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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江國小是一所溫馨精緻的小學，在萬華區彷如世外桃源，座落於社區之

中，校園綠化美化做得很好，家長、社區對學校的參與度與支持度都非常高，華

江的老師專業而認真。創校卅年，一直是社區重要的學習與資源中心，結合歷任

校長的智慧與努力，在教師用心、社區關心與家長熱心的經營參與下，學校煥發

出充滿愛、感恩與關懷的人文氛圍，是孩子健康、快樂與希望的學習樂園。 

基於時代的趨勢、社區的需求以及教師自我內在的聲音，追求教師專業發

展，成為華江國小在經營優質學校歷程之中，成為必要條件之ㄧ。透過系統規劃

的教師專業發展路徑，以多元創新的方式，整合各方資源，提供教師團隊聚焦在

學生學習與學生需求上的專業發展內容，組織專業團隊、提昇教師的專業知能、

深化專業倫理、並形塑專業態度。猶如雁行團隊，專業發展的路上，攜手同行、

比翼單飛:專業展能的舞台上盡情揮灑、快樂自信。最核心的喜悅，則是將教師

專業轉化成學生學習成就與社區的認同與支持。 

華江教師專業發展之醞釀、形塑與執行的過程，本質上就是校務推動的一

部份。從團隊的組成到執行步調與節奏的遞移，還有回饋檢視機制的建構，從來

就不是一蹴可及，而是在不斷檢討、省思與創新、嘗試的交互過程中，與時俱進，

激發源源不絕的充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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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華江雁行華江雁行華江雁行華江----熱情熱情熱情熱情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新典範新典範新典範新典範 

壹、前言： 

教育改革的主體與動力在於教師，教育品質的關鍵也在於教師。如果我們

沒有把教師置於核心焦點，任何有關教育改革與教育品質的討論與探討都流於空

談。影響教育品質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影響教育品質的關鍵乃在

於實際負責教學的教師，優秀的教師雖然不是達成高品質教育的充分條件，卻是

必要條件。畢竟許多教育的活動，都要依賴教師推動與落實。教師的專業素養包

含：教師的品德、教育精神、學科知識與能力、教學能力與教學技巧、溝通表達

技巧、教學評量能力、輔導學生的能力、態度與價值觀等等。任何教師不論在職

前接受多少訓練，都必須在任教期間持續改進這些專業素養。在教育工作環境內

相關的變數非常多，各方面也持續在演變之中，沒有一個教師能以有限的職前教

育，應付千變萬化的工作挑戰。 

世界上追求教育進步的國家，會將投資教師的學習，作為提升教育成效的

主要動力。在國際測驗評比(如 PISSA 或是 TIMSS)中獲得高成就的國家，也都致

力於發展教師在職前以及在職的專業知能。檢視幾個測驗高成就的國家，如芬

蘭、日本、南韓、英國、澳洲、瑞典、新加坡，會發現他們為老師規劃的學習系

統，有幾個共同的特徵：在上班時間中，安排專業學習與合作的時間；持續的教

師專業發展活動，焦點集中在教師教學的內容，以及教學情境發展的脈絡；有許

多正式或非正式的在職發展機會；為新進教師安排支持型的導入課程；老師有機

會參與有關課程安排、教學、評量以及專業發展的決策…等。在我國，已經逐漸

有學校提供給老師專業發展的機會，但是多數的老師尚未獲得設計完善的專業發

展機會。許多的進修仍然是短期的：三小時、ㄧ天、二天…等，大多數的學校仍

然缺乏團隊合作解決問題的機制。 

因應近年來教育改革持續進行的過程，許多不同於以往的理念持續被引

進，如學校本位、課程研發、行動研究、協同教學等。為落實這些理念，教師的

角色也起了很大的轉變。教師為因應課程的決定權由中央轉移至學校，要從「被

動學習者」轉換為「主動研究者」，從「進修研習者」轉換為「教師專業發展者」，

以及從「知識的傳授者」轉換成「能力的引發者」。而在學校本位管理精神之下，

對於教育績效追求的過程中，教師的角色也如上所述成為被投資者，成為促進改

革最重要的動力。此種轉變，具有兩種含意：其一是被改革者，被要求成為具專

業能力的現代教師，以執行教育革新政策；另一是要有專業的主體性，在教育改

革政策上發揮一些影響力，透過集體力量成為教育的革新者。社會給予教師的要

求是雙重的，兼具改革者及被改革者的角色；給予專業自主的權力，但這種專業

自主背後卻存在一股社會的壓力及期許。教師專業發展方向該如何走，才能符應

社會的期許，讓教師的專業更受到肯定？是一項重要課題。 

教師在專業發展這條路上，受到學校體質的影響。學校組織在本質上被認

為是鬆散與科層體制結合的雙重系統，行政管理與教師專業間的關係複雜。在威

權時代，學校行政管理凌駕於教師專業之上，教師聽命於行政人員（邱漢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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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專業系統藉由行政管理達成國家教育目標。在強調專業自主的時代，組織

層級仍然存在，行政管理及教師要求的專業自主間產生兩難困境(Ogawa、Crowson 

& Goldring，1999)。教師順從度過高，教學上了無生趣，難以達到教學的活化

與創新。若自主性強，又難以配合教育行政主管的要求，組織層級及專業自主兩

者似乎難以兼顧。專業發展要能展能，需要從學校組織特性及教師專業發展兩方

面著手，尋找一種專業導向的組織及管理方式，透過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規

劃，增加專業對話機會，建立學校專業社群。並透過專業社群的力量，協助教師

的專業發展，以促進教師專業自主的實踐。 

基於以上幾點，本校在全體教師與行政團隊的共同努力之下，努力透過系

統的規劃與長期穩健的執行，建構以專業社群為核心的教師專業發展路徑，期待

透過優質學校評選之參與，記錄幾年來努力的點點滴滴，並引進外部專家觀點，

協助針砭作法之合宜性、檢視成果之適切性，並做為未來執行之參考依據。 

貳、基本現況： 

一、 設校歷史： 

從經濟緩步起飛的六十年代，到全球化少子化的廿一世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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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華江教師專業發展史，不啻一部光影流動瑰麗、

情節起伏迭宕的台灣教育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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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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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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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歷

史脈絡乃因民國 6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多數鄉下子弟帶著理想北上

發展，但因缺乏經濟基礎，僅能選擇民生消費較低地區居住，因此萬

華區成了熱門的外縣市人口移入區，社區內不斷出現違章建築，學生

數量亦不斷增加，遂於華江里創建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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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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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

隨著萬華社區老舊衰敗與人口外移，老年人口比率遽增，學齡人口漸

次減少，班級數亦隨之遞減，低收入、外籍配偶、單親與隔代教養…

等弱勢族群比率相對其他地區為高。 

(二) 人文環境：以下圖來表示 

 

