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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校課程發展先從充實領域小組橫向—主題架構、教學重點及課程設計出

發，其次統整教科書及領域小組主題特色—擬定縱向校本學年主題統整架構，依

教學資源準備逐年實施學校主題教學，安排課程發展重點，規劃領域教師行銷對

話，使校本課程融入學年主題教學，落實校本課程意涵，完成領域教學資源庫，

於主題教學實施採用。 

課程評鑑從巨觀學年主題課程規劃開始，到微觀主題教學成果檢核，探討

運用學校主題教學實現願景之現況，並依據評鑑結果，省思如何完成 1.教師溝

通文化的形塑與深化 2.教師專業發展為核心的學習型組織 3.學校課程分享發表

機制 4.課程評鑑指標及工具的具體化和脈絡化 5.針對本區學生特色改進教學，

增進學習效能。 

課程發展整合學校內外資源與人力，有助學校願景形塑，凝聚團體意識，

增進成員認同，且有效回應學生、家長及教師對課程與教學的需求。藉著實踐性

的校本課程理論，建構華江國小品牌課程之品質與口碑。 

 

 

關鍵詞：校本課程、主題教學、華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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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然共舞~華江國小校本課程之型塑 

 

壹、前言 

 

  現階段 21 世紀，面對多元的社會變遷，諸多問題已無法由單一領域所習得

之能力來解決。學校的學習即為孩子未來腳步奠定基礎之始。而課程統整亦是孩

子面對多樣領域的綜合學習。由單一議題開始，讓學生有興趣學習，同時才不會

和社會脫節，九年一貫主題統整教學，可訓練學生養成全方位思考解決問題的能

力，增加未來的競爭實力。 

  從廣義的課程意義來說，課程是學生在學校所學習到的經驗與活動總合，各

處室各領域在實施活動或教學時，應以課程的觀念去經營，而課程行政化，活動

課程化才能讓教師及家長皆能感受到學校的所有行政作為以課程教學為主體，整

合教師及家長共識，集中能量發展特色。     

課程是逐漸發展出來的，而發展學校的特色課程，更是將課程的決定權從過

去教育中央層級決策單位，釋放給各校依所屬不同文化背景發展特色；但以「學

校為中心，以學生為主體」的概念，仍是不能更改的中心目標。學校特色課程的

發展不僅可以整合學校內外資源與人力，亦有助於全校課程願景的形塑，凝聚團

體意識，增進成員認同，並且有效的回應學生、家長及教師對課程與教學的需求。 

運用在地特色—雁鴨公園，發展學校特色課程，讓孩子的學習能與家鄉結

合，藉此認識自己生長的環境，並進而培養關懷鄉里的精神，建立對故里的感恩

情懷。實施九年一貫，提昇學生素質、培養帶得走的能力，幫助學生適應未來多

元的社會，讓華江學生走出校園更具競爭力，是我們華江全體教職員ㄧ致努力的

目標。 

九年一貫課程自 90 學年度起由國小一年級開始實施，課程實施以學校層級

分工取代中央集權式的課程控制，學校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個學習領域的課

程小組，透過對話、實施、評鑑與修正等機制，合力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貳、基本現況 

一、 設校歷史： 

從經濟緩步起飛的六十年代，到全球少子化的廿一世紀，時代氛圍在改變，

對學校對教師的期待也持續改變，而因應此變化萬端的情境，唯一不變的是求新

求變求卓越的專業堅持，與教導孩子儲備多元創新能力的專業熱情。從社會科、

數學科的教學研究；加入電腦教學、英語教學、資優教育、幼稚教育、體育班等

時代需求的元素；因應小班教學精神方案的創新教學、以及九年一貫課程對學校

本位特色課程的研發，一部華江教師課程發展史，不啻為一部光影流動瑰麗、情

節起伏迭宕的臺灣教育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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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8.08 正式成立，定名為「台北巿雙園區華江國民小學」 

(二) 74.08 從事社會科課程實驗研究工作，發展新教材。 

(三) 74.08 設立資優教育實驗班，從事資優教育實驗研究。 

(四) 76.08 開辦附設幼稚園四班。 

(五) 78.02 設立電腦教室，發展資訊教育。 

(六) 78.08 設立資源班，從事數學科完全學習實驗研究工作。 

(七) 81.02 承辦國小社會科課程實驗教學研究工作，台北巿幼小課程銜接教

學實驗研究工作。 

(八) 85.09 推展環境教育，戲劇融入教學之多元活潑教學研究。 

(九) 86.09 試辦國小英語教學，加強母語教學，充實學生之多元語文能力。 

(十) 88.09 獲選為推動台北心教育萬華區種子學校。 

(十一)  88.09 辦理小班教學精神實驗，落實小校小班社區小學理念。 

(十二)  90.09 獲選為推動童軍教育萬華區種子學校。 

(十三) 92.5 本校榮獲教育局評選為萬華區閱讀活動種子學校。 

(十四) 93.6 本校榮獲教育局評選為資訊種子學校。 

(十五) 94.06 辦理資訊初级種子成果發表會。 

(十六) 94.09 榮獲臺北市教育局推選為資訊中級種子學校。 

(十七) 94.10 辦理臺北市推動深耕閱讀成果觀摩發表會。 

(十八) 95.11 擔任台北市品德教育推動小組課程教學組。並辦理臺北市品

德小故事徵文競賽成果發表會。 

(十九) 96.11 編擬及出版「品味故事敎出德」口袋書，並辦理發表會。 

(二十) 97.08 成立體育班。 

(二十一) 97.11 擔任臺北市教育局讀報實驗學校暨實驗班。 

(二十二) 96.97.98 連續三年擔任台北市九年一貫第二群組中心學校 

二、 社區環境： 

(一) 生活環境：本校學區為萬華區華江里，係一單純安靜的住宅。位處巷弄

之間，與週邊住宅，可謂是「雞犬相聞」、關係密切。居民多數為環南市場攤商，

純樸篤實，對學校依賴度極高。社區資源及活動與校務推動密切結合，課程規劃、

教學實施、活動辦理，若能積極至社區倡導取得共識，將成為重要的教育助力。

但是近幾年，隨著萬華社區的老舊衰敗與人口的外移，老年人口比率遽增，學齡

人口漸次減少，班級數亦隨之遞減，而低收入、外籍配偶、單親與隔代教養…等

弱勢族群的比率相對其他地區為高。因應社區氛圍之轉變，社區終生學習之需

求、健康社區之營造以及對弱勢族群之輔導關照，遂成為學校教育未來亟需關心

的焦點。 

 (二)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 

    本校位於臺北市最西側，鄰近新店溪

華江雁鴨公園。地處連接板橋與萬華之華

江橋頭。 

圖 1  學校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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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文環境：以下圖來表示 

 

 

 

 

 

 

 

 

 

 

 

 

 

 

 

 

 

 

 

 

三、 學校規模 

(一) 班級與學生數(表 1) 

學校名稱 華江國民小學 縣市別 臺北市 

學校校址 108 臺北市環河南路二段 250 巷 42 弄 2 號 

連絡電話 （02）23064352 傳真號碼 （02）23022503 

網址 http://www.hces.tp.edu.tw 

校長 胡 慧 宜 

學校類型 小學部 24 班,資優班 1 班,資源班 1 班,幼稚園 2 班 

年級 班級數 學生數 

一年級 4 69 

二年級 4 90 

三年級 4 103 

四年級 4 96 

五年級 4 104 

六年級 4 97 

幼稚園 2 54 

班級數與學生數 

合計 26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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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校人文環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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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職員工資料表(表 2) 

職務名稱 人   數 

年級 人數 年級 人數 科目 人數 科目 人數 

一年級 4 二年級 4  1 自然 1 

三年級 4 四年級 4   英語 2 

五年級 4 六年級 4   特教 4 

各
年
級
級
任
教
師 

小計 24 

各
年
級
科
任
教
師 

小計 8 

幼稚園園長 1 幼稚園教師 3 

性 13 
教師總數 

(屗 校長與主任) 
52 

性 39 

通過電腦 
能檢定 

52 人(屟教師總數 100 ) 

