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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程綱要：學生學習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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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5年 8月由劉美芬女士接任第五任校長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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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女教師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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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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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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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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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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前導學校申請計畫： 

1.發展申請前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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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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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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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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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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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社群 設計理念 教學主題 

一年級教學社群 

本課程重點—人與環境－尊重生

命、感恩關懷自然萬物。 
大自然是我家 

二年級教學社群 
利用三個層級的關懷行善程度引領

學生認知、實踐、進而感恩。 

存善念，做好事 

三年級教學社群 

體會親情存在於生活中的小細節，

從彼此的互動中，感受到親情的偉

大。 

老寶貝 

四年級教學社群 
引導學生了解每個人皆有潛能，接

納短處，發揮優勢能力。 

勇於追夢、永不放棄 

五年級教學社群 

能透過文本、繪本及具體行動，了

解「服務」的精神，且所有付出是

不求回報。 

分享的力量 

六年級教學社群 

讓孩子表達互動、身體力行，並鼓

勵孩子將這份溫暖的愛延伸至家

庭、校園、社會。 

神奇的藍絲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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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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因各學年度採用的教科書版本不同，因此本學年度教學活動設計有些微改變，配合教學的影片也

不同，教學活動更為精簡些。 

  （二）二年級良好的品德是從生活中慢慢陶冶而成，從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到課程的實踐，品德教育就像

一顆小小的種子，在孩子的心中慢慢發芽、茁壯，也期許孩子能帶著這希望的種子，散播到我們的社會上。 

  （三）三年級在國語領域影片《夢裡再相逢》的延伸提問方面，學生平常對於家中的長輩都有各種互動，所

以可以舉各種不同的協助情形。老師可以針對學生的回答，給予更深入的回饋。 

  （四）四年級從國語領域中中孩子了解到人生難免會遭遇困頓和挫折，如何有積極的學習態度，培養正向思

考的人生態度，在遇到困難時，不會輕易落入沮喪的狀態中，而能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五）五年級的孩子應該多培養對環境感知能力，品德的培養不是只看幾本品德教育的書或是背誦經典，應

該是實際生活的體驗與付出。 

（六）讓六年級學生使用 DFC(Design for Change)發起的簡單四步驟，讓孩子們可以透過感受、想像、實踐、

分享等開始學習並掌握關鍵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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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團隊覺得地球生存環境逐漸被破壞，如何珍惜自然，做好環境保護，是刻不容緩的事，此

教學活動可以讓小朋友從小就了解自己是有能力改善地球的環境，並影響周遭的人，共同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二）二年級老師們發現孩子的善行如果受到了讚美和鼓勵後，或是看到同儕的善行後，也會加深孩子們願意

去做善行的動機或意願。一顆良善的種子要發芽、成長茁壯或許不會那麼快，但我們已把它種在孩子的心中，

期望著、也等待著開花的一天。 

（三）三年級教師在家庭樹的單元，除了讓學生注意到本身的學習，進而關懷家中的長輩們，希望藉此課程，

能夠推己及人，愛屋及屋的作法，讓週遭的長輩都能感同身受，社會更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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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年級老師們認為階段的孩子對於所謂的「興趣」的概念仍模糊，且尚在探索和嘗試階段，因此將「如

何兼顧課業與興趣的正確態度」定位在知道並能奉行「先做該做的事，再做想做的事」的學習準則。 

（五）五年級團隊覺得師長是孩子的榜樣，孩子在認知上，他們懂得我們應該要如何….如何做，都是看到別人

在服務，但當問及你曾經為別人服務過什麼?似乎很難描述，師長的生活經驗會是一個很棒的教材帶頭做，師長

的好品德讓孩子見賢思齊，一言一行都是最好的身教。 

（六）透過六年級老師們的激盪，總是看見許多美麗的可能，很開心孩子們因此受惠。在現今多元社會，欲建

立孩子價值觀與好品德著實不易，因為社群老師們傾囊相授，增添不少讓孩子能省思進而能具體行動的教學設

計。而老師們也透過每一次對話，成長反思，教學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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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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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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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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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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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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