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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什麼是「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

跨領域：如數學領域與藝術領域的統整

跨科目：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與音樂的統整

協同教學：指「兩個以上教師合作，負責擔任同一群組學生的

教學」



從合作成員的角度分析
設計者

教
學
者

單一領域設計者Δ
單一領域教學者Δ

跨領域設計者 〇
單一領域教學者Δ

單一領域設計者Δ
跨領域教學者 〇

跨領域設計者〇
跨領域教學者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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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教師跨領域跨科目
協同教學實施計畫



壹、依據



總綱

柒、實施要點一、
（二）5所定：
學校在遵照教學
正常化規範下，
得彈性進行跨領
域或跨科目之協
同教學

部頒參考原則

國民中學及國民
小學實施跨領域
或跨科目協同教
學參考原則

北市推動計畫

臺北市辦理精進
國民中小學教學
專業及課程品質
整體推動計畫-國
小十二年國教工
作組實施計畫 手冊

資料
p.58



總綱相關內容(1/4)
出處：P.8 陸、課程架構/一、課程類型與領域/科目劃分/(一)課程類型/2.校訂課程/(1)
國民中小學部分

2.「校訂課程」：由學校安排，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

(1)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彈性學習課程」，包含跨領域統整性主題/專

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領域課程，以及本土語

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流、自治活動、班級

輔導、學生自主學習、領域補救教學等其他類課程。



總綱相關內容(2/4)
出處：P.8 陸、課程架構/一、課程類型與領域/科目劃分/(二)領域/科目劃分

國民小學階段，以領域教學為原則；國民中學階段，在領域課程架構下，

得依學校實際條件，彈性採取分科或領域教學，並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與

教學安排，強化領域課程統整與學生學習應用；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在領域課程架構下，以分科教學為原則，並透過跨領 域/科目專題、實作/

實驗課程或探索體驗等課程，強化跨領域或跨科的課程統整與應用。



總綱相關內容(3/4)
出處：P.11 陸、課程架構/二、課程規劃及說明/(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2.
規劃說明/(1)領域學習課程/②

②在符合教育部教學正常化之相關規定及領域學習節數之原則下，學校得

彈性調整或重組部定課程之領域學習節數，實施各種學習型式的跨領域統

整課程。跨領域統整課程最多佔領域學習課程總節數五分之一，其學習節

數得分開計入相關學習領域，並可進行協同教學。



總綱相關內容(4/4)
出處：P.11 陸、課程架構/二、課程規劃及說明/(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2.
規劃說明/(2)彈性學習課程/②

②彈性學習課程可以跨領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發展「統整性主題/專

題/議題探究課程」，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力。



歸納總綱相關規定

□國民小學階段

□國民中學階段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參見1/4、2/4、3/4、4/4)

可在哪些
教育階段
實施?

可在哪些
課程類型
實施?

□領域學習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參見1/4、3/4、4/4)

可發揮什
麼功能?

□強化知能整合

□強化生活運用能力

(參見4/4)

實施有
什麼限
制?

□最多佔領域學
習課程總節數五
分之一

(參見3/4)

以上全都正確



貳、目標



對教師

• 組成教師協作團隊、形塑共學之文化，發展以核心素養為
主軸之課程，落實自發、互動及共好之理念。

對學生

• 啟發學生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
公民責任，達成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之目標。

對行政

• 提供學校支持系統、強化配套措施，鼓勵不同專長教師跨
領域合作，提升學生學習深度與廣度。



組成協同教學團隊 培養核心素養

跨領域

課程設計

實施

協同教學

專長A
老師

專長B
老師

專長C
老師

與生活結合

統整學習

融會貫通

強化學習深度

不同專長教師合作

行政支持 配套措施

推動目標示意圖



小結
「跨領域/跨科目」協同教學，最後都指向促進核心素養的培養。

「同領域/同科目」協同教學也是一種型態，但「跨領域/跨科

目」協同教學是新課綱期待鼓勵教師發展的教學能力。

想一想，新課綱強調
的跨領域/跨科目協
同教學，與九貫的統
整課程有何不同?



