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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九案，請提案人余委員宛如說明提案旨趣。 

余委員宛如：（17 時 1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3 人，對於 107 學年即將上路之 12 年國教

課綱中將程式教育列入國中、高中階段必修課程，然師資、教材與課綱之訂定若無完整配套措

施，則可能造成嚴重的城鄉差距與學用落差。爰要求教育部評估在 107 年尚未準備完成前貿然

將程式教育列為必修課程之必要性，並提出新師資之來源與培訓計畫，及每年對教材與師資進

行評鑑規則，務必使程式教育課程上路時能夠因應快速變化的資訊科技時代。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第十九案： 

本院委員余宛如等 13 人，對於 107 學年即將上路之 12 年國教課綱中將程式教育列入國中、高中階

段必修課程，然師資、教材與課綱之訂定若無完整配套措施，則可能造成嚴重的城鄉差距與學

用落差。爰要求教育部評估在 107 年尚未準備完成前貿然將程式教育列為必修課程之必要性，

並提出新師資之來源與培訓計畫，及每年對教材與師資進行評鑑規則，務必使程式教育課程上

路時能夠因應快速變化的資訊科技時代。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12 年國教課綱將於 107 學年上路，教育部雖已於 2 月份暫緩實施，然教育部長吳思華仍

對外承諾會將程式教育列入國中、高中階段「必修」課程，並指出未來中學生都將必修資訊科

技，要學演算法、程式設計等課程，當個數位公民，增加未來就業競爭力。 

二、提早訓練學生寫程式，的確有望增加臺灣在資訊與網路產業的人才，並提升產業競生力，

甚至訓練學生的邏輯思考、解決問題能力，也符合目前世界的產業趨勢。 

三、然為了提供足夠的課程，教育部長吳思華在三月底提出「臺灣需要 20 萬個以上教師，才

能符合各層面的資訊教學活動，將是現職教師進修的重點」的說法。20 萬名資訊科技相關師資

要從何而來？板橋高中資訊教師郭兆平指出資訊老師的培養早已出現斷層，99 課綱時資訊課的

時數遭到刪減，將資訊科技課程納入生活領域課程，大部分的學校沒有釋出教職缺額，因此少

有資訊人才修習教育學程。若合適的師資不足，各校的教學品質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加深城

鄉差距的狀況。 

四、以近日竹南高中資訊科技選修科的考題為例，許多考題為人名、資訊史等背誦內容，若

要將程式語言教育納入課程，教材、作業、考試內容須通盤檢討，否則無法達到訓練學生邏輯

思考與程式能力，只是徒增學生的負擔。 

五、程式語言種類十分繁多，變化快速，從國中開始學習程式語言到大學畢業的 10 年間，又

會出現許多新的程式語言，爰提出建議如下： 

A. 教材課綱的訂定應由有實務經驗的業界人士與教育專家共同討論，以技術性課綱的方式每

年做評鑑與微調，避免加深學用落差的現象。 

B. 資訊師資的缺額，可與大專院校資訊相關科系、國內具規模的資訊補教業、職訓單位的資

訊培育課程接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