(三)師資人力資源結構(表 3) 

 

(四)教師專長分析(表 4) 

專長 語文 數理  教育 社會  特教 其他 

 3 4 1 3 0 0 1 2 

 7 7 3 7 2 2 3 7 

合  計 10 11 4 10 2 2 4 9 

 

 

 

 

 

 

 

 

 

 

 

 

 

師資培育 

機    構 
師  專 

師  

校 
師資班 

一  

學 

研究所 
( 40學
分班) 

合計 
岅  

年齡 

 0 6 1 0 6 13 

 2 15 4 4 14 39 

合  計 2 21 5 4 20 52 

37.5  

特色 多元師資、年 活力、可塑性強、極具開發 力 

華江國小課程發展師資人力資源分析圖

3.8%

40.4%

9.6%7.7%

38.5%

師專 師範院校

師資班 一般大學

研究所(含40學分班)

教師專長分析圖

19.2%

21.2%

7.7%

19.2%

3.8%

3.8%

7.7%

17.3%

語文 數理 音樂 教育 社會

美術 特教 其他

圖 3  師資人力資源分析圖 圖 4  教師專長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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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優質目標 

一、 背景分析 

(一)時代的 勢、教師的心 ： 

學校課程的發展關係著教育品質的 。本校創校於民國68年， 年

階段，教師團 積極正向， 學歷比率38.85 ， 過台北市國小教師

比率。在九年一貫課程推動 ，積極建構學校本位課程架構，務期能 基本課

程及特色課程，落實推動課程發展。 

本校教師一 以來 是運用團 合作的方式，不 地 求專業成長，從 90

年開始至 ，我們的課程發展已進行 九個年頭。96 年起，開始實施教學輔導

教師制度，98 學年度開始，依據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 ，以學校願

景「多元創新 自 」為目標， 凝聚團 動力，建立一個多元創新、持續

岛續經營、充 自 的教師學習型組織，期 透過 專業且 的 ，藉由

、對話的方式，相 提 教師檢 教學現 的機會。並依據評鑑結果，給

教師們 定與回 ，進而自我規劃專業成長方案，亦對 未 到要求的教師，輔

以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提 適 助，以 專業成長之需求。99 年度開始，本校

教師自組專業學習社群五個團 ，其中，有三個團 獲得台北市教育局的 定與

助。 

(二)社區之期許、學校的 任： 

學校位社經 峋不高的老社區，屬弱勢學區，積極提 學生學習力與競爭

力，是學校無可 的任務。家長 於生計，對孩子的教育學習多岾 教師

照 。為學生營造優 學習環境、提 學習機會，深奠學習基礎能力、 發

多元 、建立 自 的學習 度，提 學生的學習力與競爭力，是華江教師

於承擔的使 。 

 

目 低收入 單親 隔代教養 住民 外籍配偶子  

人數 48 57 16 7 55 

合計人數：183 

全校學生比率： 29.85  

表 5  學生弱勢背景分析統計表 

 

(三)組織重整、營造特色： 

因學校地理位置之影 ，以及教師 用制度的改變，本校教師變動性不高。

積極 觀面而言，有長期發展規 之優勢，唯 強各領域專才需求。屮外多

數老師僅有華江一校的教學經驗，如何 充教師的專業峐圖心與 ，成為

華江面 的課題。且面對 環境少子化的影 和區域內國小密度高的 力，華江

國小需積極營造學校特色，以 尙更多學子 讀。學校在91年透過組織峘造，

整行政職 ，設立圖書研究組以及 屏設備，專 進行課程研發與教學創新，深

耕課程與教學， 向學校本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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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 背景脈絡，華江國小 學生特質、教師資源、行政資源、校園環

境等內部 峋，以及家長參與、社區資源、教育政策等外部 峋，進行學校教師

專業發展的  分析，以深度 解華江國小課程發展的脈絡與背景。 

內部因素 優勢（st e ths） 峟勢（we esses） 

行政資源 

1. 學習型導向 務團 年 有活力 

2. 組織峘造配合校本發展， 合需

求。 

3. 動性、 性 ，是有機的

尟 教學團 。 

4. 圖書 ，推展閱讀活動

不 力。 

1. 人力（工 事等）編制不 。 

2. 行政人員年 化，岾接部分若未完

整，造成銜接業務中 。 

3. 教育經 有 ，面 教育資源

問題。 

4. 經 接辦教育局、教育部專案，增

加工作量， 需放學 或 日加

班，教師擔任意願不高。 

教師資源 

1. 教學熱 ， 於進修、自主學習

與自發性工作能力強。相處和

， 於發展學習型組織。 

2. 教師 年 ，資訊素養能力

。 

3. 人力資源處於 年，充 活

力。教師教學年資 10年以

過 50 ，能提 經驗傳承。為提

學生學習成效，教師時間、心

力 多 於課程與教學實務工

作。 

1. 資深老師 峈 ，部分優 傳統銜

接不 。 

2. 多元 的教學型 與創意的課

程教學亟待分享與推展。 

3. 逐年 班之故，教師資源 定無新

。 

4. 教師團 多配合學校規劃發

展， 少主導帶動學校方案。受員

編制影 ，部分領域教師人員

少，專業社群 動機制不 。 

學生特質 

1. 純樸 學，學習興趣高，可塑性

強。活潑、會做事。 

2. 活動。熱 體育與球類發

展。 

3. 小型學校規模，具有幼稚園、資

優班、資源班、體育班等…不同

學習區 ，有助幼小銜接與融合

教育之推動。 

1. 學生程度落 ，家長 於生計，

部分孩子 於 教。 

2. 隔代教養、新台灣之子單親、 住

民等弱勢學生比率 30 。 

校園環境 

1. 校園 化 化相 成屖， 人舒

適、 觀之感。 

2. 最適度經營的學校規模, 通班

24 班、特教 2 班、幼稚園 2 班，

學生數 6 多人。學生使用

間充 。 

3. 學校環境規劃與 置 合教學需

求，學校 間充分開發與 用。 

4. 教師教學充分運用學校環境資

源、 間與設備。 

1. 地屬 區，學生文化 少。 

2. 巷 小，週 環境尨整 。 

3. 部分專科教室 間老舊，如 及

英語教室設備待加強。 

4. 學校 局 設備。 

 
外部因素 機會（ pp tu t es） （th e ts） 

家長參與 1. 觀念純樸， 任學校教育。 

2. 家長會與 心 務 組織健全，

1. 家長 多從事工商等 力工作，收

入不 ，對 助學校經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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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 機會（ pp tu t es） （th e ts） 

提 學校助力。 

3. 家長 於配合並參與學校各 活

動，願意主動提 資源。 

4. 家長會組織健全，並積極

工，尟 學校辦學。 

有 。 

2. 社經地位落 ，為生活而工作，

無多 時間參與校務活動。 

3. 家長重 學主義之認 和社會多

元創新教學之期待 。 

4. 部分家長或弱勢家 於生計，

對子 的教育，造成家 教育屺

能。 

教育政策 1. 臺北市優質學校教育指標的研

發。校務評鑑機制持續運作。 

2. 有指標性 如教育部「教學卓

越」、教育局「行動研究」、「教

學 案」、「多語文學 競賽」、

「深耕閱讀評選活動」、各級運

動會等做為 效指尙。 

3. 政 行政機關 透過立法， 立

教師專業發展之重要與岊要性。

98學年度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方案。99 年 專業學習社群專案

提 學校岫辦經 。 

4. 教育局提 「九年一貫精進教學」

研究案經 之岫  

1. 「少子化」 ，學校競爭 、減

班 影 之不去，人心 動。 

2. 教育經 不 ，逐年 減。 

3. 教育政策推行 局統整，部分政策性

活動 目 多，教師於課 教學之

外應接不 。 

4. 積極任教之教師實質 不 ，對不

適任教師 場處置亦不 ，使

教師工作 局動能。 

社區資源 1.鄰近 層 、 巷 

等積極推動社區傳統活動，帶來

鄉 教材。 

1. 來自週邊學校優質學校整建的強力

競爭，可能有 合 的峤機。 

2. 社會 對學校 效要求，華江國

小 群未感受到學校強 力

尙。 

3. 鄰近環南市場家 場以及 民

收 中心，環境及岾通 受 面影

。 

 

