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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 Tomlinson 等六位學者於 2000 年 11 月，在國

際資優學生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 NAGC)年會上發表了有關平行課程模式

(Parallel Curriculum Model, PCM)，其目的在於藉由四

個「平行」的管道以提供資優生更具挑戰性的課程。

此課程被提出來有三大理由 (Tomlinson, Kaplan, 
Renzulli, Purcell, Leppien, & Burns, 2002)： 

一、學生會隨著社會的轉變而改變 

在過去幾十年間，社會由工業經濟時代轉變為知

識經濟時代，學生由知識的生產者變為消費者，許多

學者提出課程設計必須更廣泛、更有彈性，始能符合

現代學生之需要。 

二、人們對資賦優異的觀點改變 

智力會隨著文化背景而改變，早期由 Spearman 
(1904)所提出的智力二因論，到近代 Gardner (1993)
所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論，學者對資優的定義更加廣

泛，課程設計即應提供多樣的學習機會。 

三、探究普通生與資優生在課程上的異同 

過去的資優教育是專屬於資優生的特殊服務，而

今隨著資賦優異定義的擴大，資優課程不再屬於少數

人的權利，且良好的資優教育不應與普通教育脫軌。 
而平行課程以此為信念，目的在於藉由四個「平

行」的管道以設計更具挑戰性的課程，提供學生全面

性的需求與服務。 
本文之目的，在於介紹平行課程設計之理念，並

提出三個設計範例，以提供教師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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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平行課程的內涵 

以下就平行課程之基本假設、目標、

定義與內容，來說明平行課程之內涵。 

一、基本假設 

平 行 課 程 模 式 有 三 個 基 本 假 設

(Tomlinson et al., 2002)： 
(一)沒有特定類別的資優生：資賦優異的

定義隨著理論的推演而改變，有些學

生有很明顯的資優特質，有些是通

才，有些是專才，而另外有些學生雖

然有無限的潛能，但是卻害怕學習，

甚至表現出低成就的現象，我們不應

將課程侷限於少數已被鑑定為資優的

學生。 
(二)資優生的課程和教學應有足夠的彈

性：沒有一套標準的課程或單一的教

學方法可以滿足高學習潛能的學生，

任何課程的發展都應保持高度彈性以

適合每位學習者。 
(三)教師能有效的發展學生潛能，且是課

程的決策者：教師可在他們專門的領

域中發展適性課程，此外，也應發展

高品質的課程和教學原則。 

二、目標 

(一)提供教師全面性的架構與指引：國際

資優學生協會(NAGC)所出版的平行

課程相關書籍中，詳細說明四種課程

的目的，結合課程的十項要素(內容、

評量、引導活動、教學策略、學習活

動、分組策略、成果、資源、延伸活

動與區分性課程調整)，以提升學生智

慧上的需求層次(Ascending Levels of 
Intellectual Demand, ALID )。 

(二)提升普通教育、資優教育與特殊教育

課程：平行課程模式期望教師在設計

課程時，同時思考四種課程，以普通

教育為基礎，從核心課程出發，彈性

的規劃不同複雜度的內容。 
(三)發展適合資優生與所有學生的課程經

驗：平行課程強調資優學生的教育應

該具備深度、創新、複雜的重要特質，

因此也適合用來充實每位孩子的課程

經驗。 

三、定義 

平行課程由四個互相關聯的課程所

組 成 ， 分 別 是 核 心 課 程 (The Core 
Curriculum)、連結課程 (The Connection 
Curriculum) 、 實 務 課 程 (The Practice 
Curriculum) 與 認 同 課 程 (The Identity 
Curriculum)，可單獨使用或合併使用，藉

由創新或修改現有的課程與單元，每個平

行課程提供獨特的方法來組織內容、教學

和學習，當四個課程途徑同步發展時，便

能提供學習者更充實的學習經驗。 

四、內容 

（一）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是課程設計的基礎，目的在

透過闡述某學科領域的本質與觀念原

則，確保學生建立每個學科領域的知識基

礎、內容，與基本技能。在此課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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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需思考的問題包括(Leppien, 2006)： 
1. 這些資訊的意涵為何？ 
2. 這些資訊的重要性為何？ 
3. 如何組織資訊使他人更容易使用？ 
4. 在日常生活中為何需要用到這些資

