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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化  課綱深化—活化課程 
與教學計畫之辦理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主持人 /

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葉興華

壹、前言

課程與教學是教育的實質內容，直接影響學生學習，因此其調整

總是備受關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

綱）已於 103 年 11 月公布，各領綱也已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

審議大會」審議完成，預計 108 學年度起自各教育階段一年級起實 
施。新課綱的研修乃盼解決現今的許多教育問題，並因應社會變遷、

世界潮流發展，實踐「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之願

景。

總綱以「自發」、「互動」、「共好」為基本理念，以三面九項

之核心素養為各領綱發展之主軸，並藉此引導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方式

進行調整。雖然各領綱在 108 學年度方實施，但許多教師在專業意識

自覺之下，早已在各地散發一波波的動能，希望藉由教學的改變，帶

領學生進行不一樣的學習。而如何支持教師讓能量源源不斷且向外擴

散，為新領綱實施奠定基礎，便成為主管教育機關推動新課綱時之思

考課題。

近年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積極推動

多項計畫，協助學校、教師進行課程與教學之改變，「國民中小學活

化課程與教學計畫」即是其中之一，此項計畫執行已邁入第四年，期

間發展出許多實施經驗可供學校、教師實施新課綱參考。以下將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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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緣起、概況與成果、執行經驗之借重，與結語等部分加以說明。

貳、「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推動緣起

104 年國教署發布「推動大學協助偏鄉地區國民中小學發展課程

及教學作業要點」，希望透過大學團隊長期協助偏鄉地區學校教師發

展課程與教學，提升偏鄉學校之教育品質。同年，也藉由「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活化教學作業要點」之頒行，鼓勵

同校和跨校教師，及法人團體組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重視教師

自發性之專業研討進行專業發展，進而推動課程活化與教學創新。此

兩項計畫均希望順著校園的民主氛圍因勢利導，給予教師支持、帶動

校園專業文化的形塑，為新課綱的實施奠定基礎。105 學年度時，二

要點合併成為同項作業要點中的兩項子計畫；107 年 2 月時更增加一

項子計畫—「協助學校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計畫」，並

將原本之「協助偏鄉地區學校教師精進課程與教學之能之教學訪問教

師計畫」列入子計畫 4，讓國教署協助國中小落實新課綱的引導工作

更形完善。

本項計畫涵蓋四個子計畫，子計畫一至三由國教署委託臺北市立

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團隊（以下簡稱執行團隊）協助執行。計畫

執行除了由國教署提供學校、教師經費的資助外，亦藉由計畫審查與

各項行政支持提供導引，三項子計畫之執行引導方式整理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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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活化計畫子計畫 1 至 3 辦理說明

子計畫名稱 申請對象 補助經費 執行方式與內容

子 1- 推 動 學

校教師實踐自

主活化計畫

1. 國中為主，

國小亦可。

2. 由跨校之國

民中小教師

組成之專業

學習社群

最高 10 萬元 1. 由申請單位 10 位以上教師

提出申請，並依需要邀請學

者專家協助。

2. 以學生為主體進行分組合作

學習等課程與教學活化，協

助學生學習。

子 2- 協 助 學

校落實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計畫

國中為主，國

小亦可。

最高 12 萬元 申請單位以課發會成員為核心

組成小組，進行十二年國教

學校課程計畫發展工作，並

邀請經培訓之協作人員入校

協助。

子 3- 協 助 偏

鄉地區學校發

展課程與教學

計畫

教育部偏鄉地

區名錄之國民

中小學

最高 15 萬元 由申請單位 10 位以上教師提

出申請；並由一固定之大學

團隊提供長期支持、陪伴，

並協助發展課程與教學。

子計畫 1 和 2 雖然申請的對象以國民中學為主，但有需要且能

提出完整計畫之國民小學亦可為補助對象。子 1 除了可以學校為單位

申請外，也鼓勵教師跨校際尋求專業發展的夥伴組成社群提出申請，

通過者可由執行團隊提供經費核銷之行政協助。子 2 部分，主要目的

在直接協助學校為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實施做準備，國教署還特別委請

國立臺灣師大陳佩英教授、宜蘭教育處退休之簡菲莉處長培訓協作人

才，以有效帶領學校和教師解決行政問題、發展學校課程。子 3 部分

則是由固定之大學團隊和學校進行長期性、整體性之協作。三個子計

畫分別針對不同專業發展學校進行設計，有些需要長期、固定和全面

性支持；有些需要不定期、重點式協助；有些需要從改變教學著力；

有些則可邁向系統性的課程規劃。但不管需學校需要和教師專業發展

的情形為何，本計畫執行即秉持鼓勵教師考量學生需要，並採自發、

協同、精進、創新、有效之理念改變教學方式，提升學習成效，此即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最核心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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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推動概況與成果

