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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級中學全民國防教育科課程綱要修訂重點與特色 
97.01.29 定稿 

 

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目標 一、強調對國防安全知識的傳授。

二、強調對國人憂患意識的凝聚。

三、強調全民國防的理念與目標。

四、強調防衛動員的知能。 
五、強調反恐應變之重要。 
 

一、配合民國九十八年起新課綱中

原「國防通識」科將更名為「全

民國防教育」科，遂以全民國

防的理念作為授課的基礎，增

進學生的國防知識。 
二、提升學生的憂患意識，以培養

愛國愛鄉的情操。 
三、增加學生的防衛動員知能，以

有效落實全民國防。 
四、增進學生對反恐應變的瞭解，

以維護社會安全。 
核心 
能力 

一、瞭解當前國際與兩岸情勢發

展，以及我國所面臨之國家安

全威脅。 
二、認識我國國防政策的基本內容。

三、理解全民國防的意義及內容，

以及具備全民防衛動員的基本

概念與各項基本防衛技能。 
四、瞭解當代戰爭與軍事科技的特

色。 

一、介紹當前國際與兩岸情勢的發

展，以使學生瞭解我國所面臨

的國家安全威脅。 
二、增進學生對我國國防政策的瞭

解，具備全民防衛動員的基本

概念與各項基本防衛技能，以

落實全民國防。 
三、增進學生對當代戰爭與軍事科

技特色的瞭解，以掌握新時代

戰爭的發展，保護個人及國家

安全。 
時間 
分配 

一、必修科目從四學分刪減為二學

分。 
二、選修科目從四學分調整為由各

校自行決定。 
 

一、必修科目從四學分刪減為二學

分，授課內容必須調整精簡。

二、選修科目規劃五門，但實際開

課數由各校自行決定，落實選

課制精神。 
教材 
綱要 

一、配合新課綱將原「國防通識」

科更名為「全民國防教育」科，

在必修科目依據國防部所核訂

的五大主軸—國際情勢、國防

政策、全民國防、防衛動員、

與國防科技作為五大主題。 
（一）主題一國際情勢介紹分析當

前國際與亞太情勢發展、當

前兩岸情勢發展、與台灣戰

略地位。 
（二）主題二國防政策介紹分析國

家概念、意識與安全威脅，

我國國防政策理念、目標、

一、配合原課程更名，在必修科目

依據國防部所核訂的五大主軸

作為授課主題，以達成課程的

連貫性。 
二、介紹分析國家安全環境與威

脅，國家概念與意識，以提升

學生的憂患意識，培養愛國愛

鄉的情操。 
三、介紹分析我國國防政策理念、

政策與施政作為，以使學生瞭

解我國國防政策。 
 
四、介紹分析全民國防緣起、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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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政策、軍事戰略與建軍備戰

作為。 
（三）主題三全民國防介紹分析全

民國防緣起、內涵、功能、

與全民心防。 
（四）主題四防衛動員介紹分析全

民防衛動員理念與體系、災

害防制與應變機制、防護與

求生知能、基本防衛技能、

與防衛動員模擬演練。 
（五）主題五國防科技介紹分析當

代武器發展、海洋科技與國

防、國防科技政策、我國主

要武器。 
 
二、選修科目仍保留原國防通識科

之五大主題，但次序及主題名

稱與內容略作調整增刪。 
（一）主題一以「當代軍事科技」

取代原「第三波軍事科技」，

內容未變。 
（二）主題三以「兵家的智慧」取

代原「兵法的智慧」。內容增

加兵學概論，並以中西兩大

主要兵學家孫子與克勞塞維

茲之生平、學說與對後世影

響為教授重點。 
（三）主題四以「戰爭與危機的啟

示」取代原「戰爭啟示錄」。

內容分為台灣戰史與現代重

要戰爭與危機兩部分。台灣

戰史增加古寧頭戰役、八二

三砲戰、1995 及 1996 年台海

飛彈危機。現代重要戰爭與

危機介紹分析第二次世界大

戰、韓戰、越戰、古巴危機、

以阿戰爭、1999 年科索沃戰

爭、2001 年阿富汗戰爭、第

一及第二次波灣戰爭。 
（四）主題五以「恐怖主義與反恐

作為」取代原「恐怖主義與

反恐」。內容增加對九一一事

件的敘述與分析、我國反恐

與防衛動員機制，以使學生能

理解並配合全民國防之落實。

五、在基本防衛技能增加步槍射擊

實作，以增進學生之防衛能力。

六、增加海洋科技與國防之內容，

以落實海洋教育，並充實國防

知識內容。 
七、以孫子與克勞塞維茲作為中西

兩兵學家代表，以使學生理解

中西方兵學思想特色與差異，

培育對兵學研究的興趣與基

礎。 
八、增加 1999 年科索沃戰爭、2001

年阿富汗戰爭與第二次波灣戰

爭之介紹分析，以使學生瞭解

當代戰爭之特色。 
九、增加 1995 及 1996 年台海飛彈

危機與古巴危機之之介紹分

析，以使學生瞭解中外重大危

機之發展與意義，培養因應國

家安全危機之知識與意志。 
十、增加對九一一事件的介紹分

析，以使學生對當前恐怖主義

的威脅有更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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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重點 特色 
的機制。 

實施 
方法 

一、增加註明本課程之修訂係依據

《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7 條規

定辦理。 
二、增加註明編寫教材時，應注意

與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的

銜接。 
三、增加註明教學與教材編輯時，

應適時融入生涯發展與海洋教

育之內容。 
四、在教學方法上增加專業教師的

部分。 
 

一、說明本課程之教學目的與教學

內容，係依據《全民國防教育

法》第 7 條規定辦理，該條文

規定「各級學校應推動全民國

防教育」。 
二、強調教學與教材編輯應注意與

國中小學教育之連貫性，以達

成教育之一貫性。 
三、強調教育與教材編輯時，應適

時融入生涯發展與海洋教育，

以落實該項教育目標。 
四、配合未來非教官的全民國防專

業師資亦可擔任本科教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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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暫綱與新課綱之課綱內容差異說明 
 

科目名稱：全民國防教育（必修科目） 
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目標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欲

