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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各子計畫實施成果檢討與說明 

一、子計畫 A 課網課程發展計畫實施成果與檢討 

希望在 108 新課綱的帶領下，鹿港高中的每位學生都能找到自己學習的

新天地，因此本校以「培養優質文化公民」為學校願景，積極培力學生的五

大關鍵能力－多元學習力、思考表達力、科技創新力、共好合作力及公民行

動力。為落實新課綱課程的推動，我們以學生需求為核心，透過教師社群的

運作，時時盤點現況、調整並精進，以發展多元的課程，強化學校特色、啟

發學生優勢潛能。 

表 1 子計畫Ａ實施成果檢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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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支目標與重點 

(一)科普中的數學：在「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理念下，

本課程以數學上的基本觀念與生活情境的連結為目標，尋找

生活上與數學相關的研究主題，並讓學生將實作與閱讀文本

的觀念扣合，完成專題研究，發展出探究與驗證能力。 

(二)新式二輪車輛檢修實習／汽車綜合量測實務：本校汽車科以

培育汽車裝配、檢驗、及維修技術人才為目標，並希望成就

的學生能理論、技術與業界實務經驗不脫節，所以教學內容

注重實務技術、鼓勵並輔導學生考取相關證照，對學生日後

就業助益大。 

(三)機器人結構與設計：在高科技研究領域中，智能機器人的成

果不斷見諸報端，深受青睞。希望藉由課程，讓學生接觸、

了解和關心機器人科技領域的最新成就及發展，激發興趣、

深入探索、參加相關競賽，並引導學生對未來大學科系之興

趣，進而投入人工智慧之產業。 

(四)多元藝術自我探索：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設計課程，以

符膺「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課程願景；透

過多元藝術（美學心理學、表達性藝術及心理測驗等）整合

活動，協助學生從自我探索，進而理解個人之興趣、價值觀、

能力及抉擇力等，並透過服務學習及移地課程學習，強化學

生實踐力與自我實現。 

(五)選修生物：配合 108 課綱，高二自然組開設選修生物課程，

上學期為「細胞與遺傳」、下學期「植物的構造與功能」，以

融入課程的方式設計一系列動手作實驗，讓學生透過實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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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增加學習興趣，亦可對未來就讀生命科學類群相關科系

者豐富其實作學習歷程。 

二、執行情形 

(一)科普中的數學：上學期 11 月由數學科及國文科老師協同辦

理數感能力加深加廣課程，提升學生數理實作與寫作能力。

寒假辦理科普探究移地教學，引導學生善用博物館資源，提

升學生數理專題作題材跨域廣度，並於課程上加強學生數

學觀念澄清與生活應用的連結，透過多元管道啟發學生創

作題材與資料。 

(二)「新式二輪車輛檢修實習」與「汽車綜合量測實務」皆為依

學生需求及職場能力需求，開發的多元選修實作課程，分為

上下學期。為提升學生的實務知能，邀請業師上下學期各辦

理 1 場經驗分享講座；為使學生確實習得電動機車及汽車的

檢修量測技能，本校教師建構實務教學所需診斷儀器設備、

設計實習課程，並利用課後假日時間進行延伸實務課程 18

節，課程主題規劃如下：  

第 1-6 節：「電動機車/車輛」整體結構＋電源供應系統介紹 

第 7-12 節：「電動機車/車輛」煞車系統+燈路系統檢修量測 

第 13-18 節：「電動機車/車輛」電腦診斷系統檢修量測 

(三)機器人結構與設計：多元選修課程，每週 1 節，所以利用

課後進行延伸課程教學及訓練(上下學期各 20 小時)，參與

人數上學期 10 人、下學期 18 人，課程內容以機器人之結

構與控制，完成此訓練之學生，對機械結構有一定實力，

規劃參加新學年度由臺師大舉辦之 GoSTEAM 競賽。 

(四)多元藝術自我探索：課程內容從多元藝術結合自我探索理

念出發，並包涵特殊需求領域融合教育理念，透過藝術與

心理之結合，增進學生美感教育及自我照護能力，再藉由

課餘服務與學習並重的經驗教育方式，進而幫助學生培養

尊重並欣賞多元能力。課程運作如下： 

1、情意油畫課程：多元修選課程，主題為「畫我話我」，

以油畫材料完成一幅自畫像；本課程非著重繪畫技巧，

而是以肯定方式，鼓勵學生勇敢作畫，不評論美醜與技

法，藉創作主題進行自我觀照、覺察及對自我的再認識。 

2、多元藝術自我探索學生成長團體：屬於課程延伸活動，

利用課後的團體活動時間，藉由進階深化小團體探討協

助規劃參與學生的未來生涯。 

3、多元藝術自我探索手作及志工服務學習：參與學生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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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結合服務學習及愛心公益活動（祈福活動、台灣

