eld and th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area related curriculum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urriculum reform are investigated. The research method is grounded theory 

based on the interview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entral 

Advisors and axial coding was implemented. The fi nding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 

The phenomenon was the integrative activities area being a subject (field) in schools. 

The causal conditions include time context, international trends,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eory. While the contextual condition is the questioning of the fi eld, the explanation from 

the points of history, international context, learning and theory is proposed. The strategic 

action / interaction in this research i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rofession, such as theory, 

policy and teacher empowerment to reach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eachers’ enthusiasm 

and recognition. Finally, refl 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 eld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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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校中應該教什麼？需要為學生準備什麼課程的學習以因應現在及未來的生

活？我國活動課程理念源自Dewey（1933），強調教育即生活，重視生活中的直

接經驗和體驗，認為知識具有相對性、情境性及暫時性。W. F. Pinar於1995年提出

「生活經驗課程」的觀點，批判傳統以來課程是學科、教科書等單純觀點，認為課

程是一個動詞、一種行動、一種社會實踐等（陳伯璋，2001）。李園會（2003）提

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設立的理由為：培養全人的力量、正視現代社會的議題、學習

豐富活動及慎選教育內容；此外，《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暫行綱要》也提

到，鑑於過去活動課程難以落實，特別提出了設置本領域的理由：「一則是避免活

動時間被其他學習領域挪用，再則是要落實活動的教育意義」（教育部，2001）。

然而，綜合活動領域成為一個領域之後，其存在的必要及在學校教育中的角色

就不斷被討論。綜合活動領域的能力指標與學習內容和其他領域還有相似或重複的

情形（黃嘉雄，2010），以及教師缺乏領域專業知能等（丘愛鈴，2009），使得綜

合活動領域的實施遭遇了許多的障礙。本研究希冀探究已實施17年的綜合活動領域

設為學科的意義，因此整理我國綜合活動領域的理論基礎、教育社會學中綜合活動

領域的定位、綜合活動領域發展及綜合活動領域中央團輔導員的訪談，試從不同脈

絡中反思綜合活動領域的學科價值。 

貳、綜合活動領域的理論基礎

最早在2011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暫行綱要》提出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並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修改為綜合活動領域。綜合活動領域

的相關理念課程在各國的教育改革中，也以課程呈現，如日本近年來實施總合活動

時間及特別活動課程，培育學生適應國際社會、互動及自主（日本文部科學省，

2008）；中國大陸則是在二十一世紀初實施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洪明、張俊峰，

2007）；芬蘭於2016年實施了新的基礎教育國定核心課程，適時地反映現今社會及

未來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Government Decree, 2012）。以下探討綜合活動領域的

教育社會學地位、綜合活動領域相關理論基礎及我國綜合活動領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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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活動領域的教育社會學地位

教育社會學學者關注學校知識之選擇與組織，檢視課程在實施時的環境脈絡、

教育系統的價值觀和知識觀（Young, 1998/2004）。因此，將課程改變視為是知識

定義的不斷改變，在教育改革過程中，綜合活動領域與相關科目也在不同因素的影

響下分分合合。

Berstein（1971）認為，課程、教學與評量體現教育知識的符碼可用分類及架

構來分析，分類是指不同課程之間界線維持的程度；架構是指在教學關係中，師生

擁有對於知識傳遞與接受的選擇、組織、進度與時程的控制程度。綜合活動領域由

此看來為弱分類、弱架構的課程組織。

Bernstein（1971/2007）提出統整型符碼降低內容既有的權威結構，這種符碼

強調求知的方法較重視團體與自主學習。綜合活動領域的發展，從以往幾個單獨的

科目到領域的統整型符碼，統整型符碼的弱分類和彈性架構容許教師之間在教學內

容的選擇上有更大的差別，這也是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有些教師認為綜合活動領

域知識架構較薄弱、可有可無的原因。

二、綜合活動領域相關理論基礎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

動領域》（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綱要》）闡述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

基本理念、課程目標等（教育部，2018），其課程總目標在培養學生具備「價值探

索、經驗統整與實踐創新」的能力。方德隆等人（2013）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綜合活動領域綱要內容之前導研究報告》中提出綜合活動領域的理論基礎，茲整理