參、實施範圍



領域學習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之第一類課程

領域學習課程

+
彈性學習課程

第一類課程



A舉例
五年級【數學之美】

領域學習課程 (數學、藝術領域教師協同教學)

數學領域：幾何對稱

藝術領域：藝術、工藝、建築的對稱

數學

(幾何對稱)

藝術

(藝術工藝
建築的對

稱)

數
學
之
美



B1舉例
四年級【臺北一日導遊_〇〇篇】
(如: 古蹟篇、宗教篇、美食篇……)

彈性學習課程 (社會、語文領域教師協同教學)

交通路網運用

深入臺北主題

給定資源條件

規劃一日導遊

製作行程簡介



A+B1舉例
五年級【星空步道】

領域學習課程
自然領域：認識四季星空

藝術領域：彩繪構圖與技巧

彈性學習課程

彩繪星空步道 (藝術、自然領域教師協同教學)



肆、運作與型態



教學團隊之運作
團隊成員之共同備課、授課、學習評量，及課後專業回饋與其

他相關歷程。

團隊成員均具授課之實。

共同備
課

授課
學習評

量
課後專
業回饋

如果只是照顧學
生、維持秩序，
不能算共同授課



教學型態
二以上領域或跨科目之協同

灰濛濛
的天空

自然
科學

數學

語文

科技

社會

彈性

主題式協同

灰濛濛
的天空

空汙的
來源與
判定

臺灣空
汙情形

各國防
治策略

研擬防
治策略

防治宣
導與實
踐力行

從領域角度思考課程內容

空汙原因

監測指數意義

撰寫腳本
拍攝影片

經濟建設與空汙

發表與宣導

直接思考主題應學習的內容

Q:此課程使
用什麼時間

授課?

二
領
域
共

同
授
課



關於主題/專題/議題，葉興華教授說明如下：
• 主題：課程名稱的通稱
• 專題：具有探究性質的主題或課程
• 議題：具有爭議性質的主題或課程
(專題的內容可以是議題；議題可以用專題的方式進行學習)

二以上領域或跨科目之協同

• 二以上領域或跨科目之成員共同進
行教學

• 決定主題後，從領域或科目角度思
考課程內容

主題式協同

• 針對特定主題，組織相關領域或科
目之成員共同進行教學

• 決定主題後，直接思考該主題應學
習的內容

歸納上述教學型態

也有學者分成:
「統整性主題」--統整兩個科目/領域
「專題」--導向一個專案的完成
「議題」--重要的/爭議性議題
(以上三者相互有其交集)



伍、團隊成員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用、聘任之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專
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代課、代理及兼
任教師。

依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聘任之部分時間擔任
教學之支援工作人員。
 以上限校內人員。

□愛心
家長

□課後
外聘社
團老師

□駐校
藝術家

□本土語
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

□文史
工作室

□社區
耆老

這些成
員可以
擔任嗎?



以下不屬於本計畫所稱跨領域協同教學
團隊成員
非校內人員

未經前述三法規任用之成員

雖經三法規任用，但未參與備課和授課者



陸、作業規定



需採計授課節數之程序
團隊成員進行跨領域或跨科目
協同教學需採計授課節數時，
應另行提交「跨領域或跨科目
協同教學課程計畫」 ，經學校
課發會審議通過，併學校課程
計畫，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備
查。

團隊成員提交協同教學
課程計畫

學校課發會審議
通過

併學校課程計畫
報局備查



採計授課節數之上限
跨領域統整課程最多佔領域學習課程總節數五分之一，其學習節
數得分開計入各相關學習領域。

學習階段 一(低年級) 二(中年級) 三(高年級)

部定課程
領域學習課程節數

(A)

