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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臺中市西屯區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學校課程總體架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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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一、學校現況 

(一)學校規模： 

校      名 台中市西屯區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 

學 校 規 模 中型學校(33班) 校 地 面 積 33771.5 平方公尺 

創 校 時 間 1956年 3月 12日 校       齡 62 年 

創 校 校 名 東海大學附設小學 中小學部合併 2011年 8月 

招 生 方 式 放寬辦學限制 特 殊 教 育 分散式資源班 1班 

校       址 4 0 7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號 

電       話 (04)23590404 傳       真 04-23595600 

網       址 http://estu.tc.edu.tw 

校       長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鍾興能 

(二) 教職員工數： 

職      務 人       數 

校      長 1 

部  主  任 1 

組      長 7 

級 任 教 師 
年  級 人數 

一至六年級 33 

科 任 教 師 英語 34 

自然 4 

健康與體育 2 

音樂 2 

美術 3 

本土 3 

特教 1 

職 員、 工 友                    8 

總       計                    99 

 (三) 學生數： 

年  級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一年級 6   210 

二年級 6 210 

三年級 6 210 

四年級 5 175 

五年級 5 173  

六年級 5 167  

合  計 33 1145 

http://estu.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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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分析: 

(一)師資結構： 

112學年度

編制合格 

專任教師 

人力結構 

博 士 碩 士 大 學 專 科 

0 33 18 0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數學活動師證照 

全校教師通過初階 全校教師通過中 1.2級(含以上級數) 

(二)校內重要教學設施： 

校 園 網 路 全校區建置網路 電 子 白 板 每一間教室基本配備 

綜合運動場 1座 內  操  場 1 座 

活 動 中 心 2座 藝 文 廣 場 1 座 

普 通 教 室 36間 語 言 教 室 24 間 

中文圖書館 1間 英文圖書館 1 間 

美 術 教 室 3間 自 然 教 室 4 間 

音 樂 教 室 2間 舞 蹈 教 室 2 間 

電 腦 教 室 1間 體 能 教 室 1 間 

視 聽 教 室 1間 潛 能 教 室 2 間 

(三)學校課程與教學績優特色： 

1.學校願景：精緻、卓越、溫馨、創新。 

 (1)落實品格、體能、中文、英文、才藝、人際等完善課程。 

 (2)鍛鍊分析、歸納、表達、應用、創新、分享等關鍵能力。 

 (3)培育快樂、多能、寬闊、開朗、守規、前瞻的健康學童。 

 

2.學校課程特色； 

 (1) 品格為先；全人發展。 

  a.落實生活教育，從洒掃、應對、進退及生活禮儀規範做起。 

b.安排經句教導、德目短講、聖經故事講述、表演，以陶冶學生的優良情操。 

c.每月推出一品格，從認知→實踐→考核，讓良好品格深植於孩子心靈深處，並能實踐於日常生 

活。 

d.全校共同訂定班級經營的具體作法，徹底落實於日常生活作息中。 

e.推展生命教育及感恩教育，讓學生懂得珍惜生命，惜福、感恩。 

f.培養孩子的責任心與榮譽感，樹立光明磊落，有為有守的行為模式。 

 

(2)深耕紮實的中文基礎教育課程。 

a.閱讀習慣的培養是自主學習的基礎，更是終生受用的寶藏，以「金蘋果文藝獎章」鼓勵孩子們 

快樂閱讀。 

d.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多元教學活動，讓每個孩子都能全方位的均衡發展。 

c.培養孩子能帶著走的基本能力：能讀、能聽、能說、能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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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求績效卓越的EFL外語課程。 有最堅強的英語師資陣容，採用美國小學教材及自編教材，依學

生程度採小組教學，從閱讀出發，透過聽，說，讀，寫的活動，培養學生扎實的外語能力。  

 

(4)厚植學生人文藝術的涵養。 

 a.音樂課採用全方位音樂教學，讓學生藉由唱跳、敲打及肢體律動，培養其音感、節奏感，進而喜 

愛音樂。 

 b.成立合唱團，指導合唱及加強音樂基本能力，配合東海學園上下一脈相承「往下紮根，往上開

花」的音樂教育體系。 

 c.強化美術教育，除正課外，利用社團時間開設美術課程，並加強校園環境美化及教室佈 

置。 

d.從文學、音樂、美術等作品之欣賞指導，多面向深化美感教育的功能。 

 

