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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小學發展校本課程之個案研究- 

課程協作治理觀點 

 

黃國將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博士班  

 

摘  要 

    本個案研究旨在透過文件分析、訪談及觀察等方法，探討一所偏

鄉原住民族地區小學，推動十二年國教校本課程的歷程中，採取課程

協作治理觀點，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學校情境分析，建立溝通管道與信

任關係和承諾，確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選取與組織、實施課程、推

動課程評鑑的過程與結果。 

    本研究之問題在瞭解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進行情

境分析的結果如何？與社區建立溝通管道、互信關係與承諾的情形為

何 ？設定的課程目標為何？進行課程組織的策略為何？實施課程的

方式為何？以及落實課程評鑑的結果為何？ 

    研究結論：一、個案學校透過知識管理分析情境，決定採課程協

作治理；二、型塑學習型組織，建立溝通、互信和承諾；三、藉由情

境模式凝聚利害關係人共識，設定課程目標；四、建構課程發展機制，

課程組織；五、實踐課程採試行與正式實施的階段；六、課程評鑑面

向以計畫及組織、人員及分工、工具及歷程等層面為主。本模式可作

為教育政策制定、研究及師資培育、學校單位、教育工作者、後續研

究者等參考。 

 

 

關鍵詞：偏鄉小學、校本課程、課程協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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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KUO-CHIANG HUANG 

 

Abstract 

 

    This cas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a 

rural aboriginal area through document analysis,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It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cooperates with stakeholders Conduct school situation 

analysis, establish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rust relationships and 

commitments, establish course goals, select and organize courses, 

implement courses,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course 

evaluation. 

    The ques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results of 

situational analysis when the case primary school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What is the status of 

establish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rusting relationships and 

commitments with the community? What are the course objectives set? 

What are your strategies for course organization? How will the 

curriculum be implemented? And what are the resul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evaluation? 

Research conclusions: 1. The case school analyzed the situation 

through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ecided to adopt curriculu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2. Shaped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and 

established communication, mutual trust and commitment; 3. Set 

curriculum goals through rational analysis of structured structures; 4. 

Construct a curriculum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curriculum 

organization; 5. Course implementation adopts the trial and formal 

implementation stages to achieve the course objectives.; 6. The course 

evaluation mainly focuses on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personnel and 

division of labor, tools and processes, etc. This model can be used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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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education policy formulation, research and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units, educators, and subsequent researchers. 

 

 

Keywords：An elementary school in a rural area, School-based 

curriculum, Curriculu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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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透過個案研究的文件分析、訪談及觀察等方法，瞭解臺灣

東部一所位處偏鄉地區富有阿美族原住民族特色的部落個案國小。在推動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的歷程中，採取課程協作治理觀點，引

進社區、部落人力資源，進行學校情境分析，建立溝通管道與信任關係和

承諾，確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選取與組織、實施課程、推動課程評鑑等

面向所研擬出的推動方案。 

    本研究蒐集、分析課程發展期間內部行政人員、教師與外部在地人士

等教育利害關係人，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看法與回應。透過學理基礎與

教育現場實務經驗之間的對話，發掘偏鄉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

所遇到的困境與採取課程協作治理觀點發展出的問題解決策略。本模式並

可作為相關教育政策制定、研究及師資培育、學校單位、教育工作者、後

續研究者等，發展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之參考。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是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是研究目的；第

三節為研究問題；第四節為名詞釋義；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現今臺灣地區國民中小學教育經營面對全球化、科技化、後疫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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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4.0、績效責任等趨勢，為落實 108 課綱教育政策、激勵教師專業成長、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創新校務經營、回應家長與社會大眾的殷切期待，因

此結合學校在地的人力、物力資源，共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益形重要。

VanDeusen(2016)指偏鄉學校與社區的連結關係更加受到珍視。Wang 等人

(2019)研究顯示全球先進各國為了培養學生具備 21 世紀的基本能力，鼓

勵學校將非正式的學校環境與在地素材，透過學校本位課程(SBCD)的研

發，組合成為更具吸引力的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環境。以新加坡政府呼籲

「少教多學」為例，鼓勵國中小學研發學校本位課程。學校因此被賦予了

更大的自主權和更大的靈活性，可以開發不同的方法來創新自己的課程與

教學的框架。而且該研究結果顯示為協助學校取得預期的教育成果，提升

學生的學習成效，教育利害關係人的積極參與分享和學習實踐，是有利

的。 

    偏鄉學校近年持續受到都市化及少子化等因素影響，學生人數低於一

百人的「小」小學不僅持續增加，也面臨到裁併校、轉型、教師超額等問

題。有學校為了解決超額教師問題，還向鄰近學校借學生，一人即成班。

趙宥寧（2023）指偏鄉小校是社區的心臟，一旦偏鄉小學消失了，社區將

持續萎縮且失去生機。 

    許美觀（2018）認為臺灣地區少子女化問題嚴重，加上社會經濟結構

的轉變，嚴重的衝擊偏鄉學校的教育生態。近年來又因為交通便利，經濟

環境改變等各種因素，學校社區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學區人口結構產生改

變，人口外移也自然產生（張乃文，2019），可見，偏鄉學校與社區的發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0%91%E5%AD%90%E5%8C%96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0%8F%E5%AD%B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D%B5%E6%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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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高度依存關係。偏鄉學校若在課程與教學活動上，讓社區居民能有

參與和協助的機會，可共同建構社區的教育圖像（何俊青，2014），學校

與社區可一起共榮共生，創造互利雙贏局面。 

    現今廿一世紀人類社會發展已從水利、電力、自動化製造等階段，升

級成為以「人工智慧」為趨勢的「工業 4.0」社會。現今科技日新月異，

智慧生活無所不在，涵蓋著各層面，如：智慧家電、智慧手機、智慧城市、

5G 行動通信、AI 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分析等。有鑑於此，蔡清田

（2022）認為世界上先進國家或是非營利組織團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經濟合作開發組織、歐盟等，無不開發以「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e)

導向主的跨領域課程發展與設計，培育下一代人才成為具備「核心素養」

(core competence)的「π 型」新世紀公民。日本在 2017 年修訂《學習指導

要領》，將學生學習重點放在「基礎知識及技能的養成」，以及重視「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及以「主體性、自主性學習態度」。因此偏鄉小學

發展素養導向的學校本位課程，是 108 課綱的重點任務之一。 

    國民政府遷台後，國中小課程標準歷經過 1952、1962、1968、1975

和 1993 年等 5 次的修訂。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當時為標準本

位的學科知識取向。在 1998 年頒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

要》，將課程標準改為課程綱要，以能力為導向（國家教育研究院，2023）。

現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則與時俱進，強調核心素養導向。洪麗卿（2023）

的研究回顧臺灣地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史，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時就

有課程決定的鬆綁的政策，如：課綱中設立彈性教學時數、廢除教科書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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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版本的制度、鼓勵各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等。在九貫課程改革時促

成了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各校課程內容的多元化和本土化思潮。教育部自

2014 年公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2014）以來，

揭示以「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e)作為新一波國民教育課程改革發展

的方向。教育部期許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實施後，學校要開展三面九向核心

素養，最終核心目標是要培養學生成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參與社會的

終身學習者，這是新課綱改革的目標。因此各高國中小學校可致力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從連結部定課程開始，規劃具備在地化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符應個別學校需求的教育願景，運用所屬學區情境的優勢，設計強化

學生適性發展之本位課程，實施校訂跨領域教學以回應學生的學習需求，

培養在地化的人才。 

    面對國內外社會趨勢快速變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政府治理教育不僅

需展現效率，更應具備面對危機事件的應變與協調能力。謝卓君（2022）

認為，要增進對教育治理的理解，可透過公共行政理論的角度，探究教育

治理之跨域途徑與協力策略，並建構有助於理解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的分

析架構。民主國家的教育治理需展現「公共行政」強調的政治中立，反映

「新公共管理」邏輯的效率，更需發揮「新公共治理」的跨域與協力治理

能力。協作治理要能付諸實現，政策領導者是關鍵的角色，才能落實跨部

門、跨組織的協作方式，以解決公共政策上的難題。教育部為順利推動教

育政策，故於 2013 年《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設置要點》，

隨即成立「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2018 年 11 月併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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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國教新課綱審議及推動專案辦公室」（簡稱「十二年國教課推專辦」）。

從 2013年到 2022年，教育部跨系統協作歷經三個段的演變（潘慧玲，2023） 

。2016 年以前無專責人員進行運作，功能尚未能發揮。2016 年成立專責

辦公室，配置專責人員與外聘委員，建立中央、地方與學校協作議題，以

做好 108 課綱推動準備。2020 年後則以協作委員團隊型式，作為促成跨

系統協作的整合平臺（教育部，2020）。 

    在學校層級課程協作治理推動上，阮孝齊與翁瑞鴻（2019）從協作治

理的觀點探究在地課程推動之方向，研究結果提及任何公共政策跨部門的

行動，要形成有意義的政策作為，需要利害關係人的共同參與，才能有效

達成。李宜蓁（2021）的研究顯示，地方本位與資本，能有效轉化為校本

課程的內涵，連結地方特色，提升教師專業，成為學校發展本位課程的特

色。洪詠善（2016）指芬蘭能以國家核心課程為基礎，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該國的國民能夠充分參與課程發展社群，並從事社會問題的解決，建立以

信任為本的課程協作社群。從在地的、小型的課程發展實作與實驗課程中，

整合多元的異質專業團體，共同參與學校本位課程研發。麥綉婉（2020）

探討科學博物館與一所偏鄉小學進行學校課程協作的研究。探究歷程所遇

困境，以及解決策略。研究結果顯示，該校訂課程對偏鄉小學教師專業及

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均有所提升。 

  由以上國內外課程協作治理的研究可得知，偏鄉學校要與社區部落共

創多贏局面，教育政策制定上就須採取協作治理的觀點，與教育利害關係

人間建立互信、溝通以及凝聚共識，才能更進一步產生學校本位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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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效果，以發展教師專業，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達成學校永續

經營的目標。 

    本研究以臺灣東部一所偏鄉地區具阿美族原住民族部落特色國小為

背景，分析自 107 學年度起，該個案小學申請多項計畫與爭取多元善款，

進行引介社區部落人力，整合在地資源，採取課程協作治理模式，協助教

師到部落學區進行學校本位課程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課程設計、

研發、實施、成果發表等陪伴與諮詢服務工作，期間所遇困境，及發展問

題解決策略之課程發展歷程。 

    該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內容大致分為：低年級以認識家鄉所

在地的農業物產，中年級為認識家鄉的環境與不同族群的文化，高年級則

是結合國際與科技教育，引導學生行銷家鄉之美並能擘劃家鄉的未來。引

領孩子拓展視野，走向世界舞台，達成個案小學「關懷、共好、永續」的

學校願景。期許能服膺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政策的趨勢，結合學校所處學區

在地資源，精進教師專業發展，研發學校本位課程，以爭取家長、社區、

部落族人的認同，建立起學校品牌形象，爭取地方人士認同，發展出學校

特色，達成適性揚才的教育目標，為社區培育未來「地方創生」的永續優

質人才。 

二、研究動機 

    「教育是改變偏鄉學生命運的最好方式之一」研究者於偏鄉地區學校

服務近卅年，長期以來的觀察發現，社區或是部落居民對於學校教育雖然

頗為重視，但是偏鄉地區家庭組成以隔代教養或是單親、寄親的家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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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平日忙於打零工或是季節性農務，缺乏教育參與的著力點，也較缺少

時間指導兒孫輩的課業學習。 

    個案學校近年在全縣家庭教育、環境教育、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防災

教育、本土教育、交通安全教育等考評上，歷年均有優等或是績優等績效。

也陸續成立阿美族傳統歌謠舞蹈及烏克麗麗等社團，校務成效卓著。並順

利做好新課綱學校本位課程研發、提升基礎學力等工作。故研究者嘗試透

過個案研究法，從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瞭解這所偏鄉個案學校

的學校本位課程研發歷程，經由各次宣導凝聚共識、課程計畫、教師進修、

會議記錄、計畫執行、學習成果發表、媒體報導、師生繪本創作、學校簡

介摺頁、校園情境布置等的過程，以個案研究法解析偏鄉小學為因應十二

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從與地方人士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觀點，如何進行

偏鄉小學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 

    學校是社區重要的精神堡壘，肩負著社區部落下一代教育的神聖使命 

。希望行政人員、親師生及社區有心教育人士，從教育公共政策的課程協

作治理觀點，能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研發的契機平台，一起參與學校教育，

規劃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符應個案學校的學校教育願景，並運用在地學區

人力物力資源與情境的優勢，設計出學生適性發展的學校本位課程，實施

素養導向跨領域教學，以回應學生的學習需求，培養在地化的人才，最終

達成新課綱教育改革的目標，也為「地方創生」貢獻心力，培育在地未來

人才。 

  期待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引介社區教育利害關係人協作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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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與結果，可作為偏鄉地區他校遇到類似情境時，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之範例與架構上的參考使用，故有其實用性價值。 

    本個案研究的動機有以下幾點： 

一、研究者本身長期於偏鄉學校服務，因此對於偏鄉小學在推動108課綱，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上所面臨的問題相當有興趣。 

二、偏鄉小學學校本位課程研發的歷程是動態的，因此研究者欲探究原住

民族地區偏鄉小學進行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實施時，會遇到的困境與發展

出的問題解決策略。 

三、研究者欲瞭解原住民族地區偏鄉小學從課程協作治理觀點，結合社區

部落資源，可以如何協助學校進行本位課程設計、實施的歷程與結果。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相關教育政策制定、研究及師資

培育、教育工作者，從協作治理觀點，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模式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研究者提出本研究之具體目的有下列幾點： 

一、瞭解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進行情境分析的結果。 

二、分析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中，與社區建立溝通管道、

互信關係與承諾的情形。 

三、探究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中，設立的課程目標。 

四、探索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中，與社區進行課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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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 

五、探討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中，實施課程的方式。 

六、瞭解個案小學學校本位課程落實課程評鑑的結果。 

    本研究之結果期待作為偏鄉地區小學發展十二年國教學校本位課程

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研究者提出本研究探討之問題包含： 

一、瞭解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進行情境分析的結果為何？ 

二、分析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中，與社區建立溝通管道、

互信關係與承諾的情形為何？ 

三、探究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中，設立的課程目標為

何？ 

四、探索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中，與社區進行課程組織

的策略為何？ 

五、探討個案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中，實施課程的方式為

何？ 

六、瞭解個案小學學校本位課程落實課程評鑑的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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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的關鍵詞分別是：課程協作治理、學校本位課程、偏鄉小學，

茲分述如下： 

一、課程協作治理 

    協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或稱協力治理，是公共政策領域常

見的概念，主要是在於處理跨部門、跨領域的公共問題上。參與協作治理

的教育利害關係人可包含公部門、私部門與 NGO 非營利組織與個人等。 

    協作治理係指組織針對政策的推動與實施，與其他私部門、非營利組

織或個體之間相互協調合作，進行有機的探究與發展的行動。本研究的課

程協作治理(curriculu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觀點是指學校與社區、部

落組織或個人就課程發展，在情境分析、建立關係與信任、設定課程目標、

溝通與課程組織、課程實施與課程評鑑等面向，從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

實施、評鑑上，一同進行有機的探究行動。藉由本個案研究，作為偏鄉小

學在推動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發展時參考之研究。 

二、學校本位課程 

    吳清山、林天祐（2003）定義學校本位課程(school 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BCD)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草根課程發展模式。以學校為課

程決策的主體，所發展出來的課程。蔡清田（2022）認為其重點意涵是將

學校視為教育革新的主體，也是課程規劃與實施的基地，並以學生為課程

發展的中心，教師能整合學校及社區的特色與資源，展現教師專業發展與



11 
 

教學自主的專業性，經由選用教材、調整課程或自行創新課程，以回應學

生的個別差異和學習需求，解決學校教育所面臨的問題，並達成教育的目

的。也就是說課程發展中以學生需求為中心，能發揮教師的專業，整合社

區的資源，這些都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要素。 

    教育部（2014）認為新課綱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以核心素養導向的

課程與教學為基礎，落實學生生活實踐為目標，整合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

達成以師生互為主體的課程實踐，以成就每一個孩子，及達到適性揚才、

終身學習的教育願景。 

    十二年國教總綱提到，學校本位課程包含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二大部

份。校訂課程指學校可以依據課程發展委員會記錄討論後安排，依據各校

學生特質、家長社區特性與教學資源等進行規劃的課程。此類別裡面的彈

性學習課程包括四大類，分別是：「統整性探究課程」(含跨領域統整性主

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與「其他類課程」等（教育部，2014）。因此學校本位課程可說是部定課

程及校訂課程結合的總體學校課程經驗。 

教育部的課綱精神期許各校能連結部定課程，並規劃出校訂彈性課程 

，發展出符應個別學校教育願景，及運用在地學區情境的優勢，設計出強

化學生適性發展之課程，以回應家長的教育期待與學生的學習需求。 

    本研究探討個案學校在整合社區資源，採協作治理的觀點，發展的學

校本位課程為主軸作探究，並聚焦在校訂課程的內容為主。 

三、偏鄉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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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偏鄉學校的認定，按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所稱的偏遠地區學校，指因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社

會經濟條件或其他因素，致有教育資源不足情形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育部，2017）。另以「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總說明」分為偏

遠、特殊偏遠及極度偏遠等三級。 

根據教育部 111 學年度的統計資料，全國公私立國中共有 736 所，國

小有 2626 所，合計 3362 校。其中屬於偏遠地區名單中的公私立國中國小

學校數為 1137 所，比例已達 34%（教育部，2022）。 

偏鄉小型學校通常指六班以下或學生數 100 人以下的學校，因受少子

女化與都市化等社會變遷衝擊，面臨到轉型或裁併校退場的威脅，不得不

尋求創新發展（詹麗娟，2018）。 

因此本研究所指的一所偏鄉小學(An elementary school in a rural area)

指前述三等級地區之國民小學。引此，本研究中的個案學校，就是符合前

述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中第 2 條所列，位於臺灣本島

東部偏遠地區的偏鄉小學。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個案研究以臺灣東部一所偏鄉地區的阿美族原住民族部落國小為

研究對象，採取質性研究法。本研究之資料蒐集對象為個案學校自 107 學

年度起近年申請教育主管機關作為校本課程發展之相關計畫，學校課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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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校長課程領導歷程觀察記錄、行政會議與晨會、校務會議記錄、課程

發展委員會記錄、每學期各班級學校本位課程任課教師們所提供之成果作

品、文件及簡報檔、成員課程與教學的分享和回饋意見、各項網路與平面

媒體報導、與課程發展有關之各項文件、作品、校園情境布置等等，以此

作為基礎進行資料蒐集和分析。 

透過個案研究，從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的過程，探討這所偏鄉小學

整合社區資源，發展校本課程之模式，並瞭解課程實施之困境、爭取社區

教育利害關係人參與課程協作治理的歷程與結果，並供各偏鄉小學發展校

本課程時可參考運用。在研究中的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 

    本個案研究所探究的範圍是以臺灣東部一所偏鄉地區的阿美族原住

民族部落國小為研究發展的脈絡，旨在探討這所偏鄉小學 107 學年度起，

為研發校本課程，從引介社區人力，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課

程設計、研發、實施、成果發表、情境營造等陪伴與諮詢服務工作，期間

所遇困境，及發展問題解決策略之歷程。從發展校本課程之模式，瞭解課

程實施之困境、爭取社區教育利害關係人協作治理的歷程與結果。本節之

研究範圍有研究參與者及研究內容的範圍，茲分述如后： 

  (一)研究參與者的範圍 

本研究的參與者是以臺灣東部一所偏鄉地區的阿美族原住民族部落

個案國小為主進行個案研究。107 至 112 學年度有普通班 6 班，學生人數

約 80 人左右。教職員工 26 人，平均服務年資為 10 年，107-111 學年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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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教師比例平均達 40%左右。家長社經背景多從事農工，族群分佈以阿美

族居多，占 70%，其次為閩南人占 20%，剩下為客家、外省及新住民等，

占 10%。可說是一所典型的偏鄉農村型原住民族地區小學。 

本個案研究採用立意取樣，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本個案研究以訪談個

案小學在 107 學年度起，實際參與推動之校長（代碼訪 A）、行政人員 1

人（代碼訪 B）、教師 1 人（代碼訪 C）、社區與部落的人士 2 人（代碼訪

D-訪 E）等五人為主要訪談的對象。也就是研究參與者以該個案小學之校

長、行政人員、教師、社區人士等歷年來參與個案學校之學校本位課程研

發的相關人員為主，作為研究參與者的範疇。 

  (二)研究內容的範圍 

本研究內容資料蒐集範圍以該個案小學自 107 學年度起，歷年申請教

育主管機關以及107各年度起募得的外界捐款作為課程發展之相關計畫，

如：107-110學年度大學地方教育輔導計畫、107-110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

107-109 學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110 學年度活化教學計劃、文化

部 108-110 年度藝文教育扎根計畫以及 107-111 各年度募得的外界捐款計

畫等，與學校課程宣導、校長課程領導歷程觀察記錄、行政會議與晨會、

校務會議記錄、課程發展委員會記錄、每學期各班級學校本位課程任課教

師所提供之成果作品、文件及簡報檔、成員課程回饋意見、各項網路、平

面媒體報導、研發戀上我的家師生繪本創作、開設阿美族傳統歌謠舞蹈社

團、創立烏克麗麗音樂社團及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有關之各項文件、作品、

學校願景情境布置等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活動等等，作為基礎進行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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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研究中的如提到學年度，將以 107-111 學年度的方式標註，若提

及年度，則是以 2018-2023 年的方式進行標註，以利區分學年度與年度的

差別。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訪談、資料分析的過程，探索這所偏鄉小學整

合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之模式，並瞭解課程實施之困境、爭取社

區教育利害關係人協作治理的歷程與結果。本節之研究限制有研究者的角

色限制及研究成效上的限制二項，茲分述如后： 

  (一)研究者的角色限制 

    研究者的角色以觀察、資料分析、訪談等工作為主，探究個案國小學

校本位課程從引介社區人力，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課程設計、

研發、實施、成果發表、情境營造等陪伴與諮詢服務工作，期間所遇困境，

及發展問題解決策略之歷程。 

  (二)研究成效上的限制 

    這所個案偏鄉小學在整合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之模式，雖無

法完全複製到其他不同縣市、區域學校全盤利用，但透過個案研究、訪談、

資料分析的過程，可充分瞭解偏鄉小學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

課程設計、研發、實施、成果發表、情境營造等陪伴與諮詢服務工作上，

可能遇到的困境，及可發展之問題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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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課程協作治理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第二節學校本位課程意涵、發展模式與相關研究；第三節偏鄉小學的意涵

與相關研究。茲分述如后： 

 

第一節 課程協作治理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一、協作治理的意涵 

    教育面對全球化及科技化帶來的知識結構重組，承受著巨大的轉型壓

力。1980 年代新公共管理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各國政府多將市場機制

與績效責任等政策融入教育場域之中（謝卓君，2022）。李文富（2012）

認為 1990 年代末以來「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運動席捲全

球後，開始被「新治理」(the new governance)的論述浪潮所掩蓋。此新治

理的核心精神就是協作治理。政府面對日益複雜的公共政策與事務，政策

執行是一項複雜的聯合行動，在此一過程中有賴各層面的參與者彼此之間

相互合作。惟有結合社區資源與人力，與相關團體互動互惠讓社區間存在

通暢的聯繫網絡、相互分享資源、共擔成敗責任並共享利益（陳恆鈞與張

國偉，2005）。 

    謝卓君（2022）的研究結果，協作治理透過公部門、私部門與非營利

組織之間的相互協調合作，強調夥伴關係的重要性，以跨部門的形式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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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對於公共事務的需求。洪詠善（2022）指協作(collaboration)係一

個組織針對政策的實施與其他組織或個體，一同進行有機的探究行動。謝

卓君（2022）認為公共事務在民主機制運作中必須是政府與社會其他資源

和力量所形成的多元治理模式。協力與跨域就是新公共治理的核心理念。

跨域是治理途徑，為參與治理的個體或群體於治理過程之結構面的互動的

關係。協力指治理參與者間之功能面的互動方式。協作治理也就是透過公

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或個人間的協調、合作，以跨部門的形式來滿足社會

對於公共事務參與的需求。 

    國外學者定義協作治理是一個或多個公共部門和非政府利害關係人

為制定和實施政策或管理公共專案和資產而進行的集體決策。它包括起始

條件、系統設計、協作過程和促進性領導等要素（謝卓君，2022；Ansell & 

Gash, 2008）。 

    曾冠球（2011）認為協力治理指透過開放、深度與平衡的溝通與對話

之途徑，讓公共、私人機構或一般民眾等議題利害關人，參與公共事務，

建立共識，或提供公共服務。傅珍紹（2012）的研究指出協力治理是一種

基於相互認同的目標，而建立在不同行動者間的動態關係。此種互動關係

的形成因素包含：目標分歧的程度、溝通機制、協調與整合、利益互享、

成員的多樣性及協力行動的同步性等。參與者間除具對等的權力關係，也

包含權責劃分與資源分享以及共識建立等綜合的意涵。 

    呂冠逸與張鎧如（2023）指協力治理是一種集體決策的方法。公部門

與民間團體等多方利害關係人，透過審議的過程達成共識，以解決彼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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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面對的棘手難題，做出決策的行動歷程。潘慧玲（2023）認為協作治理

是新公共治理風潮下的趨勢。反映日益複雜的公共議題需靠政府不同部門

間彼此協作，包含私部門、第三部門也成為公共治理網絡中的一份子。 

    探討與治理有關的模式，國內外協作治理理論多以協作、協力、夥伴

關係、公私協力、網絡治理等作為其研究的主軸。內容多著重在跨二個以

上的公私協力部門以協力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與執行政策。這種協力關係

有著共同的目標或願景並透過制度來規範雙方的互動關係(葉志傑與謝傳

崇，2013)，共同承擔成敗責任。 

    在學校經營上，傅珍紹（2012）的協作治理即為藉由團隊領導者型塑

共同的願景目標，透過內外部組織間的相互合作，以互信為基礎，共同分

擔責任，利用適宜的制度規章共同解決問題的過程，並且共享經營績效。

因此，學校與教育利害關係人的協作治理是可行的途徑。楊念湘與陳木金

（2011）指出學校領導者須整合行政、教師與家長等團隊的共識與向心力，

採行鼓勵、協助、參與、溝通的民主方式，引進外部資源，才能達到賦權

增能的效果。葉志傑、謝傳崇（2013）指學校組織在面對上級教育政策及

社區、家長對學校的期許下，單靠校長或教師的力量已無法應付。在學校

協作治理的過程中，學校為了建構與社區治理的結構，仰賴學校與社區長

期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這種結合社區資源與人力，與學校互動互惠，可

讓學校與社區間存在通暢的聯繫網絡、共享資源、共擔辦學成敗。 

    故學校可與社區、家長會、志工團等私部門共同協力。葉志傑與謝傳

崇（2013）指協力治理的內涵有：具兩個以上的利害關係人、互動網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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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資源能共享、共同承擔推動的責任、目標與利益共享等。他們指出

發現問題、認知共享、過程承諾、信任建立與溝通對話是學校協力治理上

的五個過程。這部分可以作為本研究協力治理的部分內涵。 

    阮孝齊（2022）指出教育網絡治理是指在多層次的社會體系中，透過

公民自主參與推動政策的新模式。這是在新公共管理浪潮後，所興起的一

波新的政策與人民關係之思考途徑。在教育上議題上則興起了除了由下而

上或是由上而下的討論。地方治理的研究，如簡子文（2023）以地方政府

為網絡核心的地方治理，就根據施政計畫的性質，去整合公私部門、第三

部門與社區等，提升公共事務達成的效率與效能。他研究主管機關推動的

全民國防走入參與地方的政策，結論認為這是促進全民國防地方治理的起

點。地方民眾的「公民參與公共決策」運作模式，在不增加政府財政經濟

壓力下，可獲得更多的地方行動者投入，認識並參與全民國防教育。 

  一項以印尼東部加里曼丹省巴厘巴板市發展規劃和智慧城市方案為

例，建設智慧城市面臨技術、人力資源、政府三大挑戰。政府必須創造協

作氛圍來應對這些挑戰。研究結論中提到政府作為區域發展的主導部門，

必須成為推動多方和諧合作的推動力，鼓勵各方參與建設舒適宜居的巴厘

巴板智慧城市。因此，在過程中賦予 ICT 人力資源專家權力是實現智慧可

持續城市的重要前提。這項研究提出了一個重點，即賦權是政府與社會合

作制定區域規劃發展的關鍵點(Muhammad Noor1, 2022)。諶錫輝（2022a）

的研究比較我國淡水河與美國田納西河流域治理。結論指出 1933 年美國

決定成立專責機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將整個田納西河流域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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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性綜合治理，並肩負起起府際間協作治理的關鍵與核心，成功吸納公眾

參與，而成為協作治理的重要力量，但我國淡水河卻無成立類似的組織，

無法達成公私協作治理的綜效。 

    但是，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等不同部門的行動者參與行動，為利彼

此聯合行動，發揮統合綜效，勢必要建立出互相協調、彼此合作的行動模

式。李文富（2012）提出政府組織需透過制度面的安排，在各部門之間建

立一個治理結構或是所謂的跨組織或跨部門的協調合作機制，以產生合作

互惠的關係，藉由協作過程，透過相關利害關係團體之間的信息交換，而

這就是協作治理的意涵之所在。劉康慧、李昱頡（2023）研究認為未實現

政策目標，協力治理須包括政府、私人和非營利組織等跨部門利益相關者

們共同努力。該研究團隊致力研究群眾外包治理與公共社會網絡國際影響

力。使公眾和非營利組織參與政策制訂與公共服務。 

    劉歡（2023）從協力治理觀點研究中國大陸社區養老服務指出，養老

服務需公私協力乃爲共識，但在強化國家責任與推進公私協力進程之間必

須找到有效的平衡。其次，社區養老服務供給若僅靠政府、社會某一主體

來或是市場機制維繫，則會陷入政府、社會與市場失靈的困境，影響社區

養老服務的有效供給。最後，要藉由政府、市場和社會協力治理的方式實

現養老服務的有效供給。聯結前述三方主體、整合各項資源、共同行動來

構建協力治理體系，才能供需平衡，提升服務效能和品質。 

    在國內，不同學者均認為，臺灣地區有許多公共政策措施已陸續應用

協作治理的概念，阮孝齊、翁瑞鴻（2019）舉例在流域管理、災害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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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領域的中央與地方層級課程協作等方面，有協作治理的情形。在有關

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協力治理的研究中可發現，在全球化與全球在地

化的時代趨勢下，于保雲（2020）一篇以新北市區級地方治理為主體的分

析研究中，為打造形成永續成長的治理循環圈，該論文的結論發現，以創

新觀點認為，各區公所政府組織應結合轄內公、私與第三部門共組成治區

域理平台，共同推動治理運作，結合當責，形成架構、運作及課責的「三

位一體」區級治理體系。 

    鄭永志（2022）的環境議題與協作治理探討，是以環境污染與環境影

響評估為例，該研究的研究範圍以公害糾紛事件處理、環境污染管制與環

境影響評估三項環境議題，建立環境協力治理的架構。結論提出以專業人

力配合委託—代理的模型，政府可委託環境專業人力協作治理的模式，避

免現行制度政府進行蒐證鑑定可能介入私權糾紛的爭議。目前政府在污染

管制以專案招標外包的方式的協作治理方式，該研究則提出可配合專業人

力資源之第三方協力審核的模式，改善現行分包委外制度的缺點。可說是

提出政府在估共政策上可協作治理的途徑分析。林宜珍（2022）認為臺灣

文化資產再生有賴於公部門、地方社團與經營者構成的核心治理網絡維持

運作。各部門必須共同努力，並願意承諾長期投入資源，共同決策與承擔

風險、共享成果，成為協力治理夥伴關係。 

    本位主義是政府、公、私機構與非營利組織、個人等利害關係人在進

行協作治理的一大障礙（孟繁勳，2023；許芳雄，2022；諶錫輝，2022b）。

以臺北市政府「正俗專案」為例，孟繁勳（2023）探討政府跨機關協力治



23 
 

理互動與結果，結論顯示，跨機關所形成的合作網絡，有利於提高機關績

效和促進政策的有效執行，但實務上本位主義會造成政府機關只追求自身

績效，使得機關間的合作變得頗為脆弱、甚至是產生衝突的。為解決這類

的困境，協作治理互動及整合之關鍵就是建立明確的目標。透過法制化可

提供機關間最低限度合作。唯有建立互信，才能提高跨機關協作治理的互

動緊密程度，而資源的提供，則讓成員及機關具有永續經營的動力，創造

新機制。在許芳雄（2022）針對新住民火炬計畫的研究也指出，「本位主

義」往往是個人或組織最難以排除的核心信仰，因此公共管理者要突破諸

多障礙，才有可能讓不同部門及參與者共同為公共政策同心戮力。若各不

同組織要進行跨部門合作、協調、協力，其過程大都漫長且不易。諶錫輝

（2022b）研究顯示，政府因組織再造無法整併，故淡水河流域治理應由

各級政府破除本位主義，透過協作治理方式，確定相互關係和共同目標。

以建立共同發展的結構，相互授權，以及分享資源和獎勵，這樣才能讓協

作治理更有效。以上各研究都提到在協作治理過程中，破除本位主義的重

要性。 

    綜上所述，學者們（于保雲，2020；阮孝齊，2022；許芳雄，2022； 

陳恆鈞與張國偉，2005；傅珍紹，2012；曾冠球，2011；楊念湘與陳木金，

2011；葉志傑與謝傳崇，2013；劉康慧與李昱頡，2023；劉歡，2023； 

鄭永志，2022；謝卓君，2022；Ansell & Gash, 2008）都認為，協作治理

就是政府組織透過制度面的安排，在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建立一個跨組織

或跨公私部門的協調合作機制，以產生合作互惠的關係。亦即政府組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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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動相關的公、私與非營利組織、團體、個人可共組成治理平台，共

同推動治理運作。藉由這些協作治理的架構，以及透過相關利害關係團體

之間的信息交換，建立互信，就能達成協作治理的精神，展現新公共管理

的效能，提升決策品質。因此本研究採取學校與私部門、非營利組織、團

體、個人可共組課程協作治理平台，共同推動課程協作治理運作的觀點。 

二、課程協作治理的意涵 

    謝卓君（2022）認為全球化、科技化帶來的知識結構重組，教育系統

面對當前教育治理的諸多問題，承受著巨大的轉型壓力，因此協力

(collaboration)的治理論述逐漸浮現，以幫助提升教育品質。在教育現場的

成員不僅可以交流觀念與價值，在協作的過程中更可重構各自的權力與角

色。教育也是公共政策的一環，在面對時代趨勢與應付緊急事件上，吳清

山（2020）認為後新冠肺炎疫情時代的教育治理，可落實檢討疫情的應對

策略，作為改進參考。同時運用協作治理，確立權責。以及建立協調機制，

活絡治理通路等作為。 

    國內在課程協作治理的研究方面，為探討課程協作治理的意涵與本主

題的相關研究，首先將了解課程協作治理的意涵，接著根據搜尋到的國內

至 2023 年以課程協作治理為主題的文獻，進行有關課程協作治理方面的

探討。在臺灣地區教育協作治理的探究方面，早期張佳琳（2005）提出，

未來的趨勢是透過課程協作治理的系統整合作法，讓行政、教師、家長、

專家、社區等課程發展利害關係人都成為管理者，能夠緊密結合在一起。

此外，課程協作治理將會重視「夥伴合作」的團隊管理觀念，亦會兼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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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技術與藝術。如此一來，課程治理就將管理當作是眾人之事，而非統

治者的專屬。透過協作治理的概念，利害關係人共同持分，分攤責任，激

勵成為夥伴的理念。 

    楊宗明（2022）的研究對國小教育階段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治理的歷程

進行再思考，獲致的主要結論為國小綜合活動領域內容可與時俱進，並能

回饋到課程研發階段，持續精進。顏思婷與江岷欽（2022）研究以臺北市

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例，探討「學校社區化」教育資源之運用，研究發

現各國政府透過三 T 途徑(Triple T approach)，亦即：訓練社區(Train the 

community)和信任社區(Trust the community)、資源與權力移轉給社區

(Transfer power and resources)等途徑，可提升公共事務執行之效能與公共

服務之品質。楊宗明（2022）探討綜合活動領域中央層級及地方層級課程

治理實踐的經驗。並對國小教育階段綜合活動領域，在課程治理的歷程進

行再思考，其主要的結論，國小綜合活動領域內容可與時俱進，並能回饋

到課程研發階段。曾子旂（2023）以府城臺南市雙語課程政策之地方治理

為研究主題，以文件分析，並採半結構式訪談相關利害關係人，藉以探究

雙語課程政策治理的實際情形。發現該市在課程政策治理模式的特色，以

傳統科層管理模式為主，新公共管理為輔。其次，在政策治理的內涵與策

略方面，該市重規劃層面，並能重視任務分配與資源的提供。最後是在政

策實施的規劃與現況，該市對於課程政策目標具備高度共識，在實施方案

上有充足的資源，展現學校雙語的特色。 

    國內學界對於課程協作治理的定義如下：洪詠善（2023）的課程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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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collaboration)係指一個組織針對課程實施與其他組織或個體，

共同合作進行有機的探究行動。具互賴程度高、接觸較頻繁、互動深度夠、

信任度也高，時間上較長久，任務類型較複雜等特性。國內外學者皆認為，

協作治理的對象是不設限的，可以是政府部門間、組織間、府際或公私部

門、第三部門等與其他組織、私部門、第三部門或是個人等利害關係人共

同協作（洪詠善，2023；潘慧玲，2023；呂冠逸與張鎧如，2023；曾冠球，

2011）。 

    因此，綜上所述，課程協作治理(curriculu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係指組織或個體針對課程的實施，為解決跨單位、部門共同關注的問題，

與其他公私部門、第三部門、組織或是個人等教育利害關係人，一同進行

有機探究的行動歷程。其內涵包含了起始條件、制度設計、協力過程、建

立信任、溝通對話、促進型領導、資源共享、績效責任等元素。 

    綜整國內外學者研究的成果，本個案研究的課程協作治理(curriculu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觀點，乃是從學校組織在課程設計、實施上與其

他組織或是個人，一同進行有機的探究行動，藉以探討學校教育利害關係

人的意見，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引進在地的人力、

物力資源，在課程與教學上發展出問題解決策略的歷程，以作為偏鄉小學

在推動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發展時參考。本研究整理出課程協作治理的內

涵層面，包含：情境分析、發現問題、認知共享、過程承諾、建立信任、

溝通對話、校長領導、成員增能、資源共享、課程評鑑等歷程。 

三、課程協作治理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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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根據搜尋到的國內近年與課程協作治理為主題的相關論文文

獻，進行有關課程協作治理方面的探討。並論述：（一）國際課程協作治

理新趨勢；（二）發掘在地課程發展需求；（三）課程協作治理為地方培育

所需人才；（四）國內課程協作治理發展現況；（五）國內協作治理失敗案

例分析；（六）國內課程協作治理發展現況。 

（一）課程協作治理新趨勢 

    1、聯合國提出教育的未来倡議示 

全球化的時代下，聯合國於 2015 年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整合各國的政府、企業、教育機構和非

政府組織等力量，共同推動改善人類生活的目標(United Nations, 2015)。

臺灣在 2018 年訂有「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作為臺灣推動永續發展各項工

作的重要依據（行政院，2018）。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的目標四

以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為目標，與新

課綱的自發、互動、共好理念一致。無論是對企業、組織、機構、學校而

言，永續發展目標(SDGs)都是相當重要，但卻也不易凝聚各方共識去達成

的。 

    延續教育永續發展目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鑑於當今人類

生存面臨氣候變遷、新冠肺炎、地緣政治衝突等挑戰，在 2050 年前必須

改造教育，應對人類共同的危機，開創人類生存的可能性。該組織「教育

的未來」委員會於 2019 年提出了「學會成為」(learning to become)的新概

念，在 2021 年發布了《共同重新構想我們的未來：一種新的教育社會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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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倡

