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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00 學年度正式實施的九年一貫自

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 (教育部，

2008) 即 明 訂 課 綱 重 點 之 一 為 完 成 中 小 學

課程之橫向統整與縱貫聯繫，至 108 學年

度 的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自 然 科 學 領 域 課

程綱要 (教育部，2018)中強調學校課程發展

應 重 視 科 目 間 的 統 整 ， 及 各 教 育 階 段 間 之

縱向連貫，都可看出隨著教改，教育目標或

有轉變，但｢橫向統整｣、｢縱向連貫｣在課程

發展佔有重要的地位。雖然二者如此重要，

但 在 教 育 現 場 課 程 卻 較 缺 乏 橫 向 的 連 結

(劉，2020; 歐和楊，1999)，而 Jacobs (1997)

指 出 課 程 設 計 考 慮 的 要 素 之 ｢學 生 先 備 經

驗｣，應從整學年學科課程的橫向連結，以

及 幼 稚 園 到 十 二 年 級 課 程 的 縱 向 銜 接 這 兩

個 視 角 來 看 ， 然 而 目 前 較 少 有 系 統 的 檢 視

(周和王，2019)，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教

師 在 規 劃 課 程 時 ， 有 學 科 領 域 概 念 間 的 連

結 、 跨 域 知 識 的 關 聯 等 許 多 要 素 要 去 審 視

評估，需要花較多時間去準備。   

｢課 程 地 圖 ｣可 作 為 教 師 課 程 縱 向 與 橫

向 統 整 課 程 的 參 考 ， 提 供 教 師 在 規 劃 課 程

內容時，不論是學習活動順序安排、教學內

容或是該如何進行教學，在教科書以外，是

一項有用的課程發展工具。此外，透過視覺

化的表徵，將課程規劃以文字、符號呈現，

教 師 除 了 可 運 用 來 檢 視 個 人 的 教 學 ， 也 可

作為溝通彼此教學想法的媒介。  
 

壹、課程地圖  
課程地圖是一種圖像組織，也是一種

實 用 的 視 覺 化 工 具 ， 用 來 勾 勒 出 課 程 中 重

要 的 觀 點 和 資 訊 ， 以 助 於 資 訊 的 組 織 與 統

整 (Harden,2001; Jacobs,1997)，一般常見的

課程地圖有｢行事曆課程地圖｣、｢課程關係

概 覽 圖 ｣等 形 式 (甄 ,2019)，  因 為 關 注 的 重

點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樣貌。｢課程關係

概 覽 圖 ｣可 以 是 某 一 教 育 階 段 整 體 的 學 習

重點的呈現，例如 :新課綱對高中、國中、

國 小 學 習 階 段 的 學 習 表 現 與 學 習 內 容 的 描

述 ， 或 是 以 圖 示 來 組 織 所 需 涵 蓋 的 學 習 主

題，例如 :圖 (一 )以網狀圖呈現議題主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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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皆是有助於知識架構的掌握與統整；在｢

行事曆課程地圖｣中，強調教學脈絡、學習

進 展 以 及 評 量 間 的 關 係 ， 因 此 課 程 地 圖 組

成要素包含內容 (核心概念、能力與關鍵問

題 ) 、 過 程 以 及 評 量 方 式 (Harden,2001; 

Jacobs,1997; 甄 ,2019; 盧等 ,2006)。  

 

圖一：新課綱的議題主題(引自自然科學 

      領綱宣講簡報) 