(5)廣設適性多元的才藝社團，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a.低年級每天下午4:00-4:45開辦各類的才藝班，由學童依興趣自由選擇。 

b.中高年級週三下午學藝活動課，開設直排輪、街舞、跆拳道、國術，益智桌遊、素描創作、 

  魔術、足球、直排輪曲棍球、籃球、樂高積木、電腦…等才藝社團，由學生依興趣選擇參加。 

c.週五上午運動日活動，(低年級一節，中高年級兩節)辦理多樣的競賽活動：越野賽跑、籃球相 

  撲、跳長繩、大隊接力、拔河、足球接力…，鍛鍊學童強壯體魄。 

 

(6)舉辦多采多姿增能活動，開發學生潛能 。 

a.一般性：作文、寫字、畫圖、演講、朗讀…等各項藝文比賽。 

b.全校性（每位學生都須參加）： 

(a)演說週（一年級在自己班上說故事，二年級以上就須到隔壁班演說） 

(b)科學週：由自然科老師共同規劃，內容有五個益智遊戲，每年皆更換不同的內容。 

(c)詩歌朗誦觀摩：經各班老師自行編選題材及訓練，孩子們表現得可圈可點。 

(d)期末多元課程學習活動；由各級任及科任老師於期末規劃創意多元的活動，活化充實學習內 

   涵。 

(e)其他：深耕閱讀、自然主題探究、班級音樂會、美展、班際體育競賽，讓學生充分發揮能。 

 

(7)設計貼心的輔導措施，啟發學生向上、向善的動力。 

a.透過個別晤談、特教諮詢、開天窗活動、高年級成長團體、感恩節體驗活動、聖經故事及校牧

室系列活動…等，與學生貼心對話發揮輔導功能。 

b.校牧室的師長於校內設置主馨園，傾聽孩子的心聲，藉主恩與永不止息的愛，引導孩子正確的

行為模式。 

c.為學習障礙的學童成立資源班，給予個別化的輔導。 

 

(8)結合東海大學的人力、物力資源。 

a.從幼稚園、小學部、國中至高中，銜接十二年國教體系。 

(a)課程的銜接：EFL課程從幼稚園、小學部一直銜接到中學部。 

(b)藝文課程的銜接：合唱團從小學三年級一直到中學部。 

  b.運用東海大學人力資源。 

(a)合唱團聘請東大教授到校指導，並與東海大學音樂系學生聯合演出歌劇及共同舉辦音樂會。 

(b)聘請東大英語系教授為本校英語（EFL）課程顧問及教學評鑑委員。 

(c)東大景觀設計系教授帶領景觀系學生規劃小學部校園景觀。 

(d)東大資工系教授到校協助網站設置及數位教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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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東海大學哲學系、歷史系師生支援小學部社會科教學。 

(f)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支援小學部各年級東海生態系統相關課程(弓道、茶道、蜂學、魚學、 

   香草拓印等DIY模組) 

  c.運用大學的設備：大學的電算中心、生命科學系、美術音樂系館、中正堂、人文大樓、圖書

館…。 

 

 (9)寬廣優美的校園，孕育開闊的胸襟。東大校園面積廣達133公頃，林木蒼翠蓊鬱，環境清靜優

雅，是進德修業，學習成長的最佳園地。  

 

3.學校教學績優特色： 

(1)台中市最早實施英語教學及電腦教學之小學(東海大學資源)。 

(2)台中市唯一實施校園越野賽跑之小學(東海大學農牧場及東海湖側道路)。 

(3)舉辦兩岸四地國語文教學觀摩活動。 

(4)參加台中市英語歌謠比賽及鄉土歌謠比賽榮獲第一名。 

(5)合唱團榮獲全國創新合唱比賽國小組第一名佳績。 

(6)合唱團受邀擔任洲際棒球場張藝謀導演<杜蘭朵>歌劇、圓滿劇場賴聲川導演<夢想家>歌劇、國

家歌劇院開幕首演黎煥雄導演<迷宮魔獸>歌劇演出。 

(7)參加各項語文競賽(含國、台、英語朗讀、說故事、答嘴鼓、推銷高手、辯論比賽等)、體育競 

賽(田徑、樂樂棒、籃球等)、國家地理知識及繪製地圖比賽、全國科展、音樂比賽、公視一字

多音以及動物方城市等比賽表現優異為校爭光。 

 

(四) 111學年度課程評鑑具體執行成果： 

(本年度呈報評鑑 108課綱實施年級一至四年級部定課程及校訂彈性課程) 
1.實施過程(簡述時程、內容與方式) 

 (1)課程設計時程：111年 5月 1日~7月 31日 

 (2)課程設計內容： 

➢ 本校部定課程依教育課程由一教育部 108課綱規定實施。 

➢ 本校 111學年度一至四年級校訂彈性學習課程以「閱」生態、「夯」建美 、「品」生活、

「AI」媒 網、「拓」視界五課程主軸，如下表: 

