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112學年度臺中市霧峰區桐林國民小學學校課程總體架構 

壹、 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一、 學校現況 
(一) 簡介 

桐林國小位於霧峰區南方，鄰近九九峰東側山區，各種動植物及

自然生態資源豐富，綠意盎然的校園在青山綠水環繞下美輪美奐，是

一所小而美、小而精緻的公立森林小學。 

民國 88年學校歷經 921地震校舍全倒，面對大量住民搬出，農村

社區人口老化，生源短缺等因素，102 年面臨裁併校威脅，我們不忍

心也不願學校因生源不足消失，故結合村里人士、社區發展協會、家

長及教師，整合在地人力及資源，積極推動各項課程，展現辦學特色。 

桐林以「不放棄每一個孩子」為辦學理念，認真經營，歷經多年

努力，優質的教學建立口碑，近年來跨區就讀學生人數增加，學生人

數逆勢上揚，打破少子化魔咒，解除學校危機，師生在美麗、友善的

校園裡學習更增自信，多年來師生共同努力也獲得多項肯定，學生的

舞蹈比賽、英語歌謠、音樂比賽、語文競賽、體育活動、到食農教育、

國際教育、學習扶助、品德教育皆獲得佳績，展現小學校大能量。期

許桐林風華再現，眾人共同守護家園心願達成，我們有信心本校孩子

在校訂特色課程的洗禮下，不僅能開創自我價值，展現個人特色，還

能喚起親近山林意識，養成守護家鄉，重視生態環境的行為。進而喚

起孩子親近大自然，珍惜守護著瑰麗土地的心，培養核心五力，面對

未來，實踐「小學校、大視野」在地全球化之目標。 

(二) 學校規模 

分類 年級 班級數 學生人數 

國小 

一年級 1 14 

二年級 1 11 

三年級 1 11 

四年級 1 14 

五年級 1 12 

六年級 1 13 

國小合計 6 75 



(三) 教職員工數 

職別 校長 男教師 女教師 護理師 職員 工友 警衛 廚工 

人數 1 5 8 1 1 1 2 1 

合計 20 

 

二、 背景分析 

(一) 師資結構 

本校師資正式教師11位，代理代課教師2位，其中碩士12人(92%)、

學士 1人(8%)。 

(二) 校內重要教學設施 

1. 社區共讀站：教育部 108年前瞻基礎建設 280萬經費，於二樓圖

書室設置社區共讀站~「桐話森林 FUN閱讀」，館藏約 8,000冊、

資訊檢索筆電 3部及可供播放小劇場之視聽影音設備等。 

2. 行動學習軟硬體建置：104年度獲行動學習教學設備 140萬經費，

完善教學全區無線網路，實現學生行動學習之體驗。110學年度

國教署補助偏遠地區國中小行動載具計畫，獲補助 30萬元，採

購 ipadmini平板 16台，配合之前經費採購的 ipad平板 6台，

共計 22台平板可提供教學使用。111年度配合數位學習精進方

案，獲補助 85台 ipad及 3台充電車，更能實現生生用平板的數

位教學及自主學習理念。 

3. 智慧學習教室：配合教育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107至 109年度

獲補助四至六年級智慧教室設備各 1間；配合臺中市 111年度智

慧輔助教學設備充實採購案，獲補助三年級智慧教室設備 1間；

另於 112年度自費增設自然教室智慧教室設備 1間，目前共計 5

間。 

4. 專科教室：108年度自費更新音樂教室教師用數位鋼琴 1台； 110

年度視聽教室獲得經費補助 160萬，更新室內相關教學設施，作

為平常英語教學及國際教育使用。 

(三) 學校課程與教學績優特色 

1. 107年度以「美感蘊童心．生態育林情」校訂課程榮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金質獎，本課程包含文史美學、藝術美學、生態美學及創

新美學四大主軸，目前經討論及修正後共計有一至六年級 19個教

學單元課程。 

2. 110 至 111 學年度教育部國教署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各

獲補助 25萬元，規劃學生多元試探活動及辦理各式社團讓學生參



加。 

3. 108 至 110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

廣與深耕學校，每年經費約 10萬元，以推展學生自我領導力七個

習慣為主軸，並於 109 年度榮獲「臺中市 109 年度品德教育推動

典範標竿校務推動類國小組金質獎」、110 年度榮獲「臺中市 110

年度品德教育推動典範標竿班級經營金質獎」。 

(四) 111學年度課程評鑑具體執行成果 

1. 實施過程(時程、內容與方式) 

