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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現況之研究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之現況。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是教育部在 2003年頒佈的課程，目的在使學習者透過實踐、

省思與體驗的心智及行為運作活動，建構、內化意義與培養利他情懷，提升學生

發展自我、經營生活、環境與自我保護及參與社會的生活實踐能力。但由於近年

來因少子化和都市化嚴重，許多學校招生人數下降。學生人數減少，也連帶影響

到課程的實施。相較於其他學科領域，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相關研究本就不多，

且在相關研究中，對小型國民小學實施現況的調查又更少。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臺中市十位小型國民小學任教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的授課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者自課程理論與綜合活動領域課程大綱歸納出綜合

活動領域教師關鍵能力，並結合課程發展與設計理論，發展訪談大綱。透過半結

構式訪談，並輔以相關資料的蒐集。本研究有以下發現：大部分研究參與者對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 2008 年微調後的課綱內容不瞭解。授課教師大多可以自行決定

授課教材，或是自編教材。但自編教材的認可在行政流程上較繁複，因此受訪學

校目前教材以坊間教科書為主。綜合活動領域課程多由學校行政主導規劃。大部

分研究參與者認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設置及微調後課綱。另外，小型學校因教

師編制少，欠缺完善的課程規畫歷程，且多數老師要兼任行政工作，常無暇備課

及自編教材，協同教學整合亦困難。受訪各校普遍因學生人數少，所有活動皆需

全校師生參與。又因學校需要發展特色課程做學校行銷，導致綜合活動課程時間

常被學校活動所挪用。本研究依據研究發現，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教師、學

校、教育主管機關、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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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ive Activities 

Curriculum at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chung C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ive 

Activities Curriculum (IAC) at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chung City. The 

curriculum of Integrative Activities was initiated at 2003, and was then revised at 2008, 

purposed to help students experience and reflect on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activities 

designed to cultivate and promote their altruistic mindset, self-development, 

self-protection, activenes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ety. However, due to the 

declining of birth rate and urbanizatio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s 

keeps shrinking, which leads to the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AC. Comparing 

with other curricula such as language art, math, or science, the studies of the IAC are 

much fewer in number. Also, most relevant studies of the IAC were conducted 

quantitatively. It is essential, therefore, to understand how the IAC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elementary schools, especially in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after the 

revision of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2008. 

Case studie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en incumbent IAC teachers were 

interviewed comprehens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developed by the author.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 (1)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 interviewees would like to develop the course materials but 

were restric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policies, instead, they adopted the textbooks on 

the market; (3) the IAC was mostly led by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not teachers; and 

(4) most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suffered from inadequate human resou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AC was generally ignore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AC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vided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Keywords: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integrative activities curriculum, case stud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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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節描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名詞釋義、

與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為因應瞬息萬變之世界發展情勢，國際社會潮流及經濟快速變遷，我們需要

對教育積極進行改革，進而引起學習者興趣與潛能、帶動社會成長與進步、提昇

整體國家競爭力。我國自 2002年起，積極推動「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將

「綜合活動」獨立設為一個領域，並明訂其教學時數不得少於總領域節數 10%－

15%，目的在避免其他學習領域佔用活動課程時間，並使其能真正落實活動課程

體驗與省思之教育意義（教育部，1998）。在 2000年九月所公布的「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教育部，2000），明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設置的

理由、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能力指標及教學內涵等。之後在 2003年一月公布「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92年課綱），確定整個課程架構，在國

小階段全面實施(教育部，2003）。 

在 92年課綱實施數年後，社會各階層殷殷期盼於學校教育課程改革能更臻於

完善，期盼九年一貫課程課綱能真正符合教學現場的需求。已實施數年的九年一

貫課程，在課程實施後對教學改革後的成效需要再次全面進行檢討，對在第一線

教學的基層教師之教學需求與課程設計有所回應，修正內容窒礙難行之處，因此

積極檢討修訂課綱。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中增列核心素養與內涵架構，以便於第

一線教師轉化與理解應用等問題，於 2008年再次進行課綱調整，即所謂 97年課

綱（教育部，2008）。由此可知，教育部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綱在教學現場的

實際應用與成效相當重視，希望能真正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 

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在師資安排及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方面，有明確訂定配合國中領域教學、國小包班教學的現況，以及強調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教學之教師專業能力。在國小師資方面，到 2014年規定一到四年級教授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合格教師，須由具有本學習領域知能與理念之專長師資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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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需具備本學習領域專業能力，應完成參與本學習領域基礎研習至少 36

小時或修習本學習領域核心課程至少二學分。 

臺中市在 2011 年開始積極辦理教育部精進教學計畫－「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

域教師關鍵能力 36小時研習」，至 2014 年已辦理 4年，綜合活動領域基礎研習

是否讓教授該學習領域之教師對 97年課綱之基本理念、內涵與課程編選、規劃、

活動設計、教學原則及評量方式都有一定的瞭解？教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師，

在參與 97年課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關鍵能力基礎研習至少 36小時或修習完 97

年課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核心課程至少二學分後，是否能解讀課程內涵與轉化，

達到課程知能與規劃、教材與教學資源知能、教學與多元評量知能等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真正讓學生能「保護自我與環境、培養生活經營」生活實

踐課程？或是能讓學生「自我發展、社會參與」的學習探索時間？亦或是「補救

教學、趕進度和處理級務」的額外時間？會不會仍像過去傳統教育一樣，以智育

為導向，其他主科科目教學佔用了所謂的學生的活動課程、操作時間，變成一個

「名義」上的課程了呢？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 97年課綱微調後，究竟「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的實施情形如何？因此，本研究即欲探究教師們在 97年課綱後，實施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教學現況及其意見。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從 1999 年初任教師，一直擔任低年級之級任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之 90年暫綱、92年課綱到 97年課綱都有教學經驗。在低年級之學生，對於任

何學習其實都抱著新鮮與興趣，也讓研究者常常思考著：要怎麼做才能引領出孩

子的學習潛力。多從生活周遭認識自己，進而體驗生活，如何讓他們一直抱持著

新鮮的學習興趣，充滿自信勇於表現自己？研究者不斷在綜合活動學習課程與教

學上，帶領學生去嘗試，鼓勵學生表現，學生也都能給予極大的回饋，並積極爭

取表現。原本在數學、或語文方面表現落後的低成就學生，或者不敢上台發表的

學生，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體驗、表演課程，不但慢慢敢上台表現，甚至在學業方

面都在持續進步中。最重要的是，他們從對自己課業沒有信心，變得較有自信，

從而對學習較有興趣；讓原本喜歡表現、實作與服務的孩子，更有一個可以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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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找尋到屬於自己展演的舞台。相較於以智育為主的傳統教育，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無疑是在學校正式課程中，以培育群育發展為主軸的科目，落實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可以讓五育中的德育、群育教育得以培養，更讓研究者更確信活動課程

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在檢索國內的相關期刊與論文後，研究者發現與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有關的文章本就不多，而在所檢索到的文章中，主要皆以量化研究，探討

92年課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相關的議題居多，至於有關 97 年課綱微調後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之實施情形及教師意見，特別是小型學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現況

之個案研究，甚少探討，故研究者希望透過本研究更能聚焦深入瞭解上述相關議

題。 

近年來因少子化和都市化嚴重，城鄉差距日漸擴大，人口外移下，許多學校

更面臨招生的壓力，相對的小型學校更有因學生減少被裁併的考量，更須積極推

動各項對外呈現學校特色的活動及學校本位課程來做學校行銷，透過學校行銷，

期望能保留自己學區甚至吸引其他學區學生來就讀，以確保學校永續經營（李總

本，2009）。再加上教育機關要求的各項議題推行、宣導與成果呈報，例如：校

務評鑑、家庭教育、生命教育、環境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友善校園、傳染病防

治等，七大議題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皆此種種讓教師應接不暇。尤其小校全

部學生，可能各項活動都要參加，就會壓縮到正式課程的機會，尤其是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課程之教學。小校教師人力原本就不足，多數的老師身兼導師級務與行

政工作，如弱勢學生居多，教學與工作壓力更沉重(莊博文，2009；蔡瑞寶，2010；

簡婉如，2014）。凡此種種，小校教師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現況與困境，

是值得特別去探討的。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探討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實施現況、困境與教師意見調查。研究方法將採個案研究，透過半結構式

訪談資料與所蒐集的相關資料，期能更深入瞭解目前小校實施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的現況及困境，提出適當建議，以供課程與教學改進，並為未來課程實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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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情形。  

（二）瞭解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之課程實施困

境。  

（三）瞭解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之

意見。  

二、待答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有下列幾項： 

（一）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的實施情形為

何？  

（二）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之課程實施困境

為何？  

（三）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之意見

為何？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小型國民小學 

小型國民小學的界定，教育部於 2006年公布「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提

出小型學校整併策略供縣市政府參考運用。該策略中建議全校班級數 6班，總學

生人數 100人以下之國民小學為小型國民小學。故本研究對小型學校的界定，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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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臺中市之國民小學中，學生數在 100 人以下或班級在 6班（含）以下學校為小

型國民小學。 

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本研究所指的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係為教育部 2008年修訂之「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中所指的七大學習領域之一的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之理念在於教師善用協同教學與知識統整，引領學習者透過實踐、省思與體

驗的心智及行為運作活動，建構、內化意義與培養利他情懷，提升學生發展自我、

經營生活、環境與自我保護及參與社會的生活實踐能力（教育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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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探討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理論、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之教師關鍵能力與課程設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相關研究等四節。 

第一節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 

我國自 2001 年起，積極推動「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課程綱要從剛開

始實行之 90年暫綱，到 2003年正式課綱（以下簡稱 92年課綱）實施。數年後，

教育部於 2008年 5月 23日發布「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修正」（以下簡稱 97年

課綱），從 2011年分別從一年級、七年級逐年向上實施。本節說明九年一貫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設置、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之實施、與 97年課綱之修

正三個部分。 

一、九年一貫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設置 

教育部依據行政院核定的「教育改革行動方案」，推行國民教育階段之教學

與課程革新，基於國民教育核心為課程與教材，做為教師專業教學之依據。將九

年一貫課程實施與規劃為主要推行工作，以順應新世紀之世界潮流與各國不斷更

新之教改聲浪，政府期以教育改革來加強整體國民素質涵養與國家競爭力。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設置，基於社會各界重新檢視過去傳統學校課程實

施的諸多缺失與問題，九年一貫課程鑒於過去的傳統課程，往往只著重於認知與

技能方面的能力與訓練，大大忽略了學童在情意的學習以及提供「生活」上的體

驗與省思，為避免其他學習領域佔用了活動課程時間，將「綜合活動」獨立設為

一個領域，並明訂其教學時數不得少於總領域節數 10－15%。其目的乃期望藉由

此活動課程以增強學生在實際生活中透過體驗、省思與實踐，落實「活動」之教

育意涵，進而建構內化涵養，實踐九年一貫課程「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之目

的（張宏宇，2010；教育部，1998）。在 2003 年一月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 92年課綱），確定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架構，在國小階段

全面實施（教育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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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之實施 

以下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實施背景、基本理念、內涵與課程目標、

實施重點等進行探究，分述如下: 

（一）實施背景  

教育改革即是要不斷檢討與改進學校課程內容，方能符合社會期盼，創造更

優質的教育文化，提升國家發展。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2年正式課綱實施後，需要

再次進行全面檢討教學成效，而社會各界對於結合時代脈絡與課程內涵綱要，如：

永續環保、融入媒體素養、生命教育、海洋教育、、等議題，以及教師在教學現

場不易解讀能力指標的內涵，無法產生共識，宜再區隔同主題軸能力指標，引導

學校自編教材，更多的規範專業師資條件等，有諸多之期待與指正。教育部 2008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闡述教育部基於回應基層教師之建議與課綱內

涵應結合時代潮流之期待，對現場教學實務者充分蒐集資料、參考教材審查者與

編輯者之相關意見，調整綱要邏輯順序矛盾或內涵重複處；為有效解決能力指標

解讀之疑義，以建置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積極著手檢討修訂課綱。在檢討過程

中，學習節數分配、七大學習領域劃分等涉及目標議題與課程架構，最受爭議。

經多次協商討論，因實證研究基礎不足，各方皆無共識，決定暫不調整，課綱修

訂定調為微調，因而有 97年課綱的微調，以便符合世界發展趨勢與社會期待（教

育部，2008）。 

（二）基本理念、內涵與課程目標  

1.基本理念、內涵 

教師善用協同教學與統整知識，引領學生經由體驗、省思與實踐所之的萬事

萬物，以兼具行為運作及心智的活動，培養利他情懷並進而建構內化意義的歷程，

以增進其發展自我、保護環境與自我、生活經營、參與社會的生活實踐能力為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理念。黃譯瑩（ 2001）指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內涵是經由省思

實踐與體驗，瞭解自我本體內的關聯、自己與萬事萬物之間的關聯、萬事萬物之

間的相互關聯，以區別其他六大領域內涵，主要為關注人類到目前為止在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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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發現，加以分類成對萬物的知識。而基於上述理念的落實，編列內涵架構

如表 2-1: 

表 2 -1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內涵架構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內涵架構 

課程總目標：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 

四大 

主題軸 
發展自我 經營生活 參與社會 保護自我與環境 

十二項 

核心素養 

探索自我 管理生活 人際互動 辨識與處理危機 

管理自我 適應生活與創新 關懷社會與服務 戶外生活 

尊重生命 運用資源與開發 尊重多元文化 保護環境 

資料來源：2008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8）。 

2.課程目標 

教育部為充分說明「體驗、省思、實踐與以涵養利他情懷、建構內化意義」

的綜合活動基本理念，設定「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為本學習領域總目

標，以此總目標發展出四大主題軸與十二項核心素養，從十二項核心素養內涵之

下發展出 69條分段能力指標，其內容如表 2-2： 

表 2 -2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四大主題軸目標與內容  

目標 內容 

促進發展自我 (1)肯定自我價值與探索自我潛能，發展興趣、專長與終

生學習  

(2)加強自律負責與增進自我管理知能  

(3)從尊重他人與自己生命出發，而能體會並珍惜整體生

命之價值  

落實經營生活 (1)實踐並有效管理本身生活所需的技能  

(2)醒察生活週遭的改變，加以適應並創新生活  

(3)開發、運用與探究生活資源  

實踐參與社會 (1)熱心參與各項團體活動並善用人際溝通技巧  

(2)尊重不同族群、積極參與多元文化  

(3)服務社會並關懷人群。  

保護自我與 

環境 

(1)能覺察生活週遭的危險情況以利於問題解決  

(2)與大自然和諧相處進而增進野外生活技能  

(3)改善或保護環境以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 2008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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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由上可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學習目標，其實十分廣泛而多元的。

而且此四大目標又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92年課綱」（教育部，2003）所

列舉之四大目標－學習統整、個別發展、體驗意義與生活實踐等，更加深入與詳

細，也更說明了綜合活動基本理念之「實踐、省思與體驗以建構內化意義」。 

（三）實施重點  

為了讓學生的學習更貼近生活，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強調需從自身生活環境去

引領學生進行省思、體驗與實踐，在各種課程活動中去驗證與實踐。九年一貫課

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被列為七大學習領域之一，即代表著活動、操作、應用

課程的必要性，使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與其他六大學習領域一樣等同重要。以下就

教材編選原則、教學原則、評量原則、評量方式及師資安排等方面，闡述落實本

學習領域理念與目標的重點，以增進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瞭解（教育部，2008）。 

1.教材編選原則 

(1)課程編選教材需遵循本學習領域課程基本理念與目標，充分達到各階段分

段能力指標。 

(2)課程編選教材需以技能與情意為主。 

(3)課程教材可適切統整其他學習領域與活動內容。 

(4)課程教材以能對應基本理念與分段能力指標的基礎下，能與部分學校行事

活動與學校特色相結合。 

2.教學原則 

(1)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生的實際生活環境中，確切融合其實際生活經驗。 

(2)加強體驗中學習：提供多樣性、感官性、真實性的體驗活動，著重技能與

情意的培養及探索。 

(3)注重分享省思：帶領學生以更多元的方式省思、分享，且能立即反饋。 

(4)強調生活實踐：活動內容需與實際生活相結合，鼓勵學生驗證所學於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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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構內化自我：重視內化歷程與澄清價值，讓學生充分拓展、發現並思考、

分享自我個人的價值，避免主觀意識的單向灌輸。 

(6)善用多元教學策略：依活動主題屬性、班級特色與學生發展，採取合適、

多元的教學方法。 

(7)落實領域教學：領域教學研究會應協助教師，透過團體專業成長與對話，

規畫課程的統整，以落實協同教學、領域教學。 

(8)結合學校行事活動：如符合本學習領域理念之學校相關特色或行事之教學

活動，可相互結合進行。 

3.評量原則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評量應依據分段能力指標、教學目標研擬適切的評量內涵、

評量方式、評量過程及評量人員，呈現多元的學習結果，也能適時調整教學來提

供學生更有利的學習與成長環境。 

評量亦是評估教學活動的適切性，教學活動宜直接達成教學目標、間接呼應

能力指標，並選取適切的多元評量方式，宜遵循原則如下表 2-3所列： 

表 2 -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評量原則  

評量原則 內容說明 

評量結合  

教學活動  

(1)與學習領域理念與目標評量相互呼應  

(2)教學計畫中納入教學過程或另行研討對應教學的評

量計畫  

評量內涵  (1)包含情意、技能與認知  

(2)兼顧學生的學習歷程、生活經驗與社會適應  

評量過程  兼顧總結性評量與形成性評量  

評量人員  教師外，可邀請學生本人、同儕、小組長或家長參與  

評量結果  (1)評定應顧及學生能力、努力程度  

(2)考量學生個別差異，並讓不同背景、文化的學習者均

能獲得成功的機會  

(3)鼓勵增強描述學習者進步情形、成功經驗或優良事蹟  

(4)以多元方式呈現，兼顧文字描述與等級的方式  

(5)應使用學習者、家長及一般人能理解者的方式，來描

述學習者的表現  

資料來源： 2008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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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量方式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宜採多元評量方式，根據評量目的採用合適的評量方法，

建議可採的評量方法如表 2-4： 

表 2 -4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評量方式  

評量名稱  參考評量方式  

口語評量  口試、晤談、分享、個人口頭報告、小組分組報告  

實作評量  成品製作、表演、實際操作、作業、欣賞、生活實踐、

態度評量表、其他行為檢核表  

檔案評量  教學日誌、研究報告、遊記、軼事紀錄、會議紀錄、其

他系列資料  

高層次  

紙筆測驗  

學習單紀錄、活動心得或其他文字敘述之評量  

資料來源：2008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8）。 

5.師資安排的原則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學，各校應遴聘具有本學習領域理念與知能之專長師

資擔任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國小專長教師應具備本學習領域關鍵能力，國

小師資應由合格教師擔任，唯該教師應參與本學習領域基礎研習至少 36小時或修

習本學習領域核心課程至少二學分。綜合領域教師應修習相關課程才能授課，以

解決教師專業能力問題，使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教師明瞭本學習領域之課程綱

要，以利教學之進行。 

三、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之修正 

（一）修正說明  

因為教育部在 2000年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所宣

示的四項基本理念－擴展學習經驗、提供反思訊息、鼓勵多元自主推動及整體關

聯（教育部，2000），雖然綜合活動理念得以闡述，卻也衍生了以下一些疑惑，

如：「活動」、「綜合」意義分野不清，和學校本位課程混淆。由於四大基本理

念並未釐清「綜合活動」的意義，以致於衍生了教師誤認為合併了團體活動、童

軍教育、輔導活動即為本領域範疇，單純「為活動而活動」，忽略分享、省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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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回饋，以及其它六大領域與本領域範圍重疊等等的問題；此外，鼓勵多元自