每週20節 每週25節 每週26節

×20週×1/5
(每學期至多80節，並
分開計入各相關領域)

×20週×1/5
(每學期至多100節，並
分開計入各相關領域)

×20週×1/5
(每學期至多104節，並
分開計入各相關領域)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節數

(B)
2-4節 3-6節 4-7節

跨領域
統整課程



採計授課節數舉例
五年級，「數學領域」與「藝術領域」跨領域協同教學

每週4節

每學期80節

跨領域統整協同
教學，整學期不
得超過16節(1/5)

每週3節

每學期60節

跨領域統整協同
教學，整學期不
得超過12節(1/5)

數學 藝術

註:數學可能不只跟藝術協同，
數學跟所有跨領域協同的節數，每學期不得超過16節



如果需額外申請鐘點費
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
需向本局額外申請支付授課節
數鐘點費者，於每年5月檢附學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之
協同教學課程計畫，送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核定，，報教育局
備查。通過後再於每年7月併學
校課程計畫

團隊成員提交協同教學
課程計畫

學校課發會審議
通過

併學校課程計畫
報局備查

5月報局核定

6月函復結果



臺北市國民小學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
(另行採計節數及鐘點費)申請流程(附件三)

手冊
資料
p.66



常見疑問

5月就要提交協
同計畫，教師職
務都還沒喬定啊?

通過、核定、備查
----部頒參考原則

第六條有明確規範，
期程必須提早

如果校內有經費可以
支應協同教學衍生的
鐘點費，是否不需趕
在5月提計畫報局?

是的。回到
右邊的流程

即可。



申請文件之內容
協同教學課程計畫之內容，應包括參與成員專長、課程目標、教學
重點、評量方式、教學進度、協同教學教材之必要說明、協同方式，
及申請採計教師授課節數。

團隊撰寫計畫

(申請表)

課發會審查

(自評及審議檢核表)

教務處彙整

(總表)



檢核內容
申請團
隊自評 學校課發會審議結果
符合打


符合 未符合

一 本計畫為「跨領域或跨科目」的協同教學 □ □ □與本計畫旨意不符，毋須審議

二 團隊成員符合【註三】資格 □ □
□未符合者，仍可實施協同教學，但不能申請採計授課節數及
鐘點費

三 課程計畫完整可行 □ □ □請補充修正

四
申請採計節數之課程，團隊成員均有「授課」之
實(僅照顧學生、維持秩序……等，不算授課)

□ □ □未同時有授課之實者，不得申請採計節數

五
採計授課節數並支領鐘點費者，節數及鐘點費計
算符合【註四】規範

□ □ □請重新核對

六

同一班級「所有」申請跨領域或跨科目教學課程
計畫，「每學期」佔「各相關領域」學習課程總
節數不超過五分之一

□ □
□超過各相關領域學習課程總節數五分之一者，需協調修正以
符課綱

七
申請額外支領鐘點費的授課節數，係在教師「應
授基本節數之外」的節數

□ □
□學校依本市「國民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補充規定」排定之基本
授課節數，不得額外申請鐘點費；額外申請採計節數並支領鐘
點費者，需為「應授基本節數之外」的節數

八
同一教師申請額外採計節數支領鐘點費的上限，
符合超時授課之相關規定

□ □

□依教育部101年3月9日臺人(二)字第1010024544號函，公私立
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兼課、超時授課及代課節數，以兼課或超
時授課不超過6節，代課不超過5節，兼課(超時授課)復代課併計
不超過9節為原則……。

九 申請授課鐘點費未與其他計畫或方案重複請領 □ □ □鐘點費不得重複請領

十
採計授課節數者，同意配合學校課發會所訂時間
繳交學習評量結果，供課程評鑑之用

□ □ □此為獲採計授課節數之義務，請團隊成員辦理

學
校
課
發
會
審
議

暨

申
請
團
隊
自
評
檢
核
表



柒、節數及鐘點費計算



鐘點費計算
同一節課由二以上成員進行同一班學生授課時，該節課之授課節
數，至多採計二節。

同一節課，二位老師協同教學

原授課教師
不另支鐘點費

另1位至多支領
1節授課鐘點費

同一節課，三位老師協同教學

原授課教師
不另支鐘點費

另2位至多共支
領1節授課鐘點
費

依
此
類
推

咦?為什麼
加上「至多」

二字?



