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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學院羅天佑、羅美紅兩位教授，主編「綜合學習：理論與實踐（中學篇）」，

即將出版，把書稿送來讓我閱讀，寫出書評，供讀者參考。 

我閱讀該書後發現具有幾個特點。該書以「綜合學習」為名，顯示主編和作者是

站在學生的立場思考課程統整之事，而不是純然站在教師或行政人員的立場，有

別於其它著作的做法。課程研究在過去太重視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思考問題，對學

生的角色有所忽略，本書的立場應有補偏救弊的作用。其二，該書的副標題是理

論與實踐，審視全書各篇內容，大都能在理論之外，針對統整課程之教學設計和

實施提出具體教案，顯示各章內容係經過實務驗證，又能與理論產生互動，對於

課程學術是很有貢獻的。其三，本書是以中學教育為對象來探討統整課程的實

施，算是在學校階段上有了重點的改變。中學係採取分科教學方式，教師自認是

學科專家多於教育專家，其課程統整做起來比小學更加困難，本書各章作者都能

在中學的課程領域中播種收割，讓中學教育工作者認識及參與課程統整的改革，

這是課程領域的重要突破。其四，這是數學、社會、科技領域對課程統整的探討，

由一般課程教學理論的研究，導入於學科領域去落實，深化課程學術，其成果可

供學科教師實際教學時參考。最後，該書提供香港教育界的統整課程經驗，有助

於國際比較和交流，讓各國分享統整課程的理論和實務經驗。 

建基於本書之上，發現未來有關統整課程的學術探究，可有幾個繼續努力的層

面。課程統整的方法很多，課程領域的範圍很廣，期待本書的實踐經驗和成果，

得由其它課程領域比較分享。事實上，學校聘有各學科的教師，每個學科都要盡

其課程統整之責，教師在學科內單打獨鬥的效果是較小的，必須能全面合作，才

能確實把課程做好統整銜接，運用有限的資源和時間，達成理想的教育目標。教

師一向是個獨自實施的專業，很少公開自己的教學，也不願去了解其它人的教

學，這種教育的孤立性是統整課程設計和實施的障礙。統整課程學術之探究及實

踐，更需要各學科領域的專家學者和教師能夠結合起來，共同努力。而這種努力

的推動必須建基於彼此共享的平台；而建立平台，有效運作，則是課程與教學學

術需要加強的方向。這在學術上可以是課程與教學學會，大學的課程與教學研究

所，或其它相關的教育學會，在實務上，可以是學校的課程委員會及其它各種教

材網路。 

統整課程學術探究的範圍由理想課程而正式課程，由正式課程而運作課程，再由

運作課程到經驗課程。現階段較為困難的是經驗課程的探究，一則其中之關鍵是

學生，其年齡幼小，對於統整課程的體會和溝通不易，導致在學生經驗的探究上

有其實際上的限制。也許，對於學生經驗課程的觀察，教師會是個關鍵，但教師

教學如何兼顧學生經驗的理解，也會是研究上的困難。藉由旁觀或參與的觀察者

來蒐集資料是另一個可行途徑，但要先解決研究經費和人力的問題。至於學生眾

多，經驗有別，如何經由少數學生的經驗來理解統整課程的成效和問題，是需要



突破的。 

同等重要的是教師運作課程。統整課程的學術探討，較受關注的是統整課程的模

式及設計，研究者較易於將這些內容報導出來，以書面的型式在學界溝通交流。

但書面課程如何在教室中運作，不同的學校、不同的教師如何形成書面課程，實

際上的運作課程又如何，若兩者不吻合，成原因為何，影響又如何這是值得探討

的。探討運作課程所需要的研究資源和時間，與探討經驗課程類似，研究者常會

遭遇許多困難。統整課程有時是採取在教育現場形成，立即又於教育現場運作的

方式，這種型態有別於傳統上學者專家把書面課程擬好，交給教師執行的措施，

其成效有必要加強探討。 

統整課程的實施，有的是從學科知識內容的角度來探討，有的則是重視探究方法

的整合力量。傳統上，統整課程比較重視的是知識內容的統整，對於方法的統整

較為忽略。而且，受到自然科學發達的影響，傳統思考偏於把科學方法用到人文

社會，而不會相反地把人文社會的方法用在科學探究上。方法統整的觀念，即將

探究方法的理念、程序和態度，用於各學科領域，例如科學領域的調查、觀察和

實驗方法，可以用到人文社會領域，而人文社會領域的歷史、政策、批評等方法，

也可以在科學領域運用。內容和方法的統整，建基於教育目標的統整，即課程不

只是達成內容學習的目標，更要達成方法學習的目標，從而更加重視學生真實能

力的養成，如形成問題、蒐集資料、分析比較、綜合歸納、批判思考、解決問題

等。在內容和方法的統整中，學生尚要學習個人、社會和學科的關係，學習合作、

尊重、多元、價值、信念和態度。 

統整課程的模式十分多樣。改革者可以將現有切割零碎的教學科目合併成一個較

大的科目，在新科目之中強化原有科目的關聯性及整體性，也要以將現有教學科

目維持不變，但強化獨立科目之間的聯結，要求各獨立科目彼此聯絡。改革者還

可以將社會變遷的重要議題尋找出來，形成一個新的教學科目，如香港高中之通

識教育課，其中設計統整的單元和教學活動，培訓教師實施各單元之教學。改革

者亦可能選擇不設置獨立的教學科目，要求各科目教師實施統整課程單元，或要

求教師教學時融入於適當單元的教育現場。有的改革者從教材著眼，為教師編輯

統整的教材，有的改革者鼓勵教師自編教材實施之，有的則乾脆在現有教材中加

強統整課程的設計，使教師教學的課程等於是統整課程。正式課程的各科教學，

只是統整課程的途徑之一，另外還有學校的各種活動，例如慶典活動、社團活動、

輔導活動、競賽活動等，其統整的範圍更廣，可超脫學科和學校，導向生活和社

會之中，這個途徑亦值得投入去探究。 

由於統整課程的途徑和方法多元，故誠如羅天佑和鄭美紅兩位教授在序言中所

言，統整課程乃成為多義性的課程設計。不論如何，知識的統整是課程統整的初

階，方法的統整是進階，而到了經驗和社會的統整，則是高階了。由初階到高階

的統整，所需投注的資源、時間愈來愈多，難度愈來愈高，但統整課程絕對不能



停留於最單純的初階，甚致連初階都做不好。綜觀「綜合學習」一書的內容，可

見該書作者試著在統整課程的探究上力求突破，拉高課程統整的位階，己具有令

人讚許的成果，相信本書的出版必能帶動更加美好的教育研究與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