如下。

（一）實驗主義

《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綱要》中，強調綜合活動領域為強化學習者能體

驗、省思、實踐與創新，提供多元感官的探索活動（教育部，2018）。利用活動課

程的編排，注重學生的學習意願，結合學生的校內學習體驗與校外的經驗，使學生

經驗成長。Dewey（1933）以「教育即生活」理念，運用活動課程來建立學生學習

經驗的完整性，活動課程的主要特色與之相符。

（二）生活能力

《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綱要》的教學實施強調生活實踐，鼓勵學生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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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實踐所學（教育部，2018）。在內涵架構中，有「生活經營與創新」主題軸，強

調生活能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 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1）的國際教育局（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IBE）將生

活能力（life skill）界定為：「個人經營及獨立生活所需的適切，且必要之社會能

力」。生活能力的課程旨在協助學生促進溝通、協商與解決問題等能力，在許多國

家是以課程形式在正式的學校教育中實施（方德隆等，2013）。

（三）建構學習論

綜合活動領域的理念包括：擴展價值探索與體驗思辨；強化體驗學習、著

重省思分享、建構內化意義；讓學習者開展、發掘並分享屬於個人的意義（教

育部，2018）。此符合建構學習論者強調的觀點（詹志禹，2002；Lambert, 

1995/2015）：1.學習者會將經驗納入意義中，孕育個人價值觀、經驗和信念來建構

意義，反省和後設認知是建構知識的基本條件；2.學習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應能

通往學習者的經驗、知識和信念。

（四）多元智能理論

綜合活動領域的自我探索與自主學習，以及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依學生多

元智能等提供成功的學習經驗（教育部，2018）。多元智能理論觀點中，每個人

都擁有不同的智能，組合與應用智能的方式也不同；而智能的內涵應包括八種能力

（Gardner, 1983）。在綜合活動領域中，多元智能發展理論可幫助我們了解智能的

發展與特質，而最終目標就是希望教育能增進學生智能，讓學生能夠在生活上充分

發揮潛能。

（五）體驗學習理論

綜合活動領域基本理念關注學生生活經驗，引導學生進行體驗、省思、實踐與

創新等活動，建構內化意義，教學原則包含「強化體驗學習、著重省思分享、強調

生活實踐」（教育部，2018）。

體驗學習理論提出體驗學習階段：第一階段是先有具體經驗；第二階段是觀

察與反省；第三階段是將抽象的理解概念化；第四階段將新的概念運用在新情

境，創造出新的具體經驗，形成一個循環的過程（Kolb, 1984）。Lewis 與Williams

（1994）強調體驗學習是從經驗中學習（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綜合活動領域重視體驗教學及省思教學（李坤崇，2011），由於兼含統整及活

動課程之內涵，理論基礎從實驗主義開始，強調各種體驗及建構的學習理論，並輔

以多元智能及生活技能相關理論，提供綜合活動領域堅實的理論基礎，表1整理我

國綜合活動領域的相關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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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綜合活動領域的相關理論基礎

