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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與社會連結的層面與方式是多元的，而其中重要方式就是對社會重大議題之

關注，因此自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下簡稱九貫課綱）將七項重大議題列入正式課程，

為我國議題教育立下重要的里程碑。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延

續過去九貫課綱議題融入的精神，在總綱實施要點中指出十九項議題融入，雖然未冠

上「重大」兩字，但更能彰顯十九項議題各有其重要性。 

  此外，十二年國教更重視議題融入的課程發展機制，透過國家課程的層級將十九

項議題的實質內涵預先融入各領綱課綱，列入各領綱的附錄二「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

程綱要」。這也符合《課程發展指引》所指出：「議題教育性質上不宜單獨設科，而

應該以融入各領域／科目或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本文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將提供

十二年國教議題融入的相關政策建議。 

  十二年國教總綱共十九項議題須融入於各領域／科目課綱，議題種類多且屬性各

有不同，本文以環境教育與海洋教育為例，針對教師進行議題融入教學時提出建議如

下： 

一、建立校內議題融入之共備與專業學習社群 

  議題融入經常是新興或待解決的課程主題，學校進行課程發展時，經常需要更長

時間與人力安排，但目前的共備時間以各領域為單位，缺少如議題融入或跨領域的額

外共備時間，有心於此的教師需要另外尋找共同時間，造成校內瞭解或能進行教學的

師資較少，而偏向特定教師授課的情況。 

  因此，建議議題融入課程的開發到教學應先建立共備和專業學習社群，在開發初

期就能納入更多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增加未來課程實施時可授課的教師人數與參

與的深度。且議題融入的固定共備時間也能方便引進外部人員進行教學增能，促進教

學的動能。 

二、促進議題融入與領域／科目的學習重點的連結互動關係 

  在各領域／科目的課程綱要明示學生的學習重點，也作為引導學生學習進路的依

據，但十二年國教各項議題並非課程綱要，容易出現議題融入課程與其他領域學習重

點的落差，造成議題融入課程各學習／教育階段無法相互銜接。雖然議題融入課程可

參考《議題融入手冊》之實質內容，但仍應配合各領域科目對於各學習／教育階段的

安排，提供適合學生發展階段的學習表現或學習內容。 



  因此，本研究建議議題融入課程時，可建立校本層級的課程架構，同時配合各領

域／科目的課程綱要，特別是學習表現的展現方面，能更有效地促進領域學習的連貫

與深度。 

三、議題融入課程可引進外部資源進而豐富議題內涵 

  在課綱研修之前，自然相關議題已有許多研究與推廣計畫的支持，因此才能在短

時間內將各項議題實質內涵產出，提供各領綱研修小組參考。因此，發展議題融入課

程可配合外界已開發完成的相關課程，並配合專家學者的外部支援，減少課程開發的

負擔。 

  再以環境教育為例，教學內容強調與生活結合的多元教學策略，特別注重反省、

思辨、批判與創造思考能力的培養。議題融入的精神就是在於思考能力的培養，例如：

尊重多元、公平正義、同理關懷、永續發展，才能呼應十二年國教對於議題融入的期

待，以及有效率地將議題融入課程當中。 

四、議題融入案例可採取主題式課程 

  十二年國教強調探究能力，不論是彈性學習時間或課程都強調主題式課程，讓學

科為主的教學能回到素養導向。以海洋教育為例，其推動方式建議以主題式融入課程，

主要的原因在於議題融入並非單一領域的教學就能達成，特別是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往往不是由學科出發。配合既有學科中心等的相關教學資源與人力，才能拓展原先學

科學習的內容，讓議題融入產生實質的教育意義。 

五、議題教學的教師增能與教學資源之持續研發 

  議題融入與領域教學目標不同，並非新增一個領域／科目，而是以議題來豐富原

先領域／科目的內容。本文以海洋教育與環境教育為例，兩項議題已投入相當的資源

來協助推動與師資培力，例如：學科中心、資源中心、專業學會或民間推廣協會等。

但是十二年國教中仍有許多議題需要更長期地推動，因此，為健全與平衡各項議題的

課程發展，師資培育機構及專業團體宜更積極培訓教師議題教育的知識、技能及態度，

才能讓議題融入真正影響到領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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