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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一、學校概況  

台灣目前社會發展的趨勢朝著「M」型發展，教育區塊亦是如此。大型學校的規模不斷的擴大，因此所享受到的資源以

及受到的關注亦大於偏遠小學。尤其是學區家長之社經背景，更是往「M」型的兩個方向傾斜。此問題之解決策略，除

了政府部門在社會正義的政策上需要再多加用心之外，學校能提供的協助就必須立足在除了提供更佳的教學品質、營造

更優質的學習環境之外，對於社區的發展，亦必須提供適度的協助。因為在鄉村地區，學校大都是當地村落的重要集

會、活動、知識提供的核心場所，相對於市區學校對社區的貢獻，小型偏遠地方的學校對於社區的發展之重要性是不可

言喻的。 

水碓國小是個典型不「山」不「市」的學校，介於斗六市與古坑鄉兩個城鎮的中心，學區幅員遼闊包括水碓三個部落，

即水碓、竹廣空（德賢）、圳頭小坑仔目前住民共 469戶，人口有 1,496人，103年新生兒人數僅 10人。村中設有公車

站牌，交通尚稱方便。水碓村東鄰山麓、南接古坑、西通斗六田心、北壤高林，距斗六 6公里、古坑 2公里。以前村內

有一條橫貫的小溪溝，村民利用溪水設立水力碓臼，做為椿米的工具，所以命名為「水碓」。 

本校學生數隨著台灣社會人口結構的改變，學齡兒童逐年減少，全校學生數目前僅有 50人。弱勢學生族群約有 60％，

其中外配子女、隔代教養、單親家庭情況相當普遍，居民大多務農及勞工階層，社區中壯年人口大多外流，經濟水平亦

處於中下階層。學童放學後大多於學校及水碓社區內進行運動休閒及家事、農事活動，假日之遊憩活動也僅限於鄰近古

坑鄉山野踏青或賣場夜市閒逛消費等，各項環境及文化刺激，也明顯比都會區學童弱勢與缺乏。所以加強偏遠學童自信

心與提昇學習成效，更突顯出是小型學校存在的價值與重要的議題。 

由於以上的背景因素，本校期盼透過本計畫的實施引導學生系統思考目前生活環境面對的困境進而促進其「自發」性，

再引進專業師資指導學生如何透過藝術、資訊與人溝通增益其「互動」能力，最後引領學生透過公民行動與團隊合作共

同改善水碓社區以使村民可以一起「共好」，期盼以學校作為社區活化的基地，在走出小校困境的同時，除了發展教育

特色外，也與家長及社區進行資源整合，從課程與教學著手，引領學生成為可以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素養的

終生學習者。 

二、學校基本資料 

1.學生背景分析： 

本校係 6班小型學校，全校學生數共計 50人，班級人數最少 6人，最多 11人。單親學生比例佔 24%，新住民家庭比例

26%，弱勢學生比例 46%，雙重身份學生比例 30%，外學區轉入學生比例 22%。 



2.教職員工分析： 

目前總計 15人，校長 1人、主任 2名、級任教師 6名、科任及代理教師 3名，校護 1名、幹事 1名、工友 1名。教職

人員年齡層分布 35-39歲有 3名，40-44歲年齡層有 6名，45-49歲年齡層 4名，50-54歲年齡層 2名。 

  



 



貳、行動重點 

1.建立課程發展機制，進行教學溝通領導，促進教師進行課程對話。 

2.邀請專家學者進入學校指導，以對照現場課程執行的理論基礎與盲點。 

3.檢視學校及社區現有資源，做為課程發展之基礎，以專業對話及教師社群模式進行。 

4.執行教師自行發展的課程，檢核學生的學習，進而修正教學成效。 



參、實踐經驗 

  一、執行情形 

（一）培力教師「自發」的學習氛圍。 

為了讓教師精進課程發展能力，透過本計畫提供的對話機制，由校長依據國教院提

供的課綱說明及相關教育新知，逐步引導教師調整十多年前自養成教育建立的教育

哲學。另一方面，藉由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各項評鑑規準，提供教師接觸各類教學

方法的機會，藉以提升教學專業能力，落實有效教學。除此之外，我們也安排了外

部的典範參訪，全校共同參與縣內教學卓越及優良教師社群的發表會，讓老師們見識到縣內各校的課程與教學進展。 

藉由在課程與教學上讓老師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後再鼓勵教師透過現有的各項進修研習管道，去充實自己的知能。老師

們逐漸養成自主學習的氛圍，老師們也會主動報名自己感興趣的課程，不論是學習共同體、蘇明進老師的語文教學分

享，老師們漸漸養成”自發”學習的求知精神。 

 