議。聯合國希望各國在廿一世紀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標是通過對兒童和青年

的強制義務教育支持培養國家公民意識和國家發展。藉由教育的變革，幫

助全人類建立和平、公正和可持續的未來(UNESCO, 2021)。黃國將（2022）

認為該建議的具體內容，包含：教學法的改變、課程內容的多元深化、教

師專業的提升、學校軟硬體的規劃，甚至全民應有終身學習受教育的機

會。 

    研究者認為，證諸臺灣地區現行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歷程，可參考聯合國提出的 2050 年教育的未來倡議理念，包含教師們的

教學可加強與教育利害關係人間的相互合作，協同教學等。在課程內容改

革方面，可多強化注重生態、跨文化和跨學科學習的素養，作為臺灣教育

改革及培育未來公民素養的最好借鏡。同時迎向全球潮流，創新學校本位

課程的發展，在地球村時代，培養學生成為具全球移動力的世界公民。 

    2、該倡議對臺灣推動課程協作治理之啟示 

    研究者認為，聯合國《共同重新構想我們的未來：一種新的教育社會

契約》(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

倡議(UNESCO, 2021)對我國推動新課綱的啟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課

程決策上可師法聯合國以課程協作治理為發展模式。Morgan(2022)提出的

課程治理觀(curriculum governance)，在教育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黃國將（2022）的研究認為要解決教育問題的，就是權力下放。國家

課程決策過程應落實政府、教育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家長、企業、學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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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等利害關係人的全面共同參與。共同想像卅年後學生生存會面臨的挑戰。

採取課程協作治理模式以擴大決策參與圈，廣納教育利害關係人的意見，

落實聯合國教育社會契約論之理念。 

    因此，偏鄉小學在落實新課綱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上，教師應對國際

上永續發展目標以及教育 4.0 時代的各項新趨勢、新思維，要有清楚的認

知。才能與教育合夥人共同推動課程協作治理的工作。 

（二）發掘在地課程發展需求 

    教育是望遠鏡非後照鏡，知識和學習是實現更新和變革的基礎。吳清

基（2020）指出教育的內容在整備孩子適應未來的生活，教育 4.0 的新時

代教師的圖像須兼重專業核心知能和 AI 科技知能。也需具備人文素養與

創意、終身學習的在職進修教育等。因此，唯有教師精進專業，增進教學

技巧，學生才會尊重，家長也才會對教育產生專業的認同，並成為課程協

作治理夥伴，支持政府投資教育。  

    劉紹華（2013）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進行前後長達十年的

少數民族民族誌與人類學田野調查，目的在理解非主流偏鄉少數族群在社

會、文化、經濟、歷史變遷中脆弱性生成的過程，以及探索族群發展的未

來。劉紹華（2013）其研究結論提及國家政策及國家代理人、官僚體系應

尊重少數族群文化，並重視地方性的差異情境。其次，偏鄉少數族群族人

的未來，取決於國家如何看待地方文化特性及族群個體自我意識和認同。 

    因此應用在偏鄉學校發展本位課程的協作治理研究中，教育政策制定

者與教育實務工作者，應盡力避免全球化、現代化及歧視等現象進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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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主流教育對偏鄉弱勢族群將帶來邊緣化與不平等的現象。也就是國家

教育政策規劃及國家代理人、學校行政體系、教師在落實課程與教學時，

應重視學校所在地的地方文化差異情境，善用傳統社區部落資源給予支持，

採取文化回應教學，以貼近地方需求，強化族群自我認同及適應外在環境

的變遷，追求教育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Gerlak(2021)等人在2021年就一項環境科學領域的服務學習課程與美

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的城市規劃和社區與農村發展管理局的合作案研究

結果顯示，在這篇研究報告中，圖森市的環境科學領域服務學習課程研發

例子，在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下，最終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研究結論說明

了這端賴於一個事實，就是課程實踐不是一個人、機構、非政府組織或社

區所做得到的。必須凝聚不同個人及組織參與的力量，將不同的利害關係

人、參與者、機構等聚集在一起。該研究顯示在過去的廿年裡，通過政府

和跨政府組織間互相合作，最後能有一個跨學科的環境領域服務學習課程

產出，貢獻於當地社區，共創多贏局面，也就是課程協作治理發揮了效用，

回應社區發展的需求。 

  曾昱山（2022）探究屏東縣原住民籍在排灣族學校推動民族文化課程

結論提到，多數校長雖具有推動學校民族文化的理念，但部分校長的課程

領導較無整體課程發展與共作的整合機制，致使相關活動無法組合成為學

校民族文化課程。無法帶領教師團隊進行地方資源整合的課程領導行為。

故在民族文化課程與教材的研發、教學上仍待持續修正。 

  因此，偏鄉小學的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發展上，學校要能發現在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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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重視的議題，規劃課程發展需求。並結合地方資源，回應地方的特殊

屬性，避免主流價值觀在全球化、現代化的浪潮下，淹沒並歧視非主流價

值觀的現象進入教育場域。否則主流教育將會對偏鄉弱勢族群帶來被邊緣

化與不平等的現象。如此必能達成偏鄉學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建立在地

特色，校務永續經營與發展的理想。 

（三）採行課程協作治理培育在地人才 

    研究顯示各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在複雜的現代公共治理中的重要性。在

公共治理中，各種不同類型知識之間的協作雖尚未得到系統性的研究。但

Yang(2018)的研究提出一個原則，現今社會，人才基礎培育在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與地方學這三類知識之間的協作，已足以影響未來政府的治理績

效。因此，強調以上三種知識的整合，以及知識擁有者和其他人與組織之

間協作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可以讓學校本位課程透過協作治理，為地方培

育所需的人才。 

    國發會（國發會，2016）2016 年起為協助地方政府發掘在地文化底

蘊，形塑地方創生的產業策略，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藉由

盤點各地的特色資源，以創新、創意、創業、創生等的策略規劃，開拓地

方深具特色的產業資源，藉以引導優質人才專業服務與回饋故鄉。強化社

區部落特色產業發展，藉由地域、產業與人才三元素的結合，吸引優秀人

才留鄉、返鄉或從外地人移居，讓地區產業經濟永續發展，創建更多地域

性的優質品牌，為社區發展注入活水，減少人口持續外流現象。 

    這計畫的構想與目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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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都市化、少子女化等現象，鼓勵偏鄉學校可從願景目標、教師專長、

學生需求、社區特性與家長期望等面向，結合在地資源，提升教師專業，

發展學校本位的素養導向跨領域主題式課程，爭取家長社區的認同，建立

品牌形象，發展學校永續經營特色，達成適性揚才的教育目標，為社區培

育未來人才（教育部，2014），二者的目標是一致的。都在結合部落社區

的力量，鼓勵家長與社區人士正向參與教育，為培育在地的下一代優秀人

才及培養世界公民素養而努力。 

    因此，無論是國內外，結合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和特色，以及政府、

私部門、非營利組織與個人，就公共政策推動的相互協調與合作，在現今

社會相當重要。 

    洪詠善（2022）研究結論顯示，現今時空環境下教育面臨高度不確定

與變動的情境，伴隨著追求永續發展與創新經營的教育環境。新課綱是可

以滾動式修正的，並在倡議、傾聽、對話、共作、共享、共同承諾的文化

中，逐步累積成果，是在「跨」的課程協作治理機制與運作歷程下的進行

式。葉志傑與謝傳崇（2013）協力治理層面的研究分為溝通對話、信任建

立、過程承諾、認知共享與發現問題，結果顯示校長關係領導會經由協力

治理的中介效果，間接影響學校關係績效。建議校長宜與教師及社區建立

學校願景，形成良好互動關係，共享價值，提昇學校整體關係績效。因此，

偏鄉小學發展本位課程時，教育利害關係人互相的傾聽、對話、增能賦權、

共享共作的協作文化，是需要被建立的。 

    綜上所述，偏鄉小學在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發展的歷程中，領導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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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向參與的課程研發文化，透過對話分享機制，建立互信關係，促進

地方人士與非營利組織等教育利害關係人，都能正向參與學校教育，培育

未來「地方創生」所需的人才。 

（四）國內課程協作治理發展現況 

    黃約伯等人（2017）的研究是以在地取向來探討原住民族與高等教育

間的合作關係。以一所個案大學從教育人類學的觀點，對於新北市烏來地

區面臨的社會變遷，如：人口組成、住宅環境、經濟產業、教育文化等議

題做探究，作為課程發展的主軸。研究中該個案大學所開設了泰雅學講座

課程及其他相關的共做活動，就是該研究團隊反思過去「個人型」的獨立

研究模式，改以在地取向型的論述範疇與行動哲學，進而發展出漸進的行

動架構，有助於大學與部落社區在課程上一同協力治理。這種以一所個案

大學從教育人類學的觀點，對於偏鄉地區、原住民族部落所面臨的人口組

成、住宅環境、經濟產業、教育文化等社會變遷議題做深究，作為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的主軸，提供了很好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元素。 

    阮孝齊與翁瑞鴻（2019）從研究中可分析出其在課程協作治理方面，

有下列三大可行策略，首先，從政策到倡導學校課程地圖及學生圖像的價

值需學校與社區雙向流通的投入和參與、互動。簡言之，中央-地方-學校

的課綱要具體落實，課程改革需朝向從目標理解以及問題建構的向度，進

行課程協作治理。以符合建構價值的理想夥伴關係。第二、建構以信任為

本的對話機制，提升學校本位的能力，這是課程協作治理成功的重要關鍵

因素。因此，從持續提昇課程協作治理夥伴們的專業能力，是未來各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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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的方向。最後是實踐共享的課程綱要理解需被具體建立並落實。對於

專業自主的教育工作，須在精進教師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的專業上持續上，

以協助理解課程協作治理的挑戰與困難，並提供相互理解的課程發展途徑，

達成課程改革的目的，尤其是對於「素養導向評量」項目的重視，是可行

的有效之道。 

    實施 108 新課綱後的部定領域課程研究方面，在體育領域課程與教學

之實踐和落實上，劉述懿等人（2020）從府際治理與協作關係來看學校體

育課程建構之體系。該研究結果顯示，地方與中央在國家主權的行使與政

治權力運作上有隸屬合作關係，具備互惠式權力基礎。因此，從此研究可

知，在體育領域課程與教學之實踐和落實，容易出現在府際互動的面向為

自主、控制、協力合作和競爭性。這與阮孝齊與翁瑞鴻（2019）研究中發

現課程改革要有效進行，中央-地方-學校的課程協作治理要具體落實，就

需朝向從目標理解以及問題建構的向度，進行課程協作治理，以符合建構

價值的理想夥伴關係，論述上是一致的。 

    麥綉婉（2020）的研究探索偏鄉教師與地方博物館合作，實施多元文

化課程融入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方案上所面臨的困境及因應策略後

認為，雖然博物館與偏鄉學校，各自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政府體系，但是

學生可以是二者共同的教育對象，且教育學生是二者共同追求的目標。因

此，一所在地化的博物館在學校多元文化教育上的功能，可以成為學校在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上的協作夥伴。因為目標與對象是相同的情況下，二

者可以共創雙贏。教師可利用地方博物館自我學習成長，達成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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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博物館也可依據學校教育需求，提供學習資訊與素材，豐富學生的學

習。所以，在新課綱推動的此時，學校進行多元文化方面的本位課程研發

上，地方博物館可以支援學校在課程方面的需求。建立館校協作的夥伴關

係，是有助於增進多元文化融入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 

    莊惠慈（2021）指出提升學生資訊素養，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且透過跨領域專題探究協作教學，是有效的。因此，學科領域教師們間的

協作教學，是一條必要可行的途徑。 

    楊宗明（2022）的研究從俗民誌的方法，探討 108 新課綱綜合活動領

域，在中央層級及地方層級課程治理實踐的經驗。其結論對國小教育階段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治理的歷程進行了再思考。發現國小綜合活動領域內容

可與時俱進，並能回饋到課程研發的階段。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回饋

機制建立，有所貢獻。研究的結論進一步提到學校端教師專業團隊對於國

小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治理的專業能力有落差，需要持續精進提升。這與洪

詠善（2022）對新課綱協作治理的未來展望，提到學校教師在課程的協作

治理上出現落差，須持續增能賦權的看法可說是一致的。 

    顏思婷與江岷欽（2022）以知識管理理論的研究結論指出，臺北市各

國民中小學可藉由 SWOT 模式分析學校優勢、劣勢，盤點現存或即將面

臨的威脅，尋找機會點發展解決策略。該研究結論提供活化教育資源之架

構，導入草根化的公民參與以及民眾投入，發展公民集體意識，深化學校

社區化的核心價值。對於課程協作治理的公民意識發展方面，具參考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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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以上研究結果均顯示，精進學校教師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多

元評量的專業，可以協助教師及課程協作治理的夥伴們相互理解彼此，透

過對話、分享、溝通，並破除課程協作治理上所面臨的困境，進而發展出

問題解決策略（阮孝齊與翁瑞鴻，2019；莊惠慈，2021；洪詠善，2022；

楊宗明 2022）。在教育領域的文獻可以發現，無論是中央與地方層級課程

協作，或是體育、綜合領域、資訊、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等的實踐和落實

方面，教師間以及學校與社區、在地博物館等合作進行課程協作治理方面，

都是重要且有效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作為，值得探討。 

（五）國內協作治理失敗案例分析 

    然而，公共政策協作治理參與的歷程，也有失敗的例子，如：劉靜怡

（2022）以協作治理觀點檢視地方創生：水金九地區地質環境資源之例，

前述研究以協作治理的觀點，去檢視新北市水金九地區在地質環境教育與

保育上的地方創生推動歷程。該份研究著重於公私夥伴關係的互動，兩方

不斷的互動過程可以確定協作在其中的重要性。雖說權力下放到地方社區

使新治理模式的產生，讓地方組織的自治使得治理地方策略更有彈性，但

是這個在新北市的水金九地區，公私組織夥伴關係中，在溝通過程常有歧

異、難以取得平衡點，此外，本位主義是造成政府、公、私機構與非營利

組織、個人等利害關係人在進行協作治理的一大障礙（孟繁勳，2023；許

芳雄，2022；諶錫輝，2022b），因此，這些是少數失敗的案例，值得對照

留意。 

（六）國外課程協作治理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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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日本與孟加拉的比較角度看有關教育政策的問題，二國的教育政策

比較研究中顯示，日本政府與民間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存在著較多的協作治

理合作項目，因此有助於改善該國的教育品質。這其中包括私營部門與政

府和社會齊心協力，在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為制定和實施教育政策做

出貢獻。日本應繼續利用協作治理保持向學生提供的高標準和高水平的教

育(Bulgarian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2022)。 

    1984 年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84)發表

的一份報告指出，在博物館與教育機構合作上，每年雖有數百萬學童參觀

博物館，但顯然關於學生們在博物館中學習的方式的教育需求，以及博物

館與學校合作的數量和質量都需要得到關注。因此該委員會建議各博物館

必須確保它們在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並要能與地方教育機構充分合作，

將教育融入博物館本身的功能當中，發揮教育學生的功能。該協會提出的

具體作法是由學校教師和博物館人員互相合作，共同進行課程協作治理，

從藝文、歷史等正式課程相關內容作課程上的研發。也可以在教學上和學

校機構或是教師合作，運用博物館的展覽內容，透過提問、思考、欣賞等

多元教學方法，達成學校教育的目的。這份報告也說明了博物館對我們的

文化傳承很重要，也可以與學校教育建立課程協作治理的夥伴關係。 

    另，Akbar(1994)的研究提及因為英國社會對於南亞移民文化的不理

解，以及南亞移民的第二代本身對其自身文化也常產生混淆。因此 1991

年起，英國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特別針對南亞地區的文化規畫了一

系列的教育和展覽等活動。並和教育機構進行課程協作治理，建立合作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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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開發南亞文化的相關課程，促進英國人與南亞移民的第二代彼此間

的互動與交流，以增進英國人對南亞文化的理解、尊重與接納。並強化南

亞移民的第二代對自身祖先母國文化的體認。也是博物館與教育機構進行

多元文化相關課程協作的案例。 

    研究發現，以上二個博物館體系與教育機構合作的研究案例，以及國

內學者麥綉婉（2020）研究偏鄉教師與地方博物館合作，實施多元文化課

程融入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的教學方案後可知，博物館可以當作是學校教

師帶領學生去進行教學參觀展覽的場域，學校教育機構也可以和博物館專

業人員合作，成為共同開發課程與提升教師教學能力的在地資源，建立課

程協作治理的夥伴關係。 

    Nurhafni 等人(2021)一份以印尼北亞齊地區基礎教育的課程協作治理

政策的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基礎教育的科目中，其中有 4 小時是關於在地

的課程。該研究分析課程協作治理參與者之間的課程協作制訂方式和支持

因素，以及理想的協作模型。在課程的合作制定上，從研究結論看出，課

程協作治理已開展的有基礎教育課程協作治理形式的政策制定。這類的課

程協作治理是由菁英教師及非政府組織者一同參與進行，比如教育觀察員 

。他們合作的動機是基於相同的教育願望和宗教信仰。課程的內容則是根

據伊斯蘭教、亞齊人族群歷史等編排形成的，以及和亞齊當地的社會、文

化與族群經歷等相關的內容為主。 

    這種以北亞齊當地的社會、文化與族群經歷等相關議題內容進行課程

協作治理，研發出在地化課程的模式，與我國學者黃約伯等人（201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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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同樣是以偏鄉地區原住民族群所面臨的人口組成、住宅環境、經濟

產業、教育文化等社會議題做探究主軸，來發展原住民族的高等教育課程，

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無論是對於新北市烏來地區的原住民族或是印尼

北亞齊地區的亞齊族人而言，透過課程協作治理，發展本位課程的精神都

是一致的。 

    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政府與民間組織進行了多項高等教育上的

改革措施。Carolin 等人(2015)從高等教育機構的視角研究讓企業參與課程

設計和提供的研究中，同樣提及學校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已成為許多高等教

育機構的重要任務，並受到全球學者和政府決策者的關注。然而這一領域

雖累積了大量的研究，但卻很少有人研究與課程研發相關的大學和企業之

間的合作模式。因此，該研究鼓勵企業參與大學端的課程設計。這項針對

全歐洲高等教育機構管理者的調查結果顯示，對企業參與課程設計和滿足

不同行業間需求的課程而言，企業高階管理人員的參與、大學校友、大學

與企業間的充分合作、交流具有積極性的影響，尤其是在這種情況下，高

等教育機構對資源的投入就顯得重要。該課程設計概念模型在與企業進行

不同程度的課程相關合作的高等教育機構，在不同國家之間，均得到到驗

證，對課程協作治理有正向的影響。 

    Bruno 等人(2021)的研究，提出了一種支持課程設計和開發過程的方

法，目的在使高等教育機構提供一項與能源效率、節能有關的跨國培訓課

程，以利培訓更好的員工參與中小企業的有效營運。研究中開發和設計

Train ERGY 有效節能培訓課程。這項方案可以支持企業決策者設計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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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需求的節能跨國課程，培訓出更好的從業者參與中小企業的有效節能運

營。這是跨國企業支持高等教育機構進行人員培訓與課程設計和開發課程

的方法，可說是課程協作治理的有效模式之一。 

    Neutuch(2018)在美國全國大學入學諮詢協會(NACAC)發表一篇關於

中學升大學的輔導員專業能力的說明，文中將升大學輔導員的職責定義為

包括與教師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長期擔任大學升學輔導員的經驗顯現

了許多與教師合作以大學輔導目標的最佳實例。該研究中介紹了最佳的實

例，就是鼓勵大學升學輔導員們可與教師合作，將與大學相關的活動，納

入課程中，介紹給中學生認識，以做好升學方面的準備。這是一種民間協

會與教育機構教師之間進行課程協力治理合作的實例。 

    有關大學與原住民族合作發展課程的模式研究方面，Champagne 與

Stauss(2002)的研究指出，美國大學開設採取在地取向的課程，建立與原

住民族社區關係。課程包含大學與原住民族建立夥伴關係及實施策略、課

程發展史、課程設計與發展模式等主題。Champagne 與 Stauss 課程開設的

方式有科系、課程、跨領域課程研究等不同類別與型式。這些課程合作發

展的模式，是透過探索、討論、分享與持續滾動式修正而成的。可作為學

校與原住民族地區的社區、部落合作研發學校本位課程的協作治理上，值

得參照的模式。 

    黃約伯等人（2017）的研究以教育人類學的觀點，探討在地取向與原

住民族高等教育的關係，並以烏來地區泰雅族部落所面臨的交通、居住、

產業、教育及健康等社會發展需求作探究，發展出一套大學與部落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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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案社會實作課程。就與日本政府的振興北海道地區愛努族政策中，

有鑑於以往關於日本少數族群愛努族的研究主要偏向歷史學、考古學和人

類學等領域的研究，並以研究人類學為主，因此需要更深入進行當地族群

生活現況方面的分析，二者相當類似。 

  北海道大學愛努族原住民研究中心於 2007 年成立，從社會學角度對

愛努族的族群、文化意識和教育、就業等層面做各種的探究。該大學促進

與愛努族人合作的基本政策，同時作爲一項社會研究項目的其中一部分。

2008 年對阿伊努人生活條件進行了調查，並讓研究結果反映在後續的研

究項目以及日本政府的愛努族相關政策中。Toru(2011)在一份該中心所發

表的有關現代愛努族人的生活狀況以及文化意識的調查報告中，說明了北

海道大學也有與當地原住民族建立有類似關於在地取向的課程行動架構，

有類似的課程與教學成效。北海道大學也是以當地的愛努原住民族所面臨

的族群意識、教育及就業等社會議題出發，進行語言保存、族群歷史資料

庫建立、教材開發等項目工作。以有效推動地方創生及少數族群文化保存

的工作。這是高等教育上，大學與原住民族部落合作進行課程協作治理，

開發在地化課程的實例。 

    簡言之，國外研究結果顯示，課程協作治理已被世界各國視為是公共

治理的重要途徑，也是公共政策落實的重要方式。尤其是政策推動上，愈

來愈重視不同政府部門間，或是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政策利害關係人

間的協作治理架構與信息互通等作為。 

  （七）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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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在教育領域上的課程協作治理，可以是中央與地方層級課

程協作，或是課程發展上的體育、綜合領域、藝術與人文、歷史及學校本

位課程與教學等面向。協作夥伴對象上，可以是學校與社區、部落、在地

博物館、NGO 組織、校友與企業間等不同系統機構組織。在議題的探討

上，作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主軸元素，可以是原住民族部落所面臨的人

口組成、住宅環境、經濟產業、教育文化等社會變遷議題做深究，也會是

語言保存、族群歷史資料庫建立、教材開發、宗教文化、族群遷移史等多

元項目（麥綉婉，2020；黃約伯等人，2017；Akbar, 1994；Bruno, 2021；

Bulgarian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2022 ; Carolin 等人, 2015；

Champagne & Stauss, 2002；Neutuch, 2018；Nurhafni 等人, 2021；Toru, 2010 

）。對我國推動新課綱課程協作治理的未來展望上，可應用在中央與地方

教育政策擬定、課綱的落實、課程與教學、學校社區化、在地協同教學人

力資源的引進等面向上。 

  故本個案研究的課程協作治理(curriculu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觀

點，從學校組織在課程設計、實施上與其他組織或是個人、耆老等，一同

進行有機的探究行動，藉以探討學校教育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對於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引進在地的人力、物力資源，在課程與教

學上發展出問題解決策略的歷程，以作為偏鄉小學在推動學校本位課程與

教學發展時參考。本研究課程協作治理的內涵層面，包含：情境分析、建

立關係與信任、設定課程目標、溝通與課程組織、課程實施與課程評鑑等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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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本位課程的意涵、發展模式與相關研究 

 

    本節將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的意涵、課程發展模式與偏鄉小學發展校本

課程所遇之困境及因應策略探討等相關研究作討論。首先探討校本課程的

意涵暨發展模式，再根據搜尋到的國內 2018 年至 2022 年近年以校本課程

及相關主題的博士論文、期刊論文，進行有關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及社區參

與教育等方面的探討。 

一、學校本位課程的意涵 

    吳清山與林天祐（2003）定義學校本位課程(school 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BCD)是一種以學校為課程決策的主體，由下而上的草根課

程發展模式。以學生需求為中心，並激勵教師發揮專業，整合社區的資源。

蔡清田（2022）的意涵是將學校視為教育革新的與課程規劃、實施的基地。

以學生為課程發展的中心，經由選用教材、調整課程與自行創新課程，展

現教師專業性與自主性。整合學校及社區的資源，以回應學生的個別差異

和學習需求，解決學校教育所面臨的問題，並達成教育的目的。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課程革新以素養導向為要素，教育部（2014）現行

十二年國教總綱提到，學校本位課程包含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二大部份。

所以，「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乃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

所規範、區分的二大類課程類型。其中「校訂課程」是指學校可以依據課

程發展委員會記錄討論後安排，依據各校學生特質、家長社區特性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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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等進行規劃的課程。在「校訂課程」類別裡面的彈性學習課程包括：

「統整性探究課程」（含跨領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社

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與「其他類課程」共四大類（教

育部，2014）。教育部期許新課綱實施後，各校能擴展為以核心素養導向

的課程與教學為基礎，以落實學生生活實踐為目標，連結部定課程、規劃

出校訂彈性課程，發展出符應個別學校教育願景，運用在地學區情境的優

勢，設計出強化學生適性發展之課程，以回應學生的學習需求。學校本位

課程可說是「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結合的總體學校課程經驗。 

    賀宏偉、王志軒（2020）的研究提到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可以讓各校

從學校特色出發，擁有可以盡情揮灑教育本位的自主空間。黃琇屏（2020）

指出新課綱鼓勵學校自主發展其特色課程，重視學生的自主學習，透過校

訂課程規劃，學習方法更多元，強化學生對周遭環境的觀察與互動，培養

其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校訂課程的規劃是新課綱的重要環節，鼓勵學校運

用自身資源與特色，規劃適當的課程，協助學生的學習。期許各校在新課

綱實施後，教師能運用自身專業，發展出符合學校特色的校訂課程，進行

課程創新，協助學生適性發展，並能將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邁向教育革

新成功之路。 

黃琇屏（2020）進一步認為國中小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之思考應結合

學校願景，注重整體課程架構安排，提升教師課程設計專業能力，學校在

課務安排及行政上應有配套措施，最後是須落實建立課程評鑑機制。偏鄉

小學發展校訂課程可從第一類的統整性主題課程發展開始，因為該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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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跨領域、適性的學習。故彈性學習課程與時間的規劃，可增加學生自

主學習的機會，也讓學校有充分展現特色的空間，共創互贏。 

    楊怡婷（2019）研究提及各校校訂課程的規劃與實施，可能面對的挑

戰與建議。在行政措施、教師增能、設計多元課程上，提出因應策略，以

期能發展出符合學校特色與落實素養導向教學之學校本位課程，幫助學生

邁向自主學習與適性發展之教育目標。林妙娟（2019）以一所偏鄉學校校

訂課程的研發與實施為例，做了課程實施上的省思。張乃文（2019）分析

各案例研究後可知，教師的覺知可以引導教師本身專業的提升。在課程實

踐的省思回饋中，可適度加入學校與社區家長給予的回饋，相信這樣的學

校本位課程研發與實施，一定可以擁有最多面向的省思、反應與回饋，對

於學校未來課程修正上應該是最有幫助的。 

    校訂課程內涵在於形塑個別特色，展現自我「品牌」，增加學校能見

度與辨識度，以行銷學校（林進富，2017）。有關校訂課程內涵的論述，

賀宏偉與王志軒（2020）提出三點：一、兼顧學生的基本能力，提升學生

的適性發展。學校透過校訂課程，讓學生可以試探與培養各方面的興趣。

二、結合利害關係人期望，發展學校特色的課程。學校可根據課程發展各

利害關係人的專長與期望，為使學生能更認同與愛護部落、社區傳統文化，

建立學校獨特風格與品牌形象。以在地文化為學生量身訂做，發展出獨特

的學校本位課程。三、發揮課程決策的主體權，打造學校獨特的品牌形象。

學校必須落實課程決策的主導權，才能確保並彰顯學生為學習主體的重要

性及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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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以學校為本位的素養導向課程發展歷程，從課程發展的概

念，在考量校長的領導、學校組織成員的特性、學校願景目標、社區需求、

學生學習需求、設備資源以及家長期待等因素，建立符合學生需求與實用

的特色課程，來形塑學校願景以及強化學生的適性發展（林仁傑、林怡君，

2021），這種揉合了學校在地元素所產出獨一無二的的課程，就是學校本

位課程。 

二、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模式 

 (一)國外模式 

    Sun(2022)的研究指出學校本位課程它是學校課程發展的重要組成部

分，也是學校課程體系和國家、地方課程的重要補充架構之一。亦是學校

自主開發的一種課程模式，它結合學校自身和學生的需求。能適時解決教

學中需要掌握的最緊迫的素養。 

    林仁傑與林怡君（2021）研究中發現，西方在傳統上的課程發展模式，

可分為：一、以 R. W. Tyler 及 J. F. Bobbit 為首的「目標模式」、二、以

L. Stenhouse 為主的「歷程模式」，與三、E. W. Esnier 的「再概念化模式」

及四、D. Lawton 和 M. Skilbeck 的「情境模式」、五、以 J. J. Schwab 為

主的「慎思模式」以及六、J. Banks 的「多元文化課程模式」等六種類別。

其中 D. Lawton 與 M. Skilbeck 的「情境模式」認為學校本位課程應包括

下列五步驟，分別是：分析學校所處情境的內外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根據

情境診斷結果準備課程目標、建立課程與教學的方案、對於執行中所面臨

的課程問題，加以解釋並設法克服、根據各參與者的反應作成記錄，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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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修正、以重建課程，完成觀察、評估、回饋與重建的循環。 

(二)國內模式

    潘致惠（2019）研究出行動智慧導向的校長課程領導與校訂課程發展，

可以解決所遇困境，發展突破策略，對學校研發學校本位課程而言是有幫

助的。趙錫清(2021)為了發掘發展海洋教育校訂課程中所遇到的問題，發

展解決策略，就透過行動研究的模式，探討屏東縣一所漁村地區的個案小

學，以海洋教育為主軸發展校訂課程之歷程。該國小結合異業聯盟發展海

洋教育校訂課程，並從學校本位課程型塑成為海洋特色學校。在非山非市

完全中學方面，郭春松（2022）從學校的情境，分析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脈

絡，探究規劃學校整體課程目標，設計課程地圖，分配學習節數，發展彈

性學習課程、學校特色活動，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薛曉華（2020）的研究指出，為有效達成 108 課綱特別重視全球性的

素養、適性揚才與終身學習的目標。各級學校團隊需透過協力治理，發展

設計學校的本位課程。 

  王前龍（2023）指出，教育部 109 年發布《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辦理部分班級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辦法》規定，以部分班級辦理原住民實驗

教育的學校應依原住民族知識特性及內涵發展原住民族課程，內容得包括

原住民族的語言、歷史、文學、歲時祭儀與社會組織和傳統習慣等。而且

課程不受國民中學課程綱要校訂課程及節數之限制，這就說明原住民族實

驗教育施行的範圍可聚焦在校訂課程的部分，而校訂課程屬學校本位課程

中的一部份。朱佩芬（2023）的原住民族教育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歷程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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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論提及以中性的系統觀，透過實施及支持系統，可以影響校訂課程

運作。並以無限迴圈問題解決模式，足以支持校本課程永續發展。 

    蔡清田（2022）提出「核心素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理論建構模式

(Research, Planning, Design,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Management 簡稱 

RPDIEM 模式)」，他認為「核心素養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模式」進行的內

容包括：「核心素養的課程研究 (Research)」、「核心素養的課程規劃

(Planning)」、「核心素養的課程設計(Design)」、「核心素養的課程實施

(Implementation)」、「核心素養的課程評鑑(Evaluation)」、「核心素養的課程

經營(Management)」等六步驟。這些步驟分別是研究、規劃、設計、實施、

評鑑。學校可進行情境分析、建構願景、設計方案、實施、評鑑、配套措

施的實踐行動，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以上是國內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不同模式。綜上研究可知，從高級

中等學校、國民中學或是國民小學階段的學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模式

上，可先瞭解學校所處的情境，以及本位課程研發歷程中所遇的困境，藉

由引進地方多元資源，最後發展出突破困境的可行策略及方法，再進行課

程發展評鑑，創造達成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營造校務經營

特色的三贏局面，為地方培育未來所需的人才。 

三、偏鄉小學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所遇之困境及因應策略探討 

    欲瞭解偏鄉小學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所遇之困境及因應策略，需先就近

年所發表的文獻作探討。根據搜尋，國內 2019 年至 2022 年近四年以國民

中小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為關鍵字的博士論文就有 13 篇，其餘多數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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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獻。以下從國內外學校本位課程為主題相關的博士論文及期刊論文等

文獻，探究國中小學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所遇之困境及因應策略。 

 (一)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 

    黃琇屏（2020）指出，各校需發揮新課綱的理念與精神，並考量學校

特色、教師專長、學生興趣、設備資源等，檢視原有的學校願景與學生圖

像。透過調查，了解社區人士與家長對課程發展的想法。課程設計可增加

學生跨領域與統整學習的機會。除考量與部定課程的統整與連結外，學校

宜配合願景目標，學生圖像，建立課程架構，協助學生多元與適性的學習。 

    研究者整理出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有以下的分類樣態，在張維庭與陳

延興（2021）的個案研究是在探討一所偏鄉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小學，在發

展混齡學校本位課程上的作法，為探究個案偏鄉小學研發國語領域混齡課

程，及該校所遇困境與因應方式。有跨越社會及自然學科者（薛曉華，2020） 

，也有何素勤（2022）的研究中以一所國小的社會跨其他領域課程設計為

例，透過與教學群夥伴們共同的對話，經過共備、觀課與議課的歷程，教

師群能發現教案實施中的盲點，也能讓教師專業社群成員間彼此能獲益良

多。有發展品德與國際教育主題（蕭玉玲、林玉芬，2020）的學校本位課

程。賀宏偉、王志軒﹙2020）的研究融合在地文化元素，張乃文（2019）

強調歷史與傳承的地方文史課程。還有邱怡雯、魏士欽（2020）結合在地

產業培養學生閱讀素養，等各類多元豐富的不同題材類型。 

    唐子騏（2020）以南投縣秀林國小課程設計與國際交流為例，研究結

果指出偏鄉學校本位課程建構模式，可以先確立學校願景與藍圖，盤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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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師資與特色，最後該個案學校確立出美感教育發展方向，並檢視可融入

美感教育之領域課程，同時制定美感教育課程目標、制定課程主題與執行

策略。最後是落實執行課程教學，接著進行課程教學輔導與調整。 

    徐偉民（2019）的研究是偏鄉小學教師發展與實施文化回應的數學領

域課程，結論是可以用以提升學生對原住民族文化的理解及數學學習的表

現。張素真（2020）的研究提到偏鄉小學所處社區居住之族群以原住民、

閩人及客家人、新移民家庭為多，因此課程設計可強調多元文化的素材，

瞭解多元文化。林佳靜與許世璋（2017）的地方本位環境教育學校本位課

程的實踐─以東臺灣一個原住民小學為例的研究，就是探討臺灣東部原住

民小學的地方本位環境教育課程。 

    賀宏偉與王志軒（2020）的研究統計顯示，偏遠學校選擇學校本位課

程或是校訂課程主軸元素時，多半以學校在地性與特色性的在地文化、學

校發展特色與地方產業為主。林仁傑與林怡君（2021）的研究則指出，中

部地區學校發展的校訂課程以國語文與數學領域的補救教學、英語及國際

化課程、結合多元文化主題以及資訊網路課程等元素為多。 

    前述研究者整理出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的分類樣態，可知有以不同學

科領域為主的，也有跨領域或是涵蓋國際教育、品格教育、閱讀素養、地

方文史等的。因此，從上述研究可知，各校在 108 課綱實施下，植基於學

校本身利基的條件下，均能逐漸發展出多元、適性具學校特色的學校本位

課程。 

    但學者們也提出偏鄉小學在推動課程發展上，常會遇到相關困境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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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蕭伊蝶（2021）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實施所面臨的挑戰，分為一、

學校、課程與教學因素、教師、外部環境、資源與安全管理等因素。可供

偏鄉學校發展本位課程的參考。 

    林永豐（2018）指出新課綱校本課程設計上的議題與挑戰有下列幾項，

包含：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與落實、跨領域統整課程的發展設計、學校願

景與學生圖像的建構、校本課程與核心素養的呼應與重拾校本的課程意涵

等。 

  以下就文獻中探討出來的困境，如：課程領導者未發揮影響力、成員

共識不足、教師學科本位主義心態仍待調整、課程共備與實施時間不夠、

教師課程研發專業待加強、課程研發文化與實施支持系統尚待建立等多種

難題及突破之道，彙整如下： 

  （二）偏鄉小學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所遇之困境 

    1、課程領導者未發揮影響力 

    曾昱山（2022）研究結論指出，多數校長具有推動學校民族文化的理

念，可以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共識觀、設計觀、統整觀做為課程發展的立

基。惟部分學校校長的課程領導較無整體課程發展與促進教師專業提升，

達成課程協作的整合機制，致使相關活動的組合，無法成為學校民族文化

課程。且部分校長未能充分運用專業對話、參與學習並與教師共作、資源

整合等課程領導行為，藉以影響教師在民族文化課程與教學的有效作為。

而多數學校課程領導未能具體帶領教師持續實踐民族文化課程與教材的

研發、教學與持續修正。因此學校課程領導者應發揮領導影響力，促進學



52 
 

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具體落實。 

    2、教師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共識不足 

    施淑棉、翁福元（2020）的研究結論指出，學校本位課程實施要落實，

必須奠定在課程設計者與實施者必須一致，在課程高度認同上，才能有效

傳承與實踐。然許美觀（2018）認為，偏鄉學校發展學校創新課程最大的

困境就是師資的流動。因此短時間，校內很難建立一套課程發展的共識。 

    學校規劃學校本位課程本應根據學校願景、課程目標、學生圖像與地

方自然人文資源、家長期待、學生需求等，發展出課程脈絡。課程內容則

可從在地產業、族群文化等不同面向作不同學科跨領域的統整。偏鄉小學

現有師資多為年輕，且非學校所在鄉鎮的本地人比例偏高，教師流動率又

大，欠缺對在地環境的認識，以及在課程研發設計、實施經驗上較為不足。 

    外聘師資因不具教育背景，對於在地素材詮釋轉化為課程較為不易。

況且偏鄉教師流動率偏高，課程的設計與實施者未必一致。新進及外聘師

資若對學校課程發展脈絡、學生先備知識與能力及課程實施的部落社區等

場域沒有概念，缺乏對學校願景的共識，就不易以學生部定課程能力為基

礎，激發其主動學習興趣，採行適性方式進行教學，展現學生多元智能，

達成學校本位課程的願景與課程實施的目標。 

    3、教師學科本位主義心態仍待調整 

    學校本位課程的研發與實施，是希望增加學生部定課程以外的跨領域

以及統整學習的機會，藉由不同領域與專長的教師設計出的課程（黃琇屏，

2020），強化學生核心素養。但在偏鄉小學，一個年級通常只有一個班級，



53 
 

教師每周授課節數與領域配課的關係，尤其導師往往對於本身所教授的語

文、數學、綜合或是生活等領域的課綱與學習重點、教材內容較能掌握。

對自身沒教授的領域，如：英語、社會、自然或是健體、藝文等，較無法

精確了解其領綱、核心素養、學習內容與表現。因此課程設計時自然會以

熟悉的領域為主，存在領域間的本位主義。教師在設計、規劃與實施校訂

跨領域主題式課程的教案時，無法全盤了解學生各領域的先備經驗，對不

同領域的課程內容就缺乏有效的統整，因此形成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困

境。 

    4、課程共備與實施時間不夠 

    何俊青（2017）在研究結果顯示偏鄉教師行政負擔很重。偏鄉小學每

位教師除了教學外，都需肩負一部份的行政工作。而週三教師進修又有既

定的進修主題安排，因此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設計階段，教師團隊常缺乏

凝聚共識、對話與省思的時機。黃琇屏（2020）指出，在學校本位課程實

施時，常遇到教師鐘點費不足及協同教師排課不易等難題，需要學校行政

支持與突破。 

    蕭伊蝶（2021）提出課程計畫常受學校其他行事、宣導活動或天氣因

素干擾。外聘教師在到校時間上，也會有無法完全配合課程時間的狀況發

生，影響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成效。 

    5、教師課程與教學專業有待精進 

    Gutiérrez(2023)提出專家參與課程設計的過程是一項好的教育投資，

當學區民眾、學校、教師和課程領導者之間建立一個共享的以文化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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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地課程，各方對於課程認知的分歧將可以更容易解決。更重要的是，

