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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中小學國定課程中「設計教育」課程 
之探究 

 

陳昱宏* 陳奕璇** 

本研究旨在探析英國中小設計教育的課程改革，介紹國定課程中含「藝術

與設計」（ Art and Desi gn）與「設計與科技」（ Desi gn and Technol ogy）兩學科，

以及相關學者對 2002年迄今改革的討論，期待藉此他山之石裨益臺灣中小學設

計教育。採用文獻回顧與文件分析法，分別說明英國的文創基礎、英國設計教

育的發展背景與沿革、2014年國定課程中「藝術與設計」與「設計與科技」的

教學目標與內涵，以及陳述學者專家對此兩學科課程改革之討論，重點包括：

以研究為基礎規劃設計教育決策、透過專責機構整合多元設計資源、課程的必

修或選修將影響設計教育發展、中小學的設計教育應連結擴充教育或職業教

育、高等教育也應發展結合產業與實務的設計教育課程。藉著探討英國中小學

課程中設計教育的發展、改革與思辨，再思考臺灣發展設計教育的方向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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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二十年世界的經濟發展，由倚重勞力密集的產業模式，逐漸轉變為以知

識、創新與創意為驅動力量的「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 my）1 模式（史美強、

廖興中，2007；United Nati 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 op ment [ UNCTAD], 

2018）。在因應產業模式與結構轉變的歷程中，各國教育的革新與推展方向，多

聚焦在如何將傳統與創新、科技與藝術，透過設計思考與實踐途徑進行跨域整

合與重新架構，以建構出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及優勢（陳介英，2010；鄧宗聖，

2015）；隨之而來的是，藝術與設計教育普遍被視為促發並永續國家創意經濟與

競爭力的必要催化劑及基礎動能（林炎旦、李兆翔，2010； St eers, 2011）。 

論及與國家創意經濟息息相關之文創產業、環境支持與教育思維，英國不

僅被公認為全球文化創意產業之發源地，更坐擁世界領先的創新與創意教育

（ Caird, 2015）。英國的文化與設計產業因其創新、創意與品質，具備引領世界

風向的極佳聲譽，更帶動國際間逐漸以創新設計能力，作為衡量國家競爭力與

經濟成長的指標（Pri or, Shen, & Kara manogl u, 2007）。由於網際網路帶動所創造

出的全球市場，加上英國文化與工業革命引起的後續效應，全球的消費者對英

語文化產品與消費的需求增加，共同造就出如今英國創意產業高速且穩健發展

的成果（範中匯，2001；引自薛保瑕，2002）。 

從與教育接軌的「產業發展與人才需求」面向探討，英國於 1997年領先世

界各國率先提出「文化創意」之概念，並成立「創意產業籌備小組」；1998 年

發表「創意產業」報告與促進相關產業發展之國家政策（文化部，2018）。根據

英國文化媒體暨體育部（ Depart ment for Cult ure, Medi a and Sport, DCMS）公布

的資料顯示（ DCMS, 2016），「創意產業」包括：廣告、市場營銷、藝術和電影、

電視和廣播，以及博物館和畫廊等相關行業，創意產業對英國經濟的貢獻，從

2015年的 850億英鎊成長了兩倍（佔英國經濟 GVA的 5％以上）。英國擁有發

展「創新」（i nnovati on）與「創意」（creativity）2 兩大根本：本身的創意產業與

                     
1  「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 my）係指由具有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潛力的創意

資產（例如：知識與創意等「軟實力」）衍生出具經濟或產業價值之概念，此

概念影響所及包括：國家整體之經濟、文化、社會各面向（ United Nati 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 op ment [ UNCTAD], 2018）。 
2 「創意」（creativity）係指突破、顛覆過往的思維或作法，發展與形成嶄新的

構想或概念；「創新（i nnovati on）」意旨「應用創意」，產生藝術、文化產

品、功能性設計、科學性創造與新穎技術，以滿足社會的潛在需求

（desirabilit y），進而確實獲利（viabilit y）具體「創造價值」（val ue creati on），

並帶動發展「創意經濟」（陳超明，2016； UNCTA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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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學術機構，透過鼓勵創新及創意之精神，融合不同文化、歷史與傳統，

不斷拓展英國在創意產業上的遠景；並帶動英國社會對創意與設計人才，及其

相關教育的強大需求（鍾淑媛，2009；鄧宗聖，2015）。 

從「環境支持」的面向檢視，英國認知到與文化創意密切相關的藝術與設

計教育，不僅需要「正式的學校場域」與學習活動，整合學術創作群，厚植學

生的設計思考力，同時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平價但文化底蘊深厚的非

正式文化場域」，薰陶民眾的藝術涵養與文化氣息。因此，英國憑藉歷史悠久且

大眾化的美術館、劇場與博物館等文化場域，激盪出民眾主動參與，且能享受

文化創意活動及相關產業的社會氛圍。相關學者在探究藝術與文化創意教育之

擴散與深耕時，也認可：如能在學生課外生活所到之處建構「類學校與職場」

之「藝術、設計與生活混搭環境」，更有助於激發藝術與設計創作群之形成，以

及大眾對藝術與設計活動的自主參與及需求，而此潛在影響與驅動力，可能更

甚學校或職場單一制式的正式場域（鄧宗聖，2015）。臺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針

對英國文創產業蓬勃發展的考察報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3）也指出，英

國政府在推廣創意產業方面，透過多元管道的補助方式進行育成與輔導，包括：

資金補助扶植文化創意產業、專業分工、育成輔導、人才培育；同時英國政府

明確規劃並大力推行各項政策，具體且策略性地協助發展創意產業，包括：籌

組文化媒體暨體育部規劃和協調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規劃創意產業藍圖，培

養「公民創意生活與創意環境」，發展「大眾文化」對經濟層面的影響力；各地

「政府與民間」廣泛合作，以「夥伴關係」推動創意產業面臨的問題，並對創

意產業提供「支持、維護與補救」之因應對策，如保護智慧財產權、促進文化

產品輸出、提供從業者教育和訓練等。 

就「教育推動」的面向深究，英國教育系統在著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關切

的「設計教育」與其相對應之課程教學時，不單只從教育層面思考革新策略，

還應同步檢視文創產業對人才培育的實際需求與面臨的問題；因此，英國的設

計教育與其搭配的相關課程，特別注重藝術、設計與學科本質間「跨領域整合

教學」的實務應用與問題解決能力（于國華、吳靜吉、樊學良，2015）；其中，

英國國內率先創立文化與創意產業碩士學位與學術研究的倫敦國王學院

（ Ki ng’s College），首開先例在藝術與設計相關教學領域，設置「跨域整合」

的模組課程，建構「文化、創意、產業」三者之間的緊密連結（ Ki ng’s College, 

2018）。由此觀之，英國文創產業的蓬勃發展，不僅增加相關產業的就業機會，

也同時刺激創意教育以及藝術與設計相關課程的發展。朱乙真（2016）指出 1997

年，自英國提出文化創意與創意產業概念起，即同步領先全球將創意教育的教

育理念融入並落實在中小學課程教學，英國自此成為各國推動創意教育的考察

與學習對象。「詹姆士戴森基金會」（Ja mes Dyson Foundati on）認為英國自小學

到大學階段，「藝術與設計」課程與學習內容，是推動與鞏固英國創意經濟及其



主題文章 

 