（二）養成教師「互動」的對話習慣。 

由於本校教師在師資養成階段大多以「講述式」教學為主，因此，在長達十幾二十

年的教學資歷中，大多習慣以講述方式在課堂進行教學，亦即習慣了「教師」為主

題的教學方式。同樣的，教師們在進行自我成長時，也就習慣被動地在台下聽講。 

本年度學校配合品德教育及服務學習等專案計畫的引進，我們配合國教院的相關經費引進更多外部的專業講師進行教師

的專業對話。讓老師們由聽講，逐步練習發表自己的想法。另外由於教專的推動，老師也開始練習與同儕對話，藉此讓

教師原先封閉的教室和想法，逐漸開放，並認識到人際互動的重要性。 

（三）促成學校社區「共好」的十二年國教課程。 

在國教院的引導及協助下，本校以 SWOT分析教師專長、學生需求、社區資源等主客觀因素，嘗試運用於課程設計上，

以多元學習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建基於早先成功的轉型優質經驗，本校活化現有的「咱家厝邊」、「校花校樹的天

堂」等課程，並進一步針對學生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中最弱的語文能力進行教學設計。另外，由於本校以品德教育號召

許多外學區家長轉入，因此老師們也在嘗試課程中回應家長的訴求。 



雖然已有先前課程觀及教學方法的教師培力，但直正讓教師嘗試進行校本課程的修正時，老師仍會有所疑慮或擔心，深

怕自己的設計不夠好或不能讓學生有效學習，因此，過程中充份的對話及給予肯定是必需的。此外，本校嘗試以年段分

低、中、高三組，相互對話備課及發展課程，同時搭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觀課模式，協助教師通過初階認證。學生學

習成效部分的檢視，希望搭配科技化評量系統及均一平台的運用，能驗證多元學習也能提升學科的學習。期望透過這些

方法能真正產生讓親師生社區一同共好的十二年國教課程。 



肆、反省與建議 

一、執行發現 

（一）見山是山階段 

透過國教院專業的課程人力帶領，學校由行政人員擔任領頭羊，將較新的教學觀與課程觀帶進學校，讓在本校服務最少

十年以上的老師有較多的機會可以接觸到外部的教育新知。除了行政人員將研討會或研習資訊帶回學校，我們也安排全

校同仁參與縣內精進課程的分享發表，半天之內共聽取本縣兩所教學卓越學校的課程分享，也看到了十餘所績優教師專

業社群的成果發表。 

本階段同仁大多是被動接受訊息，所以，老師們大多感到新鮮，並且很樂於去聽取新知。在幾次校內焦點對談及會議閒

談間，老師們也表示很佩服這些績優學校的表現。 

見山不是山階段 

在充份吸取外部的教學資源後，本校開始進入課程發展的對話階段。首先，由於本校具有轉型優質評鑑績優學校的優

勢，所以，老師們當然希望就原先具備的優勢來面對現在的任務。然而，隨著時代演進，教學資源、教學方法、課程網

要都在改變，尤其十二年國教精神中的自發、互動、共好，與原先轉型優質所安排的課程一定會有落差，因此，在課發

會中行政人員開始引導教師進行課程的修正與創新。 

然而，畢竟教師長期在封閉又有保障的環境久了，因而會有觀念和習慣的固著現象。在計畫中段的討論和對話階段，老

師的情緒開始由緊張、焦慮，進而轉為抗拒改變，認為這些課程改變對教師的教學並無助益，反而成為時下最流行的議

題─行政干擾教學。 

見山還是山階段 

由於前兩階段的變化，本校重新回歸課程的原點，思考到底學生需

要的是什麼。我們重新檢視水碓學生的需要。這些家庭功能較弱的

孩子，需要的與市區高社經地位的學生大不相同。我們發現在教育

部的補救教學的檢測中，有許多孩子對前一年數學概念過半無法通

過。也就是在課堂中有半數的孩子根本就是教室中的客人，完全無法融入現階段的課程中。另外，郊區的教育資源缺

乏，孩子們沒有才藝班可以學習音樂、體育和美術的機會。最後，尤於父母忙於務農或由於單親、隔代、外配降低家庭

教育功能，因此學校必須彌補部份家庭教育的功能，加強指導學生的品德及生活能力。 



基於上述見山還是山的心境轉折，我們重新思考課程和老師的定位，未來要努力精進導師們在國語、數學的教學知能，

激起孩子們「自發」學習的動機，促進教室中的師生及生生「互動」。而在社團及課後時間，學校行政能安排更多才藝

及品德的學習活動和課程，讓全校的孩子以致於整個社區能夠「共好」，讓不山不市的郊區學校真正回歸教育的本質，

也成為社區的文教中心。 

 

二、建議  

Elliot曾說教師是教育改革的原動力，其實十二年國教的課程網要如果要落實到教學中，最重要的就是教師觀念和教育哲

學的改變。目前有許多由下而上的教育變革如學思達、MAPS等教育思潮之所以能夠一呼百諾，其主要因素在於相同教

育理念的教師可以聚集，共同分享成長。因此，十二年國教課網如果希望能獲得同樣的效果，重點可能在於如何取得教

師的認同，而非只是經費補助或辦理研習而已。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彈性課程其實賦予學校和老師相當大的彈性和自主權，所以，如何引導學校教師共同思考學生的需

要，讓時間和資源真正用在補足孩子們的不足，並為他們的未來作好準備，這是教育工作者要共同努力來思考和落實的

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