當學生參與學習時，也為社區培養了知識分子，這會是社區好的傳統。 

    張乃文（2019）的研究提到，教師的投入是課程發展能完成的最大原

因。具備專業能力的教師願意投入發展，才能成就學校的各種課程規劃。

楊怡婷（2019）在研究中指出，進行學校本位課程中的跨領域、統整性探

究課程的研發，需仰賴教師社群的專業知能與協力合作。我們深知教師課

程研發、實施、多元評量乃至評鑑、回饋的專業至為重要，偏鄉小學由於

師資流動率大且年資多半資淺，教師在課程設計、教學、評量與評鑑經驗

上較為缺乏。加上山區或是離島地區路途較為遙遠不易到達，聘請大專院

校學者專家諮詢指導或是邀請標竿學校推動團隊到校分享及尋覓社區人

力帶領教師到社區部落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採集、踏查及轉化為課程等陪

伴與諮詢服務工作，均屬不易達成。 

    6、課程研發文化與實施支持系統尚待建立 

    偏鄉小學學校本位課程實施常遭遇經費不足的問題，其中包括：協同

教學教師、外聘教師的鐘點費，亦或是邀請學者專家帶領校內教師增能所

需相關的經費，都需要學校申請補助並爭取外界資源提供支持。 

    在人力資源上，姜韻梅（2018）指出學校會因為社區、部落業師達人

和專業人士聘請的問題無法配合，進行單元抽換。部分偏鄉學校校地面積

較小，科任教室不足，學習受環境空間影響。黃麗鈴(2019)認為，也就是

說學校可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成為特色學校的主要關鍵就在於學校的資

源，包括外部、校學、課程、環境等多元的資源。因此在發展學校本位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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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上，偏鄉學校可能面臨課程發展文化與內外部人力、物力、設備、環境

營造等支持系統缺乏的難題。 

    綜上所述，偏鄉小學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所遇之困境有：課程領導者未

發揮影響力、教師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共識不足、教師學科本位主義心

態仍待調整、課程共備與實施時間不夠、教師課程與教學專業有待精進及

課程研發文化與實施支持系統尚待建立等六點。 

 （三）偏鄉小學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之具體策略 

    研究者分析偏鄉小學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上，突破研發與實施困境之

道有： 

    1、校長應以身作則發揮課程領導力 

    黃彥鈞（2022）的實驗小學校長課程領導模式建立與驗證之經驗敘說

研究的結論指出，實驗小學校長之課程領導，必須隨著實驗教育不同情境

與脈絡，展現階段性實驗教育成果。因此，實驗小學校長在不同階段之歷

程中透過課程領導之策略，持續帶領團隊邁向卓越。並且校長應依照實驗

教育課程領導的脈絡與策略進行反思修正建立模式。 

    林雅芳（2021）針對偏鄉小學初任校長的課程領導—以 108 課綱跨領

域學校本位課程為例的研究，獲致結論指出，偏鄉小學初任校長課程領導

的歷程與策略可從校長以高關懷態度，營造校園學習氛圍，激勵教師工作

士氣。充分運用多元溝通管道，建立有共識的學校願景。並且積極申請相

關計畫爭取經費，邀請外部專家學者協助引領教師發展正確方向的學校本

位課程。並可與教師領導者共享課程領導，整合社區人力資源，營造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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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園學習文化。也須致力學生學習需求為優先考量，帶領學校成員發展

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 

    邱緗伶（2020）的研究以競值架構應用在高中校長課程領導角色，並

進行以跨校級高瞻課程發展為例，其結論顯示競值架構適於作為校長課程

領導角色分析之框架。競值架構對校長課程領導角色的複雜多樣，能以兼

容並蓄的方式研究，爬梳出通盤性與整合性之面向。因此，校長須因勢扮

演不同的課程領導角色，發揮彈性化的平衡領導風格領導學校本位課程持

續發展。 

  潘致惠（2019）的研究提到行動智慧導向的校長課程領導可以提升教

師專業與校務工作的發展。因此校長須建構課程領導的心智模式與領導知

能。發展出校長課程領導的工作內容及具體可行策略。並嘗試轉化教師團

隊心智模式，帶動組織專業成長。行動智慧導向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可以

發展系統性的課程架構與脈絡，啟發學生潛能，同時營造學校本位特色。

最終建立循環修正的課程發展機制，以及課程模組與課程方案。 

  故在學校本位課程研發與實踐的歷程中，校長需身先士卒、以身作則，

發揮本位課程領導力。 

    2、落實課程發展機制以發展本位課程 

    Pinar(2015)提出「重構主義」（Reconceptualism）的研究主張課程如

同生活經驗是永不停止向前的動態歷程。楊智穎、王郁雯（2023）指出偏

鄉學校跨領域課程發展的歷程中，要慎思課程的定位、目的。課程設計的

模式以目標模式、歷程模式與情境模式等為主（宋宗樺，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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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子騏（2020）認為要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應確立學校願景與藍圖，

制定課程發展目標，檢視可融入之跨領域課程。林雅芳（2021）指出學校

應健全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並善用核心小組，進行課程研究及發展。接

著整合社區人力資源，營造協作的校園學習文化，以學生學習需求為優先

考量，這提及的整合社區人力資源，就是營造協作的校園課程發展的合作

文化。 

    古士傑（2022）指出課程規劃可依據課程綱要的核心素養與目標模式、

情境模式等，依據課程目標、學習重點、教學活動、學習資源等研擬。張

素真（2020）則認為團隊在設計課程目標時，可結合新課綱的三面九項，

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課程架構的學生圖像設計，可以素養為基礎，針對

學校的人才培育作為設立的參考。 

    郭春松（2022）的個案研究結論指出，偏鄉學校可進行環境掃描和

SWOT 情境分析，滾動修正課程，研擬發展策略。同時健全課程發展委員

會和核心小組，進行課程研發。以學校過去本位課程發展狀況，構思課程

發展需求及未來的方向。凝聚共識、規劃學校整體課程目標，設計課程地

圖，發展課程及特色活動。 

    因此，在學校本位課程研發的歷程中，除校長須帶領全體教師共同參

與課程發展外，學校也要發揮課程發展委員會相關組織功能，透過課程計

畫撰寫與課發會審查機制，確認學校行事曆中每學期校訂跨領域課程實施

時間，作為排課依據。排除行政運作及活動干擾因素，解決排課問題。並

利用學期初課發會時機，由任課教師做課程推動規劃與微調報告。擴大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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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層面，盤點學校現有人力、物力資源。對於學校願景、學生圖像、課程

目標進行再概念化。凝聚教師團隊、家長、社區推動共識。並根據學校願

景、學生圖像、課程目標、師資專長與現有資源，發展課程，滿足學生學

習需求。避免偏鄉小學因師資流動，導致規劃與執行者不一致，造成學校

本位課程可能的窒礙難行的情形。 

    3、透過共備觀議課的歷程以突破教學盲點 

    陳木金與許哲銘（2019）的研究指出，建構教師專業社群的生態支持

系統，可聯結教師成員間的教學經驗脈絡與共享問題意識，再藉由專業學

習社群進行專業對話、合作協同，找出在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尋

找出可能的解決策略。以國小的社會領域課程設計為例，何素勤（2022）

的行動研究中透過與教學群夥伴們共同的對話，經過共備、觀課與議課的

歷程，教師群能發現教案實施中的盲點，也能讓教師間彼此獲益良多，這

是互動歷程的美好體驗。也就是教師以學習者為考量做出的課程設計，將

教學重心回歸到孩子們的身上，學生從中獲得到思考、討論、探究及分享

回饋的成果，是令人驚艷的，且可達成新課綱強調的師生自發、互動、共

好的教育願景圖像。 

    劉恆昌（2014）的學習共同體的觀課教師，在課堂中與教師為夥伴的

身分，提供協助，可有效減少教師實務經驗上的挫敗感。 

    張鴻章（2022）對於國民中小學特色學校指標建構與實證分析之研究

結論中，確立「出國民中小學特色學校」指標為五個層面、十三個向度與

五十八個指標。並提出以模糊層級分析法(FAHP)建構出特色學校指標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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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在層面中以｢特色課程與教學」層面最重要。在各層面的向度中以｢

學校能發展特色校訂課程」、｢具特色發展的辦學理念」、｢整合多元教育資

源」、｢呈現學生學習成果」、｢建立學校品牌特色」為最重要。研究的實證

調查中發現，特色學校現況，會因其教師性別、年齡、不同學歷、擔任職

務、學校規模、學校類型、與學校地區有部分有顯著差異。 

  Eric & Aaron（2022）一項關於校本農業教育課程實施的研究，結果

顯示對於課程內容有興趣的教師、職業生涯後期的教師等人，在與社區、

課程、學校和其他進行校本農業課程教學的教師之間的聯繫互動，呈現良

好的關係且具備較高的職業承諾。因此教師對所任教學科的興趣，會直接

影響教師教學成效及與社區、學校其他教授該課目教師之間的同儕關係。

故教師同儕之間的協助，至為重要。 

不同學科教師間難免抱持著本位主義心態，對於其他領域的領綱核心

素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及課程目標往往無法兼顧。因此除安排共同備

課時間，讓同年級不同領域教師同儕間進行專業對話、溝通外，偏鄉小學

亦可透過續聘與再聘教師間的級職務的輪調，讓教師熟悉各年段學生所具

備之知識地圖，作好學校本位課程架構縱向及橫向聯繫的工作。 

    4、邀請在地大專院校學者專家入校陪伴可協助教師專業增能 

    楊智穎（2017）提出師培大學須與偏鄉學校間建立一個長期與專業的

夥伴合作關係。他並從夥伴協作的觀點，提出解決偏鄉學校教師問題的幾

點策略，如：師培機構在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時，需深入分析依各縣市的偏

鄉文化與需求，可採取客製化的師培方式，以培育符合現場所用的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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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師培機構除了可在師培的正式與非正式課程中融入偏鄉教育有關的

內容，也可以透過多元的管道，包括議題研究或專業諮詢、地方輔導等多

元參與偏鄉學校教育改革的形式。 

    吳夢竹與蔡金田（2022）研究校長及教師先以 SWOT 分析進行學校

優勢、弱勢與機會、威脅面向了解學校可發展的校訂課程。在盤點學校資

源及草擬校訂課程規劃後，開始尋找中部地區的大專院校專家學者入校陪

伴與指導。同時利用週三進修時間籌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完成課程架

構及教學教案。教師在教案教學進行與學生的回饋後，發現問題，並帶回

社群做教案討論及修正。如此可順利推動學校本位課程。 

   張維庭與陳延興（2021） 一項針對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偏鄉小學研究

中發現，個案學校於混齡課程發展過程中，可在規劃時尋求大專院校外部

課程與教學的學者專家入校，應可協助改善課程設計的困境，以及調整課

表與時程表等因應不適應情形。該個案研究是在探討一所偏鄉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小學，在發展混齡課程上的作法，為探究個案偏鄉小學研發國語領

域混齡課程，及該校所遇困境與因應方式。研究中該個案學校主要以循環

式及主題活動式發展國語領域混齡課程設計，以落實混齡教學。其次，該

個案學校於混齡課程發展過程中，透過邀請外部專家學者協助教師團隊進

行課程設計，以解決課程發展所遇困境。 

    此外，徐偉民（2019）個案研究結果顯示，偏鄉小學教師發展與實施

文化回應的數學領域課程，可提升學生對原住民族文化的理解及數學學習

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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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就偏鄉學校的教育改革，語文及數學領域相關研究的結果都指

出，偏鄉小學在課程規劃時，可適時邀請在地大專院校課程與教學的學者

專家入校陪伴，協助改善各項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實施時所遇的困境（楊

智穎，2017；徐偉民，2019；張維庭、陳延興，2021），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綜上所述，偏鄉小學可透過籌組區域課程研發策略聯盟，引進師培大

學專家學者與國教輔導團人力到校諮詢、長期駐點等方式進行校訂課程共

備觀議課、同課異授，與參訪前導標竿學校，提升偏鄉小學新進教師及外

聘師資校訂課程設計、研發與實施、評量專業知能。 

    同時可利用知識管理，建置數位典藏平台，累積學校課程研發、實施

歷程智慧資本，避免教師流動出現設計與實施者不一致，經驗無法有效傳

承的現象。 

    5、引進社區資源參與課程研發與實施可以成為支持力量 

    呂俊宏等人（2023）認為學校可透過結構化架構分析學校情境，盤點

校內外資源。以理性決策確認課程目標，由部落耆老參與課程協作推動小

組，共同發展課程，以提升學校效能。劉泳君（2023）指出推動課程發展

時，可以學校願景為主軸，擬定課程整體目標，凝聚全員共識，投入經費

資源，並邀請專家學者協助進行課程改進，以支持教師專業成長。如此可

創造課程發展時的教學討論，與開放的對話空間。 

    李宜蓁（2021）研究提及地方本位與資本在地鑲嵌，能有效連結地方

特色成為學校特色。也可將鄉土元素附著轉化為學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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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課程的內涵。並能以在地核心素養形成地方取向，建構學校本位與校

訂課程的內容。 

  趙錫清（2021）做出個案研究結論，該個案學校在學校願景引領發展

方向，與教育部政策銜接，發展創客教育與 STEAM，併行創發海洋教育。

規劃海洋教育校訂課程，參與海洋社群，重視東港在地特色，創發創意小

神轎課程。而海洋校訂課程融入週三教師進修研習，專業師資培能兼具在

地本位，理論兼顧實務。最後透過策略聯盟，結合在地商家與非營利組織，

創設多功能創客中心，因此獲上級肯定設戶外海洋中心。 

  張素真（2020）認為因為偏遠社區居住之族群以原住民族、閩南及客

家人為主，甚或新移民家庭亦不在少數，因此課程設計可特別強調社區多

元文化的取向，試圖探索並引進社區部落資源，協助教導學生認識、體驗

多元文化。所以，在教師團隊之集思廣益下，偏鄉學校的本位課程可逐步

建構完成，為偏鄉孩子規劃出具備在地化、系統化的在地課程。這樣的學

校本位課程可以多元教學活動導引學生之學習興趣，並以問題導向之教學

方式培養學生思考力，以達成新課綱的「成就每個孩子」為最終目標。可

說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的研發歷程，展現出學校辦學特色，為在地培育地方

創生的未來人才。 

  林佳靜與許世璋（2017）以東臺灣一所原住民族小學為個案進行地方

本位環境教育學校本位課程的實踐之研究，發現學生透過家鄉自然資源的

觀察與文化資源的調查，可以體認到地方不同面向的意義，此一校訂課程

將家鄉這些地方意義帶入學生的內心並產生情感，是地方感中情感依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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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鍵因素之一。因此，學校必須激勵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與外部資源合

作，如：社區、民間組織或社會資源等，一同參與課程與教學研發的全面

創新。共同進行課程協作治理，設計出符合各級學校學生特性及學校特色

需求的學校本位課程。 

    朱桂芳、林新發（2020）指偏鄉地區學校教育發展需要思變與思辨，

須以學習者為主體的學習設計、體驗反思、素養導向課程與價值陶冶涵養

等。學習範圍則可以跨越原有教室與校園藩籬，包含在地時空與文化回

應。 

    就國際而言，Marshall 等人(2020)研究顯示大多數的美國人廣泛支持

以學校為基礎的性教育課程。不過，對於課程應該教授的主題存在著爭議，

該研究就指出課程所需教授的內容，應該需要深入了解學生家長對青少年

所需具備的健康願望而決定。 

    Ilyasin(2019)所做的一項位於印尼東加里曼丹地區進行，名為卓越課

程的伊斯蘭小學和社區合作的課程，內容在探討課程願景和社區宗教價值

觀需求之間的課程整合。結果證明，卓越課程從學校環境分析，以確定課

程的願景，課程設計能符合社區的期待，課程內容以科學與宗教結合，可

發展學生個人的生活技能。結論也顯示，該社區機構與伊斯蘭小在課程設

計上以滿足社區的需要為前提。其次，課程內容以科學與宗教的融合，通

過伊斯蘭教的活動加強學習者的宗教價值觀。課程足以培養學生的生活技

能，並有助於他們的個人發展。此外，由於學校服務於整個社區，課程設

計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這項卓越課程研發，可說是社區與學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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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本位課程結合的成功案例。 

    Okamoto(2019)在美國夏威夷州實施的 Ho'ouna Pono 學校本位課程，

是一個透過視頻為媒材進行的課程，該州偏遠地區教師使用基於文化和社

區的參與性研究，進行課程的開發。學校與社區合作進行了避免學生藥物

濫用的開發策略。這項針對夏威夷原住民族農村青年的藥物濫用預防課程 

，在整個文化發展過程中提出實施策略，以達到預防夏威夷原住民族農村

青年可能的藥物濫用行為，是一項成功的學校結合社區開發的以學校為本

位的藥物預防課程。 

    Thy & Dusana(2022)的研究顯示，實施社交情緒學習正念訓練(SEL)

的學校本位課程，是可以降低越南學齡前青少年對於負面情緒反應的敏感

性，有助於穩定學生們的社交情緒。 

    因此，偏鄉小學可善用社區人力資源，引入返鄉青農、社區發展委員

會、部落會議、教會等組織人力資源，安排進行地方自然人文資源踏查、

介紹分享，或是與教師進行協同教學，並提供課程研發諮詢服務，提升課

程實施品質，作為課程研發與實施之後盾。 

    6、研發創新的學校本位課程可促進學生展現多元智能 

  林佳靜與許世璋（2017）結果顯示學校本位環境教育課程能提升學生

對地方環境的覺知度及敏感度，並能引導學生對在地人事物的情感的涉入

與認同，對地方發展有意義與價值，進而對環境產生行動力。 

    莊文照（2018）研究顯示，教師與社區人士合作，將社區的人文歷史、

產業、地理特色等融入課程中，可發掘社區的光芒，讓社區傳統文化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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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提升教師生命能量與培養學生的基本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盛碧奇（2020）的個案學校校訂課程研究，以辦理結合校訂課程教材

與智慧行動學習的全校性多元闖關評量活動，讓學生在操作中認識學校所

在地，也就是學生的故鄉淡水。透過設計讓學生擔任小小說書人、雙語古

蹟導覽解說員、與國外學生進行視訊文化交流等多元適性活動、研發英語

繪本介紹淡水等，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提升學習的成效。 

    蕭玉玲與林玉芬（2020）認為，實施 HIME 和 Worldwide Elite 校訂課

程發展主軸，以學校願景為目標訂定實施策略與發展計畫，能體現 108 課

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的課程，為求能共好，以成就終身學習者為

終極目標。 

    國外學者Wolfersteig等人(2022)的研究透過學校本位課程教導並預防

兒童受虐待的課程。研究結論顯示，學生們學到了新的知識和技能，可以

根據這些知識和技能等素養來採取行動並識別虐待和忽視兒童的行為，以

確保自己和他人的身心安全。因此，以學校為本位的普遍預防計劃課程，

如「說出安全」(SUBS) 課程，是可以成為幫助解決兒童暴力問題的有效

解決方案。 

  Okamoto 等人(2019)推動的針對夏威夷原住民族農村青年的藥物濫用

預防課程，由學校與社區合作進行了避免學生藥物濫用的開發策略。在整

個文化發展過程中提出實施策略，以達到預防夏威夷原住民族農村青年可

能的藥物濫用行為。這是一項成功的學校結合社區開發的以學校為本位的

藥物預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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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國內外研究均指出，各國中小學校可依據學校經營目標與特色，建

構課程地圖，並於地圖中勾勒出符應學校需求的自主性課程。創新研發以

學校為本位的課程發展，確實可鼓勵學生奠基在部定課程能力上，向上多

元展能。 

    7、善用資訊科技帄台進行本位課程多元學習評量 

    近年新冠肺炎疫情升溫肆虐期間，導致世界各地學校停課或是進行混

成、線上教學。偏鄉教師需熟悉、善用各種線上學習資源平台，透過資訊

科技影音互動媒體輔助教學，打造跨越時空、超越藩籬的學習場域，保障

學生學習不中斷。 

    Okamoto 等人(2019)以美國夏威夷州為試行場域的 Ho'ouna Pono 學校

本位課程，就是透過視訊進行的課程。該州偏遠地區教師使用基於文化和

社區的參與性研究，進行課程的開發。在學習成效檢核上，可採行多元評

量方式，以檔案製作、實作、口頭報告與成果發表等，激發學生多元智能，

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陳明蓁與高華聲（2022）的研究中提到，研究者為了讓在地知識的傳

承能從學校教育基礎中紮根，除了透過閱讀與寫作等方式，引導偏鄉國小

學生認識地方文史外，也透過遊戲將在地知識融入教學。這樣做除可進行

多元的學習方式，也將在地知識遊戲化，同時可以引入社區居民參與在地

知識的學習活動，達到寓教於樂的學習功效。前述二人也曾帶領學生踏查

社區，訪問耆老，閱讀寫作在地文史知識，最後並製作成家鄉繪本，開發

出線上的手遊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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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博廉（2021）研究結論中說明，該個案學校以環境教育與文史教育

作為校本課程內涵，推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建構出四大特色課程，來落

實學校本位課程目標，對應課程目標的學生圖像。課程皆以數位工具輔助

學習，透過申請計劃案，與上級達到落實特色課程的合作機制。 

    綜上所述，此類個案研究，透過科技輔助學校本位課程教學進行，是

發展線上學校本位課程很好的範例。 

    8、建立課程評鑑機制可鼓勵教師投入學校本位課程研發 

     Stufflebeam與Zhang (2017)認為，評鑑時可引進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就設計、經費等項目蒐集、分析相關的資訊，進行綜合性的評估。黃嘉雄

（2012）指出，透過提供利害關係人工具，以評估其方案的設計、實施與

進行自我評鑑，可發展以評鑑作為方案和組織之規劃與管理的主要成分。

黃政傑與張嘉育（2008）以利害關係人評鑑的觀點視之，學校本位課程評

鑑其利害關係人包含：教育主管機關、課程方案發展者、設計與實施者、

以及學校的董事會、行政人員、家長、學生、社區人士、納稅人與評鑑者

本身……等等，甚至是對受評方案有興趣者。楊智穎、王郁雯（2023）認

為偏鄉跨領域課程評鑑應與學校所處的社會歷史進行對話。評鑑的目的是

找出課程實施所呈現出的優勢以及所遇到的問題，作最有效的優化與改進。

以精進教師課程與教學專業，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也為課程協作治理作出

最好的詮釋。 

在課程評鑑指標上，黃政傑（2020）認為課程評鑑可從需求評估、缺

點診斷、課程修訂、課程方案選擇、目標達成程度的了解、績效判斷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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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觀察。蔡清田（2023）指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可以針對課程計畫規劃、

教材支援、教學實施、學習獲得、評量考試等層面進行評鑑。賴榮飛（2019）

建議學校可以 Zaid 的四大基本課程評鑑層面，依總體課程架構、領域學

習課程與彈性學習課程等向度，規劃評鑑重點。 

    林建宏（2023）的研究以課程規劃、教學實施與學生學習三項，作為

課程評鑑的項目。林政逸（2020）指課程評鑑的內容以：一、課程設計：

課程計畫、教材、學習資源；二、課程實施：課程準備與實施的情形；三、

課程效果：學生學習成效為主。梁蓓禎（2018）所做的評鑑指標重要度分

析，結果顯示以教育人員結構、學生學習與發展、家長參與、多元表現與

活動參與等指標最為重要。蘇雅拉（2023）研究蒙古國中小學優質學校指

標所獲致之結論，其中信度項目以學生學習得分最高。在應用優質學校指

標進行調查研究上，以專業發展項目的得分最高。結果顯示學生學習及教

師專業發展，一向較受該國中小學優質學校評鑑指標的重視。古士傑（2022）

研究指出課程評鑑以教學者的教學、學生學習成效等面向為主。 

    李凱茜（2023）的研究顯示，課程評鑑可從教師回饋與省思方面，評

估課程規劃、教學方法、學生學習、評量成效及環境支持等層面做了解。

潘義祥（2011）的研究將學校本位體育課程發展分成課程籌畫、設計、課

程與課程評鑑 4 個構面。並以學生學習成效、課程滿意程度、評鑑結果

與回饋利用等 3 個做為課程評鑑的指標。 

    劉泳君（2023）與江信宏等人（2023）認為，校訂游泳課可以用課程

的背景、輸入、輸出與結果的 CIPP 評鑑模式，作課程教學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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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ilo 等人(2021)關於印尼日惹省班圖爾縣「Adiwiyata」公私立學校

環境教育計畫的課程實施比較，其中課程評鑑的內容包含學生的認知、情

意與技能方面評估。評估方式是透過觀察、自我評估、報告、同儕評鑑等

方式完成的。 

    郭春松（2022）認為學校本位課程在核心素養校本課程發展的評鑑中

持續精進，也是在試煉中的不斷反思。透過課程評鑑去檢視新課綱實踐的

完成度和未來性。學校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除引導教師團隊進行知識管

理，組織學習上的專業分享、對話與反思。可就課程規劃、設計、實施與

評量、評鑑等層面，瞭解課程實施需修正改進之處，形成課程研發學校文

化的途徑。評鑑結果並可與校務評鑑做對照。 

    王春綢（2021）指出課程可以實作、動態與展演等方式，作為評鑑的

回饋機制。麥綉婉（2021）認為課程評鑑應可將學生學習前後成績列入參

考。潘志惠（2019）以為透過教師的課程實施歷程省思，可以檢視願景、

圖像與教育理念及回應學生需求。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規定，學校須成

立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課程評鑑的工作。教育部國教署也訂有《國民中學

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8）。

也就是在教育部推動新課綱的法令面，學校必須做課程評鑑。實施時可以

從總體課程架構、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等面向著手，實施對象可

以邀請教育利害關係人一同參與。朱佩芬（2023）提出教育行政主管機關

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上，可給予敘獎、適當減課等行政獎勵，如給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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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加分、適當減課等獎勵機制，給予教師激勵與支持，以建立教師進行

學校課程發展的尊榮感，改變校園中的保守文化氛圍。 

    綜上所述，李建彥（2020）課程與教學乃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偏鄉學

校可利用得天獨厚的在地環境，研發特色課程，回應新課綱素養導向的教

學，成為特色學校，為偏鄉教育帶入教師專業成長的新契機以及多元的新

思維。 

    因此，可藉由課程評鑑來檢視達成的程度。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為

引導教師團隊進行專業分享、對話與反思，瞭解課程實施需修正改進之處，

可型塑課程研發文化，營造支持課程發展的氛圍，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因

此發展出適合偏鄉小學的課程評鑑向度，建立課程評鑑機制，至為重要。 

    本研究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將課程評鑑層面以計畫及組織、人員及分

工、工具及歷程等層面為主。 

  （四）小結 

  「教育一個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綜上所述，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模

式上，國外學者提出了情境模式、目標模式、歷程模式與再概念化模式、

慎思模式以及多元文化課程模式等類別。國內蔡清田（2022）則提出研究、

規劃、設計、實施、評鑑五步驟的核心素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理論建構模

式。 

    至於偏鄉小學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可能會遇到的困境包含：一、課程領

導者未發揮影響力；二、教師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共識不足；三、教師

學科本位主義心態仍待調整；四、課程共備與實施時間不夠；五、教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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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教學專業有待精進及六、課程研發文化與實施支持系統尚待建立等。 

    因應策略分別有：校長應以身作則發揮課程領導力、落實課程發展機

制以發展本位課程、透過共備觀議課的歷程以突破教學盲點、邀請在地大

專院校學者專家入校陪伴可協助教師專業增能、引進社區資源參與課程研

發與實施可以成為支持力量、研發創新的學校本位課程可促進學生展現多

元智能、善用資訊科技平台進行本位課程多元學習評量與建立課程評鑑機

制可鼓勵教師投入學校本位課程研發等策略。 

    偏鄉各小學可依據學校經營目標與特色，建構課程地圖，並於地圖中

勾勒出符應學校需求的自主性課程(Okamoto, 2019)，再利用前述策略解決

教學現場所遇的問題，透過課程協作治理與外部，如：社區、民間組織或

社會資源等合作，爭取社區部落人士認同學校的教育理念，作為學校發展

本位特色課程最佳的後盾，同時培育活絡地方產業所需的未來地方創生人

才，共創多贏!  

 

第三節  偏鄉小學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本節共分為偏鄉小學的意涵與相關研究作討論，首先了解偏鄉小學的

意涵，接著搜尋國內 2020 年至 2022 年近三年以偏鄉國民中小學為主題的

論文，進行有關偏鄉國民中小學在校長課程領導、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創

新研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及學生多元學習成效、社區參與教育等方面的

研究，作實質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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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偏鄉小學的意涵 

    盧延根（2020）的研究指出，偏遠地區通常因謀生不易，青壯年人口

外移，導致人口銳減，因而擴大城鄉與貧富的差距以及造成隔代教養。且

因生活不便的原因，導致教師流動率偏高，常影響正常教學與校務運作。

也因為城鄉差距與文化刺激不足等多重因素，往往不利學生的學習與生活

的關照。 

    對於偏鄉學校的認定，若按我國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所稱偏遠地區學校，係指因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

境、社會經濟條件或其他因素，致有教育資源不足情形之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育部，2017）。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111 學年度全國公私

立國中共有 736 所，國小有 2626 所，合計 3362 校。其中屬於偏遠地區名

單中的公私立國中國小學校數為 1137 所，占比已達 34%（教育部，2022）。 

    教育部的「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總說明」分為極度偏遠、特

殊偏遠及偏遠三級。故偏鄉小學指前述三等級地區之國民小學。此類小型

學校通常指六班以下或學生數 100 人以下的學校，通常位處偏鄉。受都市

化、少子女化等社會變遷衝擊，學生數日少，面臨裁併校退場威脅，因此，

偏鄉學校不得不尋求創新發展以改變困境（詹麗娟，2018）。 

    引此，本研究中位於臺灣本島東部偏遠地區的個案偏鄉小學(rural 

primary school)，係指符合前述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

中第 2 條所列者。 

二、偏鄉小學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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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偏鄉小學在校長課程領導、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創新研發、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及學生多元學習成效、社區參與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根據搜

尋國內 2020年至 2022年近三年以偏鄉國民中小學為主題的論文後彙整可

知，國內近年以偏鄉國民中小學為主題的相關論文計有 6 篇。除了 2022

年查無關於偏鄉學校在校長課程領導、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創新研發、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及學生多元學習成效、社區參與教育等方面的博士論文研

究發表外，其餘年度均有。 

    呂玉環（2021）研究臺灣偏鄉小學推動 STEAM 教育之經驗、策略與

運作模式。從結論得知，臺灣地區的偏鄉學校實施 STEAM 教育，需強化

藝術人文的特性與扮演整合性的角色。並結合學校所在地的特色元素與學

生生活經驗，再透過專家協同教學，採跨領域專題設計，可培養學生跨領

域知識整合與應用的能力。這項臺灣偏鄉小學實施 STEAM 教育發展學校

本位課程，與本個案研究，可邀請教育利害關係人共同進行課程協作治理，

參與研發學校本位課程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 

    王正雄（2021）在一項學校設法突破危機，建構偏鄉教育生態系統的

回復力，這篇關於偏鄉學校主動與社區合作研發課程的研究，結論顯示個

案學校從重啟學校與社區合作的關係開始，找到共同關注的議題，並且轉

化為實際行動，讓社區民眾一起參與課程設計，與學校建立起信任夥伴的

關係。對於偏鄉教育上，在學生學習表現、家長與社區投入上、教師專業

發展及整體系統回復力的建立等方面，能有效改善偏鄉教育。分析該研究

最後提出整全模式供教育政策擬定參考，且鼓勵學校發揮在地文化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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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優勢，邀請社區及民眾共創教育的意義與未來。這與本個案研究採利

害關係人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觀點，可說是一致的。 

    「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除了上述提到的課程研發外，林雅

芳（2020）一篇以 108 課綱跨領域學校本位課程為例的研究，探究偏鄉小

學初任校長的課程領導，內容主要探討偏鄉小學初任校長的課程領導上，

所面臨的問題與突破困境的解決策略，研究發現部份偏鄉小學教師偏重學

童智育成績，並存在著保守和緩步的態度，去面對校長積極於課程的改革

和校本課程的發展。部分偏鄉小學教師也缺乏主動評估自我效能的能力，

去面對 108 課綱課程發展模式和設計轉變。因此，校長的以身作則發揮領

導力，能喚起教師自發性提升校本課程發展的專業知能。這歷程中校長以

高關懷的態度，就能營造偏鄉小學校園的學習氛圍，激勵教師們提升工作

的士氣，型塑學校組織學習的氛圍。 

    在偏鄉國中方面，吳春燕（2021）以國民中學戶外教育課程實施對學

生素養導向學習影響之研究-以新北市偏鄉某國中為例，顯示偏鄉國中跨

領域戶外教學在與專業人士協作進行教學上仍有待加強。顯示協作治理的

概念，可更加落實。陳錦松（2020）探討長期實施 STEM-PjBL 對偏鄉國

中之影響，結論發現，教師在 STEM-PjBL 教學中成長，其課程可延伸至

一般的教學內容。因此教師教學由教師為中心轉化為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從此也發展出學校本位的特色課程，值得學習。 

    王麗娟（2020）以花蓮偏鄉地區國小學童營養教育介入與家庭飲食教

養為研究主題，雖與學校教育無直接相關，但研究也顯示，對於改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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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之認知、態度、行為的訪談中，了解偏鄉地區主要照顧者飲食教養方

式是絕對重要的。家長與學校應是教育合夥人，因此教育利害關係人的參

與，對學生學習是有正向影響與幫助的。 

    上述各篇中，呂玉環（2021）是研究臺灣偏鄉小學推動 STEAM 教育

之經驗、策略與運作模式。王正雄（2021）研究的是關於偏鄉學校主動與

社區合作研發課程的研究。吳春燕（2021）認為偏鄉國中跨領域戶外教學

在與專業人士協作治理的概念上，有改進空間。林雅芳（2020）提及在課

程發展歷程中，校長以高關懷的態度，能激勵教師們提升工作的士氣，型

塑學校組織學習的氛圍。陳錦松（2020）探討實施 STEM-PjBL 對偏鄉國

中之影響，發現教師教學由教師為中心轉化為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從此也

發展出學校本位的特色課程。王麗娟（2020）指出教育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對學生學習是有正向影響與幫助的。 

    綜上可知，近年有關偏鄉地區國中小學校本位課程以及校訂課程研發

的主題研究上，對於課程協作治理的作法，無論是關於偏鄉國民中小學校

在校長課程領導、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創新研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及學

生多元學習成效、社區參與教育等各方面的研究，學者們多半持正向的態

度，鼓勵學校可多多邀請社區、在地人士、地方學者專家等利害關係人一

起參與，共創學校與社區部落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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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以下本章說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本章共分為八節，第一節是研究

架構；第二節是研究對象；第三節是個案研究方法與歷程；第四節是情境

脈絡；第五節是研究者的角色；第六節是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第七節是信

效度；第八節則是研究倫理。此外，本研究將輔以文獻探討，進行資料的

蒐集，以歸納充實及增加結論內容的豐富程度，來加強結論的創新性及提

升應用的層面。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依據研究主題，為達成研究目的、待答問題、

以課程協作治理、學校本位課程及偏鄉小學等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以及蒐

集、整理與分析個案學校之各種文件，包含，歷年申請教育主管機關作為

課程發展之相關計畫，學校課程宣導、校長課程領導歷程觀察記錄、行政

會議與晨會、校務會議記錄、課程發展委員會記錄、每學期各班級學校本

位課程任課教師所提供之成果作品、文件及簡報檔、成員課程回饋意見、

各項網路與平面媒體報導、與課程發展有關之各項文件、作品、校園情境

布置等等，從多面向及多元的資料，作為基礎進行蒐集和分析。所擬定之

研究架構如下圖 3-1 所示： 

 



78 
 

圖 3-1 

偏鄉小學發展校本課程之個案研究-課程協作治理觀點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偏鄉小學發展校本課程之個案研究 

文獻探討 

一、進行情境分析、 

二、建立溝通與信任關係、 

三、確立課程目標、 

四、進行課程組織、 

五、實施課程內容、 

六、推動課程評鑑。 

質性研究：文件、訪談、觀察 

一、課程協作治理的意涵

與相關研究 

二、學校本位課程的意涵 

、發展模式與相關研究 

三、偏鄉小學的意涵與相

關研究 

研究結果之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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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個案研究的場域選擇為臺灣東部一所位處偏鄉地區具阿美族原住

民族特色的部落個案國小。研究訪談對象參與者，以該個案小學在 107 學

年度起，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的歷程中，所實際

參與推動之校長、行政人員、教師、社區與部落的家長、耆老等五人，作

為研究對象的範疇。以下就研究場域的選擇、訪談對象、訪談的進行方式

及資料蒐集與分析等分述之： 

一、研究場域的選擇 

    本個案研究的場域，係選取臺灣東部一所位處偏鄉地區的阿美族原住

民族部落小學為個案。該校 107 至 112 學年度有普通班 6 班，學生人數約

80 人左右。教職員工 26 人，平均服務年資為 10 年，107-112 學年度代課

教師比例平均達 40%左右。社區家長的社經背景多從事農工或是打零工，

族群分佈以阿美族居多，占 70%，其次為閩南人占 20%，剩下為客家、

外省及新住民等，占 10%，是一所典型的偏鄉農村型原住民族地區小學。 

二、訪談對象 

    王春綢(2021)認為個案研究的觀察研究所欲訪談的對象必須與研究

所欲探究的問題是具有密切的相關性，並須具有研究的價值和意願。故本

研究所設定之研究訪談對象亦必須考量其具備代表性及可研究性二項。承

上，本個案研究採用立意取樣，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本個案研究以訪談個

案小學在 107 學年度起，實際參與推動之校長（代碼訪 A）、行政人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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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碼訪 B）、教師 1 人（代碼訪 C）、社區與部落的人士 2 人（代碼訪

D-訪 E）等五人為主要訪談的對象。也就是研究參與者以該個案小學之校

長、行政人員、教師、社區人士等歷年來參與個案學校之學校本位課程研

發的相關人員為主，作為研究參與者的範疇。 

    分別於 2023 年 6 月起，以每位訪談對象至少 2－4 小時的時間，進行

從課程協作治理觀點發展偏鄉小學學校本位課程之個案研究的訪談研究

部分。如遇訪談對象在第一次訪談時，內容有不清楚或需補充說明之處，

則是擇期安排進行第二次訪談。表 3 為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表： 

 

表 3-1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表 

身分 研究代號 訪談月份 訪談時間 備註 

校長 訪 A 2023/06 120 分鐘  

兼行政人員 訪 B 2023/10 120 分鐘  

教師 訪 C 2023/07 120 分鐘  

社區人士 訪 D 2023/08 120 分鐘 部落主席 

社區人士 訪 E 2023/08 120 分鐘 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以上訪談對象以校長、兼任行政人員 1 人、教師 1 人、社區與部落的

人士 2 人等，共五人為主要訪談的對象。 

三、訪談的進行方式 

    本個案研究採用立意取樣，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研究者先根據研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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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所蒐集到的參考文獻，設計出訪談大綱初稿。接著將訪談大綱初稿