主強調「發展學校特色」，使得少數教師誤以為學校本位或特色課程等於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或只有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特色課程。後來經由正式綱要內涵的

呈現，與學者的解析，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真正意涵才得以釐清（李坤崇，2006）。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 97年課綱微調前（92年課綱）的缺點包括：課程內容

只依賴籠統的指標解讀，缺乏脈絡；課程範疇模糊，但學校本位課程不等於綜合

活動課程。為有效解決課程實施上的缺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在修正後（97

年課綱），課程理念修改為： 

課程理念旨在協同教學、統整知識，透過實踐、省思、體驗的各種活動策略，

期望學童在「發展自我」、「保護自我與環境」、「經營生活」、「參與社會」

等四大主題軸之情意與技能加以內化，進而涵養「利他」的情懷（教育部，2008）。 

97年課綱微調後，宣示本領域課程總目標為「培養生活實踐能力」，四大主

題軸及十二項核心素養之內涵架構。而 69條能力指標的描述比之前更強調實踐的

部分，輔以十二項核心素養之內涵架構，並提出「參考能力指標細目」及「補充

說明」，期望能更清楚詮釋能力指標之意涵。 

為順應學生需求及社會變遷，將品格教育的內涵如合作、關懷、負責、尊重

等與之涵蓋在分段能力指標中；第四主題軸保護自我與環境的能力指標增加了永

續經營觀念。除此之外，也特別強調管理情緒的重要內涵。 

（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參考細目與補充說明  

教育當局之所以需要微調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2年課綱，是基於教師反應能力

指標偏於理論敘述，太過於抽象化，難以解析轉化成適切之教學活動為一大主因，

因此增列了「參考細目」和「補充說明」來解讀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微調

之各階段能力指標。 

「參考細目」針對該項能力指標進行概念層次的詮釋與解析，並藉由「補充

說明」提供能力指標能適切轉化為教學活動之適合實施年段或參考建議，便於教

師解讀與運用能力指標。「參考細目」和「補充說明」具有下列特性: 

1.補充說明處適切加入：領域區別、結合學校行事、避免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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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概念敘述「教法與教學切入點」，參考細目主要敘述「主題活動目標」，

以能力指標分析說明為宜，每項細目皆顧及原能力指標的完整性。 

綜上所述，從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要點、分段能力指標參考細目與補充說

明，在在顯示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之微調相當重視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期能讓教師能充分理解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基本理念與內涵、規劃與設計

課程及分段能力指標的理解、轉化與應用，以適切的教材編選原則，強調學生在

生活中實踐部分的教學原則，來善用多元教學方法，進而能運用多元評量方法，

讓師生與家長皆能瞭解活動課程學習的情形，一方面能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一方

面亦可作為教師精進教學的準則，並且據此提供更適性化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並增進學生學習成長。 

第二節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理論與課程設計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是九年一貫課程七大學習領域中，最具爭議性、統整性及

實踐性的新興學習領域，但從 2001年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暫綱實施十幾年來，其理

論基礎有許多不同的陳述，如：實驗主義、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自然主義、

認知發展理論、活動課程理論…等，雖然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理論基礎有許多不

同解讀，但 Dewey的實驗主義受到許多的學者及研究者的一致推崇（李坤崇，2006；

張宏宇，2010；張政一，2004；高廣孚，1991；程仁慧，2003；彭明俐，2009；

溫昇勳，2007；蘇怡珍，2007），也就是經驗學習的理論。由於經濟快速成長，

社會不斷變遷，社會發展已從遵循固有模式的傳統現代社會，邁入快速、濃縮、

多元、高科技、複雜和不穩定的後現代社會。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也反映在

後現代社會之教育的改革與相關政策的制訂。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其基本理念在善用協同教學與知識統整，引領

學習者透過省思、體驗與實踐的心智及行為運作活動，建構內化意義與培養利他

情懷，提升其自我發展、保護自我與環境、生活經營、社會參與的生活實踐能力，

邁向以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為課程總目標。從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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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及課程總目標來推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理論基礎大致可從 Dewey實驗主

義、後現代主義的精神中一窺究竟，並以學生學習經驗為中心設計課程。 

一、Dewey實驗主義 

Dewey（1944）指出教育即生長。他主張教育是一種不間斷地重組、重建及

重新形成的歷程，以生長之本身即為教育的目的，故主張「學校即社會」、「教

育即生活」。知識論中以知識起源於生活上實際活動之經驗，進而產生反省思考、

反省經驗而修正的歷程（Dewey，1963）。課程論中以「連續」觀念，強調教學

是一整體的學習活動，教材教法即是以學童實際生活經驗為學習發展核心，以各

種「活動課程」的教學設計來培養行動的生活實踐力。道德論中提及「善即幸福

說」，即個人之道德、幸福必促進社會之道德、幸福（高廣孚，1991；張宏宇，

2010）。 

（一）Dewey 的知識經驗論  

「教育必須基於知識與環境的變遷而修正方法與策略，藉由外在環境的交互

作用，使經驗不斷的重組與改造」（林玉体，1996）。Dewey（1944）認為知識

是日常生活中解決疑難問題的工具，知識之所以產生，與人之周圍事物及環境有

密切之關聯；知識之所以被證實為真，即是經過一連串之實驗及繼續的過程。因

此認為知識具有下列特性： 

1.活動性： 

Dewey（1944）認為知識起源於實際操作的活動中，在活動中理性與經驗、

觀念與感覺、身靈與心靈、精神與物質，都會在活動與知識的歷程中相輔相成，

在各種學習活動的歷程中造就知識與行動、理論與實踐合而為一，在此即和中國

學者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不謀而合。自實際活動出發，以形成其知識的實

踐，唯有從人的自身經驗，從參與經驗活動過程之體會，進而充實經驗的內容，

也更能累積經驗在未來的發展。因此 Dewey（1990）倡導「從做中學」、「從經

驗中學」、「從解決問題中學」，在學習中利用活動方式將知識與經驗結合在學

習過程中，不僅讓學生的課程知識與生活經驗相輔相成，更能提高學生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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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習興趣，達到知識累積發展與經驗持續成長之目的（李坤崇，2006；高廣孚，

1991；蘇怡珍，2007）。 

2.實用性： 

Dewey從生物學的觀點，以知識為人類適應環境進而得以生存的工具，這種

對付環境，思考解決困難的作用，即為知識的實用性。在教育歷程中，人生存於

生活環境中，環境會對人有所影響，而人也會將遇到的刺激，反應到環境中。這

種人和環境的交互作用會一直持續不斷，人的經驗也就跟隨著時刻改變。Dewey

認為經驗持續不斷地重新組織、改造的歷程就是教育。而知識即是應用於經驗改

造中解決困難的實用方法，另要佐以理性之引導，非盲目的改造或跟從，因而有

省思性經驗之思維。Dewey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中提及「反省經驗」，反省思想功

用，在於當經驗有衝突、曖昧、可疑惑擾亂的一種情境時，而能改變為清晰、一

致、和諧，進而解決的情境，以達到知識的相對實用性（李坤崇，2006；林寶山，

1995；姜文閔，1995；高廣孚，1991）。 

（二）Dewey 的課程論  

Dewey的課程理論中，在教材教法和教學與學習的論述，對各國學校教育影

響很大。Dewey相當重視啟迪學生思想的方法，認為教師需要設置一活動情境，

讓學生在活動中經由思考解決困難或問題中，而達到尋求知識、驗證知識的功效，

此即為 Dewey的設計教學與活動課程（林寶山，1995；姜文閔，1995；高廣孚，

1991）。 

1.設計教學： 

教師應視教材為活動之知識與經驗，也為解決困難、適應生存的重要工具；

教法即教師設計教學與學習情境，運用思考，開啟學生思想智慧的方法。因此設

計活動教學法，著重學校生活與社會生活不可分離、教學工作為師生共同的活動、

教材教法有革新精神、注意思想的訓練，以連續的觀念解釋教材與教法的關係。

教學方法包括設計、觀察、實驗、問答、討論、探究、思考、欣賞與評鑑等多元

方法。強調以學生興趣、需要作為教學活動的基礎，打破傳統課程教學模式，輕

視重複練習、記憶與服從的一致性。另外，Dewey的設計教學強調打破學科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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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兒童自發之活動為中心，以統整方式來選擇與組織教材，各科之間極力設

法維持大單元之教材來教學。 

2.活動課程： 

由 Dewey的經驗觀得知，知識即經驗的重組，具有活動性及實用性。據此

Dewey以生活為中心作為實驗學校課程，教師利用活動式設計教學，將學習內容

結合在參與、體驗之活動過程中，不但能讓學生的實際生活經驗與書本知識經驗

合為一體，更重要的是大大提高學生學習意願與興趣。由於此種主要以活動操作

為課程組織型態，以學生經驗為設計課程基礎，故稱為「活動課程」或「經驗課

程」。 

（三）Dewey 的道德論  

Dewey在道德論之中心思想，主張道德以實用為主，重視培養有用之好人。

Dewey認為個人行為的發生，與環境不能脫離關係，人之間相處行為必能相互影

響，故無論遊戲或工作，除顧及自己的利益之外，尚應兼顧他人之權利，行為之

出發點，利己亦須利他，方能創造個人與群體之幸福。故 Dewey主張在學校中設

計各種活動教材及情境時，除以學生為中心外，也要以社群為中心，使學生在共

同參與之活動中，或有目的的作業中，自然養成合作、負責、虛心、誠實、感恩

等道德品行，涵養社會適應及利他情懷。 

二、後現代主義 

在瞬息萬變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中，不同的階層、族群紛紛喊出要求平等的訴

求。原先主流思潮、邊緣文化所構成的社會型態，進而邁向各方不同價值的兼容

與肯定。教育改革也順應這股風潮，打破了原先教育體制中單一的意識型態，大

大提倡認同和尊重社會中不同種族、性別、團體的價值，使得任何人都能獲得基

本的人權和尊嚴。而且不同族群的文化亦能獲得傳承與包容，呈現多元文化教育

的景像，受所謂「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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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現代主義教育理念  

1.反傳統、反權威 

教育不再具有控制力即被控制，後現代是大眾傳播、跳躍的時代，講求突破、

創新，精緻文化逐漸消失（馬向青，1999；陳伯璋，2004；詹棟樑，2002）。 

2.反「知識本位」或專業 

鼓勵學生發展新觀點，對過去習以為常的知識可提出質疑，以多元開放的態

度主動探究個人與社會，鼓勵學習者要不斷的顛覆、開放和創新，課程的發展是

師生不斷對話之後所發生的衝擊與改變，學習是師生與學生同儕間不斷對話的結

果（馬向青，1999；詹棟樑，2002；蔡姿娟，1998）。 

3.反「菁英」導向 

後現代教育對菁英主義的忽略，將涵蓋更多樣的教育層級與種類，

鼓勵更多人參與，倡導對文化差異的體認與包容，及培養尊重不同個

人、族群、團體和文化之精神。學習經驗被視為建構「生活風格」統

整的一部分（郭實渝， 1996；詹棟樑， 2002）。  

4.發展歷程採取「去中心化」與「鬆綁」的原則 

後現代社會是大眾文化的市場導向，知識分子的角色由現代充滿信心的「教

育者」轉換成「新文化中介者」，任何形式的活動都有潛在的教育性。教育鬆綁

即是讓學校對教育有更多的決定與自由，讓學習環境與學習者皆能適度發展（馬

向青，1999；楊洲松，2000；詹棟樑，2002）。 

（二）後現代主義課程觀  

詹棟樑（2002）認為後現代主義課程觀反對泰勒原理。泰勒把教育目標置於

學習經驗之先，而美國教育家 Dewey提倡的，教育目的產生於教育經驗和活動中

有異。後現代主義教育家們普遍認為：Dewey的論點優於泰勒的論點，故有不同

於傳統的新見解與新觀念（馬向青，1999；詹棟樑，2002；蔡姿娟，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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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目標與設計 

反對「目標模式」之後設論證，課程的教學以過程為中心，秉持生活實用為

原則，避免艱澀零碎的知識，試圖超越傳統的學科制課程，以「科際整合」的組

型，打破學科界限，強調學科之間的統整性。課程應是一整體和動態的獨特性，

以及重視個人視野的獨特性及發展經驗。特別重視教育機會的均等，對於各族群

的文化應予以尊重、包容，並促進批判思考能力的培養，發展多元文化課程，養

成終生學習的態度。 

2.師生角色 

在後現代社會中，教師地位逐漸低落，教師部分工作已逐漸被電腦所取代。

教師應放下以往傳統教育知識權威的角色，不斷的進修以提升教師專業，並增進

資訊運用、及輔導技巧方面的知能。教師必須具備一個領導者的能力，教導學生

具備如何學習的能力，如何擁有適當相關的資訊和知識，並能予以活用和組織知

識，以解決問題。教師仍應扮演具文化傳承與價值導引的啟蒙教育家角色，教師

也是要不斷學習，和學生共同成長，以符合後現代社會對教師角色的期待與要求。 

3.教學方法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將逐漸取代傳代教師為主的教學方式，個別化學習

及差異性教學更受到重視。教學歷程上以個別化、多元化、資訊化、及創意化為

原則，依實際教學情境，適時應用各種教學方法，以有效達到教學目標。而教育

對話中，教師也常用「隱喻」的啟發作用，讓學生瞭解，比呆板的「邏輯」更有

用，課程的教學，以感性方式取代理性方式更有效。 

4.多元評量 

後現代主義課程關注實施的過程，注重各種經驗之間的聯繫。故課程之學習

評鑑，屏棄現代傳統的統一紙筆測驗方式，需採納動態評量如操作技能、參與討

論、團體合作、口頭報告或檔案評量等方式，且應兼重知識、情意、技能多方面

的學習內容，在各種情境學習的過程中，即可評鑑學生之學習成效。 

在後現代主義思潮衝擊之下，我國的教育發展走向多元化，科際整合以及重

視資訊能力，九年一貫課程中相對應的提出諸項具體措施與理念，包括鄉土教學、

學校本位課程、師資培育多元化、終生學習、合科課程及電腦教學、課程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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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課程、能力本位、多元評量等，都是不同於以往傳統教學觀念。正顯示教育

哲學從傳統走向後現代，後現代主義對課程影響最重要者為課程決策下放、去中

心化，教師被增能賦權(empowerment），不再只是教科書的宣讀者。後現代主義

的差異策略、對抗本文(texts）、對抗記憶，影響九年一貫課程頗大，對未來社會

教育結構的影響深遠（陳伯璋，2004）。 

三、課程設計以學生學習經驗為中心 

黃光雄與蔡清田（2015）在《課程發展與設計新論》一書中，認為課程的綜

合定義應該包括了「科目」、「經驗」、「計畫」、「目標」與「研究假設」等

五種的課程意義：課程科目將課程視為一種學習領域、學習科目、教材或教科書；

課程經驗是指學生實際從學校生活所獲得的學習經驗；課程計畫是指課程規劃人

員，對課程目標、內容、方法、活動與評鑑等因素所做的一系列選擇、組織、安

排之規劃；課程目標是評鑑學生學習結果的標準，即課程目標是指預期學生所要

表現的行為，而其教育方法則強調實作或實際參與活動以獲取經驗；課程即研究

假設，可以將課程視為有待教師在教室情境脈絡的教學過程中加以考驗的一套「研

究假設」。 

綜合活動基本理念為「體驗、省思、實踐與以涵養利他情懷、建構內化意義」，

設定「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的能力」為其總目標。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設置，

是要彰顯其與其他學習領域同等重要，避免過去活動體驗課程常被主要學科課程

挪用之情形，特別重視以「學生學習經驗為中心」的課程設計理念。所以，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是以「課程即經驗」的課程觀點出發，重視的是學生個別的學習經

驗，注重學生的學習過程與所產生的學習成果。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認知、情

意、技能等方面的發展。其課程的基本假設是以學生為學習的中心，主張學校課

程應該適應學生個別差異，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兼具學習過程與教育目標。 

「課程即經驗」的課程設計方法，強調學生學習經驗，其重點包含有學校教

師的責任是去發現學生的經驗與興趣，在此基礎上建立教育活動；強調以學生的

經驗與興趣做為設計教學活動的起點，活動不能事先硬性規定；強調重視學生身

心發展程序，提供學生各種可能與可欲的學習經驗（黃光雄、蔡清田，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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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重視學習者的主體性，重視學生生活經驗是省思性經驗的

材料，從學生的體驗、省思，建構內化意義與價值，鼓勵多元對話與尊重；它一

再強調經驗是不斷的重組與改造的歷程，兼重個人能力的培養和社會責任的承擔。

教師在實施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時應以「學生學習經驗為中心」的課程設計理念，

重視學生個別差異及主體性，因材施教；運用多元的課程內容與教材，以激發學

生多元潛能，讓每個學生發揮自己所長。 

課程發展強調課程由理念構思、產生具體課程文件、依計畫實施教學到評鑑

成效的動態歷程與影響因素，通常其歷程包括課程目標擬訂、課程選擇、課程組

織、課程實施及課程評鑑等（王文科，2001；黃政傑 1996）。教師首先必須理解

課程中所蘊含的教育理念及其與教學實務之間的關係，建立新的教學技能與習慣，

並有反思與慎思的教學行動力，以漸次引導學生朝向課程目標邁進。其次，教師

必須能清楚地瞭解自己在課程發展過程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相信自己能

成功的扮演該課程角色，否則不會發展出所需要的課程發展知能。 

第三節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之教師關鍵能力 

張素花（2004）研究發現影響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成功與否的關鍵之

一，在於授課教師是否確實實施課程。因此，任教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教師必須

對於此領域的內涵有所瞭解，具備專業關鍵能力，有助於教師的教學實施與成效，

達到教育理念與目標的實現。以下探討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師需具備之關鍵能

力。 

一、課綱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師關鍵能力 

教育部在 2008 年 5月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提出四項授課教師宜掌握的教學要領，如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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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要領  

教學要領 內容說明 

實踐體驗

所知 

1.引領學習者透過活動中的實踐，獲得直接體驗與即時回

饋  

2.應用所知來增進對自己的瞭解與悅納，以及經營生活與

實踐的能力  

省思個人

意義 

1.提供學習者充足的時間與機會  

2.鼓勵其以多元的方式，從容地表達自己的體驗與省思，

建構個人意義  

擴展學習

經驗 

1.激勵學習者以多種感官來體驗世界  

2.提供開放多樣的學習環境，擴大訊息選擇的範圍、來源

與方式，強化關懷自己、他人與自然環境的態度  

3.促進個體適性發展與環境永續發展  

鼓勵多元

與尊重 

1.藉由學習者參與多元的活動方式，讓其開展、發掘並分

享屬於個人的意義，尊重他人的體驗  

2.鼓勵學習者參與社會、擔起自己的責任，以促進個性與

群性的調和發展，以落實課程目標  

資料來源： 2008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8）。 

李坤崇（2004）認為教育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強調教師必須調整傳統教學

方法與策略，充分掌握教學要領，讓學生能直接選擇並參與、體驗活動，能表達

回饋、分享與省思，進而讓學生發掘個人的意義、擔負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教師

是否能掌握能力指標的精髓，成為能否達成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目標的關鍵。

教育部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偏重於理想、抽象之理念，能力指標是指學生所

應具備的基本能力，均無明確指出實際、具體的活動或教材內容，故教師教學時

須將基本能力、能力指標轉化為更具體的教學策略，如多元化、生動化的教學活

動或明確化、系統化的教材內容，方能實施教學（李坤崇，2004）。張素花（2004）

也認為教師要能熟悉能力指標，確定所要達成的教學目標後，再去設計教學活動，

然後整合每學期所有領域的教學活動，刪除重複的指標，做彙整與評析。 

就其教學內涵而言，主要在依據課綱的精神與目標之下，發展出的四大主題

軸與十二項核心素養，再從核心素養發展 69條分段能力指標。且因應實務教學的

需要，讓學生有效學習並達到課程目的，教師應有效掌握與理解課程目標以及能

力指標，具備有理解課程知能；在教學現場，教師即可依據教材內容、社會資源、

學生經驗等狀況，靈活彈性運用能力指標，設計多元的學習教材，應具備選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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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與教學知能。在課程實施上，教師應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教學，在評量方面，

