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級共構 ‧ 跨域協力」 
的新課綱實踐團隊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課程督學     廖俞雲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陳佩汝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科長   許嘉晃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科長     楊智雄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專門委員           劉靜文

壹、高雄款的新課綱實踐方案

「打造新世代 X 迎向新世紀」

有人說：新課綱跨不過濁水溪；范局長說：那要看是從哪個方向

看啊！這揭示著高雄團隊的努力與熱情，是能跨越種種困難，突破資

源的侷限。透過創新的策略與方案，從點到面，從學校到聯盟，各種

的跨級跨校跨域跨縣市的聯盟合作，讓高雄款的新課綱團隊，陣容龐

大，組織力強，當然也就越走越堅定，越走越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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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從需求出發，所以有感；因為轉化角色，所以選擇陪伴；因

為有伙伴，所以能夠專業支持！

高雄最大的亮點作為也就是從這樣角度出發：從

組織的形塑，跨級的合作，開展了獨步全國三級學校

課程督學協力模式，帶領國教輔導團及十二年課程發

展團隊，真實的協助各校從教學及課程層面翻轉教學，

從量變引發質變，就是期待集結高雄的熱血教師，一

起吹起教育的號角，讓教育的春天從高雄出發。

貳、從需求出發的行政作為

一、組織整併與活化

試行方案 
推廣政策 

規劃方案 
形成政策 

試行方案 
推廣政策 

召集人：范巽綠局長 

副召集人：黃盟惠 

執行秘書：陳佩汝 

督學室 國中教育科 高中職教育科 

國教輔導團 
十二年國教 
任務小組 

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
發展團隊 

國小教育科 

類前導學校 前導學校 各級學校 

規劃方案 
形成政策 

副召集人：王進焱 

十二年國教 
課綱推動小組 

相關科室 

諮詢秘書：游淑惠 

圖 1  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推動組織建置與運作方式

因應新課綱推動及精進計畫整合，高雄市籌組了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計畫核心小組，由局長擔任召集人，副局長為副召集

人，高中職教育科為主政單位，另有督學室、國中教育科及國小教育

科依照不同教育階段別及年度計畫進行課綱規劃與執行，並成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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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等學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團隊」、「國民中學十二年國 
教課綱推動小組」及「國民小學推動十二年國教任務小組」等三級輔

導小組，並協同「國教輔導團輔導小組」透過橫向與縱向的政策分享

及討論，讓十二年國教課程新課綱得更扎實銜接與延續。（如上圖 1）

督學室在原有的國教輔導團架構下，從 104 學年度起由市府自

籌經費配合高中職教育科共同組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團

隊」，負責高中職課程發展專業支持方案，落實與國中小課程銜接工

作，建立與全國各學（群）科中心單一聯繫窗口，協助各校能順利接

軌 108 新課綱並確實執行。（如下圖 2）（圖 3 為團隊成員）

圖 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團隊架構圖

圖 3  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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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先行與支持

圖 4

前導先行 推廣擴散

高中

課程種子講師
人數

前導學校校次 14/53 (26.4%) 36/89 (40.4%)

5060

48/24
(19.8%)

以學校為單位
採區域聯合諮輔模式辦理

國中 國小

深化整合

圖 5

結合高雄區前導學校形成策略聯盟，計有 30 所十二年國教課程

綱要前導學校：

高中：三民高中、前鎮高中、瑞祥高中、路竹高中、岡山高中、中山

高中及中山大學附屬中學 7 校普通型高中；高雄高工、中正高

工、高雄高商、私立中華藝校、旗山農工、中山工商及岡山農

工等 7 所技術型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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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福山國中、獅甲國中、前鎮國中、圓富國中、民族國中、國昌