 

二、 具體目標（ 期目標） 

(一) 建立校內專業對話分享機制：學校中的許多事 ，如：課程發展、學校

體設施改 、皆需經由不 專業對話，透過對話的歷程 解 此的 法，以

取最 、最有效 的做法。而 的對話機制與環境，方能使所有教師能在安

全有 

(二) 規 校本課程提 學生學習表現： 所學校 應因應學校的學校環境、

課程願景、社區特色、家長需求等相關因素，建立具有學校特色之校本課程；且

課程應具有各領域之橫向連結及領域間之 向銜接， 到一校一特色的目標，

並使學生的學習成效得以提 。 

(三) 提 學校競爭力：面 現 少子化的 勢，各校皆 入 人 ，為增加學

校競爭力，完整且優質的課程發展及課程實施 是一 尙家長及學生的 方。 

 

表 6  課程發展 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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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作法 

一、 課程領導 

(一) 定 的課程願景 

願景的形成需透過組織內部的充分參與，凝聚共識。願景需指出方向，但鑑

來，任何新的計 與行動皆不能自外於 有的情境和脈絡中去思 ，因此藉

由探討現況，從中探 出課程願景發展的焦點。 

本校於 90 學年度期初依 之流程，先將初步的學生願景 岾由教師做

參考並作增 減，經過各學年多次的探討提出學校願景，峘由課程發展委員會

討論 定 ，透過校屔及網 公 求回 ，峘經由課程活動設計， 推展，

以使親師生 能 解學校的課程願景。 

最 定之學校課程願景如下 以「 、感恩、關懷、健康、 、 」

為基礎， 到「親、師、生皆實現 多元創新、 自 」的目標。 

(二) 規 統整的課程架構 

  本校節數之安排 依據下峚幾 ： 

    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要」學習節數分配 及臺北市公立國民小

學加強學生國語文能力方案 統整規劃國語領域課程及學習節數實施計劃。 

    2.落實願景：針對學校課程願景， 定合理 成之節數。 

    3.先備經驗： 據學童能力、學習需求，習得應具備之基本能力規  劃學習

節數。 

    4. 需求：配合家長需求、社區特色，分配適 的學習節數。 

   峘由學校行政 據學校 峋、教師專長、學校願景、 成之能力指標，規

劃各學習領域合理之節數，最 由課程發展委員會，經共同討論 ，決定各學習

領域之節數。 

(三) 建立有效的運作機制 

本校自 90 學年度開始 已透過領域小組及課發會等相關組織不 的進行課

程的對話與討論。課發會之組織編制（組織成員及職務分工如表 7） 經由全體

教師共同參與之校務會議討論 通過，故課發會之成員皆 有充 的法源依據及

民意基礎，使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們能 行各 業務與工作(工作 定表如

表 8)。 

由於本校歷年來溝通對話 ，校內分享機制 通，研究 行，因而對

各 新興之議題及實驗專案接受度 高。近年來， 續岫 許多的專案計 ，

如：96 學年度開始辦理至 之「教學輔導教師」、96.97 年度辦理之「教育部活

化校園」、97.98 學年度岫 之「精進教學計 」、98 學年度開始辦理之「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 獲得教育部及教育局之 定。99 年度教育部之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本校也有 3 個由教師主動岫 並經行政同 之 助 整與修正之教專學習社

群核 通過( 書 讀書會、 及閱讀與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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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員 生 方 式 職 務 分 工 

校 長 
然 委 員  

委 員 會 主  1.綜理九年一貫新課程計 之實施、運作事宜。 

家 長 會 會 長 然 委 員 
1.參與課程發展委員會及 助委員會之運作。 
2. 助各課程領域之課程發展與運作。 
3.提 各課程領域相關資訊與資源。 

教務處 
教 務 主 任 與 
圖書研究組長 

1. 九年一貫課程發展與 理事宜九年一貫課程發展與 理事宜九年一貫課程發展與 理事宜九年一貫課程發展與 理事宜。。。。 
2.課程發展委員會規劃、運作事宜。 
3.編排各領域教學群。 
4.推動成立各相關課程領域之教學研究會。 
5.規劃各 研習進修活動。 
6.建立教學資源中心。 
7.提 教學相關之行政尟 。 

學務處 學 務 主 任 

1. 助 定學生基本能力助 定學生基本能力助 定學生基本能力助 定學生基本能力與生活學習 照。 
2. 助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之課程發展與規劃。 
3. 助各學年綜合活動領綜合活動領綜合活動領綜合活動領域之課程發展與規劃。 
4.規劃全校性郒性課程郒性課程郒性課程郒性課程之發展與 劃。 
5. 助各班「「「「班級經營班級經營班級經營班級經營」」」」計 之規劃與 行。 
6. 助規劃各學年校外教學及校外參觀事宜。 
7.提 訓導相關業務之行政尟 。 

輔 導 
中 心 

輔 導 主 任 

1. 助綜合活動領域之課程發展。 
2 助全校性之總體課程規劃。 
3.推動全校「「「「生 教育生 教育生 教育生 教育」」」」之課程發展與設計。 
4. 整「「「「學校日學校日學校日學校日」」」」相關資料。 
5.整合各 輔導網絡資源。 
6.推動「「「「 性教育性教育性教育性教育」」」」相關議題之研發與設計。 
7.提 輔導相關業務之行政尟 。 

行

政

人

員

代

表 
總務處 總 務 主 任 

1.充實圖書、教材、設備等相關事宜。 
2.多元學習情境 體之規劃與 。 
3. 助規劃及 理教學資源中心資源助規劃及 理教學資源中心資源助規劃及 理教學資源中心資源助規劃及 理教學資源中心資源。。。。 
4.提 總務相關業務之行政尟 。 

各 年 級 
學 年 主 任 

一至六年級之 
學 年 主 任 及 
科任主任 

各學習領域課
程 發 展 小 組 
屦 集 人 

各領域屦集人
及英語教師代
表 

1.統整 各學習領域之間的學習內 。 
2.進行 領域課程規劃與進行 同教學。 
3.評選或自編 學習領域所使用之教材。 
4.研擬各學習領域之課程評鑑計劃。 
5.配合能力指標縱向與橫向 理配合能力指標縱向與橫向 理配合能力指標縱向與橫向 理配合能力指標縱向與橫向 理。。。。 
6.研擬 領域之課程計劃。 
7.研擬 領域之課程構 建議書，並岾由屦集人於
課程發展委員會統整 。 

專 家 學  
依學校之需求
於岊要時
之 

1.提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 助與指導。 

社 區 人  

由本校委員或
學區內社會

及 老中
任 

1.參與課程發展委員會之運作。 
2.提 各課程領域相關資訊、資源及尟 。 

表 7  課程發展委員會 生方式及職務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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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  工作說  參與  備  

一、郃 通過全校總體課程計

 

 

1.各領域課程—縱向 

2.各年級課程進度—橫向 

3.課程銜接 

4.通過課發會工作時程表—九年一

貫工作計 領域/學群 

5.領域小組未來發展重點 

領域小組 

學群 

學群 

全體委員 

 

全體 

開學初 

二、課程計 郃 第二群組課程計劃觀摩 

郃閱 報局核備 

教務處 98/09/10 

三、各領域/學群進修計 —週

三進修—規劃教師專業

成長計  

1.教學創新 

2.閱讀課程 

3.教材分析 

圖書研究組 

全體教師 

學期中實施 

四、領域/學群會議 

 

課程與教學的評鑑，

並進行學習評鑑 

討論校本課程研發 

1.教師專業對話 

檢討本年度課程主題發展 

2.課程發展與回 討論或修正本

學期統整課程及郒性課程施 

3.各組提出課程架構—收集教材資

料 

4.討論教科書選用及校本教材 

5.自 課程評鑑指標 

6.討論各領域 課節數 

圖書研究組 

 

領域屦集人

主持 

學年主任 

主持 

領域時間 

學年會報 

 

 

 

 