 

 

 

 

 

 

 

 

 

 

 

 

 

 

 

 

 

(三) 地理位置與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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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位於台北市最 ， 近新 華江雁 園。地處 接 與

萬華之華江 。 

 

 

三、 學校規模（班級數、學生數及人員編制） 

(一) 班級與學生數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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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班級數與學生數 

合計 26 613 

(二) 教職員工資料表 

職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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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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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 

(包 校長與主任) 
52 

性 39 

通過電腦 
技能檢定 

52 人(屟教師 數 100 ) 

(三) 師資人力資源結構： 

(四) 教師專長分析： 

師資  

育構構 
師專 

師範 

校 

師資

班 

一  

大學 
研究所(含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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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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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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 語文 數理 音樂 教育 社會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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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優質目標： 

一、 背景分析 

（一）時代的趨勢、教師的心聲： 

如前言所 ，教師的專業直接關係著教育品質，教師專業發展更是近年來

的教育核心主 ，由教育部近幾年來 極推動教師專業成長評 ，更可 其重要

性。本校創校於民國68年，值 年 ，教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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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極建構學

校本位課程 構，務期能兼顧基本課程及特色課程，落實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本校教師一直以來都是 用團隊合作的方式，不斷地追求專業成長，從 90

年開 至 ，我們的教師專業發展已進行了九個年 。96 年起，開 實施教學

輔導教師制度，98 學年度開 ，依據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 實施計 ，將之

融入本校校務發展計 ，以學校 景「多元創新快樂自信」為目標，希望 聚團

隊動力並結合教師專業，建立一個多元創新、持續岛續經營、充滿自信的教師學

習型組織，期望透過 專業尼溫 的 ，藉由 斷、對話的方式，相互提供

教師檢視教學現 的機會。並依據評 結果，給予教師們肯定與回饋，進而自我

規劃專業成長方案，亦對尚未達到要求的教師，輔以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提供適

協助，以達專業成長之需求。99 年度開 ，本校教師自組專業學習社群五個團

隊，其中，有三個團隊獲得台北市教育局的肯定與 助。 一位團隊 的教師都

期望能學習最適合學生的教學新知，並發揮出最多的實力，致力提升學生學習成

就。也希望能讓大家 到華江教師的努力與專業。 

（二）社區之期許、學校的責任： 

學校位於社經條件不高的老社區， 弱勢學區， 極提升學生學習力與競

力，是學校無可 的任務。家長 於生計，對孩子的教育學習多交 教

師 顧。為學生營 優 學習環境、提供 學習機會，深 學習基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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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多元視郿、建立快樂自信的學習態度，提升學生的學習力與競 力，是華江教

師樂於承擔的 命。 

學生弱勢背景分析依項次統計表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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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織重整、營 特色： 

因著學校地理位置之影響，以及教師 用制度的改變，本校教師變動性不

高。就 極樂觀面而言，有長期發展規 之優勢，唯須 強各 專才需求。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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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郿，

成為華江面 的課題。尼面對大環境少子化的影響 區 內國小密度高的壓力，

華江國小需 極營 學校特色，以 引更多學子就讀。學校在九十一年透過組織

峘 ，調整行政職 ，設立圖書研究組以及 屏設備組，專責進行課程研發與教

學創新，深耕課程與教學， 向學校本位發展。 

合以上背景脈絡，華江國小就學生特質、教師資源、行政資源、校園環

境等內部條件，以及家長參與、社區資源、教育政策等外部條件，進行學校教師

專業發展的S OT 分析，以深度了解華江國小專業發展的脈絡與背景。 

專業發展 S OT 分析表 

內部因素 優勢（s r ng s） 峟勢（w a n ss s） 

行政資源 

1. 學習型導向 務團隊年 有活力 

2. 組織峘 配合校本發展，符合需

求。 

3. 互動性、協調性 ，是有機的後

支 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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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部分若未完

整， 成銜接業務中斷。 

3. 教育經費有限，面 教育資源短缺

問題。 

4. 經常接辦教育局、教育部專案，增

加工作量，常需 學後或 日加

班，教師擔任意 不高。 

教師資源 

1. 教學熱 ，樂於進修、自主學習

與自發性工作能力強。相處

， 於發展學習型組織。 

2. 教師 容年 ，資訊素養能力

。 

3. 人力資源處於 年，充滿活

力。教師教學年資 10年以上者

過 50 ，能提供經驗傳承。為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教師時間、心

力大多投 於課程與教學實務工

作。 

1. 資深老師 峈後，部分優 傳統銜

接不 。 

2. 多元 的教學型態與創意的課

程教學 待分 與推展。 

3. 逐年 班之故，教師資源固定無新

。 

4. 教師團隊大多配合學校規劃發

展，較少主導帶動學校方案。受員

編制影響，部分 教師人員較

少，專業社群互動機制不 。 

學生特質 

1. 純樸肯學，學習興趣高，可塑性

強。活潑、會做事。 

2. 喜 活動。熱 體育與球 發

展。 

1. 學生程度落 大，家長 於生計，

部分孩子較 於管教。 

2. 隔代教養、新台灣之子單親、 住

民等弱勢學生比率 達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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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因素 優勢（s r ng s） 峟勢（w a n s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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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環境 

1. 校園綠化美化相 成屖，予人舒

適、美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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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空

間充 。 

3. 學校環境規劃與 置符合教學需

求，學校空間充分開發與 用。 

4. 教師教學充分 用學校環境資

源、空間與設備。 

1. 地 區，學生文化 激較少。 

2. 巷 小，週 環境尨整 。 

3. 部分專科教室空間老舊，如美 及

英語教室設備待加強。 

4. 學校缺乏 設備。 

外部因素 機會（o or ni i s） 威 （ r a s） 

家長參與 1. 觀念純樸，信任學校教育。 

2. 家長會與愛心 務隊組織健全，

極 工，支 學校辦學，

提供學校助力。 

3. 家長樂於配合並參與學校各項活

動， 意主動提供資源。 

4. 家長會組織健全，並。 

1. 家長大多從事工 等 力工作，收

入不 ，對 助學校經費較為

有限。 

2. 社經地位落 大，為生活而工作，

無多 時間參與校務活動。 

3. 家長重視升學主 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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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家 教育屺

能。 

教育政策 1. 臺北市優質學校教育 標的研

發。校務評 機制持續 作。 

2. 有 標性 項如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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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會等做為績效 引。 

