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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高级中学暂行课程纲要总纲

综合高级中学教育目标

综合高级中学（以下简称综合高中）之设置或办理，旨在统整普通高中和职业学

校教学目标、学生来源、学生进路和教学资源的综合型高级中等学校。其目标在透过

多元丰富的课程，协助学生既习得基本能力，又能适性发展，并裨益全民学校和小区

高中理想之达成。

壹、基本理念

综合高中在高一阶段着重基本能力的奠定及生涯规划的落实，自高二起一方面继

续修习基本学科，另一方面采课程分流方式选择学术或专门学程做较专精的修习。

本暂行课程纲要根据前述综合高中的精神，着重下列基本理念：

一、统整

统整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应有的基本学科，使学生奠定分化专精和

适性发展的基础。

二、试探

高一课程以试探为主，使学生了解自己的性向、兴趣及能力，发挥

性向试探与适性分化的功能。

三、分化

自高二起以有利学生适性发展的学术导向和专门导向学程，提供分

化专精科目。

四、弹性

仅规范共同必修课程的科目名称、学分数、课程纲要，其余课程

仅作原则性界定，赋予学校本位发展及学生多元修习的弹性。

五、人本

重视学生的异质性，课程着重在使每一名学生都能学习成功，具备

公民生活和继续进修的知能，又能适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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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课程目标

综合高中课程目标，着重协助学生达成下列知能，实现综合高中教育目标：

一、具备公民生活和继续进修的基本能力。

二、了解自己兴趣及与工作世界互动的需求。

三、发展学术预备或职业准备的兴趣与知能。

参、基本能力

综合高中课程设计系奠定在国民教育阶段之基础上，旨在培养学生认识自己、

发展潜能与终身学习的能力，进而能尊重与关怀不同族群文化，培养宏观的国际

理解能力，并运用科技与信息，主动探索学习及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知能。此等

基本能力亦为学生做进一步学术或专门学程之专精学习所需，可分为下列十个层

面：

一、了解自我与发展潜能

藉由生涯规划和试探课程的学习，充分了解自我兴趣、性向与能力，适性分

化并发展潜能，进而建立信心，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二、生涯规划与终身学习

积极统整生涯信息，充分运用社会资源，发挥个人潜能，建立人生发展方向，

并因应社会与环境的变迁，培养终身学习能力。

三、赏析、表现与创新

涵养体察和鉴赏环境、文化及艺术之美，并运用周遭资源，表现自我特质与

潜能，积极创新，提升日常生活质量。

四、表达、沟通与分享

有效运用各种符号和工具，表达自我思想、情感与观念，并能与他人沟通和

分享信息、经验或见解。

五、尊重、关怀与合作

具有尊重自我、他人、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和不同意见的民主素养，关怀社

会、环境与自然；并遵守法治与团体规范，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

六、文化学习与国际理解

理解本国及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并体认地球村的观念，培养其互赖、互信及

互助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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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与科技的运用

培养正确、安全和有效运用信息和科技，藉以搜集、分析、分析、整合与运

用信息，提升学习效果与生活质量。

八、主动探索与研究

激发学习的好奇心与观察力，主动和有系统的探索和发现问题，并于生活中

积极运用所学知能，以获创新发现。

九、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

养成独立思考、反省及有系统分析的能力与习惯，并能有效解决问题。

十、规划、组织与积极实践

具备规划与组织能力，运用手脑并用与群策能力的处事方法，积极服务人群

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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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课程架构  