喜佳愛心公益活動及華山基金會愛心手作活動），運用

課餘時間帶領學生完成志工訓練課程及服務學習實踐。 

4、多元藝術自我探索課程及特色移地課程：111/10/22、

112/5/25，分別實地探訪王英信美術館、台灣香日月潭

紅茶廠及集元果觀光工廠，帶領學生增進美感教育與職

涯體驗，參與學生 170 人次。 

(五)選修生物：高二自然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二班共 70 位學

生，為每學期後 9 週課程，以融入原課程的方式實施「細

菌培養/植物組織培養」實驗課程，並聘請組培專家大葉大

學生物學系余聰安教授親臨本校進行協同教學。上學期於

111 年 11-12 月進行，課程主題為「細胞與遺傳」，課程內

容包含細菌構造與生理認識、細菌培養基製作、採樣與培

養、染色與觀察、生長因素設計實驗、實驗結果發表；下

學期於 112 年 5-6 月進行，課程主題為「植物的構造與功

能」，課程內容包含固體培養基配置、種子無菌播種(菸草)、

癒合組織培養(紅蘿蔔及菸草)、植物微體繁殖(非洲菫)、生

長點培養(大蒜)。 

三、執行效益（含亮點） 

(一)成就課程的多元主題：藉由教師間不同專業領域視角的合

作，提升課程的開發動能，成就了課程主題的多元性，給

予學生更多的學習面向。本校校訂必修「鹿港學」即是一

例，是由社會、數學、英文、輔導、地球科學及養殖科老

師共同開設的課程，課程融合了族群、文化、建築、美食、

經濟…，讓學生因修習本課程得以了解鹿港、認同家鄉。 

(二)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選修生物課程

中，本學年以實驗融入原課程的方式進行，發現多數同學

每天會主動到實驗室觀察細菌生長、利用午休時間繼續完

成培養課程、不斷的透過通訊軟體或面對面與老師討論實

驗情形，可見本課程以理論結合實作方式的教學方式，成

功的引發學生的興趣、啟發學習動機及研究熱忱。 

(三)精熟學生的實務技術：學生於課堂上學會有效率的查閱電

動機車/車輛修護手冊後，透過課後延伸實作課程，與業界

技術人員合作，強化學生實務技能，能熟練並準確的進行

車輛檢測，並且順利取得汽車修護及機器腳踏車修護兩張

丙檢證照(通過率100%)，對學生日後升學及就業助益大。 

(四)豐富學生的學習歷程：透過跨領域移地教學課程的設計，



4 

帶領學生走出校園學習、翻轉學生思維、豐富學習歷程。

「科普中的數學」已連續三年與台中科博館配合，利用寒

假移地學習，提升及啟發學生數理創作題材的跨域廣度。 

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A1 科普中的數學－國文及數學老師

協同辦理數感能力加深加廣課程 

A2 新式二輪車輛檢修實習－機車檢

修電腦教學   

A3 汽車綜合量測實務－示教台功能

量測操作 

A4 機器人結構與設計－學生討論機

器人程式   

A5 多元藝術自我探索－情意油畫課

程 

A5 多元藝術自我探索－到集元果觀

光工廠進行產業前導移地課程   

A6 選修生物－大葉大學余聰安教授

協同授課，於無菌無塵操作台示範植

物組培基本操作 

A6 選修生物－學生使用革蘭氏染色

套組試劑來鑑別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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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計畫 B 教師增能計畫實施成果與檢討 

一直以來，本校鼓勵教師籌組專業發展社群，除自身專業領域社群外，

更積極參加跨科/跨領域社群、任務導向社群。而透過計畫經費的挹注，社

群教師除了例行的共備交流，各社群亦根據學生需求與產業動態發展多元

選修課程、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及因應政策而生的重點工作。不僅活化教

師社群的動能，更以達到「培養優質文化公民」的學校願景為課程目標。 

表 2 子計畫 B 實施成果檢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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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支目標與重點 

(一)111 學年度在高優計畫的挹注下，本校成立了 11 個教師社

群：「汽車專業」、「科技領域」及「英文領域」單一領域社

群；「水產養殖」、「科普閱讀」、「社會領域」及「多元藝術自

我療癒」跨科/跨域社群；「教師雲端科技安全」、「課程諮詢

教師共好」、「學習歷程成果優質化」及「自主學習指導教師」

任務導向社群。 

(二)深化教學內容：各領域社群依據教師共識及需求舉辦增能講

座或工作坊，內容包含領域議題探討、素養命題與實作評量

設計等。除了社群教師外，本校所有教師皆可自由選擇有興

趣的場次參加，進而深化教學的專業素養、精進教學內容的

多元性。 

(三)發展多元課程：各領域社群皆能定期召開共備，依需求與目

標，安排各式增能、共學及公開觀議課之活動，並發展與落

實多元選修及校訂必修課程。 

(四)有效盤點資源：透過各領域社群的運作，不僅可以活化社群

的動能，老師端與行政端也得以面對面激盪，不僅成就更多

的連結，亦能完整盤點本校課程及各項資源，有效的擴充課

程教學資源與範疇。 

(五)本校於配合子計畫 C 的課綱課務推動，在子計畫 B 成立了

自主學習指導教師增能、學習歷程成果優化教師增能、課程

諮詢教師共好等任務導向社群，透過定期的共備會議、經驗

分享及增能研習，協助導師、學生及家長認識新課綱內涵、

相關配套與升學重點資訊。 

二、執行情形 

(一)單一領域教師社群 

1、汽車專業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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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下學期各辦理 1 場 3 小時的汽車新式塗裝美容研

習，增加社群教師專業知能，參加人次共 23 人。 

(2)上下學期各辦理 3 次社群共備，檢討與修正「新式二

輪車輛檢修實習」及「汽車綜合量測實務」兩門課程

在 111 學年度的教學成效；發展 112 學年度多元選修

課程「汽車塗裝技術」上課教材。 

2、科技領域教師社群 

(1)上學期配合生活科技及資訊科技課程之機電整合單

元，外聘前鎮高中柯景耀老師辦理 2 天的「障板式藍

芽音響製作」工作坊，下學期則整合物聯網課程，外

聘曾嘉豪老師辦理「風力大未來」講座，兩場增能研

習除了實務操作外，也加入科技領域素養課程的內

容，讓教師深入瞭解 108 課綱之素養重點。 

(2)下學期辦理 2 場教學經驗主題分享，3/23「機電整合

-血氧機」、5/18「人工智慧-WebAI」。 

(3)111 學年度共有 8 次社群共備，討論「資訊科技」、

「生活科技」、「科技應用專題」及「機器人結構與設

計」等課程內容實施之困境及未來發展方向。 

3、英文領域教師社群 

(1)上學期邀請田中高中羅婉珍老師分享「學測命題趨勢

與課程應用」，了解英文科新式考題方向和如何調整

課程教學的設計；下學期邀請西螺農工林美華老師分

享「教學活動設計」。 

(2)異地觀課共備，112/6/8 本校英文科教師至西螺農工

入班觀摩林美華老師全英文授課過程，並於課後議課

交流，了解進行全英授課的細節和方法，規劃運用於

未來的課程中。 

(3)111 學年度共有 10 次社群共備，討論如何將資訊融

入英文課程；設計高一英文(龍騰版)、英文小說(多元

選修)、學習扶助課程及暑輔英文鹿港課程等教學內

容設計與討論。 

(二)跨科/跨域教師社群 

1、水產養殖教師社群  

(1)社群成員包含本校跨校教師(養殖、生物)、彰師大生

物系王瑋龍教授、中興大學獸醫系謝嘉裕教授及中央

研究院劉興懿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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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 2 次移地研習活動，了解及探討主題實驗於高中

