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113學年度臺中市新社區東興國民小學學校課程總體架構 

壹、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一、學校現況 

 東興國小位於新社區大甲溪南岸，屬偏遠學校。創立於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前身

為臺中縣新社國校水底寮分班，於民國三十五年九月獨立設校為東興國民學校，民國五十七

年八月改稱臺中縣新社鄉東興國民小學；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縣市合併後校名改為臺中市新

社區東興國民小學。 

 新社區生命之河-「白冷圳」流經本校，澆溉校園多元植栽與翠綠草地，東興校園一年

四季皆有美好景致;操場成群的銀樺樹、鳳凰木及樟樹高聳入雲，是校友返校必訪之地，亦

是攀樹體驗課程場域;本校臨近新社花海，與「二苗圃」形成一條生態非常豐富的翡翠綠

廊，是一所充滿愛與幸福的森林小學。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願景，全校教師著手

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轉型，除研讀理解 108課程總綱、校務制度整備、標竿學校學

習，公開課共備與學習型組織文化深耕、校訂課程定錨與發展，全面投入研發屬於本校學生

的關鍵課程，思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的關係，規劃校本課程指標，著重培養學生能在生活

中實踐的素養能力。 

 部定課程方面，教師持續學習素養導向教學方式；彈性課程方面，則依學生的學習階段

逐步規劃適性的課程內容，期能兼顧縱向和橫向的連貫與統整。 

 在校訂課程發展過程中，積極落實教師是課程決定的主體，校內教師們依年級全面啟動

研究探討，積極參與全校性的相關課程產出，發展學生能動手操作與體驗，從做中學、學中

做的課程，培養學生滾動學習能力與終身學習的習慣，以孕育動靜合宜的人文校園及成就多

元的創新校園為宗旨。 

 課程發展並非一蹴可幾，本校以學生學習的最大利益為考量，深化與實踐課程內涵，並

配合「多元創新、敬天愛人」學校願景來規劃課程，期使培育的學生能適應未來全球化生

活，進而發展積極進取與全人的自我實現，「成就每一個孩子」是所有東興師長共同努力的

目標。 



（一）各年級人數 

分類 年級 班級數 學生人數 

國小 

一年級 1 3 

二年級 1 4 

三年級 1 5 

四年級 1 7 

五年級 1 7 

六年級 1 6 

學前 幼兒園 1 8 

合計 7 40 

（二）教職員工數 

人力資源 備註 

（一）編制內教師 男 3 人 女 9 人 含校長及兼任行政教師 

（二）長期代理教師 男 0 人 女 2 人 代理三個月以上者 

（三）長期代課教師 男 0 人 女 1 人 代課三個月以上者 

（四）職員 男 1 人 女 2 人  

（五）教保員 男 0 人 女 1 人  

（六）工友 男 1 人 女 0 人  

（七）廚工 男 0 人 女 2 人  

（八）保全 男 1 人 女 1 人  

二、背景分析 

（一）師資結構 

本校正式教師 12 位，代理教師 2 位，其中博士學歷 1 人(7%)、碩士 2 人(14%)、學

士 11 人(79%)。 

學生與教師特質分析 

項目 優勢 劣勢 需求策略 

學生 

特質 

1.學生具有學習的好奇心

與動機。 

1.學生家庭環境差異大，

弱勢家庭約佔全校人數三

1.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養成主動學習的好習



2.學生個性純樸，體貼善

良，能夠團體合作。  

3.學生樂於配合教師教

導，參與各項學習活動。  

4.學生偏好體育性活動，