理論名稱 綜合活動領域相關理念

實驗主義 強調生活經驗活動的體驗及生活學習歷程

生活能力 生活實踐能力的學習

建構學習論 學生透過學習歷程，建構內化意義

多元智能理論 重視學生個別性，依學生多元智能提供成功學習經驗

體驗學習理論 基本理念強調實踐、體驗、省思

三、我國綜合活動領域的發展

課程史學者提出了解課程歷史是必要的，歸納課程歷史研究，可提供課程在

過去、現在及未來的複雜關係等（楊智穎，2015；Ornstein & Hunkins, 1996）。

Popkewitz強調歷史意識對社會變革的重要性，不管在過去或未來都具有其脈絡性

與相似性（鄭勝耀，2009），以下分成兩個階段來探究綜合活動領域的發展。

（一）綜合活動領域名稱出現前

表2整理我國1929～1993年課程改革中綜合活動領域相關課程發展，縱觀整個

過程，統整出在綜合活動領域名稱出現之前與綜合活動理念相關科目在各個階段的

變化及發展。

表2

1929～1993年綜合活動領域相關課程發展
課程改革名稱 年代 內容

《小學課程暫行標準》 1929 無

《小學課程標準》 1932 公民訓練

《修正小學課程標準》 1936 公民訓練

《小學課程修訂標準》 1942 團體訓練

《小學課程第二次修訂標準》 1948 公民訓練

《國民學校國語、社會二科修訂標準》 1952 公民訓練

《國民學校修訂課程標準》 1962 團體訓練

《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 1968 注重職業興趣的陶冶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1975 輔導活動、加強生活教育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1993 道德與健康、團體活動、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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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標準為因應社會變遷及時代需要而修訂，1932年的《小學課程標準》為

我國第一次正式的小學課程標準，出現公民訓練課程（教育部，1934）；至1962

年《國民學校修訂課程標準》增列團體活動課程標準，成為各學科的綜合活動，使

課程獲得統整性（教育部，1963），這是首次強調以課程統整各個學科學習，出現

綜合活動的時期；1968年修訂重點注重職業興趣的陶冶（教育部，1968），生涯教

育首次在《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中出現；1975年國小增列了輔導活動（教育部，

1976），是後續國中三個分科（童軍、家政及輔導）中輔導活動從國小奠基的開

始；1993年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規定，團體活動經由各種活動實施群育，輔導

活動在三到六年級設科（教育部，1993）。

（二）綜合活動領域名稱出現後

表3為我國自2001年迄今綜合活動領域發展概況。2001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暫行綱要》，檢討過去學生活動難以落實的原因，設置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避免活動

時間被其他學習領域挪用，落實活動的教育意義。此階段首次出現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以整合的統整經驗及分段能力指標呈現領域的學習內容，分成四個主題軸（教

育部，2001）。

表3

2001年迄今綜合活動領域發展概況
課程改革

階段

《九年一貫課程

暫行綱要》

《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

《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微調

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

實施年代 2001 2003 2008 2018
領域（科

目）基本

理念

提供反思訊息、擴

展學習經驗、推動

整體關聯、鼓勵多

元自主

1.  萬事萬物中自然

涵融的各類知識

2.  兼具心智與行為

運作的活動

3.  透過實踐、體驗

與省思，建構內

化的意義

1.  善用知識統整

與協同教學

2.  引導學習者透

過體驗、省思

與實踐的心智

及行為運作活

動，建構內化

意義與涵養利

他情懷

1.  關注學生的生

活經驗

2.  引導學生進行

體驗、省思、

實踐與創新等

學習活動，建

構內化意義，

涵養利他情懷

課程目標 生活實踐、體驗意

義、個別發展、學

習統整

1.  實踐體驗所知

2. 省思個人意義

3. 擴展學習經驗

4. 鼓勵多元與尊重

培養學生生活實

踐的能力

培 養 學 生 具 備

「價值探索、經

驗統整與實踐創

新」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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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

階段

《九年一貫課程

暫行綱要》

《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

《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微調

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

內容 1.  現行的：國中小

輔導活動、童軍

教育、團體活動

等

2.  跨領域的課程

3.  跨班級、校際的

課程

1.  能夠引導學習者

實踐、體驗與省

思，並驗證與應

用所知的活動

2.  輔導活動、童軍

活 動 、 家 政 活

動、團體活動等

3.  跨越學習領域，

或單一學習領域

之人力及資源難

以支援、需要透

過校內外資源者

四大主題軸與12
項核心素養

1. 促進自我發展
2. 落實生活經營
3. 實踐社會參與
4.  保護自我與環
境

三個主題軸與12
個主題項目

1.  促進自我與生

涯發展

2.  實踐生活經營

與創新發

3.  落實社會與環

境關懷

2003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界定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內容包含原童軍活動、輔