端執行之可能性，共同設計屬於本校的課程內容。

111/12/2 至中興大學獸醫系實驗室，主題「水族疾病

實務操作」；111/6/27 至彰師大藻類實驗室，主題「藻

類培養」。 

    (3)社群共備時間，討論「水族疾病診斷」及「藻類培養」

兩大主題的課程內容，適用於水族疾病學、餌料生物

學及餌料生物實習等課程。 

2、科普閱讀社群 

   (1)社群成員包含本校數學科、自然科教師，共 13 位。 

  (2)辦理 1 場專家講座，主題為桌遊與教學與遊戲化素養

學習，讓教師們思考如何利用桌遊如何融入教材。 

   (2)社群活動以讀書會方式進行，上下學期各辦理 10 節，

以「再生能源」為主題，藉由社群教師的分享說課、

觀課與議課，大家一同累積多元的開課能量。 

   (3)每次讀書會後，社群教師討論如何將本次讀書會的分

享議題融入課程中，如科普中的閱讀、數感寫作及國

際教育綠能單元，並設計數學策略桌遊教材。 

3、社會領域教師社群 

   (1)上學期辦理「虎尾糖廠、老屋文創與再生實察」，請

當地文史專家現場講解，並與鹿港的老屋做比較。下

學期辦理「雲林林內芋頭食農教育與濁水溪灌溉系統

實察」，了解神社灌溉系統土地利用的變遷，做為史

地老師補充教材。 

   (2)上下學期各共備 4 次，分享 108 課綱教學方式與教學

心得、分享優良學習單與學習歷程；將教師增能的兩

場實察內容設計教材，配合課程內容運用在「地理與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歷史探究與實作」及「公共議

題與社會探究」等課程。 

4、多元藝術自我療癒社群 

(1)上下學期各 1 場多元藝術心理健康知能講座，聘請專

業諮商心理師以藝術活動提供內在經驗及外顯機會，

增進社群教師心理健康知能，以提升自我療癒能力，

進而運用於教學場域。 

(2)上學期為了開發「數位運動科技」課程教材，辦理 3

次運動科技研習、4 次共備，教材內容以提升特殊教



8 

育需求學生的體適能學習動機為目的，所以特於增能

研習辦理期間商請特殊需求學生共同參與，以利下學

期開課教師能及早因應學生多元特性。 

(三)任務導向教師社群 

1、雲端教師社群 

(1)雲端科技的推廣及應用為未來的趨勢，系望藉此社群

可以推廣不同的平台及軟體，讓教職同仁在設計課程

推廣行政事務有更多的選擇，並同時推廣資訊安全的

概念。本學年推廣方向－有效架設網頁內容、雲端科

技備份及還原。 

(2)111/10/24 外聘講師辦理「網頁內容及網站架構規劃與

管理研習活動」，教授網站之建置、分享、編輯、及調

整等操作。活動後，各處室行政同仁及各學科網站負

責人，重新修改網頁的資料及排版，增加可閱性，並

且正確且即時更新或修改網站上訊息。 

(3)111/12/2 及 112/5/18 各辦理 1 場「資料備份的重要性

及備份還原軟體實務研習活動」，讓教職同仁具備更

多的資安知識，學會如何定期更新系統、安裝防毒軟

體、定期資料備份等。 

2、課程諮詢教師共好增能 

       (1)辦理兩次課程諮詢教師共好共備：111/10/4、12/12，

為凝聚本校課諮教師共識，擬定本學年課諮任務討論

課程諮詢實施方式、入班時間與方式、發展各年級課

程諮詢重點表單。 

(2)辦理課諮師增能研習：111/12/23 由本校註冊組蔡雁如

組長實際示範學習歷程平台的操作方式，並提供課程

諮詢教師成果範本，以利老師入班時加強宣導。 

3、自主學習指導教師社群 

   (1)辦理自主學習指導教師共備會議：111/10/21、12/9 

(2)透過教師群對話，發展自主先備課程內容、發展自主

學習主題策略、引導學生撰寫自主學習計畫方法，進

而彙整編製學生自主學習引導手冊。 

   (3)為引導本校高一學生探索更加多元的學習方向，討論

上學期辦理「自主學習主題探索咖啡桌」課程內容，

最後決定運用本校職業類科豐富師資優勢，開設包含

行銷、金融、資訊、養殖、汽車等 6 門主題探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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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歷程成果優質化教師增能 

   (1)111/12/29 辦理課諮教師增能講座，邀請國家教育研究

院陳逸年老師蒞校主講「推動學習歷程建置之規劃與

策略」。 

 (2)112/6/21 辦理英文科「英語鹿港學」邀集高二 6 位英

語授課老師分享、共備發想，在高一校訂必修鹿港學

的基礎，結合英語課程設計，豐富學生課程學習成果。 

(3)112 年 6 月 26 日辦理國文科一年級 5 位授課老師分

享、共備討論，運用「ORID」焦點討論，一方面引導

學生解析文本、有效閱讀；一方面強化學生關於學習

歷程成果 100 字簡述文字表達力。 

三、執行效益（含亮點） 

(一)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領域的研習增能活動及專

業學習社群，111 學年度本校教師平均每人校內、外研習

時數為 39 小時；全校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人數有 81

人（72.97%）。 

(二)本校同時擁有普通型高中與技術型高中體制，藉由各學

科的共備討論，透過彈性時間增廣課程與多元選修，規劃

跨學制(普通型、技術型)、跨領域多元開課，創造學生多

元探索的機會與平台。 

(三)藉由教師間不同專業領域視角的合作，提升課程的開發

動能，成就了課程主題的多元性，給予學生更多的學習面

向。本校校訂必修「鹿港學」即是一例，是由社會、數學、

英文、輔導、地球科學及養殖科各領域教師共同開設的課

程，課程內容融合了多面向的鹿港，「鹿港學」亦成為本

校的亮點課程。 

(四)與大學端及產業界合作共組社群，藉由了解大學端的授

課方式及內容，亦可前往業界場域進行實務與理論結合，

提升教師的能力與學習更多最新的內容，進而將獲取知

識轉化為教材指導學生。而本學年因為透過與中興大學

生物系共組水產養殖跨域社群後，預計進一步簽署合作

協議，讓高中職端與大學端有更緊密合作關係。 

(五)藉由學習歷程成果優質化教師社群，推廣各學科學習歷

程共備教學設計。英文科推出「英語鹿港學」、國文科運

用「ORID」焦點討論引導學生閱讀及表達力，下學年將

持續推廣至各科，以提升教學內涵、精緻深廣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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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B1 汽車教師專業社群－增能研習，
講師講解及示範汽車塗裝調色與噴塗 