建 構 課 程 地 圖 (curriculum mapping)是

一 個 課 程 資 料 收 集 的 過 程 ， 不 同 的 課 程 地

圖 收 集 的 資 料 也 不 同 ， 若 是 為 了 解 知 識 的

架 構 ， 需 從 領 綱 訂 定 的 學 習 內 容 擷 取 出 特

定 學 習 階 段 所 需 涵 蓋 的 概 念 或 主 題

(甄 ,2019)；若是為了解整個學年學習概覽，

則可收集課程計畫等資料，知道｢正在發生

甚麼｣、｢應該會發生甚麼｣，強調的是概要

性的觀點，而非教室日常的說明，以作為課

程規劃決定之參考 (Jacobs,1997)。本課程地

圖 屬 於 以 概 念 圖 來 呈 現 的 課 程 關 係 概 覽 圖 ，

關 注 的 重 點 是 新 課 綱 國 中 階 段 的 地 球 科 學

學習內容。  

藉由 課程 地 圖有 助教 師 透視 課程 的 內

涵 (Harden, 2001)，當教師在檢視課程時，

從課程地圖中，可以找到對應的課程資訊，

掌 握 完 整 的 課 程 圖 像 ， 以 了 解 學 生 過 去 學

過什麼，釐清課程未銜接之處，例如：在不

同學習年段、課程單元間，學習內容的連結

是否有疏漏、重複，進而有系統地發展課程

的架構與脈絡；可以發現內容 (核心概念、

能力與關鍵問題 )彼此的關聯性，作為構思

統 整 學 習 的 參 考 ； 可 據 以 了 解 完 整 學 習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與 評 量 要 求 的 結 果 ， 以 作 為 評

估評量是否適切的工具。以及反思教學、修

訂課程之參考，並且隨著知識日新月異，當

教 師 在 發 想 創 新 教 材 或 教 法 時 ， 可 以 運 用

課 程 地 圖 來 檢 核 課 程 的 適 切 性 ， 或 深 化 課

程 的 內 容 (Franklin & Stephens, 2009; 

Harden, 2001; Jacobs, 1997)。  

此外，因課程地圖是圖像表徵，可聚焦

討論的重點，作為教師交流想法的媒介，例

如：不同學科領域教師討論跨科 /域課程時，

可 藉 由 各 學 科 的 課 程 關 係 概 覽 圖 ， 有 效 能

地 溝 通 學 科 的 學 習 內 涵 ， 及 掌 握 某 學 習 階

段的課程圖像 (Jacobs, 1997;甄 , 2019)。從學

習的角度來看，使用課程地圖，可以看見不

同 階 段 或 課 程 之 學 習 經 驗 的 關 聯 性 ， 及 期

待 的 學 科 學 習 重 點 ， 作 為 規 劃 個 人 學 習 的

指引，也可作為反思學習的工具，進行自我

評量 (Harden, 2001)。  

課程 地圖 的 發展 基本 上 包含 了課 程 資

料 的 收 集 與 確 認 、 教 學 想 法 或 問 題 的 交 流

與釐清，建立共識，以及課程地圖的滾動式

修正，但每個步驟可視實際狀況調整、具有

彈性 (Jacobs, 1997; 盧等 , 2006; 甄 ,2019) 

，在建構學科的課程地圖時，可先從領綱的

學 習 內 容 、 學 習 表 現 提 取 出 重 要 的 概 念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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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再參考學科的屬性與精神，選擇合適