实施学年学分制，以每周授课 1 节（ 50 分钟）满一学期或总授课节数

达 18 节为 1 学分。学生毕业总修习学分数至少为 160 学分。综合活动不

计学分。课程架构如下：

校订
科目类别 部定必修

必修 选修

一般科目
56

（ 28.2﹪）

0-16

（ 0﹪-8﹪）

专精科目 － －

110-142

（ 55.5%-71.7%）

 小计
56

（ 28.2﹪）

126-142

（ 63.6﹪-71.7％）

可修习总学分数 182-198 学分

综合活动 12-18 节（含班会、周会及联课活动，不计学分）

总上课节数 194-210 节

毕业学分数 160 学分

说明：（一）校订选修 110-142 学分中应含专精科目至少 60 学分。

（二）本表计算百分比时，分母为 19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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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学科目与学分 (节 )数建议表

建  议  授   课   节   数
类     别 科             目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备  注

名  称
学 
分 名         称 学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国文ⅠⅡ 8 4 4
语文领域

英文ⅠⅡ 8 4 4

数学领域 数学ⅠⅡ 8 4 4

历史 2

地理 2
社会
领域

公民与社会

6

2

基础物理 2

基础化学 2
自然
领域

基础生物

6

2

音乐 (2)

美术 (2)
艺术
领域

艺术生活

4

(2)

任选2科，共4

学分

生涯规划 2

生活科技 (2)

家政
（2

）

计算器概论
（2

）

法律与生活
（2

）

生活
领域

环境科学概论

6

（2

）

生涯规划为必

修，其余科目

任选两科目共4

学分，合计6学

分

体育ⅠⅡ 4 2 2
健康与
体育领域 健康与护理

ⅠⅡ
2 1 1

国防通识ⅠⅡ 4 2 2
部
    定

     必
    修

    科
    目

一
        般

         科
       目

56

小    计 56 29 27

校
订
必
修
科
目

一
般
科
目

０
 ∣

１
６

小    计 0-16

校
订
选
修
科
目

一
般
、
专
精
科
目

110∣
142

小    计
110-
  142

1.学术学程
得参照
「普通高
级中学课
程暂行纲
要」订定

2.专门学程
得参照
「职业学
校课程暂
行纲要」
订定

合      计   (学   分) 182-
198

30-
33

30-
33

32-
33

32-
33

28-
33

28-
33

毕业最少应修
得 160学分

必修 综合 12-18 班          会 6 1 1 1 1 1 1 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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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活动 节 周会及联课活动 6-12 1-2 1-2 1-2 1-2 1-2 1-2 学分

总      计   (节   数) 194-

210

32-

35

32-

35

34-

35

34-

35

30-

35

30-

35



总    纲

- 7 -

 陆、学习领域、教学科目与学分数

一、一般科目

依属性领域、学科组成及学分数如下：

（一）国     文：含部定必修科目国文 Ⅰ－Ⅱ，各 4 学分，共计 8

学分。另由学校视需要开设必修、选修科目。

（二）英     文：含部定必修科目英文 Ⅰ－Ⅱ，各 4 学分，共计 8

学分。另由学校视需要开设必修、选修科目。

（三）数 　　学：含部定必修科目数学 Ⅰ－Ⅱ，各 4 学分，共计 8 学

分。另由学校视需要开设必修、选修科目。

（四）社 　　会：含部定必修科目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各 2 学

分，共计 6 学分。另由学校视需要开设必修、选修科目。

（五）自 　　然：含部定必修科目基础物理、基础化学、基础生物，各 2

学分，共计 6 学分。另由学校视需要开设必修、选修科目。

（六）艺 　　术：含部定必修科目音乐、美术、艺术生活，各 2 学分，

任选二科，共计 4 学分。另由学校视需要开设必修、选修

科目。

（七）生 　　活：含部定必修科目生涯规划、家政、生活科技、计算器概

论、法律与生活、环境科学概论，各 2 学分 ，除生涯规

划为必修外，另任选二科，共计 6 学分。另由学校视需

要开设必修、选修科目。

（八） 健康与体育：含部定必修科目体育 Ⅰ－Ⅱ，各 2 学分。健康与护

理Ⅰ－Ⅱ各 1 学分，共计 6 学分 。另由学校视需要开设必

修、选修科目。

（九）国防通识：含部定必修科目国防通识 Ⅰ－Ⅱ，各 2 学分，共计

4 学分，学校得将其中 2 学分调整于第二学年上、下学期

开设。另由学校视需要开设必修、选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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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综合活动： 含班会 1 节、周会及联课活动 1－ 2 节，不计学分。

