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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課教的前理解與再探：
課程統整的三種取向



 依統整程度將統整模式分成三類(Drake, 1991, 1993, 1998)：

 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

 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y）

主題 主題 主題

多學科 科際整合 超學科

陳玟樺（2020: p.158）

文獻 + 芬蘭課室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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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教育改革時間圖：1920 — 2020

陳玟樺（2020: p.47）



多學科 –文獻



多學科 –芬蘭課室案例

英語科

主題: 友誼

音樂科 視覺藝術科

芬蘭語與文學科

圖 芬蘭學校七年級跨領域教學設計—「微電影拍攝」
陳玟樺（2020：132）

陳玟樺（2020: p.132）



 WHO —師生共同策劃，主要學科學習範疇在視覺藝術、音樂、芬蘭語、英語四學科
 HOW+WHAT —參與國際電影節(National film festival)舉辦的電影拍攝比賽
 WHEN —從2018年 1月到 4月底

 WHY —透過跨領域教學達到七大橫向能力目標

 學校內部追加的比賽規則
• 一般基本規則: 英語發音搭配芬蘭語字幕/芬蘭語發音則搭配

英語字幕、自創配樂

• 主要學科學習內容
- 視覺藝術科: 影片軟體、角色服裝、攝影技術
- 音樂科: 創作曲子(後來延伸至認識智慧財產權)

- 英語科: 句子時態、文法、一般對話
- 芬蘭語與文學科:句子時態、文法、一般對話

2017 
12月底

2018 
1月初 4月底 5月中

校外頒獎、
校內評量

2018 主題:
友誼開學

方案開始
寒假開始 方案結束

6月初

暑假開始

 國際電影節(National Film Festival)影片拍攝參賽規則
• 參賽對象以8-19歲學生為主
• 片長約3分鐘

英語科

微電影拍攝
主題: 友誼

芬蘭語與文學科

音樂科 視覺藝術科

陳玟樺（2020: p.132）



科際整合 –文獻



科際整合 –芬蘭課室案例

主題：
大戰時代

陳玟樺（2020: p.216）

歷 史
英 語

圖 芬蘭學校八年級跨領域教學設計—「大戰時代」
陳玟樺（2020：216）

第一次世界大戰
南北戰爭

個人任務
小組任務

10-11月
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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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玟樺（2020: p.222)科際整合 –芬蘭課室案例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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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玟樺（2020: p.224）科際整合 –芬蘭課室案例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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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際整合 –芬蘭課室案例 –英文

學
習
單
元

 學習單元：Intolerance and injustice

 英文教師邀請社會教師共同參與協助
規劃，教學時間約兩個月，但未完全
重疊於歷史老師教學

任
務
名
稱

 探究「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

 分組形式

（訪學生A，20181115）

（訪學生N，20181116）

陳玟樺（2019: p.161)



超學科 –文獻



超學科 –芬蘭課室案例 –現象為本學習
自
訂
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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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下一代生活更好

問題本位
學生如同探究者
學生如同提問者

圖 芬蘭學校七年級跨領域教學—「讓下一代生活更好」
陳玟樺（2019：216）



回到學科本位評量(語文科教師未
特別參與評量)

回到學科本位評量 設計自評表，以自評為主

如何評量？重點整理！

從學科出發，考慮各學科可以
「貢獻」有哪些知識、方法或時
間於學習此主題，以形成多元學
科視野，不刻意建立學科之間的

統整關係

從主題出發，做跨學科思考，找出
課程主題直接關涉的重要概念。學
科知識或技能是為探討課程主題的
工具而不是目的。如「大戰時代」，
英文老師特別強調”Intolerance and 

injustice”

重點不在提示具體、詳實的課程
內容，而在於提供可以引導學生
學習之「參考架構」，包括：探
索的方法、方向、格式、歷程、
學習標準或是可利用的學習資源

多科並列統整→學科界線清楚 學科互動統整→學科界線較模糊 超越學科→學科界線不易察覺



結語 陳玟樺（2020: 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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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