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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第一哩路 

104 年度 

國教院研究合作學校實踐經驗與反思- 

臺中市大仁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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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學校概況 

（一）學校沿革： 

1.本校創設於民國 69 年 8 月，當時為臺中市第四期重劃區唯一國民小學--「中仁分校」；民國 72 年 8 月奉准

獨立，定名為「中仁國民小學」，市府派權潤梅為首任校長，同年 9 月，奉令改校名為「大仁國民小學」；民

國 84 年 8 月李文進先生接任第二任校長；民國 87 年 8 月施富薇先生接任第三任校長；民國 98 年 8 月由陳怡

婷女士接任第四任校長至今。 

2.本校位於住商混合的文教區，鄰近中山國中、文華高中，交通便捷、生活便利，是典型的都市型態小學。特

別的是，附近國小學區密集、新校林立，面對少子化衝擊、校舍老舊等困境，學校同仁目標一致、戮力同心，

進行校務改革、硬體改善、課程調整…等一連串的努力，不僅讓各界看到不一樣的大仁，也使大仁團隊充滿成

就感與榮耀感。 

（二）學校現況： 

1.校地面積：17,581 平方公尺。 

2.班 級 數：普通班 20 班；幼兒園 2 班。 

3.學生人數：普通班 460 人；幼兒園 58 人。 

4.員額編制：教師 39 人；職員 4 人；工友 2 人；護理師 1 人；營養師 1 人。 

5.教師性別：男教師 6 人；女教師 33 人。 

6.教師學歷：博士 1 人；碩士 15 人（2 人博士班進修中）；學士 23 人（7 人碩士班進修中）。 

二、學校整體發展分析 

（一）發展統整的課程，建構有效的聯結： 

1.所有的課程包括領域課程、彈性課程、校本課程、教育活動、學習情境都具有同等的地位。 

2.落實全員參與，共同集思廣益，致力學校穩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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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導教師專業發展、精進教學終身學習，兼顧自我實現與校務發展。 

（二）提供學生多元的體驗，豐富學習的內涵： 

1.加強生活教育、落實品德教育，培養健康身心與良好品格。 

2.落實正常教學、推動校本課程，強化學習能力及競爭優勢。 

3.辦理多元活動、加強體育教育，提供展現自我及成功機會。 

（三）善用並活化社會資源，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1.整合各項人力資源，協助校務永續發展。 

2.參與各項社區活動，互助互惠、共創雙贏。 

3.引進學術、社會機構，協助師生學習輔導。 

三、教育願景 

（一）學校教育願景 

以生活教育為中心、全人教育為理想，達成「快樂學習有朝氣，專業認真大仁心」的願景，培養追真求善成美

有愛，並具備終身學習能力的好兒童。 

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環境，培育學生健康活力、積極上進、愛心關懷；營造教師優質教學的環境，鼓勵教師專

業自主、寓教於樂、耐心照護；整合社區文化傳承的環境，期望家長愛家愛校、參與奉獻、關心支持。 

學校願景 LOGO～ 

 

符應本校學校願景「快樂學習有朝氣，專業認真大仁心。」 

跳躍的綠色圖案蘊含著兒童在充滿朝氣與活力的校園中，快樂的學習、健康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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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的黃色圖樣代表大仁教師是 e 化的團隊，以專業認真的態度讓孩子的夢想飛揚。 

兩圖樣合而為一，型塑本校「朝氣、活力、e 化、飛揚」的校風。 

（二）學校教育願景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結合 

本校「以生活教育為中心、全人教育為理想」的教育理念，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精神不謀而合。 

在「快樂學習有朝氣」的願景中，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環境，期望培育健康活力、積極上進、愛心關懷的學生；

而「專業認真大仁心」部份，則營造教師優質教學的環境，積極鼓勵專業自主、寓教於樂、耐心照護的教師，

期盼達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教育目標，不僅成就每一個孩子，也成就每一位教師。 

本次以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落實推動品德教育發展為目標，期望藉由「教師互動」，引導「學生自發」，進

而達成「師生共好」的教育理想。 

四、申請 107課綱轉化項目及 104 年度計劃重點 

（一）建立合作研究模式： 

1.成立學校合作研究之團隊。 

2.與對應研究團隊建立研究活動進行模式與行動共識。 

（二）研擬研究合作學校申請計畫： 

1.發展申請研究合作學校計畫之主要焦點、工作要項與工作方向。 

2.探討工作要項中之發展策略。 

（三）建構學校課程發展機制： 

1.藉由「小小科學家主題探索教學活動」發展成熟的經驗，以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落實推動品德教育發展為