 56 

衍生的文化創意產業之重要基礎（引自 Et heri ngt on, 2011）。英國固有藝術與歷

史底蘊深厚的文化創意內涵，近年因應全球持續蓬勃發展的創意經濟與創意產

業市場帶動的工作型態與模式改變，社會與企業對創意人才的需求，英國教育

之革新內容與方向，朝向具備彈性與適應力、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能力、跨領

域能力的目標邁進。 

與英國中小學教育息息相關的「教育改革法案」與「國定課程」，自 1988

年至今實施已有三十年，一路走來針對不同的學習階段，經過多次的改革與調

整，如：2002年，為提供學生更為彈性的課程內容與廣泛的選擇，將 14至 16

歲「第四關鍵階段期」（ Key Stage 4, KS4）階段的「設計與科技」（ Desi gn and 

Technol ogy）課程，由必修改為選修（ Depart ment for Educati on and Skills [ Df ES], 

2002）。2008年，在課程中加入「就業相關的學習內容」（ work-rel ated learni ng）

及「實務應用技能」（ Df ES, 2005）；並且更加強調「跨學科與跨領域」以及「整

合」的學習面向（蔡清田，2006）。英國的國定課程、相關搭配的教育情境營造

與改革措施，一直都是臺灣課程相關學者研究且關注的重點內容。 

綜觀英國教育系統與國定課程對於創意經濟所需的「設計教育」之教學實

踐，並非以單一制式的設計或藝術學科框架作為學校教育與教學之依據及規

範；而是透過「藝術與設計」（ Art and Desi gn）與「設計與科技」（ Desi gn and 

Technol ogy）兩學科作為教學媒介，並應用英國師生熟稔的課室教學與校外體

驗學習活動，藉此扎實且務實地激盪出學生們因應創意經濟市場所需的「設計

思維與設計實作」之跨域能力，以及實作歷程中「檢視錯誤與問題解決」能力。

基於英國教育系統在設計教育與其固有教育情境之整體考量，本研究探討英國

國定課程「設計教育」之沿革，將以英國「藝術與設計」與「設計與科技」兩

學科之發展背景與相關議題進行深究；藉由國內外相關之文獻分析與思辯歷

程，從中歸納出可供臺灣推展設計教育之啟示。 

 

貳、英國設計教育的發展背景 

Co wman（ 2014）指出歐洲傳統的「設計教育」始於「公會制」（ Guil ds）

的職業制度精神，以工匠般的非正式訓練、師徒制的技術與經驗傳授為主，從

嘗試錯誤的反覆試驗中學習、相互模仿，逐步發展為公會制與學徒制的學習方

式，以學習實務技能為主。英國設計教育沿襲傳統設計教育的精神，結合理論

與實務各面向，將「設計教育」以「跨越學科領域」的教學途徑，透過國定課

程對「藝術與設計」與「設計與科技」兩學科之教學規範，納入中小學教育系

統中，讓學生培養出當前創意經濟與文化創意產業市場所需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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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教育的萌芽與發展 

何明泉（2010）指出歐洲的設計教育起源於 11世紀，以產業現場與實務經

驗為核心，包括繪畫、藝術、工藝、科學等領域，由工匠的技藝傳承與師徒制

逐步擴展，歷經文藝復興、啟蒙時代等重要階段，直到 20 世紀以德國包浩斯

（ Bauhaus）為主的教育與訓練方式，逐漸塑造出現代設計與設計教育的雛形；

最後再歷經近百年的改革，設計教育由學習專業技術轉變為專業的教育及技術

訓練，最終成為一門專業課程及學術領域（楊裕富，1997）。 

Snell（1996, 引自 Cowman, 2014）指出英國的學徒制起源於中世紀的「公

會制」（ Guil ds），著重支持、穩定社會制度，是培養青少年銜接社會發展與

就業能力的橋梁。18世紀末，由盧梭﹙ Rousseau）、裴斯塔洛齊（Pest al ozzi）、

福祿貝爾﹙Fröbel）等人提出討論的手工教育價值，讓英國的工藝學校與部分

教會學校，開始將以手工為主的教育列為學校課程。黃光雄（1990）的研究指

出，以手工為主的教育之價值除了發展個體的能力外，也有助於學科的學習。

因此透過手工課程的訓練，除了能強化學生的實務技能，同時也能陶冶品格、

培養公民素養，有助於社會與經濟發展。 

19世紀到 20世紀的教育改革階段，技術職業教育逐漸受到重視，並正式

納入國家教育體系（李隆盛，1996）。以手工為主的職業教育逐漸轉型為工藝

教育，成為現今科技教育的前身，大學與工藝學校也紛紛設立與設計教育相關

的課程。現今，英國國定課程規範中「設計教育」之教育理念與精神，同時被

包含在「藝術與設計」（ Art and Desi gn）以及「設計與科技」（ Desi gn and 

Technol ogy）兩學科之教學內容中（ Desi gn Co mmi ssi on, 2011）。國定課程期盼

能藉由「藝術與設計」強調的理論知識，及「設計與科技」重視的實務技能，

在教育現場與教學實踐之結合，激發並提升學生「評估分析」、「批判思考（或

譯慎思明辨）」與「互動溝通」的專業且通才能力，讓學生能整合並彈性應用

專業領域的學科知識與技能，成為有能力因應快速變化且持續追求創新的社會。 

二、設計教育之核心理論 

臺灣設計教育領域之多數學者均共同認知到，美、英、日與臺灣「設計教

育」的課程取向與「藝術教育」的課程取向一致；且各國都在「藝術教育」的

課程中，實施「設計教育」的理念與內涵（何文玲、陳俊宏， 2005）。如同

Walt er Gr opi us於 1999年提出的教育理念：「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 Art and 

Technol ogy: A Ne w Unit y），結合實務技能與知識理論，奠定了德國包浩斯

（ Bauhaus）的「設計教育」基礎（引自呂琪昌、林榮泰，2010）。「設計教育」

的主軸與課程內涵在於，培養學習者學會結合「純藝術」與「實用藝術、工藝、

科技」的知識與實作技術；「設計教育」的教學實踐歷程與目標在於，激發「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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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合作思維，促成不同領域的融合，推動「跨越工藝、藝術與科技」領