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培育宏觀國際視野，

增進國防安全知識。

二、凝聚國人憂患意識，

淬煉愛國愛鄉情操。

三、深化全民國防共識，

確保國家整體安全。

四、提升防衛動員知能，

實踐全民國防目標。

五、熟悉安全應變機制，

奠定社會安全基礎。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

目「國防通識」課程欲達

成之目標如下： 
一、建立正確國家安全概

念，培育宏觀國際視

野。 
二、增進中西兵學理論知

識，涵養基本領導能

力。 
三、拓展臺海戰役研究視

野，深化愛鄉愛國觀

念。 
四、傳授國防科技新知，

培養研究國防科技興

趣。 
五、增進實用軍事知能，

提升緊急應變基本能

力。 

一、自九十八年起，

原「國防通識」

科更名為「全民

國防教育」，以更

符合當前國防政

策與需求。 
二、依據新的課綱內

容 調 整 教 學 目

標，但與原先的

目標仍有相當的

重疊。 

核心 
能力 

本課程所欲培養之核

心能力如下： 
一、瞭解當前國際與兩岸

情勢發展，以及我國

的戰略地位。 
二、認識我國所面臨之國

家安全威脅與國防政

策的基本內容。 
三、理解全民國防的意

義 、 內 容 及 其 重 要

性。 
四、瞭解全民防衛動員的

基本概念、組織體系

與具備各項基本防衛

技能。 
五、認識我國國防科技政

策與國軍主要武器裝

備。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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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時間 
分配 

全民國防教育必修課

程為一學年之課程，安排

於高一，每週一節課，共

計二學分。 

國防通識必修課程為

二學年之課程，安排於高

一、高二，每週一節課，

共計四學分。各校亦可依

實際排課需要，開設一學

年每學期二學分。 
 
 

自九十八年起，

原國防通識必修課程

由四學分縮減為二學

分 ， 安 排 於 高 一 教

授。 

教材 
綱要 

主題一、國際情勢 
主要內容： 
1.國際情勢分析 
說明： 
1-1 當前國際與亞太情勢

發展 
1-2 當前兩岸情勢發展 
1-3 台灣戰略地位分析 
 
主題二、國防政策 
主要內容： 
1.國家安全概念 
說明： 
1-1 國家概念與國家意識

1-2 安全與國家安全意涵

1-3 我國國家安全威脅評

析 
2.我國國防政策 
說明： 
2-1 我國國防政策理念與

目標 
2-2 我國國防政策與國防

施政 
2-3 我國軍事戰略與建軍

備戰 
 
主題三、全民國防 
主要內容： 
1.全民國防導論 
說明： 
1-1 全民國防之內涵與功

能 
1-2 全民國防教育之緣起

及其重要性 
1-3 全民心防與心理作戰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

目「國防通識」課程四學

分。 
第一學年 
主題一、國家安全概論 
主要內容： 
1.國家安全一般認識 
說明： 
1-1 國家安全的定義 
1-2 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

1-3 國家安全與永續發展

2.國家安全政策制定 
2-1 制定因素 
2-2 政策法治化 
3.現今國際情勢 
3-1 國際安全環境 
3-2 全球軍事情勢 
3-3 亞洲軍事情勢 
4.我國國家安全 
4-1 威脅要素 
4-2 當前政策與整備 
主題二、臺海戰役 
主要內容： 
1.古寧頭戰役 
說明： 
1-1 戰爭起因 
1-2 戰前情勢 
1-3 戰爭經過 
1-4 勝負分析與啟示 
2.八二三砲戰 
說明： 
2-1 戰爭起因 
2-2 戰前情勢 
2-3 戰爭經過 
2-4 勝負分析與啟示 

一、新課綱主題係依

據國防部所核定

之全民國防教育

五 大 主 軸 而 訂

定，以求全民國

防教育之全國一

致性與連貫性。

此五大主題分別

為國際情勢、國

防政策、全民國

防、防衛動員與

國防科技。 
二、必修課程學分由

四學分刪減為二

學分，故在內容

上亦需作必要的

增刪。但新課綱

之主題與內容，

和原課綱仍有相

當之重疊。 
三、原課綱中之台海

戰役與兵家述評

改 列 於 選 修 課

程。 
四、主題四防衛動員

中增加步槍射擊

預習與實作，使

學生瞭解及熟悉

步槍之使用，以

增進防衛動員之

力量，保護個人

與國家安全。 
五、主題五國防科技

內容增列「海洋

科技與國防」，以



 20-6

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主題四、防衛動員 
主要內容： 
1.全民防衛動員概論 
說明： 
1-1 全民防衛動員之基本

認知 
1-2 全民防衛動員體系簡

介 
2.災害防制與應變 
說明： 
2-1 災害防制與應變機制

簡介 
2-2 核生化基本防護 
2-3 求生知識與技能 
3.基本防衛技能 
說明： 
3-1 徒手基本教練 
3-2 步槍操作基本技能 
3-3 射擊預習與實作 
4.防衛動員模擬演練 
說明： 
4-1 防衛動員演練之機制

與設計 
4-2 防衛動員的實作 
 
主題五、國防科技 
主要內容： 
1.國防科技概論 
說明： 
1-1 當代武器發展介紹 
1-2 海洋科技與國防 
1-3 國防科技政策 
1-4 國軍主要武器介紹 

主題三、國防通識教育概

述 
主要內容： 
1.國防通識教育沿革 
說明： 
1-1 學生軍訓教育簡介 
1-2 國防通識教育內涵 
2.國防通識教育與全民國

防 
2-1 全民國防的意涵 
2-2 國防通識教育與全民

國防的關係 
 
主題四、學生安全教育 
主要內容： 
1.安全應變與危機管理 
說明： 
1-1 安全應變的觀念與原

則 
1-2 危機管理的機制與運

用 
2.意外事件的防範及處置

說明： 
2-1 交通事故 
2-2 暴力事件 
2-3 性騷擾與性侵害 
2-4 食物中毒 
2-5 溺水 
2-6 其他 
3.災害的防範及處置 
說明： 
3-1 風災 
3-2 震災 
3-3 水災 
3-4 火災 
3-5 其他 
4.權益與保障 
 
主題五、民防常識 
主要內容： 
1.民防的意義與特性 
2.民防實務介紹 
 

落實海洋政策白

皮書。 
 
 
 



 20-7

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主題六、基本教練 
主要內容： 
1.徒手基本教練 
說明： 
1-1 立正、稍息、敬禮 
1-2 停止及行進間轉法 
第二學年 
主題一、兵家述評 
主要內容： 
1.孫子 
說明： 
1-1 生平事蹟 
1-2《孫子兵法》主要內涵

1-3 對後世的影響 
2.拿破崙 
說明： 
2-1 生平事蹟 
2-2 對後世的影響 
 
主題二、國防科技概論 
主要內容： 
1.科技與國防 
說明： 
1-1 國防科技的意涵 
1-2 國防科技與經濟民生

2.武器系統介紹 
說明： 
2-1 槍、砲 
2-2 飛彈與火箭 
2-3 戰鬥載具 
2-4 生化戰劑 
2-5 核子武器 
2-6 電子作戰 
2-7 其他 
3.我國國防科技 
說明： 
3-1 國防自主的重要性 
3-2 研發成果 
3-3 未來展望 
 
主題三、軍警校院簡介 
主要內容： 
1.國軍軍事校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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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說明： 
1-1 校史簡介 
1-2 發展特色 
2.警察校院簡介 
說明： 
2-1 校史簡介 
2-2 發展特色 
3.生涯規劃與兩性發展 
 