要注意差異性與多元化的原則，提供學生適性、適才發展的學習機會，進而內化

自我，尊重他人與互助合作，擁有積極參與社會的正向人生觀，屬於教學與多元

評量知能。 

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理論中之教師關鍵能力 

從課程設計及課程發展歷程包括課程目標擬訂、課程選擇、課程組織、課程

實施及課程評鑑等（王文科，2001；黃政傑 1996）。課程設計者需從學生、社會

的需求去界定課程與教學目標，選擇課程加以統整、組織，在課程實施上選擇適

切的教學策略與教學方法，選定多元評量方法，也在評鑑教學中修正教學要素。

課程發展歷程模式的課程設計，強調的是教育方式與教育過程，著重教學過程和

學生在此學習過程的經驗，重視學習者的主動學習與教師專業思考。 

Dewey（1944）的實驗主義認為學習要透過自身生活經驗的溯源與體驗，習

得的抽象知識才能被逐漸理解，達到知識與生活實踐相結合的意義，逐漸形成完

美的生活經營；教材的編製與選用，教法之實施也必須由學生之經驗出發，而漸

至成人的生活內涵，從最初的「如何做」的經驗到漸獲得別人傳與的知識，及至

材料越加擴充與複雜後，必須加以組織與編排，而成為科學或理性化知識（高廣

孚，1991）。 

後現代主義課程觀注重學習過程，重視個人經驗發展與獨特性，強調所有經

驗之間的內在聯繫與實踐。課程中藉由多元的活動，讓每一位學習者發掘、體認

並內化屬於個人的意義，尊重不同族群之體驗，並同時鼓勵學習者參與社會、擔

負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後現代教學強調課程是一實施的過程，注重學習經驗、知

識之間的關聯，因此提倡參觀訪問、實地研究、校外人士演講、遊戲或表演等不

同教學法來實施課程（張文軍，1999）。而學生之學習成效評鑑，不同於現代傳

統的統一紙筆測驗方式，採多元評量如操作技能、參與討論、團體合作、口頭報

告或檔案評量等方式，且應兼重知識、情意、技能多方面的學習內容，在各種情

境學習的過程中，即可評鑑學生之學習成效。 

從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之實施規畫，我們可以從課程理論，歸納出教師關

鍵能力包含有：課程知能與規劃、教材與教學資源知能、教學與多元評量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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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知能主要是指能解讀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基本理念與內涵、規劃與設

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轉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內涵到教學現場；教

材與教學資源知能主要是能選用、評鑑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且能運用與整合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資源；教學與多元評量知能主要是能掌握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理念，設計教學活動，善用多元教學方法，落實體驗、省思、實踐與創新教學，

依據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評量結果，省思教學效能並調整教學，根據學生個別差異

採取適性、多元評量方法，且能設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評量的工具。 

教師要有課程認知關鍵能力，能釐清所要達成的能力指標，確實依據能力指

標研擬教學目標或具體目標，並能將教學目標轉化為具體的教學策略，融入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七大議題，進而設計相關教學活動，並善用各種學習方法，讓學生

獲得基本能力，最後達到建構內化意義的目的；讓學生透過活動過程的體驗與省

思，真正落實培養學生生活能力之目的，呼應九年一貫課程目標的理念培養學生

「帶得走的能力」。換言之，如果教師對基本能力指標不瞭解，勢必會影響到課

程設計的能力與課程目標的掌握，進而影響到課程實施的效果（張宏宇，2010）。  

現今社會中之教師角色，已大大不同於以往現代傳統教育體制下，知識權威

的傳授者，必須不斷的充實自我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並評鑑自己是否有達到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之關鍵能力，能確實實施九年一貫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之

內涵。 

統整上述，教師關鍵能力包含有課程知能在於能理解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基

本理念、總目標與理論，能解讀分段能力指標，進而實際參與課程規劃到選用教

材及運用教學資源，在教學現場真正運作多元教學方法與多元評量，確實真正實

施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是故本研究將針對此設計訪談大綱，以瞭解臺中市小

型學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教師對課程知能的理解，來做課程規劃與實施課程，

課程實施中是否會運用教材與教學資源知能、教學與多元評量知能，以增進臺中

市小型學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現況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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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之相關研究 

由於本研究將探究小型學校綜合活動領域之實施現況，因此有必要回顧過去

已進行之相關研究。本節將同時討論以往對綜合活動領域之相關研究以及綜合活

動領域實施現況之相關研究，另研究範圍則選定為國民小學。 

為瞭解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從 2000 年由學校提出試辦，到 2004年國小全面正

式實施後，丘愛鈴（2006）整理、歸納、和分析綜合活動領域相關論文，以瞭解

課程實施整體概況。根據其研究結果，自 2000年 8月試辦至 2005年 12月止，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有 46篇相關之學位論文。她的發現包括：（一）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相關研究數量不多，且尚未有博士論文研究。顯示該領域在國民中小學正式課

程中位處邊緣化的弱勢處境，研究社群亟待努力開拓與深耕本領域的理論與實務

發現。（二）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個案研究與行動研究最多。 

九年一貫課程自 2004年正式開始實施，至 2011年 97年課綱微調至今，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是九年一貫新設置的課程，不同於以往的傳統課程模式。在此期間，

陸續有一些學者，針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2年課綱之實施現況提出相關論文研究，

大多以量化研究為主，主要探討課程理念與精神的認知方面，課程選擇與規劃方

面及課程實施方面（吳儒興，2008；施心韻，2008；莊怡君，2012；張宏宇，2010；

程仁慧，2003；彭明俐，2009；楊鈴羢，2004）。亦有張素花（2004）針對國民

小學一年級綜合活動課程實施之行動研究，蔡旭峰（2005）做文化不利地區小學

教師實施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個案研究，以及王雪薰（2007）以三位國小教師探

討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國民小學實施困境與解決策略。 

另外，由上述資料顯示，2006年之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相關博碩士論文研究

是相當有限的。而研究者以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為主，搜尋、歸納 2006

年至 2013年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相關博碩士之學位論文研究，出現大量教學方案或

教學策略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行動研究，有關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課程實施情

形，或教師專業知能或其他主題，就未見其研究數量有增多趨勢，尤其是有關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 2008年課綱微調後之課程實施情形，其研究更是寥寥無幾。2008

年課綱微調後，微調後課綱 2011年正式實施，2011年到 2014 年之相關學位論文

研究主題分析，整理敘述如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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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 0 08 年課綱微調後（ 2 01 1 年到 20 14 年）綜合活動領域研究主題之

分析  

研究分類 綜合活動課程研究 綜合活動教學研究 

研究主題 
教室層

級課程 

學校本

位課程 

課程實

施 

課程評

鑑與 

教科書

選用 

教師課

程實務

知識 

教學 

策略 

教師專

業成長 

教師的

認知和

態度 

學生學

習成效 

篇數 0 1 2 1 0 8 1 0 0 

比例% 0 7.6 15.3 7.6 0 61.5 7.6 0 0 

小計 4 （30.7％） 9 （69.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 2-6可看出，在課綱微調之後的研究，以教學研究主題上的教學策略居

多，只有 2篇論文是與課程實施有關之論文研究。 

莊怡君（2012）在高雄市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現況及發展策略之

研究中，以量化研究探討高雄市不同背景的國小教師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認

知與設計」、「價值」、「行政運作」、「困境」、「發展策略」等五個層面的

差異性。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實施現況對發展策略有其預測力且其標準化係數皆

為正數，高雄市國小教師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實施現況能夠反映部份的發展策

略。 

另外，張宏宇（2010）的研究中，曾提及大部分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教師

對 97年課綱不瞭解，建議教育主管單位應針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微調

內容多方面加強教育宣導。 

綜觀以往，發現關於綜合活動領域實施現況所進行之研究，在 2011 年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微調全面實施後，對實施現況的研究少之又少；就研究方法

上而言，以往針對數個學校的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以量的方式進行。而本

研究期以個案研究方式，以半結構式訪談，去深入訪談一些小型學校綜合活動領

域之授課教師，實施綜合活動領域之課程實施情形，期能有另一面向之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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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節共分為五節，說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第一節為研究方法；第二節

為研究流程；第三節為研究參與者；第四節為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第五節為研究

信實度；第六節為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來進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現況的調查。質的研究是透

過面對面的對談、觀察，從在自然情境中的參與人士蒐集資料，採用文字詳細敘

述現象並分析，詮釋、歸納出事實的一種互動性探究方式，使他人瞭解參與者對

這些情境與事件之認知、信念、感受與意見，並可將現象的理解予以延伸。質性

研究比較關注從參與者的觀點與感受，來瞭解社會現象（王文科、王智弘，2002）。

Merriam（1998）認為質性研究是從研究參與者的立場與觀點出發，而非從研究者

的觀點來解釋所欲瞭解的現象，選擇半結構式訪談從研究參與者口中，獲得欲瞭

解議題的相關資料是很適宜的一種質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的訪談是一種情境化

的、概括的言談，開啟了理解獨特的個人從對話之旅中出現的認知、情感和價值

的判斷，是一趟建構意義的旅程，目的是建構從多位研究參與者那裡得知的多種

故事之後設敘事（黃惠雯、童琬芬、梁文蓁、林兆衛，2003）。 

從閱讀的相關文獻與文獻探討中，發現關於九年一貫綜合活動實施現況的討

論，幾乎都是以量化研究的方式來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綜合活動領域教師與其課程

綱要之理解、教學實施現況的關係及其意見。但在這其中有許多層面是無法藉著

勾選選項的方式，就可以明確地表達出教師實際教學時的情境，教學過程中的出

於內心的體念與感受及相對回饋，或在較不一樣的學校組織型態中，尤其是教師

在小校所面臨的行政領導政策、學生素質、行政工作分攤壓力等。在不一樣的教

學環境，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之實際教學現況與困擾，其中之教學酸甜苦辣與

心境，單純的量化數據可能無法有效詮釋。透過質性研究可以對教師教學情況和

經驗更加理解，可避免落入問卷調查套入模式之限定回答與觀點，而更加能夠呈

現參與研究者的真實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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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個案分析法，運用半結構式訪談、觀察、及文件分析方式收集資

料，瞭解在小型學校中，已教授過 97年課綱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在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之教學現況、意見與困境。在訪談的內容上，研究者擬訂五個部分來提

問：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第一部分是課程知能，在瞭解研究參與者對微調後之綜合

活動領域 97年課綱之基本理念、內涵的瞭解；第二部分是課程規劃與教材，在瞭

解研究參與者服務學校目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規劃及教材選用情形；第三部

分是教學資源、教學與評量知能，在瞭解研究參與者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的情

形，包括課程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資源及學習評量標準，教師是否能解讀課程

內涵與轉化，具備課程知能、教材與教學資源知能、教學知能及多元評量知能等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第四部分則是瞭解研究參與者對於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課程實施之困境與問題；第五部分則是請研究參與者提出相關意見與建

議。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包含六個步驟： 

一、研擬訪談大綱 

依據所閱讀的文獻結果，確定研究方法後，編擬初步的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經徵詢目前研究者服務學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研究會小組成員及已教授過 97年

課綱之教師之意見，再修改大綱，最後定案成為正式訪談大綱（如附錄一）。而

正式訪談時，仍會根據研究參與者的反應、問答之流暢度，適時調整訪談大綱的

順序和內容。 

二、尋找並確定研究參與者 

以多種方式尋找符合資格之研究參與者（待第三節詳述），並一一聯絡同意

訪談之研究參與者，確定訪談時間與地點。 

三、進行正式個別深度訪談與錄音，轉成逐字稿並進行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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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觀察與錄音之訪談內容資料轉謄寫為文字檔案，和分析文件進行多元校

正。 

四、資料整理與主題分析 

研究者以半結構式訪談、觀察、及文件分析等方法來蒐集研究資料，同時整

理撰寫研究札記，將逐字稿和分析文件進行多元校正，並與研究參與者做逐字稿

之編碼討論（如附錄三）。針對蒐集的資料分析所呈現的問題，歸納成主題，又

再蒐集相關資料，如此週而復始的蒐集、分析、歸納與整理資料。 

五、整理研究結果與建議並撰寫研究報告 

研究者利用研究過程中所蒐集到的各種資料，整理分析後撰寫研究內容，並

藉以釐清研究問題，最後做成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整理如圖 3-1:  

 

 

 

 

 

 

 

 

圖3-1  研究實施程序流程圖 

正式個別深度訪談與錄音 

 

研究結果與建議 

聯絡確定之研究參與者 

 

訪談內容轉成逐字稿、編碼 

 

資料整理與主題分析 

 

 
 

研究參與者檢核與增修 

 

資料整理與主題分析 

 

研擬訪談大綱 

 

尋找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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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個案研究能從研究參與者的觀點、知識與訊息，擷取在自然情境中所經歷之

事件的複雜性與豐富性，進而轉成語文的描述，研究者就要尋找能提供豐富關鍵

資訊之研究參與者、地點或事件來進行研究（王文科、王智弘，2002）。由於本

研究的目的是在「瞭解」，而非「概括」所有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現況，因此

本研究在時間與人力的限制下，對於研究參與者的選擇，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策略，

以目前臺中市 6 班以下的小校，已教授過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之教師為研

究對象。 

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研究參與者的選擇條件上，以同質性及效標選樣（王

文科、王智弘，2013），除要求必須是所任職學校型態為臺中市 6班以下的小校，

以一、二、三、四年級教授過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年課綱之導師或科任老師，皆

有個案參與研究外，為了求得更豐富、多元的個案資料，來呈現分布在臺中市不

同區域、不同學區環境學校本位之小型學校實施綜合活動現況。故以臺中市約略

之四大行政區域（山區 3位、海線區 3位、屯區 3位、原中市 1位），符合上述

資格的老師成為研究參與者，且每間學校的研究參與者只選擇一名教師。除了上

述研究對象的條件選擇外，其他如年齡、年資、性別、學歷、婚姻狀態等，均不

加以限制，以求獲得異質性個案的陳述，而使研究內容的真實及適用性更為豐富。 

在邀請程序上，研究者主要是透過關係人（認識的小校校長、共同認識的同

事），以滾雪球的便利取樣方式，請認識的小校校長再介紹不同區的另一個小校，

一個介紹另一個，先透過關係人一一進行初步邀約。另外亦在寒假教師研習中，

親自前往研習會場，明查暗訪欠缺之不同區域、符合資格的小校老師，詢問其參

與研究的意願。亦有透過學校網站或臉書可尋得符合資格老師的聯絡方式，以發

E-mail、臉書訊息或在其班級網頁上留言，甚至直接打電話到其任教教室，向完

全不認識的老師們詢問其參與研究的意願。 

邀請結果以透過關係人，尤其是校長推薦介紹的老師，全數同意參與研究。

而以 E-mail 或臉書徵詢參與研究意願的約 10幾人，全數無人回覆。因本研究有

關注到學校課程規劃的行政程序，授課老師之專業關鍵能力描述以及是否按照課

表授課與否，這些可能都是老師們的考量因素，所以有些符合資格之綜合活動學



 

31 
 

習領域教師在聽完訪談目的或看完訪談大綱後，即以工作繁忙、沒有時間或謙稱

所學不足婉拒採訪，但仍有一人願意釋出過一陣子再參與研究的意願，令研究者

仍滿懷希望，如有資料不足時仍有可考量的個案。亦有欲訪問之學校符合資格的

老師，臨時卻以未教授綜合活動領域來婉拒訪談邀約（其學校網站課表卻有顯示

該老師有教授綜合活動），令研究者在找尋參與研究者時面臨窘境。且在邀請過

程中，某些小校校長反應因小校地處偏鄉，教師流動率甚高，有些正式老師才剛

到任半年而已（未列入訪談對象），故有符合資格且非常願意接受訪問的老師，

有可能是到小校才服務 2、3年的老師，亦或為代理教師的身分，但都有一定的教

學經驗，故亦將其列為不加以限制之條件選擇。 

在對臺中市大部分小校，以上述數種方式邀請後，扣除不符合資格（到校服

務僅半年）及婉拒邀約的，最後有十位教師願意加入成為研究參與者。在確認同

意參與研究者的名單後，再以電話進一步說明本研究的意圖與研究目的，誠摯邀

請對方參與研究，以電子郵件方式或臉書訊息傳送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和參與研究

同意書給研究參與者，確認研究參與者瞭解研究目的與同意參與研究後，再敲定

訪談時間與地點。 

最後就以十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資料與文件進行分析，其中有兩位是代理教

師身分。有關研究參與者資料如下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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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參與者資料一覽表  

研究 

參與
者 

性別 教育 

背景 

 

教學年資/ 

綜合教學年資/ 

小校綜合教學 

年資 

 

 

目前主要工作/ 

兼任之工作 

學區背景 

A 女 師範院校 

 

15年/ 

15年/ 

10年 

行政工作 

兼二年級導師 

農、工 

  弱勢家庭多 

B  女 教育學程 9年/ 

4年/ 

2年 

二年級導師 

兼行政工作 

農、工 

弱勢家庭多 

 

C 女 師範院校 

研究所 

12年/ 

12年/ 

1年 

行政工作 

三年級綜合科任 

工 

弱勢家庭多 

 

D 女 教育學程 

研究所 

15年/ 

10年/ 

8年 

四年級導師 

兼行政工作 

 

 

 

務農 

弱勢家庭多 

E 女 教育學程 6年/ 

6年/ 

4年 

二年級導師 

兼行政工作 

務農 

弱勢家庭多 

F 女 師範院校 

研究所 

6年/ 

4年/ 

3年 

三年級導師 

兼行政工作 

務農 

G 女 師範院校 

 

3年/ 

2年/ 

2年 

一年級導師 

目前沒有 

 

 

 

務農 

弱勢家庭多 

H 女 師範院校 

 

6年/ 

2年/ 

2年 

一年級綜合科任 

目前沒有 

務農 

弱勢家庭多 

I 女 師範院校 

研究所 

7年/ 

7年/ 

3年 

四年級導師 

兼行政工作 

務農 

弱勢家庭多 

J 女 教育學程 

 

12年/ 

7年/ 

1年 

四年級導師 

兼行政工作 

務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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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一、研究資料的蒐集 

Patton（1990）指出單一資料的蒐集方式無法概括呈現出真實現象，因此，

為了能更確切貼近真實的現象，及增加資料間相互的效度檢驗（吳芝儀、李奉儒，

1995），本研究主要採用訪談法，並輔以相關文件蒐集等方式，以便深入地加以

分析、探討。有關研究資料蒐集之方式，分述如下： 

（一）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式，這種訪談方式是

訪問者先發問標準化、結構嚴謹的題目，為獲致更完整資料，另採用開放性問題。

訪問過程中可增刪問題或順序，留下較大彈性，讓研究參與者對事物表達更多意

見及觀點，兼具結構與無結構式訪談的優點（王文科、王智弘，2013）。研究者

先參考相關文獻，徵詢專家意見後，編製正式訪談大綱（如附錄一）。訪談大綱

在訪談前先給研究參與者參閱，經研究參與者同意並簽署參與研究同意書（如附

錄二）後，才開始正式進行訪談錄音。 

（二）文件資料  

蒐集文件資料主要是補充訪談資料不足之處。本研究擬蒐集的相關的文件，

包括：綜合學習領域教師的教學檔案（個人基本資料、綜合活動過去的活動紀錄、

照片和學習單等）、學校刊物、學校網頁、學校或個人臉書等。 

（三）觀察  

研究者如經研究參與者之同意，相約在研究參與者之任教教室訪談時，即會

徵詢研究參與者同意，以其有關綜合活動領域之教室布置或學校環境、、等做實

地觀察。 

（四）訪談時程  

本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訪談、參觀時程和地點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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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研究者訪談時程表  