如陀螺、獨輪車，亦有學

生對於直笛、烏克麗麗等

樂器學習上表現不凡。 

分之一，多數家長以農工

為生；無暇安排學生假期

生活，亦有家長無法顧及

平時學生學習情況。  

2.學生學習表現落差大，

每學期需參加學習扶助測

驗(國語、數學和英語)的

學生通過率偏低。  

3.偏遠山區學校，文教機

關（構）少，文化刺激不

足。 

4.網路遊戲取得容易，影

響良好學習習慣的建立。 

慣。  

2.推動閱讀活動，激發學

生閱讀興趣與習慣，提升

語文能力。  

3.提供多元豐富課程活

動，強化學生學習內涵，

培養學生學習信心 

4.強調基礎學習能力的培

養，安排多元學習機制，

協助學生學習。 

5.辦理多元社團與寒暑假

育樂營隊及夏日樂學，培

養正確休閒育樂習慣，減

少對網路遊戲的依賴。  

6.配合學校課程，整合校

內外資源，安排各式輔助

學習活動，連結生活經

驗，開拓學生視野。 

教師 

特質 

1.八成以上教師教學年資

超過 10 年，甚至有超過 

20 年者，教學經驗豐

富，富有教學熱忱。  

2.樂於參加週三進修研習

活動，精進教學能力。  

3.多能與家長溝通互動，

建立互信支持的關係。 

4.積極關心與教導學生，

亦師亦友，是協助學生成

長的重要力量  

5.因應新課綱，教師願意

了解最新課程發展趨勢，

投注心力共同發展校訂課

程。 

1.平時忙於教學事務與行

政業務，教師間鮮少有交

流互動的機會。  

2.因地域關係及代課教師

找尋不易，教師參加非校

內研習的意願不高，除非

是指派性的研習。 

3.代理教師教學技巧較不

足，與家長溝通時較缺乏

自信或彈性。 

4.人力資源不足，辦理各

項課程教學活動時，兼任

行政教師負荷量重。 

1.透過教師社群或各種對

話溝通機制，促進教師團

隊和諧互動。  

2.邀請專家教師入校陪伴

發展課程，透過共備研討

等機制，提升教師新課綱

專業知能。 

3.強化行政支援服務、簡

化流程及整合各項事務，

減輕各項業務負擔。 

4.引進多元課程教學資

源，充實各項設備，提供

教師充足的教學支援。 

5.規劃教師輔導機制，提

供代理教師諮詢的管道與

主動關心協助，以幫助代

理教師精進教學 與班級

經營的能力。 

（二）校內重要教學設施 

本校為「九二一校園重建」學校，當年由「民間全民電視有限公司」認養、教育部

辦理、縣政府發包，分軌進行重建，於 91 年 2 月 10 日竣工，完成中央大樓計有

12 間普通教室、視聽教室、e 化教室、圖書室及行政辦公室等。中央大樓左右兩側



以風雨走廊連接南棟和北棟，形成工字型的校舍。 

1.校史室： 

109 年獲教育部國教署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 200 萬元，除規

劃校史室（會議室）及餐廳外，並改善中央大樓天溝及南北棟風雨走廊屋頂及排水

系統。 

2.智慧學習教室： 

配合教育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獲補助經費約 30 萬元將五、六年級及自然教室升

級為智慧學習教室。 

3.專科教室： 

設有英語教室、藝文教室、電腦教室、自然教室、多功能教室和視聽教室等專科教

室，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視聽教室走廊設置展示牆，提供師生藝文作品展示。 

4.音樂教室： 

設置鋼琴、單槍影音播放設備，並購置各式樂器，如板胡、鐵琴、太鼓、宮鼓及大

鼓……等節奏樂器，豐富學生藝術與人文學習。 

5.紅土跑道： 

107 年辦理新社區聯合運動會，將舊有跑道全面更新為排水性佳的紅土跑道，並於

當年 10 月份落成啟用。 

6.樂活運動站： 

112 年獲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設置，提供富趣味性且安全的運動場域，增加雨天及嚴