與指導教授充分討論後，透過專家意見，形成正式訪談大綱。以利訪談時，

引導參與者將其內心對於偏鄉小學從協力治理觀點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

歷程，作探討與抒發自己的意見。 

    本個案研究以訪談個案小學從 107 學年度起，實際在校參與推動之校

長（代碼訪 A）、兼任行政人員 1 人（代碼訪 B）、教師 1 人（代碼訪 C）、

社區與部落的人士 2 人（代碼訪 D-訪 E）等五人為主要訪談的對象。也

就是研究參與者以該個案小學之校長、兼任行政人員、教師、社區人士等

歷年來參與個案學校之學校本位課程研發的相關人員為主，作為研究參與

者的範疇。 

    本個案研究係採取一對一的個別訪談方式進行，以營造信任、安全、

和諧的訪談氛圍，能夠讓受訪者對從課程協作治理的觀點發展偏鄉小學學

校本位課程之個案研究暢所欲言、充分表達及說明。以期能探究上述受訪

者內心的感受與實際的看法。 

    研究者先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並解釋新課綱、學校本位課程之意涵、

課程協作治理之意涵等概念，以利受訪者了解受訪之目的與理解研究的意

涵。 

    於確認可接受訪談後，接續從本個案研究之個案國小，在 107 學年度

起，在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研發時的歷程中，所

面臨之困境，以及採取課程協作治理的觀點引進在地的人力，在進行情境

分析、建立溝通與信任關係、確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組織、實施課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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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推動課程評鑑等面向研擬出的推動發展方案。與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

踏查、採集及課程設計、研發、實施、成果發表、情境營造，在課程與教

學上發展出問題解決策略的歷程進行訪談，以蒐集採取課程協作治理的觀

點進行學校本位課程推動之相關訪談資料。 

    本個案研究之訪談於 2023 年 6 月起，以每位訪談對象至少 2 小時至

4 小時的時間，進行從協作治理觀點發展偏鄉小學學校本位課程之個案研

究論文計畫的訪談研究部分。如遇訪談對象在第一次訪談時，內容有不清

楚或需補充說明之處，也會擇期安排進行第二次訪談，以了解訪談內容。 

   

第三節  個案研究方法與歷程 

 

    潘慧玲（2021）指出，對於教育科學典範的發展，曾經有學者就說明

與理解作為分類標準的基礎，區分為：科學典範與人文典範二種典範。王

文科、王智弘（2021）認為，為將所得的社會資料做有系統的組織，達成

觀察、研究社會的實務工作，「個案研究法」是可以採取的研究方法。「個

案研究法」普遍應用於臨床心理學、醫學、企管或其他各項不同的領域，

在教育領域上的應用，也具有相當長的歷史。 

    近年在網路上可搜尋到的有，王春綢（2021）針對三所國民小學在美

感教育推動上的個案研究，採取訪談、觀察與文件分析，就美感教育的推

動困境、推動策略及對學生學習成效的部分做歸納，並提出推動美感教育

的結論與建議。也有關於偏鄉國小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發展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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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案研究的相關期刊發表，該研究者與教師團隊共同研擬在課程與教學

設計中融入在地的文化價值，產出新課綱之文化、產業及生態方面的教學

活動設計，（張素真，2020）是一種新的課程發展模式的嘗試。因此，相

關採用個案研究法的碩博士論文或是期刊發表，可說是不勝枚舉。 

    王文科與王智弘（2021）說為達成觀察社會實際的工作，並將所獲得

的社會資料作有系統的組織，可採用個案研究法。因此，個案研究(case 

study)指的是以一個整體的社會單位為對象，這個單位可能是一個人、家

庭、社會團體或是社區、社會機構或是學校等。關於這個名詞有的學者用

個案研究，有些學者是採用個案研究法（吳和堂，2020）。個案研究法相

關的博士論文採取文獻探討、訪談、觀察、文件分析等方法；有些個案研

究法的論文則重視某種特定的情境脈絡之運作，會以觀察、訪問、文獻探

討等方式進行探討此一情境脈絡。簡而言之，個案研究法的資料蒐集來源

可能包含檔案、文件、觀察、訪談。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蒐集資料的方式包含採取觀察、訪談、文件分

析等。兼顧多元性及完整性，也能呈現教育理論與現場實務對話的價值。

本個案研究法三角檢證流程圖，如下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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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本個案研究法三角檢證流程圖 

              訪談教育利害關係人 

 

 

 

 

        公開課、情境布置觀察                課程發展相關文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四節  情境脈絡 

 

    本研究旨在透過個案研究，分析臺灣東部一所位處偏鄉地區的阿美族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個案國小，在 107 學年度起為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

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的歷程中，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採取協作治理的觀點

引進在地的人力、物力資源，進行情境分析、建立溝通與信任關係和承諾、

設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組織、實施課程內容、落實課程評鑑的情形，作

為偏鄉小學在推動課程與教學發展時的參考。 

    並同時瞭解偏鄉地區小學在發展校訂課程歷程中，透過課程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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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機，從校長課程領導，學校創新經營，教師專業成長，社區部落利害

關係人共同協作、校園情境營造等多元的方式，發展出的問題解決策略。

並探究 107 學年度起內部行政人員、教師與外部在地人力、社區教育利害

關係人協作治理的歷程與結果及對課程研發的看法與回應。 

    本個案研究之場域是以臺灣東部一所偏鄉地區的阿美族原住民族部

落個案國小為主進行的研究。該校 107 至 112 學年度有普通班 6 班，學生

人數約 80 人左右。教職員工 26 人，平均服務年資為 10 年，107-112 學年

度代課教師比例平均達 40%左右。社區家長的社經背景多從事農工或是打

零工，族群分佈以阿美族居多，占 70%，其次為閩南人占 20%，剩下為

客家、外省及新住民等，占 10%，是一所典型的偏鄉農村型原住民族地區

小學。本個案研究採用立意取樣，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本個案研究以訪談

個案小學在 107 學年度起，實際參與推動之校長（代碼訪 A）、行政人員

1 人（代碼訪 B）、教師 1 人（代碼訪 C）、社區與部落的人士 2 人（代碼

訪 D-訪 E）等五人為主要訪談的對象。也就是研究參與者以該個案小學

之校長、行政人員、教師、社區人士等歷年來參與個案學校之學校本位課

程研發的相關人員為主，作為研究參與者的範疇。 

    依據研究主題，為達成研究目的與動機、待答問題、學校本位課程及

協作治理等相關文獻探討，以及蒐集、整理與分析個案學校之各種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文件。本研究採用質性個案研究法，並以觀察、訪談及文件分

析來蒐集相關研究的資料，進行研究設計與研究發展。 

    該個案小學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中，曾經爭取多項計畫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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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如：107-110 學年度大學地方教育輔導計畫、107-111 年度教育優先

區計畫、107-109 學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110 學年度活化教學計

劃、文化部 108-110 年度藝文教育扎根計畫以及 107-111 各年度募得的外

界捐款等，挹注校內歷次 108 課程總綱研習、備課日、週三教師進修、社

區部落在地素材採集踏查、戀上我的家師生繪本創作、開設阿美族傳統歌

謠舞蹈社團、創立烏克麗麗音樂社團、學校願景情境布置等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活動。本研究藉由蒐集個案學校自 107 學年度起，歷年申請教育主管

機關作為課程發展之相關計畫，學校課程宣導、校長課程領導歷程觀察記

錄、行政會議與晨會、校務會議記錄、課程發展委員會記錄、每學期各班

級學校本位課程任課教師所提供之成果作品、文件及簡報檔、成員課程回

饋意見、各項網路與平面媒體報導、與課程發展有關之各項文件、作品、

校園情境布置等等，以上述多元的資料作為基礎進行蒐集和分析。 

    因本研究屬個案研究，本身雖有其研究的範圍與限制，無法完全複製

到其他不同縣市、區域學校全盤利用。但透過個案研究、訪談、資料分析

的過程，可充分瞭解偏鄉小學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課程設計、

研發、實施、成果發表、情境營造等陪伴與諮詢服務工作上，可能遇到的

困境，及可發展之問題解決策略。且本個案研究本身具教育理論與教學現

場相對話、結合，應可提供其他區域偏鄉小學在整合社區資源，發展校學

校本位課程之模式，引介社區教育利害關係人協作治理歷程與結果上，足

以作為他校遇到類似情境時，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之範例與架構上的參考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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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林佳靜與許世璋（2017）以東臺灣一所原住民族小學為主體進行的

地方本位環境教育課程的實踐之個案研究，可以發現偏鄉小學學生透過家

鄉自然與文化資源的體驗和觀察，可將家鄉這些地方意義帶入學生的內心

並產生情感，是校訂課程在學生情意學習中對地方感產生情感依附的主要

關鍵。因此，個案學校辦理教師共備觀議課專業學習社群，邀請大專院校

學者專家到校諮詢陪伴，正向引導社區部落人力資源進行課程協作，協助

學校進行在地教學素材的採集，轉化為教師設計與實施素養導向學校本位

課程與教學的養分，並激勵教師持續專業增能，研發出以學生為中心的學

校本位課程，保障偏鄉學生的學習品質。這與本研究個案學校課程研發目

的一致。 

    如此一來，除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外，讓家長、社區、部落人士、耆

老等更加認識、認同學校的辦學願景、教育政策推動方向，作為學校發展

本位特色課程最佳的後盾，培育活絡地方產業所需的未來人才，共創多贏!

此乃本研究之情境脈絡。 

 

第五節  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的角色以觀察、訪談、文件資料分析等工作為主，探究個案國

小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過程中，採協力治理的觀點，從引介社區人力，進

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課程設計、研發、實施、成果發表、情境

營造等陪伴與諮詢服務工作，期間所遇困境，及發展問題解決策略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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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所蒐集到的文獻、文件資料、訪談內容等加以分析比對，彙整出結論

與建議。 

  趙錫卿（2021）認為研究者個人的動機與想法，與結論的效度有直接

的關係。因此，研究者為提升研究的效度，認為研究的設計與資料的分析，

若是基於個人的願望，而忽略研究方法與結論之間的隱藏涵義，將會使研

究產生瑕疵。 

    在本個案研究中，研究者是以局外人的角色，進入個案學校進行觀察、

資料分析、訪談等工作為主。從觀察、訪談與蒐集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相關

資料後，進行客觀分析的。進而探究個案國小學校本位課程從引介社區人

力，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課程設計、研發、實施、成果發表、

情境營造等陪伴與諮詢服務工作，期間進行情境分析、建立溝通與信任關

係、設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組織、實施課程內容、落實課程評鑑等所遇

困境，及發展問題解決策略之歷程。 

 

第六節  資料的蒐集與處理 

 

    本個案研究依據研究主題，為達成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將整理偏鄉

小學、學校本位課程及協作治理等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並蒐集、整理與分

析個案學校之各種文件。為兼顧資料來源多元性及廣泛性的蒐集層面，也

要能凸顯教育理論與現場實務經驗對話的價值。本個案研究分析臺灣東部

一所位處偏鄉地區的阿美族原住民族部落個案國小，在 107 學年度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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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的歷程中，所面臨的困境，以及

採取協作治理的觀點引進在地的人力，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

課程設計、研發、實施、成果發表、情境營造，在課程與教學上發展出問

題解決策略的歷程。 

  各種文件包含，107 學年度起，歷年申請教育主管機關作為課程發展

之相關計畫，學校課程宣導、校長課程領導歷程觀察記錄、行政會議與晨

會、校務會議記錄、課程發展委員會記錄、每學期各班級學校本位課程任

課教師所提供之成果作品、文件及簡報檔、成員課程回饋意見、各項網路

與平面媒體報導、與課程發展有關之各項文件、作品、校園情境布置等等。 

從各項文件、數位資料，作為基礎進行蒐集和分析。 

  在文件及訪談資料的處理上，處理流程如下： 

一、資料編碼 

    研究者在個案學校將所蒐集到的各種文件資料、歷年申請教育主管機

關作為課程發展之相關計畫，學校課程宣導、校長課程領導歷程觀察記錄、

行政會議與晨會、校務會議記錄、每學期各班級學校本位課程任課教師所

提供之成果作品、文件及簡報檔、成員課程回饋意見、各項網路與平面媒

體報導、與課程發展有關之各項文件、作品、校園情境布置將由研究者一

個人予以彙整、分類及進行編碼，以利後續解讀、分析。對於有疑問的部

分，也會由研究者直接詢問資料來源提供者，不假他人之手進行資料分析

與解讀，以求文件研究分析上之真實無誤。 

    就文件的資料編碼方面，編碼方式以「文」字為文件編碼代號，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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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日期作為編碼，例：文-20230416，表示是在 2023 年 4 月 16 日取得或

製作、成立的文件資料作分析的，其他以此類推。分析上以相關主題之文

件予以比較與判讀，藉以提升資料來源之真實性與可靠性。 

    就訪談的資料編碼上，本個案研究採用立意取樣，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本個案研究以訪談個案小學在 107 學年度起，實際參與推動之校長（代碼

訪 A）、行政人員 1 人（代碼訪 B）、教師 1 人（代碼訪 C）、社區與部落

的人士 2 人（代碼訪 D-訪 E）等五人為主要訪談的對象。也就是研究參

與者以該個案小學之校長、行政人員、教師、社區人士等歷年來參與個案

學校之學校本位課程研發的相關人員為主，作為研究參與者的範疇。且本

個案研究係採取一對一的個別訪談方式進行，以營造信任、安全的訪談氣

氛，能夠讓受訪者對從協作治理觀點發展偏鄉小學學校本位課程之個案研

究暢所欲言、充分表達及說明。在資料編碼上以「訪」字為代表作為編碼

代號，並加上日期作為編碼，例：訪 B-20230416，表示是在 2023 年 4 月

16 日立意取樣訪談 B 所得的訪談紀錄，其他以此類推。 

    就觀察的資料編碼方面，編碼方式以「觀」字為觀察記錄編碼代號，

並加上日期作為編碼，例：觀-20230520，表示是在 2023 年 5 月 20 日所

得的觀察記錄資料作分析的。其他以此類推。分析上以相關主題之觀察記

錄所得資料，予以比較與判讀，藉以提升資料來源之真實性與可靠性。 

二、資料的轉譯 

    將訪談錄音之記錄轉為逐字稿，並為掌握每位研究參與者之原意亦能

忠實呈現，訪談結束後會檢視內容之真實性，倘若遇到研究參與者有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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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說明的題目時，研究者會加以尊重，避免扭曲事實真相，影響研究結論

與建議之真實性。 

三、文件與訪談、觀察資料的分析 

    研究者在蒐集個案學校所提供之文件後，分別標記所獲得之日期，提

供者等資料，接著進行文件類別的註記與說明摘要，並將文件作為分析核

對之原始資料。再將註記結果與其他資料一起呈現，編序出個案國小在發

展學校本位課程上的內容，以獲得本個案研究之訪談結果進而產出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內容。 

    研究者在訪談後，會將錄音檔轉成逐字稿，會就其重點進行歸類與編

碼，再就已編碼之資料進行分析，並與其他研究參與者之同類內容資料進

行比較與佐證，以便整理出系統性之架構。藉以忠實呈現訪談內容與結果。

在經過結果與討論之分析，獲得本個案研究之訪談結果進而產出第四章研

究結果與討論內容。 

    趙錫清(2021)認為，好的研究者所欲探討的，並非單純的描述資料的

事實或是內外部信效度的問題而已，應以研究參與敘述者的「事實建構」

來看待問題。故為獲致本個案研究之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內容，就各項

文件及歷次訪談內容加以分類、歸納後，以訪談大綱為主，藉以忠實呈現

文件蒐集與訪談內容和結果。 

    研究者在到校觀察後，會將電子檔轉成逐字稿，並就其重點進行歸類

與編碼，再就已編碼之資料作分析，並會與其他研究參與者之同類內容資

料進行比較與佐證，以便整理出系統性之架構。在經過結果與討論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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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本個案研究之訪談結果進而產出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內容。 

 

第七節  信效度 

 

    本個案研究主要是探究個案國小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過程中，採協力

治理的觀點，從引介社區人力，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課程設

計、研發、實施、成果發表、情境營造等陪伴與諮詢服務工作，期間所遇

困境，及發展問題解決策略之歷程。以下就信度與效度的建立作說明： 

一、信度的建立方面 

    本個案研究詳細敘述資料蒐集的日期、時間、地點、過程與方法等，

以及資料分析的過程。研究者所做的研究情境與原始資料分析，將如實呈

現，減少研究者本身主觀價值判斷，以提高蒐集資料之信度。 

二、效度的建立方面 

    王春綢(2021)針對三所國民小學在美感教育推動上的個案研究，內容

提到效度是指研究獲得真實性資料之內在效度與推論於相同情境之外在

效度二者。因此本個案研究採取觀察、立意取樣做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

作三角檢證之分析，以提高內在效度。並運用個案學校文件資料檢證、各

類文獻資料佐證與研究參與者訪談等三角檢證法，以提高資料分析之外在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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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研究倫理 

    任何一個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倫理議題相當廣泛，為提升研究信度，從

事質性研究的工作者應盡可能加以深入探討（王春綢，2021），而研究情

境中要揭露又不能剝削，又要求真又不能傷人等的多方考量，使得研究者

得盡力兼顧研究倫理的多面性（賴金河，2012）。因此為謹慎遵守研究倫

理與規範，故本個案研究在個案小學及社區、部落現場進行研究時，會基

於研究者本身與受研究群體的需要、受研究群體與讀者間知的利益與價值、

及可能影響本個案研究結果之主客觀條件與推演程度，故需在此加以說明，

以釐清本個案研究中所涉及的倫理道德規範問題。 

    在個案研究實施過程中，將會遵守尊重受研究學校與個人的意願、確

保隱私權、不危害研究參與者的身心、恪遵誠信原則、並對訪談資料加以

客觀分析與運用等要項，以達成遵守研究倫理與規範的基本要求。 

    以下將就本個案研究可能涉及的研究倫理議題，分別說明之，包含：

自願原則、尊重研究參與者個人隱私權原則、保密原則、公正合理原則、

研究結果的使用權等。 

一、自願原則 

    首先，本個案研究的訪談對象採立意取樣，在徵詢研究參與者時，最

主要的考量是尊重研究參與者的個人意願。訪談實施前會讓研究參與者清

楚瞭解本研究之旨趣、實施流程、訪談大綱、108 課程綱要主要概念、個

案國小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內容與研發、實施的歷程等資訊。並向研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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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說明其本身的權益並徵得同意後，始得參與本研究。 

    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會先充分說明觀察標的，徵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

與尊重渠等個人意願。王春綢（2021）認為在進行訪談前要再次徵得研究

參與者之確認，並請受訪談人在充分了解研究目的及自願的情境下，簽立

書面同意書，以確保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雙方共同履行承諾之依據。因此，

本個案研究也會遵照辦理。若研究參與者未同意或終止參與時，將不進行

研究行為，並在雙方溝通，取得正式同意後，再行進行訪談、觀察與文件

蒐集等研究。 

二、尊重研究參與者個人隱私權原則 

    趙錫卿（2021）為確保及尊重研究參與者，個案研究應遵守尊重受研

究學校與個人的意願。確保研究參與者的身心不會受到危害。並以誠信原

則進行研究。因此研究進行時以匿名及隱私性原則，將進行資料編碼分析。

在文件資料蒐集與訪談過程中，與研究參與者建立良好互動、溝通、彼此

信任的關係。在訪談開始前，研究者須向各研究參與者充分說明相關權益

事項，尤其是本研究之背景、目的研究進行方式、訪談錄音檔轉逐字稿的

檢視權利、資料的處理、使用、保存等方式，並告知可以隨時停止參與研

究，以保障其權益。 

    在確認研究參與者同意接受訪談後，會請研究參與者簽署訪談知情同

意書。且在完成文件資料蒐集與訪談等研究後，將銷毀原始資料對照表，

以尊重及維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權原則。另，若有涉及個案小學與研究參

與者的個人隱私事項，研究者保證隱私部分將不會出現在研究資料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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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保存的過程中加以探究，更不會被作為撰寫研究結論與建議時的題

材。研究者會再次邀請研究參與者確認資料蒐集與訪談內容並無涉及個人

隱私的部分，並以三角檢證方式，確認無誤後，不屬於個人隱私的部分再

寫入研究結論與建議中，以維護、確保及尊重研究參與者個人隱私權原

則。 

三、保密原則 

    王春綢（2021）認為要落實研究倫理的保密原則，個案研究應對於研

究參與者所提供之各項文件、訪談，均一律採取「匿名」與「編碼」原則

進行。本個案研究為落實研究倫理的保密原則，對於研究參與者所提供之

各項文件資料、各次訪談內容，均一律採取匿名、編碼等原則進行。 

    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研究者將持續提醒研究參與者會以匿名方式做

資料的處理與研究結論等的撰寫，以降低其自我保護及防衛心態，並建議

研究參與者能敞開心胸，真誠據實說明，以利後續資料彙整及各項學術研

究進行。對於外界若想了解研究參與者真實身分，將必須保證絕不透露，

對於可能涉及的敏感性題材，將會主動加以刪除，避免呈現，以達成研究

倫理的保密原則。 

四、公正合理原則 

    研究者必須與參與研究者建立於平等的關係中進行，避免以指導的口

氣進行，必須堅守公正客觀的立場看待所蒐集到的文件與研究參與者訪談

時所敘說的內容。遇到研究參與者有不願意說明時，研究者應加以尊重，

避免扭曲事實真相，影響研究結論與建議之真實性。研究者在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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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解讀與詮釋過程，應秉持公正態度，合理的忠實反映不同的觀點及

各項意見。因此研究內容將不刻意排除各項研究資料及內容，以忠實向讀

者反映研究結果。 

五、研究結果的使用權 

    研究者在資料蒐集與訪談後的彙整、分析、解讀過程，除秉持公正態

度，反映不同的觀點及各項意見外，在研究者本身對於研究結果上，固然

具有發表及善意用途的使用權利，但本於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在成果使用

上的平等原則，將同意前述人員可以單獨或是聯名引用，或是節錄相關內

容，持續進行善意之學術研究、發表或是刊登（王春綢，2021）。雙方日

後亦可再行選取不同研究者、研究參與者為對象，進行相關其他研究。且

亦將同意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可單獨或是聯名將後續研究進行引用或是

節錄相關內容作發表、支配其用途。 

    王春綢（2021）指透過研究倫理議題探討，能盡量排除、減低在研究

過程中，可能對研究結果產生的各種研究倫理不利的影響因素。為提升本

個案研究的內外在效度，就本個案研究可能涉及的自願原則、尊重研究參

與者個人隱私權原則、保密原則、公正合理原則、研究結果的使用權等，

本個案研究藉由研究倫理議題探討，盡量減低在研究過程中，對研究結果

產生的各種研究倫理不利的可能性，確保研究的真實性與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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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透過個案研究法，從觀察、訪談、文件分析這所偏鄉個案學

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研發歷程，經由各次宣導凝聚共識、課程計畫、教師進

修、會議記錄、計畫執行、學習成果發表、媒體報導、師生繪本創作、學

校簡介摺頁、校園情境布置等的過程，以個案研究法了解偏鄉小學為因應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從邀請部落各種 NGO 組織、社區發展協會、

耆老、頭目等地方仕紳參與課程協作治理的觀點，瞭解偏鄉小學的學校本

位課程的發展歷程。 

    本章採 Skilbeck（黃政傑與張嘉育，2008）、蔡清田（2023）分別提

出的課程發展模式，以及 Ansell & Gash(2008)的協作治理內涵，並參考葉

志傑與謝傳崇（2013）協力治理過程模型的五個層面，復結合本研究目的。

綜上，本個案研究課程協作治理觀點的內涵層面，包含：進行情境分析、

建立溝通與信任關係、設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組織、實施課程內容、推

動課程評鑑等。 

    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是進行情境分析；第二節是建立溝通與信任

關係；第三節是確立課程目標；第四節是進行課程組織；第五節實施課程

內容；第六節則是推動課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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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進行情境分析 

 

    研究者從個案學校提供的 107 學年度課程計畫文件中的貳、學校基本

資料及資源和特色分析（文-20230701）中，得知個案學校之課程發展委

員會自 107 學年度起，透過 SWOT 情境分析，以瞭解學校課程發展的問

題與需要，選擇適合發展課程的在地自然與人文素材。擬訂策略進行課程

研發。 

該校在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地理環境、教學

設施、師資支援、學生特質、家長期望以及社區特性等方面的 S（優勢﹚、

W（劣勢）、O（機會點）、T（威脅點）、S（行動策略）之情境分析，詳

如附錄一。茲將各方面的情境分析說明如下： 

一、地理環境 

    在學校的地理環境方面，個案學校優勢是位於海岸山脈南段，鄰近太

平洋，學區環境優美，具有豐富的生態資源，可以支持發展校本課程。但

因學區遍及附近的三個村落，幅員廣大。且因地勢崎嶇，學生就學較不方

便，是其中的劣勢。 

    又因學區附近具有山川溪流河海等豐富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居住在

此地的，故學校可延伸教學場域至部落社區。本地富含多樣的自然與人文

環境資源，恰可提供作為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最好的素材。 

    不過劣勢是每年平均有 1/2 以上比例的教師不是當地人，因此在發展

學校本位課程上，非本地與新進教師往往對學區地理、生態與人文環境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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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故須鼓勵教師持續增能，以利後續推動學校本位課程。而善用多

樣豐富的山川溪流河海等自然環境，與阿美族、閩南、客家、外省及新住

民等人文的環境生態教育，會是學校發展本位課程上很好的行動開端。故

個案學校以此情境分析所獲致的結果，開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行動策略。 

    以學校所處的環境而言，校長指出： 

 

  學校的環境是位於臺灣東部海岸山脈南段，是一所偏遠的農村型 

    原住民族部落重點小學。學校班級數含帅兒園為 7 班，學生人數 

    不到 80 人，80%以上是阿美族，家長多半務農及打零工維生。 

    學校與社區存在著高度緊密互相依賴的關係，在新課綱校訂課程 

    發展上積極結合部落各種 NGO 組織、社區發展協會、耆老等參 

    與，共同建構部落與學校共生共榮的教育發展圖像。 

    學校環境的分析顯示，該校位於臺灣東部海岸山脈南段，具有 

    豐富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資源，是一所位處特偏地區的農村型原 

    住民族部落重點小學。在 111學年度學校班級數為 7班，受到 

    少子女化的影響，學生人數已不到 80人，80%以上是阿美族， 

    家長多半務農及打零工維生（訪 A-20230624）。 

 

    由於學校教師流動率較高，加上學校與社區存在著高度緊密互相依賴

的關係，因此在新課綱校訂課程發展上，就採取積極結合部落各種 NGO

組織、社區發展協會、耆老、頭目等地方人士參與課程協作治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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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構部落與學校共生共榮的教育發展圖像。 

二、教學設施 

    其次，在教學設施上，研究者分析該校教學設備尚屬現代化，能滿足

教學使用，是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的機會，且圖書室藏量約 3000 冊，頗為

豐富。美中不足的是教室建築多屬民國 60-80 代興建的舊建築。現代化資

訊設備陸續添購，放入後室內的空間略顯狹小。加上圖書室位置離教室較

遠，不利推動閱讀活動。 

    所以，要善用現有教學設備，進行多元且有效能之教學活動。並以學

校樹屋的意象，營造幽靜的閱讀環境。同時要留意學校位於溪流附近，環

境潮濕，教學設備容易損壞。加上管理使用易疏忽，容易造成設備的故障

或毀損，是一大威脅點。 

    因此，在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的教學設施設備管理方面，學校的策略是

落實財產管理與教師們的使用操作上的訓練，也期許能夠繼續尋求上級和

外界的資源挹注，改造圖書室，持續推動圖書借閱 e 化與閱讀精進相關活

動。可見閱讀會是個案學校一項重要的學校本位課程內容之一。 

三、師資支援 

    在師資支援方面，本研究個案國小 107 至 111 學年度有普通班 6 班，

教職員工 26 人，平均服務年資為 10 年，107-111 學年度代課教師比例平

均達 40%左右。可以看到個案學校的教師普遍都年輕化，且肯做事、認同

學校的發展經營理念，這種向心力是一大優勢。 

    但較弱勢的地方是，每年平均有 1/2 以上比例的教師不是當地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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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師比例達 40%，流動率較高。新進教師們在行政、課程與教學上的經

歷較為不足，尤其教師流動率每年平均為 4 成，初任的同仁在經驗上尚待

時間的歷練，也須多磨合。 

    不過，初任教師普遍具熱忱且學有專精，近年更有具音樂與美術、英

語等專長教師分發或是透過代理教師甄試、縣內介聘等管道到校任職。在

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上，教師教育理念與學校校務發展能夠一致，是

很大的機會點。 

    但這其中近年本地教師較少，超過 1/2 以上戶籍又為非本地教師，比

較欠缺對地方的認識與溝通和了解的互動管道。必須推動教師參與相關的

教師專業增能社群運作，加強本地教師與新進同仁間的教學經驗分享與對

話，才能協助非本地教師進入情況，熟悉學校附近的社區部落與自然、人

文環境、產業、族群等背景知識。並規劃跨領域主題式統整性在地課程，

善用教師專業能力，提升學生受教品質。 

    以個案學校 106 學年度的課程計畫文件（文-20170901）分析可見 107

學年度之前，教師仍處於單打獨鬥的情境，所進行的學校本位課程也無學

科領域之間的橫向聯繫，各年級之間也缺乏縱向的連貫。學校本位課程往

往只是流於形式，老師看主題名稱望文生義，天馬行空操課。更缺乏教師

教學省思、同儕回饋與評鑑機制，無法有效提升教學品質。 

    當時參加過新課綱總綱研習、有效教學、班級經營、素養導向教學評

量設計等工作坊者，未達教師人數的半數，甚至參與過新課綱總綱宣講研

習的人數僅一人。因此對於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的學校本位課程設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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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言，專業師資的人力資源不足是很大的負擔。因此，個案學校以教師

增能、共備觀議課作為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認識地方的具體行動策略。 

四、學生特質 

    依據個案學校提供的 107 學年度課程計畫文件中的貳、學校基本資料

及資源和特色分析學生特質欄位顯示： 

 

    學生的優勢是生活環境樸實，有禮貌且學習認真肯努力。但學生 

    學科基本學力較弱，且同年齡之學生認知能力差異頗大。接受特 

    殊教育學生，比率上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機會點是學生人數少，可實施差異化的分組合作學習，增進學生 

    同儕間的互動，培養團隊精神。威脅點是學生在現代科技產品進 

    入家庭的趨勢下，抵抗誘惑能力薄弱。在生活習慣上，有待養成 

    良好的生活習慣（文-20230701）。 

 

    因此學校採取的行動策略是積極推動健康促進，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開辦學習扶助與課後照顧、與大學合作進行數位學伴、開設藝文音樂體育

等社團計畫，善用分組合作學習，提升學生讀寫算基本學力，並激發學生

多元智慧潛能。 

五、家長期望 

    研究者分析，個案學校的學區家長多半務農，傳統上觀念較為純樸，

採信任並支持學校辦學的想法。但是劣勢是多數家長忙於家庭經濟，關心



103 
 

收入不穩定問題，在教育上投注時間、精力就比較少，對於教育改革新方

向缺乏足夠的認知。 

    個案學校的機會點是在這種情境下，家長無心於學生之學業表現，讓

學校及教師享有教育主導權，規劃學校行事活動上也較為單純，不像都會

地區的學校，會有家長干預學校事務的情形。 

    不過，分析對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威脅就是可運用的家長資源缺乏，

且因家長忙於農務，參與學校活動之意願較不高。因此學校採取的策略是

積極辦理班親會、家庭教育及親職教育活動，透過講座與宣導、通訊軟體

群組、臉書社團、學校網站等多元方式，讓家長了解學校辦學的理念與教

育改革的方向。最主要目的應該是善用家長對學校的信任與支持，給予灌

輸正確的教養觀念，一起配合學校的運作及發展。 

    由於個案學校家長的社經背景多從事農工或是打零工，族群分佈以阿

美族居多，達 70%，其次為閩南人占 20%，剩下為客家、外省及新住民

等，占 10%，是一所典型的偏鄉農村型原住民族地區小學。因此校本課程

上多半以此農村產業及原住民族為背景，作為學校本位課程單元主題的內

容。 

六、社區特性 

  個案學校學區的村長、鄉代表、社區發展協會、部落主席等人員熱心

參與學校事務。復又社區擁有豐富多元的地方人文特色，形成學校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的優勢。但較為劣勢的是社區部落之間的交通不便，聯繫上較

困難。據了解聯外道路常受天候因素影響，阻斷道路通行。校長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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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遴選到本校前，學校尌提出為因應108新課綱的推展，需要有 

  發展過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的人，來帶領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剛好 

  我在前導學校服務過，有相關的資歷，因此來到這裡任職後，尌依 

  據本校校訂課程的目標主要跟在地部落和社區進行結合。 

因此在課程發展推動上，尌積極邀請社區人士一起參與課程發展委 

員會的運作，共同規劃與自然和人文資源相結合的課程。 

（訪A-20230624） 

 

對社區特性，學校兼任行政的人員在受訪時提及： 

  

    本校校訂課程目標主要跟當地部落和社區進行結合，課程目標與自 

    然和人文結合。所以我們會邀請像學區的村長、部落主席、社區發 

    展協會的理事長，當然像是我們的家長會長他們一起來參加開會， 

    列入組織人員中。 

    雖然他們對於甚麼學校本位課程、核心素養教學不太懂，但是他們 

    也都會準時來參加，提供學校很好的課程發展建議。這幾年校長與 

    他們關係相處得不錯，也很感謝他們的參加（訪B-20231008）。 

 

    研究者分析發現，學校課程發展的機會點是社區人士聚會多，容易達

成共識並支持學校辦學。加上社區與學校間的活動、聯繫頻繁，較能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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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力，認同學校是社區文化傳承的核心。 

    分析此層面的威脅點，在於學區產業凋零，部落人口持續外流，年齡

呈現 M 型化，以老幼為主，因此社區發展過度仰賴學校。因此在行動策

略上，學校採取的是加強課程與社區元素的連結，積極研發學校本位課程，

這與研究者談校長、兼任行政人員等所得的結果一致。在課程發展推動上，

學校確實是積極邀請社區人士一起參與課程發展委員會與教師增能進修

等，共同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七、與社區人士進行課程協作治理情形 

    在與社區教育利害關係人進行課程協作治理上，由文件中的 107 學年

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文-20230701）可以發現，學校與

社區代表成員一同討論、決議了與學校本位課程有關的彈性學習節數課程

內容的規劃，以及該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學習節數及彈性節數安排等重要

議題。 

    會議中邀請了家長會長、副會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人蒞臨出席。

而且會長及理事長連續出席了第一次初審及第二次複審的二次會議。由此

可見，該校是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也重視家長、社區參與共同進行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時的協作治理。 

    研究發現，以 111 學年度的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紀錄（文-20230322）

為例，共開了五次會議。會議內容都在討論與學校次一學年度本位課程發

展有關的現況分析、課程願景目標、學生圖像、課程架構、教科書版本選

用規劃、校訂課程主題、實施節數、撰寫分配方式、校外教學地點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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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討論議題。會議中都邀請校內同仁及家長、社區與部落代表等人與

會，大家充分表達意見。 

八、討論  

    Skilbeck(1984)的情境模式是透過情境分析，依據學校所遇問題與實

際需求訂定課程目標，設計課程方案，實施課程與評鑑課程。蔡清田（2022）

提出核心素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理論建構模式，認為學校可按情境分析、

願景建構、方案設計、執行實施、評鑑回饋、配套措施的學校本位課程實

踐行動步驟，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Salleh 等人(2018)研究新加坡公立學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歷程後認

為，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背景因素對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產生重大

的影響。教師根據學校所在地需求創新和客製化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過程

中，學校教師需要與教育利害關係人之間共同建構課程。 

    顏思婷與江岷欽（2022）研究以知識管理的理論認為學校與社區可透

過 SWOT 模式，善用雙方資源互通的學校社區化與社區學校化的歷程，

對於各種地方知識彙整於知識平臺，進行取得、累積、交流、分享與創造

特色課程的歷程，實踐公民參與。 

    許瑞芳（2016）指偏遠地區小型學校最大的限制就是缺乏專業人力資

源，因此需向外界、社區延聘各領域專家一起協作充實課程發展所需人力

資源，個案學校亦是如此。 

    郭春松（2022）認為學校可進行客觀環境掃描和 SWOT 分析，依發

展階段滾動修正，梳理核心素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脈絡，研擬本位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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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探究該校規劃學校整體課程目標，設計課程地圖，分配學習節

數，最後發展彈性學習課程及學校特色活動。 

    林雅芳（2021）的研究認為偏鄉小學要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可整合社

區人力資源，營造課程協作的校園學習文化，致力學生學習需求為優先考

量，帶領學校成員發展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 

    從前述理論可知，個案學校為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採取從知識管理的角度出發，對學校所處內外在的情

境進行 SWOT 分析。並依據情境分析模式，將所遇問題與推動課綱之實

際需求，梳理學區之歷史、經濟、政治、社會、族群和文化等背景因素脈

絡，提出核心素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願景、課程目標、課程地圖、方案

設計、分配學習節數。接著試行與正式實施最後是評鑑回饋，建構情境營

造等配套措施的課程行動步驟，發展出學校本位課程。透過知識管理，將

探索得知的地方知識，利用課程發展委員會作為知識彙整平臺，進行取得、

累積、交流、分享等。並與社區教育利害關係人進行課程協作治理，整合

社區人力、物力資源，營造課程協作的校園學習文化，設計在地化情境的

特色課程，達成公民參與的目的。 

  （一）107學年度前校本課程流於形式 

    分析個案學校 106 學年度的課程計畫提及的學校本位課程單元主題

（文-20170901），可以瞭解當時課程發展委員會的討論中，只有設定年級

教學的主題，包含：食農、產業及族群三大主題。與食農教育相關的有稻

米、果樹。和產業相關的是水圳、歷史古蹟，和族群文化有關的包含打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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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魚等。惟只有標題式的主題，缺乏學校願景、課程目標、課程架構。也

未見系統性的主題內容安排和各年段實際所要教授的課程進度與內容。並

無教學活動設計或是教學活動流程、評量方式等具體內容可供查閱。 

    顯見九年一貫課綱時期的學校本位課程，因人事更迭頻繁，教師對於

課程目標、課程架構等實施上易流於形式。這樣的學校本位課程內容，也

與新課綱素養導向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趨勢不相符。因此，為迎接新課綱

的挑戰，個案學校積極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的研發。 

  （二）107學年度啟動校本課程研發歷程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綱倡導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與發展，校本課程計畫

有三個方面，包含：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及課程成果。課程發展的範疇大

致包含學校總體課程計畫、領域課程計畫、校訂課程﹙吳俊憲等，2022﹚。 

    分析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課程計畫文件中的貳、學校基本資料及資源

和特色分析（文-20230701），可發現該校為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是從學校

所處內外在的情境分析得到的結果為出發。配合 108 學年度實施的新課綱 

，逐步開展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策略。故與 Skilbeck(1984)的情境模式研

究相同。也與蔡清田（2022）、顏思婷與江岷欽（2022）與郭春松（2022）

等人的研究相符。以下為各層面情境分析的討論。 

  （三）各層面情境分析之討論 

    首先，與顏思婷與江岷欽（2022）研究相同的是，個案學校加強本地

教師與新進同仁間的教學經驗分享與對話，能協助非本地教師進入情況，

熟悉學校附近的社區部落與自然、人文環境、產業、族群等背景知識。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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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在地課程，善用教師專業能力，提升學生受教品質。