11 月/4 月 

五、決定 課節數/職務 決定各學習領域之學習節數及郒性

課程學習節 

全體委員 年 4月 

六、各處室提出重要行事  結合本校願景目標規劃實施 

成活動課程化—峚入綜合活或郒

性課程實施 

各處室主任 11 月/5 月 

七、 定下學期校本課程主題

架構和特色課程實施 

1.學年事先統整主題 

峘全校取得橫向  

2. 立特色課程發展架構 

3. 立課程評鑑指標 

全體委員 11、12 月

/4、5 月 

八、決定教科書版本 評選教科書— 據校本需求及學生

需要—能力指標 配 

全體委員 5、6 月/1 月 

九、實施教學成果發表 1.發展課程評鑑指標 

2.教學創新能力培養 

3.改建研發教學資料 

教務處 

及各科任老

師 

5、6月 

十、實施課程設計 擬定學年度學校課程計 (參考指

標) 

1.學校願景    2.學校行事 

3.統整主題    4.校本課程 

5.六 議題    6.課程評鑑結果 

全體教師 12 1 月/ 

6 7 月 

十一、提岾擬定一學年度學校

課程計  

領域課程 

學年課程計 郒性課程 

領域小組 

級任老師 

8 月/2 月初 

十二、郃 通過全校總體課程

計  

 

1.領域小組—縱向及銜接郃  

2.學群老師—橫向統整主題、校本課

程及重要行事 檢  

同第一  

全體委員 9 月/2 月 

十三、課程計 郃 依照教局郃閱紀 表 教務處 依來文期程 

表 8  課發會工作 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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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各 會議組織工作分配圖 

 

(四) 運用適切的領導策  

課程領導以校長為主，校長充分 重與 任教師的專業自主，幫助教師提

昇專業 能，帶領校內教師，組織各種學習型組織共同成長；峘透過課程發展委

員會、各領域課程小組，發 課程領導的職 ，提 相關 識與行政的 務，更

給 適度的 力量， 課程研究和發展之進度。 此之外，也藉由行政力量

助推動校內團 學習的活動與 氛，並提 的時間與資源讓教師也能發展

自發性且多元化的專業發展活動。 

  

二、 課程設計： 

(一) 實踐願景的課程方案 

學期之課程 充峏的將學校願景融入其中，透過課程之安排與教學活動之

體驗，使學生能從中培養出具有 家園、關懷他人、感 萬 情 的健康

且對未來充 之現代 童。各學年經課發會討論 定 學期之主題課程，

且各領域皆能將校本主題課程安排於學習活動中。93 98 學年度之主題如表 9，

學年主題架構圖如圖 5： 

 

 

 

 

 

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期初期初期初期初))))    

擬定領域發展重點 主題課程討論 

實課程分工進度 課程實施檢核 

領域小組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課程分享、討論下學期

主題 

課程檢討修正 教學省思修正 

課程實施分享 課程評鑑 

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期岕期岕期岕期岕) 

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期初期初期初期初))))    

擬定領域發展重點 主題課程討論 

實課程分工進度 課程實施檢核 

領域小組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課程分享、討論下學期主題 

課程檢討修正 教學省思修正 

課程實施分享 課程評鑑 

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期岕期岕期岕期岕) 

學年會議 



 12

 

學校願景 培養  感恩 關懷 健康  現代 童 

教育目標 多元創新多元創新多元創新多元創新                                                                                自自自自     

學期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學學學學            期期期期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學學學學            期期期期    

實施策  品德教育                         深耕閱讀 

課程主  人生 
認識華江 

人文關懷 

終

學習 

認識華江 

人生 
人文關懷 終 學習 

學校 

主 題 

疼
惜
自
己

疼
惜
自
己

疼
惜
自
己

疼
惜
自
己    

雁
鴨
公
園 

社
區
巡
禮    

我
愛
華
江

我
愛
華
江

我
愛
華
江

我
愛
華
江    

歡
喜
過
新
年

歡
喜
過
新
年

歡
喜
過
新
年

歡
喜
過
新
年    

悅
讀
花
園

悅
讀
花
園

悅
讀
花
園

悅
讀
花
園 

春
暖
花
開

春
暖
花
開

春
暖
花
開

春
暖
花
開    

社
區
巡
禮

社
區
巡
禮

社
區
巡
禮

社
區
巡
禮 

感
恩
的
季
節

感
恩
的
季
節

感
恩
的
季
節

感
恩
的
季
節 

(

世
界
閱
讀
日)

 

悅
讀
花
園

悅
讀
花
園

悅
讀
花
園

悅
讀
花
園 

暑
假
作
業 

輕
鬆
一
夏

輕
鬆
一
夏

輕
鬆
一
夏

輕
鬆
一
夏 

一年級學群統

整活動 

 

95 我是  

96 我的新生 

97 安全總動員 

94 會飛的  

95 開 、 立

「鴨」群 

96 來  

97 類 觀園 

98 我 華江 

融
入
校
本
主
題 

94 與 有  

95 的  

96 的腳峣 

的  

95 的家 

96 感動發

現  

97 懷感恩心 

越讀越  

小
小
愛
書
人 

二年級學群統

整活動 

 

95 做自己的主

人 

96 成長的  

97 成長密碼 

94「鴨」 戲 

95 觀我 事 

96 我的  

97 來我家 

98 自然 

融
入
校
本
主
題 

94 地回  

95 閱讀 家 

96 時光 

感恩的 節 

95 感恩的 節 

96 感 有  

97 傳下去 

華
江
愛
閱 

三年級學群統

整活動 

95 麗人生 

96 家 

97 的世  

94 家十萬里 

95 有 自 方來 

96 家十萬里 

97 雁鴨之  

98 真情之鄉 

融
入
校
本
主
題 

94 生 的  

95 飛向  

96 回 地 

母 的光  

95 一萬年 

96 在 中成長 

97 的家 

*

魯
冰
花
電
影 

*

悅
讀
花
園 

四年級學群統

整活動 

95 自 的生活 

96 不分 我 

97 自 的生活 

94 關懷生 、活出

 

95 雁鴨心鄉 情 

96 雁鴨與我 

97 雁鴨心鄉 情 

98 話我家鄉 

融
入
校
本
主
題 

94 江尯  

95 成長的  

96 與自然共舞 

有 真  

95 讓 飛  

96 感 有  

97 讓 飛  

*

小
書
展
覽 

五年級學群統

整活動 

95 一生 

96 生 心體驗 

97 做自己的主

人 

94 走進 自然 

95 華江心雁鴨情 

96 華江邿  

97 光  

98 走進 自然 

融
入
校
本
主
題 

94 開 

95 世 家 

96 麗人生 

 

95 自心中來 

96 無 的  

97 五 感心 

書
香
世
界 

六年級學群統

整活動 

95 自己 

96 相  

97 的孩子 

94 雁鴨  

95 華江雁鴨情 

96 雁鴨河 情 

97 鴨的故鄉 

98 小雁 雁 尝飛 

融
入
校
本
主
題 

94 人間 時節 

95 華江 閱

起飛 

96  

感恩心華江情 

95 在  

96 起飛 

972009

 

*

到
別
班
說
故

事 

表 9  9 3 9 8 年 學 校 本 位 課 程 發 展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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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江國小華江國小華江國小華江國小 98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學年主題統整教學架構圖學年主題統整教學架構圖學年主題統整教學架構圖學年主題統整教學架構圖(圖圖圖圖 5) 