重空污時之室內體育教學場域；非上課時間開放學校教職員、社區民眾從事體能活

動，活化空間、資源共享。 

7.社區共讀站： 

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113 年度學校社區共讀站計畫」補助，將學校原

圖書室轉型為社區共讀站，預計 113 年底完工啟用。期盼建立學校與社區居民友善

的共學空間，讓學生、社區民眾樂於親近、喜愛運用圖書資源，讓閱讀成為一種生

活習慣，透過閱讀成為終身學習者。 

（三）學校課程與教學績優特色： 

秉持著「成就每一個孩子，給予學生成功經驗」的原則，東興的教師們共同規劃了



豐富多元的校訂課程，讓學生得以快樂學習，健康成長。 

1.以生態教育、閱讀與藝文為學校本位課程，對低、中、高年級均有規劃課程實

施，落實「教育生活化，生活教育化」做中學的教育理想。 

2.學校特色課程發展經驗： 

課程名稱 年度 事蹟 領域 參與對象 

跆拳道 

109 市長盃品勢比賽-個人賽第 2 名 

體育 中高年級 

109 議長盃品勢比賽-團體賽季軍 

109 第 10 屆玉山盃全國賽-冠軍 

109 市長盃品勢比賽-三人組-第 3 名 

110 南瀛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第 1 名 

法式滾球 

106 議長盃國小組-第 4 名 

107 議長盃高女組-第 3 名 

108 主委盃高女組-第 1 名 

本土語文學 

創作 

109 客語歌謠比賽-C 組第 3 名 

語文 全校 109 國語日報客語朗讀比賽-佳作 

英語文 109 英語歌謠比賽榮獲丁組-第 3 名。 

食農教育 

106 農食教育計畫「農食心農食情」 

跨領域 

全校 

106 臺中市四健尬看麥作業組-季軍 高年級 

107 臺中市四健尬看麥作業組-冠軍 高年級 

108 老幼共學-「東興幸福農場」 低年級 

109 山區料理小達人賽-料理小達人獎 高年級 

鼓藝之美 111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初賽 

打擊樂合奏國小組優等第 3 名 
跨領域 高年級 

藝起玩粉彩 112 

「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學校藝術深耕教

學計畫子計畫二：一校一藝團，學校藝起

來」教學成果展示評選獲評特優 

藝術/ 

藝術與

人文 

中高年級 

鼓藝之美 112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臺中市初賽 

打擊樂合奏國小組優等 
跨領域 高年級 



藝起玩粉彩 113 

「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學校藝術深耕教

學計畫子計畫二：一校一藝團，學校藝起

來」教學成果展示評選獲評特優 

藝術/ 

藝術與

人文 

中高年級 

3.教育部補助型計畫 

計畫(方案)名稱 參與對象 實施年級 

「新社好享學」教育行動區-繪畫與音樂藝術人才培育課程

（107 學年度） 

英語教師 

藝文教師 
低中年級 

深耕校園美感涵育計畫發掘在地藝術資源與設施深耕學校美

感社團設置及營隊方案（107 學年度） 

藝文教師 低年級 

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一校一藝團，學校藝起來 

「客家板胡小高手」（103-105 學年度） 

藝文教師 全校 

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一校一藝團，學校藝起來「我是書

法小高手」（106-109 學年度） 

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一校一藝團，學校藝起來 

「愛的鼓力  藝起來！」（110 學年度） 

藝文教師 

藝文團體 
中高年級 

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一校一藝團，學校藝起來 

「藝起玩粉彩」（111 學年度） 
藝文教師 中高年級 

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子計畫 4「協助偏遠地區學校發展

學生多元試探活動」（111 學年度） 

藝文教師 

藝文團體 
全校 

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一校一藝團，學校藝起來 

「藝起玩粉彩」（112 學年度） 
藝文教師 中高年級 

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子計畫 3「」（112 學年度） 全校教師 全校教師 

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子計畫 4「協助偏遠地區學校發展

學生多元試探活動」（112 學年度） 

藝文教師 

藝文團體 
全校 

（四）112學年度課程評鑑具體執行成果 

1.實施過程（時程、內容與方式） 

評鑑對象 評鑑層面 時程 內容與方式 



課程總體 

架構 

設計 
112 年 5 月 1 日 

至 7 月 31 日 

1.112 年 5 月 22 日進行課程規劃。 

2.112 年 8 月 3 日進行課程審議。 

實施準備 
112 年 6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1.返校日進行課程實施準備檢核。 

2.備課日進行課程實施環境盤點。 

實施情形 
每學年開學日 

至學年結束 

1.進行作業普查，掌握學生領域學習情形。 

2.檢視領域研究會會議紀錄。 

3.進行教學走察，了解課程實施情形。 

效果 每學期末 

1.學生學習成效線上檢測分析成果。 

2.由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相關課程會議資料

之檢核。 

各（跨）

領域課程 

設計 
112 年 5 月 1 日 

至 7 月 31 日 

1.112 年 5 月 22 日由課發會進行課程規劃。 

2.112 年 8 月 3 日由課發會進行課程審議。 

實施準備 
112 年 6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1.返校日進行課程實施準備檢核。 

