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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訂理念與特色 
96.10.20 定稿 

壹、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訂重點與特色 
 

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修訂

緣起 

為落實 93 年 4 月「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發展更理想課程之共識，

呼應中小學課程體系參考指引之能力，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領域

與家政教育議題理念，以及橫向呼應高職家政科理念與內涵，並激勵學

校發展特色，賦予學校彈性自主空間，以及強化教師專業自主，乃修訂

課程綱要。 

修訂

理念 

本次課程綱要修訂，強化下列理念：  
 
一、呼應中小學課程體系參考指引 
    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之修訂，呼應中小學課程體系參考指

引之家政能力，以強化國小、國中、高中職課程的連貫與銜接。 
 
二、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領域、家政教育議題之理念 
    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之修訂，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

領域與家政教育議題理念，以培養學生具備生活實踐能力，以及提升學

生體驗、省思與實踐的能力。 
 
三、橫向呼應職業學校家政科理念與內涵 
    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之修訂，主題內容橫向呼應高職家政

科之內涵。 

課程

目標 

95 家政課程暫綱以個人生命

歷程縱分三階段，以生活面向橫

分三面向，交織成九宮格，立意

雖佳，卻遇實際教學時，對人、

事、物難以切割的困難。故此次

修正重點，力求目標簡明扼要，

係以高中學生為主體，並強調將

所學落實於生活。 
一、增進家庭生活能力，提升

生活品質。 
二、形塑健康家庭的信念，啟

發生命價值效能。 
三、提升生活應用與創造能

力，勇於面對生活挑戰。

    普通高中家政科本次課程綱要修

訂，於課程目標方面，兼顧認知、技能

與情意三部份，以力求展現下列特色：

一、貫徹以學生為主體的理念。 
二、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綜合活動領域

之學習。 
三、落實學科間內容的相互統整。 
四、突顯珍愛自我、關懷社會的學科

本質。 
五、著重生活實踐與趨勢前瞻的訴

求。 
六、強調新時代生活能力的培養與提

升。 

核心

能力 

核心能力的修訂方向，採化

繁為簡的原則，將重點放在基本

能力的培養上。 
一、實踐個人與家庭生活管理

的能力。 
二、增進改善家庭生活的創造

核心能力的擬定，究其根本，在強

調能力轉化的重要與功能。本學科尤

其重視個人生活型態存有差異性，以

及建構價值的多元性： 
一、重視個人生活管理能力的培養。

二、強調主動經營生活的積極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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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力。 

三、經營生活中的人際關係。

四、積極參與家庭活動。 
五、培養尊重、關懷與愛的能

力。 

三、提升創造力、問題解決能力以改

善生活。 
四、連結自我、人我與大我的關係。

 