3. 政 行政機關 透過立法， 立

教師專業發展之重要與必要性。

98學年度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

方案。99 年供專業學習社群專案

提供學校岫辦經費。 

4. 教育局提供「九年一貫精進教學」

研究案經費之岫  

1. 「少子化」 ，學校競 激 、減

班 影揮之不屢，人心 動。 

2. 教育經費不 ，逐年 減。 

3. 教育政策推行缺乏統整，部分政策性

活動項目 多，教師於課 教學之

外應接不 。 

4. 極任教之教師實質激 不 ，對不

適任教師 場處置亦不 ，

教師工作缺乏動能。 

社區資源 1. 近 層 - 、 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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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被合 的峤機。 

2. 社會大 對學校績效要求，華江國

小顧 群未感受到學校強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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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因素 優勢（s r ng s） 峟勢（w a n ss s） 

引。 

3. 近環南市場家 場以及 民

收容中心，環境及交通 受負面影

響。 

二、 具體目標（ 期目標）： 

結合本校「多元創新快樂自信」之學校 景，形塑「愛心愛心愛心愛心 、、、、研究進修研究進修研究進修研究進修、、、、

關懷 重關懷 重關懷 重關懷 重、、、、專業團隊專業團隊專業團隊專業團隊」教師專業圖 。從專業態度 ：愛心愛心愛心愛心 ，，，，本著教師的

知與 能，學不 、 不 ，發揮教育愛。從專業知能 ：研究進修研究進修研究進修研究進修，，，，不斷的充

實教師知能，研究創新教學方法，提昇教學品質。從專業倫理 ：關懷 重關懷 重關懷 重關懷 重，，，，同

之間互愛、互 、互信、互 、互助、合作共榮、營 生命共同體。從專業團

隊 ：學習社群，協同合作研究，樂於分 專業知能，發揮卓越的團隊效能。

個人與組織並進的模式向前 進，透過專業發展的歷程，以 作則 立師表，

作為 童與家長專求 生學習的表率。 合上述，擬定目標如下： 

（一） 建立專業發展評 模式，展現專業態度： 

發展合宜的教師專業發展評 制度， 用教師間相互 斷、輔導之模式，依據

評 結果，安排輔導教師改進教學 施，提供教師更多進行自我教學 思的機會，

以形塑教師的專業態度。 

（二） 發展多元專業成長活動，建構專業團隊： 

用團體動力，提升教學動力 教師團隊 作方式，合作進行教學行動

研究，並定期安排團體動力時間，教師 此分 團隊合作成屖模式，以提升教學

創新動力。 

（三） 各級內外教育資源，形塑專業倫理： 

規劃岛續系統的研習進修機制， 求並整合教育局、教育部…等資源，激

教師自我成長，傳達對專業團體的 重支持與重視，進而激 教師對自我專業

倫理承 ，營 一個具有教育專業 的學校。 

（四）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特色，創新教材教法： 

結合學校現況與社區特色，系統規劃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研發創新教學方

式，追求卓越發展 透過不斷的改進與創新教學的機會，提升教師專業自信，進

一步讓全校教師共同追求卓越的專業教學。 

（五） 支持持續教育行動研究，營 研究 ： 

透過持續的研究與發表，以符應學界或是社會觀感對「專業」一 意 的

想，並以教學效果與學生學習成效為關 焦點的行動研究，發 教學現場困

境，尋求解決策 ，並 行改進策 ，營 專業成就感，形成研究 。 

（六） 發展任務導向學習組織。 自主成長： 

唯有追求自我成長之意 能岛續，才會對教師個人的生命 與生 發展

具有意 。故期待透過教師專業發展之策動，激 自我成長動能，而教師攜手同

行，專業路上不 ，路才會走得可長可 。 

肆、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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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施內容（具體做法） 

(一) 組織分工合作，引 專業發展方向 

華江教師團隊 向專業成長之路， 持訊 開、專業自主與參與 大之

則，由校長擔任 屦集，透過學校各種會 充份討論、規劃，由教務主任擔任

執行 書工作，協助各個教師專業團隊自主 作、專業成長。 

1. 執行團隊人員與分工 

職  執行人員 執 行 項 目 

屦集人 校長 統 計 與推展 

執行 書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1. 導與推展教師專業發展  

2. 務教學，促 團隊 作 

3. 資源、形塑文化 

教師教學

組 

學年主任 1. 課程規劃 

2. 教學實施 

3. 行動研究 

4. 專業對話 

發展

組 

各 (或學

科)小組 

1. 課程規劃 

2. 課程 向檢核 

3. 專業學習社群經營 

教師進修

與學生學

習組 

教學組長 

圖研組長 

設組長 

1. 教學輔導系統 作 

2. 教師教學 案 

3. 教師專業發展評  

4. 教學創新與研究成果 編 

5. 小組年度成果報  

6. 學習成果檢視與評量 

資訊管理

組 

資訊組長 1. 教學分 數位岅台 

2. 教師 化 案 

3. 班級  

2. 進行組織峘 ，成立圖書研究組，協助學校教師及群組學校專業發展工作 

91學年度融合「教訓輔三合一」 「學校組織峘 」的理念，建置知識管

理群組，調整教務處組長執 ，成立「圖書研究組」，從事學校研究、專案規劃

協助學校共同知識社群的產生、系統性規劃華江國小專業發展。圖書研究組主

要負責：學校課程計 整研發、 小組 作與年度成果發表、帶 教師行動

研究、負責學年 會 安排與記錄 整、協助課程發展 員會 作。教學組則

進行週三教師進修規劃、教師教學 案與學生學習 案規劃，推動教學輔導教

師、教師專業發展評 等。 

3. 極 各項專案經費， 教師進修資源，如下表： 

編號 名  95學年度 96學年度 97學年度 98學年度 

(1)  九年一貫課程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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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3)  環境教育群組實施計劃     

(4)  創 力教育往下尞 計      

(5)  國小教師特教知能研習     

(6)  教育部推動教育優峕區計      

(7)  教育部精進教學能力經費 助     

(8)  教師專業發展評      

(9)  專業學習社群     

(10)  教育活化校園空間專案     

：96、97、98年本校擔任台北市九年一貫第二群組中心學校 

4. 組織教學輔導教師自主成長團體，落實經驗傳承： 

三年來 訓9位教學輔導教師， 務15位新進或有需求教師，以 教師為

主體進行配對，發展同 輔導，提供新進教師 管 ，透過 月觀 談，

進行同 自主學習成長。同時進行透過專業對話、外 參 、讀書會等活動，進

行教學經驗傳承與卓越教學典範移轉。並經校務會 通過，岫 99年度持續辦理。 

5. 校內課程研發組織與研究團隊：(相關 作關係如下圖) 

(1) 成立課程發展 員會， 課程發展主 與方向。 

(2) 學年老師研發主題統整課程，發展課程 向連貫，規劃學年特色課程。 

(3) 老師研發「雁 」、「閱讀」等 向特色課程。編 學生學習 。 

(4) 屦集人小組：參與課程主 研擬，負責 內容充實與課程 。 

   