目標，強化課程設計及理論。 

2.加強校本課程與能力指標的對應關係。  

（四）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1.推動備課型社群，藉由專業對話過程，分享教學經驗，並共同討論出活化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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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實公開課堂及同儕觀課，共同提升教學品質。 

（五）參與及辦理增能研習： 

1.外聘專家學者蒞校演講及分享，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2.與鄰近學校策略聯盟，共同辦理進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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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 、成立計畫核心工作團隊： 

（一）藉由校外專家學者進入學校，由校長、行政人員與各年級學年主任帶領教師社群發展彈性學習課程。 

（二）各社群由學年主任擔任召集人，強化課程設計及理論，落實全員參與，致力學校穩健發展。 

二、理解與詮釋十二年國教課綱理念與內涵： 

（一）重建學校課程發展機制。                

（二）教師以精進教學與改善學生學習為目標，結合校內外專業資源，透過教師個人反思與自主社群專業對話，

引導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變革與創新。 

（三）以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落實推動品德教育發展為目標，期望藉由「教師互動」，引導「學生自發」，

進而達成「師生共好」的教育理想。 

三、分析學校課程發展脈絡與條件： 

（一）所有的課程包括領域課程、彈性課程、校本課程、教育活動、學習情境都具有同等的地位。 

（二）落實全員參與，共同集思廣益，致力學校穩健發展。 

（三）引導教師專業發展、精進教學終身學習，兼顧自我實現與校務發展。 

四、依據學校課程發展需求及教師專業發展需求，規劃專業學習社群： 

（一）以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落實推動品德教育發展為目標，藉由課程設計的構想、教學方式的改變，培養

學生好品德與批判反思能力，營造有道德氛圍的友善校園。   

（二）邀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陳延興副教授指導、教師共同討論、分析教材、設計課程為主軸之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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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實施困境與解決策略 

一、集合全體教師參與，成立全新模式的教師專業社群。 

（一）98 學年度起，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教師興趣自由分組，但參與情形不甚理想。 

（二）為擴大參與並引導教師專業成長，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試辦結合年段教師組成教師專業社群，由行

政單位訂定討論題綱，開始進行教師專業對話。 

（三）102 學年度，繼續以年段教師組成模式進行教師專業社群，但改由社群教師成員自行訂定每月研討主題

及討論題綱，成效良好，教師能自行發覺教學現場的問題，並研討解決方法。 

（四）103 學年度起為了提升教師專業、活化教學，進一步將學習社群轉型為以推動品德教育發展為主軸之專

業學習社群。 

二、落實社群實施以年級為單位的分組方式，凝聚全校教師的向心力。 

（一）將全校老師分為六個教學社群，每個教學社群以年級級任老師為主軸，搭配任教該年級的行政人員及科

任教師。 

（二）專業對話時間訂為每個月 2 個星期一的下午，102 學年度期末，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決議高年級學

習節數於星期一減少一節，中年級與低年級維持星期一下午無學習節數，讓所有老師能在星期一進行開會研討。 

（三）分組教學讓團隊教師有共同理念，朝向同樣的目標往前，所以期待團隊能繼續保持開放式的討論氣氛，

繼續研討不同的議題。 

三、分組方式兼顧領域之間的統整，強化討論與辯證過程。 

（一）每個教學社群不僅以年級為考量，還加入不同領域的科任教師們，除了能夠彼此分配工作任務外，課程

設計的構想、教學方式的改變，都能在各個領域科目中實現。 

（二）跨領域的統整後每位教師展現出真正的學習意願，讓每位社群教師，不再僅止於在社群中取得他人的資

源與協助，以「訊息接收」為主，卻極少提供社群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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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各領域的橫向連結，找出與品德教育相關的素材，使得品德教育課程設計更加完整，透過參與社群

活動內的合作、對話與反思，幫助教師們發展專業的能力更為精進。 

 四、行政給予實質的支持，提供老師舞台，增強教師的認同。 

（一）學校行政方面除了給予精神鼓舞外，應提供各種支援及協助經費爭取。 

（二）教師學習社群除了需要時間與空間的配合外，學校或相關設備與經費的提供也是促成教師社群運作能否

保持品質的關鍵。 

（三）上級機關請給予學校足夠的經費支持，使校方能夠給予老師揮灑的舞臺，使教師不畏於嘗試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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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施成果 