圖 示 表 徵 ， 來 呈 現 概 念 或 主 題 間 的 關 係 架

構，再經由反覆的研討修訂，使之趨於完善

(甄 ,2019)。而 Jacobs(1997)也提到在發展行

事曆課程地圖時，可參考以下 7 個步驟：

(1)搜集主題、概念、關鍵問題、先前教學

過程與技巧，以及評量方法等資料； (2)初

步審查教學資料； (3)透過教師小組會議搜

集課程意見； (4)透過大型教學會議討論教

學問題；(5)確認可立即修正的問題；(6)確

認需要長時間研討的課程問題； (7)反覆的

檢視與修正課程地圖。  

貳、本課程地圖的發展與運用  

一、本課程地圖的發展 

本 課 程 地 圖 聚 焦 在 ｢自 然 科 學 領 域 課

程 綱 要 ｣中 ， 有 關 國 中 階 段 地 球 科 學｢學 習

內容｣，經七位國高中地球科學老師，以及

一 位 地 球 科 學 系 科 教 教 授 組 成 的 團 隊 ， 透

過 多 次 會 議 溝 通 ， 釐 清 不 同 學 習 內 容 彼 此

間的關聯性、邏輯性，再融入地球科學所強

調 之 跨 時 空 的 學 科 精 神 ， 將 領 綱 的 學 習 內

容適當地轉化於以空間 (地球圈層 )、時間兩

個維度為主軸架構的課程地圖中。  

課程地圖需不斷審閱、更新修正，才能

與 時 俱 進 ， 滿 足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求 (Jacobs, 

1997)，本課程地圖版本也是經過多次滾動

修正確立，未來也會經實際運用狀況，持續

調整更新。  

具體而言，課程地圖發展過程，首先透

過 盤 點 ｢自 然 科 學 領 域 課 程 綱 要 ｣的 ｢學 習

內容｣項目，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來發展

本課程地圖，如圖 (二 )所示，縱軸｢空間｣維

度是指地球的圈層，包含地球、岩石圈、大

氣圈、水圈，以及外太空的天文，橫軸｢時

間｣維度則是從過去、現在到未來。  

接著，針對縱軸的每項主題，去找出所

對 應 的｢學 習 內 容｣與｢學 習 內 容 說 明｣， 根

據 每 個｢學 習 內 容｣彼 此 的 關 係 以 建 立 連 結，

以 四 季 變 化 為 例 ， 有 關 的 學 習 概 念 有 氣 溫

冷 暖 與 晝 夜 長 短 的 變 化 ， 所 以 ｢Id-IV-3 地

球 公 轉 與 地 軸 傾 斜 造 成 四 季 變 化 ｣連 結 到｢

Id-IV-1 晝 夜 長 短 隨 季 節 變 化 ｣與 ｢ Id-IV-2 

太陽的直射與斜射對地表溫度的影響｣，而

｢晝 夜 長 短 變 化｣又 與 晝 夜 交 替 、 日 昇 日 落

有關，所以建立了如圖所示的連結關係。  

同時 ，為 使 整個 課程 地 圖容 易閱 讀 使

用 ， 將 各 項 ｢學 習 內 容｣與｢學 習 內 容 說 明｣

做 了 一 些 簡 寫 ， 以 ｢Id-IV-1｣這 個 學 習 內 容

為例，原文是｢夏季白天較長，冬季黑夜較

長｣，改寫為｢晝夜長短隨季節變化｣，另外

每 個 學 習 內 容 有 其 對 應 的 學 習 內 容 說 明 ，

如 果 這 項 學 習 內 容 說 明 是 有 關 這 個 學 習 內

容的更深入、且明確的說明，那就會把它也

寫出來，並且以較淡的顏色來呈現，以原有

學習內容的編碼，再往下加一碼來呈現，例

如：｢Id-IV-1-1 地球自 轉造 成晝 夜 交替｣、

｢Id-IV-1-2 日出與日落的情形｣。若教學內

容 說 明 是 有 關 於 教 學 方 法 上 的 建 議 ， 則 因

為與學習內容，科學概念的部分較無關，就

不會標示出來。此外，因為氣候變遷也是自

然 領 綱 的 跨 科 主 題 之 一 ， 因 此 會 將 所 對 應

的跨科學習內容，也就是其編碼以 INg 呈

現的學習內容加入以便後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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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課程地圖的運用  
本 課 程 地 圖 可 運 用 來 了 解 國 中 階 段 地