以此作為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認識地方的具體行動策略。其次，在教學資

源利用上，推動閱讀會是個案學校一項重要的學校本位課程。 

    此外，為回應情境分析的學生特質，故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強調提

升學生讀寫算基本學力並善用分組合作學習，以激發學生多元智能。在家

長與社區資源上，個案學校採辦理活動的方式，讓家長充分了解學校辦學

的理念與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其主要目的應該是善用家長對學校的信任與

支持，給予正確的教養觀念宣導，強化親職教育，配合學校的運作及發展。

並適時結合社區發展，採取加強學校本位課程內涵與社區、部落自然與人

文元素的結合。 

  （四）強化社區參與課程協作治理 

    個案學校根據各層面情境分析所得結果，積極將學校本位課程內涵與

社區、部落自然與人文元素的結合，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這部分由

文件中的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文-20230701）

可以發現，會議中邀請了家長會長、副會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人蒞

臨出席。而且會長及理事長連續出席了第一次初審及第二次複審的二次會

議。由此可見，該校是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也重視家長、社區參與共

同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的協作治理。並決議了與學校本位課程有關的

彈性學習節數課程內容的規劃，以及該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學習節數及彈

性節數安排等重要議題。 

    111 學年度的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紀錄（文-20230322）顯示，當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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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年開了五次會議。會議內容都在討論與學校次一學年度本位課程發展有

關的現況分析、課程願景目標、學生圖像、課程架構、教科書版本選用規

劃、校訂課程主題、實施節數、撰寫分配方式、校外教學地點與實施方式

等討論議題。會議中都邀請校內同仁及家長、社區與部落代表等人與會，

大家充分表達意見。 

    因此，本個案研究在情境分析上，與蔡清田（2022）、林雅芳（2021）

及郭春松（2022）、許瑞芳（2016）等，認為學校可進行客觀環境掃描和

SWOT 分析，依發展階段滾動修正，梳理核心素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脈絡，

研擬本位課程的發展策略，探究該校規劃學校整體課程目標，設計課程地

圖，分配學習節數，最後發展彈性學習課程及學校特色活動。復因偏遠地

區小型學校最大的限制就是缺乏專業人力資源，因此需向外界、社區延聘

各領域專家一起協作，充實課程發展所需人力資源的研究結果一致 

  （五）揉合自然及人文資源作為校本課程發展的素材 

    黃彥文（2023）的研究顯示，偏鄉學校可將在地生活經驗轉化成發展

美感教育校本課程的題材來源。黃約伯等人（2017）的研究認為學校所在

地面臨的人口、環境、經濟、產業、教育與文化等議題，可作為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的主軸，以及重要元素。與個案學校從地理環境、教學設施、師

資支援、學生特質、家長期望以及社區特性等方面的 S（優勢﹚、W（劣

勢）、O（機會點）、T（威脅點）、S（行動策略）的結果出發。進行情境

分析後認為可從自然與人文資源作為課程發展主軸的結果趨於一致。 

    綜上所述，研究者歸納出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採課程協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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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觀點，就是為彌補教師專業的不足，以及流動率偏高，積極邀請學區

內社區、部落各種 NGO 組織、社區發展協會、農會、部落會議主席、耆

老、獵人、農民等參與。立基於學校所在地情境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產業、

族群文化等優勢，共同建構社區、部落與學校共生共榮的教育發展圖像，

根據機會點創造出的具體行動策略。這種從情境分析發展課程的模式，確

實符合新課綱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趨向。 

 

第二節 建立溝通與信任關係 

 

    本節旨在瞭解個案學校歷年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與社區打造溝通管道、

發展互信關係與建立相互承諾三項工作的情形為何？透過訪談及該校提

供的文件、觀察等的資料，加以彙整，以利分析。 

一、打造課程協作治理的溝通管道 

    以下根據文件分析所得，將溝通渠道分為舉辦活動與透過學校網站、

臉書、通訊軟體群組等兩種類型，說明個案學校對社區所用的溝通管道。 

  （一）舉辦會議、工作坊與大型活動 

    在前一節提及學校的情境分析，對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威脅之一，是

家長社經地位導致可運用的資源缺乏，且因家長忙於農務，參與學校活動

之意願較不高。因此學校採取的策略是利用固定召開的校務會議、課程發

展委員會、家長委員會、週三進修校本課程工作坊、班親會等，邀請家長

及社區代表與會。或是農閒時段積極舉辦舉辦家庭教育、村校聯運、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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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演等大型活動，開放家長和社區民眾到校參與。 

    這部分資料散見在各學期行事曆、週三進修計畫表中，如 110 學年度

第一學期行事曆（文-20210815）、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會

議記錄（文-20190828）等，文件裡面記載了該學期舉辦校務會議、課程

發展委員會、家長委員會、班親會、家庭教育活動、村校聯運、期末成果

展演等活動的辦理日期。校務會議記錄中，也有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

其程安排和重要決議、宣達事項。 

    個案學校透過會議、講座與宣導、大型活動等，作為學校與家長、社

區之間的溝通管道。並利用活動時機宣導學校願景、校務推動方向，以及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情形，爭取社區認同。 

  (二)透過學校網站、臉書、通訊軟體群組 

    個案學校建立有班級與家長會的通訊軟體群組，以及學校的臉書、網

站等多元管道與方式，讓家長、社區了解學校辦學的理念與教育改革的方

向，或是學校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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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個案學校於學校所屬臉書發布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果圖 

說明：個案學校會於學校所屬臉書，發布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成果，以

利與家長、社區做好多元方式的溝通。 

    上圖是個案學校於學校所屬臉書發布的高年級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

果。圖片內容是學生創作的阿美族傳統漁獵生活油畫作品。 

    利用學校網站、臉書、通訊軟體等群組做宣導的目的，用意在做好學

校本位課程推動上的溝通與行銷工作。尤其學校在申辦教育部的教育優先

區、教學活化等計畫，均須將每學期的教學成果上傳於相關網站中呈現，

限於篇幅及個資，網址不列。 

(三)設置學校願景看版圖行銷成果



114 
 

    根據文件中的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文

-20230701），為因應 108 學年度新課綱的實施，在校訂課程部分，學校是

決議一至六年級都採用核心素養導向教學，並由此展開新課綱的研發歷程。

學校願景也確定為關懷、共好與永續三大願景目標（文-20230701）。 

    為有效傳遞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所決議的學校願景，研究者觀察學校

的情境佈置，司令台有設置學校願景牆（觀-20230710），如下圖。 

 

圖 4-2 

學校願景看版圖 

 

說明：研究者觀察到的學校願景看版牆情境布置。 

 

    上圖為研究者所觀察到，個案學校設置於司令台的學校願景牆情境布

置，提醒親師生學校的願景目標。 

  (四)非正式溝通管道 

    兼任行政的人員面對學校與社區間溝通管道的問題，受訪時表示： 

 

    我們會邀請像學區的村長、部落主席、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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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像是我們的家長會長他們一起來參加開會，列入組織人員中 

    （訪 B-20231008）。 

 

    為何他們會願意出席，這位受訪者接著說： 

      

    這幾年校長與他們關係相處得不錯，也很感謝他們的參加。據我所 

    知校長都會不定期拜訪社區，也會參與社區的大型活動，像是紅白 

    帖的來往，社區每年的廟會、豐年祭活動，校長都會參加。最近這 

    幾年有義診團來部落，我們也會去幫忙準備器材、代為向家長社區 

    宣傳，吸引大家的注意，建立良好的關係（訪 B-20231008）。 

 

    這點表示學校與社區不僅只有會議、運動會、畢業典禮等活動的邀請，

在平日就與社區、部落人士廣結善緣，互相往來有助於尋覓課程發展所需

人力、物力資源。 

    綜上所述，無論是正式的會議、活動或是靜態的網站、媒體、學校願

景牆看版行銷、宣導等，其主要目的是要善用多樣化的管道，建立家長、

社區之間溝通、聯絡的橋樑，以對學校產生信任與支持。也從溝通中傳達

學校教育理念、課程發展方向，並給予正確的教養觀念，一起配合學校的

運作及認識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內容和見證推動的成果，爭取家長與社區

的支持和認同。 

二、發展學校與社區信任關係 

    個案學校與社區民間組織、個人間所建立起的對話機制，是彼此建立

信任關係的合作平台，以下從邀請參與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擔任課程共備社

群講師二部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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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邀請參與課程發展委員會 

在提到發展信任關係時，兼任行政的人員受訪時表示課程發展委員會 

的運作，是一個好時機： 

 

    本校校訂課程目標主要跟當地部落和社區進行結合，…...。所以我 

    們會邀請像學區的村長、部落主席、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當然 

    像是我們的家長會長他們一起來參加開會，……，他們也都會準時 

    來參加，提供學校很好的課程發展建議。……感謝他們的參加 

   （訪 B-20231008）。 

 

    非兼任行政的人員受訪時提到他對建立關係的感受： 

 

    本校校訂課程目標主要跟當地特產結合，會依據不同年級進行不 

    一樣的主題內容設計。在課程進行，有時候會到家長的果園或是 

    到村落進行巡禮體驗，所以學校都會邀請部落及社區的人士參加課 

    程發展委員會，因為他們比我們這些外地來教書的老師更熟悉地方 

    。尤其是阿美族的文化課程，我們在上課前只能努力備課或是看一 

    些資料、影片。但是實際在上課時還是要請他們來說明與操作才不 

    會講錯，或是做錯、教錯（訪C-20230710）。 

    所以我覺得他們來開會很重要，彼此互相信任、學習。也可以事先 

    溝通安排要上的主題與大概的上課時間。這樣對老師的教學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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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幫助（訪C-20230710）。 

 

    除了訪談外，在文件的檢證方面，依據個案學校提供的 107 學年度課

程計畫文件中的伍、課發會組織文件來看（文-20230701），個案學校有依

法提出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成立該組織。每學年度的課程計畫，也

都按照上級要求，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做初審以及複審的程序。歷次委員

會運作的相關會議記錄，也都有提供在學校官網上，讓家長、民眾能隨時

點閱。 

    會議中邀請了家長會長、副會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人蒞臨出席。

而且會長及理事長連續出席了第一次初審及第二次複審的二次會議。由此

可見，該校是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也重視家長、社區參與共同進行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時的協作治理。會議中能讓校內同仁及家長、社區代表等

充分表達意見。 

    以 111 學年度的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紀錄，會議都有邀請校內同仁及

家長、社區與部落代表等人與會，大家充分表達意見。內容在討論與學校

次一學年度本位課程發展有關的現況分析、課程願景目標、學生圖像、課

程架構、教科書版本選用規劃、校訂課程主題、實施節數、撰寫分配方式、

校外教學地點與實施方式等討論議題（文-20230322）。 

    至於查閱該校提供的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紀錄歷史檔案，裡面呈現的

108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的課程發展委員會歷年運作紀錄歷史檔案（文

-20230322）可以得知，基本上每學年度都開了少四次以上的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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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上大抵也是在討論學校次一學年度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要做的現況分

析、課程願景目標、學生圖像、課程架構、教科書版本選用規劃、校訂課

程主題規劃、實施節數、撰寫分配方式、校外教學地點與實施方式等相關

的討論議題。 

    在 107 學年度起的課程計畫中有特別重視原住民族文化與生活相關

的議題。推測應該是學校為原住民族重點學校之一，學生組成有 8 成是原

住民族，因此必須依上級的課程計畫審查標準規定去做規劃。 

    彙整蒐集到的 107 至 112 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歷年運作紀錄文件

（文-20230322），可以知道個案學校有課程發展委員會的組織要點，以及

每學年度期初與期末和依據任務召開的不定期運作機制，說明了課程發展

委員會是學校本位課程在做學校情境現況分析、課程願景目標、學生圖像、

課程架構、教科書版本選用規劃、校訂課程主題規劃、實施節數、撰寫分

配方式、校外教學地點與實施方式等討論議題的重要決定組織。這也應該

是家長、社區與部落代表等人與會參與，共同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的

協作治理平臺機制。學校與各教育利害關係人藉由此一平臺的運作，增加

彼此溝通、信任，為學校願景目標而努力。 

    由以上可見，個案學校本位課程的目標是與地方的資源做結合，作為

教導學生的素材。因此長期以來在課程發展委員會召開上，都習慣邀請學

區的村長、部落主席、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等，一同參與課程協作治理。

所以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會議機制，是課程發展利害關係人彼此間建立信任

關係的機制，也由此累積社會資本，降低學校與社區組織、人間人際互動



119 
 

的成本。 

  (二)聘請擔任教師共備社群講師 

    從個案學校的 108 學年度課程評鑑結果報告書（文-20200616），及本

章第一節的情境分析中可以明確知道，學校與外聘教師配合、家長重視程

度與社區支持問題等問題，是這所偏鄉個案學校，在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上，所發現到的問題，也是需持續克服的困境之一。因此評鑑資料精進

作為上，校方提到須建立社區人力資源庫，為強化本校教師在地化教學的

基本能力，可籌措經費，邀請人力資源到校擔任講座，增加教師認識在地

課程的研修。同時透過學校舉辦相關的活動，建立教師及社區人力資源的

聯繫管道，提供教師支援。並可提供教材研發的經費及外聘師資協同教學

的鐘點費、舉辦在地文化踏查與體驗的研習，讓教師更了解在地環境，教

學得以實施順利。 

    為順利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個案學校在寒暑假備課期間，以及週三進

修都會邀請部落組織或個人，到校進行學校本位課程在地素材的踏查與採

集增能研習的講師。這是課程發展委員會所決議的建立課程願景、架構規

劃後，協助教師增能、備課的有效措施。 

    研究者根據近年該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等公開會議決議，所

舉辦的校內週三教師備課、專業社群進修文件（文-20231008）彙整如附

錄二。進一步分析可發現，個案學校部分經費是校內教師專業社群進修的

經費支應，部分是由與師培大學合作地方輔導計畫得到的資源。 

    因此，將歷年查找得到，有邀請社區、部落的組織或個人到校，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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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彙整如附錄三個案學校 107

至 110 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分析

表。 

    上述的彙整表顯示，107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各學期辦理課程計畫撰

寫、校訂課程設計素材蒐集、踏查及實施成果分享與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等

相關活動，共計 92 次，平均每學期達 12 次之多。其中 107 學年度上學期

計有 8 次、107 學年度下學期計有 9 次、108 學年度上學期計有 11 次、108

學年度下學期計有 14 次、109 學年度上學期計有 9 次、109 學年度下學期

計有 14 次、110 學年度上學期計有 12 次、110 學年度下學期計有 15 次。 

對一所特偏地區的小型學校而言，這樣累積下來的與社區互動次數，已經

算是十分多元且豐富的。 

    由上表可以發現個案學校各學年度致力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邀請社

區部落、個人或是組織合作，在相互傳達課程願景理念、目標、架構、內

容與評鑑等，透過與課程發展主題相關的國際、閱讀、資訊科技、本土、

族群文化與課程綱要、語文、數學、社會、跨領域素養導向教學研討、公

開觀議課、邀請師培大學專業師資到校輔導諮詢、教師社群增能專業成長

進修及與東海岸自然和人文資源、產業活動有關的在地素材踏查、學習成

果觀摩發表、課程評鑑省思、學校本位課程委員會等活動、集會的不同方

式，凝聚認知共識，並建立溝通對話機制與相互信任的軌跡。 

    至於邀請社區人士擔任課程共備社群的講師，建立利害關係人信任關

係，這部分社區人士們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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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在寒暑假備課期間，以及週三進修都會安排與部落組織或個人 

    ，合作進行校訂課程在地素材的踏查與採集增能研習。這對教師瞭 

    解校訂課程的教學目標、課程架構與專業增能相當有幫助。尤其偏 

    鄉小校教師流動率大，初到任的教師若非居住於當地，往往對部落 

    環境不熟悉，無法順利進行校訂課程教學（訪D-20230811）。 

 

    尌我所知是學校聘請校外人士到校教學，頇配合外聘教師可以到校 

    的時段，否則課程無法順利進行的問題。……。雖然我可以導覽解 

    說社區及老街的歷史，但是要學校提早跟我敲定時間，不然我肯定 

    無法去學校幫忙，也對學校不好意思（訪E-20230811）。 

     

    此外，為了協助教師進行課程共備，商議協同教學進行的日期、時間

與地點等，學校會邀請家長代表、部落主席、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與鄉民代表、農漁會人員、農民、各行業達人等教育利害關係人們，一同

到校進行備課。這些備課會以直接與授課教師會談，或是擔任週三教師進

修外聘講師的方式進行。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在 2021 年 10 月 20 日個案學校辦理東海岸南段

部落在地化教學素材採集踏查，學校有邀請他介紹東海岸南段地區產業人

文發展的歷史。他說明學區村落地名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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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向老師們說明，這條河流的河水沖擊下方的帝王石，因為 

    河水及石頭滾動的聲音如同阿瀧阿龍的，因此這裡最早的地名尌 

    是這樣得來的。日治時期以這條河的名稱取名，往北簡稱大部落 

    ，河的對岸隔壁部落叫做小部落。我還有介紹這座橋建橋的歷史 

    ，從日治時期說明到民國之後的演變（訪 E-20230811）。 

 

    他在這次教師進修中向教師說明位於溪流出海口的部落，其阿美族人

的遷徙與發展史，以及河上這座橋的建橋歷史、老街產業人文發展歷程以

及教會、舊自來水公司古蹟等。也帶領教師到一間他的木雕好友藝術家開

的工作坊參觀，讓教師對於東海岸南段地區的人文歷史、族群分布、在地

產業、自然資源等有深入的體驗與瞭解，以便教師應用於課程中實施。 

    社區人士與學校一同進行課程協作治理，不僅可以協助教師採集學校

本位課程可以教學的在地素材，進行課程共備。面對面商議協同教學將進

行的日期、時間與地點等，更能增進雙方對課程的認識與溝通，從互動中

建立信任關係。 

    2020 年 10 月 14 日個案學校舉辦部落在地化教學素材採集踏查，當

時邀請返鄉青年吳幹事帶領學校教師團隊走讀部落、認識學區部落的人文

資源，進行學區產業人文發展歷史的說明。從吳幹事提供的解說資料裡面

提到，本村信仰中心宮廟的由來是 1951 年，原來居住在嘉義縣東石鄉的

吳姓人家，因為水災影響，因此遷居此地。並自東石鄉後埔福安宮迎回池

府千歲的令旗膜拜。剛開始只是恭奉在自宅內，後來因為地方信徒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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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就迎回神明金身，設立了崑龍壇。加上 1953 年來到這裡經商的雲林

人蔡老闆，從四湖參天宮迎來的關聖帝君神尊一同膜拜。再加上新增莫府

千歲一同祭祀，在 1972 年改名東安宮，到了 1991 年有了今天的規模（文

-20201014）。可以說這間宮的建廟歷史，就是學區漢人的開墾史。 

    這些漢人及原住民族的歷史生活變遷的史料，對於外地到個案學校服

務的教師而言，是較為生疏的。但是課程設計上，中高年級又有提到，因

此學校必須安排相關的學校本位課程工作坊。讓教師團隊藉由地方人士的

生活經驗傳承中，瞭解學區所在地的地方文史與族群產業、自然資源發展

等相關的資訊，以利自己進行教學或是協同進行教學。 

    由附錄三研究者自行整理的個案學校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

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分析表可以知道，個案學校各學年度均致力於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的設計階段，與社區、部落的個人或是組織合作，相互建立課

程願景理念、目標、架構、內容與評鑑等的認知共識。透過與課程發展主

題相關的國際、閱讀、資訊科技、本土、族群文化與課程綱要、語文、數

學、社會、跨領域素養導向教學研討、公開觀議課、邀請師培大學專業師

資到校輔導諮詢、教師社群增能專業成長進修及與東海岸自然和人文資源 

、產業活動有關的在地素材踏查，凝聚學校與社區的共識，並建立溝通對

話機制與維持相互信任的關係。 

    總而言之，根據文件中的各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紀錄及所推動的

校內週三教師備課、專業社群進修文件，以及訪談結果，可以瞭解個案學

校是以這些機制，鞏固與社區建立課程協作治理上的互信關係的。亦可證



124 
 

實該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課程設

計、研發、課程目標、課程選擇、協作治理、實施與評鑑等面向，以及最

後發展出的學校願景、課程架構、學生圖像、實施內容、實施方式、成果

發表、情境營造等，都是由學校與社區、部落人士或是組織所共同發展完

成的。 

三、建立課程協作治理長期承諾 

    本研究是在探討個案學校在推動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

的歷程中，採用課程協作治理觀點引進在地的人力資源共同進行課程發展 

。因此學校與教育利害關係人彼此間都認為此關係具長期價值，願意繼續

增加互信，維持相互間的長期承諾，是探討的重點項目。 

  (一)協助共同備課 

    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歷程中的社區利害關係人而言，給予學校課程

進行前準備階段的背景知識協助，以及課程進行中的解說，這種承諾情形，

是社區與學校間雙方都認為具有必要性與具長期合作的價值。 

    研究者與個案學校同仁及社區、部落人士進行學校本位課程協作治理

的承諾訪談結果得知： 

 

    學校與社區存在著高度緊密互相依賴的關係，在新課綱校訂課程發 

    展上長期結合部落各種 NGO組織、社區發展協會、耆老等參與， 

    共同建構部落與學校共生共榮的教育發展圖像（訪 A-20230624）。 

 



125 
 

    受訪的 A 表示，學校是長期邀請社區、部落各種 NGO 組織、社區發

展協會、耆老等參與課程，與教師共同進行備課與協同教學。 

    兼任行政的教師也說明，課程協作治理是學校為落實新課綱及創新校

務經營，發展特色，從 107 學年度起結合部落自然與人文資源，凝聚居民

的共識，開始進行的。 

 

    本校校訂課程每年透過課程發展會進行修訂，家長與社區部落這 

    幾年積極的參與度，希望能延續（訪 B-20231008）。 

    學校為落實新課綱及創新校務經營，發展阿美族特色，從 107 學 

年度起結合部落自然與人文資源，凝聚居民的共識，讓學生從發 

現部落之美，進而認識部落族群、產業、歷史文化的發展 

（訪 B-20231008）。 

 

    在非兼任行政教師的眼中，這群社區、部落人士到校與他們一起備課，

對他們在學校本位課程的教學而言，是一大助力。可以讓教師先認識部落

的產業、族群、文化等背景知識，更有自信進行教學。學生也可以透過部

落耆老、社區村長，了解人文歷史與自然資源的重要。 

 

    學校每學期都會邀請教師和村長、部落耆老們一起備課，設計出 

    認識當地柑橘類水果種植種類、產季、銷售方式等的課程。也曾 

    經邀請過返鄉青農進行阿美族傳統水稻、咖啡種植及換工制度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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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也有介紹部落產業、人文發展的課程。此外，也會和農會四 

    健會合作，教導學生進行柚子醋、橘子果凍、香丁果醬等手作課 

    程。也有學生設計題目訪問村長、認識部落發展歷史的課程，學 

    生都感到相當有興趣（訪 C-20230710）。 

 

    這位受訪的社區人士同時也是部落會議的主席，對於阿美族的文化傳

承具有使命感，他說： 

  

    我知道學校在寒暑假備課期間，以及週三進修都會安排部落的人 

    ，和老師一起合作進行校訂課程在地素材的踏查與採集增能研習 

    （訪 D-20230811）。 

 

    某位社區展協會理事長表示： 

 

    尌我所知是學校聘請校外人士到校教學，頇配合外聘教師可以到校 

    的時段，否則課程無法順利進行的問題。……我可以導覽解說社區 

    及老街的歷史，但是要學校提早跟我敲定時間，不然我肯定無法去 

    學校幫忙，也對學校不好意思。上次暑假有一團北部和台南的學校 

    來參訪交流要導覽解說社區，尌是有提早事先跟我敲好時間，感恩 

    啦（訪 E-2023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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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外。就文件分析上，研究者在個案學校 111 學年度上學期學校本位

課程實施成果發表簡報檔案（文-20221221）上所看到的資料，裡面一位

高年級老師在他的教學省思寫到： 

 

    本學期的社區踏查課程使學生能夠加深自己對家鄉地名的由來的 

    認識及瞭解客家人的祖先們努力開墾的過程。……，但礙於上課 

    時間安排的關係，沒能帶領學生走完整條水圳古道。下學期課程 

    上會有銜接，也會繼續邀請社區耆老一同共備及帶領學生前往參 

    訪客家人來此地開墾的水圳古道，還有阿美族人的獵徑古道 

    （文-20221221）! 

 

    低年級老師寫出： 

 

    這次訪問部落產業的課程受限安排的時間與地點，無法在訪問 

    村長後馬上進行課程回顧。此外訪問耆老和村長的過程也較為 

    倉促，明年可將此課程安排在教室內進行，並做完整的攝影， 

    可以為村長、耆老留下地方產業口說的影音紀錄（文-20221221 

    ）。 

     

    另一位高年級的老師的報告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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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課程從與社區人士一起進行備課創新課程設計到結合學生 

    帄時所學到的，能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加上分組討論，看見學生 

    素養提升及學習成長的一面（文-20221221）。 

 

    因此自推動新課綱學校本位課程研發以來，邀請社區人士進行共備，

確實能建立雙方長期合作的承諾關係。 

  (二)擔任協同教學者 

    研究者所見 108 學年度下學期的教師教學省思文件資料（文-20200611）

顯示，教師團隊有和社區、部落人士進行學校本位課程協作治理的發表。 

     

圖 4-3 

社區理事長每年參與介紹社區景點的課程圖 

 

說明：社區理事長每年參與介紹社區景點的課程。 

 

    如圖 4-3 學校與社區課程協作治理過程承諾中，每年邀請某社區理事

長，參與介紹社區景點的課程，擔任協同教學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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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就個案學校 109 學年度下學期的教師課程發表文件資料（文

-20210428）顯示，教師團隊有和社區、部落人士進行學校本位課程協作

治理的發表的互動承諾情形。茲舉例如下。 

 

圖 4-4 

部落獵人每年都指導學生練習傳統狩獵技巧圖 

 

說明：部落獵人每年都帶著學生利用家鄉所產的竹子製作弓箭，練習狩

獵。 

 

    圖 4-4顯示，部落獵人每年都帶著學生利用家鄉所產的竹子製作弓箭，

指導學生練習傳統狩獵技巧。 

    研究者就個案學校 109 學年度下學期的教師課程發表文件資料（文

-20210428）顯示，某位耆老每年都參與製作阿美族傳統美食的課程，指

導學生醃製生肉，讓學生對自己的家鄉有深入的瞭解。如圖 4-4 學校與社

區課程協作治理過程承諾示意圖之三。此圖片顯示，耆老正指導學生切肉

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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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部落耆老每年都參與製作阿美族傳統美食的課程圖 

 

說明：耆老每年都參與製作阿美族傳統美食的課程，指導學生製作醃肉。  

 

    從研究者所觀察拍攝的圖 4-5 顯示，部落耆老每年都參與製作阿美族

傳統美食的課程，指導學生製作醃肉。 

    綜合以上三張圖片，表示社區部落人士在課程協作治理過程中，能長

期承諾，與學校合作一起推動本位課程。 

    課程實際進行的經驗上，老師的說法是： 

 

    我上過六年級的校本課程是體驗與欣賞阿美族文化傳統，理解並 

    包容文化的多元性。藉由達鹿岸老師(化名)介紹阿美族的漁獵課程 

    「mialal」，課程有分組深入討論以及實地去溪流進行體驗，讓學 

    生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特色及內在的含意，以及老祖先流傳下來的 

    生態保育智慧。這項課程是每年都會進行的（訪 C-202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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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說出了對社區人士們在課程進行上，能長期幫忙學校表達的感謝

之意。 

 

    理事長與村長長期以來受邀參與校訂課程的設計與實施，為了讓外 

    地來的教師多認識學校在地環境，他們會與教師合作進行阿美族傳 

    統漁獵—阿美族 mialal ~ mitenas 漁獵課程的教學活動設計，並協 

    同教學（訪 C-20230710）。 

 

    社區受訪人士也表示，這些協同教學的工作，他們都是長期在配合學

校進行的。他說： 

 

    以近年的校訂課程內容為例，我參與授課的有利用魚藤及撒網、撈 

    網的溪流捕魚課程，還有教導學生陷阱製作及狩獵的射箭課程。此 

    外也有 Siraw、蒸煮糯米飯、竹筒飯、石頭火鍋等美食體驗製作課 

    程。我不知道這樣的課程選擇是不是符合你說的課程綱要之類的， 

    但是這對我們原住民來說很重要的文化內容所以我會持續接受校 

    長的邀請來教（訪 D-20230811）。 

 

    以上是從文件、訪談、觀察等方法的三角檢證所得，個案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歷程中的利害關係人承諾，進行備課及協同教學的情形，可看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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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社區間雙方都認為此關係具有必要的價值。因此教育利害關係人願意

犧牲可能的維持家計、打零工、送貨等工作時間，為了學校教育的未來，

繼續維持彼此關係的承諾過程。 

    再者，個案學校亦會利用課程實施後的期末學習成果發表會、課程評

鑑省思文件、期末課程委員會等活動、集會的不同方式，凝聚利害關係人

的共識，從分享、對話、回饋中，建立溝通平台機制與互信、承諾的軌跡。 

四、討論 

  (一)開發學校與社區間多元溝通管道 

    謝卓君（2022）及 Ansell & Gash(2008)均指出協作治理以政府為主要

行動者，與非政府行動者透過主動與正式的途徑，進行互動。Ansell 等人

(2020)認為協作治理合作的核心因素是雙方關係的建立，通常包括雙方之

間建立平等的關係，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協調相互之間的利益以及促成問

題的解決。 

    陳佑全等（2010）指在現今資訊科技的時代，企業為使組織成員具有

共同的意識，迎接外在環境的鉅變與挑戰，達成組織的目標，因此組織溝

通的品質，已經成為影響組織績效的關鍵因素。 

    葉志傑與謝傳崇（2013）指出學校在協作治理中，和利害關係人可充

分建立多元的面對面溝通機制，透過溝通對話可達成各方的認知共識，有

效化解部分衝突的發生。經由對話的協力共治策略，可提昇學校課程經營

的績效，創造多贏的局面。檢視協作治理的文獻都建議協作過程要建立利

害關係人間的關係與信任（葉志傑與謝傳崇，2013），協作治理中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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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學校要與家長、社區互動的歷程中，能產生互信並鞏固彼此聯繫的過

程。 

    Wang 等人(2023)檢視了新加坡一所公立學校在實施課程創新過程中 

，學校關鍵領導人和教師之間的互動。認為學校實施本位課程與利害關係

人之間的對話互動，乃是受到學校分享和學習文化的影響。藉由實施分散

式領導，教師可以接受和實踐學校的願景，產生對話互動的生態。陳明蓁

與高華聲（2022）的研究中提到，學校在課程開發上，可建立互動管道，

鼓勵社區居民參與在地知識的學習活動開發，達到寓教於樂的學習功效。

黃怡雯（2007）指出學校組織對社區常用的溝通管道有家長聯誼會、里民

大會、社區活動、才藝表演等管道。 

    前揭學者認為，公部門組織為迎接外在環境的挑戰，達成組織的目標，

在採取協作治理的行動時，以公部門為主要的行動者。在協作治理過程是

透過主動與正式‘非正式等途徑，與私部門或是個人一起進行行動的。雙

方進行協作的歷程中，關係建立在平等的地位上，並進行建設性的溝通與

對話。學校發展課程也可藉此模式，發展分享與相互尊重、學習的文化，

與教育利害關係人有效化解衝突的發生，透過溝通與、分享對話的協力共

治策略，能產生互信並鞏固彼此聯繫的過程。 

  本研究的結果與前述研究的結論一致，個案學校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上，因為課程目標主要跟當地部落和社區進行結合，教學內容與學區的自

然和人文環境有關，包含介紹族群、文化、歷史、產業、訪問地方名人、

先民開拓的過程等題材。雖然老師們都清楚學校願景與目標，瞭解課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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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設計必須貼近學生的生活情境。但是畢竟學校一半以上的教師都不是當

地人，就需要採取與社區合作的模式，邀請社區、部落人士共同進行課程

協作治理與共備。 

    因此，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專業社群進修、學校本位課程期末發表

會及各項大型活動等時機，以及校方不定期拜訪社區，參與社區的大型活

動。或是紅白帖的來往，社區每年的廟會、豐年祭活動等。以及其他網站、

網路社群、看板等多元的溝通管道，就是學校做好與教育利害關係人間的

溝通、對話、凝聚共識的最佳渠道。個案學校以此建立多元、高品質的溝

通、互動管道。 

  (二)建立互信關係 

    課程協作治理中的互信關係與承諾的內涵，乃指學校在課程協作治理

過程中的教育利害關係人、組織之間，雙方互動的歷程中，建立並鞏固彼

此關係的過程。同時彼此間都認為此關係具長期價值，因此願意相互信任，

承諾繼續加以維持。 

    謝卓君（2022）指出協作治理的決策過程中，參與者會共同解決困境

或實現目標，這是政府部門和非政府利害關係人之間凝聚共識、相互溝通

與權力共享。在此一過程邀請不具政府身分的教育利害關係人參與課程發

展政策制定、執行與管理，已是社區公民參與的圭臬。因此，雖然在協力

式政策參與的過程，會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進行討論並解決歧見。但

可以降低政策抗拒的成本、擴大民主參與的管道以及恢復公共管理的合法

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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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透過課發會與教育利害關係人凝聚共識，

組織課程內涵與架構，從學校與社區建立良性互動關係，尋找共同關注的

議題，並將議題化為實際行動，擴大公眾參與，有利學校進行課程研究及

發展（蕭伊蝶，2021；郭春松，2022），建立信賴的關係。 

    根據研究發現，各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紀錄及所推動的校內週三

教師備課、專業社群進修文件，以及訪談的結果，可以瞭解個案學校是以

這些機制，鞏固與社區建立課程協作治理上的互信關係的。亦可證實該校

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集及課程設計、研

發、課程目標、課程選擇、協作治理、實施與評鑑等面向，以及最後發展

出的學校願景、課程架構、學生圖像、實施內容、實施方式、成果發表、

情境營造等，都是由學校與社區、部落人士或是組織，在互信的氛圍下，

所共同發展完成的。這種將議題化為實際的課程研發行動，可擴大公眾參

與，利於學校進行課程發展，建立彼此信賴的關係。 

  (三)實現長期承諾 

    葉志傑與謝傳崇（2013）認為在學校治理的過程中，無法主觀地建構

出與社區治理的結構，須學校與社區成員長期良性的互動，建立信任的與

合作的關係，進而共享利益、績效及承擔所遇的問題，共同擬定問題的解

決策略，轉化為長期的承諾關係。 

    綜上所述，個案學校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上，因為校訂課程目標主要

跟當地部落和社區進行結合，內容與學區的自然和人文環境有關，包含介

紹族群、文化、歷史、產業、訪問地方名人、先民開拓的過程等題材。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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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老師們都清楚課程目標，也瞭解課程內容設計必須貼近學生的生活情境，

但是畢竟學校一半以上的教師都不是當地人，就需要邀請社區、部落這些

家長會長、部落主席、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村長、代表、義工媽媽等人

士建立溝通管道，長期互信、合作。他們各具產業、文化、族群、食農教

育、地方文史導覽解說等專長，因此長期承諾受邀與學校合作，共同面對

及承擔所遇的困境，擬定問題的解決策略，並成為長期的承諾關係，呈現

教育績效。透過共同備課、協同教學或是接受學生訪問等多元形式，一起

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的協作治理，與前述研究及林雅芳（2021）的研究，需

整合社區人力資源，營造協作的校園文化結論相同。 

    可見個案學校自推動新課綱學校本位課程研發以來，持續邀請社區人

士進行共備，確實能建立雙方長期合作的承諾關係。對於社區利害關係人

而言，長期擔任協同教學者的角色，給予學校課程進行前準備階段的背景

知識協助，以及課程進行中的解說。這種承諾情形，是社區與學校間雙方

都認為具有必要性與具長期合作的價值。 

    質言之，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綱要解析、領域素養導向教學研討、

公開觀議課、師培大學專業師資到校輔導諮詢、教師社群增能專業成長進

修及與課程發展有關的在地素材踏查，都是個案學校與各方教育利害關係

人建立認知共識，有效化解衝突發生的溝通機制。經由雙方面對面溝通對

話的課程協作治理策略，確實能提昇學校課程經營的績效，創造學校與社

區、部落共榮共好共贏的局面。因此個案學校與教育利害關係人們，善用

各種正式及非正式溝通管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維持彼此正向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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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作為學校發展校訂課程的最佳後盾，營造長期信任、承諾的關係。

雙方都認為此關係具有潛在價值，因此願意犧牲短期經濟利益，來實現長

期利益，並願意繼續維持建立互信並鞏固彼此間的關係和程諾。 

 

第三節 確立課程目標 

 

    本節旨在瞭解個案學校歷年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與社區課程協作治理

時，所設定的課程目標有哪些，並透過與學校同仁訪談及該校提供的文件、

研究者觀察等的資料，加以彙整與分析。 

一、研擬學校願景、課程內涵與目標、學生圖像 

    研究者分析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文-20230701）以及 108 課程計畫中的貳、學校課程願景（理念及目標）

（文-20190917）後，茲將有關學校課程願景、課程內涵與目標、學生圖

像等課程架構資料，分述如后： 

  （一）課程願景（理念及目標）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透過素養導向課程與生活對話，激發關懷的精神、

使其具備永續的理念，創造實踐共好的新世界。 

  （二）課程內涵 

    如圖 4-6 個案學校本位課程的內涵與目標圖所示，其中關懷、共好與

永續是學校願景目標，各項願景的內涵是培養與生活對話的實踐者-激發

關懷的精神、具備永續的理念，整合創造美麗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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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的內涵是課程設計以探索文化與生活體驗為主要核心，探索文化

意涵與生活實踐，透過課程主題的規畫，連結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並傳遞， 

期以啟發學生尊重多元、愛鄉自愛的精神。 

 

圖 4-6 

學校本位課程內涵與目標圖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提供 

     

 

 

    圖 4-6 為個案學校本位課程的內涵與目標。 

  （三）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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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學生為主體，藉由課程設計及規畫使其了解在地文化之意涵，提高

認同感，接納並尊重多元族群，啟發生命潛能，促進生涯發展，進而培養

出具有關懷、永續、共好理念之公民。 

  （四）學生圖像 

    個案學校依據課程目標所設計的學生圖像，如圖 4-7 所示，並說明於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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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個案學校學生圖像 

關懷 永續 共好 

具同理與慈悲 護環境顧需求 有理念能實踐 

  
 

 能有求知慾,保

持好奇心。 

 能探究生活各

式各樣的為什

麼 

 能覺察自己生

活地方的優缺

點 

 有同理心，會

幫助他人 

 能尊重和自己

想法不同的意

見 

 重視家庭，愛

護親人 

 能有能力解決

生活需求 

 能喜歡閱讀 

 能使用科技蒐

集解決問題的

方法 

 能有溝通協調

的能力 

 能了解自己角

色的責任並願

意承擔 

 能認真工作,賺

取薪資養活自

己 

 會正確的使用

數位科技 

 擁有獨立思

考，創新作為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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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圖像一關懷，是指具同理與慈悲，激發關懷的精神。內容是能有求

知慾，保持好奇心。相關的指標有能探究生活各式各樣的為什麼、能覺察

自己生活地方的優缺點、有同理心，會幫助他人、能尊重和自己想法不同

的意見以及重視家庭，愛護親人。 

    2.圖像二永續，指具備永續的理念，內容有護環境顧需求。相關的指

標是能有能力解決生活需求、能喜歡閱讀、能使用科技蒐集解決問題的方

法、能有溝通協調的能力、能了解自己角色的責任並願意承擔。這點也影

響學校後續的發展，持續重視閱讀的推動，與強化基本學力的教學。 

    3.圖像三共好，指的是整合創造美麗的新世界。理念為能實踐，相關

的指標有：能認真工作，賺取薪資養活自己、會正確的使用數位科技與擁

有獨立思考，創新作為。 

    圖 4-7 乃個案學校學生圖像，這部分納入科技的元素，是符應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的新趨勢，影響個案學校日後加強學校資訊設備採購與辦理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共備、以及週三進修前往資訊科技中心學習或是引進外聘

