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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或桎梏， ⼀窺108新課綱
記者 黃新畬 報導  

教育部的「12年國教」計畫從⺠國 97 年起，陸續進⾏基礎性研究和各項總綱研
修計畫，直⾄⺠國 103 年公開發布⼗⼆年國⺠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並於 108 年 8
⽉正式上路，因此⼜稱為「108 課綱」。然⽽在如此匆促執⾏的過程中不只許多
學⽣對各項結構性的改⾰怨聲載道，連老師、家⻑時常都在狀況之外。儘管 108
課綱秉持著崇⾼的計畫⽬標和未來展望，倘若官⽅與⺠間沒有良好的交流，再好
的⽬的與價值都可能被扭曲原意。

本文以質化問卷調查形式，採訪 20 位 108 課綱實施後⾸當其衝的各校⾼中職⼆
年級⽣，他們⽣於千禧年後，⾯對發展愈加快速、更加競爭的世界，12 年國教的
推動真的如願景所述的幫助他們「適性發展」了嗎？他們明⽩為何會有 108 課綱
嗎？他們對⾼中⽣活⼜有甚麼想法呢？

同時也分別採訪⼤學端的招⽣專業化計畫負責⼈，以及⾼中端升學輔導組組⻑，
期望透過此文為⼤眾塑造更完整的課綱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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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畫著對教育的美好想像，緩步推動的課綱能否⾔⾏合⼀？（圖片來源／
黃新畬重製）資料來源：108 課綱資訊網

適性揚才，終⾝學習的新課綱��嗎？
以「⾃發、互動、共好，成就每⼀個孩⼦」為美名，教育部國⺠及學前教育署
在108 課綱資訊網中洋洋灑灑的列舉其願景和⽬標，最主要期望能將孩⼦的所學
更加豐富深化，並提出「核⼼素養」以幫助他們擁有「適應現在⽣活、⾯對未來
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能與態度」。然⽽現在社會出現了兩種主要的反彈聲浪：⼀
是當家⻑與學⽣細讀網站提供的訊息，會發現除了⾼尚的願景說詞，似乎少了許
多相對應的配套措施，讓⼤眾不免質疑教育部應如何實踐所有⾼價值的理想，總
綱提出的願景是否太過虛幻？⼆是學⽣們對課綱更動的認識⼤多停留在「學習歷
程檔案」上，且主觀感受為負向的居多。當⼤眾對「學習歷程檔案」的認知等同
於「拆成三年的⼤學書審資料」，這是否將淪為更⻑久、更痛苦的升學軍備競
賽？

交通⼤學招⽣專業化計畫負責⼈陳皇銘教授針對課綱提出以下⾒解：他認為教育
改⾰本⾝並無問題。因為時代變⾰之時，未來科技會出現更強能⼒的互聯網、AI
輔助等技術，往後⼈才篩選更講究的是「邏輯思考、尋找問題、精準判斷」的能
⼒，⽽非死背硬記，因此培養孩⼦「適性發展」極為重要。但若論及⽬前外界⽗
⺟、學界中充斥的各式反彈聲浪，他也認為許多⼈其實部分誤解了⽬前的狀況。
檢視課程⼤綱，實際上與過去無太⼤區別，如下圖所⽰，過往占比最重的領域課
程、校定必修在新課綱仍佔 85.7 %，課綱中新增的團體活動和彈性學習（⾃主學
習）時間三年共安排 210 ⼩時。⾼⼀時讓學⽣廣泛接觸各學科，到⾼⼆分流之
後，再選擇⾃⼰適合的組別將所學加深加廣，不⽤再兼顧全科，更專精於未來可
能的發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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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兼顧課業的同時，期待學⽣也能透過社團活動和⾃主學習探索⾃⼰的興
趣。（圖片來源／黃新畬重製）資料來源：陳皇銘教授提供