訊？ 
5. 這些想法和技術能用於何處？ 
6. 這些想法和技術如何實施？ 
7. 如何使用這些想法和技術？ 
（二）連結課程 

連結課程旨在延伸核心課程中的資

訊與技能，並將這些知識與不同時空環境

因素產生交互連結，用以幫助學生了解各

式各樣的概念與原則，將知識移到事實、

概念、原則、技能與方法的應用。在此課

程中，學生所需思考的問題包括(Leppien, 
2006)： 
 1. 我學到哪些重要的概念與原則? 
 2. 我可以在哪一些領域應用所學的知

能？ 
 3. 如何在其他的領域應用所學的知能? 
 4. 如何使用這些知能來解決問題? 
 5. 這些不同的背景如何改變或增強原有

的認知？ 
 6. 當遇到新的情境時，如何調整思維模

式？ 
 7. 如何知道此調整是否有效? 
 8. 這件事實如何幫助我理解另一件事

情？ 
 9. 為何不同的人們對相同的事情有不同

的觀點？ 
10. 時間、地方、文化、事件與環境如何

形成一個觀點？ 

11. 用何種方式考驗問題的觀點是對我有

益的? 
12. 如何評估不同觀點間的優劣? 
13. 在所學與真實世界間，需注意哪些關

聯性? 
（三）實務課程 

實務課程旨在特定領域中幫助學生

理解、使用和歸納知識，培養問題解決的

能力，藉由與真實世界連結的問題情境，

學生有機會展現某一領域的專業知識，了

解某領域專家如何實踐工作。在此課程

中，學生所需思考的問題包括 (Leppien, 
2006)： 
 1. 知識管理的理論為何？ 
 2. 實務工作者如何組織他們的知識與技

能？ 
 3. 在實務課程中，概念與原則如何被實

踐？ 
 4. 實務工作者如何知道何種情境需使用

何種技能？ 
 5. 實務工作者會用哪些策略解決非例行

性的問題？ 
 6. 實務工作者在工作中會使用何種工

具？ 
 7. 使用工具時有哪些訣竅與技巧？ 
 8. 實務工作者如何察覺假設的途徑與方

法是否有效？  
 9. 實務工作者會在什麼基礎上依據經驗

作出猜測？  
10. 實務工作者用哪些方法來產生新的問

題、知識並解決問題？ 
11. 在此領域中哪些個別的因素會影響生

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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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實務工作者的動機為何? 
13. 此領域中品質的指標為何? 
14. 此領域依據哪些標準來評斷成功與

否? 
15. 此領域的道德問題與標準為何? 
（四）認同課程 

認同課程旨在配合學生的目標、興趣

及能力，在學生對某一領域學科增加了解

的同時，也增加對自我的了解，並認識到

自己與學科領域的關聯性，其目的在幫助

學生自我探索，尋找自我的性向和知識，

發現興趣、目標和優點。學者與研究人員

發現認同與學習間的關聯性如圖 1 所示，

當它受個體的生活經驗而影響到自身的

喜好、價值觀時，會提升學習並導致內在

動機的增加，進而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 
 

 

 
圖 1 認同與學習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引自 Tomlinson et al., 2002, Figure 7.2, p. 213. 
 
在此課程中，學生所需思考的問題包

括(Leppien, 2006)： 
 1. 實務工作者對自身有哪些看法? 
 2. 我對此領域的了解、驚奇與困惑? 
 3. 當激發出一個點子時，我從中獲得什

麼? 

