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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主導，針對 15 歲學生（相當於國三或高一學生）

進行評比的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畫（PISA）中，臺灣在「科學素養」上的國際排名從

第四名（2006 年）掉到第十二名（2009 年），為我國科學教育拉起警訊。所幸在高中

職端科學教育的落實並非毫無動作，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2005 年起開始致力於

高中職端的科學教育，規劃「高中職科學與科技課程研究發展實驗計畫」（簡稱高瞻

計畫），鼓勵各校教師在校長領導及大學教授指導下，進行科學創新課程的研發與實

驗，以及改善科學教育之教材教法。因高瞻計畫的契機，過程中學校教師面臨學校課

程發展的思考，進而組成多元的專業學習社群，不僅有助於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也提

升學生在科學素養方面之學習成效。本期師資培育小辭典，即針對「高瞻計畫」進行

簡介。 

 

一、 計畫簡介 

     

培養具有科學素養的公民、發展對科學本質的理解與科學探究的能力，已被國內

外視為當代科學教育努力的重要方向（AAAS，1989）。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主導的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畫（PISA），評量內容亦強調學科統整、建模能力及問題

解決能力之培養。可見高中階段的基礎科學課程應著重「主動探究」的學習方式，即

學生在教師協助下，有如科學家一般地思考，主動參與獲得知識的過程，並且應用獲

得的知識解決問題的學習方式（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5）。 

 

為提升國民的科學與科技素養，並培育具國際競爭力的科學及科技人才，「行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在 2005 年規劃「高中職科學與科技課程研究發

展實驗計畫」（簡稱高瞻計畫），期望搭上 95 學年度高中職課程暫行綱要實施之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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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以創新、探究之精神，在高中職學校推動「探究學習融入新興科技課題」，藉由

教師發展創新課程，啟發學生對科學、科技的好奇與興趣，培養主動學習的態度及能

力（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5）。此舉係為國科會首次將經費撥予高中職學校，

讓第一線的教師在校長的領導及大學教授的協助指導下，進行創新課程的研發與實驗，

以及改善科學教育之教材教法。 

 

事實上，高瞻計畫係參考「日本重點科學高校計畫」（Super Science High School， 

簡稱 SSH）， SSH 計畫的核心理念是在研究改進高中數理、科技課程的教學，一方面

強化學生的科學素養，另一方面促進高中和大學之間教育合作，讓學生提早領略到科

學研究工作的樂趣（張一蕃，2005）。因此，高瞻計畫發展的實驗課程亦擺脫傳統「由

上而下」的方式，期望教師能身為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者與實施者，以「學生為主體」

的教學理念，改變以考試為目的的被動式學習，也為台灣的科學教育提供了一個不同

的模式。 

 

高瞻計畫設定的宗旨為研發創新前瞻領域科學與科技課程，厚植高中職學生的新

興科學與科技素養，提升教師具備創新的科學與科技教學之專業素養。其方案理念為

以下四點（取自高瞻計畫資源平台）：  

 強調探究的科學、科技教學 

 發展創新的課程及教育實踐 

 從做中學開發教師教學進路 

 由下而上的中學、大學合作 

 

因高瞻計畫的契機，學校教師面臨學校課程發展的思考，進而組成多元的專業學

習社群，不僅有助於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也提升學生在科學素養方面之學習成效。 

 

二、 高瞻課程 

 

在高瞻計畫的推動下，藉由計畫申請的方式，各校的高瞻課程應運而生。高瞻課

程是以「主動學習」為主軸，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來培養學生適應未來生活所需

的能力。 

 

以參與高瞻計畫其中一校- 臺北市立中山女子高級中學的「新能源課程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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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其高瞻課程是以「新能源科技」為主題，設計理念採科學教育界中整合人文與

自然科學之科學、科技與社會（STS,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思潮，並以

議 題 中 心 (issue-centered) 、 學 生 中 心 (learner-centered) 及 問 題 導 向

(problem-based)為課程設計與實施的基本原則，希望能藉由此新課程的實施同時培

養學生的科學知識、技能與態度，以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此計畫為一跨領域統整的

課程，包含物理、化學、生物、地理、國文及公民等學科，透過多元教學策略運用與

活動式課程進行。該校高瞻計畫的特色，乃是希望以「人」為中心、以「生活」為主

體，建立符合學生適應未來生活所需的統整概念與能力。 

 

為管控高瞻課程是否有效實施，國科會的作法是定期考核辦理成效，如「期中交

流簡報」、「年度成果書面報告」、及「年度訪視簡報」等評鑑結果，以作為撥款之依

據（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11）。 

 

三、展望 

 

面對全球化及知識經濟的時代，國家競爭力仰賴其國民的科技素養及科技創造力。

第一階段的高瞻計畫已推動五年，各校計畫的主題也涵蓋能源、環境、材料、生物科

技、奈米科技等，課程和教學情境的設計也具創意特色。 

 

國科會為推廣及延續第一期研究成果，特規劃與推動「第二期高瞻計畫：高中、

職新興科技課程研發與推廣計畫」，於今年（2011年）開放各校提出構想書及完整計

畫，希望配合教育部現行課程綱要的實施，協助高中職學校研發特色課程，透過學校

研發創新課程改進科學教育現況，提供學生更真實的學習情境，持續誘發高中職學生

對新興科技的好奇心與興趣，提昇國家未來競爭力（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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