時間

分配 

因應總綱中家政課程納入生

活領域，與生活科技、資訊科技

概論，以及健康與體育領域之健

康與護理，共計 10 學分的情況，

此次修正，係以 95 課程暫綱中家

政課程綱要內容為依據，從而進

行「彈性增減」為考量。 
‧本課程每週授課二節，以二節

連排為原則，各校可彈性調整

授課學期。 
‧本課程學生至少學習二學分，

至多修習四學分。 

依據總綱說明，以必修為優先：

一、本課程學生至少修習兩學分，

至多修習四學分，兩套子課程綱

要與時數的安排，具有「及時縮

減」與「適時增加」的彈性。 
二、可因應學校主客觀條件〈師資、

設備、學生需求等〉彈性開課，

授予學校較大自主空間，發展學

校特色。 

教材

綱要 

95 課程暫綱中，家政以四學

分為主軸，課程面向涵蓋廣泛周

全，但新課程綱要中家政以二學

分為主，加上關聯性、互補性及

重疊性較高的學科，已在總綱修

正過程中，經過會議討論予以劃

分，因此修訂重點在刪除與公

民、健康與護理等科目重疊部

分、重整學科間各單元概念，以

及新興議題的及時融入。 
此外，95 課程暫綱之家政科

課程綱要，以三階段與三面向規

劃家政課程的模式，隨著新課程

總綱家政學科學分數的調整，以

及徵詢各界意見之後，打破原九

宮格綱要架構，改以高中學生生

活出發，採範圍由小到大，循序

漸進的主題排序原則，進行修訂。

一、從學生經驗出發，以家庭

生活為核心，培養個人與

經營家庭所須具備的家庭

能力。 
二、在各主題融入多元家庭生

活文化、健康生活、性別

教育、生涯發展、人權教

育、環境保護、海洋教育、

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隨著

目標、核心能力與時間分配的改變，

教材綱要亦有所修改，其內容強調以

下特色： 
一、從自我出發，提升個人決策與

生活管理的能力。 
二、建立健康家庭的概念，培養積

極經營家人關係，參與家庭活

動的態度。 
三、呼應時代趨勢，強調多元價值、

族群尊重與關懷弱勢。 
四、注意與各領域和領域中學科間

的統整。 
五、致力學科內各單元間相互檢視

及對話的機制。 
六、巧妙安排新興議題融入各單元

中，以便提升重要概念落實生

活的可能性。 
七、著重學校發展特色，並考量理

想性與可行性，分別有二學分

與四學分之設計。 
八、強調「從做中學」的學科優勢，

兼顧理論與實習並安排交互穿

插的架構，其中，實作課程達

到全部時數的 1/3 以上。 
九、為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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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消費教育、禮儀及資訊獲

得與判斷等重要概念與能

力。 

指引，考量高中職學生共同需

求。 
十、為家政選修課程之基礎，以便

選修課程內容的加廣與延伸。

實施

要點 

由於高中新課程總綱「穿著衣服改衣服」的模式，以及家政學科屬

性與定位不變的情況下，本次新課程綱要修訂於實施方法部分，仍然參

照 95 家政課程暫綱內容，分別在教材編選、教學方法、教學評量與教具

及相關設備等方面，訂定建議與要求；同時，也強調各校特色的表現，

以及教師專業的發揮。 

其他 

此次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訂，過程嚴謹： 
一、參酌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參考指引： 

〈一〉強化跨領域〈學科〉統整。 
〈二〉透過各學科專案小組的溝通協調，提升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

課程綱要的品質。 
二、廣泛徵求各界意見：  

〈一〉分別邀請北、中、南三地之家政學科專家學者，辦理三場焦點

座談，使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符合趨勢發展。 
〈二〉分別於北、中、南三地，辦理三場公聽會，使普通高級中學家

政科課程綱要滿足城鄉需求。 
〈三〉上網徵詢各界意見〈於「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訂資訊網」

之各科專案小組專區下之「家政科」〉，提高社會大眾對普通高

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的認可度與接受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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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訂差異 
 
    本次課程綱要修訂重點乃呼應與強化前述高中家政科理念與特色，高中家政

科修訂課程綱要與 95 年課程綱要之差異，詳見表 1。 
 
表 1  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調整狀況表 
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課程