⾼中端的⼼裡話
課綱更動後最被⼈詬病的就是「學習歷程檔案」，從調查問卷中可⾒ 20 位學⽣
裡有 12 位（63.2%）對學習歷程檔案的觀感是負⾯＼非常負⾯的，原因不外乎
為：在升學壓⼒下⾃⼰沒有選擇的權利、認為它沒有意義⼜很⿇煩、家⻑會要求
⾃⼰去參加各式活動和講座、並沒有減輕負擔反⽽更拉⻑了籌備書審的時間等。
師⼤附中的同學（匿名）告訴我們：「我覺得學⽣和師⻑有各⾃看待學習歷程的
⾓度，但兩者不同的是，學⽣才是受到新課綱影響的⼈。站在學⽣的立場，學習
歷程檔案代表著『⾼中三年必須顧好課業』的壓⼒，讓⾼⼀⾼⼆想玩社團、⾼三
拼⼀年的⼈不能⾃主決定⾃⼰的⽣活與時間分配。」景美女中的同學也表⽰：
「制度⾯的不完善，也導致學⽣常有感⾃⼰不斷在為了適應臨時的改動⽽感到混
亂。」

學習歷程檔案的建構，真的能有效優化⼤學入學的審查機制嗎？（圖片來
源／黃新畬重製）資料來源：學習歷程檔案⾯⾯觀

「學⽣會有反彈的想法是蠻合理的。」私立康橋⾼中的國內升學輔導組胡碩瑗組
⻑說，「第⼀年⼤家都還在嘗試的開端，連老師都是⼀邊摸索、⼀邊漸漸建立起
適性的教學模式。⽽且像私立班級數較少、或是偏鄉資源缺乏的學校，在⾯對改
制後會有更多待跨越的困難，如：在幫助學⽣分流時，選修課的師資不⾜；後
端、偏鄉學校也相較前端⾼中（北⼀、建中）更難與⼤學進⾏交流。」如今社會
充斥著各種聲⾳，似乎課綱更動⼤幅加重師⽣的負擔，當最初的美意被扭曲，更
需要教育部與⼤眾共同於摸索、反饋的過程中互相取得理解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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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學習歷程的⼩撇步!
因應 108 課綱，⼤學入學模式也做了許多改變，除了審查時間的推延，各⼤專院
校也依照教育部的推進開始建立起各校的招⽣專業化⼩組。如交⼤也正推動各系
的尺規書審，讓選才更有規模、有系統，且更適性。關於怎麼審查，怎麼檢視學
習歷程檔案、⾃主學習的結果，⼤學教授們都說：「重要的不是作品集有多精
美、履歷是否有夠多的豐功偉業，我們要看的是學⽣們怎麼發現問題、定義問
題，並且是否有相對應解決問題的能⼒。」

許多學⽣會認為「我⼀定要把學習歷程檔案做得很完美，但你們給我的時間太少
了」。教授們要告訴⾼中⽣，⼤學端想看⾒的是⼀個被認證的過程——學⽣怎麼
去學習⼀件事、⼀個科⽬？學⽣怎麼從⽣活中發現問題，再藉由主動的學習、⾃
發的尋求資源與協助，並活⽤課堂所學去為⾃⼰解決某件事情。

以前沒有網路，要把知識像百科全書⼀樣背誦精熟；但在可預⾒的未來，有比⼈
腦更快、更強⼤的 AI 和網路⼯具。順隨時代脈動，培養下⼀代善⽤資源，擁有思
考、判斷、邏輯分析的能⼒是未來必備的技能，也是教育部期望推動的改進。回
溯 108 課綱的核⼼，「適性揚才、終⾝學習」，儘管很多願景尚未落實，但完善
⼀個龐⼤的教育制度難免需經歷時間的推移和各⽅持續的努⼒，⽽這⼀切都有賴
社會⼤眾的共同助⼒。期望有⼀天，社會上的每個孩⼦不再把⾃⼰蜷縮成⼀團，
做著例⾏公事，或在沈悶的社會體制下，過著偏狹的⽣活，⽽是找回屬於⾃⼰的
⼀片星辰，能夠定義⾃我的模樣。

縮圖來源：deviant art

關鍵字： 108 課綱、12 年國教、學習歷程檔案、教育、適性發展、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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