一、參與學校概況

「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自 104 學年度開始推動後，每年 3-4 月

均辦理全省分區說明會，計畫中所強調之「自發、協同、精進、創新、

有效」之理念深獲學校和教師之認同，除了部分學校因校長更替未能

繼續參加外，多能持續參與，同時隨著十二國教新課綱實施的時間迫

近，參與學校之數量也快速成長，其統計如下表 2。

表 2  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參與學校數

子 1 教師實踐自主

活化教學

子 2 落實 12
國教課綱

子 3 協助偏鄉學校發展

課程與教學

辦理年度 國中小 跨校社群 國中小 大學團隊 偏鄉國中小

104 學年 - - - 27 47

105 學年 106 9 - 37 61

106 學年 85 20 190 50 64

107 學年 37 19 289 55 70

說明：截至 107 年 9 月之統計

二、參與學校成果

為記述各校辦理情形，執行團隊以徵求自由投稿的方式，分別於

105、106、107 年分別出版《攜手桃花源 - 偏鄉中小學與大學輔導團

隊課程攜手經驗實錄》、《探訪桃花源 - 中小學活化課程與教學社群

經驗實錄》、《耕耘桃花源 - 中小學與活化課程與教學社群經驗實錄》

三冊書籍。參與學校在專家學者的協助下也獲得多項的肯定，就以教

學最高榮譽，教育部教學卓越獎為例，105學年度時澎湖縣合橫國小、

屏東縣餉潭國小榮獲全國金質獎；106 學年度臺東縣大武國中、臺中

市博屋瑪國小獲全國銀質獎；107 學年度榮獲全國金質獎的為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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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光國中、彰化縣鹿鳴國中、澎湖縣鳥嶼國小，獲得銀質獎的則為彰

化縣原斗國中、臺南市東原國中。此外，更有許多學校代表所屬縣市

參加全國教學卓越獎評選，參與教育部及其他部會或民間機構各項課

程與教學活動評選者更是不計其數。同時，107 年 6 月 23 日假臺北

市立大學辦理「創新活化  師生共好」成果分享活動，在三場研討中

有 6 所學校 4 個跨校社群口頭分享執行經驗，54 所學校和跨校社群

以海報方式發表辦理成果。

肆、「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執行經驗之借重

為協助各校經驗交流有效執行本計畫，執行團隊於臉書平台建立

「攜手桃花源」粉絲頁、辦理期中交流、訪視了解學校需求，並透過

訪談、觀察、調查等方式了解實情行後，綜整下列之成功辦理經驗供

各校作為實施新課綱之參考。

一、課程領導人的規劃支持是關鍵

教師長期投身於自己的教學中，最關注的是自己任教年級和班

級、自己授課領域或科目的教學問題；但學生學習必須關照橫向的統

整性、縱向的銜接性，及知情意的全面性。因此，在教師的專業發展

過程中，除了尊重教師的需求外，課程領導人提供支持，並在行政的

視野上引導教師聚焦實有必要。

執行團隊的 106 年的調查發現，參與計畫九成的教師表示，學校

能在增能活動辦理給予支持；安排研討時間及提供空間上給予支持也

有六至七成；能整合資源靈活運用者也接近六成。課程領導人若能擬

訂目標，透過中長期的規劃則更能展現成效，例如前述之澎湖縣合橫

國小和鳥嶼國小、臺中市博屋瑪小學、臺東縣大武國中等均持續參與

本計畫；在訪視中也發現，臺中市中山國中、澎湖的文光國中，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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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教務主任的帶領下，透過教學創新、跨領域合作等，為學生學習