主要分成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及課程效果三個階段進行，課程設

計於 111 年 5 月至 8 月進行，課程實施於 111 年 9 月至 112 年 6

月進行，課程效果於每學期期末進行。評鑑內容以課程評鑑檢核

表所列之各項評鑑重點為依據，涵蓋課程總體架構、部定領域課

程及校訂彈性課程等層面，由全體教師分組互相評鑑，以確保及

持續改進學校課程發展、教學創新及學生學習之成效。 

2. 成果運用 

(1).修正或調整學校課程總體架構及課程計畫：之前提到的校訂

彈性課程應有明確的課程目標，而非只有教學重點，已於本次補

上各課程之教學目標，以做為關連性及檢核是否達成教學成效使

用。另外，各課程應逐步規劃出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目前僅有

「走讀桐林」已完成，其它的課程尚未完整建立，建議課發會開

會時應做討論及規劃安排期程。 

(2).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品質之理解及重視：學校持續參與各

項教學課程計畫，完善學校整體課程品質，落實 12 年國教新課

綱相關理念、並能在課堂上實踐。持續推動公開觀議課，落實小

組討論對話分享過程，提供教師善意的觀點，給予教師教學回饋，

藉以提升教學品質。重要發表活動邀請家長參與，同時於學校 fb

粉絲專頁上發佈學生學習成果，讓家長即時接收學生在校學習表

現的訊息，使能認同學校新課綱實施的品質與成效。 

(3).安排學生學習扶助：領域學習課程依定期評量成績分析，由

老師在課堂上進行適時補救教學並提報學習扶助名單進行課後

學習輔導，也能隨時提供上課教師相關資訊，並鼓勵適度運用平

板載具，導入均一、因材網、學習吧等自主學習平台的運用。 

(4).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規劃週三進修時，安排教師

進行各項課程教學計畫的教學設計及成果分享，並邀請專家學者

給予回饋及教學支持與讚美鼓勵，滿足教師個人成就感，表現優

良之教師，爭取督學頒發獎狀給予鼓勵。111 學年度有安排推動

雙語教學計畫二位老師之分享，也有安排六位導師的校訂課程

「走讀桐林」教學成果分享，之後也將持續規劃安排。 



 

 

 

貳、 學校課程願景  
(一) 學校願景 

桐林國小的學校總目標為「成就每一個孩子」，學校願景是「品德深

耕」、「身心健康」、「適性發展」及「自我超越」，以培養有好品德的

未來主人翁，能身心健康的均衡長大，在豐富多元的課程下適性發展，

最後能建立自信達成自我超越的境界，期使培育學生具備全人化的教

育。 

(二) 學生圖像及課程地圖 
 

 

 

 

 

                      

 

 

    

 

 

 

 

 

 

 

 

 

         

 

 

學校願景 品德深耕 身心健康 

 

適性發展 自我超越 

 

 

學生圖像 

課程地圖 

發展面向 

 

本位課程 

行動方案 
 

於校訂彈性

學習課程及

融入部定領

域課程實施 

1. 品德教育-

自我領導力

七個習慣 

2. 營養教育 

3. 視力保健 

4. 口腔保健 

5. 社區服務 

1. 藝術教育 

2. 文史美學課程 

3. 藝術美學課程 

4. 生態美學課程 

5. 性別平等教育 

1. 戶外教育 

2. 環境教育 

3. 資訊教育 

4. 新媒體探究 

5. 創新美學課程 

6. 自主學習 

1. 閱讀饗宴 

2. 桐林達人秀 

3. 晨光及課後社

團活動 

4. 雙語教學 

5. 國際教育 

健康好品 人文生態 快樂勤學 

 

創新實踐 

 

培養健康習慣

及良好品德 

推展人文、生

態及美感教育 

打造快樂學

習環境及多

元展能舞台 

發展創新 

適性課程 

健康活力 自律共好 尊重包容 美感欣賞 創新思維 



 

 

(三) 學校本位課程架構 

 

 

 

 

 

 

 

 

 

 

 

 

 

 

 

 

 

 

(四) 校訂彈性課程架構 

分類 

年級 

 

課程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融入

領域/

議題 

a.統

整性

主題

/專

題/

議題

探究

課程 

走讀桐林 
走讀桐林

(一) 

走讀桐林

(二) 

走讀桐林

(三) 

走讀桐林

(四) 

走讀桐林

(五) 

走讀桐林

(六) 

生活 
自然 
社會 
藝術 
環教 

品德教育-

自我領導力

七個習慣 

七個習慣 

(一) 