主題四、方位判定與方向

維持 
主要內容： 
1.方位判定 
說明： 
1-1 方位判定的方法 
1-2 方位判定的實作 
2.方向維持 
說明： 
2-1 方向維持的方法 
2-2 方向維持的實作 
 
主題五、地圖閱讀 
主要內容： 
1.軍用地圖 
說明： 
1-1 認識軍用地圖 
1-2 軍用地圖判讀 
2.簡要地圖 
說明： 
2-1 簡要地圖介紹 
2-2 簡要地圖繪製 
 
主題六、兵役簡介 
主要內容： 
1.兵役制度 
2.兵役實務 
3.軍中人權 
 
主題七、基本教練 
主要內容： 
1.持槍基本教練 
說明： 
1-1 持槍立正、稍息 
1-2 各種攜槍姿勢 



 20-9

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實施 
方法 

一、教材編輯 
（一）本課程依據《全民

國防教育法》第 7
條規定辦理，讓學

生在多元教學中認

知國防與全民的關

係，以達成「全民

國防」之目的。 
（二）編寫教材時，應注

意與國民中小學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的 銜

接，並應具時代性

及前瞻性。 
（三）涉及其他相關學科

內容時，應保持適

當區隔，明確規劃

全民國防教育專業

領域。 
（四）教材編撰篇幅，須

以課程單元時數多

寡 ， 適 當 編 寫 配

置；教材綱要所列

舉的說明事項，係

供編撰教科書及教

學參考之用，得由

編著者與教師斟酌

變 更 其 次 序 及 內

容。 
（五）教材內容宜由簡而

繁，由淺而深，循

序 漸 進 ， 段 落 清

晰，條理分明，使

學生易學、易懂。

（六）圖片編排，採質量

並重原則；圖片說

明，宜簡潔明白，

期能加深印象，增

進學習興趣，提升

學習效果；各種教

學 相 關 資 源 之 取

得、運用，應尊重

智慧財產權。 
 

一、教學要點 
（一）「國家安全」領域：

旨在教導學生正確國

家安全概念，瞭解世界各

國及我國國家安全政策，

體認個人與國家安全關

係，建立全民國防共識，

培育宏觀國際視野。 
（二）「兵學理論」領域：

旨在使學生從中西兵

家的治軍用兵思想中，瞭

解戰爭指導與建軍用兵的

基本原理，體會卓越的領

導風格，從而啟發兵學研

究興趣，涵養基本領導能

力。 
（三）「軍事戰史」領域：

旨在使學生經由中外

重要戰役介紹，明瞭瞬息

萬變的戰場景況，使學生

深刻體認慎戰與和平的真

義，進而體察戰爭與國家

民族存亡絕續之關係，以

建立憂患意識，激勵愛鄉

愛國情操。 
（四）「國防科技」領域：

旨在使學生認識科技

與國防的關係，並對國防

科技基本原理、概念有所

了解，並藉著武器系統發

展現況與未來展望之介

紹，導引學生對國防科技

新知之興趣。 
（五）「軍事知能」領域：

本領域兼具知識性與

實用性，強調學理與實作

並重。 
1.國防通識教育概論：

由學生軍訓簡介為起

點，進而探討國防通

識教育內涵。 
2.學生安全教育：係由

個人安全著手，提升

一、刪除原課綱中 
的教學要點。 

二、在教材編輯中 
首先明確指出，

本 課 程 係 依 據

《全民國防教育

法》第７條規定

辦理，以達成「全

民 國 防 」 之 目

的。 
三、在教材編輯中明

確要求，應注意

與國民中小學九

年一貫課程的銜

接。 
四、在教材編輯中明

確要求，應適時

融入生涯發展與

海洋教育內容。

五、在教學方法上增

加專業教師的部

分，以配合未來

非教官的全民國

防專業師資亦可

擔任本科教學工

作。 
六、教具及有關教學

設 備 、 教 學 評

量、與其他方面

之聯繫則將原國

防通識文字更名

為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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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七）教師手冊、多媒體

輔教等資料之編撰

應配合教科書，針

對特殊事件、人物

或軍事術語等提供

補充資料與相關文

獻，以利教學參考

運用。 
（八）凡文中初次出現之

外國人、地、物等

譯名，均須附註原

文。譯名以教育部

頒定為準；若未統

一者，以坊間同類

書籍所譯最適當、

通行者為準。 
（九）本教材須結合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總綱

「課程設計原則」

第四點精神適時融

入「生涯發展、生

命教育、性別平等

教育、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海洋教

育（包括區辨海域

衝突之原因、海上

海下的國防科技武

器）、環保教育、永

續發展、多元文化

及 消 費 者 保 護 教

育」等議題。 
 
二、教學方法 
（一）每一單元教學前，

應熟讀教材及教師

手冊內容，確立教

學目標，完成教學

構想，撰寫授課計

畫 ， 設 計 教 學 活

動，並運用適當教

學 方 法 與 教 學 資

源 ， 據 以 實 施 教

學。 

學生自我保護及應變

能力。 
3.民防常識：旨在結合

全 民 防 衛 動 員 的 觀

念，做好戰時及非常

時期勤務編組，培養

防護能力。 
4.軍警校院簡介：藉由

軍警校院現況介紹，

提供學生生涯規劃參

考。 
5.地圖閱讀、方位判定

與方向維持：在使學

生習得各種方位判定

及方向維持的要領與

熟悉簡要地圖繪製要

領，增進其野外活動

的應變能力。 
6.兵役簡介：使學生了

解現行兵役制度與相

關實務及軍中人權狀

況。 
7.基本教練：旨在使學

生 習 得 軍 事 基 本 動

作，並藉準則的操練

與嚴謹之要求，培養

良好儀態及團體協調

能力。 
 

 

 
二、教學方法 
（一）每一單元教學前，

應熟讀教材及教師

手冊內容，確立教

學目標，完成教學

構想，撰寫授課計

劃 ， 設 計 教 學 活

動，並運用適當教

學 方 法 與 教 學 資

源 ， 據 以 實 施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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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二）為因應課程準備，

