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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報則數：3 日期：108年7月29日~8月01日 剪報製作：教學卓越辦公室 

今日新聞剪報摘要 

1. 原民教師荒 學者：不應只看數量 教育需求也要顧-A2-(聯合新聞網)-108-07-29 

2. 108課綱｜高一新生，選修課占總學分1/3，怎麼選才對? -A2-(天下雜誌)-108-07-31 

3. 科技領域博生減 陳良基：部分老師只把學生當資產-A4、A5-(聯合新聞網)-108-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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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聯合新聞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原民教師荒 學者：不應只看數量 教育需求也要顧 

2019-07-29．文 /馮靖惠 

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常出現師資短缺，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執行長鍾文觀表示，若中央或地方政府只是

以教師數量思考，而不從原住民族教育需求的角度看問題，恐怕難解。原住民籍老師不等於有文化能力，

連同師培系統，也要開始回應原住民族教育的需求。 

他說，原住民身分的流浪教師還是很多，原住民族沒有少子化問題，卻有人口向都會區流動的情形，原住

民族地區的學校，加上一般人口少子化的問題，學生人數銳減。教育局處限制增聘教師不開缺，即使開缺

也不限定只招原住民教師，缺額自然難補齊，有些原住民教師就只能當代理代課教師。 

鍾文觀表示，近幾年來，原住民族教育權利意識提升，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陸續開設，再加上想要自主

辦教育的原住民族群或團體紛紛浮現，對於原住民教師的需求將越來越多，從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立場，理

應為這些教育的需要增聘或培訓原住民教師，補足實際的需求。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陳張培倫說，師資自由化後，比起以往全公費生時代，原民師培生數

量少，各縣市優先錄取規定形同虛設，導致重點學校原師比例明顯下降。 

陳張培倫表示，縣市政府多提報原民公費生名額，能發揮一定成效，但少子化後，各地師資緊縮，開缺數

量及速度仍有限，可能仍要好幾年才能達標。 

台東縣安朔國小校長顏正一表示，安小107學年度本分校21名教師，有9名排灣族老師。若以正式教師算，

扣掉7名代理教師，14名正式教師有5名排灣族老師，學校符合標準。學校一方面積極培養在地原住民教師

人才，一方面透過民族教育課程、文化回應教學，提升所有原漢教師的原住民文化知能涵養，與帶領原民

學生的班級經營及教學能力。 

教育部國教署表示，原住民重點學校不僅需增加原住民籍教師數量，也需考量師資素質，有關原住民族教

師甄選的初試標準，應考量原住民籍教師或原住民族重點學校的教師，需具備較多多元文化的專業知能，

建議各地方政府視地方、傳統、歷史、文化或典範等需求評估，發展適切優質的甄選試題，選拔出符合原

住民族重點學校需求的教師。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原住民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少子化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排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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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天下雜誌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108課綱｜高一新生，選修課占總學分1/3，怎麼選才對? 

