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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與實踐之個案分析：

以一所國小參與前導學校協作計畫為例

潘志煌、何育真

摘要

2019年8月起，教育部正式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並逐年實

施課程綱要規劃的學校本位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素養導向取

代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本位，期許不僅是擁有帶著走的能力，更要藉由培養核

心素養來強化學生，將能力應用於生活情境中，促進解決問題的實踐行動力，以彰

顯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意義和價值。本研究主要是以一所參與教育部2016～2018年

核定補助推動前導協作計畫的國小為例。探究其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發展學校本位課程雙主軸「閱讀增能、運動樂活」，結合及納入校內行

動學習、國際教育和藝文深耕推動計畫的課堂教學，並分析學校在發展課程及教學

實踐歷程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因應策略，以提供教師反思素養導向教學的專業能力

和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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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Analy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axis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hih-Huang Pan, Yu-Chen Ho

Abstract

Beginning in August 2019,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ficially implemented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Outline and put into practice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year by year.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Outline replaced the 

9-year ability-based curriculum with competency-based instruction. Not only did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put emphasis on the abilities that learners could use 

in daily life, but it also empowered learners by cultivating the core competencies. By 

wa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the learners could apply many abilities 

to real life and promote the power for action of solving problems to manifest the value 

of their subjectivity.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a pilot project that an 

elementary school gran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om 2016 to 2018. It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framed in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Outline. Under the course of “reading empowerment and sporting lohas,” the 

pilot project combined the action learning wit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advanced arts 

project included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In addition, the study analyzed the diffi 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practic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Chih-Huang Pan, Principal, Muncipal Zhonghua Elementary School in Keelung. E-mail: 
currerepan@gmail.com

Yu-Chen Ho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usic,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E-mail: fl ora201808@gmail.com

doi: 10.3966/181653382019091402001



十二年國教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實踐之個案分析：

潘志煌、何育真 以一所國小參與前導學校協作計畫為例 3

analysis, it provided teachers to refl ect on th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competency-based 

instruction and develop the possibility of learners’ autonomou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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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於2014年11月28日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

稱十二年國教總綱），揭櫫以「核心素養」連貫各教育階段與統整各領域／科目課

程的發展，期盼國民中小學能透過學校課程計畫，適切地整合部定課程（領域學

習）與校訂課程（彈性學習），以整體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延續了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重要精神和基礎（林永豐，2018；洪詠善、范信賢，

2015）。然而，2019年8月起正式推動的十二年國教總綱理念與課程目標，不僅延

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精神和內涵，且有別於過去重視學科知識能力導向的教與

學，新課綱更建構出核心素養且期待教學現場能翻轉為培養學生的素養導向學與

教，並重新定義及創新多元教學方法（吳璧純、詹志禹，2018）。

近年來臺灣出生人口急遽銳減，引發社會人口結構失衡現象，導致學齡就學人

數大幅下降，教學現場受到少子女化衝擊，已直接影響學校教育的整體發展與學校

經營型態的調整（林志成，2018；蕭佳純、董旭英、黃宗顯，2009）。近期的媒體

報導更指出臺灣生育率已列入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人口數量負成長所引發的國家

社會安全危機，對臺灣社會整體發展的影響日益嚴重（李京倫、章凱閎，2019）。

據此，當前在國民小學小校、小班的發展型態，儼然已漸成為各縣市推動國民教育

階段常見的學校規模，而小校在面臨裁併及廢校的嚴峻辦學壓力下，也極力透過轉

型或爭取各項補助計畫，整合在地資源與特色，規劃及發展符應素養導向教學的學

校本位課程，以因應十二年國教實施後的新挑戰（蔡清田，2018）。

本研究主要以一所參與教育部105～107學年度前導學校協作計畫的國小六班小

校為例，探究其依據十二年國教總綱規範，規劃及發展素養導向教學的學校本位課

程，並分析在其實踐歷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及因應的行動策略，以提供教師反思提升

素養導向教學的專業知能和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可能性，進而提供小校發展十二年

國教課程綱要學校本位課程之參考。

貳、國民中小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沿革與內涵

1994年民間自主性發起的四一○教改運動，訴求教育鬆綁的改革風潮，倡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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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為取向的理想課程（王前龍，2015），挑戰過去長期以來由國家統一的課程發

展模式。為回應民間改革教育訴求，教育部自2001年起推動的九年一貫課程總綱、

課程目標及基本能力等新課程政策，即主張以學生取向為課程架構，並明確定位出

學校本位課程的內涵，是以學校為發展主體的課程，且基於教育鬆綁的論述，揭

櫫學校作為課程決策的主體，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基本理念與實施策略」中更明

定：「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

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林佩璇，2004；教

育部，2008；莊明貞，2008）。事實上，就2014年公布的十二年國教總綱內涵，關

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精神和內涵，主要是奠基並延續九年一貫學校本位課程的發

展基礎（教育部，2014）。以學校為課程發展的主體觀點，主要是期盼學校課程發

展決策，採取「由下而上」（bottom-up）權力下放的草根模式來推動學校本位課

程，以彰顯學校及教師是擁有課程決策權力的主體，且能夠因地制宜形塑和發展學

校特色，進而促進教師專業性對話及知能成長的可能和改善學生學習的成效（莊明

貞、彭麗琦、潘志煌、周仁尹、劉淑芬，2018；Marsh, Day, Hannay, & McCutcheon, 

1990; Skilbeck, 1984; Sturman, 1990）。因此，以學校為課程發展的決策主體，即在

於確保及彰顯學生作為學習者主體性的重要性及價值性，且藉由學校本身所擁有的

課程決策權力，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和實施歷程中，才得以讓學校有決定課程發展

的權力依據，以整合所在地的資源特色及兼顧親師生發展需求，納入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的慎思歷程，並促進學生適性多元的潛能發展，得以具體地展現和落實。 

從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回應學生個別差異和學習需求的關係來看，十二年國教

總綱中亦指出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除了從學校願景、課程願景與課程目標進行整

體性的課程架構規劃外，更具體顯現在經由選用、調整或自行創新課程與教材，以

回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和學習需求（教育部，2014）。另外，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課程

內容與教學活動的規劃也需要展現整合學校、社區特色及在地資源，並規劃出彰顯

以學生為主體的學校課程總體計畫，而學校課程計畫的內容應能適切整合部定課程

與校訂課程，整體發展學校本位的課程（洪詠善、范信賢，2015）。

然而，在學校實務推動方面，回顧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近20年來，教學現場發展

的學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程之間卻經常產生混淆的運用概念，狹隘地認為特色課程

等同於校本課程（莊明貞，2008）。值此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之際，需進一步釐

清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利轉化為應用於十二年國教總綱所欲推動的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與實踐內涵。事實上，就教學現場的實務推動狀況而言，特色課程是學校本位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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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內容之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廣義性概念則應含括學校課程決策與整體的運

