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評鑑報告(A4 頁數不超過 40 頁) 

貳、課程發展 

一、現況說明 

（一）2-1課程領導 

2-1-1學校有明確的課程發展願景 

本校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依「求真、求善、求美」

之學校願景及九年一貫課程的目標，參酌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待，規劃

以學生興趣、能力和需求等多元學習機制之課程發展目標，建立明確的課程發展

願景，落實全人教育。本校課程發展願景為「勤學」、「品德」、「全人」，其

具體內涵如下：（2-1-1-1） 

1.勤學：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把握教學原則，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引導

學生從做中學，激發強烈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生主動探究和發現問題的能力，學

生能主動的學習，建立終身學習的態度。 

      2.品德：在學校既有的基礎與特色上，融合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實施品

德教育。配合中心德目宣導品德核心價值，並灌輸學生具體行為之表現。學校並

統整校內外資源，推動品德教育活動，以多元方式提昇學生對品德核心價值的認

知、情感及意志，讓學生心中有「愛」，建立一個友善的校園。 

      3.全人：學校的目標在提供學生自由的學習環境，多元的學習機會，讓每

個學生都能適性發展，啟發學生的潛能，讓學生的內在品質及外顯性格都能均衡

發展。 

      4.卓越：學校是傳遞知識與價值的重要場所，適切的課程內容發展，對學

生影響甚鉅。鼓勵學校同仁在課程設計方面不斷的追求更高的目標，重視教學的

品質，建構出適合學生的課程規劃，提升教育品質而進行有效的教學。 

 

      2-1-2學校校長、教務主任具備課程領導的知能 

    本校校長是國立臺中師範學院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教學碩士，曾擔任臺中 

縣國教輔導團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員 7年、研究員 2年，目前擔任臺中市國教輔 

導團藝術與人文領域副召集人，希望以充滿「愛與榜樣」、「關懷弱勢」、「創造幸 

福」的願景，和教育伙伴們共同建設山城客家小校！教務主任畢業於台東大學教 

育研究所學校行政組，秉持著「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及「將每個學生當成自己的 

孩子」兩個理念，與同仁共勉！基於此，不時警惕自己隨時充實本職學能，做好 

課程領導的領航者。具體作為如下： 

      1.塑造學校共同願景，規劃學校本位課程與發展學校特色。 

    2.為具備深厚的教育本職學能，積極參加過多次課程領導相關研習。

（2-1-2-1） 

      3.參與各項課程與教學研討會議，與同仁透過專業對話，進行理念及意見 



溝通，落實課程領導。 

      4.落實教學視導業務，不定時巡堂並做成紀錄，提昇視導功能。 

      5.行政團隊能主動適時支援各項教學活動，爭取家長與社區人士參與認 

同，尋求更多的資源共享。 

 

（二）2-2課程規劃 

本校依據九年一貫課綱精神，經由每學期定期召開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領

域教學會議、教科書評選會議等，規劃課程發展計畫。 

       2-2-1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學習領域小組運作成效 

1.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擬定課程計畫 

(1)依規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領域教學小組，定期召開會議，規劃及審 

議學校課程計畫。（2-2-1-1） 

(2)課程計畫擬定先由各處室擬訂新學年行事曆、各項宣導及教學所需彈 

性學習節數，供各年級編寫課程；召開課發會討論研議，針對課程需要規劃各年

級課程進度、彈性課程及學校本位課程，擬定全學年教學計畫。於第二次課發會

透過簡報分享，全校教職員共同討論，改善修正後完成總體課程計畫。 

 2.學習領域小組正常運作 

    校內教師依任教科目、專長推選一人擔任各學習領域召集人；不定期召開學

習領域會議，透過經驗分享與專業對話，研討教材及教學疑難問題，改善及增進

教學知能。 

3.依規定辦理教科書評選 

本校依臺中市政府頒訂之「臺中市國民小學辦理審定本教科書選用採購作業

要點」，於每年五月間本著參與、公平、公開之原則及依合法之一定程序辦理教

科書評審選用；經教科書選用小組評選，決定版本順序，送交課發會決議，並將

選用結果公告周知，再進行相關採購事宜。（2-2-1-2） 

 