目標 
本課程以個人與家庭

為 核 心 ， 生 活 為 主 要 內

涵，交織出人際、資源管

理、飲食、衣著與居住等

學 生 切 身 相 關 之 生 活 議

題，以培養良好的生活能

力、建構健康家庭概念與

尊重多元之價值觀。普通

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家政」

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增進家庭生活能力，

提升生活品質。 
二 、 形 塑 健 康 家 庭 的 信

念，啟發生命價值效

能。 
三、提升生活應用與創造

能力，勇於面對生活

挑戰。 

本課程以個人與家庭

的關連出發，以生命歷程為

「經」，以生活面向為「緯」，

建構課程內容。「經」指個人

生命發展之三階段，包含生

於家的學習與成長、離開家

的自立與發展、組成新家庭

的創造與經營等三階段；

「緯」指生活中人際關係與

愛、生活管理、生活實務等

三面向。課程目標的建構，

本著生命發展歷程與家庭生

活經營的整合性觀點，藉由

瞭解婚姻與家庭的意義以及

家庭和社會之關連性，欲達

成之目標如下： 
一、增進家庭生活素養。 
二、培養自立與生涯發展的

能力，積極面對生活挑

戰。 
三、建立健康家庭所需知

能 ， 啟 發 生 命 價 值 效

能。 
 

1. 刪 除 前 言 部

分，並打破九

宮格，教材綱

要 由 原 先 的

三 階 段 三 面

向 集 結 成 十

項主題。 
2. 第 一 項 目 標

內 文 酌 作 文

字修改。 
3. 第 二 及 第 三

項 對 調 並 酌

作文字修改。

 
 

核心

能力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

目「家政」課程欲培養之

核心能力如下： 
一、實踐個人與家庭生活

管理之能力。 
二、增進改善家庭生活之

創造力。 
三、經營生活中之人際關

係。 
四、積極參與家庭活動。

五、培養尊重、關懷與愛

的能力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

「家政」課程欲培養之核心

能力如下： 
一、瞭解關係與愛之內容與

重要性。 
二、珍惜與他人之關係與

愛。 
三、經營生活中關係與愛之

能力。 
四、辨別及分析個人與家庭

之生活管理內容與重要

性。 
五、提升個人與家庭生活管

1. 考 量 到 核 心

能 力 與 目 標

敘寫體例 (範

圍由小至大 )
一致，調整核

心 能 力 順

序。原課綱第

六 項 變 更 為

第一項，並酌

作文字修改。

2. 原 課 綱 第

四、第五、第

七 及 第 九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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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理之素養。 

六、積極實踐個人管理與家

庭生活管理之能力。 
七、認識家庭生活技能之內

容及重要性。 
八、樂意主動參與家庭生活

活動。 
九、開發創造家庭生活之技

能。 

併 入 新 課 綱

之第二項。 
3. 原 課 綱 第 一

至 第 三 項 目

標 併 入 新 課

綱 之 第 三 與

第五項。 
4. 原 課 綱 第 八

項 變 更 為 第

四項，並酌作

文字修改。 
時間

分配 
一 、 本 課 程 每 週 授 課 二

節，以二節連排為原

則，各校可彈性調整

授課學期。 
二、本課程學生至少修習

二學分，至多修習四

學分。 

一、本課程於第一、三學年

實施，每週授課二節，

各校可彈性調整授課學

期。 
二、本課程學生至少修習二

學 分 ， 至 多 修 習 六 學

分。 

1. 第 一 項 內 文

刪 除 實 施 學

年建議，給予

各校彈性。 
2. 遵 行 總 綱 規

定，本課程分

配 時 數 至 少

二學分，至多

四學分，因此

第 二 項 內 文

修 改 為 至 多

修習四學分。

教材

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

目「家政」課程二至四學

分。 

一、說明 
（一）從學生經驗出發，

以 家 庭 生 活 為 核

心，培養個人與經

營家庭所須具備的

生活能力。 
（二）在各主題融入多元

家庭生活文化、健

康 生 活 、 性 別 教

育、生涯發展、人

權 教 育 、 環 境 保

護、海洋教育、消

費教育、及資訊獲

得與判斷等重要概

念與能力。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

「家政」課程二至六學分。

一、說明 
（一）從學生經驗出發，以

家庭生活為核心，培

養個人學習與成長、

自立與發展、及創造

經營新家庭所須具備

的生活能力。 
（二）「生活實務」之教材內

容須包含實作活動，

以提升學生家庭生活

經營之實踐能力。 
（三）在各主題融入健康生

活、性別教育、生涯

發展、人權教育、環

境保護、消費教育、

資訊獲得與判斷等重

要概念與能力。 

1. 教 材 綱 要 前

言 修 改 為 二

至四學分。 
2. 第 一 項 說 明

內 涵 酌 作 文

字修改。 
3. 原 課 綱 第 二

項 說 明 之 內

容 已 涵 蓋 於

各 教 學 主 題

內。 
4. 原 課 綱 第 三

項 說 明 變 更

至第二項，並

增 加 多 元 家

庭 生 活 文

化、禮儀與海

洋 教 育 等 概

念與能力。 
5. 遵 行 總 綱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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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二、教材綱要架構內容與