二、专精科目

专精科目分为学术学程和专门学程两大类，各类须再细分出学生修习后能

有明确升学预备与就业准备进路的课程。学术学程之教学科目得参照

95 学年度 「普通高级中学课程暂行纲要 」之部定必修科目。专门学程之教

学科目得参照专门学程归群表（如附录一）及 95 学年度 「职业学校课程

暂行纲要 」各群部定专业及实习科目（如附录二）。学校应就每一学程至少

规划 60 学分之专精科目，并内含基本必要的核心科目 26-30 学分，核心

科目之开设得参照 「职业学校课程暂行纲要 」各群部定必修科目。学生在

特定专门学程修满 40 学分并修习该学程之核心科目均及格者，得在毕业证

书上加注其主修学程。

三、学校本位课程规划原则

（一）学校应依学生特质与需求、学校师资与设备及小区资源与未来发展等

因素，审慎规划学校本位课程。

（二）学校本位课程中，学术学程以预备升读大学为主，课程研拟得参照 95

学年度之 「普通高级中学课程暂行纲要 」；专门学程以兼顾升读技

专校院和就业准备，课程得参照专门学程归群表（如附录一）及 95 学

年度之 「职业学校课程暂行纲要 」各群部定专业及实习科目（如附

录二）开设之。

（三）各校应组成课程发展委员会，研拟课程计划，并适时进行修订，课程

计划应含下列项目：

1.组织及分工

（ 1）组织

（ 2）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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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项目及内容

（ 1） SWOT 分析

（ 2）规划理念

（ 3）办理规模及进程规划

（ 4）招生方式规划

（ 5）课程规划

（ 6）教学规划

（ 7）师资调配及训练

（ 8）学生辅导规划

（ 9）学生学籍处理

（ 10）学生毕业进路规划

（ 11）图书设备规划

（ 12）教学仪器设备规划

（ 13）校舍空间规划

（ 14）倡导措施规划

3.分年实施进度及管制考核

4.资源需求

（ 1）所需资源说明

（ 2）经费需求

5.可能遭遇问题及建议事项

6.预期效益

（四）学校选修科目之开设，应提供选修学分 1.5 倍以上之选修课程，

供学生适性选修，并应允许学生跨学程选修。

（五）校订科目不可于不同年级重复开设相同内容之课程，开设科目以 2-4

学分为原则，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于审查办理综合高中课程计划，得列

为审查重点，并列入督学考核与编列经费、补助款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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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实施通则

一、必修科目开设原则

（一）部定必修科目安排于一年级修习为原则。

（二）校订必修科目以开设一般科目并安排于一、二年级修习为原则。

（三）学校宜就学生个别差异较大的必修科目，开设不同难易程度的班

别，辅导学生分组修习。

二、选修科目开设原则

（一）各校开设之选修科目应考虑学生需求，并维持开课之弹性及学生

选课之多样性。

（二）课程之开设应注意五育均衡发展的原则，提供学生修习各类课程

的机会。

（三）适应学生未来进路之需求，各校须规划学术导向与专门导向学程，

辅导学生适性选择学程与课程。

（四）选修科目应跨班排课，并辅导学生适性选课，且依学生需求给予

跨班、跨学程及跨年级选修之机会。  

三、学术与专门学程开设原则

（一）学校应考虑学生准备升读大学校院的需求，自行设置或合作设置

两种学术学程。

（二）学校应考虑小区资源及学校师资、设备等条件，自行设置或合作

设置两种（含）以上的专门学程。

（三）专门学程应有系列课程，学生在修完该系列课程之后，应在对应

职群具有就业或继续升学之基本能力。

（四）专门学程之设置，须兼顾知能及态度之培养，不宜过度分化，以

一个职群为原则，且能以两年期限完成入门准备者。并重视学生

职场学习经验与有关证照检定，且使学生有选修之弹性空间，允

许学生跨选不同学程之课程。

（五）每一学程所开专精科目之总学分数至少为 60 学分。其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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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26-30 学分之核心科目。