國中、右昌國中及翠屏國中小等 8 所國中。

國小：福山國小、獅甲國小、溪洲國小、大華國小、新光國小、烏林

國小、大同國小及三埤國小等 8 所國小。

以國中的亮點作為為例：藉由輔導參與計畫之學校試行新課綱內

涵，盤點新課綱中重要的 6大議題（課程發展委員會轉型、公開授課、

科技領域整備、學校本位課程建構、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跨領域課

程規劃），組成校長議題精研團隊（6 小組），結合新課綱種子講師

成員、前導學校群實作成果，進行現況盤點、實務增能、策略研擬與

成果分享等各議題研討與深化，進而建立可行推動模組。（如上圖 4、
5）

在這樣的架構下，高中課督及國中小課督進行橫向及縱向的聯

繫，共同盤整課推系統機制，並協力培力課發種子團隊，在有限的資

源下共同執行新課綱推動工作 ｡

這最大的亮點作為是奠基於高雄市有著獨立運作的一棟輔導團辦

公室，三級課督及輔導員共同辦公，直接討論相關政策 ｡（如圖 4 中

三級課督共同討論之場景）

三、經費整合與運用：全面盤整計畫，互為支持系統

（一）高中部分：

因應 108 年國教新課綱，規劃跨域整合型課程合作，105 學年度

第 2 學期計有 10 校 11 件跨域課程產出，於 106 年 1 月 16 日進行成

果發表；106 學年度計有 9 校產出 9 案跨域課程，於 107 年 1 月 18
日辦理成果分享會，並推薦績優學校參加跨域特色課程暨多元選修課

程博覽會。107 年 5 月 8 日已辦理 107 學年度新提案計畫審查會，計

9 校申辦，將繼續產出課程模組並辦理分享發表會，以擴大新課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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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成效。106 年度迄今核定執行：經常門 732 萬元、資本門 288
萬元，合計 1,020 萬元 ｡

（二）國中部分：

規劃彈性學習課程發展與實踐先行試辦計畫，106 學年度上學期

先藉由社群運作與核心小組對話發展課程，並接續於 106 學年度下學

期利用一、二年級原空白課程進行課程實踐，共 14 所學校參與，補

助各先行學校鐘點費共 22 萬 5,720 元。

（三）國小部分：

辦理類前導學校申請，106 學年度補助 6 校，共 60 萬元，107 學

年度補助 10 校，共 80 萬元；協助申請科技前導學校 106 學年度補助

1 校，共 30 萬元，107 學年度協助申請 2 校，共 60 萬元。

各種的計畫來源與目的都不盡相同，但經過橫向盤整及縱向連接

後，就會形成更有效的支援體系。

四、資源導入與擴展

鼓勵各校參與各項課程專案，包含精進計畫、高中優質化輔助方

案、前導學校（含課綱、科技與藝才班）、科技教育整體計畫、活化

課程與教學計畫、課程領導的應用與深耕、夏日樂學、偏鄉特色遊學、

發展學校特色、分組合作學習、城鄉共學教學換宿、戶外教育、服務

學習計畫、教育行動區、素養本位標準評量試辦等等，也透過國小重

大面向共備基地、國中校校是新課綱推動基地計畫、彈性學習課程實

踐先行學校及科技教育市本課程等計畫，促進國中小新課綱之整備。

（一）在硬體的部份：

盤點高雄市 90 所國中（含完全中學），應有 124 間生活科技教

室，現有 44 間，107 年度分二階段設置，上半年核定 36 校、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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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52 校，將優先依據「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修正草案」建置生活

科技教室，每間補助 30 萬元（資本門 20 萬元、經常門 10 萬元）。

（二）在資源共享部分：

配合區域產業發展及學校科系或特色課程，擇定基地以共用概念

建置專業場域及充實設備，未來供各校課程排定使用，將設備使用效

益最大化。106 年度迄今核定執行：經常門 145 萬、資本門 200 萬，

合計 345 萬，共計建置三處專業主題基地：

1. 高雄高工 - 智能家庭應用設計工程師（智慧居家監控系統）：符應

市府宜居高雄理念。

2. 三民高中 - 巧創藝數位園（數位多媒體文創）：對應市府扶植數位

內容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3. 海青工商 - 文創手作土木情（手作模型文創）：藉由實際創意手作