導活動、家政活動、團體活動、運用校內外資源獨立設計之學習活動等（教育部，

2003）。基本理念中提及，「綜合」是指萬事萬物中自然涵融的各類知識，「活

動」是指兼具心智與行為運作的活動，一個人對所知的萬事萬物要產生更深入的認

識，需透過實踐、體驗與省思，建構內化的意義，指出綜合活動領域之所以稱為綜

合活動的原因（教育部，2003）。

2008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微調，修改基本理念，先前提及的萬事萬物中自

然涵融的各類知識，在微調課綱階段統整為提升自我發展、生活經營、社會參與、

保護自我與環境的生活實踐能力（教育部，2008），此階段參酌世界發展趨勢，提

出生活能力相關的四大主題軸與12項核心素養，發展能力指標。

綜合活動領域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階段，將課程內涵修正為三個主題軸與12

個主題項目，發展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及自然的生活能力架構，以學習

重點（包含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發展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是《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提出的一個學習領域，在設領域之後

共有三次的變革，於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核心素養、主題項目、

實施要點等都做了部分的修正，以更符合現場課程與教學實施的需求。

表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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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研究法來探究綜合活動領域在我國課程改革中成為學科的原

因，並探討中央輔導團輔導員對綜合活動領域的看法。研究者從中央輔導團輔導員

中隨機選取四位受訪者，包含兩位國中輔導員及兩位國小輔導員，除面對面訪談

之外，亦透過LINE對談，其中訪談大綱則由文獻探討及現場教師的反應中提取問

題，蒐集資料的時間點為2018年8～11月間，透過錄音及通訊軟體記錄整理。訪談

文本編碼方式以代號A～D代表四位受訪者，後八碼則為日期。

綜合活動領域在教育社會學上是分類弱架構的，這也讓一些教師忽視，丘愛

鈴（2015）在研究中提及，學校教育系統的升學文化使藝能及活動課程成為「副

科」。相應於前節所歸結的時間歷史脈絡，綜合活動領域意義的研究有必要紮根於

目前的實地資料，俾利完整地凸顯我國的綜合活動領域學科意義。基於以上考量，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探討我國綜合活動領域成為學科的意義，以訪談法為主進行

資料蒐集。藉由與四位教育部課程與教學輔導團綜合活動領域中央輔導團成員的訪

談資料及編碼，初步歸納出綜合活動領域的領域價值概念。接下來進行主軸編碼，

藉由分析現象的因果條件、脈絡、因果條件、行動／互動策略與結果，將各類別連

結起來，重新組合資料（黃朝盟、李俊達，2013）。

肆、研究發現 

一、因果條件與現象之連結

在編碼過程中，本研究發現許多面向，包括時間脈絡、其他國家現況、學生學

習、理論等，都是反映綜合活動領域的重要性。根據訪談資料，中央輔導團成員高

度肯定綜合活動領域的學科價值，開放性編碼階段的類別化結果，包括對於生活準

備、未來生活適應、價值探索、實踐、體驗等。因此，本研究的現象為綜合活動成

為學科的意義。

其次，在確認「綜合活動成為學科的意義」為主軸編碼階段的現象後，探究

連結現象的各項系統性因素，即因果條件。在課程的變革中，並不是以一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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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另一個課程，而是要檢視課程在實施時，更大的環境脈絡和教育系統的價值觀

