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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總綱的相關規定中，強化跨領域／科目的課程統整與應用，實為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各階段課程改革的重點。本研究主要以兩所國中為主要研究場域，以一年的研

究時間，深度探討於學校與班級中，有關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的發展、設計、轉化與

實踐的歷程，跨領域的課程實踐係包含跨領域的課程發展與設計、跨領域的教師共備

以及跨領域的教師協同教學等作為。本研究所選擇的兩所學校為陽光國中及彩虹國中

（均為化名），兩所學校所處的情境條件不相同，陽光國中是屬於都會的中型學校，其

班級數為 41班，彩虹國中是屬於偏鄉的小型學校，其班級數只有 6個班。 

  根據本研究結果，對於國中落實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的實踐策略，可歸納為下列

三點： 

一、中型以上學校可採由下而上的課程發展模式，偏鄉小校可由全校成員共同發展跨

領域的課程方案 

  陽光國中全校約有 120 多位老師與行政人員，而彩虹國中只有約 20 位老師與行

政人員，故不同規模學校有關課程發展的組織與運作方式有所不同。陽光國中採取由

下而上的課程發展模式，先由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及學年會議彙整各方想法，再透過學

校課發會來進行跨領域課程的整體規劃。而彩虹國中規模小、教師人數較少，較多時

候可以進行全校性跨領域課程的討論與共備。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針對不同規模的學

校，給予差別性的資源或相關的補助措施，以利國中端跨領域課程的實踐。 

二、中型以上學校可透過跨領域／年級的課程共備、聯絡教學以及班群教學等方式 

，以進行跨領域的課程實踐 

  中型以上國中若要實施跨領域課程，可以操作的方法為：（一）實施跨領域及跨年

級的課程共備，以形成跨領域的課程方案，然後分科實施教學。例如：陽光國中發展

「科技的家鄉」之主題式課程，然後，係由各年級各科的老師分別進行教學。（二）各

科教師雖然分科進行教學，但可與相關科目的老師實施聯絡教學。例如：數學老師在

教「誠實的阿基米德」時，與表演藝術的老師進行連絡教學。（三）實施班群教學，以

二到三個班級為一班群，結合不同班級與不同領域／科目老師的專長，以設計跨領域

與跨班級的課程實踐方案。 



三、大學（U）、學校（S）與學校（S）之間的課程協作，有助於偏鄉小校跨領域教師

專業社群的運作與課程的實踐 

  偏鄉小校若有外部資源與計畫的投入與支持，有助於學校或跨校、跨領域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的組織與運作。例如，彩虹國中就透過「高瞻計畫」之申請，成立跨校且

跨教育階段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該校致力於開創「高瞻科技」課程，以 STEAM教

育出發，結合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及數學，強調實作、實證的精神，據以培養能

與世界接軌的人才。國中與高中、大學等機構的課程協作，可以結合大學、其他學校

及社區的各項資源，有助於新課綱跨領域素養導向的課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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