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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要談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在普通高中階段進行諸多調整，這些變動涉及的層面廣

且複雜。它不僅只是課程的調整，更涉及學校教育理念、運作模式與文化的轉型。但

是多數學校在面對這波改革時，通常都是局部調整現有系統，而缺乏整體性的思考與

規劃。這導致課綱精神無法有效落實，也難以促成學校組織的深層轉型。 

二、什麼是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 

｢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模式」核心概念是將學校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關注學校內

與外部結構環境的連動與統一性。具有以下特徵： 

（一）主張從整體(comprehensive)、系統(system)、互動(interactive)、對準(alignment)、

有機(organic)與演化(evolution)等面向，關注學校發展改進計畫。 

（二）將學校視為有機體、內部包含不同層次／類型的子系統，又與外部不同層次系

統構成彼此聯繫的整體與系統。學校課程發展受學校內外及之間的各種大小與

層次系統所牽引與連動。 

（三）整全式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強調學校各類課程之間，以及涉及學校所有利害關係

人、組織、機制、配套、及文化的整體互動、彼此校準、有機與演化的動態發

展歷程與成果。 

（四）學校課程發展應有整體觀及整體佈署，學校課程發展的劇本就在這樣複雜網絡、

行動者間的動力關係及所能掌握的文化工具中展開及演繹。 

綜上，整全式學校課程實踐強調「問題導向」的夥伴協作模式；從診斷評估學校

課程發展的問題出發，透過設計、合作、發展解決問題的工具、方法、策略的歷程，

讓學校的課程發展朝向能夠促成所有利害關係人、組織、機制、配套及文化的整體互

動、彼此校準、有機演化的動態發展，以提升學校課程實踐與創新的知能與動能。 

三、兩所個案學校的實踐 



本研究兩所個案學校，均為國教院基地學校，面對 108 課綱，兩所學校有不同脈

絡與挑戰。 

（一）A高中-大型學校如何凝聚學校願景共識並全校性的落實 

A 高中是北都會型大型市立普通型高中，因應 108 課綱， A 高中的挑戰之一是

如何通過落實學校的願景與學生圖像來建立學校辦學特色，以回應新課綱培養學生核

心素養之理念。A 高中原本的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主要呈現在學校的課程計畫書，但

如何轉化與落實，對學校有相當的挑戰。 

A 高中透過與國教院的協作，學校意識到需要具體化學校願景及圖像之落實，並

以建構校本核心素養評量尺規為策略，引導教師將學校願景與校本核心素養融入其課

程目標之設定，融入各領域及各類課程教學，以促成全校性的實施；並在此歷程中；

也讓學生了解可培養的素養。A 高中校長以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的意識，關注校內外

不同群體、系統與資源之間的關係、連結與協作，促成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變革調

和，彰顯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強調運用文化工具促進組織發展的特徵。 

（二）B高中-小型學校通過課程地圖之建構，回應學生的適性發展 

B 高中，身處南部，有區位學校間競爭生源的壓力。同時，學校無論是理念上與

實務上，都須面對及回應學生適性揚才的課程規劃與學校課程繪圖。B 高中透過課程

繪圖，回應課綱多元及學校自身的多重目標，如學校願景、學生需求、師資結構等。

這需要系統性的課程規劃與整全的觀點。學校歷經多次修正，逐步優化課程配置，融

合學校各項目標。這彰顯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強調內外在系統間的有機配合、與學生

需求導向的特征。透過課程領導的由上而下推動，枋寮高中完成課程佈局的整全轉型。 

綜合來說，這兩所學校彰顯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可以運用不同的策略與工具，引

導學校實踐課程發展，促成組織的全面轉型，課綱的整全落實。 

四、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通過與基地學校協作發展整全式課程發展模式，但同時也此更能從整體觀

及系統觀的高度省思課綱本身的設計與相關配套的疑義與不足之處。 



1. 整全式觀點的提出與導入有助學校能更整全、動態、互動、有機及演化看待普通

型高中各類型課程發展與校內外各種大小系統、行動者、物之間的彼此交互與牽

動關係，惟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之論述與應用尚須持續深化。 

2. 外部系統對學校課綱轉化與實施有深切的影響與連動，特別是課綱理念與大學考

招是否能夠對接，成為引導學校課程變革的重要槓桿。學校對此課綱理念及政策

的理解與信任，牽動學校如何對新課綱轉化的設計與布局，正印證整全式學校課

程發展觀，所強調的系統之間的連動關係。 

3. 新課綱課程類型複雜，內涵不清楚，易造成學校端理解混淆與實施疑慮，牽動學

校對新課綱轉化及課程整體布局的安排。例如：多元選修被誤認必須強對應大學

十八學群，造成學校開課壓力；補強性選修名稱讓學校擔心若呈現在學習歷程的

修課紀錄影響大學教授對該學生的觀感。 

4. 總綱規定 1.2-1.5 倍開課量成為學校必須達成開課總量。但現行學校師資員額計

算卻是以班級數為基準，無法與新課綱強調適性及多元選修，學校需增加開設課

程總量對應，從而造成教師超鐘點或改以外部兼課師資來滿足開課需求。 

5. 新課綱強調降必修增選修，但如何設定一所普通型高中究竟要開設到多少的選修

課程類型及課程量給學生選習才是基本且適切？目前以班級數為基準的 1.2-1.5

倍開課量的設定基準，對大小不同規模的學校，能夠一體適用？如何合理估算學

校開課總量，是未來普高課綱精進的重要課題。 

（二）研究建議 

1. 建議權責單位可以評估刪除高中課程計畫中多元選修與大學十八學群對應勾選

欄位。 

2. 建議及早啟動普通高中適切開課總量及開課架構建議表之研究，提供學校開課基

準。 

3. 建議相關權責單位動跨系統協作，啟動重估學校師資員額之合理性及設算基準的

相關研究及政策討論。 

4. 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組織的主軸，相關名詞的界定、內涵說明及詮釋、課程、教學



及評量的引導，需有更詳細手冊，提供學校端運用與參考；書寫文字亦須易於閱

讀與理解。國教院除了列入下一輪課綱研發參考，國教署及國教院亦可透過跨系

統研商評估是否有需要在下一輪新課綱實施之前，先研發相關手冊提供學校及教

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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