級

別 

     課程 

     主軸 

課程 

主題 

「閱」生態 「夯」建美 「品」生活 「AI」媒網 「拓」視界 

一

年

級 

東海探索趣 

認識附小 探索小尖兵 大手牽小手 悠遊書海 我們的節慶 

大樹小花我愛

你 

附小植物 

地圖 
詩情畫意 小小觀察家 植物的妙用 

二

年

級 

東海行動家 

(米食篇) 

東海行動家 

(節能篇) 

米農.米濃 好米稻香報 
好米一家親 

 
米食 Show Time 粒粒皆辛苦 

地球暖化 

 

減碳生活 

 
減塑我最行 水電我最省 環保 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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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級 

東海築夢家 

大自然魔術師 

-植物天堂 

成長派對 

(自我認同) 

除舊布新 

(自我反思) 

資訊 e 點零 

東海風情畫 

大自然彩繪師 

-花花仙子 

春天東海 

(賞花行) 
創意生活 愛在附小 

四

年

級 

東海圓夢家 

徜徉綠世界 

-解讀植物的生

態、歷史故事 

-觀察繪圖，探

索植物的密碼 

★相思林坐擁

水岸公園 

漫步文理大道 
當童話人物遇

上聖誕老公公 
文書高手 小記者看天下 

徜徉綠世界 

-繪製植物主題

地圖 

-小小解說員訓

練營 

★小小法布爾 

如果沒有貝聿

銘 

我與童話有個

約(園) 
簡報嘛 a通 WHO 

 

 (3)課程檢核重點： 

依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如下表: 

層面 對象 評鑑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課程

設計 

課程

總體

架構 

1.教育效益 
1.1 學校課程願景，能掌握課綱之基本理念、目標及學校之教育理想。 

1.2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節數規劃，能適合學生學習需要，獲致高學
習效益。 

2.內容結構 

2.1 內含課綱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必備項目，如背景分析、課程願景、各年級各領域/

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節數分配表、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劃、學生畢業考或會

考後至畢業前課程規劃、課程實施與評鑑說明以及各種必要附件。 

2.2 各年級各領域/科目(部定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教學節數和總節數規劃

符合課綱規定。 

2.3 適切規劃法律規定教育議題之實施方式。 

3.邏輯關連 
3.1 學校課程願景、發展特色和各類彈性學習課程主軸，能與學校發展及所在社區文

化等內外相關重要因素相連結。 

4.發展過程 
4.1 學校背景因素之分析，立基於課程發展所需之重要證據性資料。 

4.2 規劃過程具專業參與性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領域

/科

目課

程 

5.素養導向 

5.1 教學單元/主題和教學重點之規劃，能完整納入課綱列示之本教育階段學習重

點，兼具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兩軸度之學習，以有效促進核心素養之達成。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的能力、興趣和動機，提供學生

練習、體驗、思考、探究和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

義化及適性化特徵。 

6.內容結構 

6.1 內含課綱及所屬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規定課程計畫中應包含之項目，如各年級

課程目標或本教育階段領域/科目核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名稱、各單元/主題教

學重點、教學進度、評量方式及配合教學單元/主題內容擬融入之相應合適之議

題內容摘要。 

6.2 同一學習階段內各教學單元/主題彼此間符合順序性、繼續性和統整性之課程組

織原則。 

7.邏輯關連 

7.1 核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教學重點、教學時間與進度以及評量方式等項目內

容，彼此具相呼應之邏輯關連。 

7.2 領域/科目課程若規劃跨領域/科目統整課程單元/主題，應確實具主題內容彼此密

切關連之統整精神；採協同教學之單元，其參與授課之教師及擬採計教學節數應

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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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對象 評鑑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8.發展過程 

8.1 規劃與設計過程蒐集、參考及評估本領域/科目課程設計所需之重要資料，如領

域/科目課綱、學校課程願景、可能之教材與教學資源、學生先備經驗或成就與

發展狀態、課程與教學設計參考文獻等。 

8.2 規劃與設計過程具專業參與性，經由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會議或相關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共同討論，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彈性

學習

課程 

9.學習效益 

9.1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單元或主題內容，符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及身心發展層次，對其

持續學習與發展具重要性。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內容與活動，重視提供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究、