和知識觀（Young, 1998/2004）。表4為本研究主軸編碼階段訪談文本的內容摘要，

其中第一部分是驗證本研究針對綜合活動成為學科的因果條件與現象之間連結所進

行之假設，歸納結果包括「時間脈絡」、「其他國家現況」、「學生學習」及「理

論」。

表4

因果條件與現象的主軸編碼

假設驗證 訪談文本

時間脈絡

延續 九年一貫開始前，課程中就有綜合活動的相關課程（B20181024）
目前

發展

九年一貫，國中將童家輔統整為綜合活動領域，進行統整的合科教

學，每週有共同不排課的領域專業對話時間（C20181025）
未來

需求

未來發展的想像有無限的可能，制式化的知識可能不足以因應急速改

變的世界（B20181024）
其他國家

現況

國際

趨勢

各國雖不一定有綜合活動領域的名稱，但仍有相關內涵的活動課程

（C20181025）

學生學習

生活

實踐
綜合活動領域學習，培養學生生活實踐力（A20181024）

適應

未來

學生學習必須能面對未來，綜合活動課程的課程目標「價值探索、經

驗統整以及實踐創新」就是因應這樣的需求（C20181025）

理論

既有 綜合活動領域有經驗主義、體驗學習等理論基礎（A20181024）

發展
綜合活動領域隨著社會變遷，在教學內容及面向也會隨著增加

（D2018112）

二、脈絡與現象之連結 

教育部（2001）於《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提及綜合活動領域設置的必要

性。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綜合活動課程以來，受到教師缺乏領域專業知能等影響

（丘愛鈴，2009），使領域的存在遭到質疑。「綜合活動成為學科領域」此現象應

是依循「領域困境」的脈絡而生，當「領域發生困境」時，綜合活動領域如何能得

到現場教師的認同。本研究藉由訪談，驗證綜合活動領域成為學科領域的脈絡與現

象之連結，歸納包括「歷史解釋」、「國際解釋」、「學生學習解釋」、「理論解

釋」及「課程內容解釋」（見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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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脈絡與現象的主軸編碼

假設驗證 訪談文本

綜合活動

領域成為

學科領域

意義遭受

質疑時

歷史解釋

早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前，就有輔導活動等課程。一直到108
課綱，其中經過多次的翻修以及討論（C20181025）
十二年國教將綜合活動領域，改至三年級開始實施，每週兩

節，低年級則與生活課程結合（A20181024）
國際解釋 世界各國不乏有實施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的國家（C20181025）

學生學習

解釋

綜合活動關注自我與生涯發展，生活經營與創新及社會與環境

關懷等，統整各科所學，於適當的生活情境中展現，運用於未

來的生活中，彰顯學習的重要（B20181024）

理論解釋
十二年國教前導研究為了解決每次到現場輔導時教師們的疑

問，統整綜合活動領域相關的理論（A20181024）

課程內容

解釋

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時，常遭遇內容重疊的疑慮。在十二年國

教的前導研究，低年級綜合融入生活課程（B20181024）
綜合活動的內容是隨社會脈動進步的（C20181025）

三、脈絡、因果條件與行動／互動策略連結 

輔導員當面臨領域遭受質疑之際，勢必依賴某些「措施」，在輔導服務時，堅

定「綜合活動領域為學科領域」，使領域能夠彰顯。本研究訪談結果，顯示在面對

「領域遭受質疑」的情況下，輔導員的「行動／互動的策略」是「解釋」類別。秦

葆琦（2011）進行全國性的調查中，綜合活動後端的教科書有內容相似、重複、橫

向統整的問題。對此，李坤崇（2007）曾帶領輔導員進行《九年一貫課程跨領域橫

向整合分析》，確認綜合活動的知識架構；亞洲有些國家於中、小學課程中開設

包含「綜合」性質的「活動課程」或「體驗學習」，是為修正原有活動課程缺乏系

統，呼應社會的要求 （方德隆等，2013）。本研究顯示在教育改革過程中，對於

領域遭受質疑時，輔導員以一些行動策略因應此現象及脈絡，「行動／互動策略」

是「專業強化」類別。

四、行動／互動策略與結果之連結

揆諸本研究的訪談資料，驗證領域遭受質疑的行動／互動策略與結果之間連

結，歸納結果包括「因為專業強化表現對領域的認同」及「因為專業強化表現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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忱」。在專業強化後，輔導員會表現對領域的認同，一方面清楚領域的重要性，另