作歷程，也因此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可以是學校特色課程、新興議題課程，也可以是

適性化課程、銜接課程等，其發展類型主要取決於學校所評估的學生需求而來（莊

明貞等，2018）。換言之，學校在擁有課程決策權力的運作下，學校本位課程也才

能獲得適切的發展契機，學校課程領導人在評估學校發展脈絡的在地特色及區域學

生需求的特性，則是影響課程決策慎思歷程的重要關鍵。因此，從廣義性的整體概

念理解學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程之間的關係，有助於促進教師適切轉化其課程設計

與活化教學，進而多元地發展出回應十二年國教總綱規範的校訂課程。

關於十二年國教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校訂課程內涵，洪詠善與范信賢（2015）

指出，依據十二年國教總綱中所界定的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主要可由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就學校願景、課程願景、課程目標及學生特質

和發展需求，並整合運用在地資源，因地制宜自行規劃辦理全校性、全年級或班群

學習活動，目的在於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適性發展及活用知識，進而持續整

體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教學及形塑出學校的特色。據此，可理解在十二年國教總綱中

指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整體規劃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整體的課程架構內涵是包

含部定課程（領域學習課程）、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潛在課程等學校總體

的課程經驗（莊明貞等，2018）。

綜上所述，為具體說明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整體內涵、範疇和目標，在十二年

國教總綱規範中即明確定位：部定課程的目標主要是在培養學生的學科基本學力；

校訂課程的目標則是在因應地方的差異性、獨特性而發展出學校的特色課程和適性

課程，以形塑學校特色和實踐學校願景。換言之，十二年國教推動的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實際上是要兼顧學生基本學力的培養和多元適性發展的整體性課程，而提升

教師認知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課程意識，以及持續鼓勵參與素養導向校本課程及校訂

課程發展的相關知能培訓，則是攸關推動新課綱成效良窳的重要關鍵。

參、十二年國教總綱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十二年國教總綱規範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除延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規範

的內涵之外，其最大的差異在於十二年國教是以「核心素養」作為引領學校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的重要核心（蔡清田，2018）。十二年國教總綱更明確定位學校本位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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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發展歷程和內涵是整合性地規劃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作為學校總體課程架構

和內涵，並以核心素養為主軸，連貫教育階段和統整領域／科目課程的發展。核心

素養的主要意涵是指個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不僅承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基本能力，其意涵更為寬廣且具豐富的教育內涵；核

心素養強調多面向的學習，而為了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學校教育的內涵與方式也

不再只限於學科知識的學習而已，學習過程要能彰顯學習者的主體性，並更重視學

習者將所學運用於生活情境，是能夠解決問題和實踐力行的表現（林永豐，2018；

吳林輝，2016；洪詠善、范信賢，2015）。

因此，十二年國教總綱主要是以涵蓋更寬廣及更豐富的教育內涵─「核心素

養」三面九項，作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創新教育內涵，並明確規範學校本位課程

的課程決策權和課程目標。例如，部定課程的課程決策權力主要是由國家統一規

定，其主要是關注在不同學習階段間課程的縱向連貫，和不同領域（科目）之間的

橫向統整，其功能在養成學生基本學力奠定適性發展基礎；其次，校訂課程的課程

決策權力，則是授權由學校自主性安排，並提供跨領域、多元、生活化課程，最主

要的功能在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洪詠善、范信賢，2015）。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十二年國教發展學校本位課程雖延續九年一貫學校本位課

程的發展基礎，期盼國民中小學的課程發展決策是採取「由下而上」的草根模式來

推動學校本位課程，即經由對學校權力解構後，重視教師在增能賦權的歷程中，對

學校的另類課程與創新教學知識的重建與實踐行動力，促進教師成為轉化型知識分

子的積極功能（Giroux, 1997），但從十二年國教總綱展現對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

規範的決策權力結果來看，十二年國教總綱指出的學校本位課程規劃與實際運作

情況，部定課程的內涵則是由國家統一掌握課程決策權力，規劃領域學習課程的固

定節數和課程目標，並明確規範四大類別的校訂課程內涵。因此，為符應學校本位

課程草根模式的推動，則是針對部定課程的實施提供「實施時間及對象、領域學習

節數、課表及授課學習階段、依需要採分科教學及領域自編教材」等多元的規劃方

式，且與校訂的四大類課程進行複合方式實施，進行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之間的相

互調適（莊明貞等，2018）。

以學校為課程發展主體的觀點來看校本位課程決策權與範圍，可了解教育部在

十二年國教總綱中已明確規範將校訂課程分為四大類別：「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

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及「其他類課程」。

此不僅是揭示固定了學校在校訂課程的類型內容與規劃發展方式，更進一步揭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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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期望學校應朝向推動此四大類別實質內容的發展方向和達成預期成效，使得由

下而上的校本課程發展草根模式呈現出學校本位課程所要發展的彈性學習課程，是

被規範在有限度的彈性課程範圍內。例如，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是指

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並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社團活動是由學

生依興趣及能力分組選修與其他班級學生共同上課，技藝課程則是以促進手眼身心

等感官統合，實際操作之課程為主，也可開設與技術型高中銜接的技藝課程等；特

殊需求領域課程是專指針對「特殊教育」學生，如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學生，以及

特殊類型班級如體育班、藝才班所設計的課程；其他類課程的內涵則是包括本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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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詠善、范信賢，2015；教育

部，2014）。

雖然十二年國教課綱針對學校自主規劃的校訂課程訂定出更明確規範彈性課程

的類別與內涵，並指出校訂課程的預期成效在於「發展學校特色、帶動教學活化；

學生適性學習、兼顧扶弱拔尖」（莊明貞等，2018），但針對十二年國教定位的校

訂課程，教育部是以固定範圍的節數明確規劃彈性課程的四大類別及內容，並掌握

其發展方向及預期成效，不再像過去九年一貫課程的彈性課程授課節數是由各校依

比例方式，規劃彈性節數而產生課程目標不明確，或未能聚焦於發展學校特色，提

供學生適性多元學習，或過於鬆散的課程結構。

綜上所述，從課程決策權力的觀點而言，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教課綱變革的重

要焦點，不僅是聚焦於建構邁向素養導向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同時藉由主導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課程決策權力，明確規範部定與校訂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內容與

目標，此亦顯現出介於教育部、縣市教育局處與學校三個層面之間，在課程決策權

力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所產生的拉鋸現象有別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期，為因應教

改鬆綁訴求而提出以學校為課程發展主體的草根推動模式。事實上，為確保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的課程決策與課程實施成效，Nevo（1995）則是指出應以學校的本位

