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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行動研究邁入第四年

�我家門前有小河~

�每日生活在河邊的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回首三年‧。‧

校本課程該如何進行? 課程內容如何設計?

學年間連貫? 教學時間?

學生獲得什麼? 教師的信心?

可以連結市本課程「海洋教育」嗎?

�努力了三、四年的校本課程還走的下去嗎?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探討以「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之實施歷程
學校本位課程之實施情形及修正歷程為何？

�精進學校本位課程之課程架構及實施內涵

評鑑學校本位課程架構及計畫是否可行？

�透過行動研究之教學與反思歷程，增進教
師之專業成長
了解本校課程發展歷程中教師個人專業是否有提升？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意涵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之意涵

�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續續續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本研究定義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為-

「賦予學校課程發展的權責，在課程發
展的過程中是以學校為主體，學生的需求
為核心，透過學校校長、教師、家長及學
生等相關人員的討論與資源整合，對於課
程所進行的設計、實施及評鑑的過程與結
果。」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續續續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中，課程的發展
與規劃應時時以學生為本，透過教學，教
導學生有關學術及社會技能等學習的內
容，指引學生學習探究與學習策略，此一
課程在學校的開展觀點，是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思維的核心。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續續續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中，課程的發展
與規劃以學校為中心，時時以學生為本，
透過教學，指引學生學習探究與學習策
略，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思維的核心。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並不限定在學校內，且
基本的、完整的課程發展歷程是難以省略
的，包括課程的籌畫、設計、實施、成果
評鑑等階段。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續續續續)~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本研究定義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為-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係指針對學校自行
發展的課程方案進行評鑑，以適切的評鑑
指標或工具蒐集資料，透過課程評鑑人員
對話、討論、分析，以引導或修正課程發
展，提供課程持續深耕與進步、調整或改
進之依據，並在課程評鑑歷程中，經由課
程反省、批判與對話，增進教師課程專業
知能。」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續續續續)~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評鑑的功能可區分為形成性與總結性評
鑑，可提供課程發展回饋與改進的資訊、
協助教師改善課程的品質與績效、促進教
師專業學習與成長等功能。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續續續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評鑑評鑑評鑑評鑑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有不同的階段，而
每個階段的課程發展活動有其關注的任
務，同時課程評鑑亦並行、循環其中，扮
演診斷、收集訊息、評析、描述及做決定
的功能，在各個階段中，課程評鑑均扮演
如影隨形重要的回饋角色，以確保學校本
位課程的品質。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續續續續)~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

�評鑑循環的重複並非是原地循環，而是一
個三度空間的循環，亦即在每一循環後，
往上攀升，持續循環向上，如此螺旋般循
環向上的課程精鍊過程，才是學校本位課
程評鑑的本質。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續續續續)~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

�在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中，螺旋式的精鍊過程
所含括的意涵如下：
一、課程發展須不斷的精鍊再精鍊
二、每階段的發展應以前階段的評鑑結果
為基礎。

三、每階段的評鑑資料需求、所須工具、
資料來源取樣對象不相同。

四、課程評鑑專業的脈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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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及資料蒐集研究方法及資料蒐集研究方法及資料蒐集研究方法及資料蒐集

�行動研究

�蒐集課程發展的各階段出現資料

�同儕對話、心得分享

�觀察教學

�專家教授對話

�文獻資料



研究夥伴研究夥伴研究夥伴研究夥伴

�各學年教師為一群組，以西定國小一至六年
級學年教師為研究夥伴，各學年教師為一群
組，透過小組討論方式，進行編寫教材、實
施教學、課程評鑑等工作，並定期辦理跨學
年教學分享活動；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由各
學年推選一人參與，以利進行課程縱向連
繫。



研究場域研究場域研究場域研究場域

�以西定國小學校本位課程「親ㄑㄧㄥ西定
河」課程發展歷程為研究對象，涵蓋課程發
展之所有過程，包含學生、教師、歷程、困
難點、成果等，研究場域不限定學校內之教
學活動，校外西定河沿岸、學區、社區人士
皆為研究場域。