學群老師： 書 、 文 、高遨 、  

主題活動名稱： 自然   教學時間： 98.8.31 99.1.20 總節數： 80 節 

觀
察
、
發
表
、
學
習
單 

討
論
、
發
表
、
創
作
、
欣
賞
、
實
作
、
作
業
、
演
奏 

討
論
、
發
表
、
學
習
單 

觀
察
、
討
論
、
發
表
、
學
習
單 

討
論
、
發
表
、
欣
賞
、
作
業 

討
論
、
發
表
、
實
踐 

討
論
、
發
表
、
實
踐
、
聆
聽
、
對
話
、
寫
作
、
學
習
單 

討
論
、
發
表
、
學
習
單 

討
論
、
發
表
、
學
習
單 

討
論
、
發
表
、
學
習
單 

討
論
、
發
表
、
學
習
單 

我
和
我
家
附
近
的
野
狗
︱
綜
合
（
6
節
） 

我
的
動
物
朋
友
︱
綜
合
（
9
節
） 

獾
的
禮
物
︱
綜
合
（
6
節
） 

野
雁
的
故
事
︱
綜
合
（6

節
） 

重萬  

關懷生  

自然 

認識環境 

地 

拜
訪
書
的
家
︱
綜
合
（2

節
） 

奇
妙
的
大
自
然
︱
國
語
（20
節
） 

我
們
的
社
區
生
活
︱
生
活
（1

7

節
） 

我
的
小
天
地
︱
健
體
（4

節
） 

圖
書
的
內
文
結
構
︱
綜
合
（
2
節
） 

受
歡
迎
的
小
客
人
︱
綜
合
（
2
節
） 

小
房
子
︱
綜
合
（6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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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 完 的課程計  

  於前一學期之期岕課發會討論通過下學期之處室重要活動及郒性節

數需求表(表 10)，將教育局規定之相關活動及新興議題適時融入教學中，待

定 ，峘由各學年及各領域之教師以此為據，設計出 合本校學生需求之

課程計 。(表 11.表 12) 

週數日期 全 校 性活動 教 務 處 學 務 處 總 務 處 輔 導 室 

    處室 

週次 
活動內  

所 
需 
節 
數 

活動內  

所 
需 
節 
數 

活動內  

所 
需 
節 
數 

活動內  

所 
需 
節
數 

活動內  

所 
需 
節
數 

第一週 

8/31 ～ 9/5 

8/31（一） 
開學日 
新生入學 

 
全校 

教學環境 置 
 

8/31(一)全校
 

1   
新生家長

會 8/31 
 

9/10（四）第
一節一年級岾
通安全 
六年級 親

加  

 

1 

2 

第二週 

9/6 ～ 9/12 

主題課程開始 
9/12(六) 
學校日 

 
新書報報 

(閱讀推廣) 
 

量 高體重
頭  

1 

  

9/9(三) 
特教 導 

(配合 遷
運) 

1 

第三週 

9/13 ～ 9/19 
    

9/16（三）
體驗 

六年級 親
加  

量 高體重
力 

1 

 

2 

1 

    

師活動 
9/23(三) 
第一節 

1 
第四週 

9/20 ～ 9/26 
    

一年級心

檢  
1 

    

第五週 

9/27 ～ 10/3 

 
9/28（一） 

教師節 
   

ㄧ、四年級健

康檢  
1     

一年級 針

施岌 
1 

第六週 

10/4 ～ 

10/10 

  閱讀推廣  體表會 報設

計，融入生活/

文 

 

  

生 教育

導 生

10/7(三) 

第一節 

1 

第七週 

10/11～10/17 
  

10/13 臺北市

基本學力檢

(六年級) 

數習 閱 

 

10/14（三）中

高年級新式健

康 基本動作

觀摩 

1     

表 10  全校郒性節數行事 (以 98 1 至 7 週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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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 98 學年度第 2學期 綜合 領域課程教學計 表 

實施年級 二年級 教材來源 自編 

編郄教師 書  學年任教老師 書 、 文 、高遨 、  

週

次 

實施

期間 
學校行事 

學群

主題 
單元名稱 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重點 教學資源或準備 

2 

02/28 

 

03/06 

主題課程： 在華

江，感 有  
 

小小理 家 

家政 

 

綜合： 

2 1 2 

家政： 

3 1 2 

3 1 4 

1.透過討論建立正 運用

的觀念 

2.針對 書及 市場活動進

行 使用的規劃 

3.能精岌 ，運用尝邊的點

數進行 市場活動 

市場點 、

使用規劃學習單 

3 

03/07 

 

03/13 

  圖書 人 

4 

03/14 

 

03/20 

  圖書 人 

綜合： 

2 1 4 

語文： 

1 2 7 

1 4 1 1 

1 7 5 2 

1.共讀 

2.提問、討論 

3.完成閱讀學習單 

班級 書、閱讀學習

單 

5 

03/21 

 

03/27 

  
參 市立圖書

萬華分 環境 

6 

03/28 

 

04/03 

  
參 市立圖書

萬華分 環境 

9 

04/18 

 

04/24 

4/20(二)21(三)

期中評量 
 環境 

綜合： 

2 1 4 

語文： 

1 2 7 

環境： 

1 1 1 

1.分 的位置與環境  

2. 解 內各 設施與屖能 

3.分 的特色與提 的 務 

4.定期與近期 辦的活動 

5. 童閱 室、 室(影尴

) 

學校和市圖萬華分

間之相關地理位

置圖 

本領域教學計 之評量方式 

( 各 評量所 比 ) 

觀 、討論、發表、學習單、作業、實作、體驗、實踐、省思、 

報 、作業        岅時評量：100  

本領域教學計 所峚及的能力 

指標內  

綜合 

1 1 1 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的人事 。 

1 1 2 說出自己在家 與班級中的 色。 

1 3 2 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語文： 

1 2 7 能有 理的 到的內 。 

1 1 1 能 岭的口 一峋事情。 

家政 

3 1 2 解自己所 有的 品並願意與他人分享 

3 1 4 個人的 行為 

性 

1 1 1 認識性別 色發展與性別 色 板峣  

1 1 2 解自我 心 況 

環境 

1 1 1 能運用五 觀 來探究環境中的事 。 

表 12  領域教學計 (以 98 下二年級綜合領域 2 6 週為 ，能力指標因 面 部峏資料) 

(三) 安排 適的教學時間 

    本校學習節數之安排 依據下峚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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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要」學習節數分配 及臺北市公立國民小

學加強學生國語文能力方案 統整規劃國語領域課程及學習節數實施計劃。 

    2.落實願景：針對學校課程願景， 定合理 成之節數。 

    3.先備經驗： 據學童能力、學習需求，習得應具備之基本能力規  劃學習

節數。 

    4. 需求：配合家長需求、社區特色，分配適 的學習節數。 

    峘由教務處 據學校 峋、教師專長、學校願景、 成之能力指標，規劃

各學習領域合理之節數，最 由課程發展委員會，經共同討論 ，決定各學習領

域之節數。 

 

類別 領域教學節數 郒性學習節數 合計 

語文 

年

段 

學習領域

或 

科目 
國

語 

遲

南

語 

英

語 

健康 

與 

體育 

社

會 

 

與 

人

文 

自然 

與 

生活 

科  

數
學 

綜合 

活動 
語
文 

郒性 

時間 
電
腦 

 

總時數 20 3 23 

一年級 5 1  2  

（ 1 1 ） 
6 

（生活課程） 
3 3 英 2  1  23 

低

年

級 

二年級 5 1  2  

（ 1 1 ） 

6 
（生活課程） 

3 3 英 2  1  23 

總時數 25 4 29 

三年級 6 1 1  
3 

（ 1 2） 
2 3  3  4 2 英 1  2 1  29 

中

年

級 

四年級 6 1 1  
3 

（ 1 2） 
3 3  3  4 2 英 1  1 1  29 

總時數 29 3 32 

五年級 5 1 2  3 3  4  

4  

( 3

1 ) 

5 2 2  1  32 
高

年

級 

六年級 5 1 2  3 3  4  

4  

( 3

1 ) 

5 2 2  1  32 

表 13 領域節數分配一 表 

 

  (四) 有邗 之課程設計 

    學期之課程安排 能充峏提 學生實選 作、探 ，並能隨時因應社會脈

動安排適切的教學活動，且能依照學生不同的 心發展 ，安排不同的學習內

。如：一三五年級 化為本校 年 定實施之特色課程，課程實施時依學生

年級提 不同 度的 教學，並能完全 應與配合「2010 屝 會」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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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生 教育年」的主要 求。 

 

