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東縣立大王國中學校特色 

一、陽光學校 

    第一道曙光照射的學校，學生來自日昇之鄉的太陽子民，家長及

師生開朗豪邁，工作勤奮樂觀進取，校務運作透明簡潔，是充滿朝氣

的學校。 

二、小而美的校園 

    校地僅 2.17 公頃，但擁有充足而多功能的風雨操場、戶外舞台、

運動場及球場，教學設施齊備，前庭及中庭美麗宜人，學校成為社區

中的公園和活動中心。 

三、社區化學校 

    積極參與地方文化教育活動，以社區服務、教育宣導、提供資訊

教育與體能休閒活動與兩鄉密切互動；另與地區賓茂、大武國中結為

課程改革與發展聯盟，增進教師跨校進修成效，與社區及學校共同成

長。 

四、原住民(排灣族)文化資源中心 

    成立「排灣族鄉土教育中心」及「原住民民族教育資源教室」，長

期發展原住民傳統雕刻、刺繡及歌舞組訓，辦理原住民紋手老人鄉野

調查、任教原住民地區學校教師研習，參與舞蹈比賽及表演，成效優

良。 

五、課程發展及改進教學 

    長期試辦「九年一貫課程改革」暨「推展小班教學精神計畫」，經

由策略性及自發性的集體學習，已達成試辦任務，教師專業大幅精進

之際，也帶動學校課程與教學品質的提升，教師專文暨教學設計均已

彙編成書，建立良好學校形象。 

 

 

 9



台東縣立大王國中學校發展情境分析 

因 素 優勢(S)與機會(O) 劣勢(W)與威脅(T) 執行策略(S) 

地理 

環境 
1. 位於日昇之鄉，地區熱情開

朗，物產豐富。 

2. 鄰近市區，加以南迴線太麻

里段道路改善工程完工在

即，交通便捷更具台東市衛

星地位。 

1. 學區涵蓋太麻里鄉及金

峰鄉，金峰鄉為山地原住

民鄉，深入山區，與學校

互動較受限制。 

2. 鄰近市區亦為學校帶來

學生外流之誘因。 

1. 尊重家長、親近社區，共存共

榮。 

2. 積極進行家長聯繫與家長訪

問。 

3. 與學區國小緊密互動，推展教

育合作。 

 

學校 

規模 

1. 九班小型學校學生 300 人，

校地完整。 

2. 即將開辦身心障礙特教班

一班，可擴充規模 

1. 外圍部分校地與私有地

地權不清，妨礙校園規劃

及社區關係。 

2. 長期觀察有減班趨勢。 

 

1. 校地原為居民捐贈而得以建

校，外圍交界佔用私有地應歸

還地主。 

硬體 

設備 

1. 普通教室、專科教室設備齊

全，教學資源豐富 

2. 風雨操場完工、球場暨操場

整建即將完成。 

3. 辦公室及合作社符合使用

需求。 

1. 老舊設備面臨汰舊換新。

2. 操場、球場等空間之配置

與使用管理待調整加強。

3. 辦公室空間設備及環境

尚未盡合理與充足，待進

一步改善。 

 

1. 91 年上半年內，完成「改善教

學環境」暨「改善辦公室環境」

兩項計畫，請求縣府補助 

2. 操場、球場、風雨教室等加強

管理， 

教學 

資 源 

(師資) 

1. 教師素質佳，具教育熱忱及

在職進修意願。 

2. 每年均能提出學習心得暨

教學計畫。 

1. 教師自市區通勤往返，課

餘學生輔導較為困難。 

2. 偶有教師未善進職責情

事，曾受家長指責。 

1. 繼續帶動組織學習氣氛，教學

相長。 

2. 加強教育績效之督導考核，進

行激勵與約束 

 

行政 

人員 

1. 組織健全，人員適任。 

2. 兼職同仁暨專職同仁為校

服務，搭配良好。 

1. 受班級數影響，教務及訓

導處分別少一及二位組

長，工作繁重，影響教學

及行政。 

1. 縮減、簡化行政層級及程序，

發揮教師及幹事功能以彌補不

足。 

2. 校務規劃精簡透明化。 

 

學生 

狀況 

1. 300 位學生來自太麻里鄉及

金峰鄉，活潑開朗、純樸健

康，珍惜生命、尚知上進。 

2. 173 位 原 住 民學生 ( 佔

57%)，族群融洽。 

1. 郊區及山區學生仍存文

化不利因素，家庭功能較

不足。 

2. 大部分學生學習動機偏

低，學業成就亦偏低。 

1. 推展多元肯定、多元發展的教

育來開發潛能，培育人才 

2. 透過行動研究掌握學生在家學

習狀況，與家長共同推展適性

教育。 

 

家長 

配合 

1. 家長關心子女學業及校務

推展，滿意學校。 

2. 家長會健全而積極，對教學

及校務行政能給予支援協

助。 

1. 部分家庭功能不彰之家

長，無力教養子女，學校

負擔吃重。 

2. 家長提出諸如「能力分

班」「課後補習」之要求，

校方難以配合。 

1. 加強個別談話、家庭連絡及輔

導新體制，確保「帶好每一位

學生」。 

2. 以尊重、說理、會談及事實資

訊與家長會密切溝通，爭取更

多支持。 

 

社區參

與及資

源運用 

1. 積極參與社區活動，與兩鄉

鄉公所及機關社團互動良

好。 

2. 社區圖書館、鄉土技藝及觀

光產業均能善加運用，增益

教育內容。 

1. 學區內缺乏較高層文化

教育機構，高層次、精緻

化之資源短缺。 

2. 參與社區活動時難以兼

顧教學正常化。 

3. 學校成為資源提供者。 

 

1. 繼續推動鄉土文教活動，與地

方文史團體共同策劃相關活

動，並促使師生參與學習。 

2. 促進各課程領域與鄉土教學結

合，善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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