2.備課日進行課程實施環境盤點。 

實施情形 
每學年開學日 

至學年結束 

1.進行作業普查，掌握學生領域學習情形。 

2.檢視領域研究會會議紀錄。 

3.進行教學走察，了解課程實施情形。 

效果 
配合平時及定期

評量期程辦理 

1.分析學生平時及定期評量、作業成品、實

作評量或學習檔案之成果資料。 

2.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線上檢測分析成果。 

各彈性 

學習課程 

設計 
112 年 5 月 1 日 

至 7 月 31 日 

1.112 年 5 月 22 日由課發會進行課程規劃。 

2.112 年 8 月 3 日由課發會進行課程審議。 

實施準備 
112 年 6 月 1 日 

至 8 月 31 日 

1.返校日進行課程實施準備檢核。 

2.備課日進行課程實施環境盤點。 



實施情形 
每學年開學日 

至學年結束 

1.進行作業普查，掌握學生領域學習情形。 

2.檢視領域研究會會議紀錄。 

3.進行教學走察，了解課程實施情形。 

效果 
配合平時及定期

評量期程辦理 

1.依據平時定期評量結果，調整教學策略。 

2.依據學生作業成品、實作評量或學習檔案

之成果資料，評量課程成效。 

2.成果運用 

對於評鑑過程及結果發現，本校將即時加以運用： 

1.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持續申辦 113 學年度活化教學計畫，穩定經費來源；與沛德國際教育機構簽訂「7 個

習慣品格學校」合作計畫邁入第 2 年，由該機構不定期提供師培訓練，配合學校行

事舉辦領導日，深化校訂課程基礎。 

2.檢討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 

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113 年度學校社區共讀站計畫」補助，活化既有圖

書室，預計 113 年底完工啟用。不僅讓教職員生更親近閱讀，也敞開學校友善的大

門，吸引社區居民親近公共圖書資源，帶動學習風潮。 

3.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品質之理解及重視： 

於相關會議向教師及家長說明將「自我領導力」課程納入校訂課程之重要性，並適

時邀請他校教學團隊到校分享相關課程實施經驗及教學成果。 

4.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 

由沛德國際教育機構提供師資、課程，安排新進教師於暑期參與「7 個習慣」基礎及

啟動訓練（2 天）工作坊；根據執行成果的檢討與遇到的困難，將體驗教育、太鼓打

擊樂以及奧福音樂等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調整為基礎師資培訓，藉此提升「教」與

「學」的成效，促進學校本位課程的永續發展。 

5.安排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 

分析學習扶助篩選測驗結果，積極強化任課教師一級補救的功能，針對學習成就落

後的學生，進行 113 學年度學習扶助規劃。 

6.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 

對課程與教學創新有卓越績效之教師或案例，安排公開分享活動，提升教師課程設



計能力，並予以敘獎表揚。 

7.對課程綱要、課程政策及配套措施提供建議： 

於相關會議或管道，向教育局或相關單位提供建議。 

8.針對 112 年學習與教學需求建議，添購教學設備與教學器材，完善學習環境。 

貳、學校課程願景 

 本校延續九年一貫課程時期之學校願景與學校教育目標之內容與闡釋，依據學生學習

需求與新課綱核心素養指標，滾動檢視學校願景內容與涵義，以作為師生課程決定的依

據。 

 本校「課發會」以學校願景為主軸並盤點校內現有資源，且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總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訂定出「多元創新、敬天愛人」學校願景之校訂課程架構。 

 教師進行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時，除心中要想到設計的學習活動如何有助於「總綱核心

素養」的達成，也可以參照各領域課程綱要中的「領域核心素養」，亦即如何透過各領域

的內涵來體現、落實總綱核心素養的精神。教師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可以彈性選擇適當的

學習重點（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以協助學生具備並精進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 

一、學校願景 

 「多元創新、敬天愛人」是東興國小的教育願景，目標是培養學生懂得感恩惜福、積極

進取達到自主學習；學校課程則以多元創新，規劃多元的課程內容，並利用學校豐富的生態

資源，達到永續經營的教育目標，進而具備國際化兒童所需之各項能力，以期培養術德文武

兼備，兼顧科技與人文素養的二十一世紀人才 

二、學生圖像及課程地圖 

  

    

  

