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 
推動新課綱的過程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王垠校長

壹、前言

教育部為精進高中教師教學品質，落實推動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要，自民國 94 年起，陸續成立各學科中心，作為學科教師專業社群

的溝通平臺，蒐集課程綱要實施意見，並研發彙整各學科教學資源，

規劃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另考量課程推動除了教學層面的變革

外，學校行政運作層面落實執行亦是重要關鍵，故成立「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課務發展工作圈」，發揮課務行政運作與學科專業之橫向整合

功能，統籌學科中心運作機制，建立全國高中課程綱要推動之縱向輔

導支援網絡系統，提升高中新課程推動成效。

學科中心第 1 期（民國 94-95 年）及第 2 期（民國 95-96 年）計

畫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規劃辦理，自民國 97 年起，依教育部行政指

示委託國立宜蘭高中擔任總召學校，統籌協調工作圈及學科中心年度

工作計畫業務。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民國 102 年起，由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接續工作圈及學科中心計畫行政督

導。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民國 105 年起，更名「普通型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及學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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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架構與編制

一、整體組織運作架構

民國 105 年起，工作圈除辦理高中課務行政主體業務之外，亦負

責統籌規劃及協調學科中心業務，由國教署、臺北市、高雄市、新北

市、臺中市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持續提供行政支援，同時結合學科

中心種子教師，主動提供各學科教師專業協助，積極扮演教師專業成

長及教學資源推廣之角色，形塑分區教師專業社群聯絡網，協助建構

教師專業發展輔導整合體系。整體組織運作規劃如圖 1。

 

 

 

 

 

 

 

 

 

 

 

 

 

 

 

 

 

 

 

 

 

 

 

 

 

 

 

 

圖 1  工作圈及學科中心整體組織運作關係 

 

 

 

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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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新北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

教育局 

行政協調 

行政支援 

圖 1  工作圈及學科中心整體組織運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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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推動工作圈組織編制

工作圈置委員若干人，由國教署聘請課程教學或評量學者專家、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或教師、產企業界專家、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

代表等擔任，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副召集人，統籌推展工作圈

各項工作；另置兼任助理 2 人、專任助理 5 人，辦理工作圈各項事務

工作。組織架構如圖 2。

圖 2  工作圈組織架構

委員

兼任助理

副召集人

召集人

專任助理

三、學科中心組織編制

各學科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執行秘書 1 人，委員若干人，專任

助理 1 至 3 人，兼任助理若干人，並置研究教師及種子教師，負責課

程教學研發及推廣工作，其組織架構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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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兼任助理

執行秘書

主任

專任助理

圖 3  學科中心組織架構

研究教師

種子教師

參、具體成果

為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工作圈及學科中心在「多元選修」、

「校訂必修」、「素養導向」、「跨科∕領域」及「議題融入」等五

方面，已有具體成果，分述如下：

一、多元選修彙編

工作圈在民國 101 年辦理「學校多元選修課程示例」徵選，並自

民國102年起辦理全國教師「學校本位特色選修課程教學計畫」徵選。

入選作品必須符合跨學科合作，強調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注重師生互

動討論及實作，並能展現協同教學及課程創新之精神。之後由工作圈

彙編成冊發送至全國各校，並辦理北中南三區分享會以強化學校課程

發展功能與落實選修機制，鼓勵教師分享優良教學設計範例，促進各

校經驗交流與觀摩，以協助推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茲將 101 年至

105 年入選之作品，附上 QR Code，以利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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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工作圈組織架構 

 

 

圖 3  學科中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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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訂必修

依據十二年國教總綱的規定，校訂必修課程內容為延伸各領域∕

科目的學習，並不得為部定必修課程的重複或加強。各校應開設校訂

必修課程 4-8學分。課程類型則以專題、跨領域∕科目統整、實作（實

驗）、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為主，用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

與生活應用之能力養成。

校訂必修可視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一環，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

（以下簡稱國教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普通高中課程規劃及行政

準備手冊》，規劃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七項步驟，可供各校參考，具

體說明如下：

（一）組織建置及運作規劃

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綱建置或調整課程發展相關組織，並進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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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相關規劃。