 4. 此領域中的實務工作者對此工作的看

法為何? 
 5. 哪些過程對我而言較為熟悉、驚奇，

或可激起我的興趣? 
 6. 實務工作者在哪些議題上花費他們許

多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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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此領域中，職業與業餘工作的範圍為

何?  
 8. 此領域中，我適合從事職業或業餘的

工作? 
 9. 實務工作者會遇到什麼困難? 
10. 他們如何處理困難?而我會如何處理

困難? 
11. 在此領域中核心的道德原則為何? 
12. 那些道德原則是否與我的相似? 
13. 誰是此領域成功發展的「英雄」

(heroes)? 
14. 藉由研究他們可從中學到什麼?  
15. 誰是此領域成功發展的「阻礙者」

(villains)? 
16. 「阻礙者」有哪些特質? 
17. 是否藉由研究他們而更了解自己?  
18. 在此領域中，他人如何處理模稜兩

可、不明確、堅持、失敗、成功、合

作與妥協等情形?  
19. 如何處理上述的那些情形？  
20. 在此領域中有哪些對世界有貢獻的知 

識?  
21. 我對此知識了解多少?影響為何? 
 

參、平行課程設計範例 

平行課程規劃方式有很多種，教師可

以核心、連結、實務或認同課程等任何一

個平行的課程為基礎，再加以發展成平行

課程。以下以三種不同的領域為例，介紹

三種平行課程的設計架構。 

一、範例一：社會領域 

本例是以連續的階層式架構，讓學生

能逐步漸進的建構知識。例如：七年級社

會領域中的二二八事件中，當代的歷史背

景與衝突事件為此單元的基本知能，教師

可在核心課程中讓學生探究事實，然後可

跨領域介紹當代的藝術與音樂創作，或跨

時代介紹現今的民主運作過程、民眾的反

應與觀感，連結不同學科、時代與人物來

分析事件的影響，更進一步的以認同課程

模擬事件的衝突，檢驗學生為衝突仲裁的

能力，並能預測解決當時發生的衝突與問

題，最後以實務課程讓學生分組蒐集該事

件結束的原因，提出具體化解衝突的方

法，並舉行專題討論來展示成果。課程架

構如圖 2 所示。 

 
圖 2   社會領域設計範例：以「二二八事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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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例二：藝術與人文領域 

此例為以實務課程為主要目的，貫穿

其他課程。例如：若教師的最終目標是創

作一首標題音樂，而達成此目標需透過核

心、連結與認同課程的學習。在核心課程

中可介紹標題音樂產生的背景、著名的作

曲家與曲風型式；在連結課程中讓學生欣

賞當時不同文化、地區的樂曲；在認同課

程中學生可選擇自己喜愛的作品，分析並

重新詮釋曲風，進而在實務課程中創作出

個人獨特的樂曲。課程架構如圖 3 所示。 

 

 
圖 3   藝術與人文領域設計範例：以「創作樂曲」為例。 
 

三、範例三：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此例是以認同課程為基礎，貫穿其他

課程。例如：教師最終目標是期望學生能

針對遺傳的主題深入探討，並進行獨立研

究，在核心課程中可介紹控制遺傳的相關

知識；在實務課程中可讓學生成為研究

者，設計遺傳實驗，並討論是否符合遺傳

法則；在連結課程中，可跨時代介紹皇族

的近親通婚、跨地區說明為何非洲罹患的

鐮刀型貧血的人口較多，更可跨事件提供

突變、生物技術等資訊，在教學的互動

中，學生能體認自我對該學科興趣與觀

感，進而對此領域產生學習動機。課程架

構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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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設計範例：以「遺傳」為例。 
 

肆、結語 

由上述介紹總結平行課程的特色，以

作為教師在設計平行課程時掌握原則的

提醒： 
一、具體描述課程要素和平行課程的關

連。 
二、四個平行課程各有不同的目的。 
三、四個平行課程是平等的。 
四、提升學生的智慧層次。 
五、包含情意領域的課程。 
六、結合普通教育與資優教育。 
七、發展每位學習者的才能和技能。 

我國的資優教育一向偏重認知課

程，而忽略學生的情意與生涯教育，平行

課程讓資優生在多元情境下，有機會從事

高層次的學習活動，它以普通教育為基

礎，包含了具體的內容與抽象的哲學思

維，提供一個完整且有彈性的架構，組織

統整課程，引導學生從多種觀點來建構自

我的價值體系，且能尊重學習者的學習風

格與特性，與外在真實世界結合，是正向

積極的課程觀。平行課程以此為信念，提

供充實的學習經驗，讓每一位資優生能接

受全人的資優教育。 
（本文作者係彰化縣埤頭國中資源班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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