師資到校進行進修講座。 

二、進行校本課程內容設計 

    根據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文-20230701），

在會議中根據課程目標，決議了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有關的課程架構與彈

性學習節數課程內容的規劃，以及該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學習節數及彈性

節數安排等重要議題。彈性學習節數課程內容共分為統整性探究課程，包

含跨域主題與專題、議題等，其次是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和其他類課程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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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有關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內容，是依據學校課程願景、課程內涵

與目標、學生圖像等課程架構資料所得來的。基於學生是在不斷學習及與

外界互動中建構對家鄉的認知，因此連結土地過去的歷史能幫助學生進一

步探究地方族群、生活環境與產業的變遷，引發學生省思並產生對土地認

識的動機。 

    在校訂課程部分，因應新課綱時代的到來，學校決議一至六年級都採

用核心素養導向教學。彈性學習節數課程內容的在地化課程統整性探究課

程命名為「戀上我的家」，課程內涵是：課程設計以探索文化與生活體驗

為主要核心，探索文化意涵與生活實踐，透過課程主題的規畫，連結文化

最重要的部分並傳遞，期以啟發學生尊重多元、愛鄉自愛的精神。這類課

程的課程目標是以學生為主體，藉由課程設計及規畫使其了解在地文化之

意涵，提高認同感，接納並尊重多元族群，啟發生命潛能，促進生涯發展，

進而培養出具有關懷、共好與永續理念之公民。 

    從此，各年級開始設計新課綱素養導向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從一年

級至六年級同步設計、試做。其餘的其他類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也

跟著啟動開始按照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去設計。由此展開新課綱的研發的

歷程。課程內容設計也呼應學校願景關懷、共好與永續三大願景目標。 

三、引介教育利害關係人參與 

    附錄二個案學校 107至 110學年度辦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表中

可以查到，107 學年上期週三進修規劃表與 107 學年下學期週三進修規劃

表中均有校本課程工作坊的安排。個案學校在 107 學年度是採用由班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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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科任教師一位互相搭配，設計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 

    透過校本課程工作坊的進行，個案學校本位課程各學年度課程規劃大

致是將初步的課程主題名稱確定好之後，開始進行各學期的課程目標訂定

與課程節數的安排。接著完成跨領域統整概念圖，以及填製教學規劃與進

度表。 

    從學校本位課程教學計畫文件來看（文-20181010），教學規劃與進度

表中呈現總綱核心素養、領綱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及學習目標、

融入議題、教學活動概述、教學節數、教學資源、評量方式等欄位。從

107 學年度上學期各班級上傳至學校雲端的課程規劃設計，以利行政人員

先行彙整後，轉達給校本課程工作坊入校指導的教授所見文件來看（文

-20181010），教師們的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已經是一份相當完整的教案設計 

，可以供教師授課前備課與實施的參考。 

    分析顯示，整體的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內容大致分為：低年級以認識家

鄉所在地的農業物產，因此低年級以理解地方資源與變遷，找到認同感與

情感為主。 

    中年級為尋找家鄉族群與文化的價值，建構學生與地方的情感鏈結。

學校本位課程的目標在引導學生以自身生活的社區、部落為起點，透過訪

問社區仕紳、部落耆老與實地的田野踏查、資訊融入教學等方式，讓學生

們與歷代先民生活的土地和留存的文化意義、地理物產知識等作連結。對

學生而言，家鄉不再只是普通的生活空間，而是富含許多歷史故事傳說與

加入科技元素更認識的地方，進而強化素養的學習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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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在認知及技能素養已具備的情境下，往情意素養的激發作努力 

，強化學生對地方感知的教學。因此除了學生理解地方與親身參與地方重

大慶典活動外，透過教學方法上的藝術、音樂、資訊科技等媒介的創作表

現，使學生與家鄉能產生生命共同體的情感連結。這課程不僅強化學生對

地方產生依附的情感，更能發展出對地方的認同與行銷家鄉的儀式感。故

高年級是參與家鄉祭儀慶典，行銷地方創生之美等部分。希望學生在畢業

離開家鄉升學前，透過對社區、部落、族群、家鄉意象等的再次觀察與建

構，在內心確認了家鄉的意義與價值。也透過學校內外課堂與教師、家鄉

的對話和引導，使學生找到自己在歷史變遷過程中的定位，並思考自身在

家鄉生命長河的角色與未來發展的責任，並努力充實自己行銷家鄉之美，

航向國際舞台。高年級也強調國際與科技教育，引導學生行銷家鄉之美並

能擘劃家鄉的未來，引領孩子拓展視野，走向世界舞台，達成個案小學關

懷、共好、永續的願景。 

    這階段的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研發，不僅讓學校原有的九年一貫學

校本位課程徹底轉型與具體深化，取代原先只有課程主題卻無課程內容、

教學活動與教學流程的困境。讓教師的專業有了展能的機會，也從實做中

對課綱有所啟發，讓學校透過課程研發啟動，型塑學校課程發展的氣氛。 

    更重要的是，為解決學校情境分析所遇困境，結合社區、部落人力資

源，與學校一起進行課程協作治理。教師團隊按照依照、單元名稱，選定

可以設計跨領域教材的領域，由導師、科任教師與社區、部落及外聘有經

驗的講師一起進行在地素材踏查與蒐集，設計教案。設計後試行，試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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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校本課程工作坊由校與利害關係人與外聘講師給予回饋，再修正教案 

、定稿的方式實施。 

個案學校戀上我的家學校本位課程各學期主題、層次、單元名稱，如

表 4-1 及表 4-2 所示： 

 

表 4-1 

戀上我的家學校本位課程上學期課程主題、層次、單元名稱表 

年

級 

主題、層次 

單元名稱 

認識探索 理解體驗 應用創作 

一 米果職人秀-香氣

食足 

1.柚香-柚見幸福/

採柚趣 

2. 柚 香 - 柚 見 幸

福、柚子一二三 

3.稻香-好運稻/米

食觀察家 

4.柚香-柚見幸福/

水果沙拉大拼盤 

5.稻香-好運稻/米

飯糰美食家 

6.柚香-柚見幸福/

手作柚寶 

7.稻香～好運稻/

手作米寶 

二 我是好鼻師 1.柚子停看聽 2.飯糰變色龍-米

之變身 

作品創作-圖文創

作紀錄 

三 AMIS 趴 趴 

GO!-阿美服飾文

化 

1.原來如此 

2.神秘的暗號 

3.調色不調皮 4.時尚達人 

四 戀戀家鄉-社區文

化 

1.我是收集者 2.小小觀察家 3.第一名作家 

五 家鄉產物戀-看我 

72 變 

1.認識家鄉物產 2.利用特產再製

作 

3.物產精細素描 

六 家鄉意象創意行

銷 

1.家鄉印象 2.家鄉意象深入

探索 

3.創意行銷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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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戀上我的家學校本位課程下學期課程主題、層次、單元名稱表 

年

級 

主題、層次 

單元名稱 

認識探索 理解體驗 應用創作 

一 橙香-幸福香丁 1.採橘趣 

2.柑橘 123 與香

丁節 

3.香丁採果大事

記 

4.香丁美食家 

創意圖文作品、手

作香丁寶寶 

二 米之達人 1.米之達人-我最

行 

2.美食體驗 3.作品製作 

4.書寫作文 

三 AMIS 趴 趴 

GO!-和平你我他) 

1.我的家鄉-美麗

的故事2.小小記

者 

3.異國風情真趣

味 

4.粽在一起 

四 戀戀家鄉-阿美狩

獵文化 

1.我是收集者 2.小小觀察家 3.第一名作家 

五 家鄉產物戀-我是

行銷高手 

1.家鄉物產的由

來2.搶香丁 

3.家鄉產物戀 4.行銷高手 

六 泰家鄉意象  2.0 

創意行銷再升級 

1.溪流的小獵人 2.Siraw 辣 椒 鹽

一把 

3 創意行銷再升

級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提供。 

 

    以上表4-1與表4-2是戀上我的家學校本位課程上、下學期課程主題、

層次、單元名稱表，有此可見課程實施的主題與名稱。 

四、訂定各年級本位課程教學目標 

    學校本位課程目標揭示以學生為主體，藉由課程設計及規畫使其了解

在地文化之意涵，提高認同感，接納並尊重多元族群，啟發生命潛能，促

進生涯發展，進而培養出具有關懷、永續、共好理念之公民。以下為研究

者分析、整理課程計畫相關文件後，所得出的各年級說明教學計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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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0181030）。 

  （一）低年級 

    由於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內容在低年級是以認識家鄉所在

地的農業物產為主，因此在教學計畫中的課程目標有二，分別是：察覺認

識生活周遭物產樣貌以及利用生活中易取得的各項資源照顧自己，學習家

務。 

  （二）中年級 

    同一份文件，中年級為認識家鄉的環境與不同族群的文化，在教學計

畫中的課程目標有三，分別是：認識阿美族傳統文化、尋找校園色彩以及

創作自己的傳統文化創意作品。 

  （三）高年級 

    在高年級則是結合國際與科技教育，引導學生行銷家鄉之美並能擘劃

家鄉的未來，引領孩子拓展視野，走向世界舞台，達成個案小學關懷、共

好、永續的願景。因此，在教學計畫中的課程目標有二項，分別是：觀察

和認識家鄉環境和物產之美。結合社區意象和在地特色，行銷家鄉至全世

界，有符應國際教育的趨勢。 

五、教育利害關係人參與後的看法 

    研究者觀察該校教師進行的一場學校本位課程共備中（觀20230925） 

，發現該校中年級的跨領域主題式課程教學目標有：（一）知道積鄉居民

如何利用自然資源。（二）能借助科技及媒體的運用，察覺居住地方所發

生的問題，獲得有助於探究的資訊。教師在學習內容中列舉了：（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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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2 能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助於探究的資訊。

（二）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行動力。

（三）綜 E B2 蒐集與應用資源，理解各類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用以

處理日常生活問題。（四）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

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學校內部人員接受訪時提到，他們對於課程目標的看法： 

 

    本校校訂課程目標主要跟當地部落和社區進行結合，課程目標與 

    自然和人文結合（訪 A-20230624）。 

 

    本校校訂課程目標明確且貼近社區，課程目標與在地產業結合， 

    因此強調跨領域課程（訪 B-20231008）。 

 

    本校校訂課程目標主要跟當地特產結合，……。校訂課程目標會 

  依據不同年級進行設計，六年級課程內容則是進行阿美族的相關 

    文化課程（訪 C-20230710）。 

 

    受訪者認為，以上四項的課程目標設計，符合該單元要教導學生利用

網路科技，認識家鄉環境及景物，察覺所遇到的問題，並團隊合作，集思

廣益，思考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再嘗試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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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  

    Pinar(2015)提出「重構主義」（Reconceptualism）的課程研究方法，

主張課程如同生活經驗是永不停止向前的動態歷程。蔡清田（2023）認為

「重構主義」強調課程概念需透過理論重構，可以激發學生潛能，促進個

人與社會的發展。 

    呂俊宏等人（2023）認為學校可透過結構化架構分析學校情境，盤點

校內外資源。以理性決策確認課程目標，由部落耆老參與課程協作推動小

組，共同發展課程，以提升學校效能。劉泳君（2023）指出推動課程發展

時，可以學校願景為主軸，擬定課程整體目標，凝聚全員共識，投入經費

資源，並邀請專家學者協助進行課程改進，以支持教師專業成長。如此可

創造課程發展時的教學討論，與開放的對話空間。唐子騏（2020）認為要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應確立學校願景與藍圖，制定課程發展目標，確立教

育發展方向，檢視可融入之跨領域課程。 

    楊智穎、王郁雯（2023）指出偏鄉學校跨領域課程發展的歷程中，要

慎思課程的定位、目的。古士傑（2022）指出課程規劃可依據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的核心素養與目標模式、情境模式等，依據課程目標、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學習資源等研擬。張素真（2020）則認為團隊在設計課程目標

時，可結合新課綱的三面九項，以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同時，課程架構

的學生圖像設計，可以素養為基礎，針對學校的人才培育指南做設立的參

考。 

    林雅芳（2021）指出學校應健全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善用核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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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課程研究及發展。並整合社區人力資源，營造協作的校園學習文化，

致力學生學習需求為優先考量，帶領學校成員發展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

並可整合社區人力資源，營造協作的校園學習文化。郭春松（2022）指出

透過課發會與利害關係人分析過去課程發展狀況，構思當前課程發展需求 

，以及未來的特色發展的的方向。張鴻章（2022）在建構特色學校指標上，

在層面中以特色課程與教學層面最重要。在各層面的向度中以發展特色校

訂課程、建立學校品牌特色等為最重要。 

    根據前述學者所言，重構主義的課程概念，學校為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可透過理論架構分析學校情境，結構化盤點學區級學校內外部的資源。以

理性決策確認課程目標，整合社區人力資源，由部落人士、耆老參與課程

協作推動小組。並應確立學校教育的願景與藍圖，擬定出課程發展目標，

協力發展課程。以凝聚全員共識，投入經費資源，並邀請專家學者協助進

行課程評鑑、改進。支持教師專業成長，營造協作的校園學習文化，創造

課程發展時的教學討論，與分享、開放的對話氛圍，致力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研發在地化特色校訂課程、建立學校品牌特色等為最重要，進而激發

學生潛能，促進個人與社會的發展。 

    本個案研究的發現與前述研究的結果趨於一致，個案學校為順利達成

108 新課綱實施的使命，課程發展採行協作治理的觀點，納入教育利害關

係人參與。積極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的運作，藉由結構化架構進行情境分

析、資料判讀與目標管理。凝聚教育利害關係人對課程目標與架構的共識，

結合三面九項的素養，與在地情境、資源，訂定學校本位課程的願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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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與目標。發展學校願景，繪製學生圖像，設計課程地圖，並落實在學校

本位課程設計與內容規畫。 

    各學期課程目標的規劃分析結果也顯示，個案學校能回應學校本位課

程以探索文化與生活實踐為核心，激發生命潛能，培養學生成為生活實踐

家的願景目標，進而培育具有關懷、永續、共好之學校願景理念的學生。 

 

第四節 進行課程組織 

 

    楊智穎、王郁雯（2023）課程組織設計主要是要處理知識會是學習經

驗的排列與整合。指學校與利害關係人，透過溝通機制，審視課程希望達

成的目標，選取可以設計的內容，安排教學進行的方式與相關的情境營造。

個案學校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發展的歷程中，與家長、社區共同進行課

程協作治理，以突破困境。因此本節在校內同仁及家長、社區代表等利害

關係人對課程教材選取組織方式上，作進一步的探究。 

    本節研究旨在瞭解個案學校歷年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與社區課程協作

治理時，學校與教育利害關係人的課程組織、選取的方式。透過與學校同

仁訪談及該校提供的文件、研究者觀察等的資料，加以彙整與分析。 

一、與教育利害關係人進行課程的選取 

    在課程發展的歷程上，依據個案學校提供的 107 學年度課程計畫文件

中的伍、課發會組織文件來看（文-20230701），個案學校有依法提出課程

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成立該組織。每學年度的課程計畫，也都按照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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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做初審以及複審的程序。歷次委員會運作的相

關會議記錄，也都有提供在學校官網上，讓家長、民眾能隨時點閱。 

 

圖 4-8 

教師團隊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邀請社區人士進行課程選取情形 

 

說明：教師與社區人士討論課程選取的情形。 

 

    上圖為個案學校在課程發展的歷程上，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與社區

教育利害關係人，正在進行課程選取的討論情形圖。 

    由這份文件中的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決議

了該校該學年度的行事活動安排與實施。其中還決議了與學校本位課程有

關的彈性學習節數課程內容的規劃，以及該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學習節數

及彈性節數安排等重要議題。會議中還邀請了家長會長、副會長、社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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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協會理事長等人蒞臨出席。而且會長及理事長連續出席了第一次初審及

第二次複審的二次會議。 

    為因應 108 學年度新課綱的實施，在校訂課程部分，學校是決議一至

六年級都採用核心素養導向教學，由此展開新課綱的研發歷程（文

-20230701）。學校願景也確定為關懷、共好與永續三大願景目標。 

    個案學校本位課程的課程內容組織方面，是因為課程發展委員會已在

107 學年度的暑假期間召開會議，著手陸續進行課程協作治理。邀請校內

同仁與社區人士，針對學校現況及背景分析，訂定出以學生為學習主體，

透過素養導向課程與生活對話，激發關懷的精神、使其具備永續的理念，

創造實踐共好的新世界之課程願景目標，要培養學生成為與生活對話的實

踐家。 

    由此可見，該校是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也重視家長、社區參與共

同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的協作治理。會議中能讓校內同仁及家長、社

區代表等充分表達意見，選取適合學生學習的教材。 

  （一）學校本位課程之內涵與目標選擇 

    從圖 4-6 學校本位課程內涵與目標圖，可知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的課

程發展委員會選擇關懷、共好與永續作為學校願景目標。課程內涵是啟發

生命潛能、涵育公民責任、陶養生活知能與促進生涯發展。 

    在課程架構上選定每學期彈性節數中的 20 節課進行素養導向跨領域

主題式的戀上我的家學校本位課程。其他彈性時數進行學校行事、閱讀、

資訊及補救教學、生活英語等課程。領域課程及節數按照108課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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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逐年實施，落實新課綱。 

  （二）課程內容選擇由近而遠與螺旋式發展的模式 

    在素養導向跨領域主題式的戀上我的家學校本位課程設計上，課程發

展委員會訂定的課程內涵的課程設計以探索文化與生活體驗為主要雙核

心。探索文化與生活體驗的意涵，是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的主題式課程規畫，

連結在地族群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作傳遞，期待以啟發學生尊重多元、愛鄉

自愛的精神。 

    課程目標是以學生為主體，藉由課程設計及規畫使其了解在地文化之

意涵，提高認同感，接納並尊重多元族群，啟發生命潛能，促進生涯發展，

進而培養出具有關懷、共好與永續理念之公民，達成學校願景目標。 

    簡言之，課程內容素材的選取，採用了循序漸進且螺旋式的發展模式。

依據學生身心發展與生活經驗，從自身的生活周遭家庭生活經驗出發，接

著是社區、部落，再到行銷家鄉，站上國際舞台發光發熱。 

  （三）低年級課程注重理解地方資源與變遷 

    學校本位課程目標以學生為主體，藉由課程設計及規畫使其了解在地

文化之意涵，提高認同感，接納並尊重多元族群，啟發生命潛能，促進生

涯發展，進而培養出具有關懷、永續、共好理念之公民。個案學校的學校

本位課程設計內容低年級是以認識家鄉所在地的農業物產為主。兼任行政

人員表示，這個階段學生要能熟悉、觀察自己家或附近的物產： 

 

    以一年級為例，跟本地農特產結合，例如：香丁、柚子、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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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進行，有時候會到家長的果園、農田或是到村落進行傳統文 

    化巡禮體驗（訪 B-20231008）。 

 

    因此在這階段的教學計畫中設計了二項課程目標，分別是：察覺認識

生活周遭物產樣貌以及利用生活中易取得的各項資源照顧自己，學習家務

（文-20181030）。以 109 學年度的課程計畫（文-20200831）安排為例，

一年級上學期的主題是米.果職人秀-香氣食足-柚見幸福，教學活動有採柚

趣、柚子一二三、水果沙拉大拼盤、柚子砂紙畫與圖文創作。下學期主題

是幸福香丁，教學活動有柑橘 123 與香丁節、採橘趣、香丁美食家、圖文

創作、繽紛的香丁園-全班集體創作以及香丁陶板製作等活動。在二年級

上學期的主題是-米之達人，內容有米之達人我最行、藝文創作、美食體

驗與圖文心得創作等課程。 

     

圖 4-9 

經過課程組織後的低年級米之達人課程實施情形圖 

 

說明：社區人士與教師協同進行米之達人美食體驗課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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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顯示經過課程組織後，社區人士正與教師協同進行米之達人課程

的情形，課程內容介紹傳統的米食製作方式。 

    二年級的下學期進行我是好鼻師主題，教學活動有米飯變色龍：學習

如何煮飯、飯糰 DIY 桂圓糯米粥、稻子停看聽：認識稻米生長過程、割

稻體驗、藝術創作：紙版畫設計稻米公仔、稻草花圈，還有心得創作：學

習內容圖文創作等。因此低年級的教學主題與活動內容，大致上在教到學

生察覺四季變化，認識生活周遭物產的樣貌，還要能利用生活中易取得的

各項資源照顧自己，學習幫忙做家務等課程。 

  （四）中年級家鄉的環境與各族群的文化 

    根據研究者發現，學生到了中年級，為了認識家鄉海岸山脈與東海岸

地區的環境與不同族群的文化，因此會在教學計畫中安排了三項的課程目

標： 

 

    包含認識阿美族傳統文化、尋找校園色彩以及創作自己的傳統文 

    化創意作品。上學期在三年級設計了 AMIS 趴趴 go!-阿美 

    族服飾主題，教學活動內容有原來如此-檳榔袋認識與製作，神 

    秘的暗號-家族圖騰簡介以及時尚達人-手作文創檳榔袋。 

    AMIS趴趴 go!的主題教學活動目標是認識、分析族群文化圖 

    騰與特色編織物品，課程結束前學生要能創作出屬於自己家族的 

    圖騰與編織物，最後是發揮想像力，創作出時尚阿美族文創商品 



157 
 

    小物（文-20200831）。 

 

    研究者從文件中分析出，下學期的三年級課程是 AMIS 趴趴 GO!-

和平你我他，以認識家鄉的族群為主題，內容安排了家鄉-美麗的故事、

我是小記者、異國美食、粽在一起等單元。四年級下學期走的主題是戀戀

家鄉-阿美狩獵文化，教學活動包含我是收集者、小小觀察家與第一名作

家。內容偏重人文的部分。  

    在四年級的主題是戀戀家鄉-阿美狩獵文化。教學活動有認識社區，

教學內容包含家鄉地形及環境的介紹、我是收集者、我是觀察家、第一名

作家等。課程目標是利用網路科技，搜尋資料，並認識家鄉人文與自然生

態環境。成果是全班呈現出一幅繪製同學居住位置的家鄉上河圖，能考驗

學生使用網路地圖的能力，以及全班溝通、合作繪製家鄉上河圖的綜合能

力，顯見教師課程設計上頗具巧思。 

  （五）高年級參與家鄉祭儀慶典 

    研究者從文件中分析出，學生到高年級，就是要與職業試探體驗和行

銷家鄉之美結合，安排國際與科技教育，希望引導學生發揮創意巧思，行

銷家鄉之美並能解決家鄉面臨的問題，擘劃家鄉的未來。此時要引領孩子

拓展視野，走向世界舞台，達成個案學校的關懷、共好、永續願景。因此，

在教學計畫中的課程目標有：觀察和認識家鄉環境和物產之美。結合社區

意象和在地特色，行銷家鄉至全世界（文-20200831）。 

    研究者整理出上學期五年級是創意行銷─我們的家鄉意象的主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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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內容有第一部分家鄉印象-認識部落的人文與物產。第二部分-針對家鄉

意象做探索體驗，有長香左柚-柚子香皂、果醋。第三部分是針對家鄉意

象做創意行銷。課程最後要達成透過小組創作，將當地部落民族的傳統語

言、文化，利用網路或書籍方式傳播與行銷家鄉的特色。六年級主題是家

鄉的印象，教學內容有我所認識的家鄉、家鄉資源分類及命名、家鄉意象

的深入探索、認識家鄉閩南、客家及原住民族、新住民文化和傳統祭典。

同時鼓勵學生參與部落節慶活動，了解與體驗當地社區、部落民族文化。

最後是推廣行銷家鄉，透過創作介紹當地部落民族的傳統文化特色。 

     

圖 4-10 

高年級選取的課程有帶領學生參與部落節慶活動的課程 

 

說明：社區人士與教師協同進行部落豐年祭課程舞蹈活動彩排的情形。 

 

    上圖是高年級選取的學校本位課程，內容設計有帶領學生參與學區部

落節慶的活動，讓學生了解與體驗自己生長的社區、部落民族傳統祭典文

化。透過參與、體驗，激發創作出作品，以介紹當地部落民族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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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下學期的五年級以家鄉產物戀--烘培大師為主題。課程計畫的教學內

容有介紹家鄉物產的由來、節慶的介紹，如：香丁節、產物戀-香丁水果

餅乾烘焙製作、我是物產行銷高手等。六年級則進行-家鄉意象主題，內

容有阿美族小獵人、創意料理與意象推廣。小獵人課程是了解及體驗阿美

族傳統漁獵的方法，並運用大自然的素材就地野炊。創意料理有製作小米

甜甜圈、繪製宣傳海報與介紹小米食品。最後是透過繪本介紹家鄉景點的

故事，包含：水往上流、都蘭糖廠、都蘭石棺、月光小棧、金樽陸連島、 

東河新舊橋、小馬隧道、登仙橋、東安宮、龍山宮、百年咖啡樹和神木等

景點。課程目標是讓學生了解時代進步下家鄉的變化，以及日常生活中有

哪些類似 siraw 和醃辣椒等傳統食物改良創新的發明，讓學生體驗現代

生活對傳統文化的衝擊，從中發想哪些可以進行改造、創新，進而行銷家

鄉之美。 

二、與教育利害關係人推動課程的組織 

  （一）教材組織歷程 

    個案學校自 107 學年度上學期期初開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及進行課

程協作治理。在個案小學 107 學年度上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文

-20180829）中敘明有邀請有經驗的退休校長、教授及部落社區人士共同

進行課程協作治理，帶領教師團隊從課程素材踏查、採集，課程設計、實

施，修正與期末成果發表和回饋的歷程，進行課程教材的組織。 

    在課程設計方面，分別於 2018 年 9 月 5 日辦理校本課程工作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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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針對新課綱的總綱、語文、社會領綱做解說，以及學校本位課程的

跨領域主題式課程教案示例分享。讓教師對新課綱及素養導向教學、跨領

域主題式課程有初步的認識。接著是 2018 年 9 月 19 日辦理校本課程工作

坊（二），這此起的工作坊內容，開始有在地產業踏查與認識的安排，以

利教師設計及實施教學。學校與地方農民合作，進行文旦柚產業生態與採

果體驗，以便採集在地資源，融入課程與教學中實施。 

    2018 年 10 月 31 日辦理校本課程工作坊（三），內容是讓教師就學校

課程計畫所提的學校願景、課程目標、課程架構等，嘗試撰寫新課綱素養

導向跨領域學校本位課程的教案設計。教案設計成型後，在 2018 年的 11

月 17 日辦理校本課程工作坊（四），邀請退休校長針對以撰寫及實施的教

案，提供教師建議與回饋。有疑問的教師也會在進修時間就教於退休校

長。 

    個案學校在 2018 年的 11 月 17 日辦理校本課程工作坊（五），由村長

帶領教師認識學區的在地人文與自然資源，進行了漢人在學區內開闢的百

年水圳踏查。也邀請部落主席介紹阿美族傳統狩獵文化與製作陷阱。2019

年的 1月 9日辦理校本課程工作坊(六)內容是在地自然環境-金樽陸連島地

貌踏查與校本課程期末發表會。在地課程素材蒐集踏查的目的，是讓初到

任的教師，充實學區自然與人文背景知識，也與村長、部落人士進行共備，

對未來學校本位課程教授上，或是要進行協同教學時，在課程協作治理方

面，能有所準備，建立雙方互信與承諾關係。 

    107 學年度下學期起，有安排二次的校訂課程教案撰寫、二次邀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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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大學教授入校陪伴教師進行核心素養導向跨領域校訂課程研發工作坊。

三次的校本課程工作坊（一）-（三），內容分別是在地文化-認識阿美族

野菜採集與狩獵文化、結合食農教育-認識在地野菜類與柑橘類的農作物 

與食農教育加上在地文化的認識在地農作-部落傳統稻米和美食-都倫製

作等。詳細資料如附錄一個案學校 107 至 111 學年度辦理的教師專業社群

增能進修表。此時也辦理一場次的校訂課程成果發表，作為課程評鑑的機

制。 

    為迎接 108新課綱的實施，在 107學年度完成整個上、下學期與社區、

部落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的在地素材踏查與課程設計、教案撰寫、課程實施、

修正及省思回饋等程序後，呈現在 108 學年度課程計畫資料中，有了較完

整、有系統的參、課程架構四、課程架構圖／表（文-20190915），有了戀

上我的家學校本位課程上、下學期課程規劃表。 

    比較之前九年一貫時期 106 學年度的學校本位課程，當時只有訂出主

題名稱，而缺乏實質內容。107 學年度這次所設計的學校本位課程規劃，

內容包含了探索文化與生活體驗的意涵，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的跨領域主題

式課程規畫，可以連結、傳遞在地族群文化最重要的部分。課程期待啟發

學生尊重多元、愛鄉自愛的精神。以學生為主體，使其了解在地文化的意

涵，提高自我認同感，同時要能接納並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啟發生命潛

能，促進生涯發展，進而培養出具有關懷、共好與永續理念之公民，達成

學校關懷、共好、永續與課綱自發、互動、共好的願景目標。 

    如表 4-3、4-4 戀上我的家學校本位課程下學期課程主題、層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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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名稱表所示，個案學校所規劃的上、下學期課程，讓後續授課的教師在

進行學校本位課程教學時，可有所參考與依循。 

  （二）108學年度持續強化教師課程轉化能力 

    分析 108 學年度新課綱開始實施，由於個案學校已有 107 學年度二學

期在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實施與修正的經驗，此時引進在地社區部落的人

力資源，共同凝聚共識進行課程協作治理，協助教師課程研發，已經是相

當熟悉的事情。 

    證諸附錄三個案學校 107至 110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

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分析表，其中新課綱實施後的 108 學年度起，每學期

的週三進修，至少都有邀請社區、部落人士共同進行課程協作治理，安排

2 次的在地素材採集、踏查的課程。 

    108 學年度於 2019 年 10 月 16 日辦理在地課程教學-東海岸潮間帶動

植物生態踏查與教學。2049 年 12 月 11 日舉辦在地課程教學-文化變遷教

學研討。2020年 5月 27日是在地課程教學-學區聚落踏查與教學研究。2020

年 6 月 24 日的 在地課程教學-是東海岸潮間帶動植物生態踏查與教學

研究（二）。 

  （三）109學年度邀請課程專家協助提升教師專業 

  進入 109 學年度，個案學校與師培大學開始合作進行地方輔導計畫。

因此在辦理週三進修的地素材採集、踏查的課程，有邀請師培大學教授及

社區、部落人士一同參與課程協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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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是透過大學專業團隊與在地國小教育現場夥伴攜手共同合作 

    ，引導學校在地化人力物力資源正向參與教育。其次，是辦理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增能進修，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確保學生學習成 

    效。第三，是希望凝聚地方人士參與教育共識，建立學校辦學特 

    色（文-20210608）。 

 

    前述文件中顯示，個案學校在 2020 年 10 月 14 日舉辦部落在地化教

學素材採集踏查，邀請返鄉青年吳幹事進行學區產業人文發展歷史的說明 

，並帶領學校教師團隊走讀部落、認識學區部落的人文資源。地點包含：

當地的老街、阿美族聚會所、郵局、教會、社區閩南人的信仰中心大廟等

地。讓教師認識部落、產業、宗教等發展的歷史軌跡。由吳先生與教師進

行課程的共備，並提供課程研發相關的諮詢服務，讓教師團隊對於社區部

落產業與發展史有初步認識，並於學校本位課程中，安排相關認識與體驗

的課程。 

    這份報告書的回饋統計表中顯示： 

     

    90%的教師認為在研習主題上，能增進自我專業知識提升研習主 

    題淺顯易懂。85%的教師認為能輕易對課程有初步概念。90%的教 

    師覺得主題與內容相符，難易適中。最後有 95%的參加教師感覺 

    適合辦理此類研習，因主題合乎本身需求（文-202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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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回饋可見，對於個案學校的教師而言，辦理學校本位課程的在

地素材踏查與體驗此類研習，能讓教師對學區自然與人文資源有初步的體

認，符合教學需求。 

    在 110 學年度個案學校與師培大學合作進行地方輔導計畫報告書中

提到： 

 

    2021年 4 月 14日辦理部落在地化教學素材採集踏查，由耆老尚 

    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到校帶領個案學校教師團隊進行阿美族 

    傳統漁獵生活的簡介—溪流的阿美族 mialal ~ mitenas漁獵課 

    程。課程的內容包含：認識傳統領域獵場、打獵儀式與禁忌、阿 

    美族人生態保育觀念及獵具使用等技巧實作體驗。由謝理事長提 

    供課程研發、實施的諮詢服務，並參與教師團隊的課程共備工作 

    ，提供原住民族傳統漁獵文化的知識及技能。這項課程同時規劃 

    於四年級的學校本位課程中實施（文-20220601）。 

 

    在 110 學年度的地方輔導計畫報告書寫到： 

     

    師培大學與個案小學合作辦理在地文化課程實踐教師增能工作坊 

    ，進行跨領域校訂課程研發，是要藉由該計畫引介在地社區人力 

    資源，參與跨領域校訂課程模組設計研發。並邀請阿美族在地耆 

    老到校，帶領教師團隊體驗傳統原民漁獵文化，讓教師能深入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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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在地文化特色。也透過社會跨領域課程實施成果發表，達成學 

    校本位課程的願景目標（文-20220601）。 

 

    2021 年 10 月 20 日學校辦理東海岸南段部落在地化教學素材採集踏

查，邀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介紹東海岸南段地區產業人文發展史。文件

記載當時講師說明： 

 

    位於這條溪出海口部落的阿美族人的遷徙與發展史，以及這座橋 

    建橋的歷史、老街產業人文發展歷程以及教會、舊自來水公司古 

    蹟等。讓教師對於東海岸南段地區的人文歷史、族群分布、在地 

    產業、自然資源等有深入的體驗與瞭解，以便應用於課程中實施 

   （文-20220601）。 

 

    2022 年 4 月 13 日由北部返鄉青農進行阿美族傳統農耕生活簡介。 

 

    主題是學區溪流流域阿美族人種植的百年五鑽能量米、日治時期 

    留下的百年咖啡樹及特殊的換工(malapaliw)制度簡介、說明。 

    同時也進行傳統阿拜米食製作、咖啡栽種體驗等實作課程。這次 

    課程讓教師們對於原住民族傳統食農教育，從產地到餐桌都有深 

    刻的體悟（文-202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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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個案學校與師培大學合作進行地方輔導計畫的報告書中，

作了實施結果分析： 

 

    1.師培大學導入專業師資，協助個案學校進行社區部落在地素 

      材採集、課程設計與實施成果發表，有助於發展跨領域課程 

      ，建議延續實施。 

    2.個案學校透過本計畫能精進教師課程發展專業，解決教學現 

      場所遇問題，有助提升教師專業。 

    3.透過本計畫能善加引導社區民眾參與學校課程發展，有助於 

      學校爭取部落認同感，發展特色課程，具有正面效益 

     （文-20220618）。 

     

   從以上 110 學年度個案學校與師培大學合作進行地方輔導計畫的報告

書中，可見為解決長期以來教師流動率偏高及外地教師不熟悉學區的困境，

個案學校持續與師培大學合作，透過地方輔導計畫引進資源，聘請社區、

部落人力，與教師團隊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課程協作治理。 

  （四）利用課程評鑑調整課程組織 

    在學校本位課程的組織精進上，根據附錄三個案學校 107 至 110 學年

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分析表的內容所示，

個案學校透過每學期末的學校本位課程成果發表，讓教師分享教學設計到

實施與省思的心得，來檢視課程推動的成效，以此作為課程選取與組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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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參考依據。詳情另於第六節敘明，此段落僅概述。 

    以個案學校 109 至 110 學年度為例，2 學年共進行了四場次校訂跨領

域課程實施成果發表，分別是 2020 年 12 月 30 日、2021 年 5 月 19 日、

2021 年 12 月 29 日、2022 年 6 月 1 日共進行了四場次的校訂跨域課程實

施成果發表。由各班級任教師做跨領域課程實施成果的發表。簡報時由教

師簡述在地素材，將部落自然人文元素融入校訂課程。並反思學校願景、

課程目標達成程度，以及回應學生需求。同時對於課程目標、學生圖像進

行再概念化，也藉此建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跨領域教師共備，提升

教師專業知能，累積課程研發智慧資本。 

    國小階段的學校本位跨域主題式課程，是在學生的生活情境中的活用

學習，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讓學生學習、學會知識後能在生活情境中運

用。因此課程設計上就應該整合學校所在地的各種自然與人文資源，透過

引介社區、部落人士進行課程協作治理，利用學區附近的海岸山脈南段與

東海岸在地教學素材的採集，轉化為教師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的養分，協

助教師精進教師專業，進而推動課程評鑑，作為學校發展素養導向跨域主

題式課程最佳之後盾。 

    上述研究發現課程選取與組織的過程，乃是利用課程發展委員會、教

師專業社群進修、學校本位課程期末發表會等方式進行的。 

三、討論 

    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教育部，2014）訂有四項總體課程目標，以協

助學生學習與發展，包含：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



168 
 

涵育公民責任。林仁傑與林怡君（2021）認為學校可以根據情境診斷的結

果，準備課程目標，內容包含：教師與學生的行為、預期的學習結果與教

學表現等。古士傑（2022）認為學校進行課程組織選取規劃時，可參考新

課綱的核心素養、情境模式，研擬出課程目標、學習重點及教學活動、學

習資源等。李雅婷（2023）研究認為跨年級教學課程模式，常採類似螺旋

式主題設計。朱珮芬（2023）指出學校本位課程的單元內容設計可由淺入

深，由自己出發，接著探討人與他人，再進入自然，最後回饋至社區、部

落。並採取無限迴圈的模式，永續發展校本課程。林佳靜與許世璋（2017）

認為地方本位的環境教育課程教學，有助於學生瞭解地方歷史景觀變遷的

認知，引發學生的地方依附與意義，並促進對在地環境的關懷與行動。 

    上述學者提出，學校應根據所在地情境分析所得的結果，作為課程目

標、課程組織及選取規劃上的依據。並可參考新課綱的核心素養，研擬出

課程目標、學習重點與教學活動、學習資源等。學校本位課程內容可由自

身出發，進而探討人與他人的關係，再進入人與自然。這種螺旋式由近而

遠的課程教學，對學生瞭解地方歷史、景觀環境的變遷有幫助。並可引發

學生對地方的認知與意義，激發出對在地環境的關懷與行動。 

    研究發現，個案學校本位課程的選取與組織，內容大致按照學校情境

分析所得，參採學生身心發展狀況，以螺旋式的課程設計概念，層次由淺

到深。由照顧自己、認識家庭、產業文化，社區、部落到家鄉的由近而遠

作加深加廣的學習。 

    分為低年級以認識家鄉所在地的農業物產，中年級為認識家鄉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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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同族群的文化，高年級則是結合國際與科技教育，引導學生行銷家鄉

之美並能擘劃家鄉的未來。引領孩子拓展視野，走向世界舞台，達成新課

綱自發、互動、共好與個案小學關懷、共好、永續的教育願景目標。期許

能服膺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政策的趨勢，結合學校所處學區在地資源，透過

課程協作治理的歷程，精進教師專業發展，研發校訂課程，以爭取家長、

社區、部落族人的認同，建立學校的品牌形象，發展出學校特色，達成適

性揚才的教育目標，為社區培育未來「地方創生」的永續優質人才。 

    綜上所述，個案學校課程組織是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協助教師進行

課程共備，以及商討協同教學進行的日期、時間與地點等。再加上會邀請

家長代表、部落主席、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鄉民代表、農漁會人

員、農民、各行業達人等教育利害關係人們，一同到校進行學校本位課程

工作坊。 

    這些備課時機，教育利害關係人以直接與授課教師會談，或是擔任週

三教師進修外聘講師的方式進行。可以說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專業社群

進修、學校本位課程期末發表會等，就是學校與教育利害關係人間的課程

選取、組織的重要渠道，賡續發展校本課程，因此與前述的研究結果相同。 

 

第五節 實施課程內容 

 

    本節為瞭解個案學校歷年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與社區課程協作治理時，

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情形，透過訪談、文件、觀察等方式取得學校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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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的看法，加以彙整及分析。從行政與教學、社區、部落等不同