課程發展與實施作為評鑑主體的觀點來確保課程、教學與學習品質，並發展出以教

師專業性對話的新論述方式，系統化與制度化的建構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工具及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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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導學校協作計畫進行十二年國教校本課程的
發展歷程

樂海國小是位於基隆市郊區的一所六班國小，地理位置鄰近北臺灣外木山海

域，基於小校小班發展學校特色及提升教師專業學習，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經營

理念。自105學年度起至107學年度，積極撰寫計畫申辦教育部國前署十二年國教前

導學校協作計畫，期盼藉由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來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提升教師專

業發展與學生學習品質。

該校自2016年起，經核定補助執行計畫後，在前導學校協作計畫的北區主辦大

學的帶領指導下，積極選派校內教師參與前導協作相關會議與研習培訓工作坊活

動。另外，透過調整學校內部的組織運作機制，定期召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

每週固定的課程研討會議，組織課程研發及推動小組，由組員討論依據逐年核定的

前導協作計畫內容，研討規劃學校本位課程總體架構，系統性及延續性地分年度和

工作目標，整體性的研擬計畫與推動策略。其次，透過校內教學研究小組和學年會

議，就計畫、策略和學校總體課程架構進行實質內容的討論和研修，並結合學校各

項申辦已核定的專案特色課程方案及創新教學計畫補助資源，進而逐年發展、研修

成為素養導向的部定領域課程方案，以及將原有已發展的特色課程，依據新課綱總

綱的理念、內涵及課程目標，重新規劃和調整課程內容，並轉化成為十二年國教素

養導向的校訂彈性課程方案。

據此，為因應2019年8月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及整合性執行前導學校協作計

畫，身為校長首要工作在積極發揮課程領導的角色與功能，因此規劃自主增能培訓

活動，主動報名參與並完成十二年國教總綱種子講師培訓，以及後續主題進階回流

相關課程、領綱研習工作坊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領導人等研修。在陸續完成相關培

訓返校後，即定期與行政同仁對話研討及宣示申辦十二年國教推動相關計畫，進一

步將新課綱內容轉化為可實踐的發展方向，並帶領同仁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具體推

動策略。

因此，從整體規劃及逐年推動教育部核定的前導學校協作計畫，發展學校本

位課程需求而採取因應的課程領導作為，並參酌莊明貞等人（2018）所提出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與實施的五個步驟：「評估學校情境」、「形塑課程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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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課程架構」、「設計教學方案」及「課程實施與評鑑」，依其步驟及內涵採

取年度滾動修正方式，逐步推動樂海國小前導學校協作計畫內容。在第一年的推動

期間，校長首先發揮種子講師培訓宣講知能及鼓勵學校全體同仁以主題對話研討方

式，從理解及學習十二年國教總綱理念、課程目標及各領綱與重要議題的相關內容

開始。同時藉由學期初的相關行政會議，在學校行事曆的規劃和跨處室的協調安排

下，陸續在校內每週固定的共備課程研討會議時間，同步盤點九年一貫課程現有的

課程架構與教學活動設計狀況、學校脈絡條件及師生發展需求面向等，據此以掌握

十二年國教總綱規範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內涵和研擬推動實踐方案。

其次，參酌莊明貞等人（2018）所提出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實施最後一個步

驟，是關於如何檢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課程決策與課程實施成效，此亦是目前

十二年國教總綱規範中提出由課發會負責辦理學校課程評鑑的重要工作之一。由於

前導實施3年的滾動式修正執行學校本位課程，是有必要檢視其執行的成效，以提

升教師教學專業和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基於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實

施，作為評鑑主體的觀點，並藉由定期的課程研討會議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機

制，發展出以教師專業對話的論述方式，並參酌Nevo（1995）主張教師專業對話

論述方式，系統化與制度化地建構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意義與工具，以確保校本課

程發展與實施的品質。

樂海國小自105學年度起至107學年度，依申辦核定前導學校協作計畫規範的校

內推動工作項目，並據此延續為期3年，持續進行十二年國教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

歷程及年度執行工作內容，以下分別就「校內組織調整及規劃工作重點」與「各年

度執行內容及推動歷程說明」摘要說明。

一、校內組織調整及規劃工作重點

校內組織的調整工作除了藉由課發會進行實質工作內容的說明外，主要由課程

研發暨教研小組（以下簡稱課研推動小組）主責執行，並在各年度依前導學校協作

計畫的核定經費及工作推動內容，以及因應在學年的教師專長和進用人力異動上，

做小組成員適度的調配，各學年度的校內組織調整和規劃工作內容如表1。

二、各年度執行內容及推動歷程說明

（一）105學年度：前導學校協作計畫的盤點推動
2016年第一年申辦核定後的工作重點主要聚焦在說明和學習理解十二年國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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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前導學校協作計畫年度推動項目與工作內容

核定年度 工作項目 推動重點 備註

105
學年度

1.  十二年國教總綱理
念、願景及目標

2.  課發會
3.  課程研討會議
4.  素養導向教案
5.  教師增能素養導向教
學

1.  內涵宣導與研討
2.  調整協作功能、成立
課程研發小組及領域

教學研究小組

3.  彈性調整教師朝會時
間，課程研討為隔週

四早自習

4.  教案格式撰寫說明
5.  教師參與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研習

1.  全體教師
2.  課發會委員
3.  全體教師參與課程研討
4.  全體教師參與素養導向
教案撰寫格式及研擬校

本課程架構初稿

5.  全體教師報名參與十二
年國教課程綱要研習工

作坊

106
學年度

1.  十二年國教總綱與各
領綱內涵

2.  課發會
3.  課程研討會議
4.  素養導向教學
5.  教師增能素養導向教
學

1.  內涵宣導與研討
2.  整併成立課研推動小
組

3.  固定課程研討為每週
四早自習

4.  素養導向教案撰寫與
公開教學

5.  教師參與十二年國教
領綱及重要議題研習

1.  全體教師
2.  課發會委員
3.  全體教師依授課專長及
興趣成立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並參與課程研討

主題會議

4.  全體教師依據部定課程
與校訂課程規範，參與

素養導向教案撰寫及共

備觀議課

5.  全體教師報名參與領綱
及重要議題研習工作坊

107
學年度

1.  十二年國教總綱及各
領綱研習

2.  課發會
3.  課程研討會議
4.  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5.  教師增能素養導向教
學

1.  內涵宣導與研討
2.  課研推動小組
3.  固定課程研討為每週
四早自習及部分週三

教師進修時間

4.  學校課程總體計畫與
課程評鑑計畫撰寫

5.  教師參與十二年國教
領綱及評量研習

1.  全體教師
2.  課發會委員
3.  全體教師依授課專長及
興趣成立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並參與課程研討

主題會議及規劃自主研

習工作坊議題

4.  課發會委員暨全體教師
5.  全體教師報名參與素養
導向教學及評量研習工

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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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理念、願景、內涵及課程目標，以重新梳理學校願景、課程願景與課程目標，作