 

 

 

 

 

 

 

 

 

 

 

 

6. 教師專業發展評 專案，教師自主成長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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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定 發展重點 主題課程討論 

實課程分工進度 課程實施檢核 

小組 

會會會會  課程分 、討論下學期主題 

課程檢討修正 教學省思修正 

課程實施分  課程評  

課程發展 員會課程發展 員會課程發展 員會課程發展 員會(期岕期岕期岕期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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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8學年度開 ，教師團隊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 方案比率 過90 ，

參與方案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 初 研習， 得研習 書，增加專業知能。

另一方面，參與方案的教師團隊分組發展「班級經營與輔導」及「課程設計與教

學」兩個專業發展面向、研發相關評 規 專家協助檢視，並實際進行課室觀

，以擬定個人專業成長計 。並自下學期開 ， 作專業學習社群。99學年度

已經校務會 通過，參與多年期組。 

(二) 多元管 、充實專業知能： 

1. 系統性規劃教師研習進修： 

透過學年 會 ，了解教師專業進修之需求，依教師需求規劃增能工作

，讓教師能深度學習、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另一方面，透過問 調 或行政團

隊視學校特色發展與需求，安排多元研習活動，讓教師能學以致用。 

2. .學校 各 研習資訊： 

為方 教師獲 研習資訊，各處室收到研習或進修的 文，會主動將資料

上傳學校 「研習進修」專區，讓教師選擇所需增能項目，主動參與。 

3. 參與學 研究活動並安排專業對話： 

(1) 教師參與各 種子教師研訓，並回校分 。 

(2) 月安排 會 ，進行教育專業對話與分 。 

(3) 與大學合作機會，參與國科會專案研究。 

(4) 參加各項方案學 發表會，如：教學輔導教師在臺北學 發表會。 

(5) 推 教師參與行動研究、優質學校評選。 

(6) 視教師需求， 教授個 導或進行小組研究。 

(7) 學期期岕進行 小組成果報 分 。 

(8) 視課程發展進度，安排學年進行課程實施進度報  

4. 協助教師 得研習 書與專業 ： 

連續3年擔任第二群組中心學校，負責統 規劃九年一貫進 研習課程，

教師 得九年一貫各 第一專長、第二專長研習 書。此外，主動承辦 南

語鄉 語言初 研習、教師專業發展評 研習， 教師 得研習認 ，充實專

業知能。另一方面，發展學校特色體育活動，以 球、排球、民 體育 為

發展重點， 極 養學生 動技能， 教師 得教練 、CCP  認 ，尋求

多元專業發展路徑。 極 教師參與台北市教學輔導系統各級研習， 得教學

輔導教師 。 

(三) 知識管理，加入專業成長  

1. 用 路 化 案，分 教學活動成果： 

學校 建置主題 連結，展現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果，如：學校本

位特色課程 、優質學校方案 、品德教育 及學校活動 等， 可在

路岅臺獲得訊 。自95 學年起，教師致力發展 化課程， 用學校電腦 用

存 教師自行設計之教材、學習單或教學 報等資料，引進C Tow r 上傳 。

並進行課程 建置，教師將課程計 、班級活動及自編教材與教學 體上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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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教學觀摩切 教法： 

年3.4月辦理校內教師教學觀摩、亦 校內教師辦理教學觀摩。 極參

與萬華區教育 會活動、台北市讀報教育成果分 、台北市精進課 教學能成

果分 …等，透過校際觀摩分 ，切 技 ，追求精 求精。 

3. 透過動態靜態教學成果展，尋求專業展能舞台 

11月配合體育表演會活動，辦理全校動態體育教學成果展與靜態教學作品

展；定期辦理 童才 表演會，展現學生多元學習成果；辦理「畢業美展」成果

發表。上學期辦理「英語教學成果展」，下學期則辦理「音樂教學成果展」。

年編峣「我愛華江」， 集學生 作。 學期辦理各年級體育競賽，展現各年級

體育教學重點成果。 展現教師岅日用心教學之成效，透過學生學習成果之觀摩

激 教學新意。 

4. 整教師教學創新、教材研發與行動研究成果 

教師創新教學、教材研發、行動研究與各項專案執行成果， 集成屏

編峣出版，以儲存 智慧資產。 極 整各項專案經費，編峚經費峣 成果

編。集結教師團隊智慧，岌 知識管理教師專業分 岅台，與更多教育 交流。 

(四) 整合資源、激 專業自主動能 

1. 充實教師研究及進修書屔： 

學校圖書室充實教師研究及進修書屔，設置相關研究書籍專 ， 閱多元

內容雜 月屔，協助教師 社會脈動、教育新知與教育發展趨勢，滿 教師不

同學習需求。 

2. 教師建立個人教學成長 案： 

(1)提供行政支 務，引入臺北市教學成長 案得 作品觀摩二次。 老師

外出至他校觀 優 案作品。 

(2)辦理 座研訓， 教授 校 導教導教學成長 案 作方法， 如何 用

教學成長 案提升教學專業素養。 

(3) 極充實個人教學成長 案內容，透過學年 會 、 會 的專業對話，

討論教師建立教學成長 案之專業能力、配 施、環境支 、課程規劃等

問題，透過自主專業對話，提升建立教學成長 案之專業能力。 

(4)配合教師專業發展評 ，安排 案 作時間與分 觀摩機會。  

3. 建立評 回饋機制 

(1)定期進行課程與教學自我評 ，依據課程評 表， 整各學年各 課程評

意 ，進行評 後檢討，以作為 定新學年度學校 體課程計 之依據。 

(2)以同 視導精神進行課室觀 ， 教師 用教師團隊所研擬之課程與教

學、班級經營與管理的專業發展評 規 ， 同 進行課室觀 ，並依個

人特質與成長需求研擬定成長計 ，進行專業自主學習。 

(五) 激 動機，深化專業倫理 

1. 專業成長計 ，持續發展 

(1) 開 ：教師參與研究獲 或參與研訓認 ，學校 並於教師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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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開 。 

(2)減課 ：教師參與專案與擔任專業 務，如教學輔導教師，學校 增 點

費課， 教師參與。 

(3) 表 ：教師參與研究或專案，學校依來文 。 

(4)優峕 訓：教師主動參與學 研究者，學校優峕峚為種子教師，推 參與相

關研訓課程。 

(5) 發 ： 定教師專業發展 要點，家長會 發 肯定教師參與各項

專業競賽、肯定 導學生之用心表現。 

2. 接待校外團體交流活動 

校外團體 校參 ，是學校展現團隊活力與學校特色的機會，學校團隊

能樂於與他人分 深耕教學之經驗。參與師資 育機構，如：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實踐大學等學生到校 習，還有 近幼稚園到校進行幼小銜接活動、 近學校到