七個習慣 

(二) 

七個習慣 

(三) 

七個習慣 

(四) 

七個習慣 

(五) 

七個習慣 

(六) 

語文 
生活 
綜合 

閱讀饗宴 桐林知識+ 閱讀 72變 悠遊書香 探索書海 閱讀悅讀 閱讀說書 

語文 
生活 
綜合 
藝術 

國際教育 

參考康軒版
教材 Super 
starter 

參考康軒版
教材 Super 
starter 

參考康軒版
教材Wonder 

World 

參考康軒版
教材Wonder 

World 
 

康軒版教材 
Follow me 

英語 
生活 
社會 

資訊教育   
市本課程 

三年級 

市本課程 

四年級 

市本課程 

五年級 

市本課程 

六年級 

資訊 
科技 



d.其

他類

課程 

班級活動 
性別平等教

育 
性別平等教

育 
性別平等教

育 
性別平等教

育 

性別平等教
育、班級輔
導、新媒體

探究 

性別平等教
育、班級輔

導 

 

學校活動 開學始業式暨迎新、校慶預演、母親節預演、畢業典禮預演、性別平等教育等活動 

學習扶助與

自主學習 

學扶組 :生活
中的數與量              
自學組 :數與

量好好玩 

學扶組 :生活
中的數與量 
自學組 :數與

量好好玩 

學扶組 :生活
中的數與量 
自學組 :數與

量好好玩 

學扶組 :生活
中的數與量 
自學組 :數與

量好好玩 

學扶組 :生活
中的數、量與

形 
自學組:數、量
與形好好玩 

學扶組: 

1.生活中的代
數 
2.動手玩幾何

圖形 
自學組: 
1.代數好好玩 

2.有趣的幾何
圖形 

參、 課程實施與評鑑規劃 

一、 課程實施說明 

(一) 課程實施規劃 

        各年級各領域/校訂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表 

學習領域 

週教學節數 

設施設備 新課綱 九年一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部
定
課
程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

文 

國語文 6 6 5 5 5 6 圖書室 

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 
1 1 1 1 1 1  

英語文 0 0 1 1 2 1 英語教室 

數學 4 4 4 4 4 4 
平板充電車 

數學操作教具 

生

活 

社會 

6 6 

3 3 3 3  

自然科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 
3 3 3 3 

自然教室 

自然實驗教具 

藝術/ 

藝術與人文 
3 3 3 3 

自然教室 

音樂教室 

綜合活動 2 2 2 3  

健康與體育 3 3 3 3 3 3 
綜合球場 
簡易棒球場 
青桐林廣場 

領域學習節數 20 20 25 25 26 27  

校
訂
課
程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a.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國際教育 1 

主題探究 1 

國際教育 1 

資訊教育 1 

主題探究 1 

資訊教育 1 

主題探究 1 

品德教育 1 

閱讀饗宴 1 

英語教室 
電腦教室 
圖書室 

平板充電車 

b.社團活動     



d.其他類課程 
學習扶助與自主學習 0.5 

學校、班級學習活動 0.5 

學習扶助與自主學習 0.5 

學校、班級學習活動 0.5 

學習扶助與自主學習 1 

學校、班級學習活動 1 
平板充電車 

彈性學習節數 3 4 6 5  

學習總節數 23 29 32 

   教學人力規劃：黑色以導師授課為原則，紅色以科任專長授課為原則。 

(二) 課程發展組織 

1.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成員 

職稱 產生方式 人數 

召集人 校長 當然委員兼任主席 1 

執行祕書 教務主任 當然委員 1 

委員 

行政代表 學務主任 當然委員 1 

行政代表 總務主任 當然委員 1 

行政代表 教學組長 當然委員 1 

行政代表 訓導組長 當然委員 1 

各年級教師代表 由各年級教師擔任 6 

學習領域代表 

主要為藝術、健體領域，

其他領域由教師或行政

代表兼任(語文、數學、

社會、自然、綜合) 

2 

家長及社區代表 由家長委員會推選 1 

總計 15 

附註:成員身分重複時，不另行新增成員。 

2. 橫向聯繫：學年會議 

(1) 成立「學年會議」，由各年級導師及科任老師共同組成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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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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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至少召開 1次會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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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年配合教育部與教育局相關教學計畫提出申請，社群主

題以課程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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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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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觀議課成效評估、下學年課程

計畫撰寫說明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2.07 
本學年度校訂課程實施成效評估、審查

下學年度課程計畫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2.08 
研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研習活動、校訂