為規劃樂海國小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方向與內涵，並連結於十二年國教總綱理念、願

景與目標，同時也藉由協作計畫的工作重點提示及實際執行需要，逐步調整校內行

政組織與運作機制。

樂海國小學校願景為「健康、快樂、進步」，據此形塑出對應的課程願景「健

康成長、參與體驗；快樂學習、表達分享；進步人生、公民社會」，以達成課程目

標「適性多元、全人教育」，據此而規劃出「知識海樂學習、自動好新樂海」為主

題的前導學校協作計畫與推動內容和工作重點。其次，藉由前導學校協作的北區定

期共同會議時間，研討和練習撰寫符合素養導向原則的領域和跨領域教案，嘗試由

課程研發小組帶領各學年和科任教師發想，並規劃樂海國小學校本位課程的初步架

構，研討新課綱規範及轉化建構成為樂海國小部定與校訂課程的重要主題和內容，

如圖1所示。

【知識海樂學習、自動好新樂海】—適性多元、全人教育

潛在課程校訂課程部定課程

A. 實施時間及對象
B. 領域學習節數
C.  課表及授課學習
階段

D.  依需要採分科教
學

E. 使用自編教材

•樂海好家庭

•三好新校園

•好禮化運動

•有品小天使

•藝趣反霸凌

a. 統整性
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 外木山海洋主
題探索課程

• 國際漫遊國際
學伴ICL視訊
教學

• 科普生活與數
位行動學習

b. 社團活動

• 3D智慧創
客

•閱讀悅讀
•直笛展演
•英語律動
•棋藝桌遊
• 體適能活
動

d. 其他類課程

• 海藝創客動手做
• 海洋科學教育週
•多元文化體驗
•戶外健促活動
• 校內及社區托老
服務學習活動

自主行動
（健康成長、參與體驗）

溝通互動
（快樂學習、表達分享）

社會參與
（進步人生、公民社會）

圖1　學校本位課程初步架構

（二）106學年度：前導學校協作計畫的微調轉化
第二年申辦核定執行106學年前導協作計畫，主要的執行工作目標為微調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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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分工及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機制，並規劃為促進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的行動策略。

關於微調推動組織與分工的運作機制，依據十二年國教總綱揭示「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為學校推動課程發展的主責組織。據此將核定的前導學校協作計畫與年

度工作重點，提案於課發會中進行修正及規劃分工。由於樂海國小為六班的小校並

考量參與人員不多且重複，將第一年成立的課程研發小組及領域教學研究小組微調

整併為課研推動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導主任為執行秘書，教務組長擔任幹

事，並由低、中、高年級導師、科任教師及兼辦行政教師，分別遴派代表參與小組

的定期會議。以校內教師為主的課研推動小組，第二年除了延續前一年度推動的工

作項目及進度外，主要工作目標的重點在於研修樂海國小前一年所提出的學校本位

課程初步架構，並據此思考從原有的特色課程推動基礎，作為發展符應十二年國教

課綱的學校本位課程的總體架構（如表2）。

其次，關於建立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機制，主要是透過「凝聚共識、

參與分組、對話會議、責任賦予、專業學習」等系統化推動策略來進行。首先，從

「凝聚共識」開始，具體作法是以定期且主題對話方式的教師讀書會，共同閱讀

及分工報告一本專書《學習就像終身幼兒園：打造 χ 人才，培養創意思考者的4P

新教育》（Resnick, 2017/2018），聚焦在「創意思考的引擎─創意學習螺旋」的

主題對話，並適切融入及說明如何與十二年國教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內涵及樂海國小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方向產生關聯性。「參與分組」是藉由依教師授課的專長及興

趣，自由選擇專業學習社群來進行分組，以促進跨學習階段和跨領域的對話互動機

會；「對話會議」主要是透過每週四教師朝會的固定時間，聚焦課程研討的小範圍

主題，進行跨學習階段和跨領域的專業對話內容，鼓勵教師自由發想和相互提問及

分享參與相關研習工作坊後的心得；「責任賦予」是指課發會的分工與前導協作計

畫的推動，是奠基在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輔助的執行組織，在課發會成立課研推

動小組後，除了在定期會議中由校長宣講十二年國教課綱理念與內涵外，主要是由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負責執行，如進行分析和討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脈絡與在地資源

條件、教師定期增能的研習主題、素養導向教案撰寫說明和實施素養教學共備觀議

課等工作；「專業學習」是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機制的永續發展動力，更是推動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的重要基礎。樂海國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在透過前述凝聚共

識、參與分組、對話會議、責任賦予的系統化策略後。課程領導人依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需要及前導學校協作計畫執行內容，鼓勵全體教師定期且主動報名參與專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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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
校
本
位
課
程
總
體
架
構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雙
主
軸

