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中真實的學習歷程

跨領域統整課程

分享者:王佩蘭

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校長



Why 跨領域?

遠古人們為了要取暖.....

在真實生活中迷路了.....



Why 跨領域? 思考真實生活中
學習的目的與歷程….

遠古人們為了要取暖.....

在真實生活中迷路了.....

為了解決問題，不斷的探究
嘗試，最後達成目標。



解決問題是目標~~探究嘗試是學習歷程….

遠古人們為了要取暖.....

在真實生活中迷路了.....

為了解決問題，不斷的探究
嘗試，最後達成目標。





這是一個真實的旅行情境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要完成這一件事，牽涉到多少領域
的知識及探究歷程

如果這是一個孩子能學到這些知識的過程一定
很有趣。 (請討論哪些知識…哪些歷程)



芬蘭教育跨領域學習歷程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你從芬蘭跨領域課程中看到了什

麼? 請寫在便利貼上。

請寫自己的想法
(一個概念寫一張)，不要討論

Watch 
& 

Think





芬蘭教育跨領域學習歷程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請跟同伴討論自己的所看到的跨領域
課程要素:解決哪些問題? 哪些是知識? 

哪些是技能? 探究歷程在哪裡?態度在
哪裡可能培養?

在討論過程中，如果覺得別人的觀點很好，
可以增加自己的便利貼。

Discuss 
Improve 
Revise





以國民小學第三學習階段為例：

其領域學習每周總節數為26節，學校可規劃
單周最多5節的跨領域主題統整教學。
例如：

11

數學4節 藝術3節跨
領
域
統
整
5

節

資料來源：國教院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8438,c1179-1.php?Lang=zh-tw###

(≦1/5)→各學習形式的跨領域統整課程

總綱對部定課程跨領域的規定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8438,c1179-1.php?Lang=zh-tw


Why 部定課程跨領域只能5節?

學科知
識內涵

學科技
能特質

如果從

你認為為什麼要有這樣的限制

生活
課程

(統整觀)

數學
領域

健康與
體育
領域

國語文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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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

(二)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總綱對校訂課程跨領域的規定



Why 校訂課程第一類一定要跨領域探究?

你認為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限制

目的為何?



跨領域統整性探究課程的設計要素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

跨域
統整

探究
歷程

統整不同領域的
知識、技能(學習策略、方法)

、態度(教科書、自編)

(課程設計取向)

提供探究的學習歷程
學習實作任務、延伸應用機會

(教科書自否有提供??)

(教學設計取向)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

跨域
統整

探究
歷程



跨領域及以現象為本位的學習

洪詠善(國教院電子報134期學習趨勢：跨領域、現象為本的統整學習)

芬蘭新課綱主要為培養有足夠能力面對未來生活世
界挑戰的新世代，站在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強調跨
領域以及「現象為本的學習」(phenomenon-

based project)。所謂現象為本學習乃在於學習課
題來自真實世界現象，如城市規劃、恐攻、歐盟、
水資源、能量等等，

以現象為課題的學習必須深入情境脈絡，需要整合
許多領域／科目才足以能夠整體理解甚至解決問題。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跨領域及以現象為本位的學習
思考何為以現象為主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如果你要以水汙染為主題進行跨領域課程
課程設計

1、介紹水汙染的種類
2、水污染的影響
3、研究學校附近有什麼水汙染的形情。

知識

現象



跨領域及以現象為本位的學習
以現象為主:從情境出發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如果你要以水汙染為主題進行跨領域課程
課程設計
1、讓學生從回家的路上觀察，會經過什麼地方

看到什麼樣的水污染的現象，
2、實際紀錄水污染現象的現況。
3、研究學校附近有什麼水汙染的形情。
4、報告自己的發現，探討這些水汙染可能發生的

原因。
5、進行後續的探究。

重點在於經由現象所引發出的探究歷程
期待透過探究歷程了解現象後的意圖



再一個例子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如果你要以媒體素養中呈現的社會議題
為主題進行跨領域課程

進行課程設計

你會引導學生以何種
現象為起點



彈性學習課程之「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
究課程」，總綱強調其跨領域的精神及內涵。
若是跨不同領域內的個別科目（如社會領域
的歷史和藝術領域的視覺藝術），因已先跨
領域，故跨領域間的個別科目是可以的，若
是只有單領域內的跨科目（如社會領域的歷
史、地理、公民），則不符合總綱規範，應
於領域學習課程實施。

Stickers static  Your text goes here. Your text goes here. 

This slide is static and does not animate.

先看看課綱對於跨域統整的規定



科際整合: 跨領域思考
Making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s work — concepts are the key!

用不同的學科觀點、學習方法來學習一種概念、主題。

所以
跨領域如何設計?



從「學科界限」明確與否的角度來看，課程統整的類
型（游家政，民88）。茲說明如下
1.單一學科統整：是指單一學科內教材的重新組合。
2.多學科統整：學科的界限清楚，但各科的教學活動
是以相關的主題相互配合連結起來。
3.科際統整：學科的界限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依
照知識性質合併的學習領域。例如社會學習領域融合
了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法律等不同的議題。
4.超學科統整：此類的統整課程完全以學生生活經驗
及生活重點作為課程設計的原則。例如「主題式統整
課程」設計。

Stickers static  Your text goes here. Your text goes here. 

