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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科教學落伍　教師跨出⼀⼤步
記者 汪彥彤 報導  

上課鐘聲⼀響，老師會先管理秩序，接著請同學們開始念課文，密密⿇⿇的文字
為孩⼦拉開學習的序幕，制式的上課模式導致學⽣打瞌睡、聊天或分⼼的例⼦時
有所聞。根據我們的成⻑歷程，對於教育的想法是有限的。課程是在教室裡的；
知識是在教科書內的；解釋是在老師⼝中的。然⽽，「跨域協同教學」配合即將
上路的⼗⼆年國教，期望能改善傳統的教學模式，跳出古板學科框架，帶給學⽣
更多元的學習⽅式。
 

108課綱　教育新氣象
教育部於106年宣布的《⼗⼆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108課綱）將
於108學年度起實施，內容強調適性揚才、成就每⼀位孩⼦，並以「⾃發」、
「互動」、「共好」這三⼤概念貫穿整個新課綱。為了落實108課綱的⽬標，教
育部在去年⼜發布了《國⺠中學及國⺠⼩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協同教學參考原
則》，期許國中⼩設計出能融合不同科⽬的主題式課程。

以新⽵市立建功⾼級中學的國中部為例，⾝為課程開發者之⼀的資訊老師龔裕軒
提到，為了讓學⽣能有多⼀點書本外的體驗，落實⼿動操作的創客（Maker）精
神，於是決定把課本中的知識轉化為能引起學⽣興趣的科學實驗。該課程名稱為
「科學創客─草履蟲的秘密⽣活」，由⽣物、資訊科技及⽣活科技課協同⽽成，
以每周上兩堂課共36節的⽅式為期⼀個學期。

與傳統課程不同的是，該計畫將三個獨立的科⽬拉進⼀個共同的主題中發展各科
內容。以⽣物課中的微⽣物觀察為主題，1—3週將⽬標聚焦在草履蟲的培養以及
觀察上，接著在4—10週的⽣活科技課和資訊科技課中製作實驗設備以及利⽤
Arduino練習寫程式、製作電路板，並在11—12週進⾏電擊草履蟲的實驗及記
錄，最後在13—18週製作草履蟲仿⽣獸並發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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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裕軒在⽣活科技課帶領學⽣製作仿⽣獸。（圖片來源／龔裕軒提供）

談跨域　教師臉都綠
跨領域協同的課程的確提供學⽣更有趣且整合的上課模式，但為何願意協同、創
新的老師仍為少數？龔裕軒表⽰：「跨科融合是辛苦的，在教育現場⾸先遇到的
就是排課以及師資不⾜的問題，因為牽涉各科老師須協調出可以教學的時段、額
外開會討論的時間以及必須花很多⼼⼒接觸新東⻄和文獻等因素，有些教師就會
覺得這是額外的負擔，就算有補貼，也與付出不成比例。」

擔任課程開發者的教師須協調時間開會。（圖片來源／龔裕軒提供）

另外，在升學主義仍盛⾏的台灣社會中，該類課程遇到的⼀⼤阻礙是國中會考帶
來的進度壓⼒。考試制度使得各學科仍以正課為主軸，先讓學⽣習得課本中的知
識在⽬前還是主流，因此跨域課程只能在幾堂彈性課中求⽣存。⽽且，有些老師
會質疑，這類課程若無法變成常態，也就是如果在其他屆學⽣的課堂上不能夠使
⽤的話，花費這⼀、兩年的⼼⾎發想課程，只為給教育部⼀個階段性成果，有何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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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教育領頭⽺
芬蘭在106年實⾏主題式教學的改⾰是影響新課綱的關鍵，其核⼼課程強調教育
成果必須讓學⽣具備思考學習、文化識讀、互動表達、照顧⾃⼰、多元素養、資
訊科技及建立永續未來等能⼒，其實說穿了就是訓練學⽣思考並解決⽣活難題。
學習⽅式並非全數由老師滔滔不絕地講解，⽽是空出很多⼩組討論的時間查找資
料並匯集不同想法。

新北市立海⼭⾼級中學的朱瑞婷同學在⾼⼀時到芬蘭的萬塔中學體驗主題式課
程，她表⽰，當地的實際操作課程遠比台灣多很多，讓她對課程內容的印象更深
刻。「這次經驗讓我覺得不只要學課本上的東⻄，還要去思考我到底想要甚麼，
⽽我認為在達到⽬標前必須鞏固好基本知識。」朱瑞婷給出結論。很明顯的，芬
蘭教育雖然沒有塞很多艱澀⾼深的知識給她，卻帶領她重新檢視學習的動機。

朱瑞婷在芬蘭參與主題式課程。（圖片來源／朱瑞婷提供）

然⽽，我們不禁疑問，為什麼芬蘭能夠成為教育的先驅者？為何他們已經整合道
德、宗教及⾃然讓國三⽣在⼀堂課裡談論基因改造嬰兒的議題了，⽽台灣卻還只
停留在加強學⽣的考試能⼒？為何前者可以透過嚴肅的主題幫助學⽣討論思辨；
⽽後者必須以有固定答案的題⽬督促學⽣思考？新⽵縣立⼤肚國⼩的莊明樺老師
給了這樣的答案：「芬蘭的家⻑把教育當⽔，理所當然的必需品，即便是偏鄉或
弱勢的家庭仍要喝⽔，仍看重教育；台灣的這類家庭則把教育視為⽜排，是奢侈
品，連溫飽都有問題了，何來教育？」

想改變　從老師先
在教育現場，仍有許多願意活化⾃⼰教學內容、⾛出舊式教法的老師，他們正為
跨域協同的⽬標⽽努⼒著。他們沒有別的⽬的，只為訓練學⽣有更活的想法，只
希望學⽣不要以考試為讀書的⽬標，只盼望學⽣不要只以成績評斷學習成效。跨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希望學⽣不要以考試為讀書的⽬標，只盼望學⽣不要只以成績評斷學習成效。跨
域已經成為全球趨勢，新世代已然與跨域合作密不可分，但望進核⼼，我們會發
現就像建功⾼中的圖書館主任林瑛密說的：「其實教育的本質⼀直都沒特別改
變，就是希望學⽣把所學的應⽤在⽣活當中。」

台灣教育沒辦法在⼀夕之間⼤躍進，因為牽涉太多層⾯，包括經年累⽉的社會價
值觀、重重壓在學⼦⾝上的升學制度以及學⽣的家庭環境等。⾯對這樣的⼤環
境，台灣何去何從？到底應從何處開始改變？莊明樺提到：「從老師的⾃我精進
做起，多閱讀然後將習得的教學理念及⽅法實踐在真實的場域裡，進⽽回頭影響
家⻑，最後讓家⻑影響教育制度。」

縮圖來源：朱瑞婷提供

      

 記者 汪彥彤

編輯 吳佳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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