統
整
性

主
題

核
心
素
養

三
面
九
項

學
習
階
段

部
定
課
程

校
訂
課
程

議
題
融
入

1
2

3
4

5
6

閱
讀
增
能

閱
讀
悅
讀

A
1、

A
2、

A
3

B
1、

B
2

C
2

啟
動
悅
讀

（
愛
上
閱
讀
）

邁
向
越
讀

（
超
越
自
己
）

成
就
躍
讀

（
積
累
跳
躍
）

生
活
、
語
文

英
語
文
、
社
會

藝
術
、
綜
合

主
題
／
專
題
／
議
題

探
究
課
程

社
團
活
動

自
主
樂
學
堂

性
別
平
等

人
權

資
訊

多
元
文
化

國
際
漫
遊

A
1、

A
2

B
2

C
2、

C
3

心
生
活

（
自
己
→
學
校
）

美
力

（
學
校
→
臺
灣

社
會
）

航
向
全
世
界

（
船
長
→
海
洋
→

世
界
議
題
：
飢

荒
、
戰
爭
等
）

語
文
、
生
活

健
康
、
社
會

藝
術
、
自
然

主
題
／
專
題
／
議
題

探
究
課
程

社
團
活
動

自
主
樂
學
堂

人
權

資
訊

海
洋

多
元
文
化

海
藝
創
客

A
1

B
2、

B
3

C
1、

C
2、

C
3

藝
術
生
活

（
創
作
）

認
識
校
園

藝
術
實
踐

（
創
客
）

認
識
社
區

藝
術
創
意

（
創
意
）

社
會
角
色

生
活
、
國
語
文

英
語
文
、
綜
合

社
會
、
藝
術

社
團
活
動

自
主
樂
學
堂

資
訊

環
境

海
洋

科
普
生
活

A
1

B
2、

B
3

C
1

與
校
園
享
受

美
麗
約
會

來
自
花
花
世
界
的

邀
請

與
自
然
來
場

思
辨
之
旅

生
活
、
國
語
文

數
學
、
藝
術

社
會

主
題
／
專
題
／
議
題

探
究
課
程

社
團
活
動

資
訊

環
境

生
命

運
動
樂
活

外
木
山
水

A
2

B
2

C
1

環
境
與
我

（
我
的
家
鄉
）

我
與
環
境

互
動
關
係

（
自
然
人
文
互
動

議
題
）

環
境

小
勇
士

（
愛
家
鄉
的
實
踐

行
動
力
）

生
活
、
國
語
文

數
學
、
社
會

自
然
、
藝
術

健
體
、
綜
合

主
題
／
專
題
／
議
題

探
究
課
程

社
團
活
動

自
主
樂
學
堂

環
境

海
洋

生
命

戶
外
教
育

海
遊
龍
宮

A
3

B
1、

B
2

C
2

海
洋
奇
緣

（
認
識
海
洋
生
物
）

海
洋
好
好
玩

（
認
識
浮
潛
三
寶
和

辨
別
手
勢
指
令
）

親
近
海
洋

（
潛
水
活
動
、
海

象
、
淨
海
活
動
）

生
活
、
語
文

自
然
、
健
體

綜
合

社
團
活
動

自
主
樂
學
堂

環
境

海
洋

資
訊

神
射
后
羿

A
3

B
1、

B
2、

B
3

C
1、

C
2、

C
3

玩
讀
射
箭

（
閱
讀
弓
箭
文
章
和
透

過
遊
戲
認
識
弓
箭
）

認
識
弓
箭

（
弓
箭
起
源
、
技
巧

及
比
賽
規
則
）

我
是
神
箭
手

（
了
解
弓
箭
的
使

用
和
使
用
弓
箭
）

生
活
、
健
體

自
然
、
數
學

綜
合

社
團
活
動

自
主
樂
學
堂

資
訊

生
命

戶
外
教
育

手
舞
足
蹈

A
1、

A
2

B
1

C
2

玩
球
樂
趣
多

（
體
適
能
與
認
識
球
類

運
動
）

手
腳
並
用

FU
N
玩
球

（
基
礎
動
作
練
習
）

球
在
掌
中
、
團

隊
精
神
在
我
心

（
球
類
競
賽
）

生
活
、
數
學

社
會
、
健
體

藝
術

社
團
活
動

品
德

生
命

性
別
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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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便成為奠定教師在十二年國教課程教學專業知能上，持續成長的最後一哩路。

樂海國小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不論是在主題討論、發想和建構歷程，主

要都是建立在「教師專業引導、學生自主探索」的核心價值。課發會成立課研推動

小組，規劃「閱讀增能、運動樂活」的校本課程發展雙主軸，交由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會議研討十二年國教總綱及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內涵後，逐步提出閱讀悅讀、國際

漫遊、海藝創客、科普生活、外木山水、海遊龍宮、神射后羿及手舞足蹈八個統整

主題。

為進一步落實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以核心素養進行學習階段的連貫和領域學習

的統整（蔡清田，2018）。樂海國小課研小組在定期會議中，除引導全體教師思考

及盤點各年級的推動狀況外，並適時邀請外部專家學者，蒞校協助檢視八個統整主

題，在低、中、高各學習階段的連貫性與領域的統整性，進行課程的統整性設計，

以確實符應實踐十二年國教課綱規範的學校本位課程精神和內涵。例如，在「海藝

創客」當中，以教師共備社群方式指導樂海國小教師課程設計，以藝術領域和資訊

教育議題融入的統整性主題探索課程，並結合藝文深耕計畫及行動學習計畫的課堂

教學，聚焦在音樂的節奏能力（時值、拍子、節拍），教導學生學習將Scratch軟體

應用於製作動態音畫的實施方式，培養學生藝術美感與資訊應用的素養（何育真，

2019）。

（三）107學年度：前導學校協作計畫的回饋修正
107學年度的前導協作計畫，樂海國小已從前兩個學年度的導入學校進展到中

堅學校，主要工作目標為深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功能、素養導向校本課程與

教學教案設計」。由於已從導入進展到中堅學校的角色，因此在任務工作目標上，

被期待能深化成為其他導入學校的參考案例或提供分享推動歷程中的具體作法。

為達成第三年前導中堅學校的進階任務，經課研小組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話

研討後，聚焦在下列幾項重點：1. 專業學習社群協助微調修改學校本位課程的課程

方案內容；2. 系統化呈現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決策慎思歷程；3. 分派教師參與市府

辦理十二年國教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研習；4. 參與並協助完成108學年度新課綱學

校課程總體計畫。樂海國小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依據學校本位課程的統整主題課程

架構，分為八個類別（如表3）。

首先，延續前兩年前導協作計畫執行成果，持續深化發展前述八個統整主題的

課程架構和內容；其次，教師在參與分工時的考量因素和研討歷程，主要是先考量

教師本身的專長興趣，以及科任和兼任行政教師的授課狀況；接著再加入考量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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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的部定課程、校定課程與議題融入的內涵，其系統性的課程決策慎思歷程

如圖2所示。

考量因素

教師

授課

•專長

•興趣

•單領域

•跨領域

研討歷程

部定
課程

校訂
課程

議題
融入

圖2　系統性課程決策慎思歷程

在上述的系統性課程決策慎思歷程中，樂海國小教師於持續性的課程研討會議

中，基於學校願景、課程願景與課程目標而建構出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的八個統

整主題名稱，一開始的發想和建構歷程，從課程設計的專業對話互動過程中，可歸

納為兩個不同的歷程，如圖3所示。

教師參與上述兩個不同的系統性課程決策慎思歷程當中，是逐步回饋修正校本

表3　

統整主題分工架構

課程主軸 統整主題 負責教師 教學領域

閱讀增能

閱讀悅讀 鄭○娟、洪○蕙、汪○純 語文、自然、生活、藝術

國際漫遊 黃○涵、林○惠、汪○純 英語、自然、社會、綜合

藝文創客 洪○蕙、汪○純、謝○樺 語文、生活、藝術、綜合

科普生活 石○銘、林○惠、鄭○娟 自然、語文、數學、綜合

運動樂活

外木山水 石○銘、林○惠、鄭○娟 自然、語文、數學、綜合

海遊龍宮 陳○宏、陳○民、蔡○辰 語文、健體、自然、綜合

神射后羿 陳○宏、陳○民、陳○如 數學、健體、自然、綜合

手舞足蹈 黃○信、韓○妮、陳○如 語文、數學、健體、綜合



十二年國教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實踐之個案分析：

潘志煌、何育真 以一所國小參與前導學校協作計畫為例 17

課程的發展內涵和方向。同時也將前述八個統整主題，依據十二年國教總綱規範的

校訂彈性課程四大類別，以及考量學校實際排課的節數、教師專長及授課狀況，進

行歸納、整併及分類統整主題的課程內容，以符應校訂課程的三大類別：統整性主

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及其他類課程（如表4）。

表4　

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節數編排

年級 低 中 高

部定課程每週總節數 20 25 26

校
訂
課
程

校訂課程每週節數小計 3 4 6

a. 統整性
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自然人文主題探究（山海遊蹤）
（低年級融入生活課程；中年級隔週1節另跨領域10節） ─ 0.5 2

