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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是這次 12年國教新課綱的願景，此

次課程改革以「自發」、「互動」、「共好」為理念，發展全人教育，課程與教學不再只

是關注學生學會多少知識，而是期待學生成為主動積極、樂於學習的學習者，正象徵

著「教」與「學」典範的轉移。而綜合型高中是後期中等教育除普通型高中、技術型

高中外，另闢藉由延緩分流，達到學生適性發展、教育均等目的，所提供多元進路的

學制。 

  過往學生升學從直接選擇進入普高或技高的「機構分流」，轉向進入綜高後，藉由

高一試探、高二分化、高三專精的「課程分流」，用意在尊重學生選擇、適性教學、兼

顧升學與就業、強調進路與輔導，所以「彈性、人本、多元、適性、自主」是這套學

制設置初衷，此與 12年國教課程改革所強調的「素養導向、適性揚才、彈性自主、終

身學習」理念不謀而合。故本研究以個案為例，選取不同區位條件的兩所綜合高中（都

會型／偏鄉型），探究推動 12年國教課程新課綱，綜高學制具有哪些優勢？面臨哪些

挑戰？ 

課程規劃彈性而自主、內容多元而跨域，是綜高學制的優勢 

  從 12 年國教總綱課程架構來看，綜合型高中校訂課程 132 學分遠遠高於普通型

高中 62 學分及技術型高中 44-81 學分，占總體課程比例高達 7 成以上，意味著學校

有更多自主空間來發展校本課程。故學校如何依其區位條件、資源（含師資）、學生需

求規劃課程，突顯學校的品牌價值及經營績效，藉以檢視學校推動 12 年國教新課綱

的成效。 

  從研究顯示，綜高學制的高一課程須提供學生性向試探的機會，但學校規劃此課

程的靈活度很大，兩所個案學校各開設在不同課程範疇，一個開在「專門學程試探」

的校訂必修課；另一開在「前瞻探索」／適性探索」的多元選修課。又如，校訂必修

課程跳脫過往以國、英、數等主科作規劃，反而多從學校願景及學生圖像出發，以升

學為主的都會型高中，從給予方法與工具著手設計課程，反之，偏鄉型高中從突顯學

校特色，融入環境教育、社區產業，結合學生未來出路規劃課程。而國、英、數主科

的增廣或補強課程則安排新課綱增設0學分的「彈性學習時間」中，並依學生能力分班

授課，期能真正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興趣，達到適性學習的目的。 



  再者，綜合高中對開設多元選修課程並不陌生，只是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能考量

學生需求、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校資源及教師專長等因素來規劃課程。從研究顯

示，開設選修課程不僅要多樣化，還要能跨領域、跨學程統整，以都會型高中為例，

他們多以輔助升學為訴求，設計國、英、數、社、自、綜六大領域專精應用課程（如

趣味數學、國際識讀、化學解碼、文學藝響……），期能擴展學生學習學科課程的廣度

與深度。反之，偏鄉型高中則結合社區資源、產學聯盟，開設多樣化課程（越南語會

話、物聯網科技、校園可食地景、門市服務……），凸顯學校特色，期能開展學生未來

進路的多種可能。 

  值得一提的，兩校的校訂必修課程都採跨領域／跨學科的統整設計，例如都會型

高中教授的「學習工具」，是將工具、方法的運用融入學科課程加以設計；又如偏鄉型

高中教授的「國際文化全球議題」，則以英文為工具，結合社會、自然、藝文等領域知

識進行規劃。 

備課負擔是綜高學制的挑戰 

  儘管綜高學制的課程彈性而自主，內容多元而跨域，確實有利於推動12年國教課

綱「素養導向、適性揚才、彈性自主、終身學習」的理念，但從研究顯示，為滿足學

生不同學習需求，學校須提供多元課程，無形中也增加老師的備課壓力，尤其這次12

年國教新課綱落實核心素養，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課程領導者如何帶動

教師專業社群運作，激發老師敏覺於新課綱理念而願意精進的能動性，是教育決策者

推動這波課程改革應該努力以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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