B1 科技領域教師社群－增能研習，
講師說明電路之連接及素養導向課程
內容    

B1 英文領域教師社群－社群教師分

享與討論課程設計 

B2 水產養殖教師社群－111/12/2 至中

興大學生物系實驗室進行解剖實作   

B2 科普閱讀社群－讀書會共備 B2 社會領域教師社群－112/6/7 街屋

製作教學心得分享 

 

 

B2 多元藝術自我療癒社群－112/5/11

表達性藝術治療讀書會講座 

B3 雲端教師社群－111/10/24 增能講

座   

B3課程諮詢教師共好－111/10/4課程
諮詢教師第 1 次共好共備 

B3 學習歷程成果優化教師增能－
112/6/26 國文科「ORID 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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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計畫 C 課綱課務推動計畫實施成果與檢討 

為了協助課綱課務推動，本校成立了「課程發展委員會」、「課諮輔導工

作小組」、「自主學習工作小組」及「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依工作任務

成立組織→規畫策略→確實執行→達成目標。審視學校發展條件與盤點既

有資源，規劃教師及行政人員之培力增能、協助學生完成學習歷程檔案，發

展、落實學校新課綱課程，並向師生及家長說明。111 學年度參與 3 場區域

聯合諮輔、邀請諮輔委員到校諮輔 1 場及校際交流 1 場，幫助本校有效的

推動新課綱及提升計畫執行效能。 

表 C-1-1 課程發展委員會實施成果檢討表 

執
行
情
形
與
效
益 

一、計畫目標與執行重點 

(一)召開課程核心推動小組會：檢視校務執行，盤點課綱課

程，積極推動處室橫向溝通合作，推展校務發展。 

(二)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不定期召開，持續檢核修正精緻行

政效能與課務推動效益。 

二、執行情形與效益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上學期召開 4 次，修正 111 學年度普

通型高中課程計畫書，討論 112 學年度普高多元選修及

彈性課程規畫、普高計畫書、技高計畫書、進修部課程計

畫書，審定適性分組教學實施計畫。下學期召開 2 次，調

整 112 學年度團體活動及彈性學習時間節數、審定 112 學

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及進修部教科書建議版本。 

(二)召開學科領域召集人會議 2 次(111/10/20、11/10)，針對 112

學年度開課課程進行討論，協調各科彈性課程、多元選修

開課門數、制訂各科開課數量門檻。 

(三)召開課程發展共識會議：111/10/18 高一高二英文適性分組

教學課程共識會議；112/3/23 討論 112 學年度國英數科目

學習扶助開課規劃。 

(四)本校原開設原住民族語—泰雅語，本學年修訂增開 16 族

原住民族語課程。 

(五)增能研習：112/3/22 辦理課程培力－跨領域課程設計「跟

洪棄生去旅行」。 

(六)上學期於親師座談會時，辦理「認識新課綱說明會」，向家

長說明新課綱之校本規劃，在家長的認同與支持下，有助

於教於課程創新與優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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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C-1-1 課程發展委員會－111/12/26 召

開第 4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 

C-1-1 課程發展委員會－112/3/22 辦

理「跨領域課程設計」教師增能研習 

表 C-1-2 課諮輔導工作小組實施成果檢討表 

執
行
情
形
與
效
益 

一、計畫目標與重點 

  召開課程諮詢說明會議，協調課程諮詢教師工作、規劃入班

宣導與課程諮詢期程、發展及擬定各年級課程詢動點、討論及編

輯選課輔導手冊。  

二、執行情形與效益 

 (一)辦理兩次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會議：111/9/1 推派課諮師召

集人；112/1/9 調整課諮時間於段考時間辦理、討論普通

科及職業類科每次課諮內容及走向。 

  (二)辦理兩次課程諮詢教師工作會議：111/10/4 討論課程諮詢

入班時間與方式、凝聚本校教師共識；111/12/12，檢討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諮詢實施方式。 

  (三)辦理課諮師增能研習：成立「課程諮詢教師共好增能社

群」，於 111/12/23 辦理「學習歷程平台操作說明及學習歷

程成果範本說明」講座，由本校註冊組蔡雁如組長實際示

範學習歷程平台的操作方式，並提供課程諮詢教師成果

範本，以利老師入班時加強宣導。 

 (四)辦理 4 次入班團體諮詢：上下學期各安排 2 次，協助學生

進行適性分組、了解課程特色與輔導學生依性向規劃課

程地圖。 

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C-1-2 課諮輔導工作小組－111/12/5，
111 學年度上學期第 1 次入班諮輔 

C-1-2 課諮輔導工作小組－111/12/23

增能研習，學習歷程平台操作說明及
學習歷程成果範本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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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3 自主學習工作小組實施成果檢討表 