      2-2-2學校本位課程具有特色 

    本校課發會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與學生需求規劃學校本位 

課程，將其融入課程設計中，提供學生多元學習與發展；培養認識在地文化， 

涵養人文氣息及有終身學習能力之活潑健康、樂觀進取的好兒童。學校本位課 

程說明如下： 

      1.書法亮點特色：課程規劃一、二年級以硬筆字練習；三~六年級以習寫 

毛筆字為主，編製課程循序推動。 

      2.社區教學步道：依自編鄉土教材「中嵙社區步道」分年段進行鄉土采風 

課程，認同在地文化，培養愛鄉情懷。（2-2-2-1） 

      3.藝術教育：於彈性課程中規劃陶藝或書法課程，並申請辦理校園藝術 

季，展演名家作品；藝術深耕由在地藝術家親自指導學童藝術創作。（2-2-2-2） 

      4.閱讀教育：每日晨讀十分鐘，指導剪貼作文；與天下雜誌結盟，推廣希 



望閱讀；佛光山雲水專車定期至校，推廣繪本閱讀；並曾與作家有約，提升學童 

創作層次。（2-2-2-3） 

5.客家風情：申請相關經費補助，利用課餘教導客家歌謠及客家開口獅， 

讓學童認識客家風俗之美。鼓勵學生參加客語初級及中高級認證，提高通過率。

校長率先以身作則，獲得客家委員會 101年度客家語中高級認證通過。（2-2-2-4） 

 

（三）2-3課程實施 

       2-3-1教師了解本校課程規劃情形 

1.新學年度開始之前，教師均依學校預定行事共同編寫整學年課程計 

畫；並依審核過之課程計畫進行教學。（2-3-1-1） 

2.期中召開各領域教學研討會，針對課程實施及教學現場疑難問題提出 

研討及修正。（2-3-1-2） 

3.依據學校發展特色及本位課程規劃辦理週三教師進修活動。（2-3-1-3） 

4.申請數學亮點基地計畫，邀請學者專家蒞校演講，有效提升教師教學 

技能。（2-3-1-4） 

 

       2-3-2學校課程反應出學生需求 

1.依學生需求規劃課程計畫並辦理補救教學、英語扎根及課後照顧等服 

務。（2-3-2-1） 

2.課餘亦開設客家歌謠、民族舞蹈等才藝性社團讓學生選擇。（2-3-2-2） 

3.彈性課程融入生命教育及環保課程，統整知識與生活經驗，活化教學 

內容。 

4.教材除教科書版本資料外，教師亦從生活經驗設計貼近學童生活之有 

趣教材，如中嵙社區步道、中嵙頌等。（2-3-2-3） 

5.結合社區各項觀摩比賽，辦理學生才藝發表（2-3-2-4），提供學生展

現自我機會。 

 

（四）2-4課程評鑑 

   2-4-1學校具有課程評鑑機制 

1.定期召開課發會、行政會議、領域教學會議，透過會議討論、彙整意 

見適時提出改善方案。（2-4-1-1） 

2.鼓勵教師辦理教學觀摩，透過教學觀摩檢討會的回饋與分享，提昇本

身的教學技巧。（2-4-1-2） 

 

2-4-2學校具有課程實施的自我改善機制 

1.定期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學年度課程計畫、領域銜接計畫、規 

劃特色課程及辦理課程評鑑事宜。 

2.辦理教師專業社群及教師讀書會，營造校園專業成長氛圍，利用週三 



下午安排各項進修活動，辦理教師專業成長及分享課程。 

3.期初由教導處製作巡堂記錄簿，每週由校長及三處主任不定期巡堂並 

做成記錄，適時提出回饋與改進（2-4-2-1），以落實教學正常化，維護學生學習

品質。 

4.102學年度起辦理教師公開課暨入班觀察，由教導處排定計畫與實施 

預定表，並落實各項觀課記錄表格瑱寫，給教學者回饋與建議。（2-4-2-2） 

 

二、優點與特色 

（一）落實課程發展組織與運作，透過簡報分享課程計畫及自編教材，透過全校

教職員共同討論，改善修正完成總體課程計畫。 

（二）在課程發展規劃上，考量學校、社區、學生、家長的需求，配合學校願景

規劃安排相關課程，期能達成教育的目標。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多元，提供學生多

方面的學習，重視鄉土文化，成立客家開口獅及歌謠班，發揚客家文化並蔚為學

校特色。 

三、待改進事項 

(一) 學校編制小，各項會議組成人員多有重複，每項會議不能一一顧及，只能

採取多項會議一併舉行，較不能完全落實。 

(二) 在學校本位課程的實施上，以融入各科教學或利用宣導或活動進行，缺少

各領域橫向或各學年縱向的聯繫，導致教學內容或活動有所重複或不足。 

(三) 在課程評鑑上尚未建立完備的課程評鑑機制，本校同仁對於課程評鑑的能

力較為薄弱，對於課程實施的成效分析及改進部分，都尚在學習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