發表和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和適性化特徵，

確能達成課程目標。 

10.內容結構 

10.1 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之內含項目，符合主管機關規定，如年級課程目

標、教學單元/主題名稱、單元/主題內容摘要、教學進度、擬融入議題內容摘

要、自編或選用之教材或學習資源和評量方式。 

10.2 各年級規劃之彈性學習課程內容，符合課綱規定之四大類別課程（統整性主題/

專題/議題探究、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其他類課程）及學

習節數規範。 

10.3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組成單元或主題，彼此間符合課程組織的順序性、繼續性和

統整性原則。 

11.邏輯關連 
11.1 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主題，能呼應學校課程願景及發展特色。 

11.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學單元或主題內容、課程目標、教學時間與進度和評量方

式等，彼此間具相互呼應之邏輯合理性。 

12.發展過程 

12.1 規劃與設計過程中，能蒐集且參考及評估各彈性學習課程規劃所需的重要資

料，如相關主題的政策文件與研究文獻、學校課程願景、可能之教材與教學資

源、學生先備經驗或成就與發展狀態、課程與教學設計參考文獻等。 

12.2 規劃與設計過程具專業參與性，經由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小組、年級會議或相關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共同討論，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特殊需求

類課程，並經特殊教育相關法定程序通過。 

課程

實施 

各課

程實

施準

備 

13.師資專業 

13.1 校內師資人力及專長足以有效實施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尤其新設領域/

科目，如科技、新住民語文之師資已妥適安排。 

13.2 校內行政主管和教師已參加主管機關及學校辦理之新課程專業研習或成長活

動，對課程綱要內容有充分理解。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會議及專業學習社群之專業研討、

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14.家長溝通 
14.1 學校課程計畫能獲主管機關備查，並運用書面或網路等多元管道向學生與家長

說明。 

15.教材資源 
15.1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所需審定本教材，已依規定程序選用，自編教材及

相關教學資源能呼應課程目標並依規定審查。 

15.2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場地與設備，已規劃妥善。 

16.學習促進 
16.1 規劃必要措施，以促進課程實施及其效果，如辦理課程相關之展演、競賽、活

動、能力檢測、學習護照等。 

各課

程實

施情

形 

17.教學實施 

17.1 教師依課程計畫之規劃進行教學，教學策略和活動安排能促成本教育階段領域/

科目核心素養、精熟學習重點及達成彈性學習課程目標。 

17.2 教師能視課程內容、學習重點、學生特質及資源條件，採用相應合適之多元教

學策略，並重視教學過程之適性化。 

18.評量回饋 

18.1 教師於教學過程之評量或定期學習成就評量之內容與方法，能掌握課綱及課程

計畫規劃之核心素養、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並根據評量結果進行學習輔導或

教學調整。 

18.2 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會議及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就各課程之教學

實施情形進行對話、討論，適時改進課程與教學計畫及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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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對象 評鑑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課程

效果 

領域

/科

目課

程 

19.素養達成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現，能達成各該領域/科目課

綱訂定之本教育階段核心素養，並精熟各學習重點。 

19.2 各領域/科目課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以外之其他非意圖性學習結果，具教育之

積極正向價值。 

20.持續進展 20.1 學生在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現，於各年級和學習階段具持續進展之現象。 

 

(4)課程評鑑方式： 

   a.檢視分析與學校課程總體架構、教材內容、學習資源的一致性與適切性。 

   b.徵詢授課教師對課程之意見。 

   c.彙整各學年學習社群評鑑檢核表意見。 

2.評鑑結果檢討與展望: 

領域

科目 
課程檢核 檢核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檢討與展望 

社會 課程實施準備層面 

3.師資專業 13.2校內教師已參加課

程專業研習或成長活

動。 

鼓勵老師利用寒暑假參加

相關研習活動。 

綜合 課程實施準備層面 16.學習促進 

16.1 規劃課程相關之展

演、競賽、活動、能力檢

測、學習護照等方案。 

課程計畫能預先計畫課程

相關課程之展演、競賽、

活動、能力檢測、學習護

照等方案。 

體育 課程實施準備層面 

13.師資專業 

13.2 校內教師已參加課

程專業研習或成長

活動。 

鼓勵老師利用寒暑假參加

相關研習活動。 

13.3教師參與專業研討、

共備課觀議課活動。 

鼓勵參與校內外教學專業

研討，合作共備。 

14.家長溝通 

14.1 透過班親會向家長

說明。 

班會前會提醒將課程說明

事項資料傳給導師在班親

會傳達。教師雖未在班親會

傳達事務，但會透過班級群

組向家長溝通與宣達事項。 

14.2 運用書面或網路等

多元管道向學生與家長

說明。 

班會前會提醒將課程說明

事項資料傳給導師在班親

會傳達，關注老師是否確

實執行。 

本土

語言 

課程總體架構 4.發展過程 

能由老師合作參與並經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

議通過。 

課程計畫都是能由老師合

作參與並經學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審議通過。 

課程設計層面 

5.素養導向 能完整納入課綱列示應

包含的項目。 

課程設計多參考課綱素養

導向項目並納入教學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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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發展過程 能由老師合作參與並經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