校交流經驗。接待大陸參 團體，分 教育事務推動經驗 

3. 擔任群組中心學校，提供專業 務： 

為外界提供重要教育 務工作，學校也提供教師必要的支 與協助。連續

三年擔任九年一貫推動之萬華區群組中心學校，協助群組學校整合九年一貫課程

與教學、研習與成長等業務推動。擔任台北市品德教育推動小組課程教學組工

作，參與品德教育融入各 教學教案研發，並成為台北市人權法 萬華區中心

學校。 

4. 教師到校外分 實務經驗： 

(1)學校專案經驗與校外分 ： 

教師團隊主動參與各項試辦專案， 的經驗與成果，經常受 到他

校進行分 ，亦主動於第二群組學校 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本校系統推動之經

驗與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 與專業學習社群之歷程，推 教師專業發展經驗 

(2)教師創新教學及行動研究成果與校外分  

教師團隊教學實務經驗 ，樂於創新、研究，不但與校內教師分 ，帶

動專業成長，亦將經驗加以記錄、整理，參與校外發表會，與更多教育 共 。 

二、 創新做法（ 特、新 做法）： 

因應本校多數教師在教育生 之中，僅有華江一校經驗之現況，特自民國

九十五學年度開 ， 用 年 期間，辦理學校團隊共識營。 學校教師、

行政人員、家長會、教師會一起參與。配合學校重點工作與學校發展方向，選擇

經營具有特色的學校進行標 學習。一方面 展學校經營與課程規劃創新教學視

郿，另一方面 聚共識、增進感情。 做法 如下： 

（一） 主題：標 學習 

（二） 辦理時間： 年  

（三） 參與人員：教師團隊、行政團隊、家長會代表、社區代表（ 自由報

名參加） 

（四） 學習對 ：具有特色、經營卓越之標 學校 



參選編號：0991I005 

 -  - 16

（五） 選擇對 的 則： 

1. 配合學校重點工作或校務經營發展方向。 

2. 配合年度參 主題。 

3. 次參 之學校 現 質性，如學校規模、社區特性、卓越向度…等。 

4. 程在一小時至二小時之間。 

（六） 經費來源： 

1. 整合各項專案經費，統 用。 

2. 所得。 

3. 參與人員自行負擔部份 。 

4. 交通部分，則整合同 ，本校同 駕 ，其 人員共 ，以節省

開 。 

（七） 歷年標 學習主題與對 ： 

時間 主題 標 學習對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 岛續校園 臺北縣深 國小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 校園特色營  臺北市 國小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發展 臺北縣十分國小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校經營創新與教學卓越 臺北市大理國小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 校務評 與五十週年校

辦理經驗分  

台北市 國小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 校務評 與學校本位特色

課程 

台北市 國小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 多元社團與集美劇場 臺北縣集美國小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育111與教師專業發展評

 

臺北市 安國小 

（八） 標 學習辦理流程： 

 

 

 

 

 

。 

 

 

伍、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一) 建立本校週三教師進修規劃之系統性，兼顧個人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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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系統性。其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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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一次之學年會 ，討論課程規劃發展與教學事宜，並分 班級經營學生

輔導經驗。並就學校意 徵 題，如年度修建工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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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職務編配等提供意 。

另於 週五由學年主任與各處室主任，參與之學年會報 整決 。 

2. 月一次之 小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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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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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峕徵 各校意 ，以萬華區之需求，如國語文、

數學能力檢測結果之分析與因應教學策 為研習主題。另 配教育局重點政策，如

教師教學 案 作、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 、讀報教育、深耕閱讀策 、表演 …

等。盡量 近現場需求， 具實務經驗的工作者，分 具體可行的策 。 

4. 配合學校評 具體量化 標以及教育政策相關法屉之規定，安排性 岅等教

育、特 教育、生命教育、校安 …等 題，提供教師法屉要求之相關研習時數。 

以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週三進修行事 為 ，可 安排之系統。 

週次 活     動     內     容 承辦處室 
1 全校教學環境 置(學年會 ) 教務處 

2 群組增能 從閱讀談 作 華江大理  

3 研習 務處 

4 引導 作 建中 進老師 教務處 

5 學年會  教務處 

6 品德 教師工作 成果發表 學務處 

7 群組增能 教師教學卓越之展現 華江大理  

8 小組會 (一) 教務處 

9 特教研習 輔導中心 

10 學校日 峈 人事室 

11  群組增能 行動研究獲 者分  華江大理  

12 小組會 (二) 教務處 

13 性  輔導中心 

14 學年會 、教師專業發展評 研習 教務處 

15 教師會文康活動 教師會 

16 小組會 (三) 教務處 

17 年會 輔導中心 

18 期岕成績計  教務處 

19 下學期主題課程討論(學年會 ) 教務處 

20 校務會  務處 

 

(二) 型塑持續創新的教師文化： 

配合本校 景所 出來的教師圖 ，期待教師能 認同本校 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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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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的歷程，有計 的更新教學設備與教學環境，整合時間空間與人力資

源，在教師文化面向 現以下成果。 

1.教師對學校的 認同， 據問 結果如下表， 現教師對學校文化氛

圍所展現的滿意程度 過 80 。（發出問 66 人，有效問 62 人） 

主題 內容 滿意度 

學校

文化 

學校 氛融 ，典章制度健全， 式進行有意 ，空間美化與

置，能達到 移 化屖能，型塑學生 好品 與穩定學習情 。 

0.83 

持續

創新 

學校的設施配合教育的需求與科技的發展，適時的改善及更新 並

隨時檢討及改進教學觀念，創 學校績效。 

0.84 

團隊

合作 

團隊一起工作以達成共同目標，個人 一 之力， 助他人共

同完成目標。團隊成員互相信任，尼相互激 。 

0.84 

共塑

景 

景的塑 透過小組討論、 、修正， 景成為全校共同信

念，並轉化為學校目標或工作方案，具體實踐。 

0.83 

岛續

發展 

學校校務發展具有 好的機制進行回饋與檢討，並據以作為改進

與修正的依據。 

0.82 

全員

參與 

學校重要活動， 透過相關人員共同提供意 、參與規劃討論、

共同 決等參與方式達成共識。 

0.85 

溫馨

合  

學校成員能互相 重、包容與親密信任。主動關懷、有 ，認

同學校。有向心力。 

0.78 

2.教師 極參與對外比賽表現： 

（1）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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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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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0 件。96 年 件 4 件。 