帶來新風貌。

二、關注學生的興趣需要是起點

總綱「自發」理念中重視的是學生意願與動力的激發，而其必須

以學生的興趣需要為起點，選擇適合的素材與學習方式，然後引導至

知識和方法學習，進而能夠活用、實踐，實現「互動」、「共好」之

理念。執行團隊的調查發現，參與學校的教師九成以上會將目標設定

在提升學習興趣；提升低成就學生學習表現，以及表達溝通能力都在

七成左右；提升學生高層次理解與思考能力也達六成。在訪視中也發

現澎湖離島白沙鄉的鳥嶼國小運用退潮後的潮間帶，引導學生進行夜

照課程探索海洋生態、生物的迷人之處；臺中市外埔鄉的馬鳴國小，

結合食農教育引導學生觀察昆蟲、土地和作物生長的奇妙關係；臺東

縣大武國中辦理了「圖書館驚魂」的夜宿活動，引領學生進入閱讀的

世界。這些關注學生興趣需要為起點的教學，有效的引導學生進入知

識、方法之學習。    

三、教師專業意識的激發是礎石

學生的學習需要意願、動力，教師的專業成長亦是如此，而教師

的意願、動力有賴內在專業意識的激發。因此，本計畫希望透過學校

行政的鼓勵，在重視學生學習、教師專業需要之前提下，由學校和教

師自行規劃專業成長活動，在符合需求的學者專家引導下，帶領教師

體認教學的意義與重要，進而精進教學的內容與方法。

執行團隊的調查也發現，在李克特五點量表中，校內教師間專業

互動更為熱絡的平均分數達 3.98。此外，本計畫亦提供教師跨校際社

群的支持，例如 Sci Flipper、數學咖啡館等全省參與的教師都相當多；

還有，以國語文教師為主之語文共舞等地區性的社群，這些都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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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成長，但不一定在校內找到有志一同者的教師能有專業之歸屬，

在專業成長的過程中，不僅激發了專業意識，教學更隨之活化。

四、備觀議課是專業學習之展現

總綱之「共好」理念乃知識方法習得後之活用與實踐。學生學習

需要活用與實踐，教師師專業成長後力行實踐也才能讓學生獲益，而

總綱也規定，新課綱實施後校長和教師每年須至少公授課一次，並接

受專業回饋。過去之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不一定能和教師的教學實踐進

行連結，故成效往往不彰，本計畫申辦審查時鼓勵學校從教師的需求

出發，增能後進行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執行團隊於執行第二年（106 年）調查中發現，透過計畫執行後

會進行共備的教師約達七成，能進行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比率也達

63.1%，而這樣的比率正隨執行時間而上升。教學在這樣的專業實踐

後，課堂師生對話增加、分組學習機會提升、學生發表與思考次數增

加、體驗或實作活動增加等改變在李克特五點量表中，平均分數均達

4.04 以上，顯示本計畫之執行已經讓教師之專業成長從靜態的學習轉

為動態的實踐。

五、社區連結是課程發展之助力

國民中小學的入學採學區制，學生多來自於學校所在的社區，社

區也是學生的生活和學習場域，其中也擁有豐富的資源，因此學校和

社區若能維持緊密關係，社區的發展和課程與教學進行則可相得益

彰，但是學校和社區之間的關係區需要經營。

從本計畫進行的訪視中發現，彰化縣芳苑鄉民權國小結合本計

畫，在臺中教育大學團隊的協助和社區的支持下順利轉型為實驗學

校；臺南市後壁國中在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團隊的協助下，透過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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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教學的改變增進了學生在地的認同；屏東縣新埤國中在屏東大學

教育系的協助下，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爭取社區和家長認同，不僅學生

回流增加，優秀學生更願意留下就近入學，為教師的教學和學校發展

形成了良性的循環。

伍、結語

新課綱的真正意義不在紙本課綱的公布，而在於能否轉化為教師

的課堂實踐；教師的教學也不應該被動等待課綱公布才進行改變，而

要配合社會脈動和學生需要隨時進行調整。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自

發」、「互動」、「共好」之理念，重視學生適性發展與素養導向的

課程與教學之設計，此種理念、做法早已在教育現場發芽，許多教師

透過自主的專業成長活動追求教學活化，並為課堂帶來了不同的風

景，如何給予這些教師最佳的支持，「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便是國

教署諸多作法之一。本計畫之執行已進入第四年，加入之國中小學逐

年增加，代表著教學活化的正在教學現場擴散，而課綱的深化也積極

開展，期待能有更多學校和教師共同為「教學活化 課綱深化」而努

力。

本篇完稿時間為 1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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