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科目
與彈性學習課程
實施之關係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類型分二大類

部定課程 /

領域學習課程

校訂課程 /

彈性學習課程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總綱P8，提到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類型區分為二大類：「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 由國家統一規劃，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力，並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 (1)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培養學生基本知能與均衡發展的



國民中小學校訂課程與部定課程的關係

校訂課程 /

彈性學習課程

部定課程 /

領域學習課程

國家統一規劃，

養成基本學力，

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

由學校安排，以形塑

學校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由國家統一規劃，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力，並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 (1)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培養學生基本知能與均衡發展的



國民中小學校訂課程與部定課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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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
課程

社團活動
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跨領域統整性
主題/專題/議題

探究課程

科
學

自
然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由國家統一規劃，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力，並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 (1)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培養學生基本知能與均衡發展的強調 “跨領域” ”統整性” “探究”課程性質不同:主題/專題/議題



國民中小學校訂課程與部定課程



跨領域統整性探究課程 施作模式

科目
分立

科目
融合

超越
科目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歐用生教授談跨領域統整課程：課程語錄136統整課程的模式課程 語錄61提過  國教院課發會上 我一再強調課程統整在今天生活上的重要性 但大部分委員都鑒於統整課程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失敗 只強調跨領域 但捨統整如何跨領域？  我總覺得讓教師從失敗中學習 從統整課程跌倒 從統整課程站起來 應該是很好的學習！後來范信賢主任也在教師研習時建議 部定課程採用多學科統整 校訂課程則多採用科際統整或超學科統整 我贊同這種作法  這三種模式在九年一貫課程時都被實施過 多學科統整通常是選擇一個主題 如某國中五十週年慶 擬定的   0中五十  將語文 數學 歷史 地理 等各學科與主題有關內容一起教 嚴格來說 這只是一種 聯絡教學 統整課程是綜合果汁 但多學科統整是綜合果盤 （如附圖一）學科仍然是分立的多學科模式的另一缺點是缺少 組織中心  不知統  整到那兒 如包粽子時沒有粽結 每例粽子仍是孤立的  科際整合模式就可彌補這些缺點   前述   0中五十  的多學科統整 如果各科教師們多花些時間集體備課（課程慎思）相信大家都發現 想利用學校五十週年校慶的課程深化學生對  變遷（chang)  這個概念及其有關的原理原則的理解  變遷就成為組織中心之一 各科教師貢獻智慧設計活動  每個活動都統整到知識（變遷的概念 原理原則）統整課程學者說的 知識是統整課程的盟友 不是敵人因此我建議各校教師好好研究新課綱 領綱和教科書內容 找出部定課程的知識（概念 原理原則..） 能力 素養等 作為校訂課程科際統整或超學科統整的組織中心 這樣 校訂課程不僅是從在地脈絡長出來的  和部定課程更緊密關聯 也更能回應世界的脈動至於各領域（學科）的專題研究（或制作）則以超學科模式為宜如問題解決 經驗敘說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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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邀請
親愛的師長們，邀請各位來參與一堂不一樣的童軍課！為了讓英文能融入學生的學習及生活中，

我們在課程設計中加入一些英文的原素。初次嘗試，歡迎大家來共學、指教！

•授課教師：蘭雅國中綜合活動領域童軍科-張榕庭
•觀課日期：107/12/10（一）第三節課
•觀課時間：10：15~11：00 （提早到的師長可至一樓童軍團部休息）
•觀課班級：701
•學習單元：觀察
•專家指導教師：花蓮縣宜昌國中退休教師鍾長宏



二、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的發展

(一)原則

•審酌學生學習需求與學校發展特色，有效
整合跨領域的學習重點以發展學生的核心
素養。

•課程設計應兼顧知識的整合建構、真實生
活經驗的連結、以及判斷力和問題解決能
力的精進。



(二)發展探究取向的統整課程計畫之參考步驟
1. 分析學生學習與學校發展的需求

2. 決定課程主題（可結合現有之校本課程）

3. 分析相關的領域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若結
合原有校本課程，需重新對照新課綱並調整以下4~8項）

4. 決定課程目標與核心內涵（期望的學生學習結果）

5. 設計評量方式（如何獲得學生學習結果的多元具體證據）

6. 設計學習活動與決定課程的時間分配

7. 決定課程的實施方式（如何排課）

8. 決定課程檢核/評鑑重點

二、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的發展



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的分析矩陣

三、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示例
—食安問題的探究與行動—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領域核心素養

綜1b-
IV-2



三、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示例
—食安問題的探究與行動—Ⅲ

探究歷程 課程內涵 教學方法/學習策略舉隅

議題探究方法
（2節）

認識探究的要項與方法 講述、閱讀理解教學

發現界定問題
（2節）

從在地食安問題談起
影片/時事/案例分析、
提問與討論

觀察蒐集資料
（4節）

• 食物本身來源的安全
• 環境污染與食物安全
• 食物加工與保存
• 食安與健康-對健康與生活的
影響

• 為食安把關-政府食安管理
• 企業社會責任-產銷履歷
• 消費者的選擇、監督與行動

小組討論、閱讀理解教學、問
卷調查、訪談、踏查、辯論、
角色扮演、展演發表（口語、
海報、簡報）

分析詮釋資料
（4節）

總結與實踐
（4節）

反思與回饋
（2節）

反思探究歷程、分享與回饋 提問討論、各種反思法



實施方式 節數安排 說明

班級教學
每週一節

一學期以18週計。
(或每週二節；設定兩個議題進行)

隔週對開 二節連排，與社團或其他彈性課程隔週對開。

班群教學

每週三節
連排

(可搭配領域
課程)

以班群方式進行，該學期可搭配另外兩個議題

選修課程 每週兩節 結合社團與其他選修課程。

三、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示例
—食安問題的探究與行動—Ⅳ



素養導向統整性探究課程的檢核重點
—食安專題示例的分析 2.結合核心

素養與領域
學習重點進
行課程統整

3.結合在
地情境與
生活議題

4.強化知能
整合與生活
運用能力

6.發展溝
通表達以
及參與社
會的公民
行動能力 5.提供加深

加廣的學習

1.培養議
題探究與
自主學習
的能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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