議通過。 

課程計畫都是能由老師合

作參與並經學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審議通過。 

課程實施準備層面 

13.師資專業 
13.3教師參與專業研討、

共備課觀議課活動。 

鼓勵參與校內外教學專業

研討，合作共備。 

14.家長溝通 

14.2 運用書面或網路等

多元管道向學生與家長

說明。 

加強實施。 

15.教材資源 

15.2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

學習課程之實施場地與

設備之規劃。 

已新增 PBL 教室及增加網

路設備，活化教學。 

課程實施層面 

17.教學實施 

17.2教師能視課程內容、

學習重點、學生特質及資

源條件，採用相應合適之

多元教學策略，並重視教

學過程之適性化。 

完善每堂課的備課準備。 

18.評量回饋 

18.2 各領域/科目教學研

究會、年級會議及各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能就各課

程之教學實施情形進行

對話、討論，適時改進課

程與教學計畫及其實施。 

每學期召開 2次領域教學

研究會議，請本土老師落

實本土語言課程實施計

畫，加強溝通與對話。 

課程實施效果層面 19.素養達成 

19.2 各領域/科目課綱核

心素養及學習重點以外

之其他非預期學習結果，

具教育之積極正向價值。 

教學能加強引導學生達成

具正向價值的素養。 

音樂 課程實施準備層面 14.家長溝通 
14.1 透過班親會向家長

說明。 

班會前會提醒將課程說明

事項資料傳給導師在班親

會傳達，關注老師是否確

實執行。教師雖未在班親

會傳達事務，但會透過班

級群組向家長溝通與宣達

事項。 

2.成果運用 

 (1)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2)優化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 

 (3)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內容及品質之理解及重視。 

 (4)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 

 (5)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參加課程革新教案設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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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課程願景 

一、學校願景 

   秉持「品格為先，全人發展」的教育理念，邁向「精緻、卓越、創新、溫馨」的 

願景，打造一所「課程完善、師資優良、教學多元、環境優雅」的學校 

 
二、學生圖像 

培養「有健康身心、具前瞻視野、有開闊胸襟、具關鍵素養」的陽光新世代。 

三、學校總體課程架構&校定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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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總體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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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1.校訂彈性學習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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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以「閱」生態、「夯」建美 、「品」生活、「AI」媒網、「拓」

視界五大課程主軸，如下表: 

級

別 

     課程 

     主軸 

課程 

主題 

「閱」生態 「夯」建美 「品」生活 「AI」媒網 「拓」視界 

一

年

級 

東海探索趣 

認識附小 探索小尖兵 大手牽小手 悠遊書海 我們的節慶 

大樹小花我愛

你 

附小植物 

地圖 
詩情畫意 小小觀察家 植物的妙用 

二

年

級 

東海行動家 

(米食篇) 

東海行動家 

(節能篇) 

綠手指出任務 建築的祕密 
地球公民讓愛

重生 
新聞萬花筒 舞動聖誕 

消失的甜蜜 綠建築綠生活 校慶園遊會 小小企劃家 環遊綠世界 

三

年

級 

東海築夢家 

大自然魔術師 

-植物天堂 
東海風情畫 

除舊布新 

(自我反思) 

資訊 e 點零 

SDGs 
愛地球 

大自然彩繪師 

-花花仙子 
成長派對 創意生活 愛在附小 

四

年

級 

東海圓夢家 

一、徜徉綠世界 

/認識校園植物 

二、生態池探索

/認識水中生物 

三、認識植物的

利用與價值 

漫步文理大道 
當童話人物遇

上聖誕老公公 
我是文書高手 小記者看天下 

一、植物與生態

/森林保育的重

要性 

二、徜徉綠世界 

/繪製校園植物

地圖 

三、法布爾昆蟲

記/認識校園昆

蟲 

如果沒有貝聿

銘 

我與童話有個

約 
簡報嘛 A 通 WHO 

五

年

級 

東海藝術家 

動物世界面面

觀 

認識綠建築--

音美館 

回收素材裝置

藝術 

e畫世界

/Inkscape 

小創客動手畫 

國際美食節 

(午餐團膳) 

