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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特色課程

認識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彈性學習課程可能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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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討論

• 工作坊

• 形成共識

圖像化

• 願景圖

• 學生圖像

草案
• 團隊發想結果

完成

• 綜整成課程架構
與進入教學實施

任務
型社
群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課改的新契機~

108課綱的基本認識



十二年國教總綱的願景理念與目標



核心素養：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支
援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之間的統整。

終身學習者

社會
參與

溝通
互動

自主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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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院張淑惠,10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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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之連貫統整與多元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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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院, 105,十二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宣講,國中小公播版)



學校本位特色
及校訂課程的經營



• 涵育公民
責任

• 陶養生活
知能

• 促進生涯
發展

• 啟發生命
潛能

成就每個
孩子-適性
楊才終身
學習

互動

共好自發

十二年國教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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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 十二年國教

※學習總節數不變※

課程理念 • 能力導向 • 素養導向

課程架構

• 七大領域 • 八大領域

• 「自然與生活科技」合一 • 分為「自然科學」及「科技」
領域

• 節數採彈性比例制 • 節數採固定制

• 彈性學習「節數」,其使用
無明確規範

• 彈性學習「課程」,其使用有
明確規範

• 重大議題設置課綱 • 重大議題融入各領域

• 低年級「生活課程」與
「綜合活動」分設

• 低年級「綜合活動」融入
「生活課程」

• 各領域學習階段劃分不一 • 各領域學習階段統一劃分

• 增設「新住民語文」

• 可調整/重組領域節數
(≦1/5)→各學習型式的跨領
域統整課程

九年一貫課綱及107總綱之課程比較



領域課程可依學校需求彈性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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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課規劃類型 說明 舉例一：一般規劃樣態 舉例二：彈性規劃樣態

以「週」為
單位排課

針對每週1節課
之科目

七年級每週1節社會（地理科）
每週一節視覺藝術

七年級單週兩節社會（地理科）
雙週兩節視覺藝術

以「學期」為
單位排課

每週一節社會 （地理科）
每週一節視覺藝術

上學期每週兩節社會（地理科）
下學期每週兩節視覺藝術

領域內
跨科整合

針對第四學習
階段含數個科
目之領域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音樂
分科教學，各一節

視覺與表演藝術合科共二節
音樂一節

七、八年級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音樂分科教學各一節

七年級視覺藝術兩節、表演藝術
一節．八年級表演藝術一節，音
樂二節．

跨領域統整

統整節數不得
超過領域總節
數⅕,並可進行
協同教學

藝術領域三節
自然領域三節

表演藝術、音樂各一節，自然兩
節，科學之美（跨科統整自然科
學與美術）二節．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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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適性的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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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建議內容

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發展「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
程」，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

社團活動
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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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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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指針對「特殊教育」學生，如：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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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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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跨領域探究及自主學習 鼓勵適性學習的發展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我們可以滿足孩子更大的學習需求）

19

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的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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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教學活化 兼顧拔尖與扶弱

(p14-19:國教院, 105,十二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宣講,國中小公播版)



彈性學習課程
可能的規劃



彈性學習課程的系統性思考

學校願景
與特色

建立共識 具體指標

主題/專
題/議題

學習歷程 完整評量

學科傳統 發展重點 滿足需求

活動盤點 歸類調整 形成特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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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現況發想:可全校,全年級或班群

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
題/議題探究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依學生性向興趣自由
選修

特殊需求領域

其他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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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七上 國七下 國八上 國八下

主題/專題
/議題

3 3 3 3

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2 社團活動2 社團活動2 社團活動2

其他類 班級活動1 班級活動1 班級活動1 班級活動1



國七上 國七下 國八上 國八下

主題/專題
/議題

3 3 3 3

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1 社團活動1 社團活動1 社團活動1

其他類
班級活動1

自主與服
務學習1

班級活動1

自主與服
務學習1

班級活動1

自主與服
務學習1

班級活動1

自主與服
務學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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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七.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第二節
主題/專
題/議題

第三節
主題/專
題/議題

第四節
主題/專
題/議題

午休

第五節 班級活動

第六節 社團活動

第七節 社團活動

第八節

課表A-1



課表A-1課程
示例一:

以一個年級五個班20周
為例

課程主題:

生活探索(透過實驗與操
作的方式探索知識領域
與個人興趣)

操作方式:

同時五個老師在五個班
級上課,為期一個月,一個
月一個班級進行一個生
活主題活動,一個月後老
師跑班學生仍在原教室
進行下一個主題探索

(一個老師所設計的單元
可進行12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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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702 703 704 705

英語繪本
1

手工編織
1

科學實驗
1

圖畫書寫
1

數學桌遊
1

英語繪本
2

手工編織
2

科學實驗
2

圖畫書寫
2

數學桌遊
2

英語繪本
3

手工編織
3

科學實驗
3

圖畫書寫
3

數學桌遊
3

英語繪本
4

手工編織
4

科學實驗
4

圖畫書寫
4

數學桌遊
4

數學桌遊
1

英語繪本
1

手工編織
1

科學實驗
1

圖畫書寫
1

數學桌遊
2

英語繪本
2

手工編織
2

科學實驗
2

圖畫書寫
2

數學桌遊
3

英語繪本
3

手工編織
3

科學實驗
3

圖畫書寫
3

數學桌遊
4

英語繪本
4

手工編織
4

科學實驗
4

圖畫書寫
4



課表A-1課程
示例二:

以八年級5個班20周為例

課程主題:

專題式課程(透過探索,實
驗與操作的方式研究某
一主題的現象,假設,問題
等以尋求解決方法或答
案)

操作方式:

開課老師共同備課,對研
究方法與學習成果表現
有共識後各自帶領學生
進行探究與實作及報告
進行

(一個老師所設計的課程
可進行一整學期)

28

701 702 703 704 705

課程學習目標與方法進行方式說明

研究法1 研究法1 研究法1 研究法1 研究法1

研究法2 研究法2 研究法2 研究法2 研究法2

研究法3 研究法3 研究法3 研究法3 研究法3

專題簡介與分組(以下同學不原班上課改分組上課)

科學專題
1

數學專題
1

人文專題
1

藝術實作
1

公民行動
1

科學專題
2

數學專題
2

人文專題
2

藝術實作
2

公民行動
2

科學專題
3

數學專題
3

人文專題
3

藝術實作
3

公民行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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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七.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主題/專題

/議題C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主題/專題

/議題A

午休

第五節
主題/專題

/議題B
班級活動

第六節
自主與服
務學習

第七節 社團活動

第八節 輔導課



課表A-2課程
示例:

 課程設計：
 建議每一節課的每一個主題由1-3位老師合作
進行跨領域或跨科設計。

 排課方式：
 上課為期一學期，每次上課合作開課老師可以
共同鎖課同時段共排入該門課該班級上課，進
行協同教學或各自獨立上課，不上課者為沒課
時段。

 課程主題:

 由開課老師自行或跨科合作開發，自編教材進
度。

 操作方式:

 好處是排課自由度高，且可兼顧原學科知識的
延伸學習，但跨科合作共備難度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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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表A-2課程示例:
某校課程主題: 認識自主, 學習地圖如下:



課表A-2課程
示例:

 1.畫一張自我畫像圖並拿著圖像找
到學校裡的一位英文老師向她進行
至少三分鐘的自我介紹,內容要包括
姓名、自己的身分、父母職業、最
要好的朋友姓名及年齡及來自哪一
地區。

 2.舉辦班級期末學習成果發表

 各小組

(1)完成邀請卡製作: 

上面需有小組得意的照片一張, 敘明每位小組
成員的簡單特徵介紹作為封面, 內頁要有成果
發表的主題、地點、位置及到達方式與參與教
室活動的規則

(2)小組成果發表: 

介紹陽明, 要含學校地址、歷史、至少三種植
物及三種校園常見的動物與其所在位置、最美
麗的建築物或最有特色的專科教室一棟(間)並
說明為什麼。

某校主題: 

認識自己

該課程在期末時
學生的表現任務
總結性評量如左:

32



國七上 國七下 國八上 國八下

主題/專題
/議題

2 2 2 2

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2 社團活動2 社團活動2 社團活動2

其他類 班級活動1

自主與服
務學習1

班級活動1

自主與服
務學習1

班級活動1

自主與服
務學習1

班級活動1

自主與服
務學習1



國七上 國七下 國八上 國八下

主題/專題
/議題

2 2 2 2

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2 社團活動2 社團活動2 社團活動2

其他類 班級活動2 班級活動2 班級活動2 班級活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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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七.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班級活動(自主
與服務學習)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午休

第五節
班級活動

第六節 社團活動

第七節
主題/專題

/議題
主題/專題

/議題
社團活動

第八節



課程示例:

以一個年級六個
班20周為例

課程主題:

認識自己：

(以我,我的學校,我的
家出發探索周遭知識
領域與認識自己)

操作方式：

同時三個老師在三個
班級上課,隔天在另外
三個班同樣的課程繼
續上為期一學期(一個
單元可由2個老師所
設計可進行18-

20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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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702 703 704 705 706

我的
繪本1

(英文
美術)

我的
生命1

(生物
健教)

我的
社區1

(國文
社會)

我的
繪本1

(英文
美術)

我的
生命1

(生物
健教)

我的
社區1

(國文
社會)

我的
繪本2

(英文
美術)

我的
生命2

(生物
健教)

我的
社區2

(國文
社會)

我的
繪本2

(英文
美術)

我的
生命2

(生物
健教)

我的
社區2

(國文
社會)



國七、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彈性學習

第二節 彈性學習

第三節 彈性學習

第四節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午休

第五節

第六節 團體活動

第七節 團體活動

第八節

每週4節採
隔週上課

固定每
週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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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共2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第二節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第三節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第四節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午休

第五節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第六節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班級活動

第七節 彈性學習 彈性學習 社團活動

第八節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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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餘16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彈性學習

午休

第五節

第六節 班級活動

第七節 社團活動

第八節

可行性
高嗎?



課表C,D
可能的狀況:

1.集中時間進行校外教學

2.段考後集中時間進行實作,
調查,訪查等,或進行集中成果
發表等

例:
遠見天下教育基金會：
教室應該不一樣—

 1-2周的主題教學,包括一艘
我的船,我是畢卡索,國家公
園巡禮等。

遠見天下教育基金會

http://tw100.cwgv.org.tw/
contents/different

40

http://tw100.cwgv.org.tw/contents/different


芬蘭

• 強調培養橫向整合
的素養與跨領域的
學習。

• 學生提供每年至少
一段時間跨領域學
習機會(約數週)，
學生能夠在幾位老
師指導下從事跨領
域、現象為本的方
案學習
(phenomen-
based project)

香港

• 高中設立「通識教
育」科，與中國語
文、英國語文和數
學並列為四個核心
科目。

• 通識教育規劃有
「獨立專題探究」
(中四至中六，82

課時)，學生藉此
課程探究生活複雜
的議題與多元角度，
成為具有自主學習
動機與責任感的學
習者。

中國大陸

• 「綜合實踐活動」
規定自國小三年級
開始。

• 其內容範圍包含
「研究性學習」。

41
國家教育院范信賢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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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學習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跨領域/科目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後續思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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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學習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課程

跨領域/科目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其他類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校訂必修部定必修 加深加
廣選修

多元
選修

彈性
學習

團體
活動

補強性
選修

後續思考-2



結語

課程領導可以協助學校老師做…2-1

凝聚共識
• 校本願景與學生圖像或學生能力指標與特色目標是什麼?

勾勒架構
• 劃出三年課程地圖或學生學習地圖

形成團隊
• 例如成立跨科議題或統整性主題課程小組

找領頭羊
• 有熱忱、願意嘗試的老師開始

發展課程
• 形成主題、課程研發、編寫教材與教案 (可延聘專家指導)



結語

課程領導可以協助學校老師做…2-2

課程實施
• 形成主題、課程研發、編寫教材與教案 (可延聘專家指導)

課程試行
• 從部分小規模開始

課程評鑑
• 先由師生回饋開始

課程手冊
• 先將所做的事集結成冊提供參考再慢慢改寫

成果發表
• 素養導向的總結性評量為學生打造舞台 (成果輯) 、編印成果專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