（二）背景分析及需求評估

分析課程發展的背景條件，如學校成員的特性、學校現有的課程

資源、學校的特色、組織文化及氣氛、相關的教育政策、解析產業界

現況等，另亦須評估課程發展的需求，包括成員的需求、課程發展所

需的資源、產業需要的工作能力及社會文化發展趨勢等。

（三）訂定課程願景及目標

依據背景分析及需求評估的結果，訂定學校層級之課程願景，並

訂定反映學校層級課程願景的課程目標。

（四）設計課程架構及課程地圖

配置各類課程的學分數比例及開設順序，形成學校整體課程架構

及課程地圖，並研訂呼應學校層級課程願景的領域∕科目課程目標。

（五）發展課程內容及活動

編擬各科目課程計畫，以知識地圖的概念，研擬同一領域課程內

涵在各年級的配置與銜接，以及不同學科相關概念的聯繫，並規劃可

運用的教學材料及媒體。

（六）規劃學習評量及輔導

設計多元、合宜的評量內容、方式及根據評量結果進行學習輔

導，同時針對學生進路發展的需求，規劃選課及生涯輔導配套措施。

（七）建立課程評鑑及回饋機制

擬訂及實施課程評鑑計畫，且運用課程評鑑結果檢討修正課程計

畫。評鑑計畫研擬之項目，可包括評鑑目的、組織分工、評鑑指標、

評鑑資料蒐集、評鑑實施期程、評鑑結果應用等。

基於上述校訂必修的規畫原則與步驟，105 年工作圈彙編兩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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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必修課程示例，一是地理學科中心的〈地方學〉，另一個是海洋教

育資源中心的〈海洋與我〉。由於校訂必修是 99 課綱中所沒有的課

程，所以還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供開發。106 年學科中心將持續研發校

訂必修課程，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前導學校加入研發的行列，相信 106
年的示例彙編將更加豐富多彩。

三、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為積極推動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今年工作圈分別與國教院和高

優團隊合作，研討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可行作法，並與學科中心建

立後續推動的機制，茲分述如下：

（一）工作圈與國教院合作

民國 106 年 4 月 27 日與國教院合辦學科中心 106 年度研討會，

目的是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整體布局，推展學科中心團隊

與種子教師專業社群效能，落實「核心素養」之理念及精神，研發並

推廣核心素養之教學與評量。邀請國教院、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配合研讀國教院「十二年國教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課程手冊初稿」

後，以領域分組進行分享與對話回饋。並邀請學科中心研究教師分享

已研發教學示例或評量示例，藉由專家學者說明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示例意涵，並以分組進行分享教學示例、評量示例與對話回饋。

（二）工作圈與高中優質化團隊合作

民國 106 年 9 月 1 日與高中優質化團隊一同辦理學科中心素養導

向團體共創工作坊，目的是為提升教師發展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理念與

動機，凝聚學科中心推動新課綱共識與方向，強化年度工作任務規劃

與實施。邀請高中優質化方案團隊帶領與會人員了解課程發展之脈絡

並團體共創分組進行活動及對話回饋，最後以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為

主軸，進行雙向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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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機制

工作圈基於上述與國教院、高中優質化合作的經驗，建立素養導

向教師增能培訓推廣機制（如圖 4），並建立學科中心素養導向教學

與評量示例研發流程（如圖 5）

國教院

普高課程 
推動工作 

圈

學科中心 
研究教師

培訓研究教師

培訓種子教師

分區推廣

學
科
中
心

圖 4  素養導向教師增能培訓推廣機制

圖 5  學科中心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示例研發流程

社群

研發

推展

由研究教師及種子教師組織社群 

帶領所有種子教師成立教學資源研發小組

教材教法、活動設計、實驗示範、教學評量、資訊融入教學等

專題研究或教學資源之研發

研發素養導向的領域教材及教學模組案例

舉辦社群研發成果發表會，展現學科中心年度教學資源開發成果

配合夥伴學習社群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將研發成果推廣至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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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科∕跨領域

強化學校課程發展功能與落實選修機制，鼓勵教師分享優良教學

設計範例，促進各校經驗交流與觀摩，以協助推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工作圈辦理 105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本位特色選修課程

教學計畫及實施」徵選入選課程作品，以「暢遊世界—參加模擬聯合

國」為例。

【課程單元一】

（一）課程名稱：認識聯合國與模擬聯合國

（二）學習目標：養成學生運用工具的能力（其中包含自主學習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運用外語能力、團隊合作能力、

關心全球議題）

（三） 實施過程：

▲教師說明本學期的

課程內容與介紹聯合

國、模擬聯合國

▲學生利用聯合國網

站，分組研讀與討論

聯合國的主要機構與

委員會

▲學生以英文報告

聯合國的成立宗

旨及曾經通過的

重要決議文

（四）評量方式：教師觀察學生搜集與彙整的資料、提問以檢視學生

的理解程度。學生在課堂上進行準備與練習時，教

師從旁觀察並適時給予回饋與建議。學生分組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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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教師指定的相關議題時，教師對學生上臺報告

