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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快速變遷與全球化時代來臨，受到關注的議題不斷增加，國家課程綱要與學

校教育須與時俱進，以符應未來需求。十二年國教總綱明訂須將性別平等、人權、環

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

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十九項議題適切融

入課程中，以強化領域／科目學習重點與議題實質內涵間的統整，促進學生更深度的

學習。當前述的課程從課綱層級轉化到課室層級的實踐時，教師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

研究者透過與教師協作發展相關應用案例的歷程，彙整了幾項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可

運用的方法或策略，提供實施的參考。 

一、增進閱讀理解能力，促進學生對議題的主動探究 

議題的探究與分析常有賴閱讀理解能力為基礎，而閱讀理解能力可透過閱讀策

略與學習策略等循序漸進的練習與精熟，協助學生快速正確的提取文本中的重要概

念，促進自主學習，在課程結束後持續自發的探究議題。例如，在地理課上到漠南

非洲的脫貧時，學生從跟著老師仿寫到自己作筆記，進而透過圖文筆記找出文本內

容的關鍵字，並依據標點符號代表的意義，從文本中找出不同段落或概念間的關係

等，有助於發展分析與批判能力。 

二、 適當運用體驗衝擊，顛覆既定框架與練習價值思辨 

議題教育重視價值思辨與情感態度的培養，教師須視議題特性與教學目的採用

合適的探究方式，適當運用體驗衝擊可讓學生對議題有更深刻的體會，因為具討論

性或爭議性的教學資源，可驅使學生分析不同立場、來源、素材的正確性或合理

性，進行換位思考與同理，了解取與捨間的為難。尤其透過與他人的對話、討論與

溝通，學生能認知到溝通協商的互動過程有助於建立共識及負責任的決定，教師也

可觀察學生在歷程中的表現作為學習成效的參考。例如談到「妲己」的角色，學生

可先分享自己對她的認識，當進一步蒐集與分析其他史料對其的不同描述與評論

時，也同時學習了批判思辨或用何種態度接受截然不同的歷史。 

三、 提供與國際連結的機會，體認議題與自身的關聯性 



議題教育重視個人和集體的能動與貢獻，為找出對自己、他人、社會、生態環

境更有益的生活方式，培養世界公民與促進與國際連結，課程與教學上可深化學生

對當前重要國際趨勢的理解（如 SDGs、永續教育等），或是合宜的運用公益組織已

發展的學習資源，亦或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和響應國際援助的活動等，體認議題與自

身的關聯性，進而主動探究公平與正義的課題，為共好而努力。 

四、結合學校特有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發展議題融入課程 

議題教育要更完整的落實，教師可結合學校的特殊條件或資源進行教學，亦可搭

配學校的特色課程一同規劃，例如偏鄉學校常具豐富的自然生態，可將其轉化為發展

環境教育、戶外教育、防災教育等議題課程的優勢，又或者學生的家庭成員因具不同

文化背景，在學習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等議題時，對於平等和差異的討論將更加

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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