研究 

參與者 

日期 時間 地點 方式 

A 2015/01/23 13：54~15：38 任教教室 訪談、觀察 

B 2015/01/26 14：08~15：00 任教教室 訪談、觀察 

C 2015/01/26 15：30~16：40 任教教室 訪談、觀察 

D 2015/02/02 14：01~15：05 任教教室 訪談、觀察 

E 2015/02/03 09：07~10：48 餐廳 訪談 

F 2015/02/04 12：18~13：10 研習教室 訪談 

G 2015/02/05 12：48~13：35 任教教室 訪談、觀察 

H 2015/02/06 12：45~13：52 科任教室 訪談、觀察 

I 2015/02/10 11：51~13：05 餐廳 訪談 

J 2015/03/30 14：20~16：55 任教教室 訪談、觀察 

二、資料的分析 

黃瑞琴（1994）指出在質性研究中，資料蒐集與分析是必須同時持續進行的

生產式方式。研究者要不斷思考以有意義的方式處理現場呈現的大量資料，以便

能及時發現與驗證是否有矛盾，是否需要蒐集更多資料。為處理現場呈現的大量

資料，本研究訪談逐字稿與資料編碼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訪談逐字稿、編碼  

1.正式訪談錄音轉譯成逐字稿： 

進行訪談後，隨即將訪談錄音謄寫成逐字稿，錄音的轉譯主要是協助研究者

真實呈現研究參與者的確切言談與感受。記錄格式為 A4 紙張大小，每頁逐字稿

插入頁碼，並預留備註欄以利開放性編碼之主題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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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歸納編碼類別： 

先詳細閱讀逐字稿 ，根據訪問大綱檢視資料內容的範圍與意義，進行「開放

性編碼」。找出主題並且給予最初的標籤或符號，將不同個案的資料精簡成數個

類別（朱柔若，2000）。類別即是指概念，即資料中所浮現出的重要分析意涵，

做第一階段的概念化及詮釋。其執行的方式之一是逐行分析，逐行分析檢驗雖耗

時，但是它能夠讓研究者快速的產生類別，統整出類別、為類別命名。 

3.資料的編碼分析整理： 

研究者反覆閱讀訪談逐字稿，如發現某些語句、一段對話或描述，呈現出已

初步歸納形成的「編碼類別」，即將其標註為一個「資料單位」，並在這個資料

單位後備註欄寫上初步編碼類別，再依照這些類別，將全部資料編碼。 

4.形成初步架構： 

研究者將每個個案類別編碼的資料單位組合在一起，便能建立一個整體的研

究架構，歸納出研究結果與建議。 

（二）資料編碼方式說明：  

以 A、B、C、D、E、F…等符號及順序代表接受訪談的研究參與者及其接受

訪問的前後順序。其他資料編碼方式說明如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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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資料編碼說明  

內容 記錄方式 例子說明 

訪談 (AI-日期-頁-行） (AI-20150123-2-15） 

代表 A是第一個研究參與者，I是面

對面訪談 

2015年 1月 23日逐字稿，第 2頁第

15行起(以下-日期-說明同） 

電子郵件 (CE-郵件往來次數-日

期） 

(CE-2-20150123） 

代表 C 是第三個研究參與者，E是以

電子郵件聯絡 

2是代表郵件往來第 2次 

文件資料 (A學校網站） 

直接標明書寫 

(D臉書） 

(A學校網站） 

代表 A教師之學校網站資料 

代表 D教師之臉書資料 

觀察 (A觀-日期） (A觀-20150123） 

代表 A是第一個研究參與者 

2015年 1月 23日觀察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質性研究的信實度是指研究者在資料蒐集、詮釋的歷程中，具有穩定性與否，

可供他人追隨之可依賴性。質的設計效度是指研究者和參與者，對整個研究事件

的描述與意義之同意程度。整個質性研究是必須具有可依賴性與可信性（王文科、

王智弘，2013）。因此，本研究以下列資料蒐集策略提升研究的信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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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用多種方法策略：研究者進行資料的多元驗證（高淑清，2008），使用多

重資料來源，增強研究的可信性。 

二、運用不同的資料蒐集方式：如深度訪談、觀察、文件分析等，將不同時間與

不同研究參與者所獲得的資料交叉比對，以檢核資料的準確性和詮釋的有效性。 

三、依賴不同資料來源：研究者自不同資料來源蒐集相關資訊，包括文件檔案、

課程計畫和學校網站、臉書、活動照片、學生的學習單、教案等。研究者在訪談

研究參與者之前，先瀏覽其任教學校網站、班級網頁或臉書，對該校之課程計畫、

班級課表、本位課程、學校活動與學校行政工作，研究參與者在班級網頁及臉書

張貼之班級照片、教學活動等，先去做初步瞭解，增加訪談時的熟稔度。訪談後

再次瀏覽上述資料，以確認資料的準確性。 

四、採用不同的分析策略：除了質性的分析方法外，同時佐以文獻分析、理論依

據與專家意見。 

五、逐字記錄參與者語言：以獲得參與者逐字的陳述和出自文件裡的引述。 

六、低推論描述：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稿，除了修正錯字或語句連貫外，都以逐

字記錄訪談內容，詳細描述參與者使用的重要術語與情境，做出具體且精確的紀

錄。 

七、以數位工具輔助記錄資料：使用錄音筆、手機以錄音方式記錄，以提供準確

與詳實的紀錄資料，訪談錄音後用逐字稿軟體轉譯成逐字稿，以免缺漏、遺忘。 

八、研究參與者檢核與增修：訪談錄音內容做成逐字稿後，請參與者過目，檢查

是否有與原意不符欲增修補充的文句。研究者並將整理逐字稿時所衍生出或遺漏

的問題，以附註的方式註明，請參與者再逐一補充回答 。 

九、採用同儕、同僚討論：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會不定時與指導教授、研究

所同學或研究者任教學校綜合活動領域老師互相討論，以期研究資料與結果適切

性與周延性，避免個人主觀因素致研究之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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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研究者省思札記：研究者訪談和觀察時會隨身攜帶訪談札記，內容包括重點

提示、訪談技巧、參與者資料，心得感想、待答問題、應有禮貌、、等，對參與

者於訪談時非語言的表情、動作、態度及觀察情境，也會在當時或離開現場後立

刻以研究札記描寫補充，以掌握完整紀錄。 

第六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秉持研究倫理，以保護研究參與者。  

一、誠信原則：訪談前研究者會先表明自己的身份背景，告知研究參與者本研究

之動機與目的，並將參與研究同意書（附錄二）逐字念給研究參與者聽，再次強

調資料處理過程的保密措施，研究過程中可能要配合的行為與時間，等待研究參

與者接受並簽名後才開始進行訪談。 

二、匿名保密處理：在研究過程中，為顧及研究參與者之隱私，舉凡有關研究參

與者之資料如：任教學校、本名、訪談中提及的相關人士等均予以化名處理，匿

名保密。對於其他足供個人辨識等物件等，均不和個人資料相連結，研究者也避

免與研究外第三者交談時透露研究參與者的個人特定資訊，以確保其隱私與研究

約定。訪談記錄、錄音、文件等有可能洩漏研究參與者身分的物品，會於研究結

束後予以銷毀，以免資料外洩。 

三、研究者對蒐集到資料做客觀的詮釋與分析，盡量呈現事實真相，避免扭曲或

誤解，也不過度臆測。在研究的過程中以同理心隨時考量研究參與者的感受，不

為了達到研究的目的，而導致研究參與者不舒服或有受欺騙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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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描述研究結果，內容共分三節。第一節描述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

情形、第二節描述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之課程實施困境、第三節描述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教師之意見。本研究呈現訪談資料時，以「新細明體 10號字體」的方式

呈現，以便完整呈現受訪教師的意見。 

第一節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情形 

本節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現況分為四部分來呈現，第一部分是教師

對課程認知情形，第二部分是課程規畫情形，第三部分是教材選用情形，第四部

分則是教師之教學情形。 

一、教師對課程認知情形 

訪談結果分為對 97年課程綱熟悉情形、與依照課綱的能力指標授課與否兩部

份來描述。 

（一）對 97 年課程綱要熟悉情形  

訪談結果發現，受訪教師雖都知道綜合活動課綱微調過，但在被問及是否瞭

解 97年課綱之課程內容時，卻表示不是很清楚、沒有詳細去瞭解與研讀課綱。對

於課程基本理念、課程範圍、課程目標、四大主題軸與十二項核心素養等部分，

訪談發現十位研究參與者裡，皆無法確切的說出綜合活動的課程基本理念、課程

範圍、課程目標、四大主題軸與十二項核心素養，尤其是針對 92年課綱之缺失，

分段能力指標籠統、解讀不易，97年課綱特別增列之「參考細目」和「補充說明」

均未提及。而十位受訪教師雖表示對課綱不熟悉，但卻都以自我觀點去臆測、拼

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內容。 

綜合活動就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甚麼這一類的東西。 

綜合，我覺得他裡面談到都是生活，學生尤其在低年級都是一些比較基本的能力，或者是

他跟家庭的關係，甚至接下來是跟學校，然後班級，可能跟同學的一些互動，就我覺得就

是可能我比較著重就是在他這方面的能力，但我倒沒有很仔細去研究課綱，但是我就可能

低年級他最需要的能力是哪些，據我多年的教學經驗，我覺得低年級他只要具備那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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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同學相處的能力，個人基本的能力，然後家庭學校這邊他都可以跟人家互動良好，人

際關係非常良好，基本上孩子他在學校生活他會很快樂這樣子，我主要是以他能夠達到這

樣子的目標，倒是沒有仔細去研讀要達到甚麼樣子的課綱理念、課程目標那些的。

(AI-20150123-1-15) 

 

我並不瞭解課綱到底微調了什麼，實際上的內容我並沒有去給他看過。我也沒有修那個綜

合的教材教法，所以我沒有看過那個綜合領域課綱，對內容不太清楚，我會覺得綜合課大

部分是信手拈來的生活經驗，以解決生活上的問題這些的，並不需要也沒有辦法去熟記那

些制式綱要，沒有特別去看、去記。(EI-20150203-2-25) 

 

綜合活動課綱好像是項目吧!綜合活動課好像是補救教學，學生本位課程，或者是童軍，性

別教育，六大議題也算，我覺得綜合活動課有很大的彈性，他的總目標應該有包含體驗、、

六個字，類似要去做，最後要讓小朋友快樂去學習就對了。(FI-20150204-1-32) 

 

知道課綱微調過，大概知道課綱，但是講到內容，以前考教甄有考過，但是考過背完就忘

記了，現在就想不起來，平常沒有在記，我不是會去背課綱的人，就大概知道，要詳說有

困難，還沒有參加過 36 小時研習。(GI-20150205-1-17) 

 

我知道 97 年課綱好像有分四個大項，內容我沒有記得很清楚耶！好像是四大主題，還有

甚麼 12 主軸，內涵甚麼的，綜合活動研習時，研習手冊有畫了一個關於課綱的表格，但

已記不太清楚，平常上課時不會特別去看。那我自己覺得綜合活動課程是希望養成學生生

活上的基本能力。(II-20150210-2-05) 

（二）依照課綱的能力指標授課與否  

在依照課綱的能力指標授課情形中，研究發現受訪教師會檢視教師手冊內容

並配合其中相關的能力指標授課、或未依能力指標授課二種情形。 

檢視教師手冊內容並配合能力指標授課。受訪教師因為都使用坊間教科書上課，

所以上課前會參閱教師手冊瞭解該活動所要達成之能力指標，再依據教師手冊所

列之能力指標按照教材內容授課。受訪教師會進一步的檢核能力指標是否合乎班

上學童所需。 

我在備課的時候，如果教師手冊裡面有提到能力指標，我會先去看這個活動希望讓孩子達

到什麼能力，教師手冊裡的指標應該都是經過規畫、審定的，是蠻可以遵循的。

(AI-20150123-1-33) 

 

在上課之前會先看一下教師手冊，看這堂課的能力指標有哪些，如果是以教科書的內容來

上課，他列的指標應該都會上到，畢竟那是經過專家學者審查過的，但有些簡單的課程，

就不會特別去看能力指標。(HI-20150206-1-30) 

如果課本課程有特別配活動給我，我就會去看能力指標，那是專家設計過的，教師手冊後

會附一些表格，類似檢核表那一種，我就會看能力指標，如果教師手冊上沒有，就只是一

般內容，大概只是翻一翻課本，看過去而已。(EI-2015020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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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配合能力指標授課。有部分教師直接參閱課本的大單元目標， 按照自己的方式

上課，不去特別瞭解所需要達成的能力指標。 

我不會去搭配指標上課，不會看那種能力指標去研究課程耶！因為也沒那麼多時間哪！我

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上課的，我就是課本一拿起來，我就直接看他課本裡面呈現的內容，

主要的教學目標到底要教孩子什麼，然後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詮釋、呈現出來，我不會

再額外去研究能力指標，也沒有時間。(BI-20150126-2-28) 

 

我比較少會去看能力指標，就直接從教學指引看他的整個單元的教學，該實施的大目標，

沒有看到那麼細目的能力指標，都沒有檢視能力指標耶!(CI-20150126-1-24) 

 

老實說是不會看能力指標跟著上課。能力指標針對小朋友的能力是還好耶!小朋友都很喜歡

上綜合課，因為是很多元的，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比如性別呀!他就討論男女生，不會因

為你是男生就不愛娃娃，你是女生你就不愛機器人嗎?就我們通常在學習生活當中，常常

碰到這種情形，所以沒什麼困難耶!我沒有去對照能力指標，對小朋友來說他們覺得很 easy，

出的學習單他們也都能夠迎刃而解，只是寫的多還是少，內容有沒有貼切而已。不會說不

會寫，不會說像數學算不出來，以小朋友來說沒有困難。(DI-20150202-3-06) 

 

…我沒有完全看課本，沒有特別去對照能力指標，只是看著課本想活動，有時會做教師手

冊上給的活動而已。(II-20150210-3-01) 

 

二、課程規畫情形 

課程規畫情形分為課程權責單位、授課教師、與授課節數三部分來描述。 

（一）課程權責單位  

各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規劃之權責單位不盡相同，但課程的規畫多由學

校行政處室主導。有些學校有課程發展委員會（簡稱課發會）、或綜合活動領域

研究會的組織，但有些沒有。受訪教師中，只有一所學校每年有定期召開課發會。

有的學校即便有課發會或綜合領域研究會，也往往流於空有名目或形式的組織，

並未正常定期開會、運作，也就無一定的課程規畫歷程。此與小型學校老師人數

少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是有領域研究會會議，但是因為我們老師人很少，所以各個領域大概 1 個老師是召集

人，另 1 個就是副召集人，還有的領域可能就只有一個人而已。所以通常課程只有課發會

會開會，就決定各年級、各個科目每周上課節數就對了，課發會是有每年都開，可是如果

課程節數沒有變動的話，就不會每年拿出來討論，除非就是有例外的，像有中年級自然課

原本是 4 堂課，後來經過老師提出，課發會討論後就改為一星期 3 堂課。(CI-2015012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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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課發會，我們學校好像沒有耶！我們只有是選教材版本的會，就那時候我們就決定好

我們教材要選用的版本了，就那時候有開會而已，要不然平常就沒有開會了。

(BI-20150126-3-24) 

 

像課程計畫，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班級就一個老師，所以都導師自己做，我們沒有學年其他

老師可以討論，也沒有什麼研究會的。有課發會，可是不知道怎麼運作的，我不知道或者

是我只簽名，主任他們都把什麼都寫好了，實際上怎麼運作我不是很清楚。

(AI-20150123-4-23) 

（二）授課教師  

受訪教師所服務之學校，其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授課教師的安排，大都由學校

行政主導，以直接指派方式安排授課老師，其中以導師擔任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

授課教師居多。受訪教師中有八位是導師授課。而受訪教師所服務學校目前皆無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專任教師，因此有學校會優先徵詢導師的授課意願，以導師的

專長與意願為優先；若導師沒意願，再配給其他老師。 

像我們低年級，綜合就是都由導師來上這樣子，如果沒有其他的，像課程在安排有時候就

是會給科任，就方便老師才會有另外安排，否則就都由導師自己上綜合課。

(CI-20150126-2-08) 

 

都是由行政直接安排，因為我們綜合領域也沒有所謂的專任教師，導師其實大部分時候都

會被安排到。依配課的原則嘛！像班級導師國、數就會先配掉，然後彈性課看要配幾節，

如果有時候老師接行政工作，他就會減課，加加減減的，通常綜合領域會被放在那邊填充

不足的課程。(FI-20150204-3-03) 

 

綜合活動的授課老師是教務處排課的，他根據每個人的授課節數，然後去排定你上哪些領

域，那不一定是該班的導師上課，有兼行政工作的導師班級，就有可能是代課老師上，小

校因為教師人數少，沒有科任老師的編制，而綜合課又沒有進度及專業授課的壓力，就會

安排給代課老師上，以用配課的方式，看每個人的授課時數來定。 

(JI-20150330-3-03) 

 

學校會先詢問有要兼任的導師，你要放棄哪些課，最後就行政人員再統籌，規劃。那個導

師如果放棄綜合，綜合就會給 2688 鐘點教師上，要不然綜合都是導師在上。今天如果老

師不想教到綜合領域，綜合領域就別人上，那如果其他老師也不願意上的話再協調這樣子。

(DI-20150201-4-07) 

（三）授課節數  

受訪教師表示，授課時數由學校行政處室安排。而研究者從各校學校網站班

級課表所蒐集的資料中顯示，學校授課節數安排符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綱所規

定時數，即課程設置之授課節數分配符合總節數之 10％－15％。 

我們學校低年級綜合課每周節數是 3 堂，以導師授課為主，由教務處直接安排課表，學校

丟給你的課表就是這樣子，比如說什麼課幾節、幾節的。(EI-2015020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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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節數的安排是由學校，課表、任課教師都是由學校全部安排好的。(AI-20150123-4-11) 

 

綜合課程節數就教學組長直接告訴我們，大部分是直接排給導師上綜合課，所以我們也不

知道啊！它到底是怎麼來安排出來的，應該是一直沿用之前的吧！(BI-20150126-3-08) 

 

三、教材選用情形 

受訪教師以使用坊間教科書為主。教科書的選用分為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

或由教師共同決定兩種情況。 

(一 )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教科書版本  

由於受訪教師的學校為六班以下的學校，一個年級只有一班，故在教科書選

用上大都交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在選擇教科書時，任課老師會請教並參考有教

授相同年級課程經驗的老師的意見。 

我們都是自己選坊間教科書的，我們每一科都是導師自己選的，但是，嗯！怎麼選呢？假

如說我今年是二年級喔！那我像我們也沒有固定二年級就一定會去一年級，四年級會去三

年級，但二年級老師會去選一年級的書，但是以後一年級的老師可能是上別人幫你選好的

書。就是二、四、六年級老師去選一、三、五年級版本的書，就不管二、四、六年級老師

下一學年去教哪一年級了，基本上一、三、五年級有選就跟沒選一樣了，到二、四、六年

級就沿用又不能變更。那我們會找一個時段大家聚在一起選書，每一個選書的老師就是教

科書評選委員會的成員了。(AI-20150123-6-04) 

 

我們會開選教科書的會，就全校老師一起開會，各年級授課老師自己就去翻閱，自己做決

定自己要教的版本，有時會請教其他年級有經驗的老師，參考他們的建議，而二、四、六

年級的版本都沿用一、三、五年級的版本，一、三、五年級用甚麼，二、四、六就用什麼。

(BI-20150126-3-36) 