技術，提升土木建築設計能力。

（三）在爭取資源部分

高雄市產學合作案包括職校與中鋼公司、台灣國際造船公司產學

攜手合作造船專班、林園高中中油化工科學班、仁武高中石化產學專

班、小港高中台電機電班、立志高中電競專班、路竹高中台糖循環經

濟班、六龜高中台水機電班、六龜高中太陽光電班、三信家商台糖商

業經營產學班、三信家商宏華產學班等。

另為充實技職教育經費，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申請教育部技

職再造競爭型計畫：發展務實致用特色課程、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學生業界實習、職場體驗、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專業群科專任教

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研究計畫、就業導向課程專班、充實基礎教學實

習設備、發展學校特色設備等共申請 9,596 萬 4,051 元。

55

第
一
篇
　
協
作
平
臺
與
機
制



參、用熱情點燃的專業陪伴

一、社群經營與連結：推動學校學習社群模式，促進專業成長

國中校校有社群，已達 100%，其中跨校 / 跨領域 2 群 2 校、進

階型社群 8 校 8 群、主題運作式社群 13 校 13 群、基礎型社群 53 校

83群；國小社群計有242校，達100%，其中精進社群有298群215校，

達 88.8%，259 團基礎社群、39 團進階社群；學校自辦社群有 27 校、

68 群；教專實踐方案社群鼓勵老師跨領域跨校交流，共有 72 群；高

中學校更在優質化計畫的支持下，社群發展更是極具特色，開發課程

及專業成長均有績效。茲舉高中、國中、國小各一例說明：

（一）PIKA 出門交朋友：

這應該是目前高中階段最火紅的共備社群了！這群高中老師因應

新課綱中的「探究與實作」全新的科目組成的課程共備團隊，不但跨

領域、跨校還跨越縣市，從南到

北分享課程，陪現場老師共備，

迄今已經協助 16 個縣市，辦理

過 20 場次的工作坊，全國的社

群夥伴已經累積 164 人。這麼亮

眼的表現，今年更入選 2018 親

子天下創新 100 選的殊榮，影響

力將倍數成長。

（二）國中共創與實踐跨校工作坊（騎士團）

由學校代表跨校匯聚組成學習群組，提供不同視角之創想策略，

形成政策推動的創意夥伴。透過工作坊進行聽講、分享、實作，以焦

點討論法凝聚新課綱共識，並以學生圖像為基礎，開展與實踐新課綱

精神，藉由社群對話與自我增能以期成為協助各校盤點校本願景與規

劃彈性課程之核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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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KOM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社群」

成員包含課程督學、輔導團專任輔導員、學校校長、主任、教師

等，從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執行，自 106 年 10 月至今已召開 12
次共備會議及檢討會議，也辦理全市四梯次共 60 校（含國中小）進

行 4-6 天核心、進階、回流課程，產出各校之本位課程發展架構及校

訂課程設計。

感動陪伴、支持協作

持續推動

備觀議課

研發核心素養、

跨領域等教學 /
評量示例

課程領導人增能

學力提升方案

新課綱推動

有效教學

教師專業社群

多元評量

補救教學

跨校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 /成果發表

二、課程跨域與實踐

（一）在國小階段：

地方學課程素養導向課程搭配美國波士頓學者來台期間所辦理之

研習，除借鏡國內外經驗交流分享，由實地參訪「看見．輕旅行」搭

乘輕軌，城市導覽覺察城市問題，將研習場地擴展到鹽埕公有市場、

駁二及搭乘輕軌，遊覽亞洲新灣區。本次工作坊採分組報名方式進

行，每一組 3 位，共有 18 組報名，從本位出發運用博物紀錄法，進

行問題探究與思考策略，運用議題、環境、觀察、專長科目及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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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的思考，聚斂所觀察及與城市相關問題。 