各校應依實際狀況

及教官（師）專長，

編 成 教 學 研 究 小

組，並可酌情結合

相關授課者，得採

協 同 教 學 方 式 授

課，以落實教學成

效。 
（三）教學活動應配合各

校學生素質、教學

環境、輔教設備等

條件之差異，適當

安排教材與進度。

教學過程中引導學

生研討活動與教官

（師）講解並重。

（四）教學方式應依教材

性質內容，酌採講

述、示範、實作、

討論、詢答、辯論、

測驗、電化教學、

參訪或專題研究等

教學方式，鼓勵學

生閱讀補充讀物，

多元運用圖表、投

影片、模型等輔助

教材，以增進教學

效果。 
（五）運用時事及其他課

外活動學習心得，

指導學生利用相關

資訊，從國防軍事

觀點去思考和類化

推理，以瞭解事物

不同層面之現象與

發展，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意願。

（六）教學實施應隨時蒐

集最新資料，充實

教學內容，與時俱

進。 
 

（二）為因應五大領域課

程，各校應依實際

狀況及教官專長，

編 成 教 學 研 究 小

組，並酌情結合兩

位以上教官，採協

同教學方式授課，

以落實教學成效。

（三）教學活動應配合各

校學生素質、教學

環境、輔教設備等

條件之差異，適當

安排教材與進度。

教學過程中引導學

生研討活動與教官

講解並重。 
（四）教學方式應依教材

性質內容，酌採講

述、示範、實作、

討論、詢答、辯論、

測驗、電化教學、

參訪或專題研究等

啟發式教學，鼓勵

學 生 閱 讀 補 充 讀

物 ， 多 元 運 用 圖

表、幻燈片、投影

片、模型等輔助教

材，以增進教學效

果。 
（五）運用時事及其他課

外活動學習心得，

指導學生利用相關

資訊，從國防軍事

觀點去思考和類化

推理，以瞭解事物

不同層面之現象與

發展，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意願。

（六）應隨時蒐集最新資

料 ， 充 實 教 學 內

容，與時俱進。 
（七）教學應著重邏輯思

考、判斷、創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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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七）教學應著重邏輯思

考、獨立判斷、創

造能力之培養及正

確認知之建立，增

進學生團結合作、

民主法治精神與責

任感。 
（八）教學歷程應著重實

際操作與演練，並

注意學生安全，除

依據課程所訂時間

實施外，更應利用

學 校 相 關 活 動 時

間 ， 相 機 指 導 練

習，以收寓教於生

活之效。 
（九）授課時，應掌握學

生學習情緒，並結

合生活輔導，相機

融入生涯發展、生

命教育、海洋教育

（包括區辨海域衝

突之原因、海上海

下 的 國 防 科 技 武

器）、性別平等教

育、法治教育、人

權 教 育 、 環 保 教

育、消費者保護教

育、多元文化及永

續發展等議題。 
（十）每次授課完畢，應

紀 錄 教 學 執 行 情

形，並隨時自我評

量，以求精進。 
 
 
三、教具及有關教學設備

（一）全民國防教育相關

軟、硬體設施之良

窳，與落實教學成

效之關係至鉅，各

校 應 妥 為 規 劃 運

用。 

力之培養及正確認

知之建立，增進學

生團結合作、民主

法 治 精 神 與 責 任

感。 
（八）應著重實際操作與

演練，並注意學生

安全，除依據課程

所訂時間實施外，

更應利用學校相關

活動時間，相機指

導練習，以收寓教

於生活之效。 
（九）授課時，應掌握學

生學習情緒，並結

合生活教育，相機

融入生命教育、兩

性 教 育 、 法 治 教

育、人權教育、環

保教育、消費者保

護教育、原住民教

育及永續發展之觀

念。 
（十）每次授課完畢，應

紀 錄 教 學 執 行 情

形，並隨時自我評

量，以求精進。 
 

 

 

 

 
 
 
 
 
 
 
 
 
 
 
 
 
 
 
 
 
 
 

三、教具及有關教學設備

（一）國防通識教學相關

軟、硬體設施之良

窳，與落實教學成

效之關係至鉅，各

校 應 妥 為 規 劃 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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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二）各校全民國防教育

教學專業教室，應

蒐集全民國防教育

各課程單元相關資

料，隨時充實教學

資 源 ， 並 交 流 共

享。 
（三）各校應檢討編列預

算購置或研製有關

課程教學投影片、

光碟、模型、電腦

教學軟體等輔教器

材，使教學活潑生

動而有效。 
 
四、與其他方面之聯繫 
（一）本綱要應與歷史、

地理、公民與社會

或其他相關學科之

教材與議題配合，

但加以區隔，以達

相輔相成，拓展學

生學習領域和綜合

思考能力。 
（二）全民國防教育除本

科外，另設選修科

目：包括當代軍事

科技、野外求生、

兵家的智慧、戰爭

與危機的啟示、及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

為等。 
（三）各校應單獨成立「全

民國防教育」教學研

究會或領域課程小

組，並遵照有關規定

舉行會議，其討論應

以教材及教學方法

之研究為主。 
 
五、教學評量 
（一）教學評量方式採多

樣化，包括討論、

（二）各校應成立國防通

識專業教室，蒐集

各課程單元相關資

料，隨時充實教學

資 源 ， 並 交 流 共

享。 
（三）編列預算購置或研

製有關課程教學幻

燈片、投影片、錄

影帶、光碟、模型、

電腦教學軟體等輔

教器材，使教學活

潑生動。 
 
 
四、教學評量 
（一）教學評量方式採多

樣化，包括討論、

問答、資料蒐集整

理、報告、實作、

單元教學活動表現

及筆試等；評量之

設計應以培養學生

思考、表達及操作

能力為原則。 
（二）學期成績之評量：

依各校學生成績考

查相關規定辦理。

（三）對特殊需要學生，

予以個別輔導或實

施補救教學。 
 

 

 

 

 

 

 
 
 
 
 
 
 
 
 
 
 
 
 
 
 

五、教材編輯 
（一）教材編輯之方向與

內容，應具時代性

與前瞻性，並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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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問答、資料蒐集整

理、報告、實作、

單元教學活動表現

及筆試等；評量之

設計應以培養學生

思考、表達及操作

能力為原則。 
（二）學期成績之評量：

依各校學生成績考

查相關規定辦理。

（三）對特殊需要學生，

予以個別輔導或實

施補救教學。 

國家政策，落實教

學目標，並考量學

生學習情緒與認知

層次，作通盤性規

劃，務期具統整性

和連貫性，避免重

複或錯置。 
（二）涉及其他相關學科

內容，應保持適當

區隔，明確規劃國

防通識專業領域。

（三）本課程依據「普通

高 級 中 學 課 程 草

案」總綱之實施通

則第五點：「生命教

育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法治教育、人

權 教 育 、 環 保 教

育、永續教育、原

住民教育及消費者

保護教育等議題宜

納 入 相 關 的 課 程

中，以期讓學生在

不同的科目脈絡中

思考這些議題，以

收相互啟發整合之

效。」 
（四）教材編撰篇幅，須

以課程單元時數多

寡 ， 適 當 編 寫 配

置。 
（五）教材內容宜由簡而

繁，由淺而深，循

序 漸 進 ， 段 落 清

晰，條理分明，使

學生易學、易懂。

（六）圖片編排，質量並

重；圖片說明，簡

潔明白，以加深印

象 ， 增 進 學 習 興

趣 ， 提 升 學 習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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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七）教師手冊、多媒體