     

學校願景 多元創新、敬天愛人 

課程願景 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終身學習者 

追求新知、勇於嘗試、學無止盡 

SLOGEN 

幸福東興 
多元學習 創意思維 環境永續 感恩惜福 



     

     

三、學校本位課程架構 

 

   

   

     

     

 

四、校訂彈性課程架構 

徜徉閱讀 

三生幸福 

課程面向 

生活 

強化美感教育 

深化美學素質 

生活 

建構閱讀深度 

提升生活素質 

生態 

培養運動習慣 

發展生態探索 

生命 

感恩生命價值 

拓展國際視野 

本位課程 

行動方案 

於校訂彈性學

習課程及融入

部定領域課程

實施 

•友善校園 

•健康促進方案 

•母親節、教師

節、感恩活

動 

•成立鼓藝社團 
體適能 SH150 

•校慶運動會 

•運動社團-跆

拳道、跳繩

路跑 

•校內模範兒

童、健康兒

童表揚 

•品格力-推動

7 個習慣 

•潔牙及口腔健

檢 

•視力保健體操 

•正確用藥、性

教育及愛滋

防治、安全

教育與急救

宣導 

•走讀教育 

•線上閱讀認證 

•(國)語文競賽 

•繪畫比賽 

•美感教育課程 

•英語、數學精

緻課程 

•多元藝文社團

-直笛隊、鼓

藝隊、烏克

麗麗 

•晨間英語日、

本土語日 

•英語讀者劇場 

•英語歌謠競賽 

•學生才藝展演 

•學習扶助方案 

•夏日樂學方案 

•USR 大手攜小

手服務營隊 
生態/植物與
鳥 

宣導環境教育 

•宣導生命教育 

•廢乾電池回收 
落實垃圾分類 
資源回收 
跳蚤市場 
戶外教育遊學 
環保小尖兵 
校內大掃除 

•新社風情鄉土

走讀課程 

• 食農/農作課

程 
• 生態/修樹/
攀樹課程 

生態/植物與
鳥 

•種植課程 

•生態解諿說員 

•生態池運作維

護 

•液態肥製作 

•三明治堆肥體

驗 

•生態觀察小書 

 

•社區服務學習 

•品德核心價值 

&7 個習慣宣導 

•樂齡祖孫共學 

•人權法治教育 

•CPR+AED 宣導 

•遊戲與身體安

全 

•交通安全教育 

•自治小市長 

•榮譽卡制度 

•生命教育體驗 

-攀樹/修樹 

•多元文化週活

動 

•親職增能講座 

•環教跳蚤市場 

•動物保護宣導 

•友善校園反霸

凌宣導 

多元創新、敬天愛人 

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潛在課程 

領域學習課程 
A實施時間及對象 

B領域教學時間 

C課表及授課學習

階段 

D依需要採分科教

學 

主題探究課程 
■閱讀與生態 

■自我領導力 

■國際教育 

■資訊素養 

社團技藝課程 
■鼓藝之美 

其他類課程 
■班級活動 

■學校活動 

■師生關係 

■校園環境 

■同儕文化 

■品格領導力 

落實教學正常化 

課程設計生活化 

型塑學校教育願景 

強化學生適性發展 

規劃多元適性 

符膺社會潮流 

探索實踐 

美感體現 

自律自動 

彼此尊重 



分類 

年級 

 

 

課程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融入領域 

/議題 

統整性 

主題/ 

專題/ 

議題/ 

探究課程 

閱讀與生態 
認識自己 

五感體驗 

認識自己 

五感體驗 
  

連結自然 

三森有幸 

連結自然 

三森有幸 

語文 

自然 

生活 

環教 

自我領導力 七個習慣 七個習慣 七個習慣 七個習慣 七個習慣 七個習慣 

語文 

品格 

家庭 

國際教育 
國際 

新視野 

國際 

新視野 

國際 

新視野 

國際 

新視野 

國際 

新視野 

國際 

新視野 

語文 

生活 

資訊素養   
數位世界 

數位學習 

網路世界 

文書處理 

簡報製作 

影音運算 

SCRATCH 

影音編輯 

科技 

媒體 

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 
鼓藝之美   

愛的鼓力 

鼓動東興 

愛的鼓力 

鼓動東興 

愛的鼓力 

鼓動東興 

愛的鼓力 

鼓動東興 

藝術 

人文 

其他類課程 

班級活動 
戶外教育 

班級輔導 

戶外教育 

班級輔導 

戶外教育 

班級輔導 

戶外教育 

班級輔導 

戶外教育 

班級輔導 

戶外教育 

班級輔導 

 

學校活動 
1.性別教育 2.環境教育 3.反霸凌教育 4.防災教育 5.健檢與視力保健

6.家庭教育 7.交通安全教育 8.生命教育 9.敬師活動 10.動物保護 11.