2019-07-31．文 /王韻齡 

108學年度入學的高一新生，畢業總學分至少150學分，其中至少40學分是選修課。必修課分為部定必修和

校訂必修，各校選修課不盡相同。高中生3年內該如何安排選課，才能畢業並且為升大學做準備？這一連

串的新課題，考驗的是學生對自己能力與未來發展的掌握度。 

108課綱今年8月正式上路，全國高中即將面臨一場重大變革。這改變因為涉及升大學路徑，許多學生家長

焦慮不安，為此教育部委託台北市建國中學，編寫「課程輔導手冊」的學生版，將原本生硬的課程計畫，

用說故事的方式轉化成活潑的內容，介紹給學生和家長。 

「新課綱一個很重要改變是，必修課減少，選修課變多；當你的選修課變多，選擇就出來了」建中教務主

任蔡哲銘說。建中很早就發展出特色課程選修，並進行全校大跑班，實際運作多年來發現，常常有學生選

錯課，只看了課程名稱和大綱後，有點像是「盲選」的感覺，上了一堂才發現「那不是我想要的」，只好

再辦加退選，但此時已選不到熱門課，重選一次也造成行政作業上的困擾。 

為了一次說清楚講明白，建中帶頭編寫課程手冊，讓本屆起的每一年，高一新生都能完整看到未來3年的

課程，因此成為全國高中的示範版本。「我們體認到愈早了解自己興趣的學生，愈能在新的考招制度下獲

得優勢」，建中教務主任蔡哲銘精準形容。他舉例，以前高中沒有選課，但新制下有學習歷程檔案，大學

教授審查申請入學資料時，「當然會想看高中生的修課紀錄，是否與系所的方向一致，才能相信學生是真

的對這個科系有興趣」，在這樣改變下，高中生需要更早、更多時間試探自己。 

108課綱高中選課 4個必知改變 

《親子天下》實地訪查多所高中，大多數都有著手在編寫課程輔導手冊，不過進度不一，教育部要求各校

在6月底前完成並上傳，大多數高中目前就趕著完成各校專屬的課程輔導手冊，在7/12第一批免試入學生

報到當天，提供課程地圖、學生圖像、選課諮詢、學習歷程等資訊。 

但實際情形是，也有不少高中表示來不及，只能趕在最晚8月底新生始業輔導時，向所有新生及家長，介

紹選課手冊的內容。 

綜觀目前已定案的高中選課手冊版本，必然會提到的有這4大改變： 

1.整體改變： 

新課綱下，高中生總學分最多可以修180 學分，畢業最低學分數為150 學分。其中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

少需 102 學分，選修課至少需修習 40 學分且成績及格，才能取得畢業證書。 

必修和選修如何配置？各校也不盡相同，例如有些將「校訂必修」放在高一，但也有些放在高二；有些將

加深加廣選修課集中排在高二，有些則排在高三，108之後各校的課表，差異會變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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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一主要的改變： 

高一修課以「部定必修」為主，課表接近父母以前念高中的樣子，包含國文、英文、數學等學科。改變是

108課綱開始加入各校所開「多元選修課」，每門課占2學分居多，例如第二外語、通識應用、跨領域專題

之類。另外每週3堂「彈性課程」，用意是給學生留白、自主學習、生涯探索用，沒有學分。 

108課綱依據教育部規定，校訂必修課程須占4~8學分，校訂必修指的是各校的校本特色課程，以跨領域統

整知識為主。例如新北市中和高中，根據學校所處地區的在地特色，和校內已擁有的資源，排出了兩門共

同必修的校訂課程：「擺接風華模組」來自於中和高中所在的擺接平原，透過與文史相關的課程，培養學

生的鄉土認同與人文情懷；「創客模組課程」的發想，是校內已建置一座數位創客中心，希望透過數理、

科技、藝術等跨領域教師的結合，並引進大同大學師資，提供學生從創意到設計、製造完成的實用課程。 

在中和高中的課程輔導手冊裡，也具體列出每一學期18週的課程計畫，及它所對應的大學科系學群，讓學

生在選擇時有更清楚的依據。 

建中則將校訂必修課程定位為「學習必要的工具」，只訂在4學分的最低下限，將較多學分、課程種類放

在多元選修，鼓勵學生從不同課程中找到適性發展方向。「高一就先開2學分選修課，目的在讓學生提前

探索自己的興趣、專長。可能你對物理有興趣，就先修一堂機器人課程；你喜歡文學，就先修一堂文學賞

析。學校盡量開出多元化課程，讓各種領域有興趣專長的學生都選得到」，蔡哲銘說。 

另外，新課綱新設的「彈性學習課程」，每週也會有3堂課可使用，不算學分、沒有評量，依教育部規定，

它有4種可行的安排： 

自主學習。但不能選擇「在教室睡覺」，也不能「臨時起意」說要去圖書館自主學習。 

增廣或補強。但不能挪用來上正式課程，例如不可以由老師統一上課本進度課程，但可以使用均一等教育

平台，來做個別化學習。 

校內特色活動。合唱比賽、橄欖球比賽等各校特色型競賽活動，練習與比賽時間平均會用掉1/3個學期。 

選手培訓。不論是奧林匹亞數學競賽，還是科展參賽師生，都可以使用這個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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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域博生減 陳良基：部分老師只把學生當資產 

2019-08-01．文 /潘乃欣 

教育部發布大專校院研究生統計，發現 107學年科技領域碩、博生數為 9.3萬，比 99學年少 1.6萬人，

減少幅度約 15%。不過人文領域九年來人數減少幅度僅 13%，社會領域則維持穩定。科技部長陳良基表示，

科技領域博士生留不住，一部分是因老師沒有協助生涯規劃，只把學生當資產。 

成功大學教務長對教育部的統計資料表示，科技領域碩、博生減少，是因科技產業沒升級，20年來都以

代工為主，不需要那麼多博士，學生自然碩士一畢業就投入職場。 

陳良基說，人才培育和市場出路有關係，業界如果有機會，學生就會衝進來。不能把博士生當資產，而是

要當人才來培育。 

他表示，他過去擔任教授時，實驗室從不缺博士生。他會和學生講清楚他們的未來，從他們的人生規劃來

考量。並和學生說，如果將來要往某個方向發展，前面要度過哪些關卡。 

陳良基說，博生減少是一涉及上、中、下游，從教育到產業的問題，需要討論整體配套。大家要有共識，

不然只是部長一直喊，也行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