建議實施參考節數 
 
 
（一）二學分教材綱要與

節數對照表 （二學

分 36 節） 
 

主題 參 考

節數 
一、家政與生活 1 
二、家人關係 3   
三、家庭衝突與

韌性 2 

四、性別的人我

關係 4 

五、擇偶與婚姻 2 
六、資源管理 4 
七、居家環境 4 
八、服飾計畫 4 
九、服飾管理 4 
十、膳食計畫與

製作 8 

 
 
 
 
 
（二）四學分教材綱要與

節數對照表 （四學

分 72 節） 

主題 參 考  
節數 

一、家政與生活 2 
二、家人關係 6 
三、家庭衝突與

韌性 6 

四、性別的人我

關係 6 

五、擇偶與婚姻 6 
六、資源管理 6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家

政」分為二學分、四學分、

六學分之課程。 
 
 
 
 
（一）二學分教材綱要與節

數對照表（二學分 36
節） 

 
主題 參 考

節數

1.青少年與家人關係  2 
2.兩性關係 2 
3.兩性交往 2 
4.婚姻準備 2 
5.家庭衝突與危機  2 
6.青少年生活管理 2 
7.飲食與生活 2 
8.個人形象管理 2 
9.壓力管理 2 
10.食品衛生安全 2 
11.家庭資源管理 2 
12.居家與環境 2 
13.服飾計畫 2 
14.休閒生活規劃 2 
15.服飾管理 2 
16.服飾與文化 2 
17.膳食計劃與製作 4 

 
（二）四學分教材綱要與節

數對照表  （四學分

72 節） 
主   題 參考 

節數 
1.青少年與家人關係 4 
2.兩性關係 4 
3.兩性交往 4 
4.同儕關係 2 
5.擇偶 2 
6.婚姻準備 2 
7.家庭衝突與危機 2 
8.青少年生活管理 4 

定，本課程分

配 時 數 至 少

二學分，至多

四學分，因此

本 課 程 教 材

綱 要 僅 包 含

二 學 分 與 四

學 分 之 教 學

內容，六學分

教 材 綱 要 與

節 數 對 照 表

予以刪除。 
6. 教 材 綱 要 架

構 內 容 與 建

議 實 施 參 考

節 數 按 原 課

綱 內 涵 予 以

精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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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七、居家環境 6 
八、服飾計畫 6 
九、服飾管理 10 
十、膳食計畫與

製作 18 
 

9.飲食與生活 2 
10.個人形象管理 4 
11.壓力管理 2 
12.食品衛生安全 4 
13.家庭資源管理 4 
14.家庭與法律 4 
15.居家與環境 4 
16.服飾計畫 4 
17.休閒生活規劃 2 
18.服飾管理 4 
19.服飾與文化 4 
20.膳食計劃與製作 6 
21.家庭生活 DIY 4 
 
（三）六學分教材綱要與節

數對照表  （六學分

108 節） 
主   題 參 考

節數

1.青少年與家人關係 4 
2.兩性關係 4 
3.兩性交往 2 
4.同儕關係 2 
5.擇偶 2 
6.婚姻準備 2 
7.親職 2 
8.家庭發展與變遷 4 
9.家庭衝突與危機 2 
10.青少年生活管理 4 
11.飲食與生活 2 
12.個人形象管理 6 
13.壓力管理 4 
14.食品衛生安全 4 
15.工作與家庭生活 2 
16.家庭資源管理 8 
17.家庭與法律 4 
18.居家與環境 4 
19.家政職業生涯 6 
20.服飾計畫 6 
21.休閒生活規劃 4 
22.服飾管理 4 
23.服飾與文化 4 
24.膳食計劃與製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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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25.飲食與文化 2 
26.家庭生活 DIY 8  