輔教等資料之編撰

應配合教科書，針

對特殊事件、人物

或軍事術語等提供

補充資料與相關文

獻，以利教學參考

運用。 
（八）各種教學相關資源

之取得、運用，應

尊重智慧財產權。

（九）教材中使用年代，

須以中國歷代紀元

為主，重要事件年

代 可 附 註 西 曆 紀

元，以利對照。 
（十）凡文中初次出現之

外國人、地、物等

譯名，均須附註英

文原名。譯名以教

育部頒定為準；若

未統一者，以坊間

同類書籍所譯最適

當、通行者為準。

 
六、與其他方面之聯繫 
（一）本綱要應與歷史、

地理、社會或其他

相關學科之內容配

合，但加以區隔，

以達相輔相成，拓

展學生學習領域和

綜合思考能力。 
（二）國防通識教育涵蓋

全民防衛精神、動

員 教 育 與 生 活 教

育 ， 宜 與 學 校 教

學、學生事務、輔

導等相關單位密切

配合，以增進教學

與輔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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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暫綱與新課綱之課綱內容差異說明 
 

科目名稱：全民國防教育（選修科目） 
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目標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

目「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培育歷史宏觀視野，

深植慎戰和平理念。

二、充實兵學知識素養，

涵養國防戰略思維。

三、瞭解先進科技知能，

擴大國防知識視野。

四、養成反恐應變能力，

奠定社會安全基石。

五、培養野外求生知能，

增進自我防衛能力。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

目「國防通識」課程欲達

成之目標如下： 
一、建立國防政策認知，

促進全民防衛參與。

二、增進兵學理論知識，

涵養邏輯思維理則。

三、啟發宏觀戰爭視野，

深植慎戰和平理念。

四、介紹先進科技發展，

開拓國防科技視野。

五、傳授野外求生知能，

培養基本求生能力。

一、將目標依據新的

課綱內容予以調

整。 
二 、 基 本 上 主 題 未

變，目標的內涵

則予以調整。 

核心 
能力 

本課程所欲培養之核

心能力如下： 
一、評論現代重要戰爭與

台灣戰史之歷程與意

義。 
二、說明中外重要兵學家

的生平及兵學思想。

三、瞭解當代戰爭與軍事

科技的特色，並對各

項先進武器建立基本

認識。 
四、理解當前國際恐怖主

義之威脅，及世界主

要國家與我國的反恐

政策與作為。 
五、具備野外求生的基本

知識與能力。 

 一、新增。 
二、依據新課綱內容

而建立。 

時間 
分配 

「全民國防教育」選

修課程可安排於高中一、

二、三學年實施。 

「國防通識」選修課程可

安排於高中一、二、三學

年，共計四學分。 

一、選修的學分取消

四學分的上限，

由 各 校 自 行 安

排。 

教材 
綱要 

主題一、當代軍事科技 
主要內容： 
1.軍事科技的演變 

主題一、恐怖主義與反恐

主要內容： 
1.恐怖主義概述 

一 、 主 題 基 本 上 未

變，但次序、內

容 及 文 字 則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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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說明： 
1-1 戰爭型態的演變 
1-2 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

2.軍事事務革新 
說明： 
2-1 意義與內容 
2-2 各主要國家發展方向

2-3 我國的軍事革新作為

3.先進武器簡介 
說明： 
3-1 資訊作戰 
3-2 電磁防護 
3-3 飛彈防禦系統 
3-4 精準武器 
3-5 無人遙控載具 
3-6 隱形載具 
3-7 非致命武器 
3-8 其他 
4.未來軍事科技發展趨勢

說明： 
4-1 生物科技 
4-2 奈米科技 
4-3 太空科技 
4-4 其他 
 
主題二、野外求生 
主要內容： 
1.野外活動準備事項 
說明： 
1-1 活動計畫 
1-2 整備要領 
2.野外求生常識 
說明： 
2-1 台灣野外地區特性 2-2
可食用植物（或生物）的

認識 
2-3 環境生態保育 
3.野外求生基本知能 
說明： 
3-1 應變原則 
3-2 急救要領 
3-3 求救方式 
3-4 食物取得 

說明： 
1-1 定義 
1-2 類型 
1-3 特性 
2.恐怖主義的威脅與危害

說明： 
2-1 恐怖組織 
2-2 恐怖活動 
3.國際反恐作為 
說明： 
3-1 反恐政策 
3-2 反恐組織 
3-3 反恐部隊 
3-4 反恐行動 
4.我國反恐作為 
說明： 
4-1 反恐政策 
4-2 反恐部隊 
4-3 反恐行動 
 
主題二、兵法的智慧 
主要內容： 
1.吳起兵法 
說明： 
1-1 吳起生平 
1-2《吳起兵法》主要內涵

1-3 對後世影響 
2.六韜 
說明： 
2-1 姜太公生平 
2-2《六韜》主要內涵 
2-3 對後世影響 
3.李衛公問對 
說明： 
3-1 李靖生平 
3-2《李衛公問對》主要內

涵 
3-3 對後世影響 
4.戰爭論 
說明： 
4-1 克勞塞維茲生平 
4-2《戰爭論》主要內涵

4-3 對後世影響 

調整及增刪。 
二、原「第三波軍事

科技」更名為「當

代軍事科技」以

符合現況用語。

三、原「兵法的智慧」

改為「兵家的智

慧」，刪掉吳起、

姜太公、李靖、

約米尼、李德哈

特的介紹，專注

於孫子與克勞塞

維茲的生平與兵

法介紹，以使學

生瞭解中西兵學

的代表人物與思

想。 
四、原「戰爭啟示錄

更名為「戰爭與

危機的啟示」，刪

掉長平之戰、赤

壁之戰、坦能堡

戰役、與中途島

戰役。將戰史的

介紹分為台灣戰

史與現代重要戰

爭兩部分。台灣

戰史部分增加古

寧頭戰役、八二

三 砲 戰 與 1995
及 1996 年台海

飛彈危機。以增

進學生對台灣過

去戰爭與危機的

瞭解，培養愛國

情操與保衛國土

的意志。現代重

要戰爭部分增加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韓戰、越戰、

古巴危機、以阿

戰爭、1999 年科

索沃戰爭、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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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3-5 野炊技能 
3-6 住所搭建 
4.實作練習 
說明： 
4-1 計畫撰寫 
4-2 狀況模擬與處置 
 
