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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課程協作的黃金圈

• Why(為何需要協
作？協作中心定
位為何？)

• How(協作機制如
何運作？)

• What(有何成果與
績效？)

• 未來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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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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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粒一粒晶瑩剔透的
珍珠

如果沒有了那條線

就沒有辦法成為一串
美麗的珍珠項鍊



從系統
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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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回應的跨系統協作課題（引自前導型研究）



協作中心的定位

橫向：跨系統連
結與資源整合。

縱向：中央－地
方－學校－教師
跨階層連結。



協作中心的設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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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委員聯席會議，盤點優先協作議題

議題小組進行跨系統、跨階層協作

協作會議進行跨系統對話與決策

規劃辦理跨系統團隊共學與增能

協作機制的運作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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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媒體跨系統、跨層級協作宣導



• 完成新課綱實施前優先
協作議題之盤點。

協作機制的運作型態



 依優先協作
議題，邀集
權責單位及
相關人員召
開諮詢會議，
視需要成立
議題小組，
研擬方案與
配套。

協作機制的運作型態



• 確立協作會議運作模式與決策、管考機制。

聽取規劃組報告課程協作整體進展

針對列管事項進行追蹤管制

聽取優先協作議題專案報告，進行跨系統對話

討論各議題小組提報重要會議結論，重要政策定調

主席提示未來努力方向及重點

協作機制的運作型態



• 釐清現場對素養導向教學與評
量觀點，催生簡明試題規準及
示例，協助專刊與懶人包前置
規劃及專業審查。

• 協助國教院規劃辦理教科書出
版社素養教科書開發工作坊，
彙整可參考運用之資源，澄清
教科書相關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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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績效舉例



• 召開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共識
會議，確立素養導向界定回歸
國教院對課綱的解讀，透過團
隊共創規劃行動策略。

• 鑒於教師對素養課程及評量設
計能力較不足，研發、試辦培
力講師共備工作坊，提供未來
系統性教師培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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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績效舉例



• 協助高優計畫轉型，強化前導
學校課程發展培力與輔導諮詢
機制，促成與國教院、課推工
作圈、各學(群)科中心的連結。

• 促成各區域學校策略聯盟及國
教署及六都策略聯盟成立，建
立高級中等學校課推系統、課
程發展、教學輔導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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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績效舉例



• 辦理系統思考與建構、
開放空間論壇等跨系
統增能工作坊，改變
心智模式、理解系統
全貌，團隊共創擘劃
願景、行動方案。

成果與績效舉例



• 訊息揭露與社會溝通

--協作中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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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績效舉例



• 掌握各單位新聞發布節奏，定
期了解進度，有效落實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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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粉絲頁即時報導

成果與績效舉例



• 製播教育電臺「國教協作向
前行」節目
 討論十二年國教課程相關議題，使學

生、家長及老師瞭解正確資訊。每週
三18:05-19:00準時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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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績效舉例



• 每月發行課程協作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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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績效舉例



• 定期出版課程協作
與實踐專刊：

– 紀錄各項議題協作
歷程，為未來的協
作奠下穩固基礎。

– 傳播協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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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績效舉例



從時間
週期看~



不同階段的協作任務～



協作中心未來工作重點

• 短期：

– 持續規劃系統思考、團隊共創工作坊，塑造團
隊共好的協作文化，避免政府科層體制運作可
能的彈性或連結不足。

– 持續整合資源，加強課程政策相關資訊揭露及
社會溝通，縮短課程政策推動的資訊落差，有
助於爭取社會各界對課程政策的認識、理解、
認同與支持。



• 中期：

–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長期性、系統性、有感的
教師培力規劃（課研＆課推＆師培）

– 持續強化課程與教學專業支持系統的連結與整
合（含課推＆課研、課推＆師培）

– 國家課程評鑑與回饋機制的建立（課推＆課研）

• 長期：

– 下一階段國家課程研發的跨系統連結（課研＆
課推、課研＆師培）

協作中心未來工作重點



• 協作機制的檢討精進

– 協作會議頻率：因應未來長期運作，調降會議頻率，
賦予各系統更多自主空間，避免長期負荷造成疲憊。

– 管考機制：管考不利於協作文化塑造，重要決議事項，
可回歸教育部既有管考機制。

– 協作議題決定及方案研擬：
• 回歸各系統主導，由各系統推薦規劃委員，並邀請規劃委員參與。

• 強化規劃委員橫向連結，協作中心定期召集規劃委員聯席會議，
使其對跨系統協作情形有整體性、通盤性的理解。

協作中心未來工作重點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