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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普通型高中課綱 重要名詞說明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8 年 5 月 13 日 

序號 課程/項目名稱 定義/簡要說明 

1 
108 新課綱之精神與

意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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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

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 

2、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多元適性學習，並且培養具備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核心素養」的終身學習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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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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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部定必修課程 

1、培養學生核心素養及奠定基本學力，屬於共通性的基礎課程。 

2、課程領域包括：語文（國語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

語文、新住民語文、英語文及第二外國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物

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社會（歷史、地理及公民與社會）、藝

術（音樂、美術及藝術生活）、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綜合活

動（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及家政）、健康與體育（健康與護理、體育）

等八大領域及全民國防。 

3、部定必修科目之教科用書均須送教育部審定。 

3 
(部定)加深加廣選修課

程 

1、延伸部定必修，八大領域課程皆訂有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提供學生

學習，以滿足銜接不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之需要。 

2、故本類課程是具有升學銜接之試探與準備性質的進階課程，屬部

定選修課程。全國各高中開課之課程名稱、學分數皆須遵照課綱規

訂，並由學生依其生涯進路及興趣自主選修。 

3、本類課程須審定的教科書包括：數甲、數乙、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等八個科目。 

4 校訂必修課程 

1、學校依其願景、特色與需求所發展之校本特色課程。2、本類課

程係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以專題、統整、實作（實驗）、探索體驗

等課程類型為主，用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之能力。 

3、學校可規劃 4-8 學分，學生必須依學校規劃修習課程。課程內容

及教材，由學校自行發展及編選。 

5 校訂多元選修課程 
1、本類課程由各校依照學生興趣、性向、能力與需求開設。 

2、可包括：通識性課程、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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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大學預修課程或職涯試探、本土語文、第二外國語文（含新住民

語文）、全民國防教育等各類課程。 

3、具有多元目的性質，學生至少須選修 6 學分，課程內容與教材由

學校自行發展及編選。 

6 
校定必修與多元選修

的差別? 

1、兩類課程均屬各學校自行發展之課程，因此各校所開設的課程名

稱及課程內容可以不同。 

2、校訂必修課程，以彰顯學校辦學理念及特色為主，為學校開設且

規範學生必須修習的指定課程，共計 4-8 學分。 

3、多元選修課程可包含的課程類型及課程目的更多元，學生至少選

修 6 學分。 

7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屬部定自然科學領域

必修內容) 

1、屬於新設必修領域課程內容，共佔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 12 學

分數的三分之一，可以分兩學期實施。 

2、旨在以實作的過程，針對物質與生命世界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認

識問題、問題解決，以及提出結論與表達溝通之能力。 

3、探究與實作課程內容強調跨領域/科目間核心概念，由物理、化

學、生物、地球科學四科採取跨科開設。 

4、課程及教材內容由學校依據部定自然科學領域課綱自行發展及編

選。 

5、學生修課紀錄可呈現學生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之學習表現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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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探究學習 

(屬部定社會領域必修

內容) 

1、屬社會領域部定必修課程內容之一環，在歷史為「歷史考察」、

地理為「問題探究」與「田野實察」、公民與社會為「延伸探究」。 

2、三科之探究學習可單獨進行，亦可協同其他學科/領域教師共同

規劃適當主題，引導學生進行探究。 

(備註：社會領域課綱在部定加深加廣選課程中，另訂有獨立的探究

與實作課程，包括「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探究與實作：地理

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9 

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 

(屬部定社會領域加

深加廣課程之一) 

1、為部定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三科各規劃

一門兩學分「探究與實作」課程，分別為： 

「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2、學校可依學生生涯發展、學校發展特色、師資調配（含協同教學）

等彈性組合開課，提供跨科目/領域共同備課或協同教學的彈性空

間，以深化素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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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究與實作」屬於專題類課程，其目的在系統性地引導學生進

行社會領域相關課題的專題探究或創作，其學習歷程與成果可作為

大學端了解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參考資料。 

4、本類課程及教材內容由學校依據部定社會領域課綱自行發展及編

選。 

10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

作」與「社會領域探究

與實作」之差異? 