科普生活專題探究（行動學習） ─ 1 1
國際漫遊議題探究（國際學伴） 2 1 1

b. 社團活動 1 1 1

d. 其他類課程
自主樂學堂
（海藝創客／多元文化／戶外教育／服務學習）
（低年級融入生活課程；中年級隔週1節另跨領域10節）

─ 0.5 1

各年級每週總節數（部定＋校訂） 23 29 32

歷程一

歷程二

1. 決定
統整主題

1. 找出適當對應
的跨領域核心
素養指標

4. 檢視素養的
累加性

3. 檢視素養的
累加性

4. 逐步修正
聚焦出
統整主題

2. 找出適當對應
的跨領域核心
素養指標

3. 檢視橫向領域間
的統整性與年段
縱向連貫的適切性

2. 檢視橫向領域間
的統整性與年段
縱向連貫的適切性

圖3　統整主題設計的發想和建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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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推動校訂課程節數編排，協助全體教師能進一步思考和設計相關課程方

案。課研推動小組以一學期方式，將表4樂海國小校訂彈性課程的三大類別，依據

校訂課程的每週節數進行總體的規劃及分配。協助教師能夠清楚掌握在各學習階段

的總節數，以及各班級導師可彈性運用及安排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活動方向（如表

5）。

表5　

校訂（彈性）課程節數分配

類別

年級

a.統整性
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b.社團活動 c.自主樂學堂
學期

節數自然人文

主題探究

科普生活

專題探究

國際漫遊

議題探究

一 ─ ─

心生活
（自己→學校）

各類社團
─ 60

40 20

二 ─ ─

心生活
（自己→學校）

各類社團
─ 60

40 20

三

閱讀悅讀
外木山水

數位行動學習
美力活

（學校→社會）
各類社團

海藝創客
多元文化
戶外教育
服務學習

80

10 20 20 20 10

四

閱讀悅讀
外木山水

數位行動學習
美力活

（學校→社會）
各類社團

海藝創客
多元文化
戶外教育
服務學習

80

10 20 20 20 10

五

海遊龍宮
神射后羿
手舞足蹈

數位行動學習
航向全世界
（臺灣→世界）

各類社團

閱讀悅讀
海藝創客
多元文化
戶外教育
服務學習

120

40 20 20 20 20

六

海遊龍宮
神射后羿
手舞足蹈

數位行動學習
航向全世界
（臺灣→世界）

各類社團

閱讀悅讀
海藝創客
多元文化
戶外教育
服務學習

120

40 20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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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年前導中堅學校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則是持續深化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

程與教學的課程方案設計，以及參照教育部國前署公布的學校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

考原則，逐步規劃出108學年度新課綱學校課程總體計畫。此部分的工作目標，除

了延續前兩年的素養導向教案撰寫外，更強化教師在參與市府辦理研習活動中，

於實作工作坊撰寫修正單領域及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同時也將素養導向教學的多元

評量納入，並鼓勵前導學校教師依其授課領域及專長興趣，報名參與相關研習工作

坊。

在此同時，參照教育部（2018）發布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

業參考原則」及「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以及參與北區前

導學校協作的定期會議，由課發會和課研推動小組協力分工進行學校課程總體計畫

的撰寫，並納入北區前導學校協作計畫期末成果報告發表的工作項目。

伍、小校發展與實踐校本課程面臨的問題及因應策略

藉由申辦105～107學年度教育部前導學校協作計畫，在整體規劃與逐年度推動

中，重新梳理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方向和內涵，並在定期專業學習社群的對話會議

中，凝聚出「教師專業引導、學生自主探索」的核心價值與辦學共識，這對樂海國

小的課程發展而言，是一個重要且關鍵的轉變過程。同時持續透過任務分工及社群

運作，鼓勵教師參與十二年國教總綱種子講師培訓增能，以及校內、外各學習領域

課程綱要研習的實作，深化全體教師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知能與實作能力，並依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進行回饋修正，進而提出次年度計畫調整內容及具體可行的行動

策略。

然而，在定期的課程研討會議中檢視各年度的成果，計畫內容在教學現場的執

行狀況，卻也面臨實務操作的相關問題。本研究以樂海國小整體執行3年的前導協

作計畫的初步成果，盤點出幾項面臨的困難，並提出其因應的行動策略，歸納整理

如下：

一、學校願景、課程願景與課程目標之間的關聯性不明確

（一）面臨問題

十二年國教總綱規範學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可從學校願景、課程願景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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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之間的內涵討論出發。然而，在實作中卻發現，重新梳理與詮釋學校願景的過

程即發覺校內教師對學校願景、課程願景與課程願景之間內涵的發展關係並未察覺

或理解三者之間內涵的關聯性與延續性的重要價值。尤其是在詮釋學校願景內涵

時，雖是同一所學校的教師，但也因學習階段的不同，或授課領域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詮釋意義。

以樂海國小學校願景「健康、快樂、進步」為例，各學習階段的導師和科任教

師對於「健康」的詮釋觀點及關心的焦點便有所差異。低年級導師關心學生能健康

平安長大，且每天都能願意來上學；其他年級導師和科任教師則呈現出「身心平衡

才算健康、現代社會的心理健康優先於生理健康」等不同學習階段，或是基於授課

領域的差異性觀點。事實上，此皆為樂海國小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平時運作中，

以小範圍作為討論主題方式進行對話互動，以釐清彼此間對學校願景、課程願景與

課程目標內涵之間的關聯性和延續性。

（二）因應策略

1. 透過定期的對話會議，讓教師們在對話互動中能察覺和理解彼此之間對學校

願景、課程願景與課程目標內涵的差異性觀點。

2. 藉由相互提問及了解各學習階段和授課領域本質上的需求，逐項討論並逐漸

聚焦學校願景的內涵和發展方向是要建立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並奠定在整合校內外

資源運用、教師專長興趣、學生特質發展需求及兼顧家長和社會期望。

3. 由社群定期會議中提出初步的討論結果，形成的共識指出學校願景是必須要

由課程願景來加以實踐。

4. 結合十二年國教總綱所提示的精神和內涵，從實際撰寫部定領域課程與校訂

彈性課程的課程方案內容中，來界定及導引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具體課程目標，

進而強化學校願景、課程願景與課程目標三者內涵之間的關聯性和延續性。

事實上，教師在社群的研討對話過程中，也逐漸發覺樂海國小課程願景「健

康成長、參與體驗；快樂學習、表達分享；進步人生、公民社會」，其課程發展

的內涵和方向是能夠和三面九項核心素養「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

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

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解」，做相互連結及呈現出相呼應的關聯性對照。

同時教師社群亦透過素養導向教案撰寫學習目標的過程，以及在實際課堂教學

中，察覺到樂海國小的課程目標「適性多元、全人教育」，是要透過部定課程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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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課程規劃的具體學習目標來加以達成，並在各個學習階段和領域之間，強化其素