鐘點費支領注意事項
成員授課節數，依臺北市國
民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補充規定
辦理
學校依本市「國民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補充規
定」排定之基本授課節數，不得額外申請鐘
點費；額外申請採計節數並支領鐘點費者，
需為「應授基本節數之外」的節數

同一教師申請額外採計節數支領鐘點費的上
限，符合超時授課之相關規定

教育部101年3月9日臺人(二)字第1010024544
號函，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兼課、超
時授課及代課節數，以兼課或超時授課不超
過6節，代課不超過5節，兼課(超時授課)復代
課併計不超過9節為原則……。

授課鐘點費不得與其他計畫或
方案重複請領

提醒：若於以下專案計畫已申請協同教學的鐘
點費，不得再陳報教育局重複申請本案經費。
• 國中小創新教學實驗兩班三組教學模式計畫

• 國中小試辦英語融入領域教學實驗計畫

• 推動雙語實驗課程計畫

• 國民中小學小公民養成術-跨領域主題課程實施計
畫

• 107學年度「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
踐方案」遴選與輔導深耕學校實施計畫

• 107年教育部教學基地學校建置與發展計畫～有效
教學的現場落實方案



補充:關於本市經費來源

部頒參考原則#十二

學校辦理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
所需之授課節數鐘點費，得由各該
主管機關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
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規定
所控留之專任員額經費項下支應。

本市經費來源

1. 各校可依部頒參考原則控留專
任員額之經費支應

2. 各校可視學校狀況，由校內經費
支應(例如優質學校獎金、其他專
案等)

3. 各校可於期程向教育局申請經費。

p.s.教育局另外籌措經費不易，學校應本著鼓
勵但不浮誇、必要而不浪費的原則辦理



捌、辦理方式



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團隊之共同備課、學習評量，及課後專
業回饋，得結合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或專業學習社
群之運作辦理。



玖、獲採計授課節數之義務



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採計授課節數者，團隊應依相關法令規
定，並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所訂時間繳交學習評量結果，供
課程評鑑之用。



回到一開始的這張圖……
哪一個類型符合採計節數的條件?

設計者

教
學
者

單一領域設計者Δ
單一領域教學者Δ

跨領域設計者 〇
單一領域教學者Δ

單一領域設計者Δ
跨領域教學者 〇

跨領域設計者〇
跨領域教學者〇

本表感謝葉興華教授提供

甲 乙

丙 丁

符合採計
節數條件

同一班級同一節課兩位教師
共同授課方能提出申請



拾、其他



學校應提供所需
設備、場地及其
他必要協助，並
鼓勵團隊分享實

施經驗 教育局提供相關
研習課程，學校
應鼓勵教師實施
跨領域或跨科目

協同教學

所需授課節數鐘
點費，由學校支
應，或向教育局
申請由相關經費

項下支應

1.教育局得納入教學視
導之重要項目

2.配合課程審閱，推薦
前一學年度辦理績優
學校，獎勵辦理學校、
團隊成員及承辦人員

本市特殊教育學校國
小部推動教師跨領域
跨科目協同教學準用

本計畫之規定。



相關表件



附件一
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課程計畫申請表(手冊p.62)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暨申請團隊自評檢核表(手冊p.64)

附件二
學校彙整總表(手冊p.65)

附件三
另行採計節數及鐘點費申請流程(手冊p.66)



謝謝大家
本計畫感謝葉興華教授指導、本市十二年國教國小工作組貢獻智慧，
以及教育局國教科大力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