三、 課程實施 

(一) 提 適的實施準備 

    學年安排教師任教科目時，皆依教師之專長 目進行最適合的安置，讓老

師能充分發 所長，以期學生能得到最有效的學習成效。 

    於岅時的週三進修或週五下 的進修活動皆適時的排入與課程相關之各

研習活動，以使教師之專業 能更 完備。 學期學校 定進行校務報 ，使家

長更 解學校的各 活動，若 有新的 施，也會透過網 、校屔及家長說 等

不同的方式來進行 導活動。 

    無論是行政處室之活動辦理，或是教師的課程實施，若有需要 助進行場地

安排、設備採 等，皆會先行向總務處( 其他處室)提出需求表， 求各方面的

尟 。 

(二) 選 合適的教學內  

    本校最具特色之校本課程有下峚幾 ， 皆能 學校之特色及社區之特

性： 

1. 雁鴨課程：因 近華江雁鴨公園，具有地 之 ， 年 11.12 月雁鴨來

時 會安排相關之活動。自然領域並發展出各年級完整的課程內 ，且自行 作

相關教學 體，提 教師及學生在出發前之行前導 說 。 

2. 社區 ： 近 及鄉 教育中心等地； 文領域教師自行 並

作出專業的影尴，行前先對學生進行各 建 之說 ，峘透過實地的參 ，使

學生能有更精 的學習及更 的收 。 

3. 化教學：本校為 率極高的學校， 意 然，四 開不 ，

是一所 市中的 麗 園。一三五年級的 化教學，從 的選 、 的修

、 的照 等 有 的示 與實選的 作，讓孩子們從小 能由照

的過程，培養關懷萬 的情 。 

4. 閱讀與讀報教育：本校 有已極具成效之閱讀推廣活動外，自 97 學年

度開始岫 教育局讀報教育種子學校，校內目前有 2 班讀報實驗班， 班亦有一

峏國語日報可 班級讀報教育之推動，自 97 學年度開始學校更在全校教師尟持

與配合下於 8:00 至 8:10 推動 讀十分 ，對學生閱讀習 的養成及閱

讀能力的提 幫助 。 

(三) 進行有效的教學活動 

各學年教師於學期中不定時針對教學情形對學生所做的問 ， 量化的

資料外，更提 質性的文 ，讓老師能隨時 解自己的教學成效；教師可針

對自己的教學成效峘進行修正之參考。 

(四) 動 的 理機制 

    日由校長或各處室主任進行教師教學 ， 解教師之教學情形及學生之

學習 況，以 學生之學習品質；並於事 依教師之教學表現給 或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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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使校內對話及 相 助之 更加 行，並能定期

聚會進行教學之分享與 示，對學校教師之教學能力的提 ，助 多；而對教

學 需幫 的老師也能透過教學輔導教師之機制獲得 助。領域小組 年 定於

學年結 前進行教學成果發表會，讓學校同 解各領域發展之重點及所研發之

教材。教師對校外之各 競賽活動，參與度 高，獲 比 亦高。而 教師參賽

獲 時，家長會 會提 ，以 老師，成為一種 性的 環。 

四、 課程評鑑 

(一) 設計適切的評鑑規  

    課程計 完成 ， 透過同 (領域 學年 各處室主任)來進行課程之郃

( 如表 14.表 15)， 助檢閱他人計 之內 ，並提 修正之參考意 。而在課

程實施過程，於期中及期岕時皆有自我評鑑之歷程（自我評鑑表如表 16~18），

讓教師能進行省思與分享，並做為未來修正之參考。 

語文 
   郃 目/領域 

國語 遲南語 英語 
數學 社會 

郃 人員： 

各領域屦集人及教務主任 

洪
裕
欣 

許
興
華 

洪
裕
欣 

許
興
華 

陳
慧
蘭 

許
興
華 

朱
玉
真 

許
興
華 

陳
雅
芳 

許
興
華 

1. 合學生需求           

2.配合學習目標           

3.能 縱向連結           

4.能做到課程銜接           

5.峚出能力指標           

6.融入六 議題(標 )           

7. 設計多元體驗教學           

8.實施多元評量           

9.能 應學校主題及願景           

10.能結合學年主題統整，做設計教學           

11.能 整教科書單元配合學年主題設

計 
          

12.能使用校本課程設計（標 ）           

13.能峚出設計老師名單           

14.能依規定            

備 說   可 峘 解 下次改進 

表 14  領域計 同 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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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郃 目/主題 
一
、
我

愛

華

江 二
、
珍

愛

大

自
然 

三
、
真

情

之

鄉 

郃 人員：由岂而履，依次為各學年

主任、圖書研究組、處室主任 

李
佩
萱 

吳
淑
娟 

王
有
福 

陳
明
勤 

吳
淑
娟 

王
有
福 

張
芝
綺 

吳
淑
娟 
吳
瓊
慧 

一一一一、、、、節數之一致性節數之一致性節數之一致性節數之一致性             

二二二二、、、、進度表有 如銜接校本等進度表有 如銜接校本等進度表有 如銜接校本等進度表有 如銜接校本等             

三三三三、、、、能融入相關任課領域能融入相關任課領域能融入相關任課領域能融入相關任課領域             

四四四四、、、、能配合校本特色能配合校本特色能配合校本特色能配合校本特色    

1.1.1.1.如使用班級 書如使用班級 書如使用班級 書如使用班級 書    
         

2.2.2.2.結合處室活動等結合處室活動等結合處室活動等結合處室活動等             

3.3.3.3.能配合設計全校主題課程能配合設計全校主題課程能配合設計全校主題課程能配合設計全校主題課程    

雁鴨雁鴨雁鴨雁鴨，，，，郄出真情郄出真情郄出真情郄出真情     
         

五五五五、、、、有設計學年性之其他統整課程有設計學年性之其他統整課程有設計學年性之其他統整課程有設計學年性之其他統整課程             

六六六六、、、、能峚出能力指標能峚出能力指標能峚出能力指標能峚出能力指標             

備 說  做到 少部峏未做到 

 峘 解 做到，下次改進 

表 15  學年主題課程同 評鑑 

 

一、 教學單元（主題、名稱）： 

校本主題：親情 深， 閱 讀越感恩 

二、教學節數： 

三、本學期學群主題教學活動實施之 有助於提 學生 能力  

四、主題教學活動老師、學生及家長之回 意  

五、自我省思及對本主題教學設計之建議 
表 16  自我評鑑單(文 )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群主題統整課程 自我評鑑單(期中版) 

的學群老師： 

    感 們在課程設計與教學的用心屃出， 是教師專業成長的最 。

們針對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統整主題 「親情 深，閱讀越感恩」進行第

一階段的教學歷程檢 ，將教學現況或 境進行 ，以作為下屜學期修正教

學活動及評量方式使用，  

                                                  教務處  圖研組 

 

一、 期初至期中統整主題課程的「教學資源準備」情形 
( 如: 體、書籍、行政 資尟 是 ?) 

二、 期初至期中統整主題課程的「學群老師間或與行政溝通」情形( 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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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對話的時間是 ?時間點是 ?行政處室的尟 是 及時?) 
三、 期初至期中統整主題課程的「師生 動」情形 
四、 期初至期中統整主題課程的「學生評量與收 」情形 

( 如： 先的教學目標是 成?是 要修正教學策 ?) 
 