課程規劃設計、公開觀議課時程 

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12.09 
研討各領域教學方案、成績評量標準、

班級經營策略 

學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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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課實施成效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3.02 
研討各領域教學方案、成績評量標準、

班級經營、公開觀議課時程 

學年會議 

領域教學研究會 

113.05 

討論並決議下學年度領域及彈性授課節

數、公開觀議課成效評估、下學年度課

程計畫撰寫說明 

課程發展委員會 

113.06 
本學年度校訂課程實施成效評估、審查

下學年度課程計畫 
課程發展委員會 

 

(三) 公開授課(共同備課、觀課、議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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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會議合併

辦理；並得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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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新課綱課程專業研習及成長活動之規劃 

預定期程 研習名稱 承辦處室 

112.08 新進教師校訂課程模組研習 教務處 

112.09 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實務研習 教務處 

112.10 新課綱素養導向研習 學務處 

112.11 新課綱素養導向研習 教務處 

112.12 新課綱素養導向研習 學務處 

113.01 新課綱素養導向研習 教務處 

113.02 新課綱素養導向研習 學務處 

113.03 新課綱素養導向研習 教務處 

113.04 新課綱特殊教育研習 學務處 

113.05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果發表 教務處 

113.06 課程計畫撰寫共識會議 教務處 

 

  



 
二、 課程評鑑規劃 

(一) 課程評鑑對象與分工： 

1. 課程總體架構：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專案小組辦理，評鑑結果

提委員會審議。 

2. 各領域/科目課程：分由本校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辦理，評鑑

結果提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3. 各彈性學習課程：分由本校各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辦理，

評鑑結果提各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及課程發展委員會

討論。 

4. 前述各款各課程對象之評鑑，本校視經費情形得邀外部學者專家

參與評鑑。 

(二) 評鑑時程： 

課程總體架構以一學年為評鑑循環週期，各彈性學習課程則分別

以各該課程之學習期程為評鑑週期，配合各課程之設計、實施準備、

實施過程和效果評估等課程發展進程進行評鑑，實施時程原則規劃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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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31日。 

(3) 實施階段：每年 9月 1日至次年 6月 30日。 

(4) 課程效果：每學期末。 

2. 各彈性學習課程：配合各該課程之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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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各課程之評鑑分工人員，就各評鑑課程對象在設計、實施與效果

之過程與成果性質，採相應合適之多元方法，蒐集可信資料進行評鑑，

參考作法如下表： 

評鑑對象 評鑑層面 評鑑資料與方法 

課程總體架

構 

設    計 1.檢視分析學校課程計畫中之課程總體架構內容。 

2.訪談教師對課程總體架構之意見。 

實施準備 1.檢視分析各處室有關課程實施準備的相關資料。 

2.實地觀察檢視各課程實施場所之設備與材料。 

實施情形 1.觀察各課程實施情形。 

2.分析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之會議

記錄、觀、議課紀錄。 

效    果 檢視分析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提供

之課程效果評估資料。 

各領域/科目

課程 

設    計 1.檢視分析各該領域/科目課程計畫、教材、教科書、學習資源。 

2.訪談授課教師或學生對課程設計內容之意見。 

實施準備 1.實地檢視各該課程實施場所之設備與材料。 



2.分析各該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共同備、議課記錄。 

實施情形 1.於各該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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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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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評量結果資料。 

3.分析學生之作業成品、實做評量或學習檔案資料。 

各彈性學習 

課程 

設    計 1.檢視分析各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教材、學習資源。 

2.訪談授課教師或學生對課程設計內容之意見。 

實施準備 1.實地訪視各該課程實施場所之設備與材料。 

2.分析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之會議紀錄、共同備、議課紀錄。 

實施情形 1.辦理各該彈性學習課程之公開課、觀課和議課活動，從中了解實施情

形。 

2.訪談師生意見。 

效    果 1.分析學生於平時評量之學習成果資料。 

2.課程結束時分析學生之期末評量、作品、學習檔案或實做評量結果資

料。 

(四) 評鑑結果與運用： 

對於評鑑過程及結果發現，本校將即時加以運用： 

1. 修正學校課程計畫：分別提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彈性學習課程設計

與推動小組以及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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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之理解及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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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評鑑發現給各該授課教

師作為教學調整之參考，及供教務處參酌評鑑發現之專業成長需求，

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5. 安排學習扶助或學習輔導：有學習困難之課程內容或學生，由教務

處或相關教師規劃實施學習扶助或學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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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