四、教材发展方面

（一）部定必修科目教科用书得依本暂行纲要所订各科目课程纲要编审。

（二）校订选修科目应研拟科目大要，并视需要编选适用教材。

（三）教师应选择适用之教材或自行编写教材，并视学生程度、社会需

要及学科内容之发展酌量增减。

五、教学活动方面

（一）教师应依据教学目标、课程纲要、学生能力与教学资源等情况，

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以达成教学之预期目标。

（二）学校应力求教学设备及教学媒体的充实，教师教学时应充分利用

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学资源。

（三）教师应不断自我进修、充实新知，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以改善

教材内容与教学方法。

（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同时学习原则，不仅要达到各单元的认

知目标和技能目标，也应注意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应重视知识的获得外，更应注意知识获得的

过程与方法，因此须尽量引发学生主动学习以取代知识的灌输。

（六）教师应透过各科教学，导引学生具独立、客观、思考与判断力，

以适应多变的社会生活环境。

（七）教学时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提高学习

兴趣和效果。

（八）课程应视实际需要得采用分组教学，以增加实作经验，并提高技

能水平。

六、教学评量方面

（一）教学须作客观的评量，并辅导学生作自我和同侪评量，以明了学

习的成就与困难，作为补救或增广教学之依据。

（二）评量的方法应采观察、演练、实习（验）、口试、测验、学习历

程档案等多元方式实施，依单元内容和性质，酌采学生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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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实际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现。

（三）除实施总结性评量外，教学中更应注重形成性评量，以便及时了

解学生学习进度情形，适时改善教学。

（四）妥善运用教学评量的结果，作为教师改进教材、教法及辅导学生

依据外，应将学生个人成绩通知学生家长，以获得共同的了解与

合作。

（五）未通过评量的学生，教师应诊断、分析其原因，实施补救教学；

对于资优或绩优学生，应实施加深或加广教学，使其潜能获致充

分的发展。

七、学生辅导方面

（一）学生辅导涵盖学习辅导、生活辅导和生涯辅导等面向。

（二）学生于修业期间之选课辅导须兼顾课程之统整、试探与分化功能。

学校应辅导学生自第二年起选择未来进路，并修习与进路相符应

之课程。

（三）学校应规划学生空堂时间之学习、生活与生涯辅导方式。

（四）学校应加强学生对各种行职业及生涯发展之认识，协助学生作好

生涯规划。

八、师资安排方面

（一）善用现有师资，并透过校内或校外第二专长进修活动，加强教师

专业发展，扩展教师专长之多元性。

（二）依现行高中、高职教师员额编制标准，聘请专、兼任教师，并视

需要安排教师跨校授课，必要时得二校以上合聘之。

九、行政措施方面

（一）学校应加强课程倡导工作，使全校教职员生及家长均了解课程目

标、内容及程序。

（二）学校应加强开课、选课、师资安排、教材发展、空间规划、设备

充实、成绩评量等管理工作。

（三）学校应设计开课流程表、各学期开设科目表、各类进路学生选课

建议表、各教学科目之科目大要或课程纲要，并编辑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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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 」供学生及家长参考。

十、 各校应组成课程发展委员会，依本暂行纲要之规定订定或适时修正

「课程计划 」，提教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循行政程序报经主管教育行

政机关核定备查后实施。

十一、各校应将规划之课程科目表、课程纲要等分送有关教师使用，召集有

关教师集会，研讨实施方法，并将实施结果及改进意见，反应在课程修

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