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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高中課綱必修比重過高，占總學分 70%，選修課程則偏重考科，忽略學生適

性發展的需求；十二年國教強調高中應落實多元和適性選修，普通高中選修學分數（54-

58 學分）與必修學分數（122-126 學分）之比，約調整為 0.45：1，大幅增加了對普高

選修課程的重視。本研究邀集四位高中歷史教師與一位從旁協助發展課程的歷史教授，

從普高「多元選修」課程設計入手，最後由每位教師各提出一門選修課程設計：「人

權發展與歷史」、「二十世紀上半期戰爭與媒體」、「從藝術作品看臺灣歷史」、「探

究與實作：歷史學研究」，適用一學期兩學分或上下學期各一學分。在觀察並訪談教

師發展課程的過程中有如下發現： 

一、教師容易忽略課程設計的目標 

  參與教師認為多元選修課程可以比較有彈性、自由設計的理想，「讓學生有一點

學到東西，又能夠輕鬆活潑有趣」、「設計上比較是跨域的方式」。只是到了實際設

計過程，教師除了擔心歷史知識與材料來源，也常常在如何「安排、組織課程主題」

與「判斷、選擇所需材料」之間不斷徘徊。比較明顯的是，教師因此容易陷入文本材

料的選擇，而忽略了整個課程主題所要傳達的大概念、重要理解是什麼。也就是說，

安排了整學期的課程主題，但容易忽略去評估學生需要具體習得和理解到哪些可預期

的學習結果。 

二、教師比較缺少課程評鑑的思考 

  課程評鑑是價值引導的構想，是課程設計不可忽略的一環。當參與教師花較多心

力在「發展和設計」出一套課程文件時，相對地對於課程的評鑑，如內容大綱、範圍

順序；或者學生的學習經驗；或者學習的具體目標、學習歷程的實際結果等價值的判

斷，這些影響課程目的、可行性和實施的思考，在本研究過程中教師是比較沒時間、

也沒有做出相關的需求評估、缺點診斷、課程修訂和目標達成度判斷等。 

  此外，針對歷史思維與文本閱讀的課程設計，有如下建議： 

  第一，設計多元選修歷史課程，實務上教師應從「小部分主題和範圍」開始，才

能抽出重要議題引導學生討論與思考，畢竟歷史人物事件所需的基本背景知識仍是不

可少。 

  第二，教師可運用「既有的」課程設計或教學活動，使用那些已經有人設計的材

料或建置的網站或出版的資源等，經過微調修改以適合自己學生的學習程度和進度。 



  第三，教師在發展各單元課程主題的同時，應思考輔助學生學習的可能鷹架，例

如，歷史文本的生詞注釋、內容改寫；提示詞或片段影片的運用；分析圖像的工具；

資料的比較和對照表等來組織學生的學習，讓他們聚焦手邊的任務。 

  第四，需要預設學生閱讀、思考和理解的時間，學習理解重於涵蓋範圍，才能幫

助其歷史思維能力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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