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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 

張繼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教師生涯雖有三、四十年之久，但面對瞬息萬變及資訊爆炸的時代、課程及教材

內容推陳出新、教學科技日新月異、不同世代學生如流水般接續注入，充滿變動的校

園中教師不能單打獨鬥、一成不變，教師專業社群的支持系統顯得重要。臺灣有一項

富有歷史又具特色的教育編組－教學輔導團，即扮演課程與教學輔導的角色，本期師

資培育小辭典，即針對臺灣中小學的「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進行介紹。 

 

一、 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 

 

「課程與教學輔導」即連結「理論與實務」、「政策制定與實施」的重要橋樑、中

介組織及轉化平台（陳伯璋、李文富，2009）。相關的組織及人員，構成了我國中小

學課程與教學輔導的專業體系（張素貞，2009）： 

 

（一） 師資培育階段 

 

1. 實習輔導教師：為學校現場的正式教師，通常頇具備三年以上的經驗，且有能力

及意願指導實習生，扮演著「示範」、「指導」、「引導」、「楷模」、「輔導諮商」的

角色，使師資生邁向合格教師的階段。 

 

2. 師資培育大學（機構）的地方教育輔導組：地方教育輔導組辦理的師資培育事務

中，有關課程與教學輔導的任務，包含增進實習輔導教師相關知能、提供實習輔

導教師進修機會、對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課程、教材及教法進行研發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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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生涯階段 

 

1. 中央層級：中央課程與教學諮詢教師團隊 

 

中央課程與教學諮詢教師團隊係由教育部成立，主要任務在於傳達中央課程與教

學的理念和政策，適時輔助各縣市的國民教育輔導團及瞭解地方推動課程政策之困

境。 

 

2. 縣市層級：國民教育輔導團 

 

國民教育輔導團係由各縣市的教育局（處）組成，為落實中央的課程理念及政策，

經常扮演「理論與實務」、「政策與執行」、「中央與地方」的中介和轉化角色，並深入

縣市內各校解決課程與教學的各項問題，如教學面臨的困難、教學資源提供、教師研

究發展之帶動、教師專業發展之支持、及精進與創新教學。 

 

3. 學校層級：教學輔導教師 

 

對於新手教師、其他面臨教學或班經困難的教師而言，教學輔導教師在校園內扮

演著協助、分享及諮詢的重要角色。目前除了台北市教育局辦理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較具規模，尚有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配套措施，亦透過教學輔導教師

協助自願接受輔導及教學待改善教師，進行教師專業發展以提升教學品質。 

 

二、 我國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的發展歷程 

 

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如國民教育輔導團等組織，是臺灣特有的教育編組，不僅彌

補過去教學視導之不足，更是教師專業成長的支持系統，其發展歷程如下（李文富 ，

2009；李俊湖，2007；陳伯璋、李文富，2009；張素貞、吳俊傑，2011）： 

 

（一） 過去式：省教育廳時期的國民教育輔導團 

 

1958 年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為加強國民教育輔導工作，首先設置「臺灣省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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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輔導團」，1964 年各縣市教育局則成立「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每年訂定各項輔

導工作、配合縣市督學的視導措施、及搭配師範院校的地方教育輔導區，形成國民教

育的輔導網絡，數十年來有效改進我國國民教育。但 1998 年隨著臺灣省虛級化（精

省）後，省輔導團走入歷史，縣市輔導團因缺乏經費逐漸停擺。 

 

（二） 現在式：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及高中(職)新課綱輔導機制推動 

 

為推動及落實九年一貫課程，2003 年教育部推行「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深耕計

畫」，恢復過去的國教輔導網絡，三年內培育 1000 位深耕種子教師（即縣市國教輔導

團員），並結合各領域學者組成「深耕輔導群」，深入中小學實踐新課程理念及解決各

項問題。深耕計畫劃下句點後，2007 年教育部推動「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實施計

畫」，以縣市政府、國民教育輔導團、國民中小學等層級三項子計畫為推動核心，期

盼提昇教師的教學表現及作為，2008 年改為精進教學計畫，並於 2010 年修正為縣市

政府及學校、國民教育輔導團兩項子計畫。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之推動外，教育部於 2004 年提出「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總綱」及「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草案，使中小學課程與高中課程順利銜接；

2005 年起高中端亦設置類似於國教輔導團的組織－各學科的「學科中心」，主要任務

為推廣新課程、辦理教師研習、研發及分享教學資源、廣納各方意見，至今已成立 23

個學科中心（分別為綜合活動、國文、英文、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數學、物理、

化學、生物、基礎地球科學、海洋教育、體育、健康與護理、家政、生活科技、音樂、

美術、藝術生活、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全民國防教育、資訊）（林賜郎，2006；教

育部，2011）。 

 

三、 未來展望 

 

儘管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的發展歷程已年逾半百，仍有不少問題待改善，

如輔導組織未法制化、輔導人員權利義務未明確規範、輔導任務非著重教學輔導專業

（仍多以傳達中央政策反應地方問題為主）、輔導員能力尚頇培訓及充實、中央與地

方夥伴關係有待強化、行政上未能全力支持與協助、輔導資源仍頇整合充實、輔導功

能與成效尚待評估等（李俊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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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二年國教實施在即，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勢必更加龐大，涵蓋 K-12

的範圍，包括中央課程與教學諮詢教師團隊、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各校教學輔導教

師、師資培育大學（機構）的地方教育輔導組、實務現場的實習輔導教師、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課務發展工作圈、以及高中各科的學科中心等，如此豐富的課程與教學輔導

體系實有整合之必要，未來教育部組織再造後，掌理地方教育的「國民教育及學前教

育署」、主責國家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成長的「師資規劃及培育司」、或負責課程與教

學研究的「國家教育研究院」等皆是負責統籌課程與教學輔導體系的不二選擇，希冀

透過分工與合作進行課程與教學輔導，促使學校課程與教學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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