表 17  自我評鑑單(期中版) 

 

校 本 主 題 華 江   
常
懷
感
恩
心
，
越
讀
越
快
樂 

把
愛
傳
下
去 

溫
暖
的
家 

讓
愛
飛
翔 

“
五
”
夠
感
心 

2
0
0
9

幸
福
久
久 

1.課程設計能 應學校願景之內涵       

2.課程設計能與其他領域統整結合       

3.課程設計能 及行事時屉及實用性       

4.課程設計經過與教學同 充分討論       

5.課程設計考量學生能力及興趣       

6.課程設計能和學校資源校本主題結合       

7.課程設計能參考行事或主題，將教科書

、 整進度或轉化運用 
    

  

8.課程設計能結合時事融入六 議題       

課

程

規

劃

與

設

計 

9.課程設計能 意版本 並作銜接課程(如

無版本問題此題不 ) 
      

1.教學實施前學群間能做 充分溝通       

2.教學實施中能有親師生 動與溝通學       

3.教學實施時能 教學目標有效教學       

4.能營造 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教學 置       

5.能 用學校環境及資源， 現多元教學方式       

6.能 助學生建立學習 案      ╳ 

7.能與學群合作，發 同教學精神  ╳     

教

學

實

施 

8.教學時能考量學生個別        

1.教學評量 教學目標有效評量        

2.能應用多元評量 解學生學習成效       

3.評量 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教 

學

評

量 

4.評量方式能考量學生個別        

學 
年 

主 
題 

自 

我 

評 

鑑 
檢 

視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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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實施時數        

2.學習結果 成教學目標       

3.評量結果能給 學生回 或        

4.評量結果能與家長溝通 動       

5.評量結果能即時省思紀 與修正教學       

6.能將課程實施與評量結果與同 在學年會議

及領域小組時分享 
      

省

思

與

修

正 

7.能建立教學 案發展教學專業      ╳ 

備 ： 完全做到； 致做到； 部峏做到； ╳ 未做到 
 

表 18  自我評鑑單(期岕版) 

(二) 安排 適的評鑑機制 

  1.課程郃 ：所有教師於 期間分別完成 下學期之課程計 ，由領

域屦集人及學年主任 整， 圖書研究組 公岄於學校網 ， 課發會委員

於 期期間進行課程 郃 作業。課發會委員 郄郃 表( 整表如表 14.15)

並於課發會進行郃 報 ，會 峘 各教師進行修正。 

  2.課程報 ：各學年及各處室定期於課發會中針對課程教學及辦理活動進

行課程實施之報 ，並透過自我評鑑表( 如表 16~18)進行自我評鑑與教學省

思，使課發會委員能 解並檢核課程實施之成效，並針對教學實施情形給 回

，期 能讓課程不 的修正，使之更 完 。 

(三) 提 整全的評鑑效果 

1. 期初教師進行課程計時， 已 的於各週次 使用之教學資源，並

於計 中 峚學期成 之評量方式，各教師皆使用多元之評量方式來 解學生的

學習 況。 

2. 課程實施 ，隨時針對教學情形對家長及學生進行 意度之 ，各處

室辦理活動 會即時辦理活動 意度之 ，以做為下次辦理之參考依據，期

能讓各 教學活動能不 的精進。 

(四) 有效的使用評鑑發現 

  透過教師的自我評鑑單及課程省思，發現 一 教學過程中可峘加強與深

化的部峏， 如下： 

1. 建置學校本位課程數位教材或資料庫：配合 識經濟時代及資源共

享，或 應等需求，本校建置完整的學校本位課程電子數位資源網及資料

庫，讓教師從事校本教學時能如教科書商提 具光 班 ，有助校本課程實

現，建置資料庫於學校網 教師備課及教學時方 取用教材設計。  

2. 加強三合一課程發展—結合深耕閱讀 圖書 用 資訊教育：基本學

力—培養帶得走的能力—具體 是學生的自學能力，規劃三合一課程整合時間

與人力，電腦課結合圖書 用，讓學生一年段學會一種資料庫從市圖、國圖或

分 開始練習， 業學生能得到基本 資料能力 岅弱勢學習 ，故未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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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課程要加強研擬資料庫運用之校本課程教材。 

3. 提昇學生閱讀品質：學生閱讀書籍的量已 ，但在閱讀的品質 仍

需峘加強， 學校教師閱讀 書 ，針對 書出題，由資訊組及圖研組 整並

作成網路題庫， 教師檢核學生之學習 況，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品質，提 學生

的國語文能力，強化學生的整體競爭力。 

 

伍、優質成果 

(一)建立本校週三教師進修規劃之 統性， 個人發展、學校需求與教育政策 

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建立起本校週三教師進修規 之 統性。其中屗 ： 

1. 月一次之學年會議，討論課程規劃發展與教學事宜，並分享班級經營學生

輔導經驗。並 學校意 徵 議題，如年度修建工程、設備採 、評量、學校本位

課程、校務發展計 、重點活動辦理方式、教室編配、教師職務編配等提 意 。

屮於 週五由學年主任與各處室主任，參與之學年會報 整決議。 

2. 月一次之領域小組會議，研發學校本位特色課程、進行教學創新或行動研

究，並於學年度結 之前，進行成果報 ，並編郱成果專 。 

3. 月一次之群組研習，參與九年一貫第二群組規劃之研習。三年來，本校擔

任群組中心學校，規劃研習前，會先徵 各校意 ，以萬華區之需求，如國語文、

數學能力檢 結果之分析與因應教學策 為研習主題。屮 配教育局重點政策，如

教師教學 案 作、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讀報教育、深耕閱讀策 、表 …

等。 量 近現場需求， 具實務經驗的工作 ，分享具體可行的策 。 

4. 配合學校評鑑具體量化指標以及教育政策相關法屉之規定，安排性別岅等教

育、特 教育、生 教育、校安 …等議題，提 教師法屉要求之相關研習時數。 

(二)型塑持續創新的教師文化： 

配合本校願景所 出來的教師圖 ，期待教師能 認同本校願景，並

持教育專業， 有熱情，持續精進課 教學能力。透過教師研習的辦理、課程與

教學領導的歷程，有計 的更新教學設備與教學環境，整合時間 間與人力資

源，型塑持續創新的教師文化。 

1.教師積極參與對外比賽表現： 

（1）95 年陳 老師參加「國小資訊融入課程教案設計徵選活動」獲優等。 

（2）95 年陳 老師、 老師獲臺北市環境教育教案徵選優選。 

（3）95 年教師九年一貫創新教學與行動研究 峋 0 峋。96 年 峋 4 峋。 

（4）95 學年度 性岅等教育教案 選，特優一峋。 

（5）97 本校參加九年一貫創新教學與行動研究 峋 11 峋，成 優 。

優選一峋、 作一峋、入選五峋。98 學年度 峋 9 峋獲得 作一峋。 

（6）高遨 老師參加 97 學年度推動 童深耕閱讀閱 尸教師組的評選，在

「書 教室」組 16 位入選 中脫 而出，獲得 閱 尸 。 

（7）蔡舒文主任參加 97 年度臺北市教師組語文競賽榮獲國語 說第二名。

98 年獲得第一名，代表台北市參加全國比賽，獲全國第六名。 

（8） 老師參加 97、98 年度臺北市教師組語文競賽獲遲南語 讀第六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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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陳惠遙師參加、98 年度臺北市教師組語文競賽獲作文 目第六名。 

（10）陳 老師、 老師獲 98 學年度品德教案 選優選。 

2.領域小組成果發表成果： 

    學期運用教師週三進修時間，安排 3~4 次領域小組研討會，於 年 6 月

峏 一次週三進修時間進行領域小組成果發表，藉此同 間研討心得分享，

發同 間共同學習之精神，不同領域間 與 動，增進對不同領域的認 與

解。並在本年度以領域小組為單位，自組專業學群並有三峋獲教育局 助，

在 61 校 155 個社群岫 ，屯有 54 社群獲選的情況之下，脫 而出 為不 。 

教師教學經驗分享        領域小組成果發表          行動研究作品獲  

4.教學輔導教師試辦情形： 

� 96 學年度試辦開始：3 位受訓合 教學輔導教師。6 位峃 教師(2 年內新

進教師。辦理研習與內部分享對話 20 小時。) 

� 97 學年度試辦第二年：6 位受訓合 教學輔導教師。7 位峃 教師(2 年內

新進教師，及一位教學 自願成長教師)。 屜年辦理研習與內部分享對

話 10 小時。下屜年轉型為讀書會分享對話 10 小時。 

� 98 學年度試辦第三年：9 位受訓合 教學輔導教師。4 位峃 教師(2 年內

新進教師，及一位自願成長教師)。辦理研習與內部分享對話 10 小時。(

屜年) 

5.創新教學團 運作 影： 

   

領域會議 領域小組屦集人會議 學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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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團 表現 

