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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帆領航–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新課綱課程規劃團體共創工作坊 

(圖文/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王文信提供)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新課綱）之課程即是點燃所有學校落實「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之想像

熱情及實踐熱忱的那把火。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為激發市內所有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對於新

課綱課程規劃之團體動能，特別與國教署遴選之高雄市內前導學校支持系統共同整合資源

並攜手策劃，於 6 月 5 日假樹德科技大學辦理「新課綱學生圖像暨學習地圖實務撰寫工作

坊」，為大高雄地區 20 所國、市、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在新課綱課程的規劃上，開啟

一個共築願景、攜手共進及團體協力的對話平臺。本次工作坊共有 100 多人報名參與，成

員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及教師，參與熱烈之情況超乎預期，可見在因應此波新課綱之課

程規劃及準備上，各級學校無不卯足全力積極應對。 

教育部於 103 年發布新課綱總綱後，國教署即遴選前導學校試行轉化新課綱之課程規

劃，於 106 年度更是擴大辦理，在技術型及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部分，共遴選 29 校擔任

技綜高前導學校，計畫團隊除針對新課綱之相關變革規劃前導學校之增能培力外，同時也

賦予前導學校須扮演區域分享、帶領及推廣之角色，以將試行新課綱經驗提供予他校借鏡

參考。在 29 所技綜高前導學校中，位處大高雄地區之學校有 4 所，包括國立岡山高級農

工職業學校、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與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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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中華藝術學校等 4 所前導學校，為激發高雄市內所有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對於新課綱

課程規劃之團體動能，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 6 月 5 日與市內前導學校合作辦理「新課綱學

生圖像暨學習地圖實務撰寫工作坊」。 

當天在樹德科技大學辦理，共有 100 多人熱烈參與，成員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及教

師。本次工作坊在課程的規劃上，首先透過講師的引導及帶領，讓與會的師長進行焦點討

論，從新並從心理解新課綱總綱之理念及精神，進而讀出疑惑、讀出優點、讀出解決方案、

讀出新課綱總綱與第一線教育人員的密切關聯，更讀出學校未來實踐新課綱課程目標的策

略及方法。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課程督學廖俞雲表示：「學校藉由一起解讀屬於我們的課綱

新滋味，讓課綱跟我們產生緊密的關聯，有關聯，才有對話的開始。」與會成員，也經由

共同討論、激盪及聚焦，更清楚掌握此波新課綱在技術型高中所強調之「以學生為主體」、

「素養導向」、「務實致用」、「連貫統整」、「適性揚才」及「終身學習」的核心議題，更為

學校未來落實學校本位課程規劃、教師教學實踐及教師專業成長，奠定團隊合作及共創發

展的新基石。 

「方向對了，且開始動身，就不怕路遠」因為技術型高中的設科複雜特性及新課綱總

綱賦予該類型學校的任務重點，讓學校在未來規劃校本課程時，更需有一個統攝「自發、

互動及共好為基礎之核心素養，並具務實致用及終身學習能力」的學生圖像，所以，工作

坊在與會人員理解新課綱總綱規劃理念與課程精神的基礎上，藉由引導教師以「自由書寫」

方式，帶領與會人員從成就學生的角度，逐步由學生的表現提取出學生的特質，再經由成

員的共同對話，在學生的共同特質中歸納出學校對於學生的期待，並進一步淬練出學校特

有的學生圖像，「這是一趟自我省思的歷程，讓我有機會再次檢視自己投身教職的初衷與

最大的樂趣：讓我的學生擁有更多的能力與勇氣，去追尋自己的成功未來」現場教師如此

表示；確實，一張張結合新課綱理念、學校願景及學生學習圖像的海報，是與會成員在不

停的省思、對話與企盼、雀躍的眼神中，凝聚、浮現而成，這是如此真切的想像，而這個

想像，將會是我們給下一世代學生起飛的起點。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表示，本次工作坊揭示技術型高中系統化課程發展培力新的里程碑，

市內國、市、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齊聚一堂為新課綱的實踐共同凝聚出各校的學生

圖像，未來，各校將以終為始，在學生圖像的引導下，整合各群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產

業及學生之需求，發展各科教學目標，並漸次發展出群科校訂課程架構，及符應專精、多

元與跨域能力和務實致用人才培育的校訂選修課程。一天的工作坊，時間很有限，但啟動

學校教師的熱情後，這股動能就會繼續運轉下去。教育部表示，前已宣布新課綱調整至 108

學年度實施，惟就相關配套之規劃，教育部仍積極辦理準備。107 年度將逐步倍增前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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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規模及數量，期透過更多學校的參與及回饋，以完善後續推動新課綱之各項配套及措

施。我們始終相信「不怕念起，只怕覺遲」，高雄地區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新課綱課程規劃

團體共創工作坊的揚帆領航，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後續國教署將循此模式，積極與地方

政府協力合作，以讓前導學校充分發揮種子效應，達到分享、帶領及推廣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