實施

要點 
一、教材編選 
（一）編寫教材時，應注

意與國民中小學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的 銜

接，並注意教材內

容應具時代性與前

瞻性。 
（二）教材之編選與撰寫

教科書時，應依據

教學目標與教材綱

要及銜接國中九年

一貫課程內容，適

合學生身心發展與

未來需要。 
（三）教材的內容應兼顧

認 知 、 情 意 與 技

能；內容、圖片、

資料宜兼顧男女兩

性。 
（四）編寫教科書時，宜

整合其他學科所學

且應避免不必要的

重複。 
（五）應配合教科書編印

教師手冊，以利教

學之實施。教學目

標 、 教 學 活 動 設

計、教學。 
（六）資源與學習評量等

內容應詳列於教科

書、教師手冊之中。

（七）教材與各項學習活

動，應力求配合學

生生活背景，以達

學以致用之目的。

二、教學方法 
（一）本科目教學宜廣泛

採 用 各 種 教 學 策

略，靈活運用適當

之教學方法，採學

生活動為中心之教

一、教材編選 
（一）編寫教材時，應注意

與國民中小學九年一

貫課程的銜接，並注

意教材內容應具時代

性與前瞻性。 
（二）教材之編選與撰寫教

科書時，應依據教學

目標與教材綱要及銜

接國中九年一貫課程

內容，適合學生身心

發展與未來需要。 
（三）教材的內容應兼顧認

知、情意與技能；內

容、圖片、資料宜兼

顧男女兩性。 
（四）編寫教科書時，宜整

合其他學科所學但應

避免不必要的重複。

（五）應配合教科書編印教

師手冊，以利教學之

實施。教學目標、教

學活動設計、教學。

（六）資源與學習評量等內

容應詳列於教科書、

教師手冊之中。 
（七）教材與各項學習活

動，應力求配合學生

生活背景，以達學以

致用之目的。 
 
 
 
 
 
 
 
 
 
 
 
 

1. 教 材 編 選 第

四 項 之 內 涵

酌 作 文 字 修

改，其他項目

未 變 動 如 左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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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學設計。 

（二）教學單元目標之設

定與教學活動之安

排，應重視學生的

個別差異輔導學生

循 手 腦 並 用 的 程

序，兼顧認知、情

意和技能三方面能

力的均衡發展。 
（三）教師除採用教科書

實施教學外，應善

用其他資源以增強

教科書之功能。 
（四）對於學習能力較佳

的學生，應鼓勵其

自行計劃作業以發

揮其潛能並培養創

造力。 
（五）對於學習能力較弱

的學生，除加強個

別輔導外並應調整

其學習進度、廣度

與深度。 
（六）對於身心障礙之學

生，應依其特殊困

難與需求，實施特

殊教學及輔導；必

要時宜與特殊教育

專業人員協同輔導

之。 
（七）教師應依據教學目

標、教學綱要、學

生能力與教學資源

等情況，採用適當

的教學方法，以達

成 教 學 之 預 期 目

標。 
（八）學校應力求教學設

備及教學媒體的充

實，教師教學時應

充分利用教材、教

具 及 其 他 教 學 資

源。 

 
 
 
 
 
 
二、教學方法 
（一）本科目教學宜廣泛採

用各種教學策略，靈

活運用適當之教學方

法，採學生活動為中

心之教學設計。 
（二）教學單元目標之設定

與教學活動之安排，

應重視學生的個別差

異輔導學生循手腦並

用的程序，兼顧認

知、情意和技能三方

面能力的均衡發展。

（三）教師除採用教科書實

施教學外，應善用其

他資源以增強教科書

之功能。 
（四）對於學習能力較佳的

學生，應鼓勵其自行

計劃作業以發揮其潛

能並培養創造力。 
（五）對於學習能力較弱的

學生，除加強個別輔

導外並應調整其學習

進度、廣度與深度。

（六）對於身心障礙之學

生，應依其特殊困難

與需求，實施特殊教

學及輔導；必要時宜

與特殊教育專業人員

協同輔導之。 
（七）教師應依據教學目

標、教學綱要、學生

能力與教學資源等情

況，採用適當的教學

方法，以達成教學之

預期目標。 
（八）學校應力求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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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九）教師應不斷自我進