（4）95 學年度兩性岅等教育教案 選，特優一件。 

（5）97 本校參加九年一貫創新教學與行動研究 件 11 件，成績優 。含

優選一件、 作一件、入選五件。98 學年度 件 9 件獲得 作一件。 

（6）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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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入選者 中 而出，獲得 閱 尸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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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第二名。

98 年獲得第一名，代表台北市參加全國比賽，獲第六名。 

（8） 馨老師參加 97、98 年度臺北市教師組語文競賽獲 南語 讀第六

名。 

（9） 師參加、98 年度臺北市教師組語文競賽獲作文項目第六名。 

（10） 容老師、 老師獲 98 學年度品德教案 選優選。 

3. 小組成果發表成果：(表 為 96 學度案 ) 

學期 用教師週三進修時間，安排 3 4 次 小組研討會，於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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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擇一次週三進修時間進行 小組成果發表，藉此同 間研討心得分 ，激

發同 間共同學習之精神，不同 間 聽與互動，增進對不同 的認知與

了解。並在學年度以 小組為單位，自組專業學群並有三件獲教育局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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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師參與研習情形： 

（1） 教學輔導教師試辦情形： 

� 96 學年度試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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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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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位教學困難自 成長教師)。上屜年辦理研習與內

部分 對話 10 小時。下屜年轉型為讀書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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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教師)。辦理研習與內部分 對話 10

小時。(上屜年) 

� 參與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相關研習教師人數： 

負責單位 內容名  負責人 備  

處室活動融入課程 

教務處 華江心  雁 情 舒文主任  

學務處 重要活動融入課程 有 主任  

務處 逐 徑 興華主任  

輔導中心 感親恩 世 主任  

各學年主題活動 

一年級學群 大手 小手、小手 大手 學年主任  

二年級學群 樂時光    學年主任  

三年級學群 雁 心 鄉 情 學年主任  

四年級學群 與自然共舞(創新教學) 學年主任  

五年級學群 實施品 教育以提升國小高年級學生的

責任感(行動研究) 

學年主任  

六年級學群 大手 小手 學年主任  

特色課程 

語文 班級 書、班級共讀 幼 師  

數學 數學步 (教育專業經驗分 ) 文 師  

自然 華江雁 小小解 員(行動研究) 馨師  

社會  師  

健體 九 (教材教具) 建興師  

文 (教材教具) 瑞 師  

合 認識自我 有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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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年度初 ：42 人(72 )，中高 ：22 人(38 )內含教學 案研習 8

人，行動研究研習 5 人)。97 年度中高 人數峘增加 6 人(48 )。 

（2） 鄉 語言( 南語)初 ：51(98 )人。進 ：47(90 )人。 

（3） 九年一貫進 課程研時數認 通過者：44 人(84 )。第二專長初 認

者：34 人(65 )。 

5.創新教學團隊 作 影： 

   

會  小組屦集人會  學年會  

6.課程發展團隊表現 

（1）92 學年 97 學年課程計 ，連續五年，經過九年一貫第二群組 導教授評

選，榮獲優等成績，並推 上 特 分 供他校觀摩。 

（2）「綠手 華江 」 合 課程獲 96 年度臺北市教學卓越 優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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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師專業轉化成學生學習成就 

1. 設計相關活動激 學習動機： 學期創意開學活動， 讓孩子 目一新。 

（1） 95 學年度上學期：一童上學屢                

（2） 95 學年度下學期：一路響屧  

（3） 96 學年度上學期： 動童心、 響  

（4） 96 學年度下學期：新年新希望 

（5） 97 學年度上學期： 樂尸國開學  

（6） 97 學年度下學期：尶轉 ， 喜中  

（7） 98 學年度上學期：比出 想 出希望  

（8） 98 學年度下學期： 言巧語 新  

 

課發會中報 課程實施情形 小組期岕省思 期岕教師們共同評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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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年度第一學期創意開

學活動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

創意開學活動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創

意 新活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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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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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 。 

� 95 學年度臺北市中小學學生小論文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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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又 以及六又 以及六又 以及六又 以及六 3333 順順順順，，，，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2009200920092009 臺灣區世界 少臺灣區世界 少臺灣區世界 少臺灣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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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獲全國特優之 績獲全國特優之 績獲全國特優之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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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榮獲台北市小小 書人優等。 

「岅 與薛峄」胡 老師 導 榮獲台北市小小 書人優等。 

本閱讀美 心得榮獲 作 5 件入選 1 件 

成績榮獲閱讀團體 特優  

   97 年：三年 3 班 、尸 岠參加台北市音樂小書競賽獲得 作 

二年 1 班 品 參加台北市閱讀音樂學習 案獲得優選 

三年 3 班 、四年 4 班 、 心、 文參加台北市自編

故事一 獲得 作 

六年 4 班 岡語、 宜 、 、賴可 、 元參加台北市自編

故事一 獲得 作 

小小 書人比賽作品優選一件及 作二件 

成績榮獲閱讀團體 作 。 

98 年： 

     
 

 

 

 

 

 

成績榮獲閱讀團體 優選 。 

一年 3 班吳 同學榮獲學生組閱讀童樂閱 尸。 

(3) 多語文競賽： 

班級 學生    項 

五 4 、許中 、 建   小小 書人  優選 

二 4   低年級 小書  優選 

三 4 邱   中年級戲劇小書  作 

四 3 尸 岠、   中年級戲劇小書  優選 

五 4 吳 、  、 文 高年級自編故事  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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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年度：六年四班 宜 - 南語演 組第二名 

六年 5 班 沛恩-英語演 優等 

六年 5 班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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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語演 優等 

六 3 邱 獲 97 年度本 語言競賽 家語演 優等 

六 3 展 獲 97 年度英語演 競賽特優 

四年二班 校參加臺北市 路閱讀心得 作比賽榮獲【入選】 

三年四班 承、 、吳 、 峽參加國小「品德小故事」

徵文活動 作 。 

98 學年度：六年 3 班 順-國語演 第四名、 

六年 4 班許中 -書法優選、 

五 1 吳 語演 優選。 

五 1 吳 、三 2 品 、三 4 履 、二 3 吳 及

參加 家語親子戲劇比賽榮獲北區第 3 名。 

 

(4) 作品投 國語日報 出 97 學年度 5 件、98 學年度至目前為尩 已 8 件： 

(5) 美 創作： 

� 96 學年度學生美 比賽六年 5 班 恩榮獲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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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市 96 學年度第 2 次 童美 創作展 、  

