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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108 課綱上路，各教育階段在這一波教育改革之下，不斷修正自己的課程與教學。

對於特殊教育教師，也因為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於 108年 7月公布後，除了需要熟悉部定

領域，以便因應學生的需求進行課程調整，也需要針對學生在認知、情意與技能等面向的發

展，為其規劃適切的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結合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的精神，培養學生具

備高層思考與真實問題解決的能力，進而能藉由實踐與反思的過程，使其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以應現在與未來生活所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協助學校與教師了解新課綱在資優教育的重要變革與作法，

於 106年 10月推動資優課程前導學校協作計畫，邀請 66所中小學加入試行，並請四所師大

與教育大學擔任總召與分區諮輔大學，並邀請北中南 20多位學者專家擔任諮輔教師，協助學

校針對行政組織與運作、教師社群與增能，以及資優課程研發等進行了為期一年半的試行與

推動，這些前導學校的教師從熟悉相關規定與所屬領域課程綱要之外，也推動相關的課程，

課程研發成果業已分享在特教優質網供資優教育教師們參考。 

本期的主題即為「十二年國教特教新課綱推動」，五篇投稿文章中有三篇是資優前導學

校教師分享其執行計畫與課程改革的過程。其中第三篇「資優教育前導學校之推動歷程--以

新竹縣自強國中為例」與第四篇「邁向十二年國教課綱：銘傳國中數理資優班前導課程推動

經驗」即為兩所國中前導學校教師分享學校在執行新課綱的歷程與特色，協助中小學教師了

解新課綱實施重點。兩篇國小教師所進行的資優課程研發與轉化的分享則由一所資優前導學

校與一所非前導學校教師所提供，第一篇「以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為本的國小資優班課程設

計」與第二篇「國小資優數學課程調整的原則與省思」分別針對國小資優班的主題課程與領

域課程調整進行探討，結合學校的文化脈絡與領域學習的精髓，發展適合資優學生學習的課

程。第五篇「分散式數理資優班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策略—以永和國中為例」則著重資優班

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提醒教師關注學生認知學習之外的情意發展，並提供資優班教師掌握

輔導資優學生的具體策略。透過這五篇文章，希望協助資優教師們在 108 課綱推動之初能有

所依循與支持。 

資優課程的發展有其長期轉化的歷程，因應資優學生能力與需求的改變與時勢所趨，相

信每一位資優教師在課程實施時都是戰戰兢兢、精益求精，藉由相互分享、合作與創新，實

現更完整的資優教育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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