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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共進，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推動與落實 

(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董柏伶提供) 

為期兩天的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在開幕後，隨即進行中心議題，此次中心議題以

「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推動與落實」為主題，分享及討論因應推動新課綱之相關作為。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 103 年 11 月 28 日發布以來，即引起教育界

的熱烈關注及討論。因應社會需求與時代潮流而與時俱進所規劃之新課綱，以「自發」、

「互動」、「共好」為課程理念、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除增加科技領域、明定各領

域學習節數外，更將新住民語文教學、家長參與、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等議題納入，期望

透過此次課程綱要之重新思維及規劃，在現行課程綱要之基礎上，持續引入教師之專業及

熱情，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培養具有終身學習力、社會關懷及國際視野之現代優質國

民。    

為完整介紹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相關作為，本次中心議題聚焦於行政機

關之政策推動、科技領域之規劃、前導學校之試行運作及教師專業社群之營造四面向。首

先登場的是「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整體準備」，從國小到高中

階段，就配套計畫、組織與法規、課綱的理解推廣與實踐及資源整備完整、具體的介紹現

行相關重要政策的推動作為，同時亦針對新設領域-科技領域之籌備進行分享，提供中央政

策之完整策略方針。    

而呼應著新課綱中互動及共好的精神，教育部成立「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建立「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協作機制」。設有課程教學研發、課程推動與實施、

師資培用與教師專業發展以及評量與入學制度等 4 個系統，分別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及高等教育司等針對所

涉法規、推動機制、實施措施等進行整體性規劃並協力執行各項工作，在行政協作的概念

下，完整且全面的規劃新課綱所需相關政策。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的著力及投入是展現地方教育特色、帶領學校創造適性教育，激

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課程的關鍵。會中由宜蘭縣政府、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進行

分享，在中央政策規劃及相關資源的提供下，地方政府如何因應並盤整現況、發掘推動新

課綱之「槓桿點」，找出地方特色、帶領所轄學校為邁向新課綱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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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導學校的試行經驗更是各界關注的重點。在本次會議分就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

中、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四種學校體制，邀請具有豐富辦理心得之學校進行分享，傳達「前

導」及「領航」之經驗。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以「系統性培力增能工作坊」為主要策略，達到提升教師專業

知能、進行學校有效經營與領導、課綱轉化與教學創新及學校文化的協同與創新的四項重

要目標；國立臺中家商承續「愛與分享的全人幸福學校」之學校願景，在新課綱之精神下，

著力推動多元創新課程並試辦跨科共備觀課，提升教師社群專業知能；高雄市立福山國中

則是以學校本位課程規劃、教材設計與實踐、素養教材的研發以及社群運作上積極著手，

依據學校現有資源與條件，發展出了以「全球公民」為核心的校本課程，從領域課程出發，

再以彈性課程融入，並透過校本活動進行整合，紮實地實踐新課綱的教育願景；最後國立

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在承襲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精神下，強調素養導向教學之課程轉

化，以「小市長選舉」之課程，向在場地方教育主管們介紹，學校如何透過教師之反思、

學生之回饋，轉化原有特色學校課程，呼應新課綱以孩子為主體之重要精神。 

最後，教師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最重要推手，教師教學熱情的燃燒、專業能力的提

升，更是課程改革推動的關鍵力量。教育部國教署近年來積極協助教師改變專業成長的氛

圍，鼓勵教學現場教師辦理由下而上自主推動教師專業成長研討會，此次會議亦安排了臺

北市立麗山高中藍偉瑩主任及南投縣爽文國中王政忠老師針對教師專業成長氛圍的改變

進行分享。我們發現，不論在高中階段或是國中小階段，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皆逐漸遍地開

花，透過每場次的參與人數及報名踴躍度中發現，改變教學方法、課程創新，讓教育回歸

本質，找回學生的主體性逐漸成為現場教師的最大課題，找回「教學初衷」也逐漸在教學

現場發酵擴散。而自 107 年度起，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課程內容將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更密切結合，增加教師設計跨領域統整課程之能力，透過對話與激盪，為孩子們帶

來符合核心素養學習課程。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願景，「自

發、互動與共好」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核心理念，教育部結合地方政府、學校及

現場教師的力量，共同合作、奠定課綱實施基礎之相關作為，期許引領國民教育發展邁向

新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