反毒教育 12.性侵害犯罪防治 13.校內藝術展演 14.運動比賽 

※融入議題及節數一覽表： 

序號 議題 實施節數 

1 性別平等教育 12 節 

2 性侵害犯罪防治 6 節 

3 家庭教育 6 節 

4 家庭暴力防治 6 節 

5 全民國防教育 43 節 

6 環境教育 6 節 

7 交通安全教育 6 節 

8 反毒影片教學 4 節 

9 性剝削防治教育 2 節 

10 動物保護與福利 43 節 

11 空氣品質防護宣導 43 節 



12 母語日 43 節 

13 性教育（含愛滋防治） 4 節 

14 書法課程（*高年級實施） 8 節 

參、課程實施與評鑑規劃 

一、課程實施說明 

（一）課程實施規劃 

各年級各領域/校訂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表 

學習領域 

週教學節數 

108 課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部
定
課
程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
文 

國語文 6 6 5 5 5 5 

本土語文 1 1 1 1 1 1 

英語文   1 1 2 2 

數學 4 4 4 4 4 4 

生
活 

社會 

6 6 

3 3 3 3 

自然科學 3 3 3 3 

藝術 3 3 3 3 

綜合活動 2 2 2 2 

健康與體育 3 3 3 3 3 3 

領域學習節數 20 20 25 25 26 26 

校
訂
課
程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 

探究課程 2 2 3 3 4 4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1 1 1 1 

其他類課程 1 1 0 0 1 1 



彈性學習節數 3 3 4 4 6 6 

學習總節數 23 23 29 29 32 32 

（二）課程實施規劃 

1.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成員 

職稱 產生方式 人數 

召集人 校長 當然委員兼任主席 1 

執行秘書 教務主任 當然委員 1 

委員 

行政代表 學務主任 當然委員 1 

行政代表 總務主任 當然委員 1 

行政代表 教務組長 當然委員 1 

行政代表 訓導組長 當然委員 1 

教師組織代表 教師會 當然委員 1 

各年級教師（含科任） 各年級教師（含科任） 7 

家長及社區代表 由家長委員會推選 1 

總計 15 

附註:成員身分重複時，不另行新增成員。 

2.橫向聯繫：年段會議 

（1）各年段成立「年段會議」，由任教該年段之所有導師及協同老師共同組成之，

每學期至少召開1次會議。 

（2）協調及對話對現行課程所遭遇問題，提出具體解決方案，進行橫向統整及協同

教學。 

（3）必要時各年段會議、領域教學研究會舉行聯席會議，以達課程縱向及橫向的連

貫。 

3.縱向連貫：領域教學研究會 

（1）依教師專長、授課規畫分配參與領域，並協調使各領域皆有專長教師參與，每



學期至少召開1次會議。 

（2）各領域分別進行課程發展，針對目前課程實施所遭遇問題進行專業對話討論實

際可行方案。 

4.專長興趣整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每學年配合本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專案計畫提出申請，社群主題以課程教學與

學生學習為主體。 

（2）依校內教師專長、興趣及本校課程發展需要，分類／級申請「專業四級社群」、

「英語教師專業社群」、「初任教師共學社群」、「數位學習發展社群」等四類之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並依等級規劃每學年 6-12 次運作次數，並辦理成果發表會。 

5.課程計畫發展流程及工作期程（113 學年度） 

預定期程 工作項目 運作組織 

113.05. 
討論並決議下學年度領域及彈性授課節數、公開課成效

評估、下學年課程計畫撰寫說明、校訂課程規劃設計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3.06. 本學年校本課程實施成效評估、審查下學年課程計畫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3.08. 規劃教師研習活動、教師專業社群活動、公開觀課時程 
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13.09. 
研討校訂課程、閱讀教學方案、成績評量標準、成績單