主題三、兵家的智慧 
主要內容： 
1.兵學概論 
說明： 
1-1 兵學的意義與內涵 
1-2 兵學的發展歷程與研

究方法 
2.孫子兵法 
說明： 
2-1 孫子生平 
2-2《孫子兵法》主要內涵

2-3 對後世影響 
3.戰爭論 
說明： 
3-1 克勞塞維茲生平 
3-2《戰爭論》主要內涵

3-3 對後世影響 
 
主題四、戰爭與危機的啟

示 
主要內容： 
1.台灣戰史 
說明： 
1-1 明鄭時期戰役 
1-2 日本侵台戰爭 
1-3 古寧頭戰役與八二三

砲戰 
1-4 1995 及 1996 年台海飛

彈危機 
2.現代重要戰爭 
說明： 
2-1 第二次世界大戰 
2-2 韓戰與越戰 
2-3 古巴危機與以阿戰爭

2-4 1999 年科索沃戰爭與

2001 年阿富汗戰爭 

5.戰爭藝術 
說明： 
5-1 約米尼生平 
5-2《戰爭藝術》主要內涵

5-3 對後世影響 
6.間接路線 
說明： 
6-1 李德哈特生平 
6-2《間接路線》主要內涵

6-3 對後世影響 
 
主題三、戰爭啟示錄 
主要內容： 
1.長平之戰 
說明： 
1-1 戰爭起因 
1-2 戰前情勢 
1-3 戰爭經過 
1-4 勝負分析與啟示 
2.赤壁之戰 
說明： 
2-1 戰爭起因 
2-2 戰前情勢 
2-3 戰爭經過 
2-4 勝負分析與啟示 
3.鄭成功復臺戰役 
說明： 
3-1 戰爭起因 
3-2 戰前情勢 
3-3 戰爭經過 
3-4 勝負分析與啟示 
4.馬關割臺與抗日 
說明： 
4-1 戰爭起因 
4-2 戰前情勢 
4-3 戰爭經過 
4-4 勝負分析與啟示 
5.奧斯特里茲戰役 
說明： 
5-1 戰爭起因 
5-2 戰前情勢 
5-3 戰爭經過 
5-4 勝負分析與啟示 

年阿富汗戰爭與

2003 年第二次波

灣戰爭，以使學

生對當代戰爭的

趨勢與意義有深

入的瞭解。 
五、原「恐怖主義與

反恐」更名為「恐

怖主義與反恐作

為」以符合授課

內容。增加對九

一 一 事 件 的 介

紹，以使學生對

當代恐怖主義的

發展與反恐戰爭

的由來有深入的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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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2-5 1991 年第一及 2003 年

第二次波灣戰爭 
 
主題五、恐怖主義與反恐

作為 
主要內容： 
1.九一一事件概述 
說明： 
1-1 發生經過 
1-2 起因分析 
1-3 事件之影響 
2.恐怖主義的威脅與危害

說明： 
2-1 恐怖主義定義與類型

2-2 主要恐怖組織與活動

2-3 對全球與區域安全的

影響 
3.國際反恐作為 
說明： 
3-1 主要國家反恐政策 
3-2 主要國家反恐行動 
4.我國反恐作為 
說明： 
4-1 反恐政策與機制 
4-2 反恐部隊 
4-3 反恐行動 

6.坦能堡戰役 
說明： 
6-1 戰爭起因 
6-2 戰前情勢 
6-3 戰爭經過 
6-4 勝負分析與啟示 
7.中途島戰役 
說明： 
7-1 戰爭起因 
7-2 戰前情勢 
7-3 戰爭經過 
7-4 勝負分析與啟示 
8.波斯灣戰爭 
說明： 
8-1 戰爭起因 
8-2 戰前情勢 
8-3 戰爭經過 
8-4 勝負分析與啟示 
 
主題四、第三波軍事科技

主要內容： 
1.軍事科技的演變 
說明： 
1-1 戰爭型態 
1-2 第三波軍事科技的特

色 
2.軍事事務革新 
說明： 
2-1 意涵 
2-2 發展方向 
2-3 我國的革新作為 
3.先進武器簡介 
說明： 
3-1 資訊作戰 
3-2 電磁防護 
3-3 飛彈防禦系統 
3-4 精準武器 
3-5 無人遙控載具 
3-6 隱形載具 
3-7 非致命武器 
3-8 其他 
4.先進軍事科技發展趨勢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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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4-1 生物科技 
4-2 奈米科技 
4-3 太空科技 
4-4 其他 
 
主題五、野外求生 
主要內容： 
1.野外活動準備事項 
說明： 
1-1 活動計畫 
1-2 整備要領 
2.野外求生常識 
說明： 
2-1 台灣野外地區特性 
2-2 可食物的認識 
2-3 環境生態保育 
3.野外求生基本知能 
說明： 
3-1 應變原則 
3-2 急救要領 
3-3 求救方式 
3-4 食物取得 
3-5 野炊技能 
3-6 住所搭建 
4.實作練習 
說明： 
4-1 計畫撰寫 
4-2 狀況模擬與處置 
 

實施 
方法 

一、教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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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應具時代性及前

瞻性。 
（二）涉及其他相關學科

內容時，應保持適

當區隔，明確規劃

全民國防教育專業

領域。 
（三）教材編撰篇幅，須

以課程單元時數多

一、教學要點 
（一）「國家安全」領域：

旨在教導學生正確國

防政策認知，瞭解世界各

國及我國國防政策，體認

政治、經濟、心理、軍事

等基本國力與國家安全之

關係，建立全民國防共

識。 
（二）「兵學理論」領域：

旨在使學生從中西兵

家的治軍用兵思想中，瞭

解戰爭指導與建軍用兵的

基本原理，體會卓越超群

一、刪除教學要點。

二、教材編輯中增 
加應注意與國民

中小學九年一貫

課程的銜接。 
三、教材編輯中增應

融入生涯發展與

海 洋 教 育 的 內

容。 
四、在教學方法中增

加專業教師的部

分，以配合未來

非教官的全民國

防專業師資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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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寡 ， 適 當 編 寫 配