域的「整合性」思維，以及「以人為本」的服務內涵（呂琪昌、林榮泰，2010）。

因此，「設計教育」可謂是以「藝術教育」為基礎，融合感性的「美感」、功

能性的「技術」與理性的「人」的「跨界或跨域教育」；並透過以「藝術」為

核心，以「科技與技術」為輔助工具，涵養並孕育出「以人性為本」的「生活

美學、創意與文化體驗」。 

Hi ck man（ 2005）指出西方在藝術與設計教育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兩大核

心理論與價值論述：其一為「以學科為中心」（subj ect-centred approaches）的

教學取向；另一為「以學生為中心」（st udent-centred approaches）的教學取向。

兩大教學取向的理論思想基礎分別為「藝術教育」的「本質論」（educati on i n art）

與「工具論」（educati on t hrough art）。「本質論」著重於學科本身的價值，

以及相關學科、領域的知識和技能之系統化學習，並能運用標準化的評量方式，

以評估學習成果；而「工具論」的重點則奠基於學習者本身，著重在學生如何

從藝術教育中，發展個人的感受、個性、創造力，而在教學上也與其他學科結

合應用、共同發展。 

西方藝術教育中，「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方式，主要起始於 Read 與

Lo wenfel d 提出的理論與觀點。 Read（ 1947）著重於學習者與生俱來的能力，

希望能根據不同類型的美與創意表現予以培養與指導，同時配合知識與技能的

傳遞，協助學習者自然成長並啟發創造力。Lowenfel d（1947）則認為藝術是一

種達到目標的方法，並期盼學習者能夠運用自己的感官來體驗、感受生活，並

從過程中獲得創造力的提升。Lowenfel d也指出兒童在藝術知覺上的兩種模式：

視覺型與觸覺型，前者傾向以自然主義、寫實的方式傳達想法，而後者則傾向

以主觀感受的方式表現自我。因此，教育者應依照不同特質的學習者，運用適

合的引導方式，啟發、支持學習者進行創作及自我表現。 

Fi el d（ 1970）在出版的專書《藝術教育的改革》（ Change i n Art Educati on）

內提到，部分的藝術教育者開始尋求學生學習的完整性及藝術教育完整性的平

衡點；而 Fiel d 的觀點也指出傾向支持學科導向的教學方式：藝術教師應能融

合更多元的學科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自此可以看見藝術教育由學生為中心

逐漸轉變為學科為核心的改變。 

Bar kan（ 1966）與 Eisner（1968）均提出「以學科為中心」的學習方式；

而直到 Greer（1984）提出學科本位的藝術教育理論（discipli ne-based art educati on, 

DBAE）概念，將藝術教育的課程與內容放在美學、藝術批評、藝術史、藝術

創作等四個方面，才真正將學科導向的藝術教育方式，呈現在課程規劃上。而

Allison（ 1973）提出藝術教育相關之課程改革，強調藝術內涵與技法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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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藉由逐漸累積與系統化的教學，其概念包含四大領域：表現力、感知、分

析批判、歷史與文化，之後更被英國的學校委員會（School s’ Council）接受，

沿用為英國藝術課程的學習方向。英國進行藝術教育相關課程規劃與發展時，

儘管有學者反對訂定藝術學科的制式評量或考試制度（如：Ross, 1985）；但依

然有藝術教育者希望透過統一的國家考試制度，來正式評定學習者在藝術教育

相關課程習得的認知能力與技能成果。此國家考試制度的相關概念與倡導，最

後轉化並衍生成為英格蘭 KS4的「中等教育普通證書」（ General Certificat e of 

Secondary Educati on, GCSE）。 

英國教育系統中的藝術教育涵蓋在國定課程中，而制定國定課程的文件首

見於《1985年教育白皮書》（ White Paper: Better Schools）。1988年，英國頒

布的《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 on Refor m Act 1988）正式確立國定課

程的地位，並針對所有「基礎科目」（Foundati on Subj ects）制定合適的成就目

標（ Attai nment Targets）、學習方案（ Progra mmes of St udy）與評估安排

（ Assess ment Arrange ment s），而藝術教育也包含在此時的基礎科目內（ Hi ck man, 

2005）。自 19世紀末到 20世紀初，有更多研究團體與專家學者，針對藝術教

育與相關議題提出不同的論點，包括：Visual Cult ure Art Educati on（ VCAE）指

出，藝術教育的重點是學生自己的文化經驗，而非教育機構制定出的藝術世界；

Hughes（ 1933）則重新檢視創作藝術作品與賞析藝術間的關係； Hargreaves

（1983）與 Tallack（ 2004）都強調「批判思考」力在藝術教育中的重要性與獨

特性。在探討分析藝術與設計教育的沿革歷史時， Hi ckman（ 2005）一方面認

同能夠瞭解與欣賞設計的本質，以及具備設計創作的實作能力，均是「設計教

育」相關課程應培養的基本能力；而另一方面， Hi ck man更進而指出，「設計

教育」的根本、價值與意義，在於啟蒙並強化學習者的「批判思考」力。 

「藝術教育」不同的教學取向與核心價值論述，透過多位教育學者與研究

者經年累月的思辯，交相影響了英國「設計教育」的沿革與脈絡發展。英國國

定課程中「設計教育」雖不是以單一學科的制式框架實踐在課室教學中，但「設

計教育」所重視的學習內涵與基本能力，卻透過跨學科的教學途徑，涵蓋在國

定課程規範的「藝術與設計」及「設計與科技」兩學科之中。因此，英國國定

課程「設計教育」融合了「藝術、設計與科技」跨領域的知識與技能，不僅著

重藝術賞析與涵養藝術知能，以及設計實作與解決日常問題的能力；更講求在

實際的教學歷程中，重視學生的批判思考與溝通設計概念之價值。 

 

參、英國設計教育的發展沿革 

英國（包含英格蘭與威爾斯）為提高國家的教育水平及競爭力，於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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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過《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 on Refor m Act 1988），由政府主導

中小學課程設計，實施統一的國定課程與各關鍵階段評量，以提升並保障英國

學校的教育品質。英國希望藉由國定課程的制定，讓全英國的學生，不論在任

何學校受教育，都能學習相同的課程，獲得同等的學習機會（黃政傑，1999）。

1988年，英國國定課程中明訂十個科目，其中包括英語、數學、科學三門屬於

核心科目（ Core Subj ects），以及歷史、地理、科技、音樂、藝術、體育、當

代外語等七個基礎科目（Foundati on Subj ects）。規劃的課程希望學生藉由學習

均衡、廣博的基礎科目，最終提升精神、道德、文化、心理、身體的發展，為

未來生活建立必需習得的責任與經驗（ Depart ment of Educati on and Sci ence and 

Wel sh Office [ DES/ WO], 1987）。而在國定課程的規範中，學生的學習階段分

為四個關鍵階段期（ Key Stages, KS），分別為 KS1： 5-7歲； KS2： 7-11歲；

KS3： 11-14歲； KS4： 14-16歲，並規劃學校在各學習階段應該教授的學科與

學習內容。 

《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 on Refor m Act 1988）將「藝術教育」