（二）在國中階段：

以海洋社會、科學、資源和文化為主軸，結合產業經濟運動休憩、

生物多樣科學探索、環境思維永續發展、藝術生活文化歷史等面向，

透過資源盤點、課程發展、活動辦理、人才培訓和資源建置等策略，

自 2016 年起迄今已進行課程盤點 2 次，特色教案甄選數百件、培訓

種子教師 50 位、研發課程模組 20 項，由 32 所核心學校推展到 64 所

臨海學校，以發展本市海洋市本課程。

（三）在高中階段：

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是旅法導演陳慧齡女士發起，由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全力支持的跨教育階段、跨領域、跨校，乃至跨國的教學計

畫，期以多元的藝術創作活動為形式，引導台灣的孩子以藝術寫歷

史，並從詮釋記憶的行動中，建構出個體與群體的身份認同。引導

學生訪談祖父母，進行長輩的肖像畫創作，學會述說自己的家族故事

後，再進一步建構社區記憶，學會為一塊土地立像。最後，更將畫像

集結成「時代臉譜博物館」，並與國外學生進行「世界家族故事交

換」。本計畫首重以家的記憶為起點，尋找家族精神，再走進島嶼的

土地，走進群體的記憶裡追尋島嶼精神，最後走出島嶼，在尋根的路

上，與世界青年結伴同行，互相傾聽、思辨、行動。

截至 107 年 6 月，計有高雄市高雄女中等 9 校及 9 縣市 12 所學

校參與島嶼的集體記憶共備課程計畫，包括屏東縣 2校、新北市 2校、

宜蘭縣 1 校、彰化縣 1 校、苗栗縣 1 校、台北市 2 校、澎湖縣 1 校，

桃園市 1 校、台南市 1 校。

而 107 年 4 月在高雄港邊鹽旅社辦理 2018 翻轉高雄教育節地方

學課程展覽，為期 9 日，並首度與民間社團合作，共吸引 450 人次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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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進一步

將擴展課程觸角，

跨域結合台積電

與日月光等企業，

聯手推展島嶼課

程，讓影響力擴

大，號召更多人

參與。

三、教學翻轉與深化

「在高雄，在地教育節並沒有特定教育門派的號召為支撐，打的

是在地實踐、手拉手凝結起來的教育動能。「教育『節』指的是一個

節氣的節慶。我覺得比較像在辦教育週年慶，讓大家的改變群聚且有

感覺。」高雄輔導團廖俞雲和團隊深入各校觀課，不僅找更多教育好

手、名師陪伴，更把現場默默耕耘的好點子，拉出來共享。

以學生為中心、培養出解決生活問題能力、將知識應用於生活當

中的學生，都是各個教育改革的論點的共通點，沒有標準答案，只待

教學現場的親、師、生，找出願景，一起實現愈來愈好的台灣教育。

「我們從共讀開始設計『發現你的文案力』，共備中我們

老師間翻臉、衝突的狀況，也發生在學生身上，」小港高中美術

老師方姿文、歷史老師洪慧霖、地理老師張哲倫分享課程時打趣

回憶。他們期許自己的教學，能啟發孩子『用心生活就是最好的

學習，且讓創作，成為職場上、生活中最好解決問題的工具甚至

武器』。其實，不論教學成品是不是有質感的宣傳明信片或是影

片海報，建立於背景知識及自學新知上自發、和同儕互動達到共

好，這樣的過程，就是教師群以及學生群最重要的素養。

這是親子天下記者程遠茜的報導，也是高雄在這一波翻轉教學的

最佳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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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溪埔國中「溪望種子  樂遊花埔」遊學計畫，希望透過在地