置；教材綱要所列

舉的說明事項，係

供編撰教科書及教

學參考之用，得由

編著者與教師斟酌

變 更 其 次 序 及 內

容。 
（四）教材內容宜由簡而

繁，由淺而深，循

序 漸 進 ， 段 落 清

晰，條理分明，使

學生易學、易懂。

（五）圖片編排，採質量

並重原則；圖片說

明，宜簡潔明白，

期能加深印象，增

進學習興趣，提升

學習效果；各種教

學 相 關 資 源 之 取

得、運用，應尊重

智慧財產權。 
（六）教師手冊、多媒體

輔教等資料之編撰

應配合教科書，針

對特殊事件、人物

或軍事術語等提供

補充資料與相關文

獻，以利教學參考

運用。 
（七）凡文中初次出現之

外國人、地、物等

譯名，均須附註原

文。譯名以教育部

頒定為準；若未統

一者，以坊間同類

書籍所譯最適當、

通行者為準。 
（八）本教材須結合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總綱

「課程設計原則」

第四點精神適時融

入「生涯發展、生

的領導風格，從而啟發兵

學研究興趣，培養臨危判

斷及邏輯思維之能力。 
（三）「軍事戰史」領域：

旨在使學生經由中外

重要戰役介紹，明瞭瞬息

萬變的戰場景況，使學生

深刻體認慎戰與和平的真

義，進而體察戰爭與國家

民族存亡絕續之關係，以

建立憂患意識，激勵愛鄉

愛國情操，同時深植尊重

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之觀

念。 
（四）「國防科技」領域：

旨在以廿世紀末先進

科技對戰爭型態的影響為

起點，介紹先進科技對軍

事事務的衝擊與革新及武

器系統功能介紹，以拓展

學生國防科技視野，建立

「科技國防」的認知。 
（五）「軍事知能」領域：

旨在透過理論與實際

層面，傳授野外求生要領

及基本常識，並結合台灣

地區特有地形、生態，指

導學生提升應變技能，強

化野外求生基本知能。 
 
二、教學方法 
（一）每一單元教學前，

應熟讀教材及教師

手冊內容，確立教

學目標，完成教學

構想，撰寫授課計

劃 ， 設 計 教 學 活

動，並運用適當教

學 方 法 與 教 學 資

源 ， 據 以 實 施 教

學。 
（二）為因應五大領域課

程，各校應依實際

擔任本科教學工

作。 
五、教具及有關教學

設 備 、 教 學 評

量、與其他方面

之聯繫則將原國

防通識文字更名

為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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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命教育、性別平等

教育、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海洋教

育（包括區辨海域

衝突之原因、海上

海下的國防科技武

器）、環保教育、永

續發展、多元文化

及 消 費 者 保 護 教

育」等議題。 
 
二、教學方法 
（一）每一單元教學前，

應熟讀教材及教師

手冊內容，確立教

學目標，完成教學

構想，撰寫授課計

畫 ， 設 計 教 學 活

動，並運用適當教

學 方 法 與 教 學 資

源 ， 據 以 實 施 教

學。 
（二）為因應課程準備，

各校應依實際狀況

及教官（師）專長，

編 成 教 學 研 究 小

組，並可酌情結合

相關授課者，得採

協 同 教 學 方 式 授

課，以落實教學成

效。 
（三）教學活動應配合各

校學生素質、教學

環境、輔教設備等

條件之差異，適當

安排教材與進度。

教學過程中引導學

生研討活動與教官

（師）講解並重。

（四）教學方式應依教材

性質內容，酌採講

述、示範、實作、

討論、詢答、辯論、

狀況及教官專長，

編 成 教 學 研 究 小

組，並酌情結合兩

位以上教官，採協

同教學方式授課，

以落實教學成效。

（三）教學活動應配合各

校學生素質、教學

環境、輔教設備等

條件之差異，適當

安排教材與進度。

教學過程中引導學

生研討活動與教官

講解並重。 
（四）教學方式應依教材

性質內容，酌採講

述、示範、實作、

討論、詢答、辯論、

測驗、電化教學、

參訪或專題研究等

啟發式教學，鼓勵

學 生 閱 讀 補 充 讀

物 ， 多 元 運 用 圖

表、幻燈片、投影

片、模型等輔助教

材，以增進教學效

果。 
（五）運用時事及其他課

外活動學習心得，

指導學生利用相關

資訊，從國防軍事

觀點去思考和類化

推理，以瞭解事物

不同層面之現象與

發展，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意願。

（六）應隨時蒐集最新資

料 ， 充 實 教 學 內

容，與時俱進。 
（七）教學應著重邏輯思

考、判斷、創造能

力之培養及正確認

知之建立，增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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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後內涵 修訂前內涵 說明 
測驗、電化教學、

參訪或專題研究等

教學方式，鼓勵學

生閱讀補充讀物，

多元運用圖表、投

影片、模型等輔助

教材，以增進教學

效果。 
（五）運用時事及其他課

外活動學習心得，

指導學生利用相關

資訊，從國防軍事

觀點去思考和類化

推理，以瞭解事物

不同層面之現象與

發展，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意願。

（六）教學實施應隨時蒐

集最新資料，充實

教學內容，與時俱

進。 
（七）教學應著重邏輯思

考、獨立判斷、創

造能力之培養及正

確認知之建立，增

進學生團結合作、

民主法治精神與責

任感。 
（八）教學歷程應著重實

際操作與演練，並

注意學生安全，除

依據課程所訂時間

實施外，更應利用

學 校 相 關 活 動 時

間 ， 相 機 指 導 練

習，以收寓教於生

活之效。 
（九）授課時，應掌握學

生學習情緒，並結

合生活輔導，相機

融入生涯發展、生

命教育、海洋教育

（包括區辨海域衝

生團結合作、民主

法 治 精 神 與 責 任

感。 
（八）應著重實際操作與

演練，並注意學生

安全，除依據課程

所訂時間實施外，

更應利用學校相關

活動時間，相機指

導練習，以收寓教

於生活之效。 
（九）授課時，應掌握學

生學習情緒，並結

合生活教育，相機

融入生命教育、兩

性平等教育、法治

教育、人權教育、

環保教育、消費者

保護教育、多元文

化教育及永續發展

之觀念。 
（十）每次授課完畢，應

紀 錄 教 學 執 行 情

形，並隨時自我評

量，以求精進。 
 
三、教具及有關教學設備

（一）國防通識教學相關

軟、硬體設施之良

窳，與落實教學成

效之關係至鉅，各

校應積極爭取，並

妥為規劃運用。 
（二）各校應成立國防通

識專業教室，蒐集

各課程單元相關資

料，隨時充實教學

資 源 ， 並 交 流 共

享。 
（三）編列預算購置或研

製有關課程教學幻

燈片、投影片、錄

影帶、光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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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之原因、海上海

下 的 國 防 科 技 武

器、海洋科技與國

防的關係）、性別平

等 教 育 、 法 治 教

育、人權教育、環

保教育、消費者保

護教育、多元文化

及 永 續 發 展 等 議

題。 
（十）每次授課完畢，應

紀 錄 教 學 執 行 情

形，並隨時自我評

量，以求精進。 
（十一）選修課程內容如

無 必 然 之 順 序

性，教師可視教材

及教學需求選擇

適 切 之 課 程 內

容，進行教學設

計。 
 
三、教具及有關教學設備

（一）全民國防教育相關

軟、硬體設施之良

窳，與落實教學成

效之關係至鉅，各

校 應 妥 為 規 劃 運

用。 
（二）各校全民國防教育

教學專業教室，應

蒐集全民國防教育

各課程單元相關資

料，隨時充實教學

資 源 ， 並 交 流 共

享。 
（三）各校應檢討編列預

算購置或研製有關

課程教學投影片、

光碟、模型、電腦

教學軟體等輔教器

材，使教學活潑生

動而有效。 

電腦教學軟體等輔

教器材，使教學活

潑生動。 
 
四、教學評量 
（一）教學評量方式採多

樣化，包括討論、

問答、資料蒐集整

理、報告、實作、

單元教學活動表現

及筆試等；評量之

設計應以培養學生

思考、表達及操作

能力為原則。 
（二）學期成績之評量：

依各校學生成績考

查相關規定辦理。

（三）對特殊需要學生，

予以個別輔導或實

施補救教學。 
 
五、教材編輯要點 
（一）教材編輯之方向與

內容，應具時代性

與前瞻性，並結合

國家政策，落實教

學目標，並考量學

生學習情緒與認知

層次做通盤規劃，

務期具統整性和連

貫性，避免重複或

錯置。 
（二）涉及其他學科內

容，應保持適當區

隔，明確規劃國防

通識專業領域。 
（三）本課程依據「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暫行

綱要」總綱實施通

則之一課程設計第

四點：「生命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法

治 教 育 、 人 權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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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其他方面之聯繫 
（一）本綱要應與歷史、

