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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課程的基本特質

自民國八十二年社會上掀起一片教育改

革呼聲之後，八十七年九月教務部頒佈「國

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算是

官方對此一運動做出了第一次具體的回應。

總綱綱要標示出課程的結構，也顯示了課程

的特質。分析整個總綱的內容，我們可以歸

納出幾個要點：

‧課程目標在於培養國民生活所需之基本能

力。

‧為了培養國民的基本能力，設計七個「學

習領域」。

‧宜將九年國民教育的課程做整體規劃。

‧以「學習領域」來規劃課程，領域內之教學

應以統整為原則。

‧教學內容與活動設計應力求生活化，教材

應以生活經驗為重心。

‧教學應以學生為主體，進行學生主動自主

的學習活動。

為了使課程得以實現，在實施的規劃上

有許多重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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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之於八十二年的課程，八十九年頒佈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是一個變革幅

度很大的課程；在教學、教材、評量方面大半的主導權由教育部移至學校及教師的手上。整

個教育情勢、校園生態將會做一次大調整。本文只是將這種正在調整的狀態做一描述，並藉

著多年來在教學方面的經驗，提出一些有待調整的關鍵點。

‧在課程綱要的規範下，學校可自行編製教

材。教師亦可依社區或學生特性編修其教

材。

‧總授課節數減少。以利課餘時間做社團、

社區服務等活動。

‧各「學習領域」之授課時數在規定比例範圍

內可做彈性調整。

‧設定各學習階段的能力指標。在同一個學

習領域的同一個學習階段之教材可做統整

規劃。

‧必要修習的教材內容僅作大要的指定，並

大量的減縮。

整體而言，新的課程不管是在授課時

間、教材等方面的規劃都做了大幅度的寬鬆

調整。等於是將教學的主導權大量放歸學

校、教師，希望賦予學校及教師的教學自由

空間，可使教師能自如的發揮其教學技能，

使學生的學習擁有較大的自主和創造機會。

二、新舊課程教學與學習模式之比較

我們可以由教育目的、課程目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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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教學及學校行政等不同的角度來比較新