 

前一學期大概就都知道你任課的老師誰是誰嘛，那就是教科書在選書的時候以當科的授課

老師直接去挑選，再由參與選書的教科書評選委員會通過。(HI-20150206-3-04) 

 

評鑑版本的優劣就請教其他年級有經驗的老師，這個版本好不好？或者是找主任聊，主任

他們也都會根據以往經驗分享、給建議。(BI-20150126-4-06) 

（二）教師共同決定使用一個版本教科書  

有一位老師表示全校教科書會由所有授課教師共同決定使用的版本。大部分

時候會沿用舊版本，方便書商寄書及老師教學。其中有一所學校是沿用前一屆學

生的用書，因此無需重新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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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校有一個情況，我們學校全部課程及年段全部用同一版本，方便書商寄送吧！如果選書

都由前一個年級的老師選用教材版本！都由導師自己決定版本，比較不像大學校，一定要

有選書的過程，少數服從多數，小校就沒有，大部分就會照舊，都不太會隨便換版本，因

為學生太少了，其實要換版本要很勇敢，因為老師就要常常去適應不同版本的教學順序。

(EI-20150203-5-26) 

 

課本是借用學長姐的，就是以前學生留下來的課本就一直沿用，也不必評鑑教科書了。

(GI-20150205-2-36) 

 

四、教師之教學情形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之教學情形分為授課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資源、與

評量方式四個部分來陳述。 

（一）授課內容  

受訪教師的授課內容包含教科書內容，並配合學校活動，或以其他內容融入

教學。大部分受訪教師實際授課都以坊間教科書內容為主，但因每個學校都有其

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因此在安排綜合課時常會優先配合學校本位或特色課程，

例如有例行的爬山活動和戶外教學、說故事活動、吹陶笛、英語教學、書法教學、

小劇場表演、種植香草植物以及每校都有推行的閱讀活動，與不定期的藝術深耕

活動諸如演奏烏克麗麗、打木箱鼓等。 

綜合活動的範圍，就跟小朋友的生活很有關哪！主要教科書提到的像安全、整潔、規矩....，

因為低年級就是教這些，然後認識環境，再擴充一些，就是認識學校以外到他家的社區環

境，我理解的就是這一塊。(BI-20150126-4-22) 

 

如果真要說我教綜合活動的範圍，因為有課本，所以還是以先教教科書為主。

(EE-2-20150325) 

 

我上課的時候，會先翻一下課本，看一下這學期會上哪些大題，再把像六大議題的性別、

家暴...有關的加進來，像上到國語、閩南語也有關的，就會告訴學生這是什麼情形，把它

融入進去，就有加進來了，然後在上到這個以他的教材為主，有電子書，如果說還覺得不

夠的或時間還夠還充足，我就會從 Youtube 去尋找有關的資料。其實綜合就是包含很多元

的。(DI-20150202-5-28) 

 

基本上主要是以教科書為主，然後再穿插一些我們學校的行事或活動，有時會自己融入其

他內容。(HI-20150206-2-30) 

 

主要就是上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以及會配合重大議題做性別平等、一些主題課程，學校

本位及特色課程在我們學校是一直很重視及推行的，這也是學校留住學生的行銷特色之一

吧！(BE-2-2015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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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內容外，比較不一樣的是有二位老師曾經帶過學生做家政活動，另

有一位老師曾經帶過童軍活動。另外，受訪教師會配合教育政策宣導或班級經營，

進行課程融入教學，內容概括有「重大議題如性別平等、環境教育、交通安全、

人權教育等」、「輔導活動」以及「團體活動」、「服務學習活動」。授課教師

也會針對學生目前的行為表現為優先考量，考量陶冶品格內涵，或結合時事進行

融入教學。如果其他領域已教授過和綜合課本相雷同之處，受訪教師即會跳過省

略同樣的教學內容。 

我在綜合課教授內容喔！主要是做學生補救教學、節慶活動，大掃除、寫作課、童軍活動

或一些認知情意的課，像我有學生是單親併有家庭問題，我就會帶一些保護自己、自我獨

立的繪本，來教學生一些情境處理情況，還有帶過類似家政的活動，像杜威一樣「從做中

學」，期末曾做烹任課，我們就做法國土司，請他們自己帶東西，有人帶食材，有人帶鍋

具，沒有帶器具就不做了。他們超認真的。(FI-20150204-4-12) 

 

像我在綜合課有種植物、做餅乾，都有帶小朋友做過餅乾，像生活上有些家長不太願意，

讓他們碰的東西，在學校我就想讓他嘗試一下，玩玩看帶著玩的心態，會讓課程有趣一點。

(EI-20150203-6-36)  

 

我就是會把一些時事的問題放在綜合活動上，比如現在的核能問題。我大部分都會帶時事

故事啦！因為現在很多社會問題，就開始講故事，低年級的孩子很愛聽故事，即使很無聊

的故事他們也都很愛聽，帶完故事後，再跟他們說類似的情況該要怎麼處理。

(EI-20150203-3-30) 

 

除了上教科書以外，就是加入生活、自然、人際、性平、金錢觀、自我安全、認識環境…

之類的，很多地方跟上生活課很像。(GI-20150205-3-05) 

 

綜合課時段應該還包含像學校團體活動，有一點像學校特色活動，或學校本位課程，勞動

服務，還有像六大議題融入課程也都會在綜合課時候宣導。但學校本位課程大部分會安排

在彈性課程上，偶爾如表演練習時間不夠，就會挪用到綜合課。(EE-2-20150325) 

 

我會以我們班學童的需求，例如說有拿東西未告知的問題、無同理心，又譬如說他缺乏專

心度、學習熱忱，那我就會針對班上學童的需求去融入某部分的課程，針對學生所缺乏的

去編一些比較簡單的活動融入課程裡，在融入的過程中會考量時間性，至於有沒有和能力

指標結合，比較不會去注意耶!(II-20150210-5-01) 

 

綜合我會跳著上，因為我覺得綜合課課程跟生活課的課程有很大的相似度，剛好有重曡的

部分，重疊那一塊，我就沒有再去講，我只有講沒有重疊那一部份，所以綜合是跳著上。

我覺得綜合裡面有很多是跟他們的生活習慣跟規矩那些都有關，因為平常都有再講了，我

就會把那一塊去除掉。(BI-20150126-2-10) 

綜合活動教學範圍很大耶！綜合活動範圍其實就很像生活課，就 everything 都算是，跟生

活領域重疊太多了，如果生活課做過，综合課就不會重覆上了。(EI-2015020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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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方法  

受訪教師的教學方法主要有講述法、繪本及影片分享、討論及發表，也有些

受訪教師會配合學校實施戶外教學、實地探索。 

以講述法、繪本及影片分享。十位受訪教師皆能在綜合活動課程教學實施上，採

用適宜的教學方法。大部分教師會依據教科書設計的教材活動實施，並因應不同

內容以選用講述法、繪本及影片引導，繼之加以討論及發表教學為主，或輔以遊

戲、帶活動及角色扮演，以實作、體驗來實施教學活動。 

講述課本內容，有時候會搭配影片，有時候會自己上網去找影片，就是跟教學目標相符合

的的，因為低年級嘛！直接從影片和故事繪本，小朋友比較有辦法可以集中他的注意力，

然後去學習，小朋友會覺得比較有趣。(HI-20150206-3-34) 

 

角色扮演、參與活動、做過小書、種豆體驗課程(A 觀-20150123)，最常用是講述法吧！除

非說是現在這個活動我們要實作的經驗，就特地做實作，如果沒有，就像一些討論，就在

上課發表或者請他帶一些玩具、相簿來跟大家分享。(A 臉書)(AI-20150123-8-26) 

 

一般是講述法、活動、表演，例如演戲呀！給他們資訊教完後，就讓孩子分組練習，就上

台演戲，但因人數少，有時會一人分飾多角，就一些立即的創作都有，就課堂上的活動都

有，有些課程會搭配學習單(B 觀-20150126)進行，我也會請家長來協助，那我們前一陣子

才去參觀別的學校，屬於生態的那一塊，屬於特色課程了。(BI-20150126-5-12) 

 

最常用的教學方式是講述法，我覺得低年級很愛聽故事，所以我就會自己編一些故事給他

們聽，我覺得蠻平常的故事內容，但是孩子都會覺得很好笑，低年級孩子很單純，以前教

高年級比較會用表演，現在低年級還沒有嘗試過。(EI-20150203-7-31) 

 

讓學生討論及發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授課老師在主題引導或引起動機後，會

讓學生討論及發表。 

最常用的教學方式就是角色扮演或者是小組討論和發表，也有講述法，但以分組討論居多。

(CI-20150126-4-20) 

 

也會用討論，因為學生少就不必分組了，全班一組就一起討論，現在孩子很熱絡、很多話，

現在孩子跟我們以前不一樣，像我們選什麼，他們就很主動、很勇敢的，越小就越天真、

越單純。(EI-20150203-7-33) 

 

我的上課方式像幼稚園的上課方式，就討論後直接做了(實作)，然後最後有一個成果出來，

這是我最常用的方法。像曾做烹任課，我們就做法國土司，請他們自己帶東西，有人帶食

材，有人帶鍋具，沒有帶器具就不做了。他們超認真。沒有用角色扮演，人數太少了。

(FI-2015020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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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戶外教學、實地探索。有三位受訪教師表示，學校都會定期固定安排時間，

全校一起出去戶外教學參觀，或每週全校出外踏青。也有老師喜歡出去校園參觀

做實地探索。 

我們學校全校每個月會有一次戶外教學參觀，到附近社區或坐遊覽車到外地如科博館或甚

至台北動物園都有，戶外教學參觀通常都固定排在綜合課時間。(FI-20150204-4-28)(F-學校

網站) 

 

我們會出去校園探索植物、分組討論、觀察校園一些動物、植物(A 臉書)，再回來發表。

也例如我們常去校外參觀，去八仙山做參觀(A 臉書)，有一些導覽員會做導覽介紹。

(AI-20150123-8-30) 

 

我會帶孩子去戶外上課，帶他們去操場看看東西，像前一陣子之前剛開學，學校開了好多

花，我就帶他們去認識植物，因為我對植物比較認識，我就告訴孩子那是什麼花，我就帶

他們去聞。前一陣子學校也有很多鳥，像其中有一棵樹有很多鳥，為甚麼那麼多鳥，因為

有很多果子。在偏鄉小校生態比較豐富一些，隨手就可以抓到昆蟲。(EI-20150203-7-01) 

（三）教學資源  

受訪教師所採用的教學資源除了課本和一般課堂設備之外，也有受訪教師表

示會使用到社區資源或家長協助教學。 

最常用的教學資源？就配合教學方式應該是使用教學光碟跟影片、網路上影片或動畫、繪

本，跟搭配的電腦相關設備向單槍投影機、電子白板等以及課本。(BI-20150126-5-03) 

 

講述課本，然後就是看影片，網路上找的影片，有參觀校園、寫學習單，用繪本融入教學，

是沒有去校外參觀。(CI-20150126-4-19) 

 

我們前一陣子才去別的學校戶外教學，觀察屬於生態的那一塊，屬於特色課程了，像這種

如果家長有意願，我會讓家長來協助。(BI-20150126-5-07) 

（四）評量方式  

受訪教師採用的評量方式主要以形成性評量為主，也有老師以日常生活表現

為評分依據。以形成性評量為評分依據的老師主要以學生平常表現如討論、發表、

分享、或參與課堂活動之表現為主，亦採用實作評量或者是以學習單、活動心得

或省思作為評量依據。大部分老師注重學生學習過程中是否積極參與之程度表現，

會以檢核表打分數。受訪教師皆無使用紙筆測驗作為評量工具。有一位老師表示，

她知道很多老師會把日常生活表現的分數合併在綜合活動課程中來評分，也就是

綜合學生日常各方面的表現來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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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綜合課，我比較注重上課時跟老師的互動，再來是分組的表演，孩子分組時有沒有辦法

參與，因為有一些小孩子在分組裡面，他就沒有辦法可以跟別人一起，就是要學習去聽別

人的意見，有的孩子就是不願意，堅持己見，最後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上去。這種分數就會

給比較低，通常就是以分組活動來做評量以及學生上課是否積極參與的態度。

(BI-20150126-5-20) 

 

沒有在用題目考試，基本上我們就是觀察小朋友上課情況，配合課本上的檢核表，舉手發

表、分享的東西、內容這樣子，還有寫學習單。評量大概是這樣子，還有看他們的參與度。

(CI-20150126-4-26) 

 

上課方法有分組討論，有時候看到某個問題就抄出來，讓他們去討論、發表，看他們哪一

組他們的討論過程最熱絡，以他們討論的情況，答案最貼切或踴躍發表都可以加分，討論

是整體的分數。個別分數是以學習單內容及書寫字體去做評分。(DI-20150202-6-05)(D 觀

-20150202) 

 

評量方式大概就是老師自由心證很主觀，我一般給綜合活動分數我覺得都很高，因為我覺

得學生只要有進步，因為實際上我會看他的發表，上課發表踴躍我就會加分，我大概都以

90 分起跳，我覺得綜合活動他們都很熱烈參與討論的話，就沒有必要在這上面給他們太多

的挫折。(EI-20150203-8-24) 

 

如果有省思的話，就請學生寫小日記，偶爾會寫一些學習單，像有些宣導活動比如性侵就

有寫過學習單，但是學習單我不是很喜歡用，因為就像看完書要寫閱讀心得一樣的道理，

你會讓小孩失去閱讀興趣，就好像你出去玩就要他們寫心得報告一樣，姊姊，為甚麼？那

我可以不要出去玩嗎？所以像出去玩後，我會用問答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就好了，所以發表、

分享和參與活動表現是我評分重點。(FI-20150204-4-33) 

 

綜合分數有時候不見的是綜合課本裡面的分數，我知道好像很多老師，會把雜七雜八的分

數併在綜合，就是綜合學生日常各方面的表現，可能是他的日常表現，然後或者是他的各

種學習單報告，可能是目標有跟這個接近，或者是比較相近就會打進來，我也會有一些這

樣子的分數進來，例如他們日常表現的分數，然後剛才講到學習單、實作、發表，這些都

會放進去，也會用課本提供的檢核表，如果有作小組討論，上台報告我也會打成績。

(AI-20150123-9-30) 

 

綜上所述，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的實施現況中，受訪教師不太清楚 97

年課綱；其授課內容以教科書為主，並參酌教師手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的

規畫主要由學校行政單位主導。一般而言，學校對此學習領域較無完善課程規畫

的組織。在教學方式中，受訪教師主要以講述法、繪本及影片引導、加以討論及

發表來進行教學，而學習評量方式主要以形成性評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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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之課程實施困境 

教師在進行綜合活動課程實施時所遭遇到的教學困境，包含課程執行、課程

規畫、教材使用、學習評量標準、其他方面之困境及因應解決之道等五部分。  

一、課程執行之困境 

研究發現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執行的困境，包含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內容與

其他領域重複性高、能力指標籠統、課程時間被移作他用、教師專業能力不夠等

四部分。 

（一）內容與其他領域重複性高  

有受訪教師覺得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與其他領域重複性高，許多活動與內容在

其他領域已實施演示過，實無必要再跟著綜合課本重述一次。 

課綱的東西寫得很多、很漂亮，但是講白一點，其實它只是把其他的領域課程抓一部份過

來去做統整，就這一點我沒有很認同。以前我都會跟著課本上課，但是小朋友都會反應，

老師這個健康與體育上過了，那個社會上過了.......我就會反應老師都知道，那重複講同樣

的內容，小朋友就會很厭煩，也會有小朋友就會反應，那為什麼還要買這個課本？如果要

上不同於综合課本的內容，又要 Match 活動目標的活動，就變成老師自己要另外自編不同

於課本的活動，變成課本無用武之地。(JI-20150330-2-10) 

 

因為我覺得綜合課課程跟生活課的課程有相似度，剛好有重曡的部分，重疊那一塊我就沒

有再去講，我只有講沒有重疊那一部份，所以綜合是跳著上，我覺得綜合裡面有很多是跟

他們的生活習慣跟規矩那些有關，因為平常都有再講了，我就會把那一塊去除掉。 

(BI-20150126-2-11) 

（二）能力指標籠統  

有受訪教師表示能力指標太抽象化、理想化。教學者可各自詮釋上課的內容，

而內容也都可以對應能力指標。 

能力指標有些太簡單，有些就還好，可是他很多東西其實都寫得非常籠統，這是教育最大

的問題，就是太理想化，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各自怎樣解釋都對，都不得罪，非常漂亮，怎

麼說怎麼解釋都可以，反倒是因為這樣，老師上課就變得各自詮釋了，所以每個老師上起

來的內容都不一樣。(EI-1-20150203-3-19) 

 

很難去達到他所要求的課程活動目標，例如想要讓孩子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或甚麼之類的，

在低年級課堂上就玩玩某些遊戲，活動後，真的可以嗎?孩子就會具備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嗎?玩個遊戲就能解決問題，一定可以嗎？問題是很籠統的東西。(EI-2015020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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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時間被移作他用  

有受訪老師表示，綜合活動課程時間曾經被移作他用，其中有些是學校活動

挪用，有些則是教師個人挪用。 

學校活動挪用。受訪老師表示綜合活動課常常被學校安排之活動挪用，包括各種

教育政策宣導活動、學校本位或特色活動或學校慶祝活動等。 

我們學校全校每個月會有一次戶外教學參觀，有一個星期二全天的課都沒辦法上，一個月只

剩下 3 星期綜合課。另外做全校性的活動，譬如一些大型活動要去預演、彩排，藝術深耕課

程或每個月一次的戶外教學都會占用到綜合課，挪用的情況非常嚴重。(FI-20150204-5-17) 

 

學校節慶表演活動時間是安排在彈性課或星期五早上，但是訓練會利用彈性課或綜合課來練

習，像前一陣子我們有參加一個肺結核戲劇比賽，我就拿綜合活動時間來練，變成我和一年

級老師合作低年級的，我寫好劇本，那學生還是要練，就用綜合課了。因為表演一定要反覆

練，尤其是低年級孩子，你不練習，他不可能上去會說，所以練習就用彈性及綜合課，不過

在練習過程中，孩子也可以學到一些東西，這也算是活動，對他們來說還蠻有趣的。

(EI-20150203-9-18) 

 

最主要課程執行困難處，我的問題是我的綜合課就是沒有辦法上到一學期的課，我都上不完

這樣子，因為學校的活動，就是小學校活動非常多，會說老師可以利用綜合課、彈性課拿去

用，那其實如果很多個活動下來，常常出去校外教學，或者是一個母親節活動辦下來 2、3

節，一個兒童節或才藝發表會 2、3 節下來，甚麼都是 2、3 節下來的情況下，變成我的國語、

數學沒上，就借沒有活動時的綜合課上。(AI-20150123-2-22) 

 

教育局或教育政策規定的宣導活動，無論大校、小校所有宣導活動通通都要落實，所以在小

校全校師生幾乎什麼活動都要參加，要不然學生人數不夠。我以前在中大型學校，反而不需

要全部宣導活動都要參加，因為學生人數太多，因場地有限，所以一定是某年段輪流參加，

或些班級輪流參加，反而可能一個月才參加 1 到 2 次宣導活動，有時可能一個月都輪不到要

去參加任何宣導活動，就不會一直佔用到综合課的時間，反而可以正常上综合課。以這週來

看，市府來了一個公文要食育(食品教育)、環境教育、還有動物保護宣導活動的，我們只好

把它結合，就星期三一起做，另外又有一個宣導，有時一個宣導就用掉 2 節課，另一個宣導

又用掉 2 節課，就都不必上課了。(JI-20150330-3-19)(J 學校網站) 

 