球 科 學 學 科 的 課 程 圖 像 與 學 習 內 涵 、 釐 清

課 程 垂 直 銜 接 的 情 形 、 辨 識 可 統 整 的 課 程

內 涵 ， 及 檢 核 與 精 緻 化 課 程 設 計

(Jocobs,1997; 甄 ,2019)。  

(一)收集課程的學習內容 

在 本 課 程 地 圖 中 能 清 楚 呈 現 國 中 階 段

地 球 科 學 學 習 內 容 主 題 以 及 彼 此 的 連 結 關

係，教師在設計課程時，可先找到課程地圖

中 與 課 程 主 題 有 關 的 學 習 內 容 ， 以 掌 握 完

整課程內涵。  

查 詢 本 課 程 地 圖 時 ， 可 根 據 課 程 主 題

找 到 縱 軸 對 應 的 圈 層 類 別 ， 再 循 著 地 圖 的

連結，找到與主題有關的學習內容，步驟如

圖 (三 )所示。例如 :潮汐這個主題，對應的是

水圈，包含了｢Ic-IV-1 海水運動包含波浪、

海流和潮汐｣、｢Ic-IV-4 潮汐變化具規律性

｣(含｢Ic-IV-4-1 潮汐現象｣與｢Ic-IV-4-2 潮汐

對 生 活 的 影 響｣)以 及｢Fb-IV-3 日 地 月 相 對

位置｣，如圖 (四 )。  

 
圖三：地球科學課程地圖的查詢步驟 

 

(二)釐清概念的銜接 

透過課程地圖，老師可以了解學生在

學習某主題單元時，需先具備哪些概念知

識以及後續有關概念的架構，有助於避免

教學的重複或缺漏。  

例如潮汐主題的課程地圖 (圖四 )，涵

蓋水圈與天文兩個圈層，從圖可看出學習

內容包含：潮汐現象是海水運動的一種，

具有水位週期性變化的規律特徵，會對生

活造成影響，此部分是與水圈圈層有關的

學習內容，而潮汐現象的規律性的成因與

日地月相對位置的變化有關，屬於天文圈

層有關的學習內容，因此在教授潮汐單元

時，可先評估學生是否具備天文的月球公

轉、地球自轉等知識。

 

圖四：潮汐主題的課程地圖 

(三)辨識可統整之課程內涵 

在 設 計 與 地 球 科 學 有 關 的 統 整 課 程 時 ，

不同學科 /領域的知識架構或邏輯或有不同，

透 過 本 課 程 地 圖 ， 教 師 可 以 很 快 掌 握 地 球

科學有關之學習內容的邏輯、架構。  

從 圖 (五 )可 看 出 與 ｢四 季 變 化 ｣主 題 有

關 的 學 習 內 容 架 構 ： 四 季 變 化 包 含 氣 溫 變

化 以 及 晝 夜 長 短 變 化 ， 而 晝 夜 長 短 隨 季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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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化 的 成 因 ， 又 與 地 球 自 轉 造 成 的 晝 夜 交

替 現 象 ， 及 地 球 上 不 同 地 點 之 日 出 日 落 情

形不同有關。  

氣 候 變 遷 主 題 課 程 地 圖 的 時 間 軸 包 含

過去、現在、未來三個維度 (圖六 )，顯示與

主 題 有 關 的 學 習 內 容 ， 存 在 一 個 ｢時 間｣的

邏 輯 關 係 ： 氣 候 變 遷 產 生 的 衝 擊 在 過 去 已

經發生，而且目前持續進行中，甚至可能延

續到未來，因應這些衝擊，我們現在可以去

做的包括自然環境的保護，以及一些調適、

減緩的行動，並且重點是要能一直持續，這

樣才能促成永續發展。  

  天文-四季變化 

 

    圖五：四季變化主題的課程地圖 

 