舊課程的差別：

1. 教育目的以「學生本位」取代「目的導向」

其實舊的課程，本來也是以發展學生潛

能為目標的，不過由於客觀教育分流制度的

設計，已經使整個教學發展成為以「升學」為

導向的唯一目的了，此番重申此一宗旨，並

廢除高中聯招，且「可能」在制度上進行改

革，期望以「學生潛能的開發」為目的的教育

得以實現。

2. 課程目標以「能力本位」取代「教材中心」

揭示培養國民生活所需之基本能力為整

個教育的目標，為了達成基本能力的提升，

才設置七大學習領域，也即學習是為了能力

的提升。以往的課程則首先強調的是要講授

的教材內容，其基本假設是相信學習這些教

材之後，學生的能力自然會提升。

3. 教材編選以「學校本位」取代「統一標準」

課程綱要中僅原則性規範少量必修的教

材，教師們（以學校為單位）可以依這些少量

必修的教材為核心，再因應地方特殊環境、

學生需求，發展出合適的教材。

4. 學校組織以「教學本位」取代「行政掛帥」

由於教師對教材選擇、學生學習計劃的

指導，具有較大的自主空間。所以，各校學

習領域的課程委員會將成為一個很忙的機

構，再加上如何調適學生性向、能力差異、

安排學生選課及課餘活動，學校行政將是以

協助教師完成其教學為主旨，負責各部門的

協調工作。這和以往教材一致、進度一致、

選課一致的情形，在行政工作的內容上很不

一樣。

5. 教學活動以「引領學習」取代「知識講授」

「教學應以學生為主體」。新課程強調教

學法的更新，希望學生自動的參與學習活

動，而且整個教學活動中應賦予學生自主的

創造空間，即「怎麼教」比「教什麼」更為重

要。我們可以說以往教師的首要工作是「教

書」（傳授書本裡的知識），現在，教師的主

要工作是「教學」（教學生怎麼去學）。因此，

學生的學習心態也會以「主動探索」取代「被

動受教」。

三、改革道路上的問題

「課程綱要」是一幅藍圖，代表一個理

想。在由藍圖走向成品的路上，必然涉及到

許多人人事事的問題，它可以是障礙，但是

也可說是正待處理的工作：

教學：習慣於運用講授方式教學的教師，他

們深深的依賴教科書及考試卷。如何

在一夕之間改變他的教學法；運用問

題，鼓舞學生自動主動的參與探討活

動，給予學生創造的空間，讓他們自

主的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並親自去

規劃執行。這種教學模式的改變所需

要的教學技能，是不是一般教師所具

有？

教材：雖然賦予教師可以設計學校本位的教

材，可是，教師有時間和能力去完成

整個教學活動的設計嗎？假如他們的

教材是購自各書局的教科書，那麼他

們使用教科書來教學的方式會和以往

的教學方式不同嗎？能夠協助教師從

事啟發式教學的教材資源在哪裡？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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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供？

教學資源：以往的教學模式中，教學資源是

教科書和實驗室。若以新課程的

理念，教學時要求學生從事自學

的探討活動及撰寫報告。這需要

大量的參考資料及圖書，網路上

的資料提供也要能方便且充足，

只是，以目前來說，此項資源尚

付之闕如呢！

評量：新課程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國民生活所

需的基本能力。它們是「瞭解自我與

發展潛能」、「欣賞、表現與創新」、

「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表達、溝

通與分享」、「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規

劃、組織與實踐」、「運用科技與資

訊」、「主動探索與研究」、「獨立思

考與解決問題」。那麼，如何去評量

這些能力，知道學生學習這些目標的

狀況？就以紙筆方式的「學力測驗」為

例，這樣的評量方式和內容能夠測出

這些基本能力的學習成就嗎？若不以

一次的集中考試來肩負分流測驗（因

為完成這項任務太困難了），而由教

師平時的評量來代替，則教師能在教

學活動過程中評量出這些能力嗎？它

們具有評量這些能力的教學技能嗎？

怎樣才能在新課程實施之前讓教師具

有這種評量的技術？

社會環境：當全國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弟

進入明星高中時，做為分流檢定

的「測驗」，它負的責任是如何的

重大，以致於經過多年的演變，

「測驗」的方式淪為只講求「計分

迅速」、「對錯分明」的技術品質

之要求。而學校教學的模式長期

以來也受到這種測驗方式的扭

曲。如今新課程講究自由開放的

教材及自主創發的學習，標示培

養十項基本能力的教學目標，顯

然的，它的教育理想和以往是非

常不同的。那麼，它的分流檢定

已不可能由「計分迅速」、「對錯

分明」的是非、選擇題來負擔

了。因此分流檢定的工作比較可

能的辦法是以教師的評量為依

據。不過，如此一來，教師的評

量技術和公平性必受到大大的質

疑。可能唯一的辦法是「把每所

高中、高職都辦得一樣的好或各

具特色」，學區制也可能是一種

好的設計。不過，這種家長焦慮

和十分關注下的分流檢定如何同

時滿足新課程的精神和家長的信

任，將是一件具挑戰性的工作。

師資：新課程將屬性相近的學科知識劃歸同

一個「學習領域」，並且，希望在同一

領域內的教材採用統整的形式來教

學。因此擔任某一學習領域的教師必

須對領域內所含的學科知識都要有相

當的學養。其次，新課程強調以學生

為主體的教學方式，教師所需的教學

技能也大大的不同以往。依據新課程

的教材與教學特質，教師的教學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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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大的提升，才能達到它應有的

專業水準。

四、教師的回應

民國八十九年到九十年間教育部在兩百所

國中小學舉辦了新課程的實驗，他們一邊沿續

舊課程的教學，一邊研發了一些大統整的教學

單元，這一年的努力使這些學校的老師獲得

「自己也能設計教學活動」的信心。

民國九十年迄今各書局開始編輯新的教科

書，至於教科書將以何種形式出現，目前均屬

「商業機密」，大家只能到時候才看的到。

綜觀新課程施行在即的情勢，就像「火

車道」改換成「公路」，教師就像開火車的司

機要改駕駛汽車一般，又發現汽油尚在申購

中，路標也尚未設立，車站也還在興建，車

票也正在印製⋯而開車的日期業已昭告大家

了，真是百事待舉呀！

教師們將對新課程做出什麼回應呢？是

從此教學更換成另一種景觀呢？還是震盪一

陣之後回歸原態呢？我們相信歷史是不會重

複的，一切都會改變的，只是，若改革的配

合措施做的更周全一些，它的藍圖就會真的

成為成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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