1、｢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為部定必修課程之內容，佔 12 學分三分

之一。 

2、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列為部定加深加廣選修課程，歷史、地理、

公民與社會三科各規劃一門兩學分「探究與實作」課程由學生自主

選修。 

11 彈性學習 

1、提供學生進行彈性學習的時間，每週有 2-3 節課，不算學分。 

2、其內容由學校規劃可包括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

/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之運用。其中學生自主學習為必須實

施之項目。 

12 高中自主學習計畫 

1、為彰顯學生學習主體性，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空間，培養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普通型高中彈性學習時間規範學生自主學習的空間。 

2、學校須訂定自主學習實施規範，引導及輔導學生自主學習。 

3、依教育部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學生則

須提出｢自主學習計畫」，敘明自主學習之主題、內容、進度、方式...

等等。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

排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 

13 跨領域/科目專題 

1、專題課程是指培養學生針對某項主題進行論辯、思考、探究、創

發、設計、問題解決、實作或實踐行動之等課程，以培養學生知識統

整應運用、生活實踐及公民素養等方面之能力。 

2、此類課程往往需要透過跨科或跨領域方式進行。 

3、此類課程可於校訂必修、校訂多元選修、部定加深加廣選修中規

劃。 

14 
108 新課綱「數學」課

程有哪些不同? 

1、99 課綱從高二起部定必修數學分成 A、B 兩版，而 A 版包含

於 B 版，僅有內容多寡之別。而新課綱從 11 年級起分為三個軌

道，提供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生選修，以達成適性揚才的理想。 

2、有高數學需求的學生，可以修習數學 A、然後修習部定加深加廣

選修數學甲；有不同面向數學需求的學生，可以修習數學 A 或數學

B、然後修習部定加深加廣選修數學甲或數學乙；而低數學需求的學

生，可以只修習數學 B，12 年級不修習數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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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下圖) 

15 
數學 A、數學 B、數學

甲、數學乙之差別? 

1、數學 A 提供高度與中等數學需求的學生修習，較為學術傾向，為

學生在 12 年級的數學甲和數學乙的學習做好準備。 

2、數學 B 提供中等或低數學學習需求的學生選修，課程設計偏向連

結真實世界的應用，可以延伸至數學乙的學習或是多元選修課程。 

(參見下圖) 

 

摘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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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新課綱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各學習領域部定課程一欄表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領域 

部定必修 部定加深加廣選修 

科目 
學

分 

可規劃 

總學分數 
課程 學分 

國文 
國文（18） 

含文化教材（2） 
20 

8 學分 

應至少修

習 4 學分 

國學常識 2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用 2 

各類文學選讀 2 

專題閱讀與研究 2 

數學 
數學 

8 

數學 A（8） 16 

8 學分 

數學甲 8 

數學 B（8） 16 數學乙 8 

英文 英文 18 

12 學分 

應至少修

習 6 學分 

英

語

文 

英語聽講 2 

英文閱讀與寫作 2 

英文作文 2 

第二外語 6 

自然

科學

領域 

物理 2-4 
12 

部定

必修

學分

數應

含三

分之

一跨

科目

之主

題式

探究

與實

作課

程內

容 

32 

選

修

物

理 

力學一 2 

力學二與熱學 2 

波動、光與聲音 2 

電磁現象一 2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 2 

化學 2-4 

選

修

化

學 

物質與能量 2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2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 2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2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2 

生物 2-4 

選

修

生

物 

細胞的構造與生理 2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2 

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2 

遺傳、演化、生態與生

物多樣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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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部定必修 部定加深加廣選修 