的教育利害關係人視角，分析課程實施的現況。以下就學校在課程試行與

執行正式教學作分析。 

一、課程詴行階段 

    根據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文

-20230701），決議了該校該學年度的行事活動安排與實施。其中還決議了

與學校本位課程有關的彈性學習節數課程內容的規劃，以及該學年度各年

級各領域學習節數及彈性節數安排等重要議題。 

    在課程架構上選定每學期彈性節數中的 20 節課進行素養導向跨領域

主題式的戀上我的家學校本位課程。其他彈性時數進行學校行事、閱讀、

資訊及補救教學、生活英語等課程。領域課程及節數按照108課綱的要求，

採逐年實施，落實新課綱。 

  （一）對課程實施進行協作治理 

    因應新課綱的到來，加上教師流動率大，也缺乏在地的課程知識，故

在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方面，研究者分析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

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文-20230701）後發現，個案學校邀請社區部落、

個人或是組織一起合作，在相互傳達課程願景理念、目標、架構、內容與

評鑑等。並透過與課程發展主題相關的國際、閱讀、資訊科技、本土、族

群文化與課程綱要、語文、數學、社會、跨領域素養導向教學研討、公開

觀議課、邀請師培大學專業師資到校輔導諮詢、教師社群增能專業成長進

修及與東海岸自然和人文資源、產業活動有關的在地素材踏查、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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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發表、課程評鑑省思、學校本位課程委員會等活動、集會的不同方式，

學校與社區、部落凝聚共識，並建立溝通對話機制與相互信任的關係。 

  （二）安排校本課程工作坊 

    由於九貫時期為落實學校本位課程，因應新課綱的實施，在課程實施

上就必須邊設計邊實施，再給予授課教師回饋及修正，故需持續提升教師

專業。 

    研究者整理出個案學校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

能進修分析表。附錄三中顯示，個案學校歷年的週三進修規劃中，均有校

本課程工作坊的安排。 

 

圖 4-11 

個案學校於課程試行階段邀請課程專家指導教學活動設計 

 

說明：個案學校於課程試行階段，舉行校本課程工作坊，邀請課程專家

入校指導教師與社區人士進行教學活動設計的情形。 

 

    上圖為個案學校於課程試行階段，舉行校本課程工作坊，邀請課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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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入校指導教師與社區人士進行教學活動設計的情形。 

    個案學校在 107 學年度開始進行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規劃時 

，是採用班級導師與科任教師一位互相搭配，設計出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

程的教案設計。上述的彙整表顯示，107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各學期辦理

課程計畫撰寫、校訂課程設計素材蒐集、踏查及實施成果分享與課程發展

委員會議等相關活動，共計 92 次，平均每學期達 12 次之多。其中 107 學

年度上學期計有 8 次、107 學年度下學期計有 9 次、108 學年度上學期計

有 11 次、108 學年度下學期計有 14 次、109 學年度上學期計有 9 次、109

學年度下學期計有 14 次、110 學年度上學期計有 12 次、110 學年度下學

期計有 15 次。 

    在歷年的課程計畫內容可以發現，包含學校的課程目標訂定與課程節

數的安排以及跨領域統整的概念圖和教學規劃與進度表。在教學規畫表中

呈現總綱核心素養、跨領域的領綱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及學習

目標、融入議題、教學活動概述、教學節數、教學資源、評量方式等資訊。

而這些專業增能，均透過教師進修與課程共備觀議課的過程達成。 

  （三）設計教學活動流程 

    個案學校的教師團隊利用課程發展委員會、週三教師專業社群進修共

備時間，先討論、設定各年級與各單元名稱，選定可以設計跨領域教材的

領域。由導師、科任教師與社區、部落及外聘有經驗的講師一起進行在地

素材踏查與蒐集，設計教案。 

    接著按照各學期主題、層次、單元名稱進行教學活動流程的設計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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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課程試行，試行後回到校本課程工作坊，邀請有帶領課程發展經驗之退

休校長、學者專家等，由學校教育利害關係人與外聘講師之間給予回饋，

再修正教案、定稿的方式，在 108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 

 

圖 4-12 

個案學校利用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設計教學活動流程 

 

說明：師培大學課程專家協助教師與社區人士進行教學活動設計的情

形。 

 

    上圖是個案學校的本課程工作坊，邀請有經驗之課程與教學學者專家

入校陪伴，帶領學校教師團隊與教育利害關係人，進行教學活動設計並修

正教案、定稿的情形。 

  （四）展開課程詴行 

    在課程試行上，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上學期學校本位課程規畫設計文

件顯示（文-20181010），各班級將 108 學年度上學期所要進行的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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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後，上傳至學校雲端系統，行政人員加以彙整後，轉傳給校本課程工

作坊入校指導的專家或是教授事先閱讀。從此份學校本位課程教學計畫文

件來看，各班級教師們的學校本位課程都已設計出完整的教案設計，提供

教師授課前備課與實施時的參考。而整體學校課程架構、學生圖像、實施

內容、實施方式、成果發表、情境營造等，是由學校與社區、部落人士或

是組織所共同發展完成的。 

    107 學年度下學期，個案學校同樣設計了 108 學年度下學期所要進行

的學校本位課程內容，並按照前一學期所進行的流程進行一次。課程試行

結果作為 108 學年度下學期正式進行學校本位課程教學時的依據。 

二、課程正式實施階段 

  （一）安排實施時段 

    研究者分析學校本位課程正式實施的安排上，以新課綱實施後的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表件（文-20190917）而言，當時校訂課程在主題是跨領

域課程節數安排，各年級基本都是每學期 20 節。但各年級會有不同結束

的聯絡教學領域及節數。如一年級當時安排國語 2 節、生活 6 節，因此學

校本位課程總節數共 28 節。這並不包含其他學校共同行事所需的節數。

二及三年級都是用彈性 20 節課。四年級的聯絡教學領域及節數有：資訊

3 節、數學 1 節、藝術與人文 6 節、社會 6 節。因此總節數會到 36 節之

多。五年級聯絡教學領域及節數，如：藝術與人文 4 節。六年級聯絡教學

領域及節數：社會 2 節、國語 2 節以及綜合 2 節。 

    以上是各年級授課教師針對自己教學上的需要，所設計出的學校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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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所需節數，可以看出教師不僅要在自己所任教的領域上學校本位課程 

，還須與其他領域教師合作，進行教材分析，將與在地有關的課程或是單

元教材做跨領域的教學，這考驗教師團隊在課程與教學上的專業。 

  （二）爭取資源挹注 

    在經費支持上，一份 108 學年度實施及需求表（文-20191008）顯示，

個案學校在學期初會由行政端請任課教師列出各班級實施學校本位課程

預計邀請的社區、部落組織或個人，預想安排的協同授課時間，以及所需

經費概算。從需求表中顯示，108 學年度上學期各班級提出的需求是 1 萬

4,000 元。對於一所偏鄉小學而言，已是不小的業務費負擔。因此才會有

訪談時校長對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經費負擔的看法： 

 

    本校校訂課程實施困境主要還是在經費問題，其中包括師資問題 

    ，外聘講師鐘點費或是校內教師增能皆需要相關經費的支持 

    （訪 A-20230624）。 

 

    個案學校所提出的文化部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臺東縣

107 年「藝文教育扎根」計畫，名稱：藝發棋基‧臺東學三部曲計畫書-

藝文特色主題/舞樂阿美-阿美族傳統音樂舞蹈亮點課程，裡面提到： 

 

    學校位於海岸山脈南段，學生族群分佈以阿美族居多占 7 成。為 

    致力推動多元語言文化教育及校本文化回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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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107 學年度起設立阿美族傳統 

    音樂舞蹈社團，目的在傳揚童謠、古謠等族群藝文智慧結晶。期 

    望透過藝文社團，保存傳統文化，陶冶學生身心，強化族群意識 

    ，同時培育學童多元文化智商，整備迎向國際化時代的全球移 

     動力（文-20181118）。 

 

     這項計畫向文化部申請了經費，其中在阿美族傳統歌謠舞蹈外聘師

資鐘點費上，給予了學校不少的幫助，解決聘請部落人士到校教學的困擾，

也讓學生能長期不間斷的學習傳統古謠及舞蹈。這項計畫後續執行到 111

年為止。 

    在經費資源導入上，個案學校 111 年夏日樂學計畫計畫申請書及經費

申請表提出了阿美族傳統在地文化課程計畫申請，這次是個案學校首次申

辦夏日樂學計畫。計畫的主旨內容說明： 

 

    本校位處海岸山脈南段山區，交通不便，屬特偏地區的學校。 

    其中 75%的學生是原住民族的阿美族人，家長職業上 90%務農維 

    生，因此弱勢學生佔 87%以上。屬於相當弱勢的情況。學區內產 

    業以農業生產為主，又以稻米及柑桔柚類、釋迦等農產品為大宗 

    。近年來柚子及鳳梨釋迦因受兩岸政治因素干擾，外銷屢屢受挫 

    ，家長經濟因此普遍不好。復因學區內青壯勞動人口嚴重外流， 

    留下高齡人口，隔代教養嚴重。暑期常見弱勢學生無所是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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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亦無力安排其他學習活動，導致學習出現落差。經教師團隊對 

    話、溝通後認為，要申請夏日樂學計畫，應能提升原住民學生對 

    本土文化之認同與傳承。期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日後根留在地 

    ，進行社區再造，使家鄉風華再現，找回昔日的榮景 

    （文-2011222）。 

     

    所以個案學校 110 學年度的學校本位課程，採跨領域主題式架構設計 

，課程內容包含在地產業、自然環境、人文、歷史、地理等多元內容。課

程設計層次理念採螺旋式架構設計，透過課程的學習，培養學生多元的能

力。 

    故在此時個案學校申請了本計畫，希望能提升原住民學生對本土文化

之認同與傳承。二來能減輕家長暑期照顧子女的負擔，同時以跨領域多元

的活動學習課程引起學習興趣，延續學期中學校本位課程，也對學生基本

能力能提升與助益。夏日樂學的課程設計理念採數學、英語及科技、傳統

文化等主題軸跨領域編排，共編排 15 天，每天四節為一個主題單元，全

期共 60 節課。內容多元且寓教於樂，以每單元均安排活動性手作課程。

其中英語占 8 天，課程以貼切學生生活經驗之主題，如棒球、豐年祭、蔬

果、阿美族野菜、服飾等切入，讓學生於生動活潑的教學中學英文。在阿

美族傳統課程上，安排傳統童玩製作、傳統陷阱製作、傳統弓箭製作與射

箭體驗，還有傳統竹炮製作、阿美族野菜煎餅製做、阿美族漁獵採集文化

教學等，最後是帶領學生參與阿美族的傳統豐年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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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計畫可以說是弭補了暑假期間偏鄉弱勢學生學習的落差，希冀以

夏日樂學，讓學生在採數學、英語上進行補救外，加入科技教育的元素，

以及阿美族傳統文化薰陶等主題軸，進行跨領域安排，延續學期中學校本

位課程的學習成效。 

  （三）推動閱讀奠基活動 

    在推動閱讀方面，也是學習內容編排上重要的基本學力鞏固課程，因

此個案學校安排了晨光閱讀計畫。一份 109 學年度推動的身教沉浸式晨讀

十分鐘計畫，顯示： 

 

    該校在每周三、五晨間有十分鐘的閱讀時間。為鼓勵學生提高閱 

    讀識字量與閱讀冊數，學校也在閱讀推動的計畫中將閱讀小學士 

    、小碩士及小博士閱讀認證制度加入，鼓勵學生閱讀（文-20200 

    914）。 

     

    鼓勵學生可以多多閱讀，強化基本學力。再加上學校本位課程中的閱

讀、圖文創作、數位閱讀等課程設計，彼此可說是相輔相成。根據研究者

的資料比對，111 學年度上學期低年級的教師在教學省思也提及重視推動

閱讀的重要性。 

 

    學生對於童話故事並非耳熟能詳，對於書的作者更是完全不認 

    識，所以先用影片的方式代入，吸引學生的興趣後再進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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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上有兩套格林童話的故事，但對於學生過於厚又沒有注音 

    及圖畫輔佐，讓學生在選取上較缺乏動力（文-20221221）。 

 

    可見閱讀的推動是需要長時間持續進行的，才能漸漸看到學生學力提

升的成效。因此個案學校在學校本位課程中加入閱讀的元素，尤其是在低

年級實施上，確實有其必要性。 

  （四）營造支持的校園情境 

    在校園環境情境營造上，個案學校每學期安排班級進行校園穿堂、樓

梯口等地的公共空間佈置，從 109 學年度上學期公共空間佈置規劃表中可

以見到，各班級每二個月會輪流進行校園公共空間的布展，展示內容以學

生在學校本位課程中製作出來的作品為主（文-20201231）。 

    之前提到的圖 4-1 學校願景看版圖，則是學校為了將學校願景深植師

生，因此設計了此項掛圖，掛在司令台作為背景，也有行銷學校願景給家

長、貴賓知道的用處。校園公共空間情境佈置，是學校本位課程推動上文

化型塑的一環，也是落實境教的重要環節。 

  （五）出版刊物行銷成果 

    在學校出版的刊物，也可見到個案學校在學校本位課程推動上的巧思 

，一份介紹學校的簡介刊物上寫到： 

 

    學校致力培養具備國際、品格、閱讀、科技四種能力的夢想實 

    踐家。該校的學校願景：關懷-具同理與慈悲；共好-有理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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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永續--護環境顧需求。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特色有：在戀 

    上我的家素養導向主題式跨域校訂課程中，以探索在地文化及 

    生活體驗為核心，提高學生對自己家鄉的認同感，培養具備國 

    際、品格、閱讀、科技等四項航向國際舞臺的軟實力。鼓勵學 

    生多元適性學習，啟迪天賦潛能，重視生活上的體驗省思與實 

    踐。搭配現有烏克麗麗、阿美族傳統歌謠舞蹈等社團，深耕在 

    地文化，對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培養 AI人工智慧應用能 

    力，成為世界級的領袖人才（文-20210201）！ 

     

    因此在學校的刊物上，也會印上學校本位課程要傳達的理念，這種刊

物通常都會給來賓、家長等，也是學校對外溝通、凝聚認知共識、建立關

係、行銷的重要利器。 

三、討論 

    Jiang (2023)認為對於偏鄉學校的教育而言，應持續加強充實學校的師

資與發展專業，以利於課程的發展。賴光真（2017）指課程實施是將事前

規劃設計的課程計畫，付諸教學的實踐執行歷程。陳燕蓉與簡瑞榮（2008 

）的提出課程實施步驟，包含：試探性教學：選擇一單元進行試探性教學，

教學後填寫自評表及學習心得回饋表，作為接續進行正式教學之參考。以

及正式教學：實施試探性教學後，進行正式教學之教學活動流程。 

    可見偏鄉學校可加強發展教師專業，注重教學的實踐歷程，並透過試

行與正式教學，引導教師落實課程發展。本研究以課程協作治理觀點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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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因此必須納入教育利害關係人的觀點探究課程實施的

過程，了解學校與社區共同進行課程的情形。 

  （一）透過課程協作治理協助實施課程 

    張鐙文、吳佩靜（2021）指出公共管理採「協力式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是現今的新興模式，教育政策亦為公共政策的重要一環，因此

亦可採取此一模式。Changsheng 等人(2023)的研究認為，建立學校、政府

與企業、社區等協作機制的教育平台，可打破專業壁壘，實現跨領域合作，

聚焦課程設計的創新發展。並可提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發展實踐能力和

提高整合的能力。此種方案的課程內容需打破傳統的領域界限，並結合學

生的生活實務經驗，透過多學科的學習和跨學科領域的整合，培養學生系

統思考和獨立思考及批判性思考的整合性能力。 

    陳盈宏（2023）指課程與教學方案要成功，需透過不同層級行動者之

間，建立起課程協作治理的夥伴關係。顏佩如（2019）認為新課綱重視教

師課程主體性與學生真實的學習經驗，是課程創造觀與締造觀的雙重取向。

蕭伊蝶（2021）研究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實施步驟有評估分析、課程目

標與課程執行及評鑑等。 

    研究結果發現，個案學校在課程的行動實踐上是因為學校所處環境自

然與人文資源豐富，適合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但由於教師流動率偏高或是

非本地籍教師占比較多的緣故，因此必須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協作治理。積

極邀請社區、部落人士加入課程研發團隊，並與地方充分合作，包含邀請

參加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是教師進修增能、協同教學等方式，以利課程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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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與前面的研究結果相同。 

  （二）採行詴行與正式實施二階段進行 

    在師培大學協助偏鄉學校的教育改革，以及語文及數學領域相關研究

的結果都建議，偏鄉小學在課程規劃時，邀請在地師培大學課程與教學的

學者專家入校協作陪伴，可有效改善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實施時所遇的困

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楊智穎，2017；徐偉民，2019；張維庭、陳延興，

2021）。在建構具有脈絡及系統性的校本課程上，學校可採取與師培大學

及教育利害關係人合作，善用各方資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發展以學生學習

需求的學校特色校本課程。學校可結合在地元素與學生生活經驗，透過專

家、社區人士協同教學，設計出採跨領域主題式課程，以培養學生跨領域

知識整合與素養導向的應用的能力（邱緗伶，2020；林雅芳，202；蕭伊

蝶，2021）。 

    林秋萍（2023）指出教師發揮教學專業，掌握教學的重要原則、程序

與方法，是課程發展中歷程模式的要義。賴光真（2017）認為課程設計須

以素養導向設計精神，根據學生的特質、先備知識及已具備的能力和學習

需求為中心。廖玉枝（2023）指出教師在參與、分享及夥伴關係的氛圍下，

可激發教育熱忱與提昇教育專業。對於教師進行跨領域課程，家長能抱持

高度支持的態度，認為可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以個案學校研究結果顯示，在實施學校本位課程的試行與正式階段的

歷程中，推動新課綱目標及學校願景下的課程目標，過程是全校教師團隊

與社區、部落共同凝聚出的共識。而素養導向教學的內容，包含進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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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校願景、課程內涵與目標、學生圖像、各學期的課程目標訂定、

課程節數的安排、跨領域統整的概念圖、教學規劃與進度表等。以及在教

學規畫表中呈現總綱核心素養、跨領域的領綱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學習

表現及學習目標、融入議題、教學活動概述、教學節數、教學資源、評量

方式等，也都在課程試行中檢視與修正，並在課程正式實施前定案。 

    在課程實施的歷程中，都採用課程協作治理的觀點，引進在地的人力

資源。歷年學校有邀請在地師培大學的課程專家、部落各種 NGO 組織、

社區發展協會、耆老、頭目等地方仕紳參與課程協作治理的發展。因此可

說是與前述文獻相符合，也才會有邁向成功的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從前述研究發現學校發展本位課程，必須加強教師專業，以及瞭解課

程試行與實施過程中，將教育利害關係人的觀點納入課程試行與實施的歷

程，並全盤理解學校與社區共同進行課程發展的歷程。 

    綜上所述，個案學校在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歷程中，與社區

教育利害關係人共同協作治理，達成課程發展的目標。也與國內外研究（李

宜蓁，2021；張素真，2020；趙錫卿，2021；Marshall 等人, 2020）所發

現的課程實施採取二階段進行的趨勢相符。因此這種課程確實方式，是有

利個案學校本位課程的推動。 

 

第六節 推動課程評鑑 

     

    本節研究旨在透過個案研究，綜合文獻探討結果，參採林建宏（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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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作為評鑑層面範圍，藉由學校本位課程評鑑過程中發現的問題與

發展出的解決方案，瞭解個案學校歷年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在進行課程評

鑑時的制定課程評鑑計畫及組織、明訂實施評鑑人員及分工、訂定評鑑工

具及實施歷程等層面評鑑的結果為何？以下將彙整學校所提供的文件與

訪談、觀察所得的資料，加以說明，俾利後續分析。 

一、制定課程評鑑計畫及組織 

    個案學校在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課程協作治理的歷程中，從情境分

析訪談行政人員、教師、部落、社區與相關課程計畫文件中可看出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的困境，其中又以教師流動率接近 1/2 及新進教師對學區背景

較為不熟悉等二項因素為多。 

    因此，為提升教師專業與課程設計、實施的品質，進而改進課程實施

的缺失，自 107 學年度上學期起，個案學校每學期末會利用週三進修時間

辦理學校本位課程工作坊研習，進行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成果發表。透過

各班級教師相互分享與回饋，藉以提升教師課程實施的專業與品質。而這

個時間就是個案學校實施課程評鑑的時機。 

    每學期末辦理學校本位課程成果發表的日期，詳如附錄三個案學校

107 至 110 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分析

表。以下就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計畫及組織分述如后： 

  （一）評鑑計畫 

    該校每學年度依據縣府公文制定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內容包含依

據、評鑑目的、評鑑對象、評鑑原則、評鑑人員、評鑑方式、評鑑時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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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評鑑過程結果之運用及評鑑檢討與改進等（文-20190109）。 

  （二）評鑑組織 

    個案學校評鑑組織的人員，主要以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成員為主。但因

屬小型學校，故全體教師均為組織成員。 

    校外課程協作治理人員部分，則邀請家長會長、特教學生家長代表，

師培大學課程與教學專家、課程協作治理過程中配合之教育利害關係人，

如：村長與部落主席等人，一同協助進行。 

二、明訂實施評鑑人員及分工 

  （一）人員編組 

    評鑑人員組成以個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成員，如：全體教師、家長會

長、特教學生家長代表，師培大學課程與教學專家、課程協作治理過程中

配合之教育利害關係人等。另以教導主任為秘書，彙整、製作課程計畫的

資料。 

  （二）組織分工 

    1.班級導師 

    依據訪談及文件分析所得，個案學校在 107 學年度前並無實施課程評

鑑。自該學年度起，個案學校開始規劃利用每學期末的週三進修時間，安

排一次辦理學校本位課程工作坊研習，進行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成果發

表。 

    成果報告時，會由班級導師輪流報告、分享其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情

形，內容多以課程準備、設計、實施、教師個人與學生的省思為主。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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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其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實施效果、學生學習成效、情境佈置與教育利

害關係人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等方面的課程實施情形及困境等提出省思。 

    研究者從個案學校 110 上學期學校本位課程低年級老師發表的簡報

檔（文-20221129）中見到，當時教師的教學省思說明她的課程目標有二

點：第一是主動察覺探究認識生活週遭物產樣貌、第二是利用生活中易取

得的各項資源照顧自己，學習家務。 

    因此在課程架構上採用柚見幸福為標題，內容安排採柚趣、認識柚子、

水果沙拉大拼盤及砂紙畫、圖文創作等。所以有帶領學生去認識果園、由

農民協進行導覽解說和帶領學生做柚子沙拉等體驗課程。教師在教學省思

中特別提到： 

    因為我本身是外地老師，初來乍到，跟著孩子們一起向部落、耆 

    老們學習。也在向學生學習，了解學生們帄日的生活情境，他們 

    向我介紹，他們家裡有什麼、他們做過什麼事（文-20221129）。 

    導師就這套課程的設計做說明，從觀察、認識家鄉部落的植物、物產

真實生活情境，培養學生可以從物產中找到做家事及照顧自己的生活技能 

。其次，教師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藉由課程協作治理，與教育利害關係

人協同教學，並共同營造學生進行戶外學習的有利情境。 

    在 111 學年度上學期教師的教學省思上，低年級教師的教學省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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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訪問部落產業的課程受限安排的時間與地點，無法在訪問農 

    民後馬上進行課程回顧。此外訪問耆老和村長的過程也較為倉促， 

    明年可將此課程安排在教室內進行，並做完整的攝影，可以為農民 

    、村長、耆老留下地方物產上口說的影音紀錄（觀-20221222）。 

 

    他也對課程實師與學生的學習上提出了建議： 

 

    因學校無校車，頇請行政端協助車輛的配送，十分感謝行政的支援 

    ，因顧慮多趟來回、時間與師生安全的考量，可考慮將多班需外出 

    的行程排在一起，搭車一同前往，也可當成戶外教學的行程安排。 

    學生對於童話故事並非耳熟能詳，對於書的作者更是完全不認識， 

    所以可以先用影片的方式代入，吸引學生的興趣後再進入課程。課 

    程內容結合在地特色，達到教學相長。也讓學生懂得愛護與珍惜家 

    鄉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觀-20221222）。 

 

    在 111 學年度上學期的課程實施成果發表，高年級教師分享了他的課

程評鑑省思說： 

 

    學校本位課程從與社區人士一起進行備課創新課程設計到結合學 

    生帄時所學到的，能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加上分組討論，看見學生 

    素養提升及學習成長的一面（觀-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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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文件及觀察所得結果可知，在學期的期末成果發表時，教師會

分享、檢討與相互回饋他們的專業發展、課程設計與實施成效、學生學習

情形、情境佈置、與教育利害關係人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等方面的情形及所

遇困境等提出個人的省思。 

    2.教育利害關係人 

    其他教師、師培大學課程與教學專家或其他委員們，若發現課程需改

善者，則給予回饋或實施之建議，提供教師日後改善之道，並記錄、彙整

作為次一學年度教師教學的參照。 

    受邀一起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社區仕紳，他對課程實施的看法是： 

 

    偏鄉小校教師流動率大，初到任的教師若非居住於當地，往往對部 

    落環境不熟悉，無法順利進行校訂課程教學。可以的話，老師可以 

    上第一階段的課程，先口頭說明、介紹讓學生認識在地環境。第二 

    階段是我和社區的人進入學校教學，或是帶學生到 野外實際體驗漁 

    獵、農事等課程。最後還是要回到學校去做收尾的分享和回饋。這 

    樣應該看起來比較完整，大家分工，老師們也比較不會那麼累（訪 

    D-20230811）。 

 

    可見社區人士在進行課程協作治理時，也可以透過課程成果發表的時

機，給予授課教師與學校依些回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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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也是受邀一起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社區人士，他對課程規劃與

實施的看法是： 

 

尌我所知是學校聘請校外人士到校教學，頇配合外聘教師可以到 

校的時段，否則課程無法順利進行的問題。比方說我每年中元節 

有廟裡的事要處理，中秋節前需要趕柚子出貨，接著是白柚、蜜 

柚一直到過年前送神。再過去明年3月有香丁要忙，如果田裡要趕 

出貨，大概也沒辦法一直幫學校的忙。 

每年台北的爐主回來，剛好是四健會來這裡辦成果展的時候，我 

也需要幫忙廟裡的活動。我本身又是這裡的大廟主委，廟裡的工 

作、祭典、進香我也要去。雖然我可以導覽解說社區及老街的歷 

史，但是要學校提早跟我敲定時間，不然我肯定無法去學校幫忙 

，也對學校不好意思。上次暑假有一團北部和台南的學校來參訪 

交流要導覽解說社區，尌是有提早事先跟我敲好時間，感恩啦 

（訪E-20230811）。 

 

    這位曾參與課程協作治理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也是發現課程實施

有需要改善之處，因此給予學校課程實施的建議，提供給授課教師日後實

施的改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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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個案學校於課程評鑑時邀請課程專家進行指導 

 

說明：個案學校於課程評鑑時，舉辦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成果發表，邀

請課程專家入校指導教師與社區人士進行課程分享與回饋的情形。 

 

    上圖是沿觀察到個案學校會於學期末會舉辦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成

果發表，並邀請師培大學課程專家，指導教師與社區人士進行課程設計與

實施的分享、回饋的情形。圖中高年級某班級導師分享他的課程評鑑省思，

教授、其他成員給予回應。 

    3.各師自評 

    另，教師自我評鑑部分，是由全體教師自行進行填寫自我評鑑表件。

以上課程實施分享與自我評鑑內容，會就課程計畫之理念、目標、組織、

架構、學生學習情形、教師教學狀況等進行分享、檢討。 

    學校本位課程工作坊所進行的課程實施成果發表與教師自評表，最後

由教導主任彙整、存檔作為次一學年度課程計畫裡面課程評鑑項目的附件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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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評鑑工具及實施歷程 

  （二）評鑑工具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工具以縣府公文所示之課程總體架構設計、實施評

鑑表進行勾選。至於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成果發表，則採多元方式實施，

教師分享時呈現的包含：教學檔案、教師公開課表件、自我評鑑檢核表、

教學網站、教學影帶、學生作品等多元評鑑工具。 

    以 108 學年度的課程實施成果發表為例，開始出現學生學習影音檔，

以及學生作品的呈現。一位高年級老師他的教學心得記載到： 

     

    他的學校本位課程以認識「阿美族獨特的漁獵方式」為主軸， 

讓他們對家鄉族群的特色深入認識後，能加以呈現出來，並能 

對外宣傳行銷。他認為學生要學到 「mialal」是什麼？有什 

麼意思或意涵？抓魚蝦通常要注意那些訣竅？抓魚蝦對阿美族 

的傳統文化來說，隱含哪些意義？各部落自己的抓魚方式哪些 

的不同？神奇的無具野炊是如何進行的？這套課程是以體驗與 

欣賞阿美族文化傳統，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元性。藉由阿美族 

的漁獵課程「mialal」分組深入討論，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色及 

內在的含意，以及老祖先的智慧，然後將自己對 mialal的活 

動特色用油畫的方式呈現（文-20200611）。 

 

    可見在課堂上用新的媒材，對學生而言充滿著新鮮感。在創作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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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覺得用油彩大坨塗抹、刮刀亂刮有舒壓的效果。繪畫不只在創作，也是

在紓壓，寓教於樂，讓學生在輕鬆有趣中學習。 

    高年級另一位老師的教學分享簡報的電子檔內容中提及，他設計的課

程目標希望學生能藉由學校本位課程認識部落的物產，接著進入第二部分

香左柚-柚子香皂、果醋和學生貼畫的創作產出（文-20201231）。 

    在報告的文件中顯示，他帶領學生認識家鄉的物產，以柑橘類果樹、

柚子為例，思考這些農產品可開發衍生出哪些實用創意手做品，激發學生

的想像力與創造力。課程中與果農合作，做出了柚子洗潔精、香皂雨果醋。

這在產量過剩的時候，還可以開發衍生商品，幫助當地的農民提高產值。

可以說實相當的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這學期教師進行期末課程發表時，已經可以看見教師在課程進行時，

拍攝了學生學習成果發表的影音檔案，或是有一些學生創作的作品呈現。 

    從老師們的省思可知道，學校本位課程突破以往在教室中學習的框架，

實際到學生的生活現場去體驗，確實能增進學生學習的成效。因此呈現出

多元而豐富的課程評鑑工具。 

  （二）實施歷程 

    1.形成性評鑑 

    實施時間為在學校本位課程的實施過程中，進行形成性評鑑。此類資

料由學校內外部評鑑人員共同參與，並於期末實施成果報告時一併提出，

故未見詳細文件資料。 

    2.總結性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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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實施的總結性評鑑，詳如附錄三個案學校

107 至 110 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分析

表，以該學期教學實施後的學期末進行定期評鑑為主。每學年度的課程計

畫中會呈現前一學年度的課程評鑑結果報告書，作為總結性評鑑的資料，

並於學校網站公開。 

四、新課綱實施後的第一份課程評鑑報告書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8）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

鑑參考原則裡面提到，學校應善用課程評鑑結果之發現，檢討學校課程實

施條件，並加以改善，又提到可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以

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 

    由於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前並無實施課程評鑑，根據研究者蒐集到的

個案學校的 108 學年度課程評鑑結果報告書，這是 108 課綱實施後的第一

次課程評鑑資料。因此在課程評鑑上，就屬這份 108 學年度的課程評鑑結

果報告書（文-20200616），是最早呈現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果的資料，故

意義重大。 

    內容呈現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效果與課程實施層面的評鑑結果，茲整

理如后： 

  （一）課程效果層面的評鑑結果 

    首先是課程效果，研究發現，評鑑題目是該校課程實施後學生之學習

成效及持續進展情形，學校的具體作答是： 

    1.全體任課教師皆認為 108 學年上、下學期「彈性學習課程」實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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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符合預期設定之課程目標，且能於 109 學年持續實施。 

   2.「彈性學習課程」藉由「校外探訪」、「在地節慶教學」、「個人分享」

及「團體討論」……等教學活動，皆有助於學生「對於環境的認識」、「獨

立思考」、「多元文化體認」及「說話表達和統整」的能力提昇。 

    至於學校 109 學年度的因應作法有： 

   1.「彈性學習課程」修正及調整後，提交課程發展委員會上審議通過，

於 109 學年持續實施。 

   2.教師持續參與增能研習，並進行公開觀議課，落實專業對話，活化

課程教學，以期教師、學生能力共同提昇。 

    評鑑結果發現待修正情形有： 

   1.對於在地環境的熟稔，以及當季物產採收時節都需再學習、確認。 

   2.學校特色課程，跨領域資訊，教師專業能力尚需提昇。 

    該校因應作法是： 

   1.強化本校教師在地化教學的基本能力，增加認識在地課程的研修；

透過學校活動，建立教師及社區人力資源的聯繫管道，期以豐富外聘教師

支援教學的能量。 

   2.提昇教師資訊能力，週三進修開設相關課程；或聯絡資訊教師，進

行協同教學。 

    就個案學校彈性學習課程實施後學生之學習成效及持續進展情形，可

以整理出大致有以下課程發展所遇的問題，首先是：一、學校老師對於在

地環境的熟稔，以及當季物產採收時節都需再學習、確認；二、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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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跨領域資訊課程上，教師專業能力尚需提昇。因此發生學校要進行

本位課程時，在地物產與課程無法適時搭配的情形，因此需要調整課程實

施日期。 

    至於教師資訊能力提升，則有 2020 年 COVID-19 疫情陸續爆發，開

始推動線上教學之後，教育部要求各任課教師必須具備基本的資訊教學授

課能力，因此教師自然順應線上遠距教學趨勢，必須習得資訊融入教學的

能力。 

    在週三教師進修歷程中，附錄三個案學校 107 至 110 學年度與社區進

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分析表中，也可見到學校有安排

相關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課程，目的在提升教師資訊輔助教學的專業技

能。 

  （二）課程效果層面的評鑑結果 

    彙整文件課程實施層面評鑑結果（文-20200616）發現： 

   1.在課程目標前提不變原則下，任課教師因應季節、學校行事及學生

學習狀況……等進行修正、調整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以回應學生學習的

需求。 

   2.在課程實施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及問題，如：當季物產的採收時節

因梅雨季節，導致課程向後延期、教學時間不足、學生資訊能力不及課程

實施要求及對於在地環境的不熟悉…等；皆能尋求合適解決或獲得協助與

支援，如密切連繫當地農家、安排行政人力支援，提供教材經費及外聘師

資鐘點費、舉辦在地文化研習，讓教師更了解在地環境，教學得以實施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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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課程發展委員會當時討論出的預計因應作法有： 

   1.課程小幅修正，整體課程架構維持不變，於課發會議審議通過後，

109 學年持續實施。 

   2.於 109 學年度週三進修持續開設在地文化課程，強化教師在地化教

學的基本能力。 

    3.蒐集課程發展所需之社區人力資源，提供教師課程教學運用。 

    4.可持續招募專款經費，提供發展課程與實施之用。 

    就課程實施層面評鑑結果發現，主要的問題有上課時間與物產季節無

法搭配，須適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方式。突如其來的學校行事會影響課程進

行的安排與進度。以個案學校每隔周上二節的學校本位課程教學時間，顯

得倉促趕進度。學生雖有興趣上課，但中年級學生屬初學資訊課程，其能

力會無法跟上學校本位課程的要求。以及教師對於在地環境的不熟悉，須

持續增能或是安排部分課程由外聘社區人士入校協同教學。最後是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所需的教材研發、教具製作及外聘講師鐘點費等的經費問題待

克服。 

五、討論 

    「評鑑的目的在於改進，不在證明甚麼」Scriven 指出評鑑的概念早

在 350 多萬年前就已嵌入人類的大腦裡，深深影響人們的思考方式與行

為，是人類極為重要的求生存技能（引自林素卿等，2018）。2015 年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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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教育白皮書指出政策實施的成功是取決於教育改革效果發揮與否 

，也就是說政策確切的落實，須仰賴評鑑查核的支援（陳妙娟，2015）。 

    Stufflebeam 與 Zhang (2017)認為，評鑑時可引進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就設計、經費等項目蒐集、分析相關的資訊，進行綜合性的評估。黃嘉雄

（2012）認為透過提供利害關係人工具，以評估其方案的設計、實施與進

行自我評鑑，可發展以評鑑作為方案和組織之規劃與管理的主要成分。黃

政傑與張嘉育（2008）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可邀請利害關係人進行評鑑。蔡

清田（2023）指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可以針對課程計畫規劃、教材支援、

教學實施、學習獲得、評量考試等層面進行評鑑。以評估其方案的設計、

實施與進行自我評鑑。王春綢（2021）指出課程可以實作、動態與展演等

方式，作為評鑑的回饋機制。林建宏（2023）的研究，以制定課程評鑑計

畫及組織、明訂實施評鑑人員及分工、訂定評鑑工具及實施歷程等層面，

作為評鑑層面，與本節研究相符。 

    根據前述學者們的看法，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為改進學校本位課程

的發展成效，在進行課程評鑑時，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可以制定課程評鑑

計畫、組織、評鑑小組的人員及分工、訂定評鑑工具、評鑑指標及實施歷

程。適時的邀請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以評估其課程方案設計、實施的效

果。最後，利用評鑑結果發現與解決教學現場所遇的問題。 

    故個案學校在每學期期末的課程評鑑，以課程設計與實施的成果報告

為主。同時也是教師與行政、社區互相分享、對話與回饋的最好時機。在

進行課程評鑑時的內容以制定課程評鑑計畫及組織、明訂實施評鑑人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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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訂定評鑑工具及實施歷程等層面，進行評鑑。以下為研究結果的討

論。 

  （一）課程評鑑面向以計畫及組織、人員及分工、工具及歷程等層面為

主 

    現今學校教育經營面對工業 4.0、知識經濟、績效責任等趨勢，為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激勵教師專業成長、創新校務經營、落實教育政策、回

應家長與社會大眾的殷切期待，教育評鑑益形重要，而課程評鑑屬學校教

育評鑑裡面的重要的一環。依據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的規定，學校須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課程評鑑的工作。教育

部國教署也訂有《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8）。林政逸（2020）指課程評鑑的內容有：（一）

課程設計：課程計畫與教材及學習資源；（二）課程實施：實施準備措施

及實施情形；（三）課程效果：學生多元學習成效等項目。一項針對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所做的評鑑指標重要度分析，結果顯示以教育人員結構、

學生學習與發展、家長參與、多元表現與活動參與等指標最為重要（梁蓓

禎，2018）。 

    研究發現個案學校為回應家長、社區的教育期待，確保課程實施品質，

提升教師專業及學生學習成效，確實依前述法規進行課程評鑑。進行的方

式採用期末成果發表及課程計畫書中的課程評鑑結果報告書呈現等多元

方式，內容以教師專業、學習成效及情境營造、行政支持、社區參與為主，

與前述課程評鑑政策及相關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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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進教育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課程評鑑

  Stufflebeam 與 Zhang (2017)認為，評鑑時可引進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就設計、經費等項目蒐集、分析相關的資訊，進行綜合性的評估。學校可

以 Zaid 的四大基本課程評鑑層面及回饋關係為基礎，依三項評鑑對象（總

體課程架構、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評鑑重點（賴榮飛，2019）。

黃嘉雄（2012）指出，增進方案獲致成功機會的評鑑取向，是藉由提供方

案利害關係人工具，以評估其方案的設計、實施與進行自我評鑑。並發展

以評鑑作為方案和組織之規劃與管理的主要成分。也就是在教育部推動新

課綱的法令面，學校必須做課程評鑑。實施時可以從總體課程架構、領域

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等面向著手，實施對象則是教育利害關係人。 

    以利害關係人評鑑的觀點視之，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其利害關係人包含 

：教育主管機關、課程方案發展者、設計與實施者、以及學校的董事會、

行政人員、家長、學生、社區人士、納稅人與評鑑者本身……等等（黃政

傑與張嘉育，2008），甚至是對受評方案有興趣者。課程發展上，郭春松

（2022）認為學校本位課程是在核心素養校本課程發展的評鑑中持續試煉

中反思與精進，透過課程評鑑去檢視新課綱實踐的完成度和未來性。學校

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除引導教師團隊進行知識管理，組織學習上的專業分

享、對話與反思。可就課程規劃、設計、實施與評量、評鑑等層面，瞭解

課程實施需修正改進之處，形成課程研發學校文化的途徑。 

    個案學校的課程評鑑對象，符合前述課程評鑑研界所指的利害關係人 

。評鑑內容包含教師專業發展、以及學生學習效果、情境營造、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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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加入社區、部落的教育關係人評鑑，與前述研究相符。 