養內涵的累加性和延續性。

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持續性動能及誘因不足

（一）面臨問題

如何持續引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一直是樂海國小在每次定期會議中關注

的問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否持續發展的良窳是促進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重要關

鍵。事實上，這也是學校課程領導人和課研推動小組在持續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的

校本課程發展上需要面對的嚴峻挑戰。

針對此一問題，需要釐清的是持續鼓勵研討動能和誘因不足的困難。雖依教師

專長興趣進行自由選擇分組，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並非每次僅是依據分配的

工作或重點就能順利進行研討而已。實際上的操作過程是，課程領導人經常要省

思，如何引導及促進教師們持續思考，以及真正願意進行所謂的「專業的學習」。

因為要能確實發揮專業學習，也才能夠被定位為名實相符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特

別是因應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教師要能積極參與跨領域教學實踐的專業學習社群，

培養跨文化實踐的教學專業知能（何育真，2018）。因此，要如何進行專業學習，

從培訓專業學習社群的領導人和引導教師持續參與專業學習知能，便是持續發展的

重要思考方向和行動策略。

（二）因應策略

1. 校長主動報名參與並引導全體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領導人的知能培訓課

程，並轉化為校內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內涵和方向。

2. 鼓勵兼辦行政的教師及各學年導師報名參與十二年國教總綱，以及各領域課

程綱要或學校本位標準評量等相關知能培訓。

3. 透過校內外的實作產出型工作坊培訓，學習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多

元運作模式和機制，並將部定課程或校訂課程的規劃歷程，以素養導向教學社群的

小主題探究方案和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方式來進行研討。

4. 搭配縣市府年度補助的教學精進計畫來協助方案的推動，以提高執行成果後

的獎勵誘因。

5. 整合運用各年度已核定補助的各項專案計畫經費，提供搭配為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發展所需的軟硬體資源等。

換言之，協助兼辦行政教師和各學年教師，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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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夠透過各項專案計畫經費資源分享，建立行政與教學相互支援的友善交流平

臺，同時也能以多元教學資源共享與多樣性成果的展現，促進成員對社群的認同感

和成就感，進而適度改善持續性動能及誘因不足之困境。

三、 校本課程總體架構規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間的整合
性不足

（一）面臨問題

課程領導人與課研推動小組的主要目標和分工是在規劃建立素養導向的學校本

位課程總體架構，並思考如何將規劃好的課程方案，能夠進一步和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運作機制產生推動上的實質結合。換言之，校本課程總體架構的實際執行應經由

每週定期的社群研討會議過程中，針對學校本位課程總體架構規劃及其內涵，與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機制做整合，並發揮及時性的回饋修正和提供作為次年度計

畫撰寫的調整方向。

然而，在前述提及樂海國小透過以跨領域或學習階段的課程架構分工，來增進

小校教師共備課程的領域教學對話機會。此分工設計，雖解決了跨領域及跨學習階

段在對話互動機會不足的問題，但由於小校六班編制的教師人數少，各領域及各年

級的教師組成皆呈現出單一性的情況，其因應的策略也只能就國小包班制的全領域

授課精神，針對教師過去曾擔任過的不同學習階段或不同領域來進行教學實務上的

研討，較難以教師本身的專長領域進行實質性的深入研討。

尤其是面對十二年國教總綱的新規範，發展與建構學校本位課程總體架構和內

容，是需要教師持續參與相關培訓才能具備有課程規劃的專業知能和實作能力。換

言之，在規劃學校本位課程總體架構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際運作之間的連結，

顯現有落差情況及整合性不足的現象。雖然課程領導人與課研推動小組透過參與北

區前導學校協作定期會議，試圖改善行政與教學層面的整合性不足問題，但受限於

選派的參與人員及時間，大多是以推動計畫的兼辦行政教師為主，在指派導師或科

任教師報名參加時，常會考量由代課教師來帶班級學生的適切性，以及科任教師授

課會影響到不同班級或不同領域課程的狀況，而無法參與相關培訓或工作坊。

（二）因應策略

1. 從每週定期共同課程研討會議中，由課程領導人說明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八

個統整主題課程內涵之間整合的關係。

2. 每次會議僅選定一項特色課程方案進行深入的對話，包括「從學校願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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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願景和課程目標，連結於總綱三面九項、學習階段核心素養和領域核心素養」之

間的關係。

3. 提醒教師在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的安排上，必須要經常思考對應至學習重

點、學習目標、學生學習策略和教師多元教學策略，並參照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個原

則，使學生的自主學習和教師的課程教學之間產生有意義的連結。

4. 鼓勵教師在定期的課程研討會議和共備課的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過程中，要以

放聲思考的方式，在針對校本課程總體架構的八個統整主題課程設計，具體舉例說

出及實作產出課程架構的思考歷程，並分享彼此對課程設計的不同想法。

前述的因應策略不僅是為了增進教師對專業學習社群的認同感，以及強化教學

實踐的實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要藉由放聲思考過程，系統化建構出統整主題課程方

案名稱與內涵的慎思決策歷程。同時，也要促進社群成員覺察到社群運作的目標和

功能是要促進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以強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及總體架構內涵能與

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進行整合。

四、小班小校人力資源有限且全校共備觀議課時間不足

（一）面臨問題

樂海國小是一所六班的小校，雖然教師人力編制在12班以下學校有增置一名教

師人力，但面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推動，以及在參與3年的前導學校協作計畫過

程中，教師經常會提出人力資源配置與共備課時間不足。例如，因教師人力受限於

小校編制，且小校多位於郊區交通不便地區，當教師面臨不熟悉新課綱或被指派參

與培訓時，若要報名參與相關研習，又會擔心原班級學生及代課教師不容易聘任。

另外，依據新課綱規範及協作計畫，推動全校性公開授課的共備觀議課不易安排全

校性的時間，經常僅是部分人員或相鄰近年級相互陪伴進行。

（二）因應策略

1. 依照相關會議的主題或任務性質，彈性人力資源的運用調配。將原有的課研

推動小組成員劃分為兩組「兼辦行政的課研推動組與教學的課研推動組」，並參照

北區前導學校定期會議主題，做任務分配的劃分與調配人力參與培訓，讓教師人力

配置能發揮以目標任務及問題解決為導向。

2. 原來每週二及週四的教師朝會時間，整併為週二召開一次，且隔週二與原有

的行政會議併同召開。

3. 每週四上午全校教師朝會固定調整為一節課的時間，除了進行定期的課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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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議之外，配合班級學生已到校的狀況，調整作為進行全校教師共備觀議課的時