與「科技教育」之相關課程列入英國國定課程的基礎科目，成為 KS1 到 KS4

各學習階段的「必修」學科。1990年，「科技教育」改以「設計與科技」為名

納入國定課程（ Wilson & Harris, 2004）；英格蘭與威爾斯成為第一個將「設計

與科技」規劃入課程，並納入 5-16歲學習階段的「必修」課程之國家（ DES/ WO,  

1988; Ki mbell & Perry, 2001）。影響英國對於「設計與科技」課程的重視，進

而推動改革，並將相關課程列入國定課程的主因在於，英國政府認為透過「設

計與科技」之扎根與強化，有助於啟發且厚植學生實作與問題解決能力，並提

升科技與跨域人才之培育及科技相關產業之發展，藉此刺激英國經濟成長

（Layt on, 1995）。 

英國本身具備深厚的文化、歷史、科技及工藝底蘊，而隨著生活情境中數

位技術的日新月異與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英國針對國定課程的學科與課程規

範，進行重要且必須的審查與革新。國定課程規劃用以培養「科學、科技、工

程及數學」（Science, Technol ogy, Engi neeri ng and Mat hemati cs, STEM）素養的

「設計與科技」課程長期以來已備受重視。但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起，為因

應數位時代必備的數位知能，英國將新興的「資訊及通訊科技」（Infor mati on and 

Co mmuni cati on Technol ogy, I CT）素養與學習內容，納入 KS1到 KS4階段的必

修課程（ Depart ment for Educati on and Empl oy ment [ Df EE], 1999）；自此，當論

及英國國定課程的「設計與科技」時，其相關的「學科」範疇包括了固有的

STEM；而當廣泛探討「設計與科技」所注重的「能力」培育領域時，其涵蓋

範圍既包括 STEM素養，也同時包含新興的 I CT素養。 

英國政府對於 I CT素養之重視與推動，不僅從國定課程「設計與科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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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著手，同時積極指定由經濟部（ Depart 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 on & Skills 

[ BI S]）自 2001年起，統籌主導「生活所需的技能計劃」（ UK: Skills for Life）

之長期政策，此政策執行之目的在於提升國民的「閱讀」（literacy）、「數感」

（numeracy）以及「資訊及通訊科技」（I CT）素養（王瑋筑，2013）。近年，

英國部分學校的「設計與科技」課程，已不僅止於推動固有的 STEM素養，而

是更進一步提倡 STEAM素養教育，讓學生藉此培養出科技與人文藝術跨域整

合的知識與技能（ Rel ocate Gl obal, 2018）。STEAM素養教育的主要概念在於：

將創意經濟產業模式中注重的「創新設計」能力與「美感」概念，納入既有的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素養教育，意即，將 STEM素養加上人文與藝術

素養（ Arts）。雖然國定課程並未正式訂定與規範 STEAM素養與其相關教學

目標，但英國國內較具辦學特色的私立學校，包括較崇尚菁英教育的獨立中學

（i ndependent school），均大力推動 STEAM素養教育，由此可見英國藝術與

設計素養教育在英國學校教育之重要與意義。 

由於英國國定課程傾向將「設計教育」視為一種打破學科邊界、能夠啟發

學生批判思考與設計實作的跨界整合能力及思維，因而「設計教育」的精神與

概念，跨領域地存在於「藝術與設計」及「設計與科技」的教育目標與教學之

中。但跨域實踐的「設計教育」，卻也因此容易因藝術、設計及科技教育相關

政策之變革而遭逢衝擊。以下將分別論述可能損及英國設計教育的關鍵因素：

「設計教育相關課程列為選修」，以及「文創場域相關經費刪減」。 

一、設計教育相關課程列為「選修」影響修課人數 

英國教育技能部（ Df ES）於 2002年發布的《14歲到 19歲教育階段的更多

機會、更高水準》綠皮書（14–19: Ext endi ng Opport unities, Raisi ng St andards）

特別強調：14到 19歲學習階段的學校教育，應提供更多「彈性與自由學習」

的課程，讓學生可自主選擇與學習更廣泛的學科知識。此教育理念之提出，同

時於 2002年 9月針對「設計與科技」課程進行調整，僅在 KS1到 KS3階段維

持為必修的基礎科目，而在 KS4 階段則從原先的必修改列為選修（ Wilson & 

Harris, 2004）。至於「藝術與設計」課程，同樣在 KS4階段由必修改為選修（ Df ES, 

2004）。2010年，英國教育部發表的《教學的重要性》白皮書（ The I mport ance 

of Teachi ng）提出未來的教育藍圖，內容倡導採用「英國中學文憑」（ English 

Baccal aureate, EBacc）制度，以鼓勵學校教育設置更廣泛的選修課程，提高學

生學習的自主性與選擇權（Df E, 2010）；為達成此教育理想，各校紛紛將「非

EBacc考科」列為選修。然而，值得關切的是，根據「創意產業基金會」（ Creati ve 

Industries Federati on, 2015）的調查報告：英國自從落實 EBacc，學校教育中與

「設計教育」相關課程的選修人數不斷下降，並造成從事「設計教育」的教師

人數與授課時數逐漸減少。Frearson（ 2017）也指出，2016年英國學校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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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設計與科技」課程的學生人數下降 10 %；此外，同樣的狀況也反應在「藝