植物世界面面 

觀 

舞來舞去：蜜

蜂舞蹈密碼 
蜂蜜創意料理 

3D異想新世

界/TinkerCad 

創意玩 3D 

食物銀行剩

食計畫 

六

年

級 

東海幸福家 

生態附小--多

采多姿的生物

界：閱讀附小 

「美」哪裡去

了？ 

我的生活，我

做主！翻滾

吧！人生。 

遊戲王國 搖到外婆橋 

保育附小-- 

我們的環境與

生態保育 

當我們「美」

在一起。 
你的心事，我

能懂！ 
小小李安 N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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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身心靈健康促進特色課程 

     1.身心靈健康促進特色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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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年級特色課程以「強」體魄、「健」心理、「悅」心靈、「AI」媒網、「拓」視界，

五大課程主軸，如下表: 

           年段 

       

課程     發展 

主軸     面向 

低年級 中高年級 

「強」

體魄 

身體強健 

․跳繩      ․體育常識宣導 

․拔河      ․防疫宣導 

․健康操    ․環境衛生宣導 

            ․口腔衛生宣導 

․跳繩          ․體育常識宣導 

․健康操        ․防疫宣導 

․拔河          ․環境衛生宣導 

․越野賽跑      ․口腔衛生宣導 

․大隊接力 

健康飲食 
․健康均衡飲食宣導   ․每週二次有機蔬菜   ․每週二次水果 

․食材四章一 Q       ․豆類非基因改造     ․不帶零食、不喝含糖飲料 

疾病預防 

․健康檢查   ․一年級心臟病篩檢 

․疫苗接踵   ․滅蚊、消毒 

․餐後潔牙、含氟漱口、勤洗手 

․健康檢查    ․疫苗接種    

․滅蚊、消毒 

․餐後潔牙、含氟漱口、勤洗手 

「健」

心理 

健康心理 ․性平及家暴防治宣導       ․友善校園宣導      ․生命教育 

喜樂生活 

․護蛋小天使   ․愛的行動力 

․教師節慶祝會 ․兒童節慶祝會 

․園遊會 

․我的媽媽特刊+媽媽使用說明書 

․懷孕體驗/五體不滿足 ․祝福小書 

․教師節慶祝會        ․兒童節慶祝會

․園遊會            ․媽媽戰鬥力升級 

․給媽媽的繪本      ․我愛媽媽即時訊 

人際關係 
․跳蚤市場       ․小團體活動      ․讚美活動      ․反霸凌宣導 

․性平及家暴防治宣導 

「悅」

心靈 

基督精神 ․金句教導      ․聖經故事      ․德目短講      ․復活節活動 

幸福感恩 ․感恩節活動      ․金曲教唱 

豐盛心靈 ․大手牽小手      ․我長大了闖關活動      ․聖誕節慶祝會 

「AI」

媒網 

科技傳播 
․視訊體育常識宣導 ․視訊體育常識宣導 

․視訊環境教育 

時事關注 ․體育名人事蹟介紹      ․健康資訊及防疫新知宣導 

媒體識讀 
․運動競賽規則說明 

․認識網路謠言、假消息 

․運動競賽規則說明   ․運動賽事介紹 

․網路倫理議題 

「拓」

視界 

國際語言 ․英語主題日      ․運動術語介紹  

多元文化 ․異國生活飲食文化      ․各國特殊節日介紹：潑水節、奔牛節… 

全球議題 ․全球氣候變遷：地球暖化、海洋垃圾、綠色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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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實施與評鑑規劃 