修、充實新知，並

充 分 利 用 社 會 資

源，以改善教材內

容與教學方法。 
（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應注意知識獲得的

過程與方法和知識

的獲得同等重要，

因此須儘量引發學

生主動學習以取代

知識的灌輸。 
（十一）教師應透過本科

教學，導引學生

具獨立、客觀及

批判思考與判斷

力，以適應多變

的 社 會 生 活 環

境。 
（十二）教學時應充分利

用社會資源，適

時採用校外或建

教合作方式，使

理論與實際相結

合，以提高學習

興趣和效果。 
（十三）課程應視實際需

要得採用分組教

學，以增加實作

經驗，並提高能

力水準。 
 
三、教學評量 
（一）教學須作客觀的評

量，也可輔導學生

作 自 我 和 同 儕 評

量，以明瞭學習的

成就與困難，作為

後續補救或增益教

學之依據，並使學

生從成績進步中獲

得鼓勵。 
（二）評量的方法應採觀

及教學媒體的充實，

教師教學時應充分利

用教材、教具及其他

教學資源。 
（九）教師應不斷自我進

修、充實新知，並充

分利用社會資源，以

改善教材內容與教學

方法。 
（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

注意知識獲得的過程

與方法和知識的獲得

同等重要，因此須儘

量引發學生主動學習

以取代知識的灌輸。

（十一）教師應透過本科教

學，導引學生具獨

立、客觀及批判思

考與判斷力，以適

應多變的社會生活

環境。 
（十二）教學時應充分利用

社會資源，適時採

用校外或建教合作

方式，使理論與實

際相結合，以提高

學習興趣和效果。

（十三）課程應視實際需要

得採用分組教學，

以增加實作經驗，

並提高能力水準。

 
三、教學評量 
（一）教學須作客觀的評

量，也可輔導學生作

自我和同儕評量，以

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

難，作為後續補救或

增益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

獲得鼓勵。 
（二）評量的方法應採觀

察、演練、實習（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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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察 、 演 練 、 實 習

（ 驗 ）、口試、測

驗、學習歷程檔案

等多元方式實施，

教師可按教學內容

和性質，針對學生

的作業、報告、實

際操作、作品和其

他表現配合使用。

（三）除實施總結性評量

外，教學中更應注

重形成性評量，以

便及時瞭解學生學

習進度情形，及時

改善教學。 
（四）教學評量的結果並

妥予運用，除作為

教師改進教材、教

法及輔導學生依據

外，應將學生個人

成 績 通 知 學 生 家

長，以獲得共同的

瞭解與合作。 
（ 五 ） 未 通 過 評 量 的 學

生，教師應分析、

診斷其原因，實施

補救措施；對於資

優或績優學生，應

實施加深、加廣或

加快教學，使其潛

能 獲 致 充 分 的 發

展。 
 
四、教具及有關教學設

備(教學資源)各科

教材或單元間之聯

繫與配合  
（一）應依據高級中學課

程標準及設備標準

設置本科目教學所

需設施和設備。 
（二）本科目所需設施設

口試、測驗、學習歷

程檔案等多元方式實

施，教師可按教學內

容和性質，針對學生

的作業、報告、實際

操作、作品和其他表

現配合使用。 
（三）除實施總結性評量

外，教學中更應注重

形成性評量，以便及

時瞭解學生學習進度

情形，及時改善教

學。 
（四）教學評量的結果並妥

予運用，除作為教師

改進教材、教法及輔

導學生依據外，應將

學生個人成績通知學

生家長，以獲得共同

的瞭解與合作。 
（五）未通過評量的學生，

教師應分析、診斷其

原因，實施補救措

施；對於資優或績優

學生，應實施加深、

加廣或加快教學，使

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

展。 
 
 
 
