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08 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研討會」綜合座談紀錄 
時間：108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 12 時 

場次：場次 5＿萬華國中 

主持人：洪志成校長 

指導專家：葉興華教授、黃儒傑教授 

長官指導：陳佳芬股長、陳貴馨課督 

發表學校：萬華國中、天母國中 

【專家回饋】 

1. 透過各校的報告，可以清楚發現每個學校均展現其用心。 

2. 萬華國中用心規劃課程，一步一腳印地進行、很踏實，學生學習進步很

多，且展現課程與生活、當地環境之連結。 

3. 萬華國中課程之發想源自於對學生的「毋甘」，建議可以思考課程規劃的

終點目標是否可讓學生成為「就甘心」的人？希望看到學生的改變為何？ 

4. 可以思考如何展現出彈性課程之普及率及參與度。 

5. 建議彈性課程除了滾動式地修正外，亦可深化學習、加深討戰，以培養學

生對於未來生活挑戰更具能力。 

6. 天母國中彈性課程架構清楚，老師展現用心並積極開發學潛能。建議於三

個系統中可以檢視其對應性或深化之可能。 

7. 彈性課程可適度與學期中之課程做結合，不一定要會考後再進行。 

8. 建議天母國中口述歷史課程可以加給學生更多的討戰，如讓學生有批判思

考的機會。 

發表學校：五常國中 

【專家回饋】 

1. 展現「教室裡不用有課本」，學生亦可獲得很多成長的課程。 

2. 在彈性課程的推動過程中，其實老師的共備往往就在「閒聊」中去發現學

生需要的是什麼。 

3. 老師的成長也是課程規劃與進行中很重要的部分，老師改變了，也會帶動

學生改變。 

4. 建議可以使用同一議題，讓學生以不同的角度、方法去深度地研究、報

告。 

5. 各校可以思索如何從班級教學成為年級的教學，進而成為學校的課程。 

6. 素養是累積的，改變才有實現的可能。 

7. 各校學校願景多有「合作、溝通」等，此一願景多希望透過分組達成目

標，但分組的難度很多，且合作的部分需要被教導，各校於此部分可以調

整評分的標準，不要以最終呈現的成果占分比率最高，把合作的分數拉

高。 

8. 彈性課程不一定不可以上領域課程，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現課程，一定會



與領域課程有所不同 

提問與回饋 

【提問 1】 

英語領域時數減少，但是字彙仍然非常龐大，如何執行彈性計畫讓原來的課

程可以有效完成？ 

【葉興華教授】 

彈性課程不是不可以上領域的課程內容，跨領域不應該視為課程設計的應

然，而是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性的必然。統整的意思是希望課程是一個有機

體，兼具內容與方法，如果只局限於內容，那將永遠上不完，應該是希望學

生學習後可以應用於實際生活之中，不是為了跨領域而跨領域，加重學生的

學習負擔。可以找學生熟悉的內容、環境背景，讓他可以應用學到的方法，

省去讓學生熟悉內容的時間。 

 

【提問 2】 

大直高中教務主任：感謝大家的分享，跨域與學生能力展現讓人印象深刻。

請教兩個問題：（1）大直是完中，請問彈性課程開課的數量有無限制？（假

如開設課程數量超過班級數）（2）校務行政系統：希望可以有學生線上選課

（彈性課程）的功能。 

【陳貴馨課督】 

(1)開課數量事關員額及鐘點費，局端會再努力與爭取。 

(2)校務行政系統部分會於教務小組會議內做討論。也會與廠商確認是否有將

此點告知教務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