間，以實施班級的公開授課。

4. 依校本課程總體架構中，部定領域課程或校訂彈性課程的規劃需要，調整部

分週三教師進修時間，聚焦在提供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領域課程計畫、彈性課程

計畫、跨領域課程計畫或課程方案撰寫的實作時間。

5. 鼓勵教師運用線上雲端已建置的數位平臺，作為各學習階段教師共備觀議課

資料存取和成果共享的交流平臺，使全校性的共備觀議課時間與空間的規劃和運用

方式能夠更為彈性且多元。

具體而言，樂海國小為解決遴派教師參與相關培訓，又擔心影響班級學生正常

上課或課務安排代課教師不易臨時聘任。因應的行動策略是針對每週四的年級會議

（低、中、高），由校長主持並共同研討課程轉化與教學實施可能面臨的實際問

題。其次，外部人力資源應用方面，則是針對校內課表時間，彈性調整隔週四上午

兩到三節課的時間，並配合地方輔導群定期會議與推動新課綱的相關活動，邀請縣

市輔導團員、學者專家或跨縣市前導學校，蒞臨學校進行對話和諮詢，與教師面對

面進行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內涵及課程方案撰寫的諮詢活動，減少教師外出

舟車勞頓，或擔心影響班級學生正常上課的困難。

五、小校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專長師資不足且排課缺乏彈性

（一）面臨問題

樂海國小前導學校協作計畫，第一年主要是以海洋教育作為全校性課程主軸的

發想和設計方向；第二年及第三年除了持續發展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總體架構和

規劃完成108學年新課綱學校課程計畫之外，更關注在協助教師針對各學習階段的

部定課程進行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從單領域課程設計進展到跨領域課程設計。同時

也鼓勵教師成立專業學習社群，並針對校訂課程的發展需要，適時鼓勵教師報名參

與專業知能培訓，以因應小校在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可能面臨發展特色課程

或跨領域課程設計時專長師資人力不足的困境。

雖然國小是採取包班制，期待國小教師應勝任各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但

面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發展核心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重視學生自主學習的引導和

協助，國小教師在課程與教學的專業要求和挑戰也日益提高。教學現場的專長人力

配置問題，要在兼顧部定課程培養基本學力外，也要能藉由校訂課程提供學生適性

多元發展的需求。但實務上不論是發展部定課程或校訂課程，素養導向所需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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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皆面臨師資不足的現象，且問題也因缺乏新進教師人力而顯得日益複雜化。

如前述所提及日益嚴重的少子化，導致就學人口數急遽銳減，進而引發國中小

學校減班及裁併校問題，連帶影響現職教師擔心超額問題而降低調動意願，致使各

校面臨長期無法補充新進教師人力或缺乏藝術、體育和特教等專長師資。

（二）因應策略

1. 搭配市府處理小校教師人力配置不足策略，如英語、音樂及體育專長教師是

採取參照特殊教育巡迴教師的彈性人力配置與調整方式，以及依照行政區劃分校群

推動課程與教學輔導方式，推展教師跨校共備觀議課的策略聯盟，以解決小校教師

在部分領域或專長教師聘任不足的授課困難。

2. 鼓勵正式編制內的教師應重視強化部定領域課程授課要鞏固基本學力以外，

更要透過撰寫申辦藝文深耕計畫、國際教育與國際學伴ICL計畫、數位行動學習計

畫和科學教育等計畫，作為結合並推動校訂課程方案。

3. 運用各項中央及地方核定補助的專案計畫經費，持續邀請在地美術專長的藝

術家和大學音樂系專家學者，入校協助教師規劃資訊教育議題融入藝術領域課程設

計。

4. 透過定期時間安排面對面對話陪伴方式的專業諮詢，並輔以情境實作課程工

作坊的教學產出及引導方式，培養教師能夠學習跨領域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設計的

專業知能和教學應用，進而將培訓的能力實際運用在協助學校本位課程總體架構的

發展和進行素養導向的教學，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實踐力行表現。

陸、結語

樂海國小雖是一所位於基隆市郊外木山臨海的小校，但如何將在地臨海自然

人文資源環境轉化為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優勢和行動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品質

和改善教師教學效能，一直是全體教師關注的焦點。在全體教師持續努力邁向專業

的經營過程中，體認到要建構教師能持續投入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機制，並結合作

為教師共備觀議課的實施，是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關鍵基礎。在每次的課研推

動小組與社群運作的研討會議中，將各項的討論主題、發想和建構歷程都圍繞建立

在「教師專業引導、學生自主探索」的核心價值上，以落實十二年國教總綱核心素

養建立「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及「涵育公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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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四大課程總目標，並實踐樂海國小「適性多元、全人教育」的課程目標。 

樂海國小依據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規範下發展的學校本位課程，以及藉由執行前

導學校協作計畫3年的不同工作重點，重新梳理了學校願景的內涵，並和新課綱精

神與內涵建立起新的連結關係，形塑出素養導向的課程願景，導引出學校的課程目

標。其次，強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機制，應關注在「持續專業學習」，並聚焦

於推動八個統整主題的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設計，讓社群的運作重心與實施共備觀議

課的時間及方式能夠彼此相互整合在一起。換言之，允許教師在設計統整主題或課

程方案時，社群運作時間也可以當作教師共備觀議課的時間，以提高教師專業自主

學習意願，進而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的實踐表現。

十二年國教總綱規範將公開授課納入學校課程計畫實施，樂海國小公開授課的

推動策略則是先鼓勵教師從學習如何規劃素養導向課程與撰寫教學教案設計開始，

進行研討跨領域、跨學年和協同教學方式，逐年由教師自主安排進行公開授課，並

由校長及主任先帶領實施，以提高教師參與共備觀議課的意願與態度。

樂海國小經由前述五項系統化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機制，不僅是有利於建

立友善與專業的同儕教學和共學關係，更有助於增進教師共備觀議課過程中所需的

相互信任感和專業支持性的關係。其次，經由學校行政來規劃定期且固定的課程研

討會議和共備課研討地點，並納入學校行事曆執行，讓教師在平時的教學時間安排

下，能有所依循並習慣參與研討素養導向教學方法及多元評量方式，進而激發改善

學生學習成效的動力。最後，為落實學生為自主學習的主體，教師為課程與教學發

展的主體概念，在公開授課後的觀議課，則是聚焦在學生學習問題，並以小主題方

式進行研討，研討學生運用的學習策略和適性多元的教學策略，以共同承諾且承擔

提升學習品質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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