製作、班級經營策略（含親師溝通）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4.01. 檢討領域授課時數、領域課程及公開觀課實施成效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4.02. 
研討校訂課程、閱讀教學方案、成績評量標準、成績單

製作、班級經營策略（含親師溝通）、公開觀課時程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4.05. 
討論並決議下學年度領域及彈性授課節數、公開課成效

評估、下學年課程計畫撰寫說明、校訂課程規劃設計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4.06. 
本學年度校訂課程實施成效評估、審查下學年度課程計

畫 
課程發展委員會 

（三）公開授課（共同備課、觀課、議課）規劃 

1.依據：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2.實施對象：校長、專任教師、兼任行政教師、聘期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 

3.實施方式： 



（1）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一節為原則。 

（2）共同備課： 

得於公開授課前，與各年級或年段會議合併辦理；並得於專業學習社群辦理。 

（3）觀課： 

教學觀察時，授課人員得提出教學活動設計或教學媒體，供觀課教師參考，教學觀

察現場之錄音錄影需事先經授課人員同意；觀課紀錄表件得由教師自行設計或由學

校規劃提供觀課教師，以利專業回饋之進行。 

（4）議課： 

得由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

觀察結果，進行專業回饋與研討。 

（四）教師新課程專業研習及成長活動之規劃（含週三進修）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別 研習日 研習起訖時 研習名稱 承辦處室 

1 1130828  暑假  

2 1130904  校務會議暨法規宣導 教務處 

3 1130911 1330-1530 急救教育訓練 學務處 

4 1130918 1330-1530 性別平等教育 學務處 

5 1130925 1330-1530 生物多樣性到校服務認識常見的校園鳥類 教務處 

6 1131002 1330-1530 輔導知能研習 學務處 

7 1131009 1300-1600 自然觀察手繪（一） 教務處 

8 1131016 1330-1530 特教知能研習 學務處 

9 1131023 1300-1600 自然觀察手繪（二） 教務處 

10 1131030 1300-1600 自然觀察手繪（三） 教務處 

11 1131106 1300-1600 7 個習慣品格學校教練日 學務處 

12 1131113 1330-1530 交通安全教育研習 學務處 

13 1131120 1330-1530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一） 總務處 

14 1131127 1330-1530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二） 總務處 



15 1131204 1300-1600 自然觀察手繪（四） 教務處 

16 1131211 1330-1530 輔導團到校服務（人權教育） 教務處 

17 1131218 1300-1600 自然觀察手繪（五） 教務處 

18 1131225 1330-1530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辨識與防治處遇知能研習 學務處 

19 1140101  元旦 放假一日 

20 1140108 1330-1530 和諧粉彩：仿玻璃彩繪 教務處 

21 1140115  教師專業自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別 研習日 研習起訖時 研習名稱 承辦處室 

1 1140212  校務會議暨法規宣導 教務處 

2 1140219 1330-1530 急救教育研習 學務處 

3 1140226 1330-1530 性別平等教育研習 學務處 

4 1140305 1300-1600 7 個習慣品格學校教練日 學務處 

5 1140312 1300-1600 自然觀察手繪（六） 教務處 

6 1140319 1330-1530 輔導知能研習 學務處 

7 1140326 1300-1600 自然觀察手繪（七） 教務處 

8 1140402 1330-1530 特教知能研習 學務處 

9 1140409 1300-1600 自然觀察手繪（八） 教務處 

10 1140416 1330-1530 交通安全教育研習 學務處 

11 1140423 1300-1600 自然觀察手繪（九） 教務處 

12 1140430 1330-1530 生命教育研習 學務處 

13 1140507 1300-1600 自然觀察手繪（十） 教務處 

14 1140514 1330-1530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辨識與防治處遇知能研習 學務處 

15 1140521  教科書選用會議 教務處 

16 1140528  課發會 教務處 

17 1140604 1300-1600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一） 總務處 

18 1140611 1330-1530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二） 總務處 



19 1140618  校務會議暨法規宣導 教務處 

20 1140625  教師專業自主  

二、113學年度課程評鑑規劃 

（一）課程評鑑對象與分工： 

1.課程總體架構：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專案小組辦理，評鑑結果提委員會審議。 

2.各領域/科目課程： 

分由本校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辦理，評鑑結果提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及課程