� 97 年度第一次 童美 創作展榮獲 、 及 章。 

(6) 其他 文 ： 

� 創意族 ：五 3 班 參加 98 年台北市文 會 辦之「尋 源 創意

族 大賽」，榮獲 作。六 4 建 榮獲入選。 

� 四 4 同學參加臺北市 2009 小學生 我愛誠信 故事比賽，榮獲

作。 

� 六年 4 班許 同學榮獲 2009 臺北 童月主題標 設計比賽高小組 作 

(7) 體育團隊： 

� 隊 96 學年度教育 民 體育 標賽 團體 特優  

96 年中正 民 體育 標賽 組 特優 與 優等  

97 年 年 國小團體 特優  

臺北市 98 年中正 民 體育競賽 團體岪 第 3 名 

�   排球隊 

 95 學年度教育 六年級 童組 組 軍。 

 95 學年度教育 五年級 童組第四名。 

 96 國北師校 排球賽，五年級 童組 第二名 。 

 96 學年度教育 六年級 童組 組 軍。 

 96 學年度教育 五年級 童組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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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學年度教育 六年級 童組 組 軍。 

� 球隊 95 學年師生 六年級 童岪組第四名。 

 97 年參加 流 三對三 尶賽榮獲 第一名 及 第二名  

 97 學年度教育 組第二名 

 臺北市 2009 第三 全民 球 標賽 前四名 績 

 臺北市 流 球賽第三名 

� 其他： 96 年臺北市中小學 合 動會精神 標 優等 。 

96 年 區 動會 童岨賽： 高第 8 名， 第 5 名， 球

第 8 名， 童 800 接力第 8 名 

萬華區群組學校 球賽，榮獲 第二名 。 

六年 3 班參加萬華區群組學校樂樂 球賽榮獲 第一名 。 

          96 學年度 隊教育 賽榮獲小 團體 第三名 。 

97 年 區 動會獲得團體 績： 童岨賽 標第二名、 童岨

徑 標第三名、 童徑賽 標第五名、 童岨徑 標第六

名、 童 800 尓接力第六名、 童 800 尓接力第六名、400

尓接力第七名、 童 400 尓接力第八名 

98 年 區 動會 績：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 98989898 學年度 區 動會成績一 表學年度 區 動會成績一 表學年度 區 動會成績一 表學年度 區 動會成績一 表    

                        童童童童                        組組組組                            童童童童                        組組組組    

個人項目個人項目個人項目個人項目    個人項目個人項目個人項目個人項目    

項目 名 名次 項目 名 名次 

100M 品  8 芬 3 

200M 品  3 
100M 

許 華 6 

球 源 8 芬 2 

高 又  3 
200M 

許 華 4 

 許  4 高 邱  2 

200   5 高 岡  6 

50 自  7  邱  2 

100 自  8    

接力項目接力項目接力項目接力項目    接力項目接力項目接力項目接力項目    

許  許 華 

源 邱  

 安 
400M 接力 

品  

6 400M 接力 

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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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許 華 

源 峄  

 安 
800M 接力 

品  

2 800M 接力 

芬 

5 

成績 成績 

岨賽 標 童 組第五名 岨賽 標 童 組第二名 

徑賽 標 童 組第三名 徑賽 標 童 組第二名 

岨徑 標 童 組第三名 岨徑 標 童 組第一名 

3. 建立 制度，提供 模學習 

 

五育 的肯定。有 帶可

以帶回家 一週。還有

、圖書 。市長

核時還可以 分 。 

用學生 會， 開為

幼童軍授  

 
獲 團隊 開 ，並與

校長合 ，激 團隊合

作的榮 感。 

 

模範生  

 

模範生 校長合影 

 

樂樂 得 軍， 校長開

心合影 

4. 開設多元社團：含節奏樂隊、 球隊、 球隊、排球隊、 隊、 隊、

隊、 球社、熱舞社、 社。童軍團、戲劇社、 社、美 社- 多

多、 社…等。98 學年度 更是 極開設 11 個營隊與社團，配合攜手

激 班開設 6 個班級，提供學生 多元的課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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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劃多 活動，開創多元智慧 

執行項目   執 行 內 容 

童 會交通安全 導：於 童 會對全校學生進

行隨機之交通安全教育 導，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教

育知能、 養 好 交通規則 德與習 。 

 

辦理一年级交通安全 導：於學期初，針對一年級

新生以本校學童上下學路 分為 4 進行 體

驗，增進學童交通安全知識及 養 交通規則習

。 

 

  

辦理全校 體驗活動：全校師生共同參與、體驗

地 體驗 、消 導 、 體驗室、緩

用、認識消 材，提升學童各項 應變能

力。 

 

 

辦理家 教育活動：落實學生家 教育，實施親職

教育、子職教育、 教育、兩性教育、倫理教育、

以及 養學生及其家長家 人力管理及 力管理能

力；而親子學習單的 ，分成低中高年級來設計

學習單，促進學生與家人互動，共 動會及 修

時的美好時光。  

（四）建立全員參與之教師 導文化 

項目 具體成果 圖尴或  

1.建置本校 ， 學

校最新行事與活動

尴，達到班班有 、各

行政處室也都建有 。 

 

1.本校 業已通過無 A 級測試。 

2.無 設施 的 也獲得岅比優等

的成績。 

3.95、96 年台北市班級 比賽獲得入選

成績。 

4.97 年台北市 比賽 作。 

5.本校 ：www. s. . d . w 

資訊透

開

訊  

2.設有校內區 路行

政 區，將各處室會

資料、教師 會報 事項 

1.須以本校 號密 入， 資訊安全。 

2.年度結 前， 錄光 ， 存 備份之

外，相關人員各 一份，(如新 任行政

人員)，以 經驗傳承，進行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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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具體成果 圖尴或  

3.於學校 與校外圍

，設立 ， 學

校活動訊  

（1） 隨時 演 訊 與家長活動資訊。 

（2） 配學習成果展示，如特教 導、生

命教育成果、家 教育學習單。 

4.設有校內區 路行

政 區，將各處室會

資料、教師 會報 事項 

 

5.善用教育局入口

， 發新聞 。辦理創

新教學活動、發表活動或

是溫馨小故事， 新聞

，上傳教育局最新消

處。 年至少發出十 新

聞 。從 97 年 4 月至 ，

共發出 15 件新聞 。 

1.須以本校 號密 入，以 資訊安

全。2.年度結 前， 錄成光 ， 存

備份之外，相關人員各 一份，(如新

任行政人員)，以 經驗傳承，進行知

識管理。 

 
1.教師參與校務決定機

制。 

課程發展 員會一學期

屦開三次，有各學年教師

代表、 代表、還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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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特  

（1） 全員參加校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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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童 、教室編配、設備與其他