一方面則對領域發展更有信心。同時，輔導員也會對專業表現熱忱（見表7）。

表7

因果條件與行動／互動策略的主軸編碼

假設驗證 訪談文本

因為專業強

化表現對領

域的認同

清楚
從歷史定位及國際趨勢看來，教育改革讓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架構

及學習重點更加清晰（B20181024）

信心
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與教學漸漸讓活動課程的價值顯現，從教師專

業面提升（C20181025）

因為專業強

化表現熱忱

教學
看到學生的改變，更重視學科的價值，更願意投入心力在教學上

（A20181024）

宣導
願意投入支持領域，並努力向學校教師宣導領域的價值

（C20181025）

總結上述主軸編碼程序，統合後之「綜合活動領域成為學科」的整體連結關係

如圖1所示。其中，「因果條件」（時間脈絡、其他國家現況、學生學習、理論）

在領域困境的「脈絡」下，體現綜合活動領域成為學科的現象，並透過「強化專

業」行動／互動策略，形成「認同」及「熱忱」等結果。

表6

脈絡與行動／互動策略的主軸編碼

假設驗證 訪談文本

領域遭受

質疑時的

專業強化

理論論述強化

領域價值

面對輔導團推動困境時，以教育理論及綜合活動的有關教

育哲學思想，配合國際的教育趨勢，分享領域的理論基礎

（D20181102）

配合政策強化

領域結構

九年一貫課程以來，歷經微調，由教授帶領輔導員進行領域

能力指標的審視；2019年實施的108課綱，進一步將領域總目

標調整為「價值探索、經驗統整及實踐創新」（C20181025）
教師賦權增能

強化領域教學

專業

從微調課綱施行後，全國中小學教師進行36小時關鍵能力培

訓，發展課綱轉化、課程規劃、多元教學及多元評量的專業

能力（A201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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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綜合活動成為學科
的意義

因果條件

時間脈絡
其他國家現況
學生學習
理論

行動／互動策略

專業強化

結果

領域認同
表現熱忱

脈絡

遭受質疑

圖1　綜合活動領域成為學科的意義─主軸編碼統合

伍、我國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改革的反思與展望

一、具時代性的領域內容

綜觀我國中、小學課程改革，每次修訂僅侷限於學科領域的架構範圍，如授課

時數調整等問題，亦反映當時的教育思潮與社會意涵（劉俊庚、邱美虹，2012）。

綜合活動領域在時代脈絡的發展下，以領域的型態展現活動課程的新風貌於逐次的

教育改革中，領域的內涵及屬性漸漸為我國的活動課程奠定基礎，這也符合時代潮

流，因此具有時代性。

綜合活動領域在教育社會學的定位雖為開放性、統整性的課程及符碼，但在社

會脈絡及時代潮流中，卻是培養「價值探索、經驗統整與實踐創新」能力最重要的

領域，現今重視的情感教育等即為其學習內容，這樣有時代性意義的領域，為教育

現場帶來更多反思及實踐的行動。

二、液態後現代領域內涵

Dewey（1933）認為知識具有相對性、情境性及暫時性，知識的對象與認識的

主體具有能動性和實踐性。黃譯瑩（2003）指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基礎之一即

包含後現代主義的理念，更強調其流動性，這也就與Bauman所提出的液態後現代

（liquid postmodernity）領域相符。在理論、歷史、國際趨勢等的引導下，實施方

式的多元、衡酌現實及未來生活的需求、課程內容具有包容性等，均凸顯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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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在教育改革過程中之所以能成為學科的原因。

三、不減反增的節數意涵

《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綱要》雖減少了節數，但在彈性學習課程規劃中出

現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也為學校發展統整活動課程埋下了另一個種子，有機

會為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發展校訂課程，讓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及理念更能落實於

學校。

四、不斷需求的專業提升

綜合活動領域的活動課程非考科，常被教師忽視，也是綜合活動領域的挑戰。

綜合活動領域在設立領域學科之後即面對許多的困境，加上師資培育大學並未有綜

合活動領域的科系（國、高中分科則有），教育部在微調課綱階段也曾透過36小時

關鍵能力的培訓，為現職教師增能，然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展後，如何透過輔

導團及各項配套提升教師任教的專業，更是刻不容緩。

綜合活動領域在課程改革中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回顧過去，甚多問題早已

浮現，面對未來課程改革，教師需具備改變的觀點與能力，亦需教育政策規劃者付

出更多心力。本研究著重於我國中、小學綜合活動領域變革的探討，並與不同國家

之課程分析比較，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針對課程內容與教材進行長期的研

究，並持續抓緊世界脈動及他國的領域理念發展，才能讓課程可以更有效地因應綜

合活動領域隨社會發展而展現其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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