術與設計」課程的選課人數。 

2015年，英國國定課程正式將「EBacc考科」：包含「英文、數學、科學、

外國語文」及「人文學科（歷史或地理擇一）」五個核心科目─列為必修；然

而，與「設計教育」密切相關的「藝術與設計」及「設計與科技」兩學科，則

依循 2002年《14歲到 19歲教育階段的更多機會、更高水準》綠皮書頒布後之

教育變革，僅在 KS1到 KS3階段列為必修，而在 KS4階段為選修（Last, 2017）。

EBacc考科同時也是「中等教育普通證書」（ GCSE）的評量指標科目，而「藝

術與設計」課程則因列為選修課程，加上學校的課程縮減、教師授課時數減少，

勢必對選修相關課程學生的選修意願及學習興趣產生影響。 Last（2017）指出

引進 EBacc制度，強化了 STE M相關學科的重視，其他學科的學習時間則被縮

減或刪除。 Mc Gi mpsey（ 2011）指出，政策制定者首先判斷發展 STEM學科的

重要性，後續轉而引進 EBacc入國定課程，但對藝術與設計教育相關學科的發

展，卻沒有投入相同的重視。雖然與「設計教育」相關的實徵研究，對「藝術

與設計」及「設計與科技」兩學科列入選修課程的議題進行探究，各有贊成與

反對者；但值得關注的是，相關研究者的一致看法是：若藝術與設計教育相關

的學科，沒有被列入英國學生國家考試的評量科目或指標，未來將無法振興並

永續發展藝術教育（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 

二、文創場域相關經費刪減衝擊設計教育 

根據 2010年公布的《教學的重要性》（The I mportance of Teachi ng）白皮

書對國定課程的檢討，其中提到：「 …減少法規的限制並允許學校更多的自主

權，決定如何進行教學，以重新聚焦於每位學生在每個學習關鍵期應該學會的

核心科目知識與技能」（ DfE 2010, p. 10）。 Steers（2011）指出這樣的改變，

將可能造成國定課程面臨刪減的結果，讓學習的重點只集中在核心科目上。Df E

（2010, p. 46）的報告中僅有一處提及關於藝術與設計教育的發展：「 …希望藉

由提供更豐富的文化經驗 …可以提升學生的音樂素養，同時有更多的學生願意

學習如何吹奏樂器 …我們將透過贊助現場劇場（live t heatre）的表演，提升民眾

對藝術創作與作品的賞析能力，以及博物館與美術館的教育功能」。但與 Df E

預期發展相異的是，Ne wman和 Tourle（2011）的調查報告發現，截至 2011年

的統計，博物館的經費被刪減超過 25 %，而超過 60 %的博物館、圖書館也刪減

了對外的教育推廣活動、縮短開放時間、減少人員僱用等情況。 

綜合 Ne wman與 Tourl e（2011）的報告內容，以及國定課程將「藝術與設

計」與「設計與科技」兩學科，被列為 KS4的選修課程的決策，Steers（2011）

指出關於藝術相關部門與投資逐漸減少的問題包括：減少藝術教師的聘僱、刪



英國中小學國定課程中「設計教育」課程之探究 

 

 63 

減支持接近藝術家、畫廊與博物館的經費等。Steers 更進一步說明，儘管英國

政府針對是否將「藝術與設計」列為必修課程，進行多次討論；但其實政府的

施政與國定課程修訂後的結果，都顯示政府早已做好設計、藝術相關學科的改

革方向與決策。 

 

肆、英國設計教育相關課程的內涵 

英國國定課程希望透過學習的歷程與成果的呈現，讓學生在經過學校教育

後，能準備好面對社會與生活中的各種挑戰（ Depart ment of Educati on and 

Sci ence [ DES], 1990）。藉由分析 2014年版本英國國定課程之「藝術與設計」

及「設計與科技」兩學科及其對應的課程目標和內容，可以發現「實作」為課

程中重要的核心項目，同時也是課程發展的重要媒介，並分別結合藝術創作與

科技應用進行課程與教學的發展，透過一連串的學習歷程、習得相關知識，最

終獲得未來生活的能力。 

2014年，英國所公告的國定課程中，「藝術與設計」之課程實施目的是激

發學生的創造力與想像力，為國定課程中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學科。提供學

生透過視覺、觸覺，以及各種感官的體驗，來瞭解並與我們生活的世界互動。

培養能應運多元媒材，包括顏色、形式、材質、肌理等元素，將本身的體驗、

知覺和想法與他人交流溝通。同時涵養審美鑑賞能力，能賞析職人在不同時代、

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創作的藝術、工藝及設計作品，並提升個人與大眾的美學

修養及生活品質。 

而國定課程中「設計與科技」之課程實施目的，則是讓學生學習解決實務

問題的知識與能力，為國定課程中以實務為導向的學科。重視跨領域整合的概

念，融合設計教育與科技教育的內涵，應用本身對美學、社會與環境議題、功

能性設計，以及實務技能的學習與瞭解，透過動手做的過程，發展及製作有創

意又合乎需求的產品與系統，並從過程中培養個人與團隊合作的解決問題能

力，以及設計創新能力。 

「藝術與設計」及「設計與科技」兩個學科在 KS1到 KS3各學習階段關

鍵期，在「科目內容」（subj ect cont ent）的結構與規劃上有明顯的差異。「藝

術與設計」分階段列出各學習階段關鍵期應該包含的教學內容。而「設計與科

技」除了根據其教學目標的第四點，特別獨立列出「烹飪與營養」的教學目標

與教學內容；更進一步將各學習階段關鍵期的科目內容分為「設計」（ Desi gn）、

「製作」（ Make）、「評估」（Eval uati on）及「技術知識」（Techni cal Knowl edge）

四個部分，並分別列出四個部分應該包含的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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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藝術與設計」及「設計與科技」兩學科，在各關鍵期的目標與內容

臚列如下；並進而闡述。 

一、藝術與設計課程 

（一）藝術與設計課程之目的 

根據英國教育部（ Depart ment for Educati on, [ Df E], 2013c, p. 176）指出：「藝

術、工藝、設計等領域能體現人類創意思維的最高形式」。希望透過學習「藝術

與設計」課程，讓學生透過引起興趣、啟發創造力、挑戰自我的方式，習得相

關的知識及技能，並應用實驗學習、發明創作擁有個人特色的藝術、工藝、設

計作品。在學習的過程中，希望學生能保持慎思明辨的態度，建構對藝術與設

計的知識，同時瞭解藝術與設計如何形塑歷史，最終能將所學貢獻於英國的文

化、創意及經濟發展。 

（二）藝術與設計課程之目標 

「藝術與設計」的課程目標（ Df E, 2013a），旨在培養學生： 

1. 創作創意作品、探索自己的概念並記錄自己的經驗。 

2. 能嫻熟使用素描、繪畫、雕刻及其他藝術、工藝、設計技巧的專家。 

3. 能善用藝術、工藝、設計的專業用語來評價與分析創意作品。 

4. 能認識偉大藝術家、工藝家、設計師，並瞭解其藝術形式在歷史與文化

發展。 

二、設計與科技課程 

（一）設計與科技課程之目的 

「設計與科技」課程是「一門能啟發創意、嚴謹、實務的學科領域」（ Df E, 

2013c, p. 180）。在學習的過程中，希望學生能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思考各種

不同使用者的需求與價值觀，設計與製作出能回應日常生活問題與複雜情境的

產物。學生不僅要學習「運用」及「整合」廣泛的學科知識，如：數學、科學、

工程、資訊、藝術等學科；同時需進而在實作的學習活動中，學會評估與面對

風險；最終，成為機敏、有創意、有開創力、有能力面對並解決問題、具備慎

思明辨能力的公民，並為國家的創意、文化、經濟與福祉發展，貢獻一己之力。

而在「設計與科技」課程中另外獨立的「烹飪與營養」課程，則是希望學童透

過學習食品科技（food technol ogy）、家政學（home econo mi cs）、烹飪與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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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it y and cateri ng）等核心能力，不僅能吃得更健康，更能藉此習得「設