發展委員會討論。 

3.各彈性學習課程： 

分由本校各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辦理，評鑑結果提各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

推動小組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4.領域/科目課程： 

由本校跨領域/科目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辦理，評鑑結果提小組及課程發展委員會

討論。 

5.前述各款各課程對象之評鑑，本校視經費情形得邀外部學者、專家參與評鑑。 

（二）評鑑時程： 

課程總體架構及各（跨）領域/科目課程以一學年為評鑑循環週期，各彈性學習課

程則分別以各該課程之學習期程為評鑑週期，配合各課程之設計、實施準備、實施

過程和效果評估等課程發展進程進行評鑑，實施時程規畫如下： 

1.課程總體架構 

（1）設計階段：每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2）實施準備階段：每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3）實施階段：每學年開學日至學年結束。 

（4）課程效果：每學期末。 

2.各跨領域/科目課程 

（1）設計階段：每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 

（2）實施準備階段：每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3）實施階段：每學年開學日至學期結束。 

（4）課程效果：配合平時及定期學生評量期程辦理。 

3.各彈性學習課程： 

配合各該課程之設計、實施準備、實施過程和效果評估之進程辦理。 

（三）評鑑資料與方法： 

由各課程之評鑑分工人員，就各評鑑課程對象在設計、實施與效果之過程與成果性

質，採相應合適之多元方法，蒐集可信資料進行評鑑，參考作法如下表： 

評鑑對象 評鑑層面 評鑑資料與方法 

課程 

總體架構 

設計 
1.檢視分析學校課程計畫中之課程總體架構內容。 

2.訪談教師對課程總體架構之意見。 

實施準備 
1.檢視分析各處室有關課程實施準備的相關資料。 

2.實地觀察檢視各課程實施場所之設備與材料。 

實施情形 

1.觀察各課程實施情形。 

2.分析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

組之會議記錄、觀、議課紀錄。 

效果 
檢視分析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

小組提供之課程效果評估資料。 

各（跨） 

領域/科目 

課程 

設計 

1.檢視分析各該（跨）領域/科目課程計畫、教材、教科書、

學習資源。 

2.訪談授課教師或學生對課程設計內容之意見。 

實施準備 

1.實地檢視各該課程實施場所之設備與材料。 

2.分析各該（跨）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共同備、議

課記錄。 

實施情形 

1.於各該（跨）領域/科目公開課、觀課和議課活動中了解實

施情形。 

2.訪談師生意見。 

效果 

1.分析學生於平時評量之學習成果資料。 

2.每學期末分析學生之定期評量結果資料。 

3.分析學生之作業成品、實做評量或學習檔案資料。 

各彈性 

學習課程 

設計 
1.檢視分析各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教材、學習資源。 

2.訪談授課教師或學生對課程設計內容之意見。 

實施準備 
1.實地訪視各該課程實施場所之設備與材料。 

2.分析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之會議紀錄、共同備議課紀錄。 

實施情形 

1.辦理各該彈性學習課程之公開課、觀課和議課活動，從中了

解實施情形。 

2.訪談師生意見。 



效果 

1.分析學生於平時評量之學習成果資料。 

2.課程結束時分析學生之期末評量、作品、學習檔案或實做評

量結果資料。 

（四）評鑑結果與運用： 

對於評鑑過程及結果發現，本校將即時加以運用： 

1.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分別提各該（跨）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以及本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課程計畫。 

2.檢討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 

提本校各相關處室檢討及改善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 

3.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品質之理解及重視： 

於相關會議向教師及家長說明評鑑之規劃、實施和結果，增進其對本校課程品質之

理解與重視。 

4.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 

提供評鑑發現給各該授課教師作為教學調整之參考，及供教務處參酌評鑑發現之專

業成長需求，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5.安排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 

有學習困難之課程內容或學生，由教務處或相關教師規劃實施補救教學或學習輔

導。 

6.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 

對課程與教學創新有卓越績效之教師或案例，安排公開分享活動，並予以敘獎表

揚。 

7.對課程綱要、課程政策及配套措施提供建議： 

於相關會議或管道，向教育局或相關單位提供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