執
行
情
形
與
效
益 

一、計畫目標與重點 

  計畫邁入第三年，期待從宣導說明→先備學習→申請指導→

執行引導→成果發表。自主學習 5 部曲，循序漸進激發學生自主

學習的熱情，從自主學習歷程建立學習信心與成就，進而營造優

質學習校園。  

二、執行情形與效益 

(一) 辦理自主學習說明會：111/9/29、10/06、12/22，由教務處

鄂華鄉主任針對自主學習內涵及計畫書進行說明，幫助

高一學生建構對於自主學習的想像及學習方向。 

(二)召開推動自主學習共備行政協調會：111/10/7、112/3/17，

討論自主學習時程、活動安排。 

(三)辦理高一導師自主學習共備會議：111/10/21、12/9，透過

教師群對話，發展自主先備課程內容、發展自主學習主題

策略、引導學生撰寫自主學習計畫方法，進而彙整編製學

生自主學習引導手冊。 

  (四)鼓勵並帶領學生參加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1 場校內 

(111/9/1)、3 場校外 (111/12/18 彰化女中、111/12/23、

112/6/9 彰化高中)。12/23 參加「大學與高中再探學習歷

程檔案分享會」。 

  (五)協助學生探索自主學習主題：為引導本校高一學生探索

更加多元的學習方向，於 111/11/5 利用假日辦理自主學

習主題探索咖啡桌，運用本校職業類科豐富師資優勢，開

設包含行銷、金融、資訊、養殖、汽車等 6 門主題探索課

程；並於 12/8 辦理「爆學力主題設定工作坊」。 

  (六)召開高一自主學習計畫書審查會議：113/1/11，由本校自

主學習工作小組成員，共同審查學生撰寫之自主學習計

畫書，並針對本學期自主學習推動給予反饋與修正建議。 

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C-1-3 自主學習工作小組－自主學習

探索咖啡桌：金融桌遊主題課程 

C-1-3 自主學習工作小組－111/9/29，

高一自主學習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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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4 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實施成果檢討表 

執
行
情
形
與
效
益 

一、計畫目標與重點 

  (一)以學生圖像為項度，統整檢核學習歷程檔案之教學效益 

(二)透過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盤整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三)透過學習歷程檔案搭建學生多元能力與恆毅正向態度。 

(四)落實學生學習歷程整備，幫助學生適性適才生涯規劃。 

(五)運用學習歷程檔案發展教師跨領域與融入議題核心素養

教學能力。 

二、執行情形與效益 

 (一)召開學習歷程推動小組會議：上下學期各辦理 1 場次，共

識學習歷程推動期程與作業流程，推動實施效益檢討與

修正。 

  (二)成立學習歷程檔案優質化教師社群，推廣各學科學習歷

程共備教學設計。英文科推出「英語鹿港學」的設計，豐

富學生學習成果；國文科則運用「ORID」焦點討論引導

學生有效閱讀及強化學習歷程成果 100簡述文字表達力。 

  (三)透過各學科教學研究會，討論如何運用學生圖像項度引

導學生統整學習歷程成果，展現學生學習脈絡軌跡；發展

設計學科學習歷程成果紀錄，精緻質化學習歷程成果，同

時提升教學深度與學習效度。 

 (四)學習歷程檔案推動宣導：透過親師座談、團體活動、課諮

入班宣講學習歷程意義與重要性；發給全校師生、家長學

習歷程作業之說明通知單，並確認已知悉。 

 (五)定期檢視學生上傳學習成果之進度，即時回饋導師訊息，

並提醒授課老師認證，以完備學生上傳之作業。 

 (六)上傳學習歷程檔案的學生比例逐年上升，109~110 學年度

的比例分別為 62%、73 %、79%(截至 7/15 止)。 

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C-1-4 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辦理

學習歷程操作說明（新生場次） 

C-1-4 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111 學

年度第 1 學期學習歷程工作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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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到校及區域聯合諮詢輔導實施成果檢討表 

執
行
情
形
與
效
益 

一、到校諮輔 

  (一)諮輔時間：111/12/30(五) 13:00~17:00 

    (二)諮輔委員：台中教育大學阮孝齊教授、員林高中楊豪森

校長、大甲高中林怡君主任。 

  (三)諮輔內容： 

    1、委員對目前本校高優計畫執行之現況給予建議，並協

助指導未來計畫內容之撰寫方向與方式。 

2、委員透過與學生的對談，了解學生端對本校在多元選

修、學習歷程、自主學習推動上之滿意度，與對學校

的認同度。 

3、委員藉由與教師的對談，了解教師端對新課網的了解

及推動後的作為。 

     (四)諮輔建議：學校擁有普高及技高，師資多元化，目前技

高老師雖有支援普高多元選修課程，但開課量有限，若

能更多元且達一定比例，將使課程規模表現更有亮點。 

二、區域諮輔   

     (一)111/12/5 中區第二組聯合諮輔會議，本校教務主任鄂華

鄉主任參加，地點在靜宜大學，會議中檢視課綱實施現

況與執行成效，尋求新課綱調整案之規劃與執行困難、

解決之道。    

(二)112/4/10 中區第二組聯合諮輔會議，本校由實研組陳雅

雯組長參加，地點在靜宜大學，會議中審視中區第二組

高優學校 112 學年度高優計畫書內容。 

(三)112/6/28 中區學校社群 8、9 群學習型諮輔，本校由實

研組陳雅雯組長參加，地點在竹山高中，協助各校了解

並掌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精神、內容及課程

教學的改變。 

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C-2 到校及區域聯合諮詢輔導-

111/12/30 諮詢委員入校諮輔 

C-2 到校及區域聯合諮詢輔導-

112/6/8 參加中區學校社群 8、9 群學
習型諮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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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校際交流子計畫實施成果檢討表 

 

 

