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曼屏： 

  接下來我們請教地理科的部分，請教陳教授，我們先從重要的特色來跟我們

說明一下。 

 

陳國川副召集人： 

  這次地理科的課綱，最主要的他有三個特色，第一個特色就是國高中明顯區

隔，由具體到抽象循序漸進，課程設計是比較精簡而且彈性開放。我解釋一下具

體和抽象之間的差別，在具體上，國中的部分以環境系統、區域特色和全球關聯

來架構他的學習內容。因為在國中的心智發展能力階段，是處於具體運思到形式

運思的過渡階段，所以我們把這三個地理的核心素養，具體的建構在臺灣跟世界

主要區域上，透過具體區域舞台學習ㄧ些重要的概念，然後再引導學生使用這些

概念學習重要議題的理解和解釋。比如在國中部分就透過文化的地名議題和日常

生活碰到的食安議題，從人地的角度來看，企圖解決剛剛也提到未來環境永續的

面向的發展。 

再進一步到高中部分，屬於比較抽象概念，透過地理技能，地理技能最主要

是包括圖像技能、地圖技能來有ＧＩＳ的技能等等，還有地理系統，從系統角度

來討論地表上自然跟人文的現象，培養系統思維，到地理視野，就是從地理的角

度，來看地表上各區域間他面臨的問題以及問題的內涵，並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

跟過去最大的區別，在於過去完全是以區域現象為學習主體，轉變為區域問題的

理解跟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並進一步培養邏輯思維的概念。為了達到這樣的目

的，在整個學習內容上，剛剛提到精簡並彈性開放，精簡就是減量，彈性開放就

是提供他的方向，而不像過去規定你要學甚麼，那些具體內容。他主要的目的還

同時兼具讓教師或者是教材的編撰者，他的自由度提高，並且許多的提示，這些

方向還用問句來敘述，在這樣子的基礎上，技術型高中跟綜合型高中也朝這個方

向，只是它的內容更減少一點。那在這樣子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提出他的選修課

程，選修的課程就配合大學的進路、社會的議題、職涯的發展、研究的方法，從

這個角度出發，這是第一個主要的特色。 

第二個特色，不管是國中、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還是綜合型高中，我們

在學習內容裡面都提出了探究活動，這個探究活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供了設

計素養導向教學的提示，並且提供了小組合作學習、跨領域學習的空間，有機會，

有時間，他就可以這樣做。第三，在國中或者是高中、技術型高中都一樣，每學

期或每學年會設計一個田野實察，他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勵走出教室，從事團隊合

作，透過這種方式學習如何自主學習，如果透過小組合作來培養，因為我們知道

未來是團隊的精神最重要。 

  所以我們在每一個學習項目底下都會有一個條目叫做探究活動，這個探究活

動就是提出問題，教師可以參考探究活動提出問題，在上課之前提出這個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過去我們強調的引起學習動機，很多都是很多都是透過聲光刺激

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現在我們是要以問題意識作為引起動機的主體。我舉



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要探討能源問題的時候，我們現在面臨的能源問題是什摩？

我們要節約能源，老師可以提出這樣子的問題，物理科學到能量不滅定律，那能

源為什麼會消失？如果物理科的能量不滅定律是成立的，那我們為什麼要節約能

源？接下來我們就討論能源的分布、能源的分配、能源循環過程的時間，這就是

未來我們要強調的重點，解決這個問題。在這過程當中，跟過去不一樣，過去就

能源的分布在哪裡，能源的交易在哪裡等等，現在你要考慮能源問題的時候不是

只有地理學的知識，還有許多包括物理學的知識，就是跨領域的知識整合在一起。 

  透過問題意識培養學生是從整體角度思考問題並從整體角度提出解決問題

的策略。當然可能碰到最大的困難就是，教師有時候會覺得學生提出來的解決問

題的策略不夠完整，但我們的重點不在提出完整的策略，而是培養這樣子的思考

模式，所以培養問題意識、邏輯思維，是未來在教學上要特別注意的，這些提示

都在探究活動，每一個條目底下都會有一個探究活動。教師不一定是根據這個照

本宣科，但它是一個提示、啟發，我可以根據這個，然後提出一個問題來。最主

要的態度就是要開放胸襟，要跟其他學科領域相互共同備課，有機會的話可以跟

人家相互協同教學，這個會有困難，我們知道在現場裡面，每一個老師都有他的

本位，每一個學科老師都有他的本位，但是即使別的學科老師他的本位強，我們

作為一個地理科的老師也要有開放的胸襟，主動跟人家聯繫，大家一起來協同，

因為我們的重點是如何讓學生更好，而不是我這個學科要怎麼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