一、課程設計理念 

（一）各年級教學團隊以現有教材為主體，先以國語課本內容為主進行教材分析，從中找出與品德教育相關的

素材，並適時統整其他領域或延伸教材，強化品德教育核心價值，並共同討論出活化教學策略。 

（二）教師們將課綱理念轉化為實際教學，落實在推動品德教育發展，藉由課程設計的構想、教學方式的改變，

培養學生好品德與批判反思能力，成果一步步展現，令人欣喜。 

（三）各社群設計理念及教學主題 

社群名稱 設計理念 教學活動主題 

一年級教學社群 小一新鮮人如何正確與朋友相處。 友善相處我最行 

二年級教學社群 以真實故事激發學生實際行善行動。 感恩在我心 

三年級教學社群 

以將心比心的態度，體會身障者的特

別需求。 

生命鬥士－郭韋齊 

四年級教學社群 

認識自己，接納短處，發揮優勢能

力。 

我眼中的我(我很特別) 

五年級教學社群 

助人的時機和意義，累積良好助人習

慣。 

恆久的美 

六年級教學社群 

畢業前夕，珍惜和感恩小學生活的珍

貴經驗。 

許願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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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檢討與省思～實施品德教育課程後，團隊教師們也對實施成效有著許

多省思與回饋： 

（一）一年級的學生對情境融入與角色演練的學習充滿興趣，進而提高學習成效，情境與演練教學也可以適時

應用在其他各領域教學上。 

（二）二年級透過課程的進行和引導，小朋友開始了解認識，在日常生活中還有許多幫助我們、讓我們生活更

便利、更幸福的天使，值得我們感佩。 

（三）三年級的教學設計是以「學生」為出發點，透過多元的課程內容，包括故事、影片觀賞、體驗活動、等

融入教學，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四）四年級透過「資訊課」及「美勞課」的相關課程，讓學生能快速將《你很特別》的故事內容與國語第十

三課《動物啟示錄》結合，使得此課程設計能更進行得更深入且詳盡，有更多時間針對本課程重點思考自己的

短處。 

（五）五年級的學生從第八課「分享的力量」體認到在競爭激烈的時代，獲取幸福與快樂的關鍵，在於能與人

分享多少，加深培養開闊的胸襟與樂於分享的情操。 

（六）讓六年級學生感恩生活化是品德教育的成功關鍵，懂得感恩必定能夠惜福，進而造福他人，提升學生的

品德層次。 

三、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在專業成長部分也給予許多回饋： 

（一）一年級團隊覺得教授的提點對於日後老師們在其他課程領域設計問題時能更詳實有效果。 

（二）二年級老師們從課程活動中發現，現今的孩子思考的模式與解決問題的方法，隨著科技進步改變，他們

可以運用的方式更加多元，因此老師也必須隨著時代進步而調整心態，並時時增進自己專業的能力，才能給予

學生最好的教學品質。 

（三）三年級教師體認到教師們首次主動募集校內同領域或跨領域教師，及藉由陳延興副教授指導，成立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透過專業對話，以分享與討論如何將品德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透過專業社群的團結共享，讓

全學年的學生，可以共享多元而完整的教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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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年級老師們認為這次的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老師們能夠一起合作，將各領域的

教學活動再度統整，也針對目前國內欠缺的品德教育，做一個全面的檢視，能夠運用到各領域，使教師教學時

可以活用。 

（五）五年級團隊透過共同集思廣益的備課，豐富了課程、給平淡的教科書注入活水，透過報章閱讀，帶領自

己和學生們更了解社會脈動。 

（六）六年級教師分享在教師團隊的發想、討論、共同設計課程這些過程中，不僅可以激發出更多更好的想法，

也讓整個活動的設計更活潑、多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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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事項 

一、課程的縱向與橫向發展：需由目前行政領導邁向教師自主發展，課程轉化的最終目標是希望課程

的設計發展實驗與創新可以透成過全體教師的創新發想讓緊扣課綱的校本課程資源更系統完整化，讓師生有隨

手可得的資源。 

二、教師本身最能了解教師的專業需求：鼓勵與發展教師領導不僅可以減輕行政人員的工作負荷，

更可藉由教師同儕的力量促進教師學習社群的凝聚。 

三、教師學習社群除了需要時間與空間的配合外，學校或相關設備與經費的提供也是促成教師

社群運作能否保持品質的關鍵，如果無法配合，則將只是流於空談，希望國教院及教育部國教署能給予充足的

經費，才能落實計畫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