教師個人挪用。受訪教師因主要學科趕進度或補救教學因素，而挪用綜合活動課。

如果是學校安排之活動挪用到主科時間，即會利用綜合課來補課。 

如果當這一、兩週學校學校活動佔很多的時候，然後甚至可能我的主科都被佔用的時候，

遇到有綜合活動的時候，我就覺得那之前的學校活動已經有上過了，那基本上嗯！現在綜

合課就要來趕進度，補之前沒上的國、數。(AI-20150123-10-11) 

 

因為學校很多活動，小朋友程度不是很好，所以我綜合活動幾乎都全部拿來做補救教學，

幾乎都拿來加強全班小朋友的語文能力，像我們班拼音，雖然現在是二年級，但是有好幾

個拼音不是很 OK，所以我必須藉由閱讀，帶他們讀文章來加強他們基本能力，所以我的

綜合課都是加強提昇小朋友的語文能力，然後有上到綜合課的部分，可能一學期只有上到

6 節課。(BI-2015012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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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每個月有一次宣導，又要跳舞，再加上雜七雜八，還有補救教學，就沒啦！幾乎綜合

課就都塞滿了，做這些事情就都快時間不夠了。(FI-20150204-4-35) 

 

二、課程規畫之困境 

受訪教師所服務之學校因教職員編制少，很難組成課程發展委員會或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換言之，這些學校無課程規劃的專責組織。而在教科書

選書、協同教學、領域專長、授課師資、授課節數等行政作業上，大部分受訪教

師的學校是由行政單位來安排。 

學校課程規劃方式是教務處主導編排，由每人節數去編排課程，因综合課無關成績或教學

進度的壓力，學校就會把综合課給短期代課老師，就是不需要有專長或專業考量的因素，

授課老師主要是看他的授課節數，如果他的班需要做補救教學，那學校就會排综合課給他。

(JI-20150330-4-10) 

 

教務處單向告知授課節數，當然會善意的跟我們講課程安排好不好？可是他每節排好了，

你能說不好嗎?所以大部分教務處直接都把綜合活動排給導師，除非那個導師有其他兼任

工作。(DI-20150202-4-02) 

 

我們學校低年級綜合課每周節數是 3 堂，以導師授課為主，由教務處直接安排課表，學校

丟給你的課表就是這樣子，比如說什麼課幾節、幾節的，應該沒有詢問老師意願過。至於

領域研究會或課發會，我覺得型式上可能有，可是實際上沒有去運作，就算有，好像也只

有在周三進修時簽個名，流於形式而已，沒有真正開會過。(EI-20150203-4-29) 

 

三、教材使用之困境 

教師對教材使用之困境，主要包含有自編教材需將詳盡的課程計畫送審及現

有課本內容不適用兩部分。 

（一）自編教材需將詳盡的課程計畫送審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內容所涵蓋的範圍廣泛，自編教材應是最能符合學校

或學生需求的教材設計方式。但若使用自編教材而未使用一般教科書，編寫教材

之授課教師需要編寫詳細的課程計畫送教育局審核。小型學校教師編制少且流動

率高，一人自編其學年之教材已屬不易，如又要撰寫課程計畫更會造成教師感覺

力有未逮，因此全部受訪教師選擇坊間教科書為主要授課教材。 

唉！因為自編教材還要編寫一套很詳細的課程計畫，像坊間書商附的課程計畫一樣送教育

局審核，實在沒有那麼多的時間。(DI-2015020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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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特別去自編教材，編教材還要教課程計畫送審，太麻煩了，而且每年級教綜合課的老

師不一定，沒辦法教師常調動，沒有固定群組的老師可以主導或主編教材。

(HI-20150206-2-30) 

 

自編教材不會，可是我會根據課本給的內容，自己去找其他教學教材資源，主要還是以課

本內容為主，沒有自己編，我會自己去找其他部分來輔助，或是增加一些時事的題材進去，

可以達成這個目標的教材。(BI-20150126-4-14) 

（二）現有課本內容不適用  

從訪談資料所述，研究發現授課教師會因為課本內容不適合在地性，因此只

能挑選部分合適的內容作為學習教材。 

課本內有些活動因為城鄉差距，並不適合我們這種鄉下學校實施，尤其是有關社區這一塊，

有點以偏概全的感覺，這些東西在教材上是沒有辦法符合在地性。如果要深入介紹自己的

在地文化，就應該得另外設計活動，自編教材了，課本也就沒用到了。再加上一個學年只

有一個老師，要一人自編教材實在太耗費精力了。 (II-201502010-5-07) 

 

小朋友的資訊能力和家長的社經能力或家裡資訊設備沒有那麼的好，有時候課本裡面安排

的活動，我們不見得有辦法實施，老師就必須自己去想替代方案，花時間想別的教材。

(HI-20150206-5-11) 

 

四、學習評量標準之困境 

受訪教師普遍覺得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評量標準太籠統，難以量化、具體化。

授課教師的主觀意識占很大一部分。如果授課老師是導師的話，有時會流於主觀、

或以日常生活表現為給分標準；如果是科任老師任課，評分會比較客觀。 

評量方式很難呀！因為很多內在的東西，比如說做好資源回收，然後看到老師要有禮貌，

困難之處就是很難去做量化的東西，沒有辦法量化評量，然後說你要看到他的改變，可能

你要長期觀察，即便你真的看到有改變，你如何去敘述他的成長，只是又流於文字的敘述

而已，我覺得他變得很有禮貌，那怎樣很有禮貌，是頻率嗎？是每一次看到都有問好嗎？

每一次都要記錄嗎？例如洗手你每次都要跟著去觀察，他每次需要洗手都確實都有洗嗎？

實際上是都要花時間紀錄吧！那像這種量化數據，也要看他有沒有實際效用有沒有意義。

(EI-20150203-8-14) 

 

評量方式大概就是老師自由心證很主觀，我一般給綜合活動分數我覺得都很高，因為我覺

得學生只要有進步，因為實際上我會看他的發表，上課發表踴躍我就會加分，我大概都以

90 分起跳，我覺得綜合活動他們都很熱烈參與討論的話，就沒有必要在這上面給他們太多

的挫折。(EI-20150203-8-24) 

 

很籠統，也不能打很低，就跟閩南語成績一樣，說甚麼要 90 分以上，那一種不能給他很

低，可是也是會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是例如他的那一些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各方面真的

表現不好，真的就符合這裡面，應該有的目標他就是都做不好，這樣子的話我就可能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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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也不能都打高分，也不是說都很營養都 90 分起跳，如果各方面都....永遠都沒有把

老師的話放在心上，我就懷疑他的這些能力沒有達到。(AI-20150123-10-1) 

我覺得評量方式太主觀了，老師說了算，沒有固定一套比較好的評量方式。會流於教師只

是根據日常生活表現來評分。(II-20150210-9-11) 

 

評量不易，我大部分是用課本提供的檢核表，但是比較少有一個明確又具體的評量方式，

所我覺得在評量的指標或者是評量的規準，還有評量的工具上面，感覺上我們老師比較難

以具體化。感覺是比較主觀的，難以客觀。覺得實施上評量方面比較困擾一點。

(GI-20150205-3-26) 

 

打分數應該還可以，是沒有紙筆測驗，動手寫的只有學習單，但是基本上我給他們的分數

都是很高的，只要他們願意發表、願意分享。(CI-20150126-04-31) 

 

評分的主客觀是導師評分，就會比較主觀，如果是科任老師就還好，應該會客觀些，因為

導師每天跟小孩相處，就會比較明顯喜歡或不喜歡嘛！導師要盡量拋棄主觀印象。

(FI-20150204-5-30) 

 

五、其他方面之困境 

除了上述困境之外，受訪教師還另外提到協同教學整合困難、學生人數太少、

行政業務繁忙、及學校與家長不重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等問題。 

（一）協同教學整合困難  

因小校師資不足，各年級只有一位老師。因課程、學生程度的不同，很難跟

其他年級一起教學，也不易規劃協同教學。 

最大困擾是沒有人可以討論，有時做完一個活動，我會覺得自己教學過程中有盲點存在，

那我又看不太出來，自己感受不到，我跟別班老師討論時，我必須把教學過程全程講一次，

學生人數少嘛！他也知道我的學生狀況，那他也要用猜的，彼此都用猜的，像我們觀課時

也是一個困擾，就只有隔壁老師，中年級就 2 個老師，你觀我、我觀你的，都只能互相觀

課，且常常都同時有課，學生就必需請他們自習，才有辦法互相觀課，困擾就是沒有人可

以討論、可以一起設計課程，教學分享、省思、給意見的人太少了。(II-20150210-7-4) 

 

一個年級就只有一個班，說實在的隔壁班就不同年級，學生程度就不同了，人數又少，很

難去做協同教學。(BE-20150326) 

（二）學生人數太少  

有些小型學校因處於較偏鄉，一班學生人數在 10人以下，學生人數太少，有

些活動不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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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太少，有些活動不易進行，像有些遊戲需要人數比較多就要跟別年段一起玩，但

是又卡到程度不一樣，除非沒有程度的考量，像校外參觀我們就全校一起去了，一台遊覽

車就可以出門了。(FI-20150204-6-02) 

 

綜合課不會有備課壓力或活動困擾，其實每一科都要備課，那因為學生人數少，比較不會

有班級經營，管秩序的問題，反而有時會有學生人數太少，活動不易進行的困擾。

(GI-20150205-5-09) 

（三）行政業務繁忙  

大部分受訪教師有兼行政工作，教師處理的行政業務項目繁忙，而分散了教

學與備課時間。 

像小校大部分老師都有行政業務，像我的行政業務算是最不忙的了，像我同事兼出納的，

忙起來的時候還要去跑銀行、跑農會的，他真的哪有時間去設計課程的，我必須幫他們申

明，像他們班綜合課就都是看影片，我們也有導師兼組長的，我可以感覺他們真的很忙，

所以當他們忙的時候就找一個好的片子給學生看，不過老師會先做引導，如果看不完，就

期待下週下一次，中間有時會做討論、提問，或結束時做綜合座談這一部分，這個老師就

都還有做，有的老師就可能只有單單看影片而已了。像出納跑銀行有時間性，比如有些錢

一定要今天存進去，銀行又不會等你，所以他困擾很大，只好把學生放著先去銀行，我就

曾經幫其他老師看過幾堂課。(II-20150210-8-02) 

 

兼行政時，我根本就沒時間備課了，像去年一整年，其實我晚上都是帶很多工作回家做的，

行政的工作幾乎一大堆，都是回家寫成果，每天晚上搞到 11、12 點的，就會覺得怎麼會

這樣子早上又 6 點起床，學校又這麼遠，小校又很早上班，又要趕 7:30 上班，所以感覺很

多不公平的地方，其實有太多雜事要做，太繁雜。(AI-20150123-17-04) 

 

行政很忙，來學校都七點半到，都要到 6 點多才回到家，午餐秘書是因為有老師一直請病

假，請延長病假，所以午餐秘書可能要兼 1 年，再來是培訓學生，光是培訓學生就很忙了，

因為你不能用正課時間來培訓，只能用午休時間或是下課時間，這些時間都不是我們上班

時間，光是這些就很多了，如果是團體比賽，我盡量就用自己班來訓練。 

(DI-20150202-08-24)(D 臉書) 

（四）學校與家長的不重視  

學校行政較不重視綜合活動課，常將學校活動安排在綜合活動課的時間，或

是把綜合活動課作為配課之用。另外，通常家長會認為綜合活動課不是主科科目，

不重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 

我覺得是學校行政不重視這個領域，因為現在綜合活動都淪為配課。(BE-20150325) 

 

依配課的原則嘛！像班級導師國、數就會先配掉，然後彈性課看要配幾節，如果有時候老

師接行政工作，他就會減課，加加減減的，通常綜合領域會被放在那邊填充不足的課程。

(FI-2015020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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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大家都不重視吧！行政單位、家長覺得綜合不重要，它不是主科，不是所謂的基本能

力如識字、算數、語文方面的能力，然後有些老師也都覺得說綜合就是可上可不上，或者

會質疑它一定要獨立一個領域才能上嗎？(HE-20150325) 

 

我們學校老師常常感到教學的困擾，不光是指綜合，最常講到的困擾是感嘆學生程度很差，

怎麼樣都拉不起來，高年級重課業，高年級都跟我們中年級老師說，一定要趕快拉起來，

都還建議綜合一定要挪用，加強主科，要不然他們到五年級就會很難帶。(II-20150210-8-33) 

 

六、教師因應之道 

受訪教師進行綜合活動課程教學遭遇問題時，其解決的方式主要有：節數不

夠時，盡量能上多少課程內容就上多少；多上網搜尋資料或影片，自己轉換教材

內容融入課程，以解決領域重疊、內容重覆太多或不符合社區文化教材的問題；

如處理行政業務即先以影片教學；採用多元評量方式，盡量做到客觀的評量標準。 

綜合的問題是沒辦法按照課表好好上綜合課，節數不夠呀！節數沒辦法，就我們剛剛提到

的，綜合內容好多喔!又有教科書，又有學校本位，又學校活動，又六大議題的範圍，很多

耶！我要搭配學校本位課程！學校常常要成果發表，那就要去發表對不對？學校要做什麼

就得配合，等於時間都被拿走了。(AI-20150123-12-15) 

 

問題喔？我沒辦法解決，我就是有多少時間就上多少綜合，這樣子而已，然後沒有時間我

就沒得上了這樣子，老師也很想上綜合呀！不是不想上，只是礙於... (AI-20150123-12-25) 

 

有時候覺得綜合活動教的內容，跟小朋友的生活的一些經驗、知識是不一樣的，怎麼做調

整，我會自己適當的去轉換其他的教材，但是是符合孩子的生活經驗。(BI-20150126-5-3-6) 

 

如果和其領域重複就要視課程內容，比如教到學校生活，就要看每個學校不同、所處的社

區環境也不同，就配合自己的學校和社區去另外找內容融入，教到大範圍，就以大範圍來

講，也剛好可做多元評量、讓孩子分享自己在地社區文化。(DI-20150202-7-18) 

 

像小校大部分老師都有行政業務，像我的行政業務算是最不忙的了，像我同事兼出納的，

忙起來的時候還要去跑銀行、跑農會的，他真的哪有時間去設計課程的， 我必須幫他們申

明，像他們班綜合課就都是看影片。(II-20150210-8-02) 

 

由以上訪談結果得知，受訪教師普遍認為因外在大環境較重視智育發展，綜

合活動課程常被忽略、或是學校活動理所當然地挪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上課時間。

因此受訪教師表示，包括教育行政、學校和家長，讓他們真的瞭解綜合活動的基

本理念與課程目標，才有助於消弭主副科的觀念，以改變傳統教育環境，讓家長

也認同綜合領域的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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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學校課程實施之困境，主要在於教師編制少，無完善課程規劃組織，協

同教學的整合不易。學生人數太少，課程活動不易進行。另外，教師兼任行政業

務繁忙，常導致備課時間不足。一般而言，學校與家長普遍不重視綜合活動領域

課程，因此學校活動常會佔用課程時間。  

第三節  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之意見 

依據訪談所得資料，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所提供之意見，主要可分為教師

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相關意見、對 97 年課綱修正內容相關意見、對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教師進修部分等三部分。 

一、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相關意見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相關意見分為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態度、與選擇教科書

等兩個部分來敘述。 

（一）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態度  

受訪教師中，有人認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設置，也有人不認同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的設置。認同綜合活動的設置的授課教師，表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有助於

提升學生的學習、統整能力，以建構內化意義，適應多元、多變的社會環境，因

此，這類生活體驗的活動課程還是很重要。 

我覺得綜合課還是有存在的必要，我覺得很多老師包含我自己，可能很多只會上國語、數

學、社會，但學生某些方面是貧乏的，因為就是有綜合課，也不是說是硬塞，要去刻意去

設計一些事情，我們要去想像可能學生除了正課以外，其他的一些生活體驗，我覺得活動、

體驗課程還是很重要啦！(II-20150210-07-18) 

 

我知道我很多同事，可能以前、未來或過去，如果有上綜合課在小校幾乎都拿著課本上的，

因為我們班常規算是不錯的，我也會覺得他們競爭力蠻薄弱的，如果他們沒有靠綜合課延

伸出去，沒有玩到，他們其他科怎麼念就是那樣了，缺少了這一塊，其實生活或學習會是

蠻無趣的。(II-20150210-07-35) 

 

我覺得現在是處於多元、多變的社會，綜合活動可培養學生適應多元環境的能力，應該是

要大大重視的領域，應該是要更多方面去宣導，包括教育行政、學校或家長，讓大家瞭解

到底綜合活動課程可帶給孩子們是什麼的能力，這樣才有助於消弭主副科的觀念，不然即

使有教育熱誠的老師，受一直以來傳統教育環境影響，久了你也會隨波逐流。

(HI-2015020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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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課有其存在的必要，其本意是好的。但是如果學校本身發展好的話，就很輕鬆。可是，

像我們學校沒有特定的校本課程，常常臨時廣播通知我們综合課才要做什麼，老師才知道，

突然很臨時，如果沒通知老師就都要自己上課，所以沒有課本有時不知道要上什麼，就很

矛盾，有課本又常常沒上，但是综合課本就像很多家庭會買套書，可是孩子很少去看。

(FI-20150204-06-22) 

 

但不認同綜合活動的設置的老師，則認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與他領域重複性

太高，實在無必要單獨成為一領域，建議可融入在各領域授課。 

我覺得綜合領域這門課是不錯，可是課本上的東西太簡單了，跟其他領域課程內容又重複

太多…，我覺得它的精神是重要的，但好像沒有必要特別設計獨立出來，其實很多活動就

已經在其他領域在做，在綜合課時又再做，就又重複了，總不能說健康的活動，我們在上

健康時說，這個活動等綜合課再做吧！所以活動課程就融入在各領域授課，其實我們在各

領域就有在做活動了。(JI-20150330-6-31) 

（二）選擇教科書  

受訪教師中，有老師覺得現成的綜合教科書編排方式過於單調，同樣的觀念

在不同年段出現時，會一直複習以前學過的東西，而導致課程無聊。因為不常用

到課本，又因各校本位或特色活動課程不一，受訪教師認為應該讓各校可自由選

擇要不要買教科書，自行選擇要不要自編教材或編寫課程計畫。授權授課老師有

更大的彈性空間去決定教材內容。 

…..就一直覺得怎麼講的都一樣，而且不是只有綜合課，可能生活課、健康課也都有講認

識自己，反而健康可以走一走、跑一跑，健康課本還好比較有遊戲性活動，但綜合活動就

以圖片紙上談兵，到了中、高年級還是有像認識自己的課呀！(EI-20150203-10-05) 

 

就是基本上教育當局不要要求說不買教科書，就要交自編教材課程的話，然後可以讓各校

自行決定要不要選擇買課本的話，像你們學校活動比較多嘛！有的學校搞不好沒有，那沒

有活動時，沒有課本上綜合活動，老師每次一定都要去找東西、找教材也很麻煩，我覺得

我們可以這樣建議，就是說各校可自由選擇要不要買教科書 ，自行選擇要不要自編教材或

編選課程計畫，如果是這樣子的話，老師負擔沒有這麼大，也沒有來自小朋友的詢問，像

老師這一本還有多少沒有上到？(AI-20150123-13-01) 

 

有時上課覺得不需要課本耶！可是我們可以說不要買嗎？不可能吧！除非我們開會討論，

綜合課教材自己編，我們是可以開會討論，綜合課教材我們自己編，可是有一個問題，如

果綜合課教材自己編的話，好像教育局有規定，如果學校沒有買課本，教材自己編就要附

自編的課程計畫，所以就卡在這裡了，然後大家就覺得還是買課本好了，對！可是想想課

本還是有其必要性，因為多多少少我還是有上，可是變成說我就去挑它比較重要的部分去

上，畢竟他不同的階段，還是有他需要學習的部分，綜合裡面還是有其他領域沒有上到的

部分，我覺得綜合就是跟生活有關，跟孩子們平常的一些經驗、生活習慣有關係的，是我

們自己要去上，而不是一直挪作他用，所以我期末時是在上綜合課的，因為我覺得還是要

幫孩子加強這一塊，孩子也都喜歡上綜合課。(BI-20150126-06-33) 