特色遊學的課程設計，讓學生了解在地社區豐富的資源和淵遠流長的

人文故事。透過 HOPE 課程：「文史認識、體驗學習、藝文休閒和

產業探索」四方向的帶領、引導，培養學生擁有文宣創作、雙語導覽、

接待表演和行銷推

廣的能力，找到自

己的亮點和未來的

生涯方向，未來能

擁有充滿創意的行

銷能力，推廣家鄉

產業。讓更多國內

外的遊客體會、了

解高雄市大樹區之

美，促進大樹產業

之蓬勃發展。高雄

展現了驚人的創新

與課程設計能力，

透過課程博覽會與

教育節的辦理，讓

老師的動能被看見，

進而繼續擴展。

四、因地制宜的策略

國中小優質教學團隊入校，共商解決教學困境之策略，發揮國教

輔導團「標竿」精神，106 下半年度（7-12 月）到校諮詢服務，共辦

理國中 33 場次，服務 55 校，國小 37 場次，119 所學校派員參加。

同時推動「夥伴學校輔導協作計畫」，專業服務宅配直達偏鄉，

針對偏鄉師資缺乏，非專長授課情形嚴重的學校，進行一對一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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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藉以提升偏鄉師資的教學知能，「夥伴學校輔導協作計畫」，

國小執行 23 場次、7 校；國中部分執行 30 場次、9 校。

除此之外，高雄的聯盟更是別有特色：

（一）北高學園

北高雄阿蓮、路竹、湖內、茄萣四區 25 所國中小和高中，面對

少子女化的衝擊，學子外流越區就讀情況嚴重，社會對於學校辦學有

極大的期待，因此整合資源發展各校成立特色課程，有效銜接學區國

小發展特色，以「翻轉、創新」為核心理念，建構多元展能平台，形

塑各校辦學特色和擴展學生學習觸角，提升學生自信及競爭力，打造

「北高雄創新學園」成為特色品牌，提高適齡學生留在社區就近就讀。

結合阿蓮國中英文領域、路竹高中國文領域、茄萣國中數學領

域、一甲國中自然領域、湖內國中社會領域等團隊透過校際合作，強

化教師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機制，提升教師教學成效，增進學生學

習效能。建立創新特色發展學校在地課程、並提升北高雄湖內、茄萣、

阿蓮、路竹等區內國中小學生語文、數學、自然及社會學科能力。

（二）大寮學園

呼應政府新南向政策，邀請大寮區國中小夥伴學校一起參與而成

立的「大寮國際學園」，是全國第一個培育新住民人才的重要基地，

透過大寮國際學園，規劃新住民學生的語言與文化學習，以區域性的

推動各項國際化教育活動，朝「跨校交流合作」、「人才培育合作」

與「課程交流合作」方向邁進，達到資源分享、典範轉移、互惠成長

與共創雙贏的目標，強化未來南向發展的競爭力，並建立拓展臺灣全

球化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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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四張照片就是高雄團專業支持在地陪伴的最佳寫照，培力輔導員協作國中

小夥伴，導入外部資源直接協助學校課程計畫，周末假日陪伴老師共備身影處處

可見。）

肆、展望

從 106 年的課程博覽會，成功地引發老師的動能，由下而上讓老

師們打開教室，走出學校，讓老師的好被看見；到 107 年的「2018
翻轉高雄教育節」，從高中學校向上對接，向下攜手國中國小，橫向

連結社區大學及在地企業。為期一個月的各式活動：名師到高雄公開

授課、三級學校校長及老師公開授課、教育節大會、地方學展覽、城

市論壇及小巷論壇，提供舞台讓老師展現真功夫，吸引近 3,000 人次

的全國教師、學生及民眾共同參與，成功的匯聚新課綱的實踐能量。

接續這個動能，在新課綱上路的前一年，高雄團隊會深化對各校

的協力，讓每一個學校都在前往新課綱的位置上，讓新課綱的藍圖能

夠穩健的被實踐！

本篇完稿時間為 1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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