This slide is static and does not animate.

課程統整模式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多學科統整模式(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中秋節

描寫中秋節與
家人同樂的情形

討論中秋節的
儀式與傳統

觀察月亮

繪製有關中秋節
文化藝術的海報

國
語

社
會

自
然

藝
術

於部定課程內要進行多學科(找出各領域的連結)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多學科統整模式(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認識基隆

描寫基隆美景文
本賞析

基隆的
歷史與慶典

基隆的自然景觀

繪製基隆的美景

國
語

社
會

自
然

藝
術

彈性課程進行多學科、思考學科特質，安排符合主題具學科特質的活動，雖統
整但各自獨立可分開授課，統整概念薄弱。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多學科統整模式(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氣候變遷

發展中國家的經
濟與環境變遷

地
理

化
學

公
民

地
科

彈性課程進行多學科、思考學科特質，安排符合主題具學科特質的活動，雖統
整但各自獨立可分開授課，統整概念薄弱。

化學反應產生的
汙染物質、影響

及處理

環境與
經濟政策開發

氣候現象與
氣候變遷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科際統整模式(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海洋城市-基隆

以基隆為主題的
海洋文學

基隆的
海洋文化

基隆發展的
海洋資源

以海洋為概念的
海洋藝術

國
語

社
會

自
然

藝
術

先思考核心概念「海洋城市」，再從核心概念分成四個次概念「海洋文學、海洋文化、海洋資源、
海洋藝術」，後再思考配合的領域。仍保留學科特質但有概念統整，統整性較高。

從現象
察覺出發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多學科統整模式(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氣候變遷

環保VS發展

發展中國家的產
業類型與變遷

地
理

化
學

公
民

地
科

綠色產業

各國經濟及環境
政策制定與比較

極端氣候的
成因與影響

先思考核心概念「變遷下的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平衡」
後再思考配合的領域。仍保留學科特質但有概念統整，統整性較高。

從現象
察覺出發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超學科統整模式(the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基隆發展趨勢

郵輪母港之都

重現歷史大現場

特色景觀規劃

海洋特色發展

從真實脈絡的問題發展，學科領域的界線模糊，各主題內可能涵蓋各領域的活動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超學科統整模式(the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主題/議題/專題
豪雨與乾旱
的問題

豪雨和乾旱成的情
形真的變嚴重的嗎?

台灣的雨量分布的時
間與區域平衡了嗎?

現象產生的原因

如果要減緩這些問題，
你能做什麼?

從真實脈絡的問題發展，學科領域的界線模糊，各主題內可能涵蓋各領域的活動

從真實面對的現象與問題出發



動動腦– 統整模式的判斷?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請思考這些案例是屬於哪
一種統整模式?為什麼?



這個跨領域課程屬於哪一種統整方式? (From總綱Q&A第五輯P105). 



繪本樂園
新書發表會
(創作發表)

創作

內容
創作

美編
設計

發表

延伸

文本
展示

口語
發表

分享

反思

繪本樂園-新書發表會 主題統整架構圖
國語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國語

國語



小小設計師

電磁與槓桿的應用

設計師
思考、設計
工具(4節)

設計師
運算思維
思考歷程
與設計
(9節)

設計師工作室
實作測試

(18節)

Google App& Google 

classroom應用
圖示協助思考

圖示協助思考紀錄
的方法

科技的應用

主題訂定

拆解問題

模式辨識

抽象化

科技設計檔案建立(2節)

Arduino元件介
紹與實作(2節)

運算思維演算法:

思考Arduino元件在
設計上運用(2節)

實作、分享(11節)

六年級

單元一

單元二

運
算
思
維
思
考
策
略

電
梯
範
例
學
習

活動一: (6節)

設計師的運算思考策略

活動二: : (3節)

我是設計師:設計、分享、修正的訊環

繪製設計圖思考運用電磁與槓
桿的設計主題

分享 討論修正

運用運算思維策略

單元三

擬定執行計畫(1節)

這個跨領域課程屬於哪一種統整方式? 東信國小科技小創客課程



動動腦– 如何思考與檢核跨領域課程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專業教師的能力
課程意識與思考

請檢視自己學校的第一類
彈性課程

屬於哪一種跨領域統整模式



以現象為主:真實或類真實的情境脈絡

主題

跨領域的腦….試想看看

從
現有
領域

學習內容
做統整

生活
課程

(統整觀)

數學
領域

健康與
體育
領域 國語文

領域

多學科模式



以現象為主:

真實或類真實的情境脈絡
聚焦一個主概念

主題

跨領域的腦….試想看看

回到
現有
領域

學習內容
做統整

生活
課程

(統整觀)

數學
領域

健康與
體育
領域

國語文
領域

科際統整模式

增加以概念學習思考
科際整合

最後仍在各領域架構
中學習

從主概念延伸出去的次概念
以概念呈現的
的學習情境脈絡

次主題

容易讓學生進行學習遷移

主概念 次概念



以現象為主:

真實或類真實的情境脈絡
聚焦一個主概念

主題

跨領域的腦….試想看看

跨學科

從主概念延伸出去的次概念
以概念呈現的
的學習情境脈絡

次主題

主概念 次概念

學科內容在
課程中統整
沒有明顯的
學科分際



Useful artwork

任務:請畫出學校一個第一類的課程架構圖，
並說明其課程統整的類型



共備開始

決定課程主題

跨領域課程設計流程:步驟一

發散思考 聚斂思考

確認主題

思考單元



期待與想法

確認課程目標

課程理念 課程地圖

學生先備經驗

主題的重要
與價值

核心素養

課程成果

跨領域課程設計流程:步驟二



最後想要學
生學習到的
原理原則

選擇概念 例如:老街改造為主題
結構與功能為概念

例如: AI課程主題
改變與穩定
為概念

可以進行學習遷移

跨領域課程設計流程:步驟三

例如:變遷下的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平衡



跟最後的
目標有關

選擇
核心素養

跨領域課程設計流程:步驟四



最終的成果

設定課程目標

跨領域課程設計流程:步驟五

學生能………

以表現任務的
形式書寫

(脈絡段落)

思考單元



學生
最終表現

設計表現任務

跨領域課程設計流程:步驟六

任務名稱

內容、表現要求
(可以對應評量)

任務說明



小單元

規劃主題脈絡

學習單元

內容、表現要求
(可以對應評量)

任務說明

跨領域課程設計流程:步驟七



決定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跨領域課程設計流程:步驟八

依照單元課程擬定



形成性
總結性

評量設計

評量方案 評量規準

跨領域課程設計流程:步驟九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關懷家人

分享者:王佩蘭

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校長

國中小前導學校新課程實施論壇- 高雄場



跨
領
域
探
究
課
程

C
O
N
T
E
N
T
S

校訂課程與部定課程中的跨領域探究01

課程概念圖與最終表現任務02

核心引導問題與概念圖03

學習脈絡 學習任務與評量04



跨領域統整性探究課程的設計要素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

跨域
統整

探究
歷程

• 要如何思考跨領域課程主題?



動動腦– 從真實生活中的問題出發?或從現有的
課程與教材的統整出發?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從孩子真實生活中的問題思考。

現代生活家人疏離的問題
緊密的家庭關係、解構社會變遷
下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社會領域

性平議題

綜合活動
核心概念



社會領域

性平議題

綜合活動

學習目標：
1、體察並感受到家人相互關心的重要。
2、了解家人在日常生活與工作產生之困擾，以及這些困擾與性別的關聯性。
3、覺察家人的需求，並選擇適合的方式以實際行動表達對家人的關心與協助。

核心素養:

綜-E-A2 社-E-A3 綜-E-B1

性 E3 家 E3 家 E7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

跨域
統整

探究
歷程

• 哪些問題可以引導學生思考這個主題的
重要概念及解決問題?(核心問題/引導問題)



社會領域

性平議題

綜合活動

引導問題：

1、家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什麼困擾？什麼原因造成這些困擾？
2、家人的困擾與家庭生活或工作中的性別角色有何關聯？為什麼？
3、家人因這些困擾而有什麼需求/心願/期望？我如何發現？
4、如何透過語言傳達或協助行為來表達對家人的關懷？

核心素養:

綜-E-A2 社-E-A3 綜-E-B1

性 E3 家 E3 家 E7



最終(總結性)表現任務

The animation 

automatically begins.

學生透過這個學習活動，最後以所學
呈現出的學習表現:包含表現出的內
涵與以何種形式表現。



學生能夠根據自己家人的需求，設計關懷
家人的行動方案，身體力行實踐並與
同學分享實踐後的發現與感受。

任務內容 表現形式

終點表現任務



跨領域-統整-探究課程

跨域
統整

探究
歷程

• 學習脈絡與過程中學習任務與評量設計
(含探究歷程)



Useful artwork

探究歷程與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要素之間的關係



基本探究歷程

Stickers static  Your text goes here. Your text goes here. 

This slide is static and does not animate.

看看探究課程的要素

觀察查閱
發覺問題

擬訂計畫
蒐集資料

分析資料
統整歸納

歸納結論
分享結果



社會領域

性平議題

綜合活動
核心概念

人文探究的歷程
(現象觀察、蒐集資料、分析、實踐、分享)



提供情境學習較能找到
真實問題

(自己的家庭情境)

從現象(家庭)中不斷觀察、實踐的螺旋性
探究策略的設計思考

素養導向教學基本要素對照探究學習的特質

觀察查閱
發掘問題

擬訂計畫
蒐集資料

分析資料
統整歸納

歸納結論
分享結果

探究歷程



學習任務是學習策略融入的重要設計方向

2

2



1

1

1









期盼您給孩子不同的學習經驗
讓孩子成為一個善於學習解決問題的

終身學習者



感謝大家的投入與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