科目 
學

分 

可規劃 

總學分數 
課程 學分 

地科 2-4 

選

修

地

科 

地球科學一 2 

地球科學二 2 

社會

領域 

歷史 6 

18 24 學分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 3 

科技、環境與藝術的歷史 3 

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 2 

地理 6 

空間資訊科技 3 

社會環境議題 3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 
2 

公民與社會 6 

現代社會與經濟 3 

民主政治與法律 3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

探究 
2 

藝術

領域 

音樂 2-6 

10 6 學分 

跨領

域/

科目

專題

實作 

基本設計 1 

美術 2-6 
新媒體藝術 1 

多媒體音樂 2 

藝術生活 2-6 表演創作 2 

科技

領域 

生活科技 2 

4 8 學分 

工程設計專題製作 2 

進階程式設計 2 

資訊科技 2 
領域課程：科技應用專題 2 

領域課程：機器人專題 2 

綜合

活動

領域 

生涯規劃 1 

4 6 學分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2 

生命教育 1 思考：智慧的啟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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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部定必修 部定加深加廣選修 

科目 
學

分 

可規劃 

總學分數 
課程 學分 

高中家政 2 創新生活與家庭 2 

健康

與體

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2 

14 6 學分 

健康與

運動休

閒（模

組課

程）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 2 

體育 12 

運動與健康 2 

健康與休閒生活 2 

 全民國防 2 2     

█ 在 108 課綱架構下，高中將可逐步打破固定的班級課表及學習範式，朝向以

學生為學習中心的課程設計 

█ 學生可以透過課程諮詢教師與輔導老師的引導建議，選擇符合未來擬升讀之

大學校系招生相關的課程模組，或是與興趣結合的專業學習相關課程模組，進而

培養主動學習的態度。 

█ 因為每一個學生的修課與學習成效有個別化的進度，這些動態與個別化的學

習歷程，若於大學選才時能獲得重視，將有助於引導學生按照自己的節奏、速度、

興趣、專業持續努力。 

█ 而高中也將更有動力完善規劃部定與校訂課程，發展各種課程教學模式，強化

學生實作探索、思辨與專題探究的能力，發展多元評量。 

 

★以上文字引自大學招聯會-111 學年度適用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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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課綱與 108 新課綱大學入學考科學分數比較 

課綱 大學入學考試 

領域/

科目 

課綱 部定必修 部定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學測 

(範圍：部定必修) 

指考/分科測驗 

科目及範圍 

國文 101 課綱 24 註 1 部定必修 

(至高三上) 

國文 

(部定必修全部) 

■108 課

綱 

20 

(含文化基本教材

2) 

8 

(至少修 4) 

部定必修  

英文 99 課綱 24 註 2 部定必修 

(至高三上) 

英文 

(部定必修全部) 

■108 課

綱 

18 6 

(可選單獨選英文

6、二外 6 或兩門

合計至少修 6） 

部定必修  

數學 99 微調 

課綱 

16 數甲(8) 

數乙(6) 

部定必修(16/單

卷) 

數甲+高一二數學 

數乙+高一二數學  

■108 課

綱 

16 

(高一 8+高二

8A/B) 

8A-高數學需求 

8B-低數學需求 

數甲(8) 

數乙(8) 

部定必修(16/分

卷) 

高一 8+高二 8(數 A) 

高一 8+高二 8(數 B) 

數甲+高一數學+高

二數 A 

社會 101 課綱 24 18 部定必修(24) 
歷史、地理、公民 

(部定選修+部定必修) 

■108 課

綱 

18 24 部定必修(18) 
歷史、地理、公民 

(部定選修+部定必修) 

自然 99 微調 

課綱 

16 26-28 

(註 3) 

部定必修(16) 

(含地科) 

物理、化學、生物 

(部定選修+部定必修) 

■108 課

綱 

12 

(含 4 學分探究與

實作課程內容) 

32 

(註 4) 

部定必修(12) 

(含地科) 

(含探究與實作) 

物理、化學、生物 

(部定選修+部定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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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李文富副研究員 20181123 製表 

註 1 、2 ：現課綱國文及英文皆訂有部定選修課程，但不列入學測及指考範圍分科

測。 

註 3：99 自然課綱：部定選修物理 8-10 學分；選修化學 6 學分；選修生物 8 學分；

選修地球科學 4 學分 

註 4：108 自然課綱加深加廣選修可規劃學分數：選修物理 10、選修化學 10、選修生

物 8、選修地球科學 4 學分{學生可自主選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