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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V.S. 跨領域課程
CROSS-CURRICULAR/ INTERDISCIPLINARY/統整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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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DISCIPLINES/SUBJECT)？

♪領域是什麼？為何要跨領域？
♪「學科」為什麼不好？subject-mind

♪音樂老師教音樂，美術老師教美術，有什麼不好？
♪統整，要統整什麼？為何要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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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從⼀張圖片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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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erman, V. 2017. Cross-curricular teaching: how does it work. Download 
from http://www.ciep.fr

http://www.ciep.fr




7



8

上升的海平面：
當海平面上升，我們要如何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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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學科（subject）是用以探索真實的某個面向；

則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ity）就是用以瞭解這個真

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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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erman, V. 2017. Cross-curricular teaching: how does it work. Download 
from http://www.ciep.fr

http://www.cie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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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AIDS、原子能源、大數據、兒童、
氣候變遷、去殖民化、民主、食物、健康、
人權、國際法與正義、海洋與海事法、和
平與安全、人口、難民、水資源、婦女…

http://www.un.org/en/sections/issues-depth/global-issues-overview/index.html

http://www.un.org/en/sections/issues-depth/global-issues-overview/index.html


樂施會教育網站（OXFAM EDUCATION，
HTTP://WWW.OXFAM.ORG.UK/EDUCATION/）

 國際公平貿易、債務和援助、安定生活及居所、健康、疾病、社會公
平、性別平等、戰爭和天災、⺠主和人權、氣候變化、教育…等。也
因此，在樂施會教育網上所列出的全球性議題也很廣泛，包括：主動
公⺠、霸凌、童⼯、兒童權、兒童問題、氣候變遷、衣服、衝突、借
貸、森林砍伐、發展、災難與急難救助、地震、教育、環境問題、平
等、倫理生活、公平貿易、食物問題、糧食危機、性別、人類免疫缺
陷病毒與愛滋病、健康、⼈權、伊拉克戰爭、孕⺟健康、貧窮歷史、
中東問題、千禧年發展、種族歧視、回收利⽤、難⺠與庇護、永續發
展、貿易與全球化、水資源、海嘯、社會正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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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XFAM.ORG.UK/EDUCATION/


國際教育課程主題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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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學校計畫的跨領域課程設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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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lobaldimension.org.uk/

https://globaldimension.org.uk/


二、跨領域課程的規劃設計

17



各教育階段課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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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訂課程」：由學校安排，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

 (1)在國⺠⼩學及國⺠中學為「彈性學習課程」，包含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學生課程，以及本土語文/新住
⺠語文、服務學習、⼾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治活動、班級輔導、學⽣
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等其他類課程。

 (2)在高級中等學校則為「校訂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
(包含班級活動、週會、社團活動、專題演講等)及「彈性學習時間」(包含學生
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課程、全校性/全年級/班群團體活
動及重補修課程等)。其中，部分選修課程綱要由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研訂，
做為學校課程開設的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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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域/科目劃分
 …將學習範疇劃分為八大領域…

 部分領域依其知識內涵與屬性包含若干科目，惟仍需重視領域學習內涵。

 國⺠⼩學階段，以領域教學為原則；

 國中階段，在領域課程架構下，得依學校實際條件，彈性採取分科或領域教學，
並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安排，強化領域課程統整與學生學習應用；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在領域課程架構下，以分科教學為原則，並透過跨領
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的課程統整
與應用。 21

總綱，p.8



2.規劃說明

(1)領域學習課程

在符合教育部教學正常化之相關規定及領域學習節數之原則下，學校得彈性調整

或重組部定課程之領域學習節數，實施各種學習型式的跨領域統整課程。跨領域

統整課程最多佔領域學習節數總節數五分之⼀，其學習節數得分開計入相關學習

領域，並可進行協同教學。。

22

總綱，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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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階段的彈性學習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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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對彈性學習課程的相關敘述

1.統整性主題/專
題/議題探究課
程

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強化知能

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

2.社團活動與技
藝課程

讓學生依興趣、性向及能力分組自由選

修，與其他班級學生共同上課。

3.特殊需求領域
課程

專指身心障礙、資賦優異、體育班或藝

術才能班等學生學習需求所安排之課程。

4.其他類課程

包括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等各式課程，

以及領域補救教學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為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權責，應依
學校需求開課，各該主管機關負監督之責（含備查）。



26

統整性主題
（integrated theme）

• 統整兩個科目/領域

專題（project）

• 導向⼀個專案

的完成

議題（issue）

• 重要的或爭議

性議題



跨領域主題
（theme）

專題
（project）

議題
（issues）

course  1 V

course  2 V

course  3 V

course  4 V V

course  5 V V

course  6 V V

course  7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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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國教新課綱中的19項議題

類別 議題

重大議題
（4） 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

⼀般議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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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族教育



議題、領域/科目、核心素養

29國教院（2018）課程手冊，p.8



新課綱中的議題

15+4議題

各領域/ 科目
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

獨立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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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中的重大議題

 單獨設科（領域/科目）
 國中：科技（科技領域）、資訊（科技領域）

 高中：生命（生命教育）、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被納為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品德、生命、科技、資訊、多元文化、閱讀素養、國際教育

 納入各學習領域的學習重點（領綱附錄二）
 性平、人權、環境、海洋、法治、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戶外教
育、原住⺠教育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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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計畫教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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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調英語融入的跨領域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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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計畫評鑑的主要回饋意見

彈性課程內容疑違反課綱規定：「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
究課程」

第⼀學習階段（低年級）並無英語課程
 彈性課程中不能是單⼀領域

 第⼀學習階段不能是英語文課程

 課程主題對應的學習重點不能只有英語，也不能只有單⼀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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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思維？

 我教的是英文，只要主題能籠統地連結到其他領域（如國語文、
生活），這樣就算是跨領域課程了吧？

 只要我的教案能夠納入兩個領域的學習重點，應該就算是跨領
域課程了吧？
 國語文1-I-2 能學習聆聽不同的媒材，說出聆聽的內容
 國語文2-I-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生活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心與求知探究之心

 形式上相似，但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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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設計的重點：

1. 單元主題的設定：是否看得出來是跨領域學習？適不適合從不
同角度/領域來探討？

2. 課程目標的規劃：除了英語科的目標（單字片語口說…）之外，
是否納入「另一個領域」的目標？

3. 教學材料的選擇：避免只選用一般的英語教材

4. 教學活動的設計：教學目標若涉及兩個領域，所設計的教學活
動，基本上也包含兩個領域的教學/教學活動

5. 教學評量的規劃：教學評量基本是學習成果的檢視，所以，所
設計的教學評量，看得出來涉及兩個領域的學習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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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元主題的設定：

單元主題的設定：是否看得出來是跨領域學習？適不適合
從不同角度/領域來探討？

1. 世界節慶你我他

2. 環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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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目標的規劃：

課程目標的規劃：除了英語科的目標（單字片語口說…）
之外，是否納入「另一個領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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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材料的選擇：

教學材料的選擇：避免只選用一般的英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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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活動的設計：
教學活動的設計：教學目標若涉及兩個領域，所設計的教
學活動，基本上也包含兩個領域的教學/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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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學評量的規劃：

教學評量的規劃：教學評量基本是學習成果的檢視，所以，
所設計的教學評量，看得出來涉及兩個領域的學習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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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問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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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林永豐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05-2720411 #36409

arthur@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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