 

讓各校老師們自己選擇是否要買課本！如不買課本是否要編選屬於自己學校的綜合課程

計畫，不硬性規定、不必送詳案是最好的吧！(GI-2015020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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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覺得要有一個大方向規劃課程，比如說一個主題，可能可結合學校活動、校本課程、

社區文化...像那個月學校有運動會，一定那個月常在運動練習，那個月就是運動月，講自

然環境、環保，那個月就是自然月，然後那個 月就在做自然活動，像母親節那個月就可以

叫感恩月，除了做母親節活動，還可以去社區打掃，還可以順便做戶外教學、認識社區，

就課程規畫不要太亂，學校行政之事前行事曆，學校活動要事先規劃完善，可是這應該牽

扯到各校行事風格不同。(FI-20150204-7-16) 

 

二、對 97年課綱修正內容相關意見 

受訪教師對 97年課綱修正內容並無太多看法，主要是課程內容上得不多，故

修正內容只有研習時有注意到，其他時候並沒有特別去鑽研。 

對 97 年課綱我完全沒有看法，好像有聽說這個有可能要廢掉喔！那也不錯，如果說有很

多地方都可以融入，也可以 cover 他要上的內容，那為甚麼要單獨他這一科呢？如果在低

年級有生活的話，其實生活跟他是很接近的，所以他就不一定非得有存在的必要，可是如

果到 5、6 年級就不知道。(AI-20150123-12-34) 

 

對 97 年課綱其實沒有意見耶！因為我知道他有修正，但是其實我還是不知道他修正不一

樣的在哪裡，到現在我還是搞不清楚，它為甚麼要做微調，修正的目的在哪裡，我們沒有

去上綜合課，就沒有辦法去體驗這一塊，再來我在上的時候，我也不會去看能力指標，對！

這些課程計畫都是廠商幫我們設計好了。(BI-201500126-06-24) 

 

三、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進修之意見 

受訪教師在對進修的意見上，表示參加研習進修後，對教學是有助益的，也

希望研習內容多樣化，以實務教學、活動引導為主。以下分為進修研習的規定與

內容兩部分來敘述。 

（一）進修研習規定  

所有受訪教師都表示參加研習進修後，對教學是有助益的。但對主動或被動

參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進修的看法則略有分歧。對 97年課綱明訂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授課教師必須完成 36小時教師關鍵能力研習或之前已修習完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二學分的規定，有受訪教師以該校研習經驗表示同意，因為可進行經驗交流，

對教學實務方面確有幫助。在小校因教師編制少，老師常要兼任行政工作，業務

量大，除非有公文指派老師研習，方能請公假，否則老師常無法抽身參加研習進

修活動。 

研習進修當下有幫助，但是回來沒有跟實際課堂上做結合，上研習的時候覺得好有收穫，

可是回來還是沒有去進行，所以就會漸漸的忘了你學到了什麼東西。畢竟你上完研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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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會對課程有所瞭解，一堆很多新的資訊進來，也可以聽到一些老師分享，他們也有一

條一條去分析課綱，只是太久了，因為我們在正式上課時，也沒有時間、沒辦法去一個個

去解讀課綱。(BI-201500126-07-11) 

 

增修課綱就會類似強迫老師去參加這些課綱研習，這種型態很掙扎！因為她規定我，我才

會去，去了一定有收穫，可是他沒有規定我，我就不會去，我就不會有收穫，所以以我的

個性，我還是希望他還是規定我一定要參加好了。(BI-201500126-08-05) 

 

因為我們在小校要有正式公文，小校老師才有辦法出去研習，不然，基本上學校是不通過

的，我現在如果是我自己想要出去研習，學校不放我公假，我也沒辦法出去，要不然就要

運用自己無課務時間，或自己出代課費，但這樣老師們要出去研習的動機、動力就很薄弱，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可以一學期 2 或 3 次，教育局規定一定我們要去研習，我覺得影響比

較大。(GI-20150205-05-02) 

 

研習上課我覺得還不錯，是有學到東西我贊成用規定的，可是也要看老師有沒有興趣，如

果有興趣的老師在小校有機會去參加研習的機率才大，如果你沒有規定，因為我們小校老

師很多要兼行政工作，業務量大，如果你去研習工作，就得由其他老師分攤你的工作，業

務量就會增加，去研習的老師就會不好意思，不然綜合活動沒有甚麼增能、自我充實的機

會，長久教學下來會變成死水，我怎麼教，每年應該都這麼教。我覺得綜合 36 小時研習，

我自己覺得對我是收穫蠻大的，我和其他小校老師聊，他們也覺得收穫蠻大的，教師們可

互相交流。(II-20150210-08-16) 

 

會想要去進修，有些研習老師帶的活動比較生動，可應用在課程上，但有些老師上的就太

理論了，理論不好玩，理論對我們實際在運用上沒有太多的幫助，課程過了就忘了。

(GI-20150205-04-32) 

 

其實我會希望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研習部分，看老師比較好的教學或活動帶給大家，有時

候太理論的東西，我覺得好想比較不實用，比較實務的活動對我們在教學上比較好。

(CI-20150126-05-37) 

 

不贊成硬性規定參與研習進修的受訪教師認為，硬性規定老師去進修研習實

無必要。應該由老師們依自由意志與興趣來決定是否參加進修，才能真正有實質

收穫，不會敷衍了事，才能真正轉化成教師自我增能的部分，真正有實質助益。 

對於教師關鍵能力的研習，本意是好的，因為會讓更多的老師去認識什麼是綜合活動，也

瞭解課綱微調了什麼，可以更容易瞭解，但另一方面就如同閩南語教師認證，在推初階、

進階的研習，研習完了我們在教育現場，也沒有看到什麼成效，那如何真的做到教育當局

想達到的目的，這需要思考的。實施層面還要有一些完整配套，讓大家覺得不是被強迫過

去的。(HI-1-20150206-07-12) 

 

我當下在上 36 小時研習的時候，有點像團康，他可能也希望說我們像那樣子的方式帶綜

合，我們有教幸福的臉，教手語歌，然後我們校慶時就發表表演這一首，去上第一天就教

這一首手語歌，每一天都唱這一首，最後有討論、發表、做海報，我覺得大家在討論海報

的過程，就是那種觀念也沒有辦法好像溝通得很好，感覺都在應付那一節課，說實在的在

應付趕快把海報產出，趕快把研習上完，我的個人認為心態是這樣子，你真的有質疑、有

問題，根本也沒有人真的去做對話，我覺得這些課程都是型式上的，去上這些研習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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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都是被逼著來的，所以哪一個願意很用心的投入，我想要來研究綜合怎麼樣上，會對

學生很好或怎麼樣，我覺得好像看不到那個啦!(AI-1-20150123-14-01) 

 

…你個人願意去排隊，然後去等著去報名的，才會認真上課，一定會學到東西，被逼著來

你要幾小時那一種，沒有一個老師他是願意的，那個是學校硬派他去的，去那邊感覺都不

一樣。你一定要有幾小時的能力就增進了嗎？所以上完，就那一陣子可能會大概知道，過

一陣子、過了就忘了，真的，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進修是真正的進修嗎？

(AI-1-20150123-14-18) 

 

一直以來學校派其他老師來上課，其實是流於形式，他們常常說是國教輔導團，但是我覺

得他們給的東西太少，好像自己也沒準備得很好，不一定是綜合啦！像數學、國語也有這

種情況。(EI-1-20150203-11-36) 

 

那個研習我覺得因為你要上的對象是大人，你可能要準備要給的東西要更多一些，大部分

都覺得不是很好，當然也有遇過講得很好的老師，因為理論偏多，可能有些老師也不是很

會講話，可能隨便來個老師而已，如果大部分講的是理論，就不需要了，我們比較喜歡實

際的例子，像輔導團的教學觀摩我去參加過幾場，也不一定學得到的東西，不一定有實際

上的幫助耶！有時流於似乎在演戲，像現在的翻轉教育把一些影片丟上去，反倒覺得可能

對老師比較可以學，因為他平常就是這樣上課，我覺得比較能觀摩到別人，理論就不必說

了。(EI-2-20150303-1-11) 

（二）進修研習內容  

受訪教師建議能提供老師現行較熱門的教育模式如翻轉教育，或時下老師、

學生有興趣的活動如桌遊，諸如此類研習活動，以實務教學、活動引導為主，才

能大大增加教師主動自我增能的意願與興趣。 

我要學習的東西，我要的是一些真得很 Top 的老師，真的很讚的楷模老師，就算是錄起來

給我們看，錄給學生看或給老師看，也是一個學習，他如何上課有些東西是可以錄過來給

我們看，我們都是大人，我們都會自己內化，翻轉學習是不錯的，尤其像數學的教學技巧

就很不錯，綜合是還好，但應該也可一個相當好的題材。(EI-2-20150303-2-05) 

 

研習進修要很多樣化，像現在桌遊很熱門，我就對這個很有興趣，變魔術也很好，這些也

都是綜合的範圍，老師有興趣帶到課程中，孩子一樣也會很感興趣。(FI-1-20150204-7-29) 

 

研習與進修活動對於教師在教學上是有其一定的助益與幫助。教師期盼教育

行政單位能提供老師較有興趣的相關研習活動及參與的機會，教師才會主動自我

增能，以提升教師專業知能使教師們更能瞭解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外，也能接

觸多樣化以實務教學、活動引導為主的教學技巧，來增加教學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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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對研究結果之討論、第二節為研究結論、第三節為

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討論 

本節依據前章研究結果，針對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

之實施情形進行討論，以如何加強教師對課程的認知、如何改善小校課程規劃、

如何落實協同教學、及如何改善小型學校教師兼任行政業務而無暇備課四方面描

述。 

一、如何加強教師對課程的認知 

從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受訪教師對課綱內容不熟悉，而以自我觀點去拼湊

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瞭解。受訪教師表示由翻閱教師備課手冊瞭解能力指標，

但對課綱其餘的部分並不是很清楚，沒有詳細瞭解。此結果與張宏宇（2010）之

研究一致，即大部分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教師對於「97年微調課綱」認知明顯

不足，對 97年課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內容不甚瞭解。而授課教師並不是很瞭解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課程相關內容，此研究結果也與張政一（ 2004）、張憲庭

（2004）、周水珍（ 2004）、丘愛鈴（2006）、與彭明俐（2009）等對 92年課

綱的相關研究發現一致。 

詹智慧（2012）提到教師參加「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 36小時研習」

之後，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專業認知表現均具有正面的評價。故學校及教育行政

單位仍要多舉辦課程內容相關研習，以課程認知融入教學實務，設計教師參與意

願高的研習內容。但在實施層面需有配套措施，尤其要考慮小型學校教師之流動

率、參與研習方便性，以做為繼續舉辦研習及進修活動之參考。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授課教師亦需排除困難，自身積極參與研習及進修活動，

多吸取新知以達到自我增能的目的。藉由研習活動來增加教學上的幫助，對小校

教師來說，亦可增加與他校教師互相交流、討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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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改善小校課程規劃 

由研究結果得知，臺中市小型學校因教職員編制少，很難組成課程發展委員

會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等課程規劃組織。即便有此組織的學校，大多

也流於形式，並無實質功能。此研究發現結果與施心韻（2008）對 92年課綱研究中，

學校未落實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研究結果一致。 

本研究發現，多數受訪教師的學校並無課程規劃組織來討論授課教師及授課

節數的安排方式，而目前相關課程規畫大都由學校行政主導安排。因訪談教師所

服務之學校目前皆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專長教師，故大部分以導師擔任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之授課教師。目前學校確實依據課綱規定的比例規劃授課節數，為總節

數之 10％－15％分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節數。此研究結果與吳儒興（ 2008）、

彭明俐（ 2009）、張宏宇（ 2010）的研究結果一致。 

綜上所述，小型學校對課程規畫應研擬因應措施，課程規畫內容應多徵詢授

課教師意見。如能以學校為主，聯合同區域之其他小校，成立跨校之課程發展委

員會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研究會，形成區域聯盟，就能免除只有一校或一人單打

獨鬥的情況。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研究會就有同儕教師可相互討論、研究與備課，

進而能規劃區域性之自編教材，減少教師獨自一人編寫課程計畫的時間，也增加

教師自編教材的意願。 

三、如何落實協同教學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理念在於教師善用協同教學與知識統整，引領學習者透

過實踐、省思與體驗的心智及行為運作活動，建構內化意義與培養利他情懷（教

育部，2008），並藉由與其他人共同合作，與個人擔任不同的角色，以不同形式

進行多樣化的協同教學活動（李園會，1999）。 

從訪談資料顯示，小型學校各年級只有一班，無法做同學年跨班之協同教學。

一個年級由於只有一位授課教師，如在教學上有疑惑，在校內沒有同年級的教師

可互相請教，只能去請教同年段的老師或已教授過、有經驗的老師，提供可能有

效的教學經驗或改善之道。在單純的遊戲活動體驗中，偶而可做同年段、跨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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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班協同教學，雖可增加活動參與之學生人數，但只能偶一為之，畢竟學生年

齡不同、學習能力、理解力與知識程度也不同，無法常常做跨年級之協同教學。 

如上所述，要解決小校教師編制人數少的困境，仍要聯合相近其他小校之教

師，組成跨校教學團隊，即跨校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研究會。李坤崇（2001）認為

教學團隊的組成，教師的「意願」最為重要，只要願意學習，任何問題皆可迎刃

而解。在這階段，因有團隊教師個人意願的支撐，較能一起解決任教年級與領域

之問題。 

為了抒解上學期教師需一邊忙於準備教材，一邊忙於教學的時間壓力，跨校

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研究會，需嘗試將下學期協同教學計畫階段提早於寒、暑假期

間進行，利用寒、暑假做協同教學計畫，不會與其他學校事務混合，亦可配合學

校提交課程計畫事宜，大大降低跨校協同教學運作的壓力（陳麗秋，2004）。跨

校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研究會可配合學校提交課程計畫時程，於開學前先進行討論，

共同設計一個學期的教學計畫，開學後，每月只要選擇一個共同的時間，一起檢

討教學計畫、一起分享教學心得。 

四、如何改善多數小型學校教師兼行政業務而無暇備課情形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受訪之十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老師中，有八位有兼

行政工作業務。施春明（2006）認為小型學校的行政業務量其實與較大規模學校

的業務量並無多大差別，基於學校教師數少等先天條件限制下，平均每位教師可

能均需負擔好幾項行政工作，可支援的人力和資源也比較有限，所以擔任行政工

作的角色壓力以小型學校規模最高。而受訪老師表示雖小校學生人數少，但細瑣

的行政業務項目繁雜，跟其他學校一樣需上呈同樣項目的教育宣導資料或校務評

鑑報告予教育行政單位，所有大校需處理的行政業務，小校也都同樣要做一份，

且因教師編制少，除了新進教師或新進代課教師，幾乎都分配的到行政業務。處

理行政業務繁忙，所花費在行政的時間，比學生人數多但只要單純做好班級經營

的導師要多更多。 

不僅學校兼行政業務的老師疲於奔命的處理行政業務，幾乎全校每位學生也

皆要參與學校所有教育宣導活動，而壓縮了正常課程時間，尤其是綜合活動課程，

老師也就更無暇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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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小型學校教師不只是要教學，其教學節數一樣以外，還要做教學

以外之兼職行政工作，有可能行政工作的內容比教學課程還多，可見其工作壓力

大，也就沒辦法專心於教師的教學本質上。所以，教育行政單位應正視這種情況，

研擬配合不同學校規模之行政工作業務量，及不同學校規模之教育宣導活動量及

呈報業務量。 

第二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結論依研究目的分成三部份來陳述：一、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情形；二、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之

課程實施困境；三、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之意

見。 

一、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情形 

（一）受訪教師對 97 年微調課綱不清楚  

研究顯示，十位受訪教師都知道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課綱微調過。自覺其是

否瞭解 97年課綱之課程內容時，都表示沒有詳細去瞭解，皆未提及 97年課綱之

微調內容。受訪教師對微調後之 97年課綱內容不清楚。十位受訪教師中，有五位

受訪教師表示會去翻閱教師手冊，詮釋並搭配分段能力指標上課，另五位受訪老

師不會特別去瞭解需要達成哪些能力指標，只看大單元目標而已，亦或直接按照

自己的方式直接上課。 

（二）課程規畫多由學校行政處室主導，課程節數確實依據課綱規定

的比例規劃  

受訪學校因教師編制少，課程規畫包含授課教師、授課節數，多由學校行

政處室主導。大部分學校即便有課程規畫組織如：課程發展委員會、綜合活動領

域教學研究會，卻往往流於空有名目或形式的組織，並未正常定期開會、運作。

授課教師安排方式，大部分以導師擔任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授課教師居多。課程

節數分配皆符合總節數之 10％－15％分配，學校確實依據課綱規定的比例，規劃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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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的選用以坊間教科書為主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教師皆有採用坊間教科書為教材。大部分教師以教科書

為主要教材，並配合學校活動、教育政策宣導或班級經營，進行課程融入教學。

教材選用方式，因教授該年級綜合活動課只有一位老師，所以會採取變通的方式，

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版本。 

（四）教學方式以「講述法、繪本或影片分享之教學」、「討論發表」、

「戶外教學或實作活動」較為普遍  

受訪教師主要會依據教科書設計的教學活動實施，因應不同內容以選用講述

法、繪本及影片等教學資源引導，繼之加以討論及發表教學、實地戶外參觀或實

作、體驗，輔以遊戲、帶活動及角色扮演來實施教學活動。 

（五）經常採用的評量方式，以觀察學生活動參與表現之形成性評量、

實作評量、學生討論報告為主  

在採用評量方式實施綜合活動領域教學上，研究發現教師主要以學生平常表

現如討論、發表、分享、報告之口語式形成性評量及參與活動表現之觀察式形成

性評量兩者為主。另外亦有採用實作評量或者是以學習單、活動心得或省思作為

評量的依據。大部分老師注重學生學習過程中是否積極參與活動之程度表現，會

以檢核表打分數，輔以學習單或省思心得做為評分依據。本研究並未發現老師 使

用題目考試的紙筆測驗。 

二、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課程實施之困境 

（一）課程內容與其他領域重疊，能力指標籠統  

受訪教師普遍覺得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與其他領域重複太多，表示許多活動與

內容在其他領域已實施演示過，實無必要再跟著綜合課本重述一次。受訪教師普

遍也認為課綱中的能力指標太抽象化、理想化。因此，教師授課時各自詮釋上課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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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常被學校活動挪用  

研究發現，受訪學校之綜合活動課程時間被太多學校活動挪用，包括各種教

育政策宣導活動、學校本位或特色活動或學校慶祝活動等，尤其在小校因學生人

數少，各種活動常需全校六個班級共同參與，因此常會挪用綜合課的時間。 

（三）課程的規畫由學校行政處室主導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學校之課程規畫，包含授課教師安排、授課節數等，皆

由學校行政處室主導，無授課教師之意見參與。課程發展委員會或綜合活動

領域教學研究會，是流於空有名目或形式的組織，並未正常定期開會、運作。 

（四）自編教材需送審  

研究發現，受訪學校無自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自編教材最適合學校的

在地性，也能解決教科書課程或領域重疊的問題。但教育行政單位規定採用自編

教材需將詳盡、完善的課程計畫資料送審，此造成小校教師們不願意自編教材，

並望之怯步。 

（五）學習評量標準籠統，考驗教師能力與時間  

97年課綱中對評量原則的規範，評量過程重於結果，但評量結果又要兼顧學

生能力之個別差異、努力進步程度，兼顧文字描述與等級的方式。基於此，教師

在活動過程中必須對學習者做細微的觀察，記錄其活動表現，此種方式考驗教師

的能力與時間。本研究的受訪教師皆為主要評量人員。受訪教師普遍覺得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之學習評量標準太籠統，以教師的主觀意識為主，分數難以量化、具