研究者角色與省思研究者角色與省思研究者角色與省思研究者角色與省思

�初入教職遇九年一貫課程實驗熱烈實施階段

�「師傅教師」－王鏗傑主任的影響

�教務主任、社區規劃師

�身兼「研究者」與「行動者」的角色



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

�轉型～新學校本位課程

�碰撞～課程籌畫階段

�萌芽～課程實施階段

�綻放～課程回饋期



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續續續續)~轉型轉型轉型轉型

� 93學年度以前「體育、運動」為校本課程

�面臨轉型
校內並無專長體育師資

九年一貫實施初期，彈性課程不知如何進行

課程規劃各學年學習一項運動專項，緃向銜接困難

專長教學由社團教師承擔

� 94年10月「學校願景型塑工作坊」研習

�「ㄑㄧㄣ ㄑㄧㄥ西定河」新課程名詞出現



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續續續續)~碰撞碰撞碰撞碰撞

�第一步~營造環境讓教師慢慢調整應是有效的

策略
引入校外專家學者

進行團體動力

教師分享個人教學檔案

�領域小組專業對話
西定河轉化為課程



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續續續續)~萌芽萌芽萌芽萌芽

� 95學年度

◎學校本位課程呼應基隆市重點教育

◎課程設計權力下放學年教師

◎學年教師建立教學檔案

◎以「以時間為軸線」首度出現課程架構



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續續續續)~萌芽萌芽萌芽萌芽

�面臨問題
教師信心不足

沒有教科書怎麼教？

領域課程不斷複習!!

教學支持力量不強

�凝聚大家的焦點很重要



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續續續續)~萌芽萌芽萌芽萌芽

� 96學年度

◎課程一定要開始教

◎強化教師課程設計能力－校內課程計畫發表

◎重新認識課程精神

◎課程教學活動分享

◎討論省思

◎縱橫連繫



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續續續續)~萌芽萌芽萌芽萌芽

�課程架構再修正

�二年級「明星魚」課程最早成型

�從學生學習成效獲得滿足~「領頭羊」教師出
現

�教師回饋聲音增多了



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續續續續)~萌芽萌芽萌芽萌芽

�面臨問題
教師在自編課程時，往往以自身的經驗為主要設計的內
容，其校本課程的內容往往是跟著老師走的，同年段的教師
並不會使用另一個學年老師的教學活動設計。

�校本課程架構定位必須明確化，統整為一條
直線的發展主軸



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研究歷程(續續續續)~萌芽萌芽萌芽萌芽

� 97學年度

◎結合社區「西定河畔提燈踩街慶元宵」活動

◎單元課程自「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而逐

步發展至「人與人」之間的串連

◎課程逐步由點擴大至線、面，課程架構定調

◎教師開始出現批判聲音，屬於教師自我的反省

性、非正式的課程評鑑需求產生



研究結論與發現研究結論與發現研究結論與發現研究結論與發現

�「親ㄑㄧㄥ西定河」成為學校特色

�「螺旋式的課程精鍊過程」提升課程品質

�新課程的發展有助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

�教師思維需轉化方有利於學生學習

�課程的統整要有發展主軸貫穿



研究結論與發現研究結論與發現研究結論與發現研究結論與發現(續續續續)

�課程發展初期需要文獻資料的支持

�「親ㄑㄧㄥ西定河」課程人文元素略嫌不足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能力提升

�課程發展有助於社區整體營造

�教務主任課程統整角色重要



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

�課程發展初期「由上至下」是有某些程度的
需要，但課程要長久發展「由下至上」方能
維持熱度

�「以學生為中心」，教師本位主義太重將影
響課程發展及推動上的阻礙



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

�學校行政單位應以身作則，加強溝通，鼓勵
教師，營造學習型組織氛圍

�課程架構定位明確化，統整發展主軸，是課
程發展穩定開花的重要因素，而統整的工作
應由教務行政人員溝通、彙整



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

�當教師們瞭解課程間的適當關係時，他們會
滿意自己的努力，而且會因為知道自己正在
做應該做的事情而產生一種安全感，屬於教
師自我的反省性、非正式的課程評鑑需求因
此產生

�教師的省思對於學校課程的發展、教師個人
教育思維的轉化、教學形態的轉變，實佔有
一片天地



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研究者省思

�教師給予自己太多不必要的枷鎖，轉化自我
角色其實一念之間，教師應卸下自己不自覺
給自己戴上的無形面具，以學生為中心，勇
於試事，勤於內省反思，方為教育之道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