（1）92 學年~98 學年課程計 ，連續六年，經過九年一貫第二群組指導教 評

選，榮獲優等成 ，並推 特網分享 他校觀摩。 

（2）「 尝指—華江 」綜合領域課程獲 96 年度臺北市教學卓越 優選 。 

（3）「華江心雁鴨情」雁鴨校本課程獲 97、98 年度臺北市教學卓越 優選 。 

(三)課程發展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1. 學生得 統計 

(1) 科展： 

� 參加臺北市第 39 中小學科學展 會國小組自然科化學類特優及創意 。 

� 參加臺北市第 1 中小學科學展 會，參加全國獲最 團 合作 。 

� 95 學年度臺北市中小學學生小論文專題郄作競賽第五名 。 

� 97979797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六六六六 4444 建建建建 、、、、陳 遨以及六陳 遨以及六陳 遨以及六陳 遨以及六 3333 陳陳陳陳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2009200920092009 臺灣區世 少臺灣區世 少臺灣區世 少臺灣區世 少

年發 展年發 展年發 展年發 展，，，，以以以以「「「「神 尜神 尜神 尜神 尜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獲全國特優之獲全國特優之獲全國特優之獲全國特優之 。。。。 

(2) 深耕閱讀： 

   96 年：深耕閱讀獲 榮獲台北市學生組閱 尸。 

「 」 英 老師指導  榮獲台北市小小說書人優等。 

「岅 與 峄」胡 老師指導  榮獲台北市小小說書人優等。 

本閱讀 心得榮獲 作 5 峋入選 1 峋 

總成 榮獲閱讀團體 特優  

   97 年：三年 3 班陳 、尸 岠參加台北市 小書競賽獲得 作 

二年 1 班 品 參加台北市閱讀 學習 案獲得優選 

三年 3 班 、四年 4 班陳 、 心、 文參加台北市自編

故事一 獲得 作 

六年 4 班陳岡語、 宜 、 、賴可 、 元參加台北市自編

故事一 獲得 作 

小小說書人比賽作品優選一峋及 作二峋 

總成 榮獲閱讀團體 優選 。 

(3) 多語文競賽： 

96 學年度：六年四班 宜 遲南語 說組第二名 

    六年 5 班 恩 英語 說優等 

 

課發會中報 課程實施情形 領域小組期岕省思 期岕教師們共同評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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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5 班 舒涵 作文優等 

97 學年度：六 3 獲 97 年度國語文競賽國語 讀優等 

  六 4 承 獲 97 年度本 語言競賽遲南語 說優等 

  六 3 獲 97 年度本 語言競賽 家語 說優等 

  六 3 展 獲 97 年度英語 說競賽特優 

  四年二班 校參加臺北市網路閱讀心得郄作比賽榮獲 入選  

  三年四班 承、 、吳 、陳 峽參加國小「品德小故事」

徵文活動 作 。 

98 學年度：六年 3 班陳 國語 說第四名。 

   六年 4 班許中 書法優選。 

   五年 1 班吳 語 說優選。 

   五 1 吳 、三 2 陳品 、三 4 履 、二 3 吳 及 邏      

   參加 家語親子戲劇比賽榮獲北區第 3 名。 

(4) 作品 國語日報 出 97 學年度 5 峋、98 學年度至目前為尩 積已 7 峋： 

(5) 創作： 

� 96 學年度學生 比賽六年 5 班 恩榮獲 類 作 。 

� 台北市 96 學年度學生 比賽，四年 2 班許中 ，書法類榮獲 作 。 

� 臺北市 96 學年度第 2 次 童 創作展遦牌 、遧牌  

� 97 年度第一次 童 創作展榮獲遦、遧 及 。 

（四）建立全員參與之教師領導文化 

目 具體成果 圖尴或說  

1.建置本校網 ，公 學

校最新行事與活動照

尴， 到班班有網 、各

行政處室也 建有網 。 

 

1.本校網 已通過無遷 網 級 試。 

2.無遷 設施 的網 也獲得岅比優等

的成 。 

3.95、96 年台北市班級網 比賽獲得入選

成 。 

4.97 年台北市網 比賽 作。 

5.本校網址：www.hces.tp.edu.tw 

2.設有校內區域網路行

政公 區，將各處室會議

資料、教師 會報 事  

1. 以本校 號密碼 入， 資訊安全。 

2.年度結 前， 成光 ， 備峏

之外，相關人員各 一峏，(如新 任行

政人員)，以 經驗傳承，進行 識

理。 

（
一
）
訊
息
公
開
資
訊
透
明 

3.於學校 與校外圍

，設立 ，公 學

校活動訊  

（1） 隨時公 訊 與家長活動資訊。 

（2） 配學習成果展示，如特教 導、生

教育成果、家 教育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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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具體成果 圖尴或說  

4.設有校內區域網路行

政公 區，將各處室會議

資料、教師 會報 事  

 

5. 用教育局入口網

， 發新聞 。辦理創

新教學活動、發表活動或

是 小故事，郱郄新聞

， 傳教育局最新

處。 年至少發出十 新

聞 。從 97 年 4 月至 ，

共發出 15 峋新聞 。 

1. 以本校 號密碼 入，以 資訊安

全。2.年度結 前， 成光 ，

備峏之外，相關人員各 一峏，(如新

任行政人員)，以 經驗傳承，進行

識 理。 

 
1.教師參與校務決定機

制。 

課程發展委員會一學期

屦開三次，有各學年教師

代表、領域代表、 有社

區代表。本校課程發展成

效 然，連續五年獲得台

北市課程計 特優 。推

特網  

（1） 全員參加校務會議， 年二次。 

（2） 參與課程發展、教師職務編配、教評

會、編班、教科書選用、學生 與評

議、學童 、教室編配、設備與其他

修建工程年度 整編，特教委員會，

性別岅等委員會、依政 採 法進行評

選之採 案。 

（3） 月屦開一次學年會議與學年會報。 

（4） 月屦開一次領域小組會議與領域

小組 會議。 

（5） 教師會積極運作，正向參與校務經

營，是教育 。（ 月 定屦開一

次理 事會議， 學期屦開一次會員

會。同時 月參加一次行政會報。 

(

二)

建
置
親
師
生
參
與
機
制 

 

3.學生參與校務機制 

 
作業展優 作品由

小 選出來。履邊 板

是說 參與 選之法。 

（1） 委員會 

（2） 業紀念屏與 業校外教學郑商評

選。 

（3） 業 規劃 備。 

（4） 設有榮 務 ， 助校內

等工作之進行。 

（5） 參與學校 岌 工作。 

（6） 擔任 屫邔領 指 控屫 等。 

（7） 重要郖 接待外 。 

這是校內網

路分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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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具體成果 圖尴或說  

4.社區參與校務機制 

 
華江 30 週年 備委員

會，主任委員以及 主任

委員多為前任家長會長 

1.課程發展委員會 

2.校務會議 

3. 心 心專尜委員會 

4.30 週年校郖 備委員會 

5.年度 合活動：運動會、園 會、社區

成長班…等。 

6.擔任導 工 

7. 助本校教育經營活動：如 年會、新

移民配偶識 班、小 才學 、 助指導

遲南語 比賽等。 

8. 助本校成立社團：如 、 球 、

球 、 、童軍團等。 

9.華江 週年 備委員會 

學
校
團
隊
績
效 

(1)93 擔任教育部資訊種子學校，並辦理教育部初級資訊學校發表會 

(2)94 學年擔任台北市政 教育局深耕閱讀萬華區中心學校，並辦理

深耕閱讀台北市發表會 

(3)95、96、97、98 學年度擔任台北市政 教育局品德推動小組 課程

規劃工作，並辦理品德小故事教案徵選比賽得 作品發表會。 

(4)95、96 學年度擔任台北市政 教育局生 教育推動小組 體驗學習

工作，並辦理 期體驗營 生 教育體驗營，以 童戲劇為核心，

配體驗探 活動，深受家長與學童 定， 生 。 

(5)95 年「科學創意比賽」，參加學生 180 人次 

(6)96、97、98 年擔任九年一貫第二群組中心學校，結合萬華地區各

校至立課程 新，為深耕萬華地區孩子的學習品質而一起努力。 

(7)95 年教育部體 雙 特優。 

(8)96 年環境教育群組學校 特優(華江 理 群組) 

(9)97 學年度第 2 學期以及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分別獲得台北市政

教育局「學校創意行銷 」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