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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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水碓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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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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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aer.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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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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基本資料表 

縣市別 雲林縣 校名 水碓國民小學 

學校類型 6班 

校址 646雲林縣古坑鄉水碓村 97號 

網址 http://www.sdps.ylc.edu.tw  

校長 喬祺 

105學年度班級數

及學生人數 

年級 班級數 學生數 

一年級 1班 8人 

二年級 1班 10人 

三年級 1班 7人 

http://www.naer.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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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1班 6人 

五年級 1班 12人 

六年級 1班 7人 

合  計 6班 50人 

 

http://www.naer.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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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資料：總計 14人 

職                      務 人數 

校                      長 1人 

各    處    室    主    任 2人 

級     任      老      師 6人 

科     任      老      師 2人 

護                     士 1人 

幹                     事 1人 

工                     友 1人 

 

二、行動重點 

1.為促進學生社會參與、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由老師共同產出議題探究課程，結合品德與語文課

程中的閱讀理解教學，共同關懷水碓高齡化的問題。 

2.以社團活動課程來提升學生自主行動、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並以外聘老師來補足師資不足的困

境，提供學生直笛、律動、捏陶及Maker等課程。 

3.培養學生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以科技導入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以提供學生所需的差異化學習。 

為加強學生溝通互動、人際關係團隊合作的素養，強化老師跨年級教學的專業素養。 

 

http://www.naer.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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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執行大學協助中小學發展特色課程計畫。 

從「十二年國教課綱」三個核心素養面向中，挑選出六個核心素

養項目為發展特色課程的目標，教師由語文課文中延伸出結合品

德教育和服務學習的體驗行動，於是 104學年上下學期共發展出

12個小方案。 

二、辦理教育部品德示範學校暨服務學習計畫。 

藉由品德教育和服務學習專案計畫的執行，結合雲科大學生社團的人力、結盟

福智國小的品德教育資源，一方面教師增能外，同時也帶著學生在校園中種植

有機蔬菜；進行善行感恩紀錄；建造具學校特色的獨角仙披薩窯；邀請社區長

者進入校園，讓學生進行奉茶、食用披薩、點心、欣賞才藝表演等祖孫同樂；

當然也進入社區打掃、陪伴長者。具體實踐了品德教育與服務學習的真義。 

社團活動

•直笛

•陶藝

•律動

•Maker

特殊需求

•均一平台

•Smart 
reading

統整性主題

•閱讀理解

•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

•跨年級

http://www.naer.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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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藝術深耕、公所補助及民間資源辦理社團。 

偏鄉小校的學生因為師資的不足與家長經濟能力的限制，許多音樂、藝術方面的才能都未被開發，

因此申請教育部藝術深耕計畫、古坑鄉公所的經費挹注、加上民間團體的資源，本校辦理了四部直

笛合奏社團、陶藝社團。喜歡手作的學生從一團不成型的陶土加以用心捏塑成一個作品，上釉、燒

製、出窯那一刻的喜悅，是獨特的、從無到有的創作經驗。學生從不會吹直

笛到進行四部合奏，甚至參加全縣學生音樂比賽，104年還獲得第二名，學

生對音樂的學習興致更加高昂，鼓舞著學習的欲望。 

四、與雲科大創客中心簽約合作。  

今年度首次與雲科大創客中心簽約合作，暑假中即引入簡易 機器

人及創意積木的課程，吸引學生參與。本學期在低年級學生 部分

就以創意的思考討論為基礎進行課程，有兩位二年級學生參加機器人設計比賽就獲得入選的佳績。

中高年級則進行學生們可以自己動手實現夢想、成為可以解決問題的小小創客（maker）社團，希

望共同打造出水碓國小版的精靈寶可夢，這個課程從紙面上的手繪稿到 3D 印表機列印實物，再學

習在電腦程式裡設計可被收服的寶可夢，最後創造出可以在校園抓取精靈的奇幻世界。 

五、導入均一平台和師大 smart reading網站資源並辦理均一使用研習 

本校學生全部進行教育部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系統的施測，延續檢測結

果，透由均一平台進行數學領域的學習，只要是以學生科技化評量系統測

驗未通過的數學概念為指派給學生學習任務，讓學生進行補救與精熟學

習。語文領域則結合師大 smart reading網站資源檢測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並依據學生弱點加以補救與實施教學，圖書閱讀資源也配合 smart reading

網站推薦適性、個別化的書單，提供給學生進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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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學習社群。 

本校教師 104學年度共有 7位老師獲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

階認證資格，透過相互觀課進行成長。還有教師學習社群的

運作，積極學習語文、數學領域的教學策略，期望達到有效

教學。 

 

七、執行教育部跨年級教學計畫 

因應小校班級學生人數較少的困境，尋求最佳教學方式，本校今年度第一次參加跨年級教學方案。

以減塑問題的課程為教學主軸，主題活動共有四個：塑膠氾濫問題與對動物的危害、生活中的塑膠

濫用觀察與改善方案、典範學習、實際行動。全校學生混齡編組為六隊，以異質分組，每一位老師

均帶領一隊，指導學生執行課程中的任務。雖然目前尚未執行完畢，但是期待學生們產生積極行動

與正向的能量，能達成核心素養的目標，教師們對混齡教學的操作也更加有信心。 

http://www.naer.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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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執行成果 

1.完成語文探究課程設計：透過大學協助中小學特色課程發展計畫，引導教師進行課程對話，並結

合品德與語文課程中的閱讀理解教學，共同關懷水碓社區老人關懷的議題。 

2.持續深化社團活動課程：除原有直笛、律動、捏陶課程外，本學期配合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的趨

勢，與雲科大創客中心合作引進Maker課程。 

3.科技導入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導入師大 smart reading閱讀理解網站，及均一平台任務派遺功能，

並結合教育部補救教學科技檢測結果，來確實提供弱勢學生所需的差異化教學。 

4.提升教師專業素養：配合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協助教師取得專業認證。教師學習社群

的運作進行增能。同時因應小班困境，申請教育部混齡學習專案，提供老師跨年級教學的專業素

養。 

 

http://www.naer.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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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台大校長陳維昭和兩位前教育部長毛高文、郭為藩都認為「教改成敗的關鍵在老師」。每位老師

在其教育職涯中都會有自己的一套教育哲學，因此，如何整合具備不同能力、哲學的老師共同為學

生的彈性課程提供「自發、互動、共好」的素養課程，將是未來學校執行十二年國教課程彈性課程

的核心。 

2.不山不市的學校在發展十二年國教彈性課程的過程中面對最大的困難仍在師資，畢竟小學校師資

有限，也未必所有教師都能具備課程發展能力或特殊的才藝專長，因此，如何整合政府專案計畫補

助及民間力量，來補足學生欠缺的素養是這些學校共同面對的困境。水碓在主任、老師們的努力下

提供了一些嘗試和方向，希望能為其他學校提供一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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