一、課程實施說明 

 (一)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實施之設施、設備、時間及教學人力之規劃： 

  1.規畫示意： 
實施內容 實施層面 規劃準備說明 

各（跨）領域

/科目 

學習課程 

設施、設備 
多媒體電腦、投影機、電子白板、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與各授

課教室等。 

時間 每年 9 月 1 日至隔年 6 月 30 日 

教學人力 依照教師專長排課，視課程主題內容實施跨領域協同教學。 

彈性學習課程 

設施、設備 
多媒體電腦、投影機、電子白板、自編教材、電腦教室或其他授

課教室等。 

時間 每年 9 月 1 日至隔年 6 月 30 日 

教學人力 
安排同學年教師依照專長授課或協同教學，並鼓勵教師利用東

海大學人力資源實施協同教學。 

2.規畫內容： 
112 學年度領域學習節數及校定彈性學習節數 

12年國教課綱 九年一貫課綱 

學習領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學習領域 六年級 

語文 

國語 6 6 5 5 5 

語文 

國語 5 

本土語文 1 1 1 1 1 本土語 1 

英語 12 12 10 10 10 英語 10 

數學 4 4 4 4 4 數學 4 

健康與

體育 

健康 1 1 1 1 1 
健康與體育 

健康 1 

體育 2 2 2 2 2 體育 2 

綜合活動 -- -- 2 2 2 綜合活動 2 

社會 -- -- 3 3 3 社會 2 

自然科學 -- -- 3 3 3 自然 4 

藝術 
視覺藝術 -- -- 2 2 2 

藝術 
視覺藝術 2 

聽覺藝術 -- -- 1 1 1 聽覺藝術 1 

生活 

自然/社會 2 2 -- -- -- 

-- 視覺藝術 2 2 -- -- -- 

聽覺藝術 2 2 -- -- -- 

小計 32 32 34 34 34 小計 34 

彈性學習課程分配表 

彈性課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彈性課程 六年級 

「AI」媒網 
3 3 

1 1 1 「AI」媒網 1 

「閱」生態 1 1 1 「閱」生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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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建美 

1 1 1 

「夯」建美 

「品」生活 「品」生活 

「拓」視界 「拓」視界 

 彈性數學 -- -- 1 1 1  彈性數學 1 

小計 3 3 4 4 4 小計 4 

合計 35 35 38 38 38 合計 38 

 

(二)校內課程發展相關組織：  

1.課發會組織： 

 

成   員 組     織 人 數 

校    長 召集人 1 

行政人員代表 
部主任、總務主任、國際教育處主任、教務組長、 

課務組長、註冊組長、學生事務組長、輔導組長 
8 

各年級教師代表 由各學年主任代表 6 

學習領域教師 

代表 

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社會、藝文、健康與體育、生活、
綜合活動共八個領域召集人 

8 

教師組織代表 本校無教師會，由全體教師推選代表 1 

家長及社區代表 由學生家長委員會推選代表 1 

   總     計 25 

 

  2.橫向聯繫:學習社群會議 

(1) 各學年成立「學習社群會議」，由任教該年級之所有導師及協同老師共同

組成之，每學期至少召開 1次會議。 

(2) 協調及對話對現行課程所遭遇問題，提出具體解決方案，進行橫向統整及

協同教學。 

(3) 必要時學習社群會議、領域教學研究會舉行聯席會議，以達課程縱向及橫

向的連貫。 

3.縱向連貫:領域教學研究會 

(1) 依教師專長、授課規畫分配參與領域，盡量使各領域皆有專長教師參與。 

(2) 每學期至少召開 1次會議。 

(3) 各領域分別進行課程發展，針對目前課程實施所遭遇問題進行專業對話討

論實際可行方案。 

   4.專長興趣整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 每學年配合本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專案計畫提出申請，社群主題以課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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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學生學習為主體。 

(2) 依校內教師專長、興趣及本校課程發展需要，分級申請「學習共備」、「互

學共好」、「專業實踐」、「課程研創」等四種等級之教師專業學期社群，並

依等級規劃每學年 6~12次運作次數，並辦理成果發表會。 

 

  5.課程計畫發展流程及工作期程(112學年度) 

 

預定期程 工作項目 運作組織 

112.06 

討論並決議下學年度領域及彈性授課節數、公

開觀課成效評估、下學年課程計畫撰寫說明、

本學年校本課程實施成效評估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2.07 審查下學年課程計畫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2.08 
研討教師研習活動、教師專業社群活動、校訂

課程規劃設計、公開觀課時程 

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12.09 
研討作文及閱讀教學方案、成績評量標準、班

級經營策略 

學習社群會 

領域教學研究會 

113.01 
檢討領域授課時數、領域課程及公開觀課實施

成效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3.02 
研討作文及閱讀教學方案、成績評量標準、班

級經營、公開觀課時程 

學習社群會議 

領域教學研究會 

113.06 
討論並決議下學年度領域及彈性授課節數、公

開觀課成效評估、下學年課程計畫撰寫說明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3.07 
本學年校本課程實施成效評估、審查下學年課

程計畫 
課程發展委員會 

 (三)校內進行共同備課、議課、觀課及公開課活動之規劃說明如下： 

1. 依據: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108年 1月 17

日中市教課字第 1080005352號) 

2. 實施對象:校長、專任教師、兼任行政教師、聘期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

教師及其他有意願之授課人員。 

3. 實施方式: 

(1) 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一節為原則。 

(2) 共同備課：得於公開授課前，與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合併

辦理；並得於專業學習社群辦理。 



 18 

(3) 觀課：教學觀察時，授課人員得提出教學活動設計或教學媒體，供觀

課教師參考，教學觀察現場之錄音錄影需事先經授課人員同意；觀課

紀錄表件得由教師自行設計或由學校規劃提供觀課教師，以利專業回

饋之進行。 

(4) 議課：得由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

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行專業回饋與研討。 

 