體化。如果授課老師是導師的話，還會流於以日常生活表現為給分標準。 

（六）協同教學整合困難  

研究結果發現，受訪學校因教職員編制少，教師無同學年老師可討論教學現

況，只能請教以前有經驗、教過同一年級的老師，以其經驗做教學參考依據。也

因課程、學生程度的不同，很難跟其他年級一起教學。受訪教師大多以獨立教學

為主，幾乎沒有辦法做協同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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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處理行政業務繁忙，無暇備課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教師皆兼任行政工作。雖小校學生人數少，但教師

處理的行政業務項目繁忙，所花費在行政的時間，比單純只要做好班級經營及班

級事務的一般中、大型學校導師要多，還要兼顧班級教學課程，老師也就無暇備

課。 

三、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實施之意見 

根據訪談調查發現，受訪教師認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設置，對 97 年課綱修

正內容並無太多看法。修正內容只有研習時有注意到，其他時候並沒有特別去鑽

研，故並無太多建議，以下僅列出有提出意見之部分： 

（一）大部分教師認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設置  

受訪教師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相關意見上，大多表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從生

活經驗、活動中學習，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實作能力，以建構內化意義，

適應多元環境。 

（二）教師自由決定是否選購教科書  

根據訪談的結果發現，因各校本位或特色活動課程不一，應該讓各校可自由

選擇要不要選購教科書，自行選擇要不要自編教材或編選課程計畫，並取消強制

呈報自編教材之課程計畫，讓授課老師無負擔、有更大的彈性空間，去決定自己

的教材內容。 

（三）多數教師表示參加研習進修後，對教學是有收穫的  

大部分受訪教師表示，對97年課綱教師必須完成36小時教師關鍵能力研習，

各校間教師們可互相交流，對教學技巧、能力指標解讀並編寫成教學活動等實務

方面確有幫助。也有老師覺得被強迫性的研習進修實無必要，應是老師們依自由

意志與興趣來決定進修哪一部分，才不會敷衍了事，才能真正轉化成教師自我增

能的部分，真正有實質助益，不會上過即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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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習內容多樣化，以實務教學、活動引導為主  

受訪教師希望研習內容能夠包含較新的教育模式如翻轉教育，或時下老師、

學生有興趣的活動如桌遊，諸如此類研習活動，以實務教學、活動引導為主，才

能大大增加教師主動自我增能的意願，以大幅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第三節  研究建議 

本節提出對小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教師、學校、教育行政機關、以及未

來研究的建議。 

一、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教師之建議 

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教師提出五點建議，以供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教

師參考，說明如下： 

（一）應熟悉 97 年課程綱要，瞭解課綱微調後之主要內容  

本研究發現，受訪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微調後的 97年課綱的不清楚；尤其

是 69條能力指標的描述比之前 92年課綱更強調實踐的部分，輔以十二項核心素

養之內涵架構，並針對解讀、轉化不易，增列的「參考能力指標細目」及「補充

說明」。值此項教育政策仍正在推行之際，授課教師仍應確實熟悉 97年課程綱要，

熟悉後或能增加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認同度，也更能充分運用 97年微調課綱之精

神與理念，有效實施綜合領域教學。 

（二）多參與研習或進修活動，以提升自我教學專業能力  

多數受訪老師認同研習或進修有助於授課教師瞭解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課程

與教學技巧。尤其小校老師透過研習進修，增加與他校老師交流的機會，多少能

協助教師解決目前在教學上的困境，補足課程所需之知能與自我增能，避免閉門

造車。所以，學校教師應多參與研習或進修活動，以提升自我教學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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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參與或自行組成教學成長社群  

臺中市六班之小型學校，各年級都只有一位授課教師，如在教學上有疑惑，

在校內卻沒有同學年的教師可互相請教，只能單打獨鬥。如教師能多參與或自行

組成教學成長社群，號召或鼓勵鄰近小校一同共襄盛舉。授課教師亦可參與線上

課程共備社群，此將有助於教學互相交流，使教師各司所長，透過同儕教師互相

討論、自我增能，而不斷的自我專業成長。 

（四）教師能自編或改編教材，以符合社區文化及學童經驗  

本研究受訪教師大多以教科書內容授課。但坊間教科書教材內容，大多以中

型規模學校的社區文化及一般學生經驗設計課程，並不見得符合在地學區環境及

學童經驗，影響課程實施成效。再者，研究亦發現受訪教師並無自編教材者。如

面對教材內容不符合學區情形或重複時，雖受訪教師都自行尋找補充教材以課程

融入方式教學，但都屬於個別班級。所以，授課教師宜和同領域教師，多方討論、

多花時間嘗試自編教材，針對學生需要為優先考量，以符合在地社區文化及學童

經驗。 

（五）運用多元的教學法及評量方式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因領域屬性，重視多元智慧。本研究中，大多數的受訪教

師主要依據教科書的教材活動實施教學，故經常採用的教學方式以「講述法、繪

本及影片分享」、「學生討論及發表」、「戶外教學、實地探索」為主。再者，

研究亦顯示受訪教師經常採用的評量方式以觀察學生表現、實作評量、口頭報告。

所以，為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參與意願與綜合活動課程之教學成效，授課教師

仍應多方運用各種不同的教學法及評量方式，幫助學生瞭解自己、欣賞自己，達

到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體驗、省思、實踐與分享的基本理念。 

二、對學校之建議 

本研究對小型學校提出五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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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教學正常化、教學視導以維持教學品質  

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行政單位易將課表中綜合活動時間挪為他用，來舉辦

學校各式教育宣導活動、學校本位課程及特色課程等。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97

年課綱明訂，學校可將部分學校行事安排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但亦明確指出學

校行事與活動不全部等於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一般行政人員誤認為學校活動皆屬

於綜合活動領域的範圍，而將其全部安排在綜合活動課。本研究建議學校應考量

活動本質需能符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精神，將學校行事合宜地融入綜合活動中。

再者，教師因處理班級事務或趕進度因素，而去挪用綜合課，忽略了活動課程的

重要性。所以，國民小學應遵照課程綱要之規定，行政單位應確實落實教學視導

制度，負起課程督導職責，讓教學正常化以維持教學品質及成效。 

（二）鼓勵教師自編教材，以符合不同學校學生背景、社區文化  

研究中發現，十間受訪學校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計畫全部以坊間教科書

內容為主。本研究發現，學校選定的教科書版本，與其他領域內容重疊太多，且

未考慮不同學校學生背景、社區文化的差異，多數老師只好以改編教材或補充教

材融入課程方式進行教學，造成教科書常常閒置未使用。所以，國民小學應鼓勵

教師自編教材，自行設計課程計畫，進而排除重複性太高之教科書使用，以符合

不同學校學生背景、社區文化，完全從學生角度出發，以量身打造的方式設計不

同活動、課程，增加教材內容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三）聯合其他小型學校，共同妥善研擬週三進修內容，增強教師專

業教學知能  

本研究發現，受訪教師認為對自我專業認知不足，相關研習進修管道亦不多，

且偏重理論部分，不符合教師需求；由於學校不重視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因此週

三進修較少規劃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研習。所以，國民小學宜先評估校內教師在課

程和教學上的需求，妥善研擬週三進修內容。再者，小型學校由於離市區較遠，

教師參加其他中大型學校研習也較不方便，故建議鄰近行政區域之小校，可共同

輪流舉辦週三研習場次，以提昇教師在綜合活動課程的專業知能及促進教師的專

業成長，增進綜合領域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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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籌組跨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研究會，由各小校教師參與  

本研究發現，臺中市六班之小型學校，教師編制人數少，各年級都只有一位

授課教師。在課程規劃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流於形式，並無

實際運作。若能由學校行政出面籌組跨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研究會，由鄰近

各校教師參與，或可形成區域聯盟，因鄰近社區環境及學童差異性較小，有助於

教學檢討改進並共同研發合適教材，不僅減少學校內少數甚或一人教師自編教材

或備課時間，且透過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之跨校交流，藉此互相合作、

學習，共同籌備相關之議題統整與課程規劃，使教師各司所長，讓各小校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研究會有實質存在性，亦達到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師善用協

同教學與知識統整的理念。 

（五）善用親職教育溝通管道，消弭家長的成見  

本研究發現，有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認為，家長不重視亦是影響綜合領域

實施成效與課程實施時所遭遇的困境之一。由於大環境的因素，致使主副科的觀

念根深蒂固，影響綜合活動的實施甚鉅。所以，國民小學宜善用親職教育溝通管

道，宣導綜合活動之理念與精神，以消弭家長的成見，方能促使教學正常化。 

三、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本研究對教育行政機關提出六點建議，說明如下。 

（一）檢視與把關教科書內容之編排與活動設計，避免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課程與其他領域重疊之問題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訪教師一再提及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科書內容與其他

領域之教科書內容重疊問題嚴重。這也是部分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不認同之

所在，故此為教育行政單位值得思考、檢視與把關教科書內容之編排與活動設計，

不與其它領域提及的內容相似，觀念可同但必須是加深、加廣的不一樣活動。 

（二）鼓勵各校自編教材，但下放課程設計權力，不要求一定要繳交

詳細的課程計畫，減輕學校及教師自編教材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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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機關應多鼓勵各校自編教材，尊重學校行政之自主權及授課教師教

學之自由權，即教師可自由選擇不使用坊間出版社的教科書，但不要求老師需上

呈許多詳細課程計畫之書面資料，方可減輕教師自編教材之壓力。尤其在小型學

校，授課教師就可設計適合自己班級學生的班級經營活動、品德教育分享、實作

體驗課程，又能兼顧不同學區、不同學校本位、特色行銷課程，以及九年一貫課

程七大議題之宣導活動，反而能使綜合活動課程更多元、更有實質存在的價值與

意義，也不必浪費購買教科書之費用而未使用到教科書。 

（三）增加研習或進修管道，提昇教師的專業知能以增進教學專業能

力  

本研究發現，受訪教師對 97課程綱要內涵的認知略顯不足。由於綜合活動領

域所涵蓋的範圍較廣，故內容易與其他領域類似或重疊，而授課教師如不瞭解綜

合活動 97年課綱之課程修正理念與精神，其教學將無法掌握實踐、體驗、省思以

建構內化與利他意義的基本理念，更易陷入範圍廣闊以及與他領域重疊的問題迷

思。本研究亦發現研習或進修仍有助於授課教師立即瞭解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課

程內涵。所以，教育行政機關仍應積極評估教師在課程和教學上的需求與進修意

願，以提升研習課程內容的品質，引起教師參與進修的意願，藉由辦理研習進修

的活動，以提昇教師在綜合活動課程的專業。 

（四）改善偏鄉小校合格教師名額、小校服務年資與服務加給等問題  

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97年課綱中，明訂在國小師資方面，需由合格教師擔任，

唯該教師應修習本學習領域核心課程至少二學分或參與本學習領域基礎研習至少

36小時。本研究發現，至 2015年 5月，小校教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師中，

仍有未參加 36小時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之基礎研習或也未修習本領

域至少二學分的教師。會有如此情形，乃因小校教師流動率偏高，聘用代理代課

教師的比率也偏高，故不管學校督促教師或教師自行參與研習，在研習後可能教

師又調離服務單位。小校教師編制人數少，但每一到兩年，就有新面孔之新進教

師或代理老師。在此情況中，就較難達到教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教師皆達到具

有本領域理念與知能之專長師資擔任。故增加偏鄉小校合格教師名額、報考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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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率與服務加給，明訂報考此一項目者經錄取分發後，延長需在該小校之服務

年資，以吸引在地流浪教師報考，相信仍會有教師報考此一類別。 

（五）依照學校規模訂定明確的行政工作明細表，減少小校教育宣導

項目之呈報，以減輕行政業務工作  

本研究發現，受訪之十位老師中有八位兼行政工作業務。雖小校學生人數少，

但在六班小校的教師編制 11-13人中（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

員員額編制準則，2014），需負擔與中大型學校一樣的行政業務項目，每年需

上呈同樣項目的教育宣導資料或校務評鑑報告予教育行政單位。不僅學校兼行政

業務的老師疲於奔命的處理行政業務，幾乎全校每位學生也皆要參與學校所有教

育宣導活動，而壓縮了正常課程時間，尤其是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此一現象

實有必要正視。因此，教育主管機關應依照學校規模訂定明確的行政工作分層明

細表，做為學校在行政工作分配時的參考依據。對於宣導活動的業務呈報，亦應

參酌學校規模，考量學校行政人力的多寡，來決定學校承辦活動並呈報的數量。

並不是所有學校，無論規模大小，都應執行所有活動與業務，而造成小型學校教

師兼行政工作之業務繁雜，應減少小校教育宣導項目之呈報，以減輕小校教師之

行政業務工作。 

（六）加強宣導正常化教學，落實課程與教學評鑑工作   

根據訪談資料發現，十間學校有八位老師表示，有大幅度挪用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的情況，包括各式宣導活動、學校本位或特色活動及班級事務處理、趕主科

進度等。所以，教育行政機關除安排綜合領域相關研習與進修，以提升教師專業

知能外，應加強宣導正常化教學，落實課程、教學與實施成效評鑑工作，讓學校

行政能實際負起督導課程實施成效的責任，確實依據課綱授課，能確實達到實踐、

體驗、省思以建構內化與利他意義之基本理念。 

四、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受限於諸多因素的影響，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

工具等方面無法詳細探究。本小節提出幾點相關建議，以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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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以臺中市小型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授課教師為訪談對象，並

未包含其他縣市、其他不同規模學校之教師。因小型學校有其不同之教師編制、

不同之地理環境、學生人數少，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其他縣市、或其他不同規模

學校的教師。因此，未來相關研究在區域上，可涵蓋不同縣市地區、其他不同規

模之學校，進一步作為比較，更可清楚瞭解不同背景地區之差異情形。而本研究

是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授課教師為對象，往後若再做進一步研究時，可將研究

對象擴大至校長、學校行政人員、學生及學生家長，深入瞭解大環境因素如何影

響實施現況與成效，使研究結果更為周延。 

（二）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為主，透過半結構式訪談，並輔以相關資料的蒐集。受

限於時間與人力、環境的因素，是以受訪教師個人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認知與

教學來進行自我描述。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針對某些個案，加以進行實地觀課，

完整紀錄受訪教師實際教學情形。因此，若未來研究的條件許可，更可運用其他

研究方法，諸如大規模問卷調查、實驗研究、教師課室觀課或以行動研究的方式，

進行更深入的瞭解並更符合實際的現況。 

（三）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的質性資料作為本研究之主要討論內容，但由於半結

構式訪談因受限於時間、人力的因素，只訪問到十位教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小

校教師。在未來後續的研究中，可擴大範圍對全部小校綜合活動領域授課教師先

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嚴謹的量化資料，再做更深入晤談，以蒐集更廣泛、更深

入、詳實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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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中市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半結

構式訪談大綱  

*基本資料之詢問 

一、您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97課程綱要的瞭解？(課程知能） 

1.您參加過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36小時研習? 

2.您知道課綱微調過嗎? 您知道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內涵、目標、四   

  大主題軸、十二項核心素養？ 

3.您是否會詮釋並配合能力指標上課？ 

4.您是否會去檢視教科書所安排之能力指標是否適合？ 

5.您覺得課綱有何執行困難之處？ 

 

二、可否請您說明貴校目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規劃的方式? 

    (課程規劃與教材) 

1.授課教師、授課節數安排方式？ 

2.課程規劃歷程? 

3.教材選用情形？由誰評鑑或決定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 

4.學校之本位、特色課程為何？是否會自編教材，如果有，是如何編排的？ 

 

三、可否請您說明您目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的方式? 

    (教學資源、教學與評量知能） 

1.您覺得您教授的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包含那些範圍? 

2.您曾經使用過哪些教學資源?  

3.您如何上綜合活動課，曾經採用何種上課方式、教學方法？以哪一種最常用? 

4.評量方式又是如何，是否有困難之處，看法如何?意見? 

5.您曾經挪用過綜合活動課嗎？是在哪些情況下？ 

 

四、您認為在您綜合活動的教學實施過程中，曾經遇到哪些困擾，您又如何解決? 

1.您認為在小校中可確實實施綜合活動課程嗎?如不可，其困境為何? 

2.是否兼任行政工作，如有，其工作內容或壓力會影響綜合課的正常教學嗎? 

3.班上弱勢學童之情形? 會影響綜合課的正常教學嗎? 

 

五、您對於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其他相關意見與建議為何? 

1.您對於 97 課綱的修正內容有甚麼看法與意見？ 

2.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36小時研習對您有何幫助?針對綜合領域教師  

  進修部分，是否充足，進修內容是否為您所需，您的意見如何? 

3.對於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實施與教學相關意見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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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參與研究同意書  

親愛的教育夥伴，您好: 

謝謝您百忙中願意受訪。以下是本研究的目的及相關細節，請您詳細閱讀，

如有任何問題，敬請您提問，我會詳細向您說明。 

本次訪談係作為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學術研究之用，目的是瞭解臺中市小校

低年級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的教學現況、意見與困擾，不做任何評斷。訪談長

度預估約一至一小時半。 

您提供的資料對我是非常寶貴的，為了避免解讀有誤，或資料過多致使疏漏

遺忘，而且無法專心聆聽您的談話內容，所以需徵求您的同意進行錄音，在訪談

內容轉騰為逐字稿後，會再與您確認、核對內容之真實性，以免誤解您想要表達

的想法 。以上事項或在訪談過程中，如果您有內容不想被錄音，或認為不妥之處，

您有權要求停止錄音或修改，我會尊重您的意願，絕對符合您的要求。 

我將本研究的進行視為一種經驗分享、教學相長、探索與學習的過程。您提

供的錄音資料和文件，純為學術研究之用，我會謹守研究倫理保守您個人的私密

資料，絕不提供給非研究相關人員，以保障您私人權益及隱私為最高原則。另外，

您的服務學校和姓名，我也會謹遵研究倫理，以採取匿名方式呈現結果，請您放

心。 

最後，由衷表達對您的敬意與感激，在您閱讀此同意書後，若您同意參與本 

研究，請簽名於下，如果還有任何疑慮，歡迎您隨時與我聯繫。                          

本人同意以上之內容，願意接受訪談與資料提供。 

＊ 研究參與者簽名：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研究者 :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 研究生 焦玉華 敬上 

聯絡電話: 09＊＊＊＊＊＊＊＊，04-2＊＊＊＊＊＊＊                                    

謝謝您願意考慮接受我的訪談，先致上我最誠摯的謝意與感恩! 



 

83 
 

附錄三  逐字稿編碼的討論  

 

               老 師 ：您好 ！ 

誠摯的感謝您願意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訪談，並抽空審核逐字稿內容的正確

性，您的意見與寶貴資料，對本研究有極大的貢獻。 

研究者已經將訪談錄音帶謄寫成逐字稿，並將逐字稿文句中的概念或主題編

碼 ，煩請您撥冗過目。若研究者將您訪談內容所涉及的概念或主題編碼未能貼切

表達您的看法、觀點與感受，請直接在空白處或備註欄刪改，我會在下次拜訪時

與您再討論。謝謝！ 

我的電話是 ：09＊＊＊＊＊＊＊＊，04-2＊＊＊＊＊＊＊ 

E-mail 為： 

 

再次感恩您的協助，祝您 

一切順利平安、永遠喜樂相伴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焦玉華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