修建工程年度 整編，特教 員會，

性 岅等 員會、依政 法進行評

選之 案。 

（3） 月屦開一次學年會 與學年會報。 

（4） 月屦開一次 小組會 與

小組 會 。 

（5） 教師會 極 作，正向參與校務經

營，是教育好 。（ 月固定屦開一

次理 事會 ， 學期屦開一次會員大

會。同時 月參加一次行政會報。 

建置親

師生參

與機制  

3.學生參與校務機制 （1） 員會 

（2） 畢業紀念屏與畢業校外教學 評

選。 

（3） 畢業典 規劃 備。 

（4） 設有榮 務隊，協助校內

這是校內網

路分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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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具體成果 圖尴或  

 
作業展優秀作品由

小 選出來。履邊

就是 參與 選之法。 

等工作之進行。 

（5） 參與學校 岌 工作。 

（6） 擔任典 屫 揮音 屫 等。 

（7） 重要 典接待外 。 

4.社區參與校務機制 

 

華江 30 週年 備 員

會，主任 員以及 主任

員多為前任家長會長 

1.課程發展 員會 

2.校務會  

3. 心愛心專尜 員會 

4.30 週年校 備 員會 

5.年度 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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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配偶識字班、小秀才學 、協助 導

南語演 比賽等。 

8. 助本校成立社團：如 隊、 球隊、

球隊、 隊、童軍團等。 

9.華江卅週年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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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生命教育推動小組-體驗學習

工作，並辦理 期體驗營-生命教育體驗營，以 童戲劇為核心，

配體驗探 活動，深受家長與學童肯定， 生 滿。 

(5)95 年「科學創意比賽」，參加學生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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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至立課程革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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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雙項特優。 

(8)96 年環境教育群組學校 視特優(華江大理 群組) 

(9)97 學年度第二學期以及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分 獲得台北市政

教育局「學校創意行 」肯定。 

（五）教師的專業與投入轉化成社區的支持與肯定 

學校座落於社區之間，深受社區影響。學校經營成效與教師的專業評價，也

在社區口 之間，而具體表現對學校的支持與資源的提供上面。同時也

因著學校的教化屖能，亦能透過有計 的作為，形成社區 向溫馨 的氛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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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華江國小就是一個動態開 的學校系統，透過教師專業的發展，努力讓學

校內外系統岅 作，組織成員獲得最大的成就感與認同感，達成行政得意所

為、教師樂意教學、學生如意學習、家長滿意學校與社區 意的境界。 

1.引進社區資源提高教育效能：從95 98年共辦理民主法 教育 導、辦理

訓練、辦理全校 體驗活動、認識 品 加 峤 導、 峈教師 校

務、 家文化體驗、世界 岅文化展等七項受 2600人次。 

2.結合社區力量，關懷弱勢學生成果一 表 

項目 內容 具體成果 

成立團隊後 會

助團隊發展 

成立團隊後 會，長期支 本校

球、 、排球等團隊。 

協助團隊比賽交通、

等， 助球賽經

費合計 十萬元。 

設立 心助學基

協助弱勢 童 

前於民國93年 集社區 達居

共同發起華江國小 心助學基

，由社區熱心 人 ，

基 用於協助本校弱勢及高關懷

童 難 助、教育活動等項目。 

心助學基 成立至

收入 計9223444

元 支出 計346620

元，受 人次 過

人。 

各項 助學

協助弱勢 童生活

顧 

各方資源發 助學 予學

校弱勢 童，如： 尮、學產、

行天 、 、三條路 德 、

臺北市工 促進協會及 國際

同濟會等單位，提供弱勢 童

助學 。 

華江社區發展協會， 小秀才

學 經費， 助課後攜手班，

顧需 教學學生。 

95年至 助 助

學 計 186000

元，受 人次 125

人次。 

 

 

十萬元 

 

社會資源，

助本校成立社團，

提供學生多元學習

機會 

96 學年度本校 臺北雙園

社 助 261200 元，成立

社， 助 樂 設備、師資

訓及教師種點費等項目。 

97 學年度 助 67000 元 經費

105000 元（ 助課後戲劇社團全

學費、師資 訓費、辦理戲劇

觀摩會） 

98 學年度 助設備 與師資

訓經費 60000 元 

多元社團上課學生

975 人次。 社 訓

師資 3 人，96 學年上

課受 學生 40人次

97979797 學年度開 由本學年度開 由本學年度開 由本學年度開 由本

校 訓師資任教校 訓師資任教校 訓師資任教校 訓師資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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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資源 助

本校弱勢 童 岅

學習落  

 

�江社區發展協會於 96 學年度

協助本校岫 小秀才學 計

， 配教育部攜手計 ，協

助本校弱勢 童課業待 教

學者等， 用課後時間加強

國、英、數三學科，期能 岅

學習上的落 。 

� 區 社，自 97 年開 ，

年 助 10 萬元，開設外籍配偶

識字班。 

1. 收 3、4、5、6 年

級學生共 25 人。 

2.上課時間為 週

一、二、四下 16：

00 18：00。 

3.教師肯定 教學

成效高達 82 。 

學期開設 2 班，

社區人 與家長

50 人次。 

二、 創新成果（推動成果 特創新之處） 

(一) 轉化岛續校園 念成具體行動： 

1.96 年度以「 生 、 步 」為主題， 教育部營 校園特色經費

制，建置尯生 與「 逐 徑」， 步 ，並以相關經費協助 小

組編峣「校園 手屏」。 

2.98 年度結合教育局「整合 尯」經費，建置校園探 步 。 

3.結合教育局「 麗圍 」經費，進行校園圍 更新， 綠化開 的方向改變，

目前施工中。 

(二) 校園特色營 ： 

1. 結合本校「華江心雁 情」課程與教育部活化校園專案，建置雁 教室。 

2. 將本校特色課程「華江心雁 情」的雁 元素，加入校園空間之中，如幼稚

園、 面…等。 

(三) 強化校務評 自評機制： 

1. 增加組織成員對於校務評 實施流程與意 價值的理解程度。 

2. 極 作校務評 自評機制，落實年度校務評 年度自評工作。 

(四) 大 增加社團數量與參與學生人數：社團數量從 95 學年度 0 個，到 96 學年

1 個、97 學年度 6 個，到 98 學年度的 11 個。尼含 仍 持此數量。結

合 極開設攜手班，提供孩子多元 的課後學習活動。 

(五) 「華江三十神 飛 」三十週年活動， 辦 ，社區資源大量投入，週邊

活動與紀念品多元，結合課程與教學，深具學習深度與歷史 度， 受

於標 學習之 發。 

陸、結語： 

學校為學生而設立，學生受教權 是教育至高無上目的，也是教育專業社

群共 的價值。學生學習成效 然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價值核心，專業發展的內

容，應建構在學生學習績效的基礎上； 了教學能力的提升外，未來與同 進行

專業合作與對話、相互檢視教學成效等，從目標設定、執行的內 以及成果的檢

視省思中，對於學生學習成果的關心仍應持續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