  (四)對校內教師新課程專業研習及成長活動之規劃說明如下： 

      1、依各領域教師需求規劃辦理教師校內外精進教學研習，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2、透過領域教學研究會研討教師所需之能力與專長，提出研習課程建議。藉由 

        教師能力及第二專長調查建立教師能力與特殊專長資料庫，且依據學校校訂 

        課程內容，邀請各領域專長卓越教師協助發展學校特色。 

     3、每學期規劃 6 場教師專業社群增能研習，第 6 場次是社群成果發表，一學年 

        共有 11 次社群增能研習。 

項次 預定期程 研習名稱 承辦處室 

1 112.08 新進教師校訂課程模組研習 教務處 

2 112.09 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實務研習 教務處 

3 112.10 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實務研習 教務處 

4 112.11 資訊科技素養導向研習 教務處 

5 112.12 12年國教新課綱協作研習 輔導室 

6 113.01 健體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研習 學務處 

7 113.02 12年國教新課綱協作研習 教務處 

8 113.03 12年國教新課綱協作研習 教務處 

9 113.04 新課綱特殊教育研習 輔導室 

10 113.05 教師專業社群成果發表會 教務處 

11 113.06 課程計畫撰寫共識會議 教務處 

 

二、課程評鑑規劃 

 (一)、評鑑對象與人員分工 

    1.課程總體架構：由本校小學部課程發展委員會籌組課程評鑑專案小組辦理，評鑑  

                   結果提請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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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跨）領域/科目課程：由本校小學部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辦理，評鑑結 

    果提請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3.各彈性學習課程：由本校小學部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二)、評鑑時程 

  1、課程總體架構 

(1)設計階段：每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2)實施準備階段：每年 6月 1日至該學年度 8月 31日。 

(3)實施階段：該學年開學日至學年結束。 

(4)課程效果：每學期末。 

 

  2、各（跨）領域/科目課程 

(1)設計階段：每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2)實施準備階段：每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3)實施階段：每學年開學日至學期結束。 

(4)課程效果：配合平時及定期學生評量期程辦理。 

 

  3、各彈性學習課程：配合該課程之設計、實施準備、實施過程和效果評估之進 

     程辦理。 

 (三)、評鑑資料與方法 

評鑑工具名稱 實施檢核時間 評鑑對象 評鑑資料與方法 

學校課程評鑑

設計層面檢核

表 

5 月 1 日~7 月

31 日 

1.課程總體架構 

2.各(跨)領域/科

目課程 

3.各彈性學習課 

  程 

1.檢視分析學校課程計畫中之課程總體

架構、教材內容、學習資源的一致性與

適切性。 

2.訪談教師對課程總體架構之意見。 

學校課程評鑑

實施準備層面

檢核表 

6 月 1 日~8 月

31 日 

1 實地檢視各該課程實施場所之設備與

材料。 

2.分析各教學研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會議紀錄、共同備課記錄 

學校課程評鑑

實施情形層面

檢核表 

學年中辦理 

1.於各該(跨)領域/科目公開課、觀課和議

課活動中了解實施情形。 

2.訪談師生意見、共備觀議課紀錄。 

學校課程評鑑

實施效果層面

檢核表 

7 月 1 日~7 月

31 日 

1.分析學生於平時評量之學習成果資料。 

2.每學期末分析學生之平時及定期評量 

  結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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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學生之作業成品、實做評量或學習 

  檔案資料。 

 

  (四)、評鑑結果與運用 

  1.修正學校課程計畫：分別提請各該（跨）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及本校小學部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課程計畫。 

  2.檢討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提請本校各相關處室檢討及改善課 

   程實施條件及設施。 

  3.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內容及品質之理解與重視：於相關會議向教師及家長說明 

    評鑑之規劃、實施和結果，增進其對本校課程內容及品質之理解與重視。 

  4.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提供評鑑結果給各該授課教師作為教學調 

   整之參考，並供教務處參酌了解教師之專業成長需求，妥適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 

   動。 

  5.安排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有學習困難之課程內容或學生，由教務處彙整名單提 

    供相關教師及輔導室規劃實施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 

  6.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對課程與教學創新有卓越績效之教師或案例，安 

    排公開分享活動，並予以敘獎表揚。 

  7.對課程綱要、課程政策及配套措施提供建議：於相關會議或管道，向教育局或相 

    關單位提供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