(四)檢核教材資訊 

課程設計者可藉由本課程地圖來檢核教材

內容是否具邏輯性、銜接性以及符應課綱

內涵，並作為調整與修正課程或教材的依

據。 

如 檢 視 某 版 本 教 科 書 有 關 介 紹 四 季 的

教材為例 (圖七 )，其呈現的晝夜長短、直射

斜射，以及日昇日落的概念，與四季主題的

課 程 地 圖 涵 蓋 的 學 習 內 容 ｢Id-IV-1 晝 夜 長

短隨季節變化｣、｢Id-IV-2 太陽的直射與斜

射對地表溫度的影響｣、｢Id-IV-1-2 日出與

日落的情形｣是一致的，顯示教材所介紹的

科學知識有符合課綱學習內容。此外，當課

程 所 涉 及 的 某 項 學 習 內 容 有 所 異 動 時 ， 也

可根據課程地圖，找到相關聯的學習內容，

有效率地更新、修正教材。  

(五)發展適合學生的評量 

透過課程地圖有助於設計出適合學生

程度的評量，並針對某項技能或學習內容

進行發展性評量 (Developmental 

 

 

 

圖六：氣候變遷主題的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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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教科書與四季有關的內容，上為地球公轉圖，下為觀察者在北回歸線 

      的太陽視運動軌跡圖。本圖摘自 110 年版翰林版教科書(九上)。 

 

Assessment)(Jocobs,1997) ， 雖 然 本 課 程 地

圖 並 未 提 供 跨 學 習 階 段 的 學 習 內 容 連 結 ，

但 對 於 整 個 國 中 階 段 的 地 球 科 學 的 學 習 內

容 有 完 整 的 呈 現 ， 可 作 為 發 展 適 合 學 生 程

度 之 評 量 工 具 的 參 考 ， 尤 其 欲 評 量 學 生 對

自 然 現 象 完 整 理 解 或 概 念 的 生 活 應 用 時 ，

透 過 課 程 地 圖 的 學 習 內 容 的 連 結 關 係 ， 有

助 於 掌 握 真 實 情 境 脈 絡 之 評 量 試 題 所 涉 及

的科學概念。  

(六)作為教師討論課程的媒介 

課 程 地 圖 除 了 可 運 用 在 課 程 、 評 量 的

設計外，它也是教師間溝通對話的媒介，因

為 它 是 具 體 化 的 表 徵 ， 可 幫 助 教 師 聚 焦 對

話的內容，作為溝通課程設計想法的工具，

尤 其 非 地 球 科 學 科 的 老 師 ， 透 過 本 課 程 地

圖 來 掌 握 地 球 科 學 的 學 習 內 容 的 內 涵 ， 有

助於跨學科教師的對話與討論。  

綜 合 以 上 ， 教 師 運 用 本 課 程 地 圖 可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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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行有邏輯性、連貫性，且符應新課綱學

習內容的課程設計、評量之參考，及作為本

科 或 跨 科 教 師 間 溝 通 對 話 的 媒 介 。 具 體 來

說，教師在運用地球科學課程地圖時，可先

查 詢 到 課 程 主 題 有 關 的 主 題 與 界 定 主 題 範

疇 後 ， 再 根 據 地 圖 中 學 習 內 容 彼 此 的 連 結

關係，架構出主題的概念邏輯，最後依據授

課 時 間 來 決 定 關 注 在 哪 些 重 點 學 習 內 容 ，

並依此來設計課程活動內容。此外，從學習

內 容 項 目 的 連 結 關 係 ， 也 可 以 掌 握 到 學 習

者在進行學習活動時，應具備的先備知識，

可作為教學者檢核教學的參考。  

 

參、本課程地圖的未來性與限制  
本 課 程 地 圖 屬 於 一 種 課 程 主 題 的 關 係

概 覽 圖 ， 主 要 聚 焦 在 新 課 綱 國 中 階 段 地 球

科 學 的 學 習 內 容 ， 未 呈 現 學 習 活 動 以 及 評

量方式、各學習內容教學的先後時間順序、

地 科 知 識 與 其 他 學 科 學 習 內 容 的 連 結 ， 以

及 跨 學 習 階 段 之 地 球 科 學 學 習 內 容 的 連 結

關係，這是使用本課程地圖時須注意的。未

來可以整合高中、國中、國小的地球科學學

習內容，建構完整縱向連貫的課程地圖，使

之有更廣的課程設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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