四、子計畫 D 學校特色與校務精進實施成果與檢討 

111 學年度本校在推動安全教育課程方面，除了以「交通安全」為主題

之外，因學制包含普高及技高，故又加入「職業安全」，藉由議題融入課程

及講座的方式，讓學生深入了解交通安全及職業安全的重要，並加強學生正

確的自我保護觀念，以其降低意事故的發生。而在國際教育 2.0，透過教師

社群精進本校校訂必修課程結合 SDGs 議題進行課程設計，並舉辦多面向

的跨文化理解與交流活動，以培養學生成為優質的世界公民。再則為激發學

生學習動機及提升學習成效，培養教師善用資訊科技工具讓教學多元化。  

執
行
情
形
與
效
益 

    本校於 111 年度第 2 學期辦理 1 場校際交流。 

一、校際交流時間：112 年 4 月 17 日(一)12:20-17:00 

二、校際交流對象：台中市立新社高中 

三、校際交流內容： 

13:20-13:30 開幕式 

          13:30-14:20 本校新課綱（新社高中教務主任郭茗榮） 

      14:20-15:10 特色課程-探索教育（新社高中老師宋依頻） 

 15:10-16:00 處室交流 

四、本校參加人員：校長、一級主管、二級主管、科召集人，計 27 人。 

五、新社高中與本校相同擁有普高及技高學制，希望透過校際交流，

推動行政合作共好，一方面提升教師因應課綱的調適力、教

學耐力，一方面拓展教師視野。所以由教務處郭主任介紹新

社高中推動新課綱歷程，再由榮獲 111 年度台中市 SUPER 教

師的宋依頻老師，介紹榮獲 111 教學卓越銀質獎的探索新識力社

群運作方式及產出的課程應用。此次的校際參訪及經驗分享，

獲益良多，觸動了教師研發課程之動力 

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C-3 校際交流子計畫－112/4/7 至新

社高中校際交流，參與人員大合照 

C-3 校際交流子計畫－112/4/7 至新

社高中校際交流，特色課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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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1 安全教育子計畫實施成果檢討表 

主題 

類型 

■交通安全  □水域安全  □防墜安全  □防災安全  □食藥安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執 

行 

情 

形 

與 

效 

益 

)  
含 

亮 

點  

(  

一、計畫目標與重點 

  為了讓同學了解交通安全法規、交通事故發生成因、正確的

交通工具使用方式及建立防禦駕駛觀念，成立交通安全師資社群、

將議題融入課程、及辦理宣導講座，希望透過事故案例分享、法

規宣導及實境操作方式，建立正確的道路使用觀念，學習危險的

預測及處理，以降低交通事故發生之機率，避免肇生憾事。 

二、執行情形與效益 

 (一)議題融入課程：配合友善校園週及全民國防課程災害防救

與應變課程，融入交通安全教育，灌輸同學正確的道路使用

概念，提升個人危安意識，降低車禍肇事風險。 

 (二)辦理兩場交通安全師資社群增能講座 

1、111/12/6 邀請員林農工主任教官王宬洋中校蒞校指導，

精進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教材，結合本校特性進行課

程設計。 

2、112/6/19 邀請虎尾高中主任教官陳英傑中校蒞校指導，

針對交通安全教育議題觀念宣導、政策說明、最新法規

介紹及案例宣教，提升師資本質學能，充實課程內容。 

 (三)辦理宣導講座 

1、交通導設專業訓練：111/11/29 辦理交通導護志工同學及

教職員實施職前教育，參與人數 60 人。 

2、交通安全講座：111/12/8 利用全校週會時間，邀請知名

網紅-教士入校宣導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及法令，提升個

人交通安全意識。 

3、交通運輸工具使用宣導講座：112/6/1 邀請國內安駕專家

蔡政佑教練針對使用交通工具應注意事項辦理講座及

實作，強化教職員工生交通安全概念，降低危安情事發

生；參與人數 44 位的校內持有駕照之教職同仁或學生。 

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D-1-1 交通安全－交通導護專業訓練 
D-1-1 交通安全－111/12/6 辦理交通
安全師資社群增能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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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類型 

□交通安全  □水域安全  □防墜安全  □防災安全  □食藥安全   

■其他    職場安全_____ 

執 

行 

情 

形 

與 

效 

益 

)  
含 

亮 

點  

(  

一、計畫目標與重點 

  職業安全衛生法則於 103 年 7 月適用於全國教育服務業(含

高中職、國中、國小)。為能更落實本法精神，保障全校教職員工

生，擬藉本計畫針對不同屬性成員(全校師生、具有勞工身分之在

校生、即將具有勞工身分之在校生、確定就業之應屆畢業生)分別

持續進行更完整、更有系統之宣導(例如：職場前安全等)，以務實

而徹底地做好校園職業安全衛生工作，讓職安觀念在校園扎根深

植。 

二、執行情形與效益 

 (一)職安衛宣導融入課程：每學期開學第一堂實習實驗場所相

關課程，由任課教師隨堂實施職業安全衛生宣導。 

 (二)全校性校園職業安全講座：111/9/15，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環安中心安全衛生管理師蘇慧倚老師蒞校進行職安宣導

講座。建立本校在職員工與學生職業安全防護的觀念，預

防人員或財產相關的職業災害發生。 

 (三)校內外工讀學生職業安全衛生宣導講座：111/11/24，針對校

內工讀生 14 人及校外工讀生 28 人，辦理職業安全教育訓

練，由校內取得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教師資格之實

習組柳國逸組長擔任講師，加強職安觀念與相關權益。 

 (四)赴校外專業場域進行專業學習之行前職安衛教育訓練：112 

/6/15，針對暑期即將赴校外專業場域實習之在校生 22 人進

行職安衛教育訓練，由校內養殖科鍾緩蓉科主任擔任講師，

加強養殖漁業場所之職安觀念與相關權益。可讓初步入職

場的學生確實瞭解工作場域潛藏的危害與勞工權益，提升

危害辨識能力。 

 

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D-1-1 職場安全－111/9/15 於本校中

正堂辦理全校性校園職業安全講座 

D-1-1 職場安全－112/6/15 辦理校外

習學生職安衛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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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2 國際教育 2.0 子計畫實施成果檢討表 