計與科技」課程所重視的生活技能，包括：「實作體驗」與「問題解決」的實

務能力（ Df E & t he Rt Hon Ni ck Gi bb MP, 2014）。 

（二）設計與科技課程之目標 

1. 設計與科技之目標 

「設計與科技」的課程目標（ Df E, 2013b），旨在培養學生： 

（1）能自信、確實地完成日常任務之有創意、技術性與實務導向技能，並

能成功參與、適應現今快速變化的資訊科技社會。 

（2）能建立與應用知識技能，設計與製作出適合讓廣泛消費者使用的高品

質原型模型與產品。 

（3）能評論、評價、檢測自己的概念與成果，同時也能針對他人的設計產

出進行同等的評鑑。 

（4）能瞭解、應用營養學的知識，並學習如何料理食材。 

2. 烹飪與營養 

「烹飪與營養」的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依據「設計與科技」課程目標之

第四點進行規劃，主要目的是希望學生透過日常生活與實務情境的體驗，學習

解決生活中問題的策略與方法。英國教育部（ Df E, 2013b, p. 183）指出：「透過

料理食材與學習烹飪，能開啟學生表現其創造力的一扇門」。學生藉由學習如

何料理食材、營養學與健康飲食的概念，能獲得生活上的重要的技能、提升均

衡與健康飲食的觀念，同時讓自己與他人能夠吃得更健康。Ni ck Gi bb（引自中

央社，2014）強調新課程的規劃，有助於學生瞭解食品的營養價值及如何料理

健康的菜餚，除了獲得生活必需的技能，也有助於學生開展未來與食品相關事

業的就業方向。在「設計與科技」中，獨立出「烹飪與營養」（ Cooki ng and 

Nut riti on）課程，加入烹飪、營養學與食品技術學（food technol ogy）的知識與

技能，有效協助學生連結學得的技能與日常生活，除了提升學生本身的健康飲

食習慣、瞭解食物的來源、學習飲食的歷史與文化，英國國民醫療保健服務

（ Nati onal Healt h Servi ce, NHS）進一步希望能從根本、從學生的教育開始，解

決民眾因為飲食造成的疾病問題。 

在探究「烹飪與營養」之「實作」學習歷程在「設計與科技」教育中的定

位與意義時，Owen-Jackson和 Rutland（ 2016）指出，「烹調處理」（cook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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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家政課程：「手工縫品」（needl ewor k）與「洗滌衣物」（laundry wor k）

於 1978年列為女性的必修課程，但直到 20世紀初期開始重視營養學時，才逐

漸被正視。由於認知到「烹飪與營養」學習活動，對提升學生實作技能的重要

意義與價值，英國在規劃國定課程時，將過去學校教育中較不被重視的「烹飪

與營養」（Cooki ng and Nutrition）列入「設計與科技」教育的一環；並於 2013

年修訂國定課程時，將「烹飪與營養」額外獨立列出課程目標與內容（ Df E, 

2013c），以期盼學生在學習食品技術學（food technology）、營養學與烹飪的

實作」歷程，親身體驗且學會：規劃、設計，到創作出料理成果，並同時習得

「未來生活必需的知識」與「問題解決能力」。如同 Davi es和 Ho we（ 2015, p. 

177）指出，「以食品技術學的觀點來看，做一份野餐的三明治，並非只是嘗試

搭配不同的內餡，而是將不同的食材結合在一起，能保持吐司與餡料不分離、

不會過度濕軟，並且美味可口，都是一連串需要解決的問題」。Davi es和 Ho we

（2015）更進一步建議，教育者應該運用現實生活中的情境，提供學生更多的

輔助，協助學生逐步建立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策略。 

三、知識習得與實作技能是課程發展的重點 

英國國定課程的目標以習得未來生活的能力為主軸，透過創作與思考的學

習歷程，以及實驗與實作的探索過程，充分落實在「藝術與設計」和「設計與

科技」兩學科上。「藝術與設計」以激發學生創意發想、開創思考、批判思考

的歷程，厚植學生自我學習的能力，並逐步培養具備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態度和思維；而「設計與科技」則透過做中學的方式，設計規

劃生活用品、應用生活技能、體驗生活與實務情境，由嘗試錯誤、試驗、評估

等過程，培養學生思考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行動與具體策略。 

「藝術與設計」重視「創意發想」與「批判思辨」能力，透過藝術發想與

創作的過程，運用不同媒材、表現形式、技法，習得創意力與創造力。「藝術

與設計」課程能提供學生實驗、探索、修正自己想法的學習歷程，並藉著實作

磨練實務技能，運用不同的媒材進行創意發想、創作與溝通協調（ He wl ett & 

Mar ch, 2015）。因此，學習歷程中的實作技能與習得知識有相同的重要性，如

同英國全國藝術設計學會（ Nati onal Soci et y for Educati on i n Art & Desi gn 

[ NSEAD], n. d.）指出「藝術與設計」能輔助學生建立獨立思考與提問的能力，

這些能力將幫助學生習得知識、瞭解周遭的世界，並準備好面對未來的生活。 

「設計與科技」透過產品設計、媒材應用到烹飪創作等多元、跨領域的學

習方式，藉由「實作」歷程，讓學生進行實驗探索，並習得「問題解決」能力。

Ne wt on（ 2005）指出「設計與科技」課程讓學生從「實作」中，透過發明創作

品或改進現有成果的歷程，以滿足使用者的生活需求與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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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rcher（ 2015）指出，一般人多半把「設計與科技」的成果僅侷限在創作

出特定的作品；但事實上，「設計與科技」的教學目標與課程內容，都顯示從

「開始規劃、進行設計」到「創作出作品」的整體歷程，都是學習後獲得的成

果。 

 

