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壹、基本理念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強

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

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協助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

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依此，本課程綱要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兼顧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

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

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

力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 

 

貳、課程目標 

在前述基本理念引導下，訂定如下四項總體課程目標，以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 

一、啟發生命潛能 

啟迪學習的動機，培養好奇心、探索力、思考力、判斷力與行動力，願意以積極的態度、持續的動力

進行探索與學習；從而體驗學習的喜悅，增益自我價值感。進而激發更多生命的潛能，達到健康且均衡的

全人開展。 

二、陶養生活知能 

培養基本知能，在生活中能融會各領域所學，統整運用、手腦並用地解決問題；並能適切溝通與表達，

重視人際包容、團隊合作、社會互動，以適應社會生活。進而勇於創新，展現科技應用與生活美學的涵養。 

三、促進生涯發展 

導引適性發展、盡展所長，且學會如何學習，陶冶終身學習的意願與能力，激發持續學習、創新進取

的活力，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技術的基礎；並建立「尊嚴勞動」的觀念，淬鍊出面對生涯挑戰與國際競合

的勇氣與知能，以適應社會變遷與世界潮流，且願意嘗試引導變遷潮流。 

四、涵育公民責任 

厚植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權理念、道德勇氣、社區/部落意識、國家認同與國際理解，並學會自我

負責。進而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追求社會正義；並深化地球公民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

關懷心與行動力，積極致力於生態永續、文化發展等生生不息的共好理想。 

    以上課程目標應結合核心素養加以發展，並考量各學習階段特性予以達成，期落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

育「自發」、「互動」與「共好」的課程理念，以臻全人教育之理想。 

 

參、核心素養  

一、涵義 

為落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理念與目標，茲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以裨益各教

育階段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間的統整。核心素養主要應用於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的一



般領域/科目，至於技術型、綜合型、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則依其專業特性及群科特性進行發展，核心素養

可整合或彈性納入。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

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

人發展。  

二、三大面向與九大項目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為三大面向：「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

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核心素養的內涵，如圖 1 所示。 

 

 

 

圖 1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一)自主行動：強調個人為學習的主體，學習者應能選擇適當學習方式，進行系統思考以解決問題，並具

備創造力與行動力。學習者在社會情境中，能自我管理，並採取適切行動，提升身心素質，裨益自我

精進。 

(二)溝通互動：強調學習者應能廣泛運用各種工具，有效與他人及環境互動。這些工具包括物質工具和社

會文化工具，前者如人造物（教具、學習工具、文具、玩具、載具等）、科技（含輔助科技）與資訊

等，後者如語言（口語、手語）、文字及數學符號等。工具不是被動的媒介，而是人我與環境間正向

互動的管道。此外，藝術也是重要的溝通工具，國民應具備藝術涵養與生活美感，並善用這些工具。 

(三)社會參與：強調學習者在彼此緊密連結的地球村中，需要學習處理社會的多元性，以參與行動與他人

建立適切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每個人都需要以參與方式培養與他人或群體互動的素養，以提升人

類整體生活品質。社會參與既是一種社會素養，也是一種公民意識。 

 

肆、課程架構  

一、課程類型與領域/科目劃分 

(一)課程類型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類型區分為二大類：「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教育階段課程類型 

             課程類型  

教育階段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國民小學  

領域學習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國民中學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校訂必修課程  

選  修  課  程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1.「部定課程」：由國家統一規劃，以養成學生的基本學力，並奠定適性發展的基礎。 

(1)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培養學生基本知能與均衡發展的「領域學習課程」。 

  (2)在高級中等學校為部定必修課程，其可包含達成各領域基礎學習的「一般科目」，以及讓學生獲得

職業性向發展的「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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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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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以及本土語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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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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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班級活動、社團活動、

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等)及「彈性學習時間」(包含學生自主學習、選

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課程及學校特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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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領域/科目劃分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依據全人教育之理念，配合知識結構與屬性、社會變遷與知識創新及學習