執
行
情
形
與
效
益 

一、計畫目標與重點 

  國際教育 2.0 建立於課程綱要之上，以「接軌國際、鏈結全

球」為願景，希望達成「培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及 拓展

全球交流」三項目標。因此，本校以培養學生成為健全個人並具

備國家認同、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強化國際移動力及善盡

全球公民責任的世界公民為目標。 

二、執行情形與效益 

(一)教師增能 

  1、111/10/12 邀請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課程郭品禎督學入校

辦理教師增能講座－「CRC 兒童權利公約四大核心精

神之實踐」。 

    2、教師增能：112/3/22 辦理 SIEP-彰化世界學之鹿港學

試行分享研習，由本校洪怡伶老師進行課程分享。 

(二)教師專業社群 

  1、成立校內國際教育教師專業社群定期共備，以精進本

校校訂必修課程結合 SDGs 議題。 

  2、本校還加入彰化縣國際教育跨校教師專業社群，與員

林農工、二林工商、文興高中等三所高中職學校，4 校

定期跨校共備。 

(三)發展校本國際教育課程： 

  1、精進設計校訂必修鹿港學與海鹿治能專題研究課程結

合 SDGs 的課程，讓學生由時間軸及空間軸，了解鹿

港在地與全球化變化。 

   2、產出議題探究、專題報告或公民行動方案，以培養學

生國家認同與在地關懷、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建立全球公民意識。 

  3、鹿角影展講座：配合校訂必修鹿港學課程於 111/12/13、

12/15 及 12/23 辦理三場講座，第一場由講師林京玲分

享年輕人應具備之國際視野；第二場由講師陳燕妃，分

享洋仔厝溪的美麗與哀愁；第三場由講師林純瑜，分享

快時尚 vs.剩布計畫。 

    4、國際文化交流暨生命教育體驗：111/11/5 由學務處及

輔導室共同帶領學生，前往南華大學進行專題講座及

「禪繞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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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3 資訊融入教學子計畫實施成果檢討表 

(四)跨文化理解與交流： 

   1、辦理國際學生跨國飲食文化體驗活動：明道大學外籍

生參與本校 112/4/8 園遊會，入校製作及販賣越南、

泰國等東南亞美食。    

2、聯合國會議議事規則研習，112/5/11 邀請虎尾高中林

敏玲老師進行講座分享，參加對象為本校模擬聯合國

社團學生。 

3、大手牽小手-外籍生入班交流：111/11/24、112/4/27、

112/6/15，分別由明道大學越南籍、印尼籍、馬來西亞

籍及史瓦帝尼等 4 位同學、嶺東科大 5 名馬來西亞籍

及彰化師範大學馬來西亞籍及巴基斯坦籍等 2 名同

學，入班交流。 

4、【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校院外籍生交流計

畫】青春我最行~探索教育營隊：112/6/8 由學務主任

及生輔組長帶隊前往明道大學，與馬來西亞籍及香港

籍學生一同體驗攀岩及輕艇等活動。 

5、日本長野縣野澤北高校線上交流：112/5/11 及 5/25，

本校學生 25 名與日本高校進行線上文化分享。 

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D-1-2 國際教育 2.0－大手牽小手：

外籍生入班交流 

D-1-2 國際教育 2.0－與日本長野縣
野澤北高校進行線上文化交流 

執
行
情
形
與
效
益 

一、計畫目標與重點 

  1、善用資訊科技工具讓教學多元化，激發同學學習動機，並

可協助學生自學學習先備及計畫之指導。 

2、結合自造實驗室工具，對於開發教材教具有更多元的了解

與應用。 

3、教學中善用資訊科技工具，未來淺移默化強化學生資訊科

技素養。 

二、執行情形與效益 



21 

  

(一)完成五場教師研習課程，上學期 3 場(111/11/3、12/8、

12/15)、下學期 2 場(112/4/20、4/27)。 

 (二)辦理 1 場「資訊搜尋融入小論文」教學，小論文是目前各

校極力推廣的活動，透過搜尋及網站資源，講師分享在小

論文指導與寫作上的教學與倫理宣導。 

 (三)辦理 2 場「MosMe 行動學習一點通」，讓老師能善用平台

的功能在教學上更能事半功倍。 

(四)辦理 2 場「圖書館網路資源」，介紹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網路資源，包括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的操作與使用。 

 (五)藉由講座，讓本校老師了解資訊融入教學工具應用情境，

再加上現場示範教學更能切合老師於其他課程中應用，

善用應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的數位資源能更有效率提

升教與學的品質。 

 (六)資訊工具運用於教學上是具有優勢，但不斷的推陳出新，

有更多的而且適用的工具可以強化教學，所以教師必須

一直增能並將其融入教學才能有更好的教學成效。 

執
行
與
成
果
照
片 

  

D-1-3 資訊融入教學－111/11/3 辦理

「資訊搜尋融入小論文」教學 

D-1-3 資訊融入教學-12/8、12/15 辦理
「MosMe 行動學習一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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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亮點課程 

表 E-1 學校亮點課程成果表 

課程主題或

名稱 
鹿港學 

課程所屬的高中

優質化子計畫 
B2 社會領域教師社群 

探討議題 

(不可複選) 

□人權教育     □媒體識讀/素養       □數位學習  

□SDGs 與全球公民素養    □自主學習     ■地方學   

□新興科技  □戶外教育  □其他_____             

授課社群教師

名單(請註明教師

的所屬學科) 

洪明珠(地理科)、李宗學(地理科)、施文雅(歷史科)、郭雅瑜

(英文科)、游育霖(養殖科)、洪怡伶(數學科)、梁曉琪(數學科)、

吳燕明(地球科學科) 

與十二年國

教核心素養

之關連性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課程類型 

□部定必修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彈性學習時間  □增廣/充實選修課程  □補強性選修  

□其他：__________ 

課程亮點影片

連結 
(不採影片呈現亮點課程之學校，免填) 

影片簡介 
(不採影片呈現亮點課程之學校，免填) 

(100 字以內) 

課程亮點 

說明 

課程設計背景從清康熙 49 年「鹿仔港」正式設口開渡，開啟

鹿港飛帆盛況開始，之後融入日本文化，加入彰濱工業區移

工和新住民交織出一段族群、文化、建築、美食、經濟的融

合史。讓學生了解自己家鄉的歷史文化，進而認同自己的家

鄉，另外開拓國際視野並思考家鄉的未來性，巨觀看見因著

鹿港讓台灣在全球系統中的明確定位。此課程為校本必修課

程，陸續加入多科的教師共備，持續學習增能與精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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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理念與

目標 

由溪和海的交會出發，時間軸：鹿港溪看鹿港發展史，地理 

環境到人文環境變遷。空間軸：鹿港人群的移動與世界的連

結，看見鹿港在國際經濟舞台地位與全球產業的定位，再以

行行銷鹿港為目標。 

課程與教學

設計 

(課程內容、教學

方法、媒材、評

量、策略等) 