伍、英國設計教育之問題探討 

本研究蒐集並分析自 2002 年起針對國定課程中與設計教育相關學科進行

的改革與相關論述，總結以下幾項要點。 

一、「設計教育」決策應以研究為基礎 

針對國定課程的調整，許多研究者與研究報告都指出相似的問題：政策決

定者對設計領域的認識不足就做出各種決策（ Desi gn Commi ssi on, 2011；Pri or et 

al., 2007； Wilson & Harris, 2004）。 Wilson和 Harris（2004）指出過去在「設

計與科技」課程的統計資料上，缺少以研究導向的分析，而大部分的數據資料

也來自小規模的統計與調查結果，因此難以窺得實施「設計與科技」後對社會

與經濟的整體效益。 

用以反映勞動市場結構的「職業標準分類」（ Standard Occupati onal 

Cl assificati on, SOC）將職業別分為九大類，其中與設計相關的職業，並無法完

整涵蓋所有設計職業，與設計相關的職業擁有多種類別的屬性，因此在職業與

職缺數量的統計更加困難，也難以估算設計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進出口與雇

傭比例等資料（Pri or et al., 2007）。因此統計數據在設計類科畢業生的就業比

例評估，呈現供過於求的結果，或在非設計相關產業就業，因此顯示出設計類

科畢業生就業困難的現象。Sir Christ opher Frayli ng針對就業困難的結果，做出

以下回應：「設計是一門針對學習設計相關知識與技能的專業訓練，同時也是

為未來生活做準備的訓練。設計的訓練可以提供學生更多元與廣泛的就業機會」

（引自 Woods, 2007）。 

二、成立專責機構整合各方設計資源 

「設計教育」相關決策之制定與發展，連帶影響政府各部門、教育單位、

產業對設計教育的投資，更可能進一步更影響家長與學生對設計教育的重視程

度，甚至在學校選修相關課程的興趣與意願。因此 Pri or 等人（2007）提出由

一個獨立於公部門、學校與產業的單位，由專家學者專門制定與設計教育、設

計產業發展相關的決策，作為政府施政的參考，也透過整合各方資源與交流，

創造資源共享及各方專才流通的機會。一個由政府制定，清楚的、有願景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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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教育政策，是創造國家經濟成長、產業未來發展的基礎；若是以滿足現今的

產業發展、就業情況而量身訂製的政策，則無助於未來的經濟成長與產業發展

（ Desi gn Co mmi ssi on, 2011）。 

「設計」是一門「整合跨學科、跨領域」的專業，應整合公部門、產業與

教育的資源，讓專業人才透過相互交流的方式，透過產業的實務案例、學生在

產業實習的機會、並培養畢業即就業的知識與技能，公部門與教育單位則透過

跨部會、跨部門、跨學制及跨系所的合作，彼此協助整合各教育學制、產業界、

公部門的資源，建立可以整合交流的運作體系與發展策略，對相關政策實施、

教育的延續與發展、商業模式與產業的永續經營都能產生正面的影響。 

三、必修改為選修將不利「設計教育」的深耕與永續發展 

英國國定課程的設計教育必修課程只延續到 KS3階段，Last（2017）指出

部分學校已取消 KS4階段的設計教育相關課程；且整體而言，學校教育中教授

藝術與設計的教師數與授課時數也逐年遞減。「英國工業聯合會」（ Confederati on 

of British Industries）的研究報告（Confederati 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2011）指出，

「創意產業」普遍認為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前，缺乏足夠的設計相關技術與能

力，殷切期盼政府能考慮將「設計」與「創意」相關課程，重新納入 EBacc考

科。面對現今科技進展迅速、社會不斷追求創新的生活情境，多數學者已共同

認知到學生必須學習並強化以下的生活能力：設計思考（ Desi gn Thi nki ng）與

創新；獨立思辨與彈性應用跨界知能解決問題；嫻熟並善用資訊技術與數位資

源（鄧宗聖，2015；Archer, 2015）。英國國定課程指出，「藝術與設計」及「設

計與科技」的教學活動與學習內容，有助於涵養學生具備能夠面對與適應社會

不斷求新求變的關鍵能力。在探究「藝術與設計」課程之教育意義與重要性時，

St eers（2011）尤其強調「藝術與設計」對學生之重要影響在於，能啟發與形塑

學生當今生活情境急需的獨立思考、創新求變、熱忱積極、團隊合作、精通多

元技能的跨域能力。 

Sir Ken Robi nson（ 2001, p. 81）認為「學校所教的學術與學科能力（abilit y）

不同於智慧（i ntelli gence），學術與學科能力是以語言和數理為基礎的學問，

具備培養學生的知識與技能的重要性；但就長遠來看，這些能力並非人類智慧

的全部 …，這些學術與學科能力應該適度提升，進一步激發人類的智慧與潛能

（capacit y）」。英國國會「下議院教育委員會」（t he House of Co mmons Educati on 

Co mmi ttee [ HCEC]）（2011）的報告進一步補充：教育應該提供接觸與學習更

廣泛學科、知識、技能的機會，讓學校、家長、學生針對未來的發展進行選擇。

進行「藝術與設計」課程相關研究之學者憂心並指出，英國引進 EBacc制度而

進行的改革，包括考科的調整，以及與設計教育相關之政策及經費的調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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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讓學校、家長與學生質疑或輕忽「藝術與設計」課程的重要性（Steers, 2011）。 

四、KS4設計教育可考慮接軌擴充教育或職業教育 

擴充教育（ Furt her Educati on）與職業教育提供有別於高等教育的學習內

容，讓未進入與準備進入高等教育的學生，繼續學習專長課程，並於修業後參

與高級普通教育證書及其他職業證書的考試（吳榕峯，2011）。擴充教育雖然

提供了學術與職業型多元的課程內容，但其目的是以職業教育課程為主，針對

需求獲得不同的專業技術與證書。而職業教育則以學科與專業技術的學習為

主，透過職場工作的課程，將專業知識應用在實務現場。有鑑於越來越多產業

認為畢業生沒有相對應的職場技能，需求更高或更專精的人才（ Desi gn 

Co mmi ssi on, 2011; Pri or et al., 2007）， Desi gn Co mmi ssion（ 2011）認為學生有

繼續進修和設計領域相關之高等職業教育的需求。在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職

業教育逐漸被忽略，尤其是與應用技術相關的各種技能類職業教育。職業教育

與擴充教育可以銜接 KS4之後的教學，提供更高階的技術與創意學習，主要針

對產業的技術為導向，可能協助學生拓展未來就業的視野，或協助學生找到一

生的志業或興趣。另外，「英國設計理事會」（ Desi gn Council）也建議政府與

設計產業，可以思考結合現有的學徒制及設計教育相關的學科和技術（ Desi gn 

Co mmi ssi on, 2011），讓學生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並獲得國家、相關工會、