心理之連續發展原則，將學習範疇劃分為八大領域，提供學生基礎、寬廣且關聯的學習內涵，獲得較為

統整的學習經驗，以培養具備現代公民所需之核心素養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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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階段，以領域教

學為原則；國民中學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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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十二年國 民基本教育各教 育階段共同課程之 領域課程架構，如 表 3 所示。  



表 3 各教育階段領域課程架構 

教育階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階段  

          年級  

        領域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第五學習階段  

(一般科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部  

定  

課  

程  

語文  

國語文  國語文  國語文  國語文  國語文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  

   
第二外國語文  

(選修 )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社會  

生活  

課程  

社會  社會  社會  社會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藝術  
藝術  藝術  藝術  藝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科技     科技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校訂

課程  

彈性學習  

必修/選修/ 

團體活動  

彈性學習課程  

校訂必修課程  

選     修課程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  



二、課程規劃及說明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 

1.課程規劃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之規劃，如表4所示。 

表 4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課程規劃                 單位：每週節數  

教育階段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階段  

           

               年級  

    領域/科目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部  

定  

課  

程  

領域

學習

課程  

語文  

國語文 (6) 國語文(5) 國語文  (5) 國語文(5)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1)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1)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1) 
 

 英語文(1) 英語文(2) 英語文(3) 

數學  數學 (4) 數學 (4) 數學 (4) 數學(4) 

社會  

生活  

課程  

（6）
 

社會 (3) 社會 (3) 
社會 (3)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3) 自然科學(3) 
自然科學  (3) 

(理化、生物、地球科學 ) 

藝術  藝術 (3) 藝術 (3) 
藝術(3) 

(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2) 綜合活動(2) 
綜合活動(3) 

(家政、童軍、輔導) 

科技     
科技(2) 

(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3) 健康與體育(3) 健康與體育(3) 
健康與體育(3) 

(健康教育、體育) 

領域學習節數  20 節  25 節  26 節  29 節  

校  

訂  

課  

程  

彈性  

學習  

課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2-4 節  3-6 節  4-7 節  3-6 節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學習總節數  22-24 節  28-31 節  30-33 節  32-35 節  



（二）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1.課程規劃 

高級中等學校的整體課程規劃，如表5所示。 

 

表 5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各類型學校課程規劃 

              學校類型 

課程類別          

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 

部

定 

必

修 

一般科目  

(包含高級中等學校

共同核心 32 學分 ) 

118 學分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  

學  分  數  118 學分 

校

訂

必

修

及

選

修 

一般科目  

專精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校訂必修  

4-8 學分 

選      修  

54-58 學分 

學  分  數  62 學分  

應修習學分數  

（每週節數）  

180 學分 

（30 節）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3 節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六學期每週單位合計） 

2-3 節  

（12-18 節）  

每週總上課節數  35 節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的課程類別、領域/科目及學分數、授課年段與學分配置，如表 6所示。 

 

表 6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單位：學分數  

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年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名稱  學分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20 16 4 1.各領域/科目授課年段與學分配置依據領域綱要，由學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2.國語文部定必修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2 學分。  

3.數學部定必修課程於第二學年設計兩類課程，學生依

適性發展之需要，應選擇一類修習。 

4.自然科學領域每科至少須修習 2 學分。 

5.藝術領域每科至少須修習 2 學分。 

英語文  18 16 2 

數學  數學  16 8 
8 

(分類課程) 
 

社會  

歷史  

18 

6  

地理  6  

公民與社會 6  

自然  

科學  

物理  

12 

2-4  

化學  2-4  

生物  2-4  

地球科學  2-4  

藝術  

音樂  

10 

2-6 

美術  2-6 

藝術生活  2-6 

綜合  

活動  

生命教育  

4 

1 

生涯規劃  1 

家政  2 

科技  
生活科技  

4 
2 

資訊科技  2 

健康  

與  

體育  

健康與護理 

14 

2 

體育  12 

全民國防教育  2 2 

小計  118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1.校訂必修課程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依據學校願景與

特色自主規劃開設。 

2.校訂必修課程係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以一般科目

的統整性、專題探究或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 

         

         

         

         

         

小計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