1. 課程設計架構如右

圖。 

2. 教學方式：教師引

導、小組探究、回饋

反思。 

3. 媒材：PPT、影片、

網路新聞 

4. 評量：有個人、小組與全班共編 google 表單、jambord、

ppt 和鹿港學學習手冊。 

5. 策略形式：個人報告、小組報告、世界咖啡館、學習單和

實地踏查。 

學生學習 

表現與成果 

1. 學生經由老師引導探究、執行行動、反思的循環學習，學

生較能投入在學習中，主動發問遇到的問題與分享發現自

動建構出自己的知識，且能積極主動去分析問題。 

2. 報告內容與上台報告態度也因一次又一次的訓練而精進。 

3. 因文本閱讀的引導後，學生在資料搜集上能夠去分析哪些

資料較為準確，且能一直深入自己喜歡的領域。 

4. 踏查上能夠與鹿港地區的商家與耆老互動良好，在廟宇時

查實能夠仔細凝聽講解，親自體驗傳統儀式。 

5. 藉由一年級鹿港學基礎，學生在二年節可延伸鹿港主題於

探究課程、海鹿治能與職科專題，達到加深加廣的螺旋式

學習。 

教師教學 

反思 

1. 探索需要時間，課程進度需配合學生程度，不填鴨式教學，

遇到學生不會的地方耐心一起陪同學生解決。 

2. 學生報告時，需調整台上學生的台風與指導台下同學的聽

講態度。 

3. 教師需花很多心力在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的設計，與替學

生搭鷹架的課程設計上，但是看到學生的成果與回饋，覺

得很值得。 

4. 有教案為依據的教學，很有方向感，但必須一直學習跨科

教學技能，充實自已的教學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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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堂 

學習照片 

  

學生認真的實地踏查，將課堂

上的知識實際驗證，培養關懷

家鄉認同自己的目的。 

小組探究時，上網找資料、討

論完成任務與反思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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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檢視與學校改進 

  111學年在校長運籌擘劃，親力親為，主持各項會議，穩健推動校務願

景，無論是行政校務、課務推動，都能展現持續向上優化精進。分述如下 

一、行政校務分工 

1、國際教育：由學務主任主責，教務處、圖書館、總務處、實習處協

辦，推動國際教育校際交流(二林商工、田中高中、日本高校)，辦理

國際交流(帛琉)，建置國際教育校園。 

2、自主學習：由教務處主辦，圖書館協辦。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指導

老師陪伴引導，帶領學生走出校園，參與彰北區、中彰投區、優質

化南區自主學習成果發表，透過發表交流，適性揚才，成就學生優

質表現。 

3、學習歷程：由教務處註冊組總籌，學務處分責多元表現與幹部紀錄、

輔導室說明學習歷程系統操作。處室分工配合期程推動學習歷程，

透過行政帶領，除示範學習歷程平台實際操作流程，並辦理課程諮

詢教師增能講座，強化課諮師入班說明引導策略。由今年三年級學

生參加甄選 800 字自述與多元表現綜整心得彙整，整體觀之，學生

作品品質向上提升，明顯進步。 

 

二、課綱課務推動 

  透過各科教學研究會議凝聚各科教師共識，經過課程核心小組會議討

論集思，再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共商決議，促動教師自我增能動力，提升開設

課程的意願；並帶動各科教師參與跨領域學習動能！ 

1、確立校訂必修—鹿港學、海鹿治能專題由各學科領域種子教師(國

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能)共組共備社群，共編本校海陸

治能專題授課教材，並透過教師增能與對話，儲備授課師資，推動

教師參與課程設計與跨領域學習動能。 

2、各學科老師提高開課動能。無論是多元選修、彈性時間短期充實課

程，建立開課共識，開課多領域且開課數達1.5倍。 

3、持續凝聚開課動能，提出調整112年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發揮普通

型高中兼具技術型高中的學校師資特點，112學年彈性短期充實課

程計開設20門，同時提供普通科與職業類科(商經、國貿、汽車、養

殖)課程，不僅開數達1.5倍之多，也提供一年級新生跨越科別多元

選課，滿足多元探索，適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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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一、111 學年度整體計畫實施成果，敘述如下:  

1、體現本校同時擁有普通型高中與技術型高中體制優勢，藉由各學科

的共備討論，課程核心小組會議集思審議，再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共

商決議，不僅達成多元選修、彈性時間增廣課程開課數達 1.5 倍；

並調整 112 年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彈性短期充實課程計開設 20

門，同時提供普通科與職業類科(商經、國貿、汽車、養殖)課程，

提供一年級新生多元選課，滿足多元學習。 

2、校校訂必修「鹿港學」、「海鹿治能專題」由各學科領域種子教師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能）共組共備社群，除推動

教師參與課程計與跨領域學習動能；並將校訂必修由「地方學」，推

進國際教育，鏈結雙語鹿港學，是未來本校校訂必修持續國際化發

展重點。 

3、與大學端及產業界合作共組社群，藉由了解大學端的授課方式及內

容，亦可前往業界場域進行實務與理論結合，提升教師的能力與學

習更多最新的內容，進而將獲取知識轉化為教材指導學生。而本學

年因為透過與中興大學生物系共組水產養殖跨域社群後，預計進一

步簽署合作協議，讓高中職端與大學端有更緊密合作關係。 

4、課程諮詢教師在任務社群的培力下，建置各年級課程諮詢重點表

單，呈現課程諮詢歷程；透過持續推動教師、家長與學生三方對於

新課綱理念及課程規劃之理解與認同，強化教師創新與優化課程動

能，提升學生記錄學習歷程成果學習動力。 

二、未來的精進改善方向 

1、課程多元化後，透過課程評鑑檢視，逐步發展課程系統化，精緻課

程規畫。並且推動教師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設計，進行素養導向命題

與評量，提升教學效益與品質，優化總體課程與質化教師素養教學。 

2、持續推動各科轉換教學研究會議為教學共備社群，透過教師專業對

話與共備，激盪教師教學動能，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結合 SDGS 議

題教學，發展一科一亮點、一科一特色教學模組，透過教學鷹架，

豐富學生學習歷程成果。 

3、推動科技輔助自主學習，除透過行政培力外，並邀請自主學習指導

教師共備增能，引導學生自制自動學習力，培養學生自信自主學習

成就，展現優質學風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