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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彈性學習課程研討會專家回饋 

12/11(三)敦中場 

 林子斌教授回饋 

敦化國中、麗山國中有關學校願景和課程核心素養的規劃都有清楚的介紹。 

壹、 敦化國中 

1. 如果課程規劃者與執行者不同時怎麼辦? 

(1) 公開觀課、教案撰寫討論、資源包、教材手冊使用，另有關彈性課程三年架構脈絡也已

經規畫進行中，社群運作老師能適時更替調整(大校的好處)。 

2. 提問敦化國中: 

(1) 在敦化發展課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還有需要被解決大的問題? 

(2) 另在大校全面實施下，從發展到運作能夠有些不錯成效的成功原因是?最後第二章 PPT(訓

練研究方法部分)，未來課程發展在學生研究方法訓練的課程規劃上仍有許多定位需要釐

清，例如老師是否能清楚提供正確的研究方法訓練給學生及是否提供足夠時間供學生能進

行操作。(研究方法的定義和界定要思考釐清及是否實作) 

貳、 麗山國中 

1. 麗山攻略和戀戀麗山課程上的差別是? 

2. 在七年級一個學年操作下，兩課程彼此的關聯是?各班操作不同時，是否有符合整年級彈性課

程的設計呢? 

3. 課程設計太豐富下容易趕課，未來可思考仍需要有留白的時間讓學生能自主學習，同樣老師亦

需要有留白時間來進行課程討論研發。 

4. 課程核心小組成員 32位會不會人數過多，影響操作? 

5. 是否提供足夠誘因來讓老師們願意參與，另課程發展的目標訂定還是需要釐清訂定清楚。 

教授額外釐清 SWOT分析概念:SW指的是校內；OT指的是校外 

參、 螢橋國中 

1. 彈性學習課程主要的目標為何(數學&美術)? 

2. 彈性學習課程該如何評量?(三角形旋轉或其他評量方式?) 

 

 余霖聘督回饋(供大家思考的問題) 

1. 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心小組、教務處分工細則和方式為何?分工和合作方式為何? 

2. 課程發展研發(創發者)與教導者(傳播者)程序是否可以延續? 

3. 彈性課程是怎樣的課程，跨領域、跨學科、主題課程，校內課程研發者、教導者要界定清楚? 

4. 在課程是不是玩真的?課程實施之前和課程實施後，調整了什麼?為什麼? 

5. 目前課程實施後，發現了什麼新的問題?怎麼解決? 

6. 對於 109、110學年度課程的規劃，是否有大量人員動員投入彈性課程的教學，而不是只是少

數人重複上某年級課程? 

7. 評分規準:是否符合教育部評量規準也否符合公平性。課程應該有課程目標，課程結束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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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檢視學生有符合達到課程目標，所以課程評量的訂定就需要很清楚。 

共勉~~ 問題之所在，就是創意之所在 

 

【綜合座談提問】 

新民國中 

1. 資深老師不願意動或不理解目前 12年國教課程綱要內涵，教學方法難調整變動。 

2. 校長希望老師能順應這次教改潮流，調整教學方式，但該如何著力仍需規畫。 

3. 學校希望因應新課綱，藉由了解學校、老師、學生之需求來調整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式。 

 

中崙高中 

1. 完中制度下-國中的夥伴較需要照著課綱、課本教，創發課程能力較弱。 

2. 高中-跑過跨班選修歷程，課程設計有無中生有可以跳脫學科框架的經驗。較容易能在教學現

場，設計符合課綱精神及學校願景，所希望培養學生應俱備的能力和素養的課程。彈性課程的

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能從素養導向切入進行課程設計。並從設計的規準可以有系統地看出學

生的表現，進行檢視。 

 

貴馨課督 

1. 感謝前導學校無私將課程發展的歷程經驗跟友校分享。讓大家能落實 108課綱朝共同的目標

前進。 

 

敦中回應 

1. 運作最困難是研發時間不足 

2. 維持老師動能困難(形成共識困難)，但解決方式可先由一小群人帶領，結合行政資源，慢慢

轉變擴大。遇到的問題從最難的先試著去處理解決，再慢慢修正。 

3. 教材取捨和選擇困難，選擇方式會依據-容易落實、可模組化、有彈性、好發揮、接受度高等

方向來處理，但要 24班一致性執行上是有難度。 

4. 課程和課程間的的連結，目前發展來看是最難的，目前採取利用各檢討會議(核心小組、社群

會議等)提出的問題進行解決，最後如果大家減課時間能再多一點會更利於課程發展。 

 

麗山國中回應 

1. 異中求同，大家一起開心共同往前走解決問題。 

 

螢橋國中回應 

1. 發表彈性課程，是從數理資優班先引進在兩年寒暑假營隊的中使用的科技教學方式。 

2. 普通班是否也可以利用這樣子的方式，讓普通班學生更可能利用不同學習工具，讓學習更有

趣是課程發想的原因。 

3. 從在兩班三組數學補救計畫執行中及在彈性課程中，藉著科技的使用，利用不同工具學習數

學。老師一開始先從部分單元抽離教學，評量內容初步設計較為寬鬆，有教作業即可。 

4. 在中小型學校課程創發者的引導很重要，如果能降更多的節數，更能讓他協助同領域其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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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進行教學的話，效果會更好，但執行上是有難度的。未來八年級課程是否會延續還在發想中。

但目前確定是數學學習多了科技工具使用，讓學生多了想學習的可能。 

 

余霖聘督回應 

1. 教師的教學方法對於學生會考成績是否會有幫助，是可以讓老師思考是否轉變教法的主要原因。

可從會考試題設計檢驗，滴水穿石，讓一個老師帶頭動起來後，引領其他老師一同。 

2. 彈性學習課程是讓所有學生有重新回到學習管道的機會，課程的設計還是必需要有學習目標、

核心素養。 

 

子斌教授回應 

1. 建議可以從小的成功經驗累積起，會比較可能帶來大的改變。 

2. 彈性課程是少數讓學生想回來學習的管道。 

3. 要帶動老師改變的方式，可以建議校長能帶領老師至他校參訪。 

4. 完中未來是否會考量 6年一貫的課程?可以體現完中的優勢。 

5. 國中課堂時數反而被綁得更死。 

6. 各校發展課程中，建議可以把課程包留存下來，以利延續傳承。 

7. 螢橋國中資優班課程轉化至普通班教學時，仍需思索需要達到什麼樣的課程學習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