地理、公民與社會

或其他相關學科之

教材與議題配合，

但加以區隔，以達

相輔相成，拓展學

生學習領域和綜合

思考能力。 
（二）各校應單獨成立「全

民國防教育」教學研

究會或領域課程小

組，並遵照有關規定

舉行會議，其討論應

以教材及教學方法

之研究為主。 
五、教學評量 
（一）教學評量方式採多

樣化，包括討論、

問答、資料蒐集整

理、報告、實作、

單元教學活動表現

及筆試等；評量之

設計應以培養學生

思考、表達及操作

能力為原則。 
（二）學期成績之評量：

依各校學生成績考

查相關規定辦理。

（三）對特殊需要學生，

予以個別輔導或實

施補救教學。 

育、環保教育、永

續教育、多元文化

教育及消費者保護

教育等議題宜納入

相關的課程中，以

期讓學生在不同的

科目脈絡中思考這

些議題，以收相互

啟發整合之效。」

（四）教材編撰篇幅，須

以 課 程 單 元 之 時

數 ， 適 當 編 寫 配

置。 
（五）教材內容宜由簡而

繁，由淺而深，循

序 漸 進 ， 段 落 清

晰，條理分明，使

學生易學、易懂。

（六）圖片編排，質量並

重；圖片說明，簡

潔明白，以加深印

象 ， 增 進 學 習 興

趣 ， 提 升 學 習 效

果。 
（七）教師手冊、多媒體

輔教等資料之編撰

應配合教科書，針

對特殊事件、人物

或軍事術語等提供

補充資料與相關文

獻，以利教學參考

運用。 
（八）各種教學相關資源

之取得、運用，應

尊重智慧財產權。

（九）教材中使用年代，

須以中國歷代紀元

為主，重要事件年

代 可 附 註 西 曆 紀

元，以利對照。 
（十）凡文中初次出現之

外國人、地、物等

譯名，均須附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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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原名。譯名以教

育部頒定為準；若

未統一者，以坊間

同類書籍所譯最適

當、通行者為準。

 
六、與其他方面之聯繫 
（一）本綱要應與歷史、

地理、社會或其他

相關學科之內容配

合，但加以區隔，

以達相輔相成，拓

展學生學習領域和

綜合思考能力。 
（二）國防通識教育涵蓋

全民防衛精神、動

員 教 育 與 生 活 教

育 ， 宜 與 學 校 教

學、學生事務、輔

導等相關單位密切

配合，以增進教學

與輔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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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大事紀要 

表 1  普通高級中學全民國防教育科課程綱要修訂大事紀要 

會議名稱 時間 地點 主要工作 

全民國防教育科

課程綱要專案小

組第一次會議 

96 年 4 月 19 日

18:00--20:00 

臺 北 市

松 山 高

中 

1.研議本科課程綱要修訂計畫、進度與

本科課程綱要初稿。 

2.確認往後會議時間、地點與主要內

涵，往後以不更動小組會議時間為原

則，便於委員事先保留時段。 

全民國防教育科

課程綱要專案小

組第二次會議 

96 年 5 月 3 日

18:00—20:00 

臺 北 市

松 山 高

中 

研議修訂初稿，並修改為修訂二稿。 

聯席會議 96 年 5 月 18 日

14:00—16:00 

臺 北 市

松 山 高

中 

邀請小組委員 5 名、高中教師代表 10

名、學科中心代表針對綱要修訂二稿之

擬定加以討論並收集相關意見。 

北區焦點座談會 96 年 5 月 23 日

14:00--16:00 
臺 北 市

松 山 高

中 

邀請北部地需師資培育機構代表 2 名、

專家學者 3 學者，5 名高中代表，針對

綱要修訂二稿提出修改意見。 

中區焦點座談會 96 年 5 月 24 日

14:00--16:00 
臺 中 市

臺 中 女

中 

邀請中部地需師資培育機構代表，專家

學者 4 名，6 名高中代表，針對綱要修

訂二稿提出修改意見。 

南區焦點座談會 96 年 5 月 25 日

9:30--12:00 
高 雄 市

中 正 高

中 

邀請南部地需師資培育機構名學者、5

名專家學者，8 名高中代表，針對綱要

修訂二稿提出修改意見。 

全民國防教育科

課程綱要專案小

組第三次會議 

96 年 5 月 31 日

18:00--20:00 
臺 北 市

松 山 高

中 

參酌北、中、南區焦點座談會之意見，

修改成為綱要研修三稿，附上高中學務

主任對暫行綱要意見之調查結果，成為

公聽會資料。 

北區公聽會 

 

96 年 6 月 11 日

14:00-17:00 
臺 北 市

松 山 高

中 

邀請北區高中學校代表、高中家長團體

代表、高中教師會代表、學生代表、中

等師資培育中心代表、本小組委員 13
名，研議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綜合活

動科課程綱要修訂事宜。 

中區公聽會 96 年 6 月 21 日

14:00-17:00 
臺 中 市

臺 中 女

中 

邀請中區高中學校代表、高中家長團體

代表、高中教師會代表、學生代表、中

等師資培育中心代表 30 名，研議普通

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綜合活動科課程綱

要修訂事宜。 

南區公聽會 96 年 6 月 22 日

09:10--12:00 
高 雄 市

中 正 高

中 

邀請南區高中學校代表、高中家長團體

代表、高中教師會代表、學生代表、中

等師資培育中心代表 45 名，研議普通

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綜合活動科課程綱

要修訂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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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科

課程綱要專案小

組第四次會議 

96 年 6 月 25 日

18:00--20:00 
臺 北 市

松 山 高

中 

參酌北、中、南區公聽會意見，與網路

意見，修改研修三稿成為普通高級中學

必、選修「全民國防教育科」課程綱要

(草案)。 

草案傳送計畫行

政小組 

96 年 6 月 27 日 淡 江 大

學 

將綱要草案書面資料與電子檔送計畫

行政小組。 

全民國防教育科

課程綱要專案小

組第五次會議 

96 年 9 月 13 日

18:00--20:00 
臺 北 市

松 山 高

中 

針對審查小組之審查意見召開專案小

組會議，對於是否接受或相關回應說明

加以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