與團隊合作等表現進行評量。

五、議題融入

依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實施通則，各校應將重要議題融入相

關課程中，以期讓學生在不同的科目脈絡中思考這些議題，以收相互

啟發整合之效。透過學科中心教案研發工作，蒐集議題融入各科教

案，進而推廣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實施經驗分享，鼓勵教師發展各項

議題融入教學設計。

例如，工作圈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27 日辦理推廣研習並融入環境

教育課程，讓參與成員在校園環境中認識八卦山常見的動植物，體驗

臺灣低海拔生態環境特色，並與鄉土教育相互結合闡述人類與環境的

互動，提升對本土環境的愛護關懷之情。學習活動包括認識臺灣的森

林、八卦山臺地動植物介紹、八卦山臺地的經濟作物與產業、校園山

林步道巡禮、食農教育體驗等。

肆、組織架構的調整

為有效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教育部整合課研系統、課推系

統、師培系統、評量系統，期能達成下列五項目標。

一、貫徹新舊課程銜接，落實十二年一貫課程與教學輔導機制體系，

提升教學品質。

二、強化、優化各學（群）科中心之服務效能，並提升各輔導人員之

課程教學、研發及諮詢輔導等專業知能。

三、串聯中央、地方至國中小與高中職及跨縣市、區（校）等各類型

學校之縱向及橫向協作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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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職及國中小階段課程與教學輔導支持體系之橫向、縱向連

結。

五、加強高中職階段及國中小階段課程與教學輔導支持體系之橫向及

縱向連結，提供各級學校完備之課程與教學輔導支持。

工作圈與學科中心作為課推系統的一環，在國教署的指導下，目

前正朝課程與教學三級輔導機制的方向做橫向統整與縱向連貫，如圖

6 所示。

普 ( 技 ) 高 
工作圈委員

學 ( 群 ) 科中心 
研究教師 

( 種子教師 )

高中職輔導團 
( 或課程中心、 

課程督學 )

各級學校 ( 高中、國中、國小 )

中央輔導群 
委員

中央課程與教學 
各學習領域輔導 

團輔導員 ( 中央團 )

直轄市、縣 ( 市 ) 
國教輔導團 
( 地方團 )

圖 6  課程與教學三級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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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與時俱進的任務

為體現課程與教學三級輔導機制的精神，民國 106 年 4 月在國教

署指導下，工作圈成立研究小組，建議 107 年工作圈與學科中心的任

務調整如下。

一、工作圈之任務如下：

（一） 配合課程綱要研修及協作相關工作，蒐集課程綱要修正相關意

見。

（二） 參與課程發展重要會議，彙整高級中等學校教學實務興革建

議。

（三） 配合課程及教學政策，推動課程綱要相關配套措施。

（四） 精進教師專業發展，規劃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相關研習、研討會

或會議。

（五） 建構學群科中心整合聯繫平臺，定期辦理學群科中心工作成效

檢核、聯席工作會報及實地訪視。

（六） 協助國教署綜理高級中等學校整體課程推動事務及其他交辦事

項。

二、學科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配合課程研發單位及工作圈，執行課程綱要研修及協作相關工

作，並蒐集高級中等學校教學實務興革建議。

（二）建置學群科諮詢輔導機制，成立種子教師社群，並協助各區域

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社群及教師課程共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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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發教材教法，彙整課程綱要所定議題融入課程教案，作為相

關教學資源。

（四）精進教師教學效能，依學群科領域特色及教學現場需求，辦理

全國教師專業研習，並推動跨領域（科）課程、專題課程或競

賽活動。

（五）充實及活化學群科中心資訊平臺，定期發行電子刊物。

（六）協助國教署與工作圈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分科課程推動事務及其

他交辦事項。

（七）其為學科中心者，應採課程領域聯合運作模式，推動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連貫與統整，強化跨教育階段之縱向連結。

學科中心現階段的課程推動有賴種子老師熱情的投入，今後為強

化學科中心的研究功能，每個學科中心得設置 1 名研究教師，至多

12 名，其任務如下：

‧ 與同領域或不同領域教師，共同研發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教

學及評量。

‧ 參與學科中心辦理之種子教師及地方政府課程輔導員增能工作

坊。

‧ 每學期至少一次公開授課。

‧ 參與學科中心辦理之全國性教學成果發表或教學研討會議。

‧ 提供擔任直轄市、縣（市）政府課程推動組織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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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時路，工作圈與學科中心已走過十一個年頭。展望未來，

就像哈金《祈禱》這首詩，讓我們深自期許：

願你擁有動物般的秉性

從不抱怨，從不喪氣

像鳥和魚那樣耐心地活著

把每一天都過成最好的日子

願你追索不老的智慧

熱愛真理勝過美麗

多麼飄蕩也不偏離航向

讓生命和工作合二為一

願你成為自己的里程碑

本篇完稿時間為民國 10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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