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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總綱對國小教務工作的挑戰

十二年國教總綱發布後，許多的變革也正如

火如荼的進行中。例如107學年度起，全國近20

萬名中小學校長及教師，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

次；總領域由七大領域轉成八大領域；藝術與人

文領域更名為藝術領域等。雖然變化很大，但是

整體來說，對國小教務處的工作有四大方面的影

響，而這也是任職於教務工作的主任與組長不可

不知的。這四大改變分別是：一、課程關注核心

能力的移轉。二、彈性領域的課程化。三、各領

域授課節數的固定。四、協同教學時數計入教師

授課時數。

一、課程關注核心能力的移轉

首先最需要我們關注的是核心素養能力

（三項九面）的出現。三項九面將取代過去

九年一貫所說主張的十大基本能力。雖然在

表面的文字上來看過往的十大基本能力中許

多敘述也都有三項九面的精神，但是真正點

不同點在於過去十大基本能力的位階是在各

科課程綱要之上。而三項九面會與未來將要

公告的各科課綱是屬於雙軌並行制。也就是

說未來每一堂教師所要教學的課，除了要滿

足各科課綱的要求外，更要在課堂中也一併

達成三項九面的要求。故三項九面是追求教

師的授課方式的改變，讓學生在每一堂課都

學到『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

參與』。 因此老師需仔細思考自己的教學

是否足夠有趣能吸引學生「自發」來學習，

在課程中是否妥善使用「合作」教學的技巧

來促成學生共同工作。最後，教師能否引導

學生有社會關懷，讓學生認知到自己所學得

的一切都是要讓這個世界更好，而非只是讓

自己取得更多資源來掌控他人而已。

二、彈性節數的課程化

彈性節數的課程化是指過去常被教師當

作補救教學使用或是撥給某些主科來運用的

節數，必須要有完整的規劃。這項政策可以

說是期待學校本身的校本課程的落實。如果

對之前就已經建立很好的校園特色課程之學

校而言，這樣的政策並不是大問題。學校只

需要對現今已實施的校本課程再做進一步檢

視，進一步呼應並落實新課綱中「自發」、

「互動」與「共好」的理念即可。然而對於

目前現實存在國小的校本課程來說，很多學

校特色課程的發展並非是由下而上的永續進

行，教師們缺乏真正的執行意願。此一無奈

正可以利用新課綱要改革的時機，好好重新

建立真實的校本課程。不然連教師都毫無上

課意願，怎還有可能會實現「自發」、「互

動」、「共好」的課堂氣氛呢？另外，在大

型學校可思考給予真正有心、有能力執行特

色課程的教師們，專任教師的工作崗位。以

桃園市大忠國小為例，就有三位專才的硬筆

書法教師來執行彈性節數的課程化的任務。

他們很有效率的研發了專屬的自編課程，並

且執行了深刻的教學。

桃園市八德區大忠國民小學教師　邱鈺鈞

總綱三項九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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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領域授課節數的固定

關於各領域在國小每週的授課節數，可

參見總綱第十頁的表格。本文先以五、六年

級為例說明，在國語文領域一周為五節、本

土語一節、英語二節、數學四節、社會三

節、自然科學三節、藝術三節、綜合二節、

健康與體育三節、校定課程四到七節，所以

總節數在三十至三十三節。這樣的規劃與許

多學校目前的現狀有很大的出入。一般而

言，國小高年級導師每週至少授課十六節。

扣除國語文、綜合與數學的節數，仍須授課

五節。這五節的安排在許多學校可能必須和

科任老師再做協調。無可避免的藝術科、體

育科及自然科的教學很有可能是由一般導師

來擔任的。也因此，如何確保專業性較強的

某些領域之授課品質，就是在職務調整後全

校需要一起面對的問題。教師的專業性不能

完全倚賴書商編寫的教材，充分的備課與對

受教科目的理解是教師專業性的來源。故確

定授課師資後，校方可利用週三研習或者導

入地方國教輔導團的師資來協助學校端一起

建立各科教師專業發展之社群。

四、協同教學時數計入教師授課時數

在總綱第十一頁中的領域學習課程規畫

說明中，明白指出「教師若於領域學習或彈

性學習課程進行跨領域/科目之協同教學，

提交課程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後，其協同教學節數可採計為教師授課節

數，相關規定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之。」 

由於這項規定涉及經費，仍需各地方政府訂

定辦法。但可以預想的是，在經費有限的狀

況下未必有足夠的鐘點經費來讓每位老師都

進行協同教學。不過這項規定也是對特殊需

求的學校提供的一種學校發展特色的支援。

如果未來是每一個學校只有少數的機會來支

應教師協同教學，那希望的是給予領導課程

型的教師來進行協同教學，一般老師和專業

又有教學熱誠的老師一起教學，可以給予一

般教師學習的機會，並在無形中達成共同備

課、觀課及議課的活動。更重要的是，此舉

將有助於整體教學效能的提升。

在總綱中，我們還可以發現總綱的核心素

養，「三項九面」不是獨立於生活情境之外的。

每一個核心素養不是單純的分開學習，反之每一

個素養的建構是在生活情境裡層層交疊，互相支

持的。上述總總問題，都需要在課程發展委員會

中來積極討論。總之，我們需謹記，核心素養要

教會給學生、學校的地區課程要展現、各科的教

學不能偏廢、老師間真誠地協同教學要鼓勵。也

唯有這樣，十二年國教所立下的願景「成就每一

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我們才有達成的

可能。

新課綱各領域授課節數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