 
 
 
四、教具及有關教學設

備(教學資源)各科教材

或單元間之聯繫與配合 
（一）應依據高級中學課程

標準及設備標準設置

本科目教學所需設施

和設備。 
（二）本科目所需設施設備

得由專職人員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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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備得由專職人員做

安全有效地管理。

（三）充實圖書與相關之

教學媒體。 
（四）與其他相關科目教

材之聯繫與配合應

強調科際整合並重

視力行實踐。 
（五）應與國民中學階段

相關科目之教材內

容相銜接。 
（六）宜善用學生在其他

相關科目所學之知

能。 

有效地管理。 
（三）充實圖書與相關之教

學媒體。 
（四）與其他相關科目教材

之聯繫與配合應強調

科際整合並重視力行

實踐。 
（五）應與國民中學階段相

關科目之教材內容相

銜接。 
（六）宜善用學生在其他相

關科目所學之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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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修訂大事紀要 
 

    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訂之大事紀要，詳見表 2。 
表 2  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訂大事紀要 

會議名稱 時間 地點 主要工作 
家政課程綱

要專案小組 
第一次會議 

96 年 4 月 20 日

PM 2:30-4:30 
臺灣師範大學 研議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科課程綱要

修訂計畫、進度與綱要修訂初稿，及

研討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專

案小組運作事宜。 
家政課程綱

要專案小組 
第二次會議 

96 年 5 月 9 日

PM 5:30-9:30 
臺灣師範大學 研議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

訂初稿、焦點座談推薦委員名單之確

認及六月份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

綱要小組會議時間。 
家政課程綱

要專案小組 
第三次會議 

96 年 5 月 16 日

PM 5:40-9:30 
臺灣師範大學 確認普通高級中學必修「家政」、選

修科目課程綱要修訂初稿、焦點座談

推薦委員名單再確認。 
南區焦點座

談會 
96 年 5 月 30 日

AM 9:00-11:00 
國立台南女中 研議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

訂事宜，作為於持續辦理公聽會之依

據。 
中區焦點座

談會 
96 年 5 月 30 日

PM 2:10-4:30 
國立台中護

理專科學校 
研議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

訂事宜，作為於持續辦理公聽會之依

據。 
北區焦點座

談會 
96 年 5 月 31 日

PM 2:00-4:00 
臺灣師範大學 研議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

訂事宜，作為於持續辦理公聽會之依

據。 
家政課程綱

要專案小組 
第四次會議 

96 年 6 月 6 日

PM 4:00-7:00 
臺灣師範大學 參酌北、中、南區焦點座談意見，確

認普通高級中學必修「家政」及選修

科目課程綱要修訂二稿、研議增加第

四科選修科目及七月份普通高級中學

家政科課程綱要小組會議時間。 
北區公聽會 96 年 6 月 13 日

PM 2:30-4:30 
臺灣師範大學 研議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

訂事宜，作為於持續修訂綱要之依據。

南區公聽會 96 年 6 月 21 日

PM 1:30-3:30 
國立台南女中 研議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

訂事宜，作為於持續修訂綱要之依據。

中區公聽會 96 年 6 月 26 日

AM 9:00-11:00 
國立台中護

理專科學校 
研議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修

訂事宜，作為於持續修訂綱要之依據。

家政課程綱

要專案小組 
第五次會議 

96 年 6 月 28 日

PM 3:30-5:30 
臺灣師範大學 參酌北、中、南區公聽會意見，確認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家政」及選修科

目課程綱要修訂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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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時間 地點 主要工作 
草案傳送計

畫行政小組 
96 年 7 月 13 日 臺南市成功大

學 
將綱要草案書面資料與電子檔送計畫

行政小組 

家政課程綱

要專案小組 
第六次會議 

96 年 9 月 9 日

PM 3:00-5:30 
臺灣師範大學 參酌普通高級中學家政科課程綱要審

查小組之審查意見，確認普通高級中

學必修「家政」及選修科目課程綱要

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