協會之證書與設計產業所需的一技之長。 

五、高等教育也應承擔設計教育之責 

設計是一門跨界、跨學科本位的專業，需要擁有不斷創新、勇於冒險、實

作技術等能力。「英國設計理事會」（ Desi gn Council）（2010）的研究報告指

出，大學需要規劃運用設計與設計思考，同時能與 STEM、經濟相關學科進行

整合的課程內容。透過這類課程的進行，可以協助師生將設計思考、工具、技

術以及與設計相關的能力與各領域的學科結合，產生更多創新的教學和研究成

果。高等教育的場域可以提供一個跨科系交流的空間與平台，也包括許多連結

產業的實作活動，以及直接參與實務現場的機會。 Last（2017）認為大學在支

持設計教育發展的多重角色，例如可成為學生與產業間的橋梁，同時提供學生

多元接觸相關設計領域的機會，除了原本提供的教學內容，應該提供更多參與

產業與現場實作的情境，如實地考察、產業參訪、展演等。讓學生藉由瞭解藝

術、設計相關的人事物與產業現況，並從各種藝術家、設計師或相關產業的典

範身上學習。 

設計教育並非憑空存在，而是與產業的發展有緊密的關係，因此設計教育

對於人才的培育，應特別注重跨領域的實務知識與技能，以及創新與創意的想

法與問題解決能力。Pri or 等人（2007）指出設計類科的學生擁有自由無拘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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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無限的創造力、敢創新及勇於冒險的特質，正是現今產業需求的人才。

國定課程中設計教育的必修課程只到 KS3，若要接續到高等教育，應該具備延

續設計教育 KS1- KS3所規劃的目的、目標與學習內涵的功能，並能進一步增廣

學生在設計教育與相關產業上的學習機會。在設計教育的規劃上，除了針對個

別學科的教學內容外，更應該規劃緊密結合與應用 STEM、經濟、工程等跨領

域學科的課程，並建立各學科與設計教育相關的連結與學習內容，同時思考拓

展學生的接觸面，從熟悉相關產業現況，到未來能流暢應用所學知能的方式與

管道。 

 

陸、結語 

英國在國家整體創意產業的發展、民眾生活中文創場域的規劃與情境營

造，以及正規教育系統中設計教育相關政策的推動，皆在全球擁有引領群倫的

地位。因此，英國國定課程「設計教育」在課室教學的推展模式，是許多國家

規劃設計教育相關課程的學習對象。英國的國定課程修訂至今已有 30年，1988

年提出創意產業與相關報告書迄今也有 20年的時間，雖然在政策面與課程的規

範上歷經多次改革與調整，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研究藉由探討英國「藝

術與設計」與「設計與科技」兩學科，以及兩者分別對應之學習內涵，在國定

課程修訂歷程中的教學定位與教育意涵，以檢視英國教育系統中「設計教育」

的發展脈絡、在學校教育中的教學實踐，以及在教育政策調整的過程中，可能

面臨的各項挑戰。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之深究與英國政策文件之分析與思辨歷

程，本研究歸納出以下結論與建議，期盼可供臺灣推展設計教育之參考。 

綜觀「設計教育」在英國教育系統與國定課程的定位，是一種強調「批判

思考、實作歷程與問題解決」的生活能力；也可視為是一種打破既定學科框架，

建構創意、技能、產業鏈結的「跨域統整」之教學實踐。英國國定課程中的跨

域整合教育精神，相似於臺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與「設計教育」相

關的核心素養（包括：「規劃執行與幢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藝術涵

養與美感素養跨域統整」），以跨越學科框架的統整精神，規劃實踐在不同學

習階段。在臺灣當今極為重視跨界合作與發展創意經濟的同時，以強化社會經

濟體制及培育符應產業需求專業人才為目標，透過「設計教育」進行跨域思維

與整合能力的培養，不僅重要、務實也具備前瞻性；但回歸學校教育課室教學

的現實層面加以深究，「設計教育」憑藉非單一制式學科的跨域概念，含括多

種相關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對教學現場的中小學教師而言，即使已透過多

場研習熟稔跨域之基本精神，恐怕也難以對跨域教學的具體實施方式，具備明

確和具象的概念，以及形成相對有效的教學策略。因此，在推動「設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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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跨域教學時，政府與相關教育學術單位對中小學教師的輔導與支持，應

提供具體且可行的教學策略與先導示範。 

英國國定課程在改革的歷程中，將與「設計教育」密切相關的「藝術與設

計」及「設計與科技」兩學科，在 KS4學習階段調整為選修科目；此外，由於

「英國中學文憑」（ EBacc）制度的提倡與採用，引發學校縮減「設計教育」

相關之課程、教師人數與教學時數。諷刺的是，上述的課程調整不僅窄化了學

生接觸藝術與設計之學習機會；也可能同時減少學生在其他「非 EBacc學科」

之間的學習選擇權與自由度，此學習現況和當時調整國定課程所企求的初衷與

目標（提供學生更廣泛的課程與學習自主性）背道而馳。國定課程的調整對「設

計教育」整體造成的影響，短期間尚難以預判與堆論，但英國在教育政策之制

定、教育改革上的多元與創新，以及整體大環境對教育革新之支持，確實值得

我們關注與學習，也值得做為未來規劃課程與制定政策時的參考。 

針對自 2002年起，英國國定課程在 KS4階段缺少必修「藝術與設計」、

「設計與科技」的現狀，不少專家學者及研究團隊都提出建議，期盼教育政策

能重新考量納入藝術與設計教育，以符合國定課程的宗旨：培育學生面對未來

生活的機會、責任與經驗；確保學生能有更多元、更彈性的選擇，也能習得適

應現代社會的關鍵能力。如同國定課程中對 I CT在教學與應用上的規範一樣：

「應提供學生發展與應用 I CT能力的機會，並善用 I CT工具支持學生學習各學

科的過程」（ Df ES, 2004, p.39）。「設計」在 1988年迄今的英國國定課程中，

分別與藝術及科技兩個領域結合，規劃為「藝術與設計」及「設計與科技」兩

個學科，凸顯「設計」納入中小學課程內容之重要性。「設計」能結合學科知

識與實作的方式，培養學生解決日常生活與複雜情境問題的能力，以及獨立思

考、批判思辨的能力。因此，「設計」應該被視為可融入各學科教學，但需要

重點培養的素養與能力，另外也適合融入各學科，一則可作為輔助課程設計與

學習的工具與途徑（但並非附屬課程），二則讓學生擁有廣泛接觸、嘗試各種

可能性，以及發展多元知識與技能的機會。 

從英國「設計教育」的推廣與革新歷程，以及臺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中，對於核心素養的設置與整合能力的重視，均能觀察到因應國家產業

與人才需求進行的反思與調整。當前臺灣在國民基本教育的學習階段，雖然也

可能面臨潛在的挑戰，然而，教育政策因應產業結構調整，而推動革新並訂定

了前瞻性的標竿，對教育現場的教學方式與學習內涵而言，均是重要的蛻變契

機。英國國定課程「設計教育」是一種跨域整合的思維與能力，也是幫助學生

準備好面對未來社會的生活素養；借鏡英國在「設計教育」的推動、強調跨域

與實作技能，以及其改革歷程中，在教學現場所遭逢的衝擊，應該可作為臺灣

教育系統實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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