（三）課程評鑑結果呈現課程實施所遇問題與解決策略 

    偏鄉各校可依據學校經營願景目標與特色，建構課程架構、課程學習

地圖、學生圖像，發展出適合偏鄉小學的課程評鑑工具，建立課程評鑑機

制。勾勒出符應學校需求的自主性課程(Okamoto, 2019)，再利用評鑑結果

發現與解決教學現場所遇的問題。楊智穎、王郁雯（2023）認為偏鄉跨領

域課程評鑑應與學校所處的社會歷史進行對話。評鑑的目的是找出課程實

施所呈現出的優勢以及所遇到的問題，作最有效的優化與改進。以精進教

師課程與教學專業，提升學生學習品質，也為課程協作治理作出最好的詮

釋。 

    研究發現個案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從課程協作治理的觀點上，個案學

校與教育利害關係人在進行情境分析、建立溝通與信任關係、設立課程目

標、進行課程組織、實施課程內容方面，會合作進行提升教師專業的推動

發展方案。從教師的參與中型塑了課程溝通、對話、分享與回饋的課程發

展文化。 

    1.課程實施所遇的問題 

    彙整個案學校從 107 學年度開始設計與實施、評鑑新課綱素養導向教

學的學校本位課程以來，從個案學校的 108 學年度課程評鑑結果報告書

（文-20200616），利害關係人訪談、歷年課程實施成果分享以及公共電視

台到部落、社區及學校等地採訪的行走 TIT 某集（文-20231016）影片等，

研究者對於個案學校的文件及訪談、觀察後彙整發現，個案學校在學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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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課程發展所遇的問題，有以下數端，彙整如下： 

      (1)經費來源問題，外聘講師鐘點費或是校內教師增能皆需要相關

經費的支持。 

      (2)教師背景問題，個案學校位處偏鄉地區，因此教師流動率大，

初到任的教師若非居住於當地，往往對部落環境不熟悉，須持續增能以順

利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的教學。 

      (3)教師專業問題，實施跨領域資訊課程上，教師專業能力尚需提

昇。 

      (4)學生能力問題，中年級學生屬初學資訊課程，其能力會無法跟

上學校本位課程的要求。 

      (5)課程實施問題，主要是在於活動的干擾，學校時常會有一些臨

時的宣導活動需要辦理，或是因天氣、農產品產季等因素影響，常常造成

校訂課程的耽誤和延期。 

      (6)外聘教師問題，聘請校外人士到校教學，須配合外聘教師可以

到校的時段，否則課程無法順利進行。 

      (7)家長重視問題，家長的重視程度攸關學生在學校本位課程學習

的成效與實施的效果。 

    2.發展策略突破課程實施困境 

    研究結果顯示個案學校，在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上，所發現到需持

續克服的困境包含：學校行政的配合、教師專業增能、教師課程背景熟悉、

經費資源支持與外聘教師配合、家長重視程度與社區支持等問題等。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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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從課程評鑑中，和教育利害關係人合作，找尋解決策略，以有效解決這

些困境。 

    故研究結果也發現，自 107 學年度起，個案學校利用週三進修學校本

位課程設計與實施成果發表會上，學校配合師培大學的地方輔導計畫。挹

注資源。邀請社區人士、部落主席、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師培大

學的課程專業教授，一起參與課程評鑑的工作。 

    實施時由授課教師做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果發表，其他參與者給予回

饋。這種每學期期末進行的學校本位課程教學成果發表會，就是讓授課教

師在比較輕鬆的環境下，說出這一學期課程主題、目標與設計的方向、實

施的過程，最重要是教師的省思與回饋。並從過程中發展出適合該個案偏

鄉小學的課程評鑑機制。利用評鑑結果發現與解決教學現場所遇的問題，

研發出符合該校需求的自主性課程，突破課程實施困境，與 Okamoto( 2019)

的研究結果相符。 

    劉恆昌（2014）觀課教師在課堂中強化了教師與互惠夥伴的身分，可

減少教師面對教育現場實務的挫折感。研究顯示，個案學校在每學期期末

的課程實施成果報告上，是教師與行政、社區互相分享與對話的最好時機。

可以瞭解一學期來教師團隊在課程目標、教學活動流程設計、實施上的困

境、現況與可以突破的重點。 

    因此，教師們間透過課程實施成果的互相分享，得到教學相長的機會，

作為下一學期或是明年同一時間點要實施課程時，很好的建議參照。這樣

的期末成果發表會，也是一個很好的學校本位課程對話、省思與回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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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的評鑑機制。因此與前述劉恆昌（2014）的研究結果趨於一致。 

    比較可惜的是，107 學年度課程協作治理上，留下的教師課程評鑑資

料比較少，比較多的是教師授課留下的照片。推測應該是以口頭報告為主，

是比較可惜。 

    簡言之，個案學校所做的課程評鑑與前述研究結果大致相符。從歷年

課程計畫中的課程評鑑資料、教育利害關係人的訪談與教師們的教學成長

省思等，提到戀戀我的家學校本位課程的素材內容以在地人文和自然資源

為主，符合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的精神。為突破教師流動率大且新進教師

地方知識背景不足困境，採取與社區、部落、非營利組織人士等進行課程

協作治理方式進行。 

  （四）評鑑目的在發展教師專業、確保學習成效與營造推動氛圍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上，可給予敘獎、適當減課等

行政獎勵，給予教師激勵與支持（朱佩芬，2023），建立校園中的發展課

程的文化。課程內容上，李建彥（2020）課程與教學乃是學校教育的核心，

偏鄉學校利用得天獨厚的在地環境，研發特色課程，回應新課綱素養導向

的教學，成為特色學校，為偏鄉教育帶入教師專業成長的新契機以及多元

的新思維。 

    研究發現個案學校從學生日常生活周遭情境中所接觸到的野菜、柑橘

類果樹、稻田、山川、海洋等為素材出發，讓學生了解家鄉產業發展的現

況。加上部落、社區的耆老、各行業達人的人文歷史典故，族群文化發展

遷移史等講述的過程中，納入活潑生動的在地化、生活化的例子做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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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食農教育及在地景點踏查、慶典體驗的實作課程。最後有圖文創作、

影音記錄片、音樂舞蹈藝文展演、家鄉地圖、明信片、繪本、陶藝等多元

豐富的作品產出，豐富學習內容與提升成效。 

    可說這套學校本位課程足以激發學生多元潛能，教師教學相長，爭取

家長社區認同學校辦學理念，也達成學校採行課程協作治理策略，持續改

進課程，持續創新教學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使學校與社區共生共榮共好

的目的。 

    從上述課程評鑑資料可知，這所位處東部偏鄉地區的個案小學，自

107 學年度起就積極突破來自於學校行政的配合、教師專業增能、課程背

景熟悉、經費資源支持與外聘教師配合、家長重視程度與社區支持等問題，

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在實施 108 課綱素養導向教學的道路上，轉化

教師的角色，以學生為主體，致力為偏鄉教育帶來不一樣的風景，達成學

校願景及國家基本教育的目標。與李建彥（2020）的研究結果一致。 

    本個案言教發現個案學校在進行課程評鑑時的制定課程評鑑計畫及

組織、明訂實施評鑑人員及分工、訂定評鑑工具及實施歷程等層面評鑑的

結果，與前述 Stufflebeam 與 Zhang (2017)、黃政傑與張嘉育（2008）、蔡

清田（2023）、王春綢（2021）等人的研究相符。 

 

六、研究結果與課程協作治理的推動概念 

    茲將本個案研究的研究結果與課程協作治理的推動概念，以圖 4-14

和圖 4-15 表示。圖 4-14 說明課程發展的歷程，是透過情境分析、建立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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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信任關係和承諾、設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組織、實施課程內容、落

實課程評鑑進行。 

    圖 4-15 則表示課程協作治理運作的情形，是由學校與學區所在地的

私部門或是個人所一起進行。目的在精進教師課程與教學的專業，提升學

生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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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本個案研究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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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圖 4-14 說明課程發展的歷程，是透過知識管理與情境分析，得出需

透過課程協作治理，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接續利用與教育利害關係人建立

溝通和信任關係及長期承諾，並設定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的組織與選取。

在實施課程上採取試行與正式實施二階段。最後是落實課程評鑑，進行精

進教師專業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課程目標達成程度的分析。 

    本研究透過蒐集個案學校自 107 學年度起，歷年申請教育主管機關作

為課程發展之相關計畫，學校課程宣導、校長課程領導歷程觀察記錄、行

政會議與晨會、校務會議記錄、課程發展委員會記錄、每學期各班級學校

本位課程任課教師所提供之成果作品、文件及簡報檔、成員課程回饋意見、

各項網路與平面媒體報導、與課程發展有關之各項文件、作品、校園情境

布置等，多元的資料作為基礎進行觀察、資料蒐集和分析。以瞭解個案學

校在推動 12 年國教新課綱學校本位課程，進行在地化教學素材踏查、採

集及課程設計、研發、實施、成果發表、情境營造時，邀請社區網絡中的

師培大學課程與教學專家、退休校長及家長代表、部落主席、村長、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與鄉民代表、農漁會人員、農民、各行業達人等教育利害

關係人們。透過參與運作機制，如：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進修、共

備觀議課、學習成果發表展等平台，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情形。運作情形，

以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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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課程協作治理運作情形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上圖可瞭解，個案學校在推動 12 年國教新課綱素養導向學校本位

課程研發、實施與評鑑時，是學校透過知識管理與情境分析所得結果。邀

請社區網絡中的教育利害關係人們，例如：師培大學課程與教學專家、退

休校長及家長代表、部落主席、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鄉民代表、

社區網絡：教育利害關

係人 

個案學校 

課程協作治理運作機制：參與個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

增能進修、共備觀議課、學習成果發表展等。 

異業結盟 



209 
 

農漁會人員、農民、各行業達人等教育利害關係人們，進行建立溝通與信

任關係和承諾，設定課程目標，進行課程選取與組織，試行並正式實施課

程內容最終是落實課程評鑑的異業結盟歷程。期間，透過參與運作機制的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進修、共備觀議課、學習成果發表展等多元方

式，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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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透過個案研究法，從觀察、訪談、文件分析這所偏鄉個案

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研發歷程，經由各次宣導凝聚共識、課程計畫、教師

進修、會議記錄、計畫執行、學習成果發表、媒體報導、師生繪本創作、

學校簡介摺頁、校園情境布置等的過程，以解析偏鄉小學為因應十二年國

教新課綱的實施，從邀請部落各種 NGO 組織、農會、社區發展協會、耆

老、頭目等地方仕紳參與課程協作治理的觀點，探討偏鄉小學的學校本位

課程進行情境分析、建立溝通與信任關係、設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組織、

實施課程內容、落實課程評鑑等發展歷程。 

    本章依據個案研究法所得的結果與討論，對照中外文獻做探究，共分

為結論與建議二節。第一節結論分為學校本位課程進行情境分析、建立溝

通與信任關係、設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組織、實施課程內容、落實課程

評鑑等六個部分作探討。第二節則透過個案研究的結論，提出研究後之相

關建議內容，作為教育主管機關、師培大學、學校單位、教學者及後續研

究者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節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綜合第四章個案研究法所得的結果

與討論，並對照中外文獻做探究，將學校本位課程進行情境分析、建立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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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信任關係、設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組織、實施課程內容、落實課程

評鑑等六個部分，分述如下： 

一、透過知識管理與情境模式，決定採行課程協作治理的行動策略 

    研究發現個案學校在九年一貫課程時期，學校本位課程往往多流於形

式，且因教師流動率偏高，非本地籍教師占 1/2 以上，因此課程與教學的

經驗常無法有效傳承。故個案學校會積極研發學校本位課程，除了因應新

課綱推動所需，也與透過結構化架構與知識管理，分析情境地理環境、行

政、教師、學生、家長、社區、設備等層面，所得的結果高度相關。 

    研究者認為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就是立基於學校所在地情

境具有豐富的的自然與人文資源、聚落遷移開發史、產業、多元族群文化

等優勢。故在新課綱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上積極邀請學區內社區、部落各種

NGO 組織、社區發展協會、農會、部落會議主席、耆老、獵人、農民等

共同參與，建構部落與學校共生共榮的教育發展圖像，進而找出學校本位

課程突破困境的新發展方向。 

    根據各項知識管理分析後的情境分析所得知的機會點，思考出具體行

動策略，培育學生成為具多元文化智商的人才，為其全球化人生與職場加

分，為國家打造跨國專業的人才，達成學校創新經營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模

式。這種從情境分析發展課程的模式，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所示，是

新課綱推動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趨向。 

    故本個案研究結論乃透過知識管理，以及結構化的 SWOT 模式四向

度，分析學校社區化之現況與發展可行之策略的情境分析，適足以作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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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地區原住民族特色小學，開創校務經營新猷的最好的開端。 

二、型塑學習型組織，建立溝通管道與互信關係和長期承諾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個案學校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上，因為學校本位

課程目標主要跟當地部落和社區進行結合，教學內容與學區的自然和人文

環境有關，包含介紹族群、文化、歷史、產業、訪問地方名人、先民開拓

的過程等題材。雖然老師們都清楚學校願景與目標，瞭解課程內容設計必

須貼近學生的生活情境。但是畢竟學校一半以上的教師都不是當地人，就

需要採取與社區合作的模式，邀請社區、部落人士共同進行課程協作治理

與共備。 

    因此，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專業社群進修、學校本位課程期末發表

會及各項大型活動等時機，就是學校做好與教育利害關係人間的溝通、對

話、凝聚共識的最佳渠道。個案學校以此建立溝通、互信、良好合作互動

關係與相互間的長期承諾。 

    社區、部落這些家長會長、部落主席、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村長、

代表、義工媽媽等人士，各具產業、文化、族群、食農教育、地方文史導

覽解說等專長，基於為下一代教育的使命感，因此願意長期承諾受邀與學

校合作，建立學習型組織，於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修增

能、共備觀議課等時機，或是協同教學，或是於課程中接受學生訪問等多

元形式，一起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的協作治理。過程中雙方都認為此關係具

有潛在價值，因此願意實現長期利益，繼續維持建立互信並鞏固彼此間平

等與互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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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藉由結構化架構與利害關係人進行理性分析，設定課程目標 

    呂俊宏等（2023）認為學校課程發展可依循結構化架構進行理性分析、

資料判讀與目標管理，邀請部落耆老參與課程協作推動小組，確認目標，

發展課程。研究發現個案學校歷年是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校務會議等組

織的運作，落實課程協作治理。以凝聚教育利害關係人之課程架構共識。

並且訂定學校本位課程的願景、內涵與目標。結合學校願景，繪製學生圖

像，落實在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與內容規畫。在教學規劃與進度表中呈現出

總綱核心素養、領綱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及學習目標、融入議

題、教學活動概述、教學節數、教學資源、評量方式等訊息。 

    而各學期課程目標的規劃分析結果顯示，均能回應學校本位課程以探

索文化與生活實踐為核心，激發生命潛能，培養學生成為生活實踐家的願

景目標。可說是透過課發會與教育利害關係人凝聚共識，設定課程願景、

內涵及目標並完成課程架構及課程計畫的規劃、制定。 

四、建構課程發展機制，與教育利害關係人進行課程組織 

    本個案研究結果顯示，個案學校歷年來，會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的運

作，確立課程架構，協助教師進行課程共備，商討協同教學將安排進行的

日期、時間與地點等。也會固定邀請家長會長、部落主席、村長、社區發

展協會理事長與鄉民代表、農漁會人員、農民、各行業達人等教育利害關

係人們，一同到校進行學校本位課程工作坊，提升教師課程發展專業。這

些備課、進修時機，教育利害關係人得以直接與授課教師進行會談，或是

以擔任週三教師進修外聘講師的方式進行協助教師精進課程設計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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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專業。 

    在學校本位課程內容組織與設計，大致按照學生身心的發展以及螺旋

式的課程設計概念，層次由淺到深，由照顧自己、認識家庭、產業文化，

社區、部落到家鄉的由近而遠作加深加廣的學習，分為：低年級以認識家

鄉所在地的農業物產，中年級為認識家鄉的環境與不同族群的文化，高年

級則是結合國際與科技教育，引導學生行銷家鄉之美，最後能擘劃家鄉的

未來。引領孩子拓展視野，走向世界舞台，達成個案小學關懷、共好、永

續的願景。期許能服膺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政策的趨勢，結合學校所處學區

在地資源，透過課程協作治理的歷程，精進教師專業發展，研發校訂課程，

以爭取家長、社區、部落族人的認同，建立學校品牌形象，發展出學校特

色，達成適性揚才的教育目標，為社區培育未來「地方創生」的永續優質

人才。 

五、實踐課程採詴行與正式實施雙階段，達成課程目標 

    教師團隊與社區家長是學校永續經營發展的雙翼。根據研究結果，個

案學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的歷程中，於 107 學年度邀請社區、部落組織或是

個人進行課程協作治理，與教師團隊共同試行課程，開啟新課綱素養導向

教學課程創新研發的契機。 

    108 學年度起，配合新課綱上路正式實施課程。學校行政端持續支持

教學，給予人力、物力資源的協助。教師團隊也願意精進專業、省思、回

饋教學成效，與營造支持的情境，落實課程目標與設計理念，在實施時致

力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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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前述，個案學校在學校本位課程實踐的歷程中，邀請在地師培大

學專家學者、社區、部落人士積極參與學校本位課程試行與正式實施，這

種學校、社區共同攜手，善用社區、部落人力資源，引入返鄉青農、社區

發展協會、部落會議、教會等 NGO 組織人力資源，建立專業學習社群及

達成課程目標的方式，就是以課程協作治理，發揮課程實施成效的最好途

徑。 

六、課程評鑑層面以計畫及組織、人員及分工、工具及歷程等層面為主 

    本個案研究發現個案學校在進行課程評鑑時的制定課程評鑑計畫及

組織、明訂實施評鑑人員及分工、訂定評鑑工具及實施歷程等層面為主。 

    為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自 107 學年度起就積極突破來自於學校行

政的配合、教師專業增能、課程背景熟悉、經費資源支持與外聘教師配合、

家長重視程度與社區支持等問題，並符應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的精神，採

取與社區、部落、非營利組織人士等進行課程協作治理方式進行。致力達

成課程願景目標，打造特色學校，在少子化衝擊下為偏鄉教育注入校務發

展的新活水，以及國際化、科技化的新思維。 

    從學生日常生活周遭情境中所接觸到的素材出發，讓學生了解家鄉產

業發展的現況。並納入活潑生動的在地化、生活化的例子做解說。搭配食

農教育及在地景點踏查、慶典體驗的實作課程。課程最後都學生有圖文創

作、影音記錄片、音樂舞蹈藝文展演、家鄉地圖、明信片、繪本、陶藝等

多元豐富的作品產出，展現多元的學習內容與學習成效。 

    在實施 108 課綱素養導向教學的道路上，轉化教師的角色，以學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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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致力為偏鄉教育帶來不一樣的風景，達成學校願景及國家基本教育

的目標。同時激發學生多元潛能，促進教師教學相長，爭取家長社區認同

學校辦學理念，採行課程協作治理策略，持續改進課程，創新教學及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使學校與社區共生共榮共好的目的。 

 

第二節 建議 

 

    隨著 108 新課綱的實施，至今已歷經四個學年度，為開展各高國中小

學校可致力發展的學校本位課程，相信各校均依據學校所處學區的自然與

人文資源、特性，努力規劃屬於在地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從連結部定課

程開始，發展符應這是新課綱教育目標的三面九向核心素養，以培養學生

成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參與社會的終身學習者。並根據個別學校的教

育願景，運用所屬學區情境分析得出的優勢，發展出行動策略，設計強化

學生適性發展之本位課程，實施主題式校訂跨領域教學，以回應學生的學

習需求，與家長、社區、部落殷切的教育期待，為地方創生，培養在地化

的未來所需人才。本節根據個案研究歷程與研究發現所得到的結論，從課

程協作治理的觀點，提出研究後之相關建議內容，作為教育主管機關、師

培大學、學校單位、教學者及後續研究者等參考。 

一、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個案學校推動新課綱的教育目標，落實在核心素養導向教

學上，會分析情境，根據學校所在地的優勢，鏈結部定課程基本能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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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行動策略，展現學校永續經營的辦學的特色，培養學生成為具備自主

行動、溝通互動、參與社會的終身學習者。因此建議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

機關，除了進行下一階段的課綱修定外，應大力宣導、鼓勵各校進行本位

課程在地化創新教學模組的研發。 

    可辦理創新標竿學校及創意教學模組、教案甄選、績優推動校長、主

任與教師等表揚。酌予表現優異的學校、社群團體或是個人獎勵，例如：

給予敘獎、獎金、考績或是甄試、調動上的加分、適量減課等多元獎勵措

施，激勵和支持績優的學校和教師團隊。亦可寬列學校推動本位課程發展

所需經費，或比照閱讀推動計畫，增加學校本位課程所需兼任、協同教學

教師人力，滿足學校課程發展的需求。 

    針對新課綱實施以來，課程評鑑部分，所做各校實施成效加以彙整分

析，作為下一階段課程綱要修正之依據。如此也能讓大眾瞭解新課綱發展

的成果與各校教育發展的績效，提升家長、社區、社會人士投入正向參與

教育的動機與尊榮感。 

二、對師培大學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個案學校在推動新課綱的學校本位課程領域教學，已是跟

進先進國家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惟現行師資培育課程中，各師資培育大

學依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教育

部，2013），擬訂各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專業課程之原則，內容

包含：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材教法與教

學實習課程及選修課程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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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根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基準修正規定（教育部，2023），其中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的專業素養 3.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內容 3-2 提到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

課程、教學及評量。 

    因此建議各師培大學應積極發展跨領域教學的師培課程，強化師培教

師職前訓練，整備教師到校服務專業，這已是刻不容容緩的工作。 

三、對學校單位的建議 

    本個案研究顯示，學校行政是教學的強力後盾，教師與家長乃學校永

續發展的雙翼。因此行政、教師與家長三位一體，本屬生命共同體。在新

課綱學校本位課程研發、實施的歷程中，學校本身雖地處偏遠地區，但所

處地區具備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與社區、部落的個人或組織進行課程

協作治理的需求，源自於教師流動率大且非本地籍教師偏高，因此需要做

好學校行政端排除課程實施不利因素，並與教育利害關係人進行課程協作

治理的工作，以達成學校教育願景目標。 

    故對於學校單位而言，除透過各項集會、學校網站、臉書等對家長、

社區做好宣導、溝通、行銷與累積課程發展成果的工作，爭取認同外，可

培養、充實學校課程發展所需的團隊人力資源。或是參訪標竿學校，合組

校際推動策略聯盟。掌握資訊科技教育發展新趨勢，引進教育 AI 與

chatGPT 等數位教學，融入校本課程活動設計。型塑學習型組織與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傳承課程研發創新的經驗，累積學校智慧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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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在校園內與部落、社區佈置學校願景看版、課程推動成果展示牆、

村校課程合作農園、解說站招牌等，與社區共同營造課程永續發展的文化。

避免因教師流動率大，導致課程研發或推動出現斷層。尤其在社區、部落

關係經營方面，更需持續引進在地人力、物力資源，建立互信互賴的長久

關係，激發主動參與教育事務的向心力，建立共識與目標，評鑑研發、實

施成效，才能為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與實施持續注入新血。 

四、對教學者的建議 

    本研究顯示，這所偏鄉個案學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推動上，所發

現到的困境包含：學校行政的配合、教師專業增能、教師課程背景熟悉、

經費資源支持與外聘教師配合、家長重視程度與社區支持等問題等。因此

教學者在教育專業上，應對於課程總綱、領域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

以及協同教學、發展跨領域課程、教學及評量，具備專業素養。並要能掌

握 AI 數位科技時代下，資訊融入教學的新趨勢，應用於教學中。 

    此外，新到任同仁需認識服務學校所處之內外在情境，積極配合學校

行政的課程研發措施、時時專業增能，熟悉學區背景。並適時提出所需經

費，爭取學校與家長的資源支持，與外聘教師配合，提升家長認同度，邀

請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 

    相信在實施 108 課綱素養導向教學之路，可轉化教師成為引導者的角

色，打造以學生為主體，為教育帶來不一樣的新風貌，達成學校經營願景

及國家教育的目標。 

五、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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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不同地區的學校 

    本個案研究僅針對東部地區原住民族特色小學進行研究，因此建議可

就臺灣北中南或離島等其他地區小學，或是非原住民族特色小學作研究。

探索都會、鄉村、離島、非山非市等不同地理區域、環境類型之小學，在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上進行之不同樣貌，以一窺臺灣地區新課綱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之全貌。 

  （二）研究不同學制的學校 

    本個案研究僅針對公立小學進行研究，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期

待各國中小學，可以依據個別學校的教育願景，運用所屬學區情境分析得

出的優勢，發展出行動策略，進而設計出能讓學生適性發展之學校本位課

程。因此針對國中、完全中學、實驗中小學等部分，可作為日後研究之標

的，以瞭解在不同學制上推展之現況。 

  （三）研究不同層面教育關係人的看法 

    本個案研究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教育利害關係人，僅是侷限於校長、

兼任行政教師、非兼任行政教師與部落、社區組織或人士等。建議可擴充

訪談法立意取樣人員，如：學生、家長、教育主管機關人員等。以充分傾

聽、蒐集課程協作治理歷程中，各類教育利害關係人所感受的真實聲音。

亦可增加蒐集不同種類的課程發展文件，擴增分析廣度，或增加課程實施

觀課次數等。 

  （四）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囿於研究者時間及人力、經費成本、個案學校教育關係人時間



222 
 

配合等因素。故僅採用觀察、文件分析及訪談法進行個案研究，未能就量

化進行研究。因此建議有興趣之研究者，日後可賡續從事量化分析研究，

相互對照，增加研究成果資料之信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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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學校基本資料及資源和特色分析表 

分析向度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點） 

T（威脅

點） 

S（行動 

策略） 

地理環境 1.鄰近太

平洋。 

2.環境優

美。 

3.豐富的

生態資源 

。 

學區遍及

附近三村

地區，地

勢崎嶇，

學生就學

不方便。  

1.豐富的

生態環境 

可延伸教

學場域。 

2.資源可

做為上課

素材。 

來自學區

外教師占

1/2 以上，

對學區地 

理環境較

不熟悉。  

1.須持續

推動學校

本位課

程。 

2.深根環

境生態教

育。 

教學設施 1.教學設

備現代，

足供教學

使用。 

2.圖書藏

量頗為豐 

富。 

1.教室建

築老舊。 

2.教室空

間狹小。 

3.圖書室

位置偏遠 

。 

1.善用教

學設備， 

進行多元

且有效 

能之教學

活動。 

2.以樹屋

意象，營

造幽靜閱

讀 環境。 

1.環境潮

濕，教學 

設備易損

壞。 

2.管理使

用易疏 

忽，容易

造成故障 

或毀損。 

1.落實財

產管理與

使用訓

練。 

2.改造圖

書室，持

續推動圖

書借閱 e 

化與閱讀

精進相關

活動。 

師資支援 

 

1.教師年

輕化，肯

做事。 

2.教師認

同學校經

營理念。 

新進教師 

在行政、

教學經歷

較為不

足，尚待

歷練。 

1.教師具

熱忱且學 

有專精。 

2.學校及

教師理念 

一致。 

本地教師

較少，欠 

缺與地方

的溝通 

和了解。 

１.推動教

師參與專

業社群。 

2.加強教

學經驗分

享與對

話。 

3.規劃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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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校資源和特色分析表（續） 

分析向度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點） 

T（威脅

點） 

S（行動 

策略） 

師資支援     整性主題

活動與在

地課程，

善用教師

專業能

力，提升

學生受教

品質。 

學生特質 1.學生生

活樸實有

禮 貌。 

2.學生學

習認真肯

努 力。 

1.學生基

本學力較 

弱。 

2.同年齡

之學生認 

知能力差

異頗大。 

實施異質

化分組 教

學，增進學

生間 互

動，培養團

隊精神。 

1.抵抗誘

惑能力薄 

弱。 

2.良好生

活習慣待 

養成。 

1.積極推

動健康促 

進，養成

良好習慣 

。 

2.積極提

升學生讀

寫 算基

本學力。 

3.善用分

組合作學

習，多元

發展優勢

潛能。 

家長期望 

 

家長多半

務農傳統

上觀念純

樸，信任

並支持學

校辦學。 

1.多數忙

於經濟，

關心收 

入，較少

關心教革 

新方向。 

學校及教

師享有 

教育主導

權，規劃 

活動相對

單純。 

1.可運用

的家長資 

源較少。 

2.家長參

與學校活 

動之意願 

積極辦理

家庭教育

及親職教

育活動，

讓家長了

解學校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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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校資源和特色分析表（續） 

分析向度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點） 

T（威脅

點） 

S（行動 

策略） 

家長期望  2.家長無

心學生學

業表現。 

 較不高。 學之理念

與方向。 

社區特性 1.村長、鄉

代表、社 

區發展協

會、部落

主席等人

員熱心參

與學校事

務。 

2.社區擁

有豐富多

元的地方

人文特

色。 

社區部落

間交通不

便，聯繫

較困難。 

1.社區人

士聚會多 

，容易達成

共識並支

持。 

2.社區與

學校活動 

頻繁，較能

凝聚向心

力。 

3.認同學

校是社區 

的核心。 

1.人口外

流，年齡 

層 M 型

化。 

2.社區發

展過度仰 

賴學校。 

1.加強課

程與社區

之連結。 

2.積極研

發校本課

程。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課程計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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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個案學校 107 至 110 學年度辦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表 

 

107 學年度上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 1070829 校務會議暨各項委員會議  

2 1070905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一)  

3 1070912 學生家庭訪問(一)  

4 1070919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二)在地產業踏查-文旦柚

產業生態與採果 
 

5 1070926 魔術教學與表演  

6 1071003 特教知能研習  

7 1071010 國慶日放假  

8 1071017 補救教學-數學科教學評量策略研習(一)  

9 1071024 學生輔導知能研習  

10 1071031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三)  

11 1071107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四)  

12 1071114 補救教學-數學科教學評量策略研習(二)  

13 1071121 中年級陶藝教學與實作(二)  

14 1071128 三村校運動會暨同心園遊會前置作業(場佈)  

15 1071205 自衛消防編組與演練  

16 1071212 高年級陶藝教學與實作(三)  

17 1071219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五)在地人文與自然-百年

水圳踏查 
 

18 1071226 性別平等教育暨法定通報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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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上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續）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9 1080102 學生家庭訪問(二)  

20 1080109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六)在地自然環境-金樽陸

連島地貌踏查與校本課程期末發表會 
 

21 1080116 校務會議暨各項委員會議  

 

107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 1080213  家庭訪問  

2 1080220 校訂課程撰寫  

3 1080227 在地文化-認識阿美族野菜採集與狩獵文化  

4 1080306 特教-認識學障及提報鑑定  

5 1080313 第一次評量命題  

6 1080320 校訂課程撰寫  

7 1080327 STEAM 創客教育研習  

8 1080403 食農教育-認識在地農作 (蔬菜類與柑橘類)  

9 1080410 
核心素養導向-跨領域校訂課程研發工作坊

(一) 
 

10 1080417 教師反毒藥物濫用研習  

11 1080424 第二次評量命題  

12 1080501 愛在五月天活動準備  

13 1080508 
核心素養導向-跨領域校訂課程研發工作坊

(二) 
 

14 1080515 教職員工急救術研習  

15 1080522 校內自衛消防編組演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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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續）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6 1080529 校內公開觀議課  

17 1080605 校內公開觀議課  

18 1080612 第三次評量命題  

19 1080619 
食農教育+在地文化認識在地農作-稻米+部落

傳統美食-都倫 
 

20 1080626 期末校務檢討會議暨各項委員會議  

 

108 學年度上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 1080904 校內特殊個案研討會  

2 1080911 家庭訪問  

3 1080918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一)  

4 1080925 敬師藝文活動展演  

5 1081002 語文領域閱讀理解共備觀議課(一)  

6 1081009 藝文領域-陶藝製做基本技巧教學  

7 1081016 
在地課程教學-潮間帶動植物生態踏查與教

學 
 

8 1081023 素養導向數學領域教學暨補救教學研討(一)  

9 1081030 期中定期評量命題  

10 1081106 學務系統操作研習  

11 1081113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二)  

12 1081120 一年級教師公開備觀議課  

13 1081127 
職探教學參觀研討-主題:工業 4.0AI自動遙控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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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上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續）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4 1081204 語文領域閱讀理解共備觀議課(二)  

15 1081211 在地課程教學-學區溪流文化變遷教學研討  

16 1081218 一年級教師、校長公開備觀議課(生活領域)  

17 1081225 校內特殊個案提報與轉銜研討  

18 1090101 元旦放假  

19 1090108 素養導向數學領域教學暨補救教學研討(二)  

20 1090115 校務會議  

 

108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 1090226 素養導向評量命題研討  

2 1090304 科技教育研習-科學動手作-光劍  

3 1090311 一年級公開觀議課  

4 1090318 語文領域閱讀理解共備觀議課(三年甲班)  

5 1090325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三) 

規劃/撰寫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 (總體架

構、校訂課程) 

 

6 1090401 全縣語文競賽選手集訓  

7 1090408 
規劃/撰寫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 

(校訂課程/協同教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一) 
 

8 1090415 
規劃/撰寫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 

(校訂課程/協同教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二) 
 

9 1090422 期中評量命題  

10 1090429 班級經營與個案研討(含個案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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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續）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1 1090506 
規劃/撰寫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 

(部訂課程/協同教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一) 
 

12 1090513 
一年級公開觀議課 

健康與體育領域 
 

13 1090520 陶藝研習  

14 1090527 
在地課程教學-學區聚落踏查與教學研究

(一) 
 

15 1090603 
規劃/撰寫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 

(部訂課程/協同教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二) 
 

16 1090610 校內特殊學生個案學習成果研討會  

17 1090617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四)-108學年

下學期課程實施成果發表與評鑑 
 

18 1090624 
在地課程教學-潮間帶動植物生態踏查與教

學研究(二) 
 

19 1090701 畢業典禮準備及期末級務整理  

20 1090708 期末校務檢討會  

 

109 學年度上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 109.09.02 校內特殊個案輔導與支持服務說明研討會  

2 109.09.09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  

3 109.09.16 
急救研習-CPR 心肺復甦術教學研討及實作

訓練 
 

4 109.09.23 敬師中秋同樂會  

5 109.09.30 家庭訪問  

6 109.10.07 語文領域閱讀理理解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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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上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續）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7 109.10.14 
部落在地化教學素材採集踏查(一)-認識人

文資源 
 

8 109.10.21 
校訂課程教學研究會(一) 

-阿美族傳統建築教學研討 
 

9 109.10.28 期中定期評量命題(一)  

10 109.11.04 環境教育-生態循環魚菜共生教學研討會  

11 109.11.11 班級經營-校務系統資料整理  

12 109.11.18 一年級素養導向教學共備觀議課  

13 109.11.25 
素養導向數學領域教學與低成就學生學習

扶助研習 
 

14 109.12.02 二年級素養導向教學共備觀議課  

15 109.12.16 班級經營-校務系統資料整理  

16 109.12.23 家庭訪問  

17 109.12.30 
校訂跨域課程實施成果發表分享研討會(1-6

年級導師) 
 

18 110.01.06 期末定期評量命題(二)  

19 110.01.13 校內特殊個案轉銜與提報鑑定說明研討會  

20 110.01.20 校務會議  

 

109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 110.02.24 校訂課程規畫與修正研討  

2 110.03.03 
學生家庭訪問、閩南語教材研發工作坊編輯

小組第一次研討會議 
 

3 110.03.10 
期末共同評量命題審核、閩南語教材研發工

作坊編輯小組第二次研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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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續）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4 110.03.17 四年級素養導向共備觀議課  

5 110.03.24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規劃/撰寫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總體架構、校訂課程) 
 

6 110.03.31 
全縣語文競賽選手集訓、閩南語教材研發工

作坊編輯小組第三次研討會議 
 

7 110.04.07 
期中評量命題、閩南語教材研發工作坊編輯

小組第四次研討會議 
 

8 110.04.14 

部落在地化教學素材採集踏查(二)-阿美族

傳統射箭教學、閩南語教材研發工作坊編輯

小組第五次研討會議 

 

9 110.04.21 跨領域教學增能-陶藝製作進階研習  

10 110.04.28 

規劃/撰寫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校訂課程/

協同教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一、閩南語教

材研發工作坊編輯小組第六次研討會議 

 

11 110.05.05 教師反毒專題講座  

12 110.05.12 三年級素養導向教學共備觀議課  

13 110.05.19 
社會領域校訂跨域課程實施成果發表研討

會 
 

14 110.05.26 性平教育-防制兒童性剝削研討  

15 110.06.02 消防自衛編組演練、防災演練  

16 110.06.09 
校訂課程教學研究會(二)-阿美族傳統採集

文化教學 
 

17 110.06.16 畢業典禮準備、期末評量命題  

18 110.06.23 
規劃/撰寫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 

(校訂課程/協同教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二) 
 

19 110.06.30 期末校務檢討會、各項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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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上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預備週 110/08/27 性平教育及特教學生個案研討會  

1 110/09/01 校訂課程計畫教學研討會  

2 110/09/08 閱讀好好玩  

3 110/09/15 輔導活動-家庭訪問  

4 110/09/22 性平通報研習  

5 110/09/29 中秋節聯歡會  

6 110/10/06 語文領域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研究  

7 110/10/13 自造教育-雷射雕刻教學研討與實作  

8 110/10/20 跨領域在地教學素材踏查  

9 110/10/27 期中評量命題  

10 110/11/03 教師反毒教學專題講座  

11 110/11/10 
資訊教育-micro:bit 程式設計教學增能與套

件應用操作 
 

12 110/11/17 一年級素養導向教學觀議課  

13 110/11/24 數學領域素養導向教學技巧  

14 110/12/01 三村校聯合運動會前置準備  

15 110/12/08 三年級素養導向教學觀議課  

16 110/12/15 在地課程-蕨美校園-校園蕨類植物教學研究  

17 110/12/22 交通安全教育教學研討會  

18 110/12/29 1-6 年級校訂課程設計實施成果分享與討論  

19 110/01/05 期末評量命題  

20 110/01/12 校內特殊個案提報及轉銜研討會  

21 110/01/19 期末校務檢討與校務會議  



254 
 

 

110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教師進修規畫表 

週次 辦理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 111/02/16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2 111/02/23 校訂課程設計實施規劃與修正  

3 111/03/02 友善校園研習-反毒暨交通安全宣導  

4 111/03/09 素養導向雙語教育的理念與教學實務  

5 111/03/16 五年級素養導向教學觀議課  

6 111/03/23 
資訊教育-micro:bit 程式設計教學增能與套件

應用操作 
 

7 111/03/30 科學動手做-大氣壓力  

8 111/04/06 課程計畫撰寫與審核研討會(一)  

9 111/04/13 
跨領域教學在地素材踏查-在地咖啡產業教學

研討 
 

10 111/04/20 素養導向命題知能共備研討  

11 111/04/27 
家庭教育研習-親子繪本共讀教學及寫作經驗

分享 
 

12 111/05/04 教師 AED 及 CPR 教學實作  

13 111/05/11 交通安全教育教學研討會、消防自衛編組演練  

14 111/05/18 課程計畫撰寫與審核研討會(二)  

15 111/05/25 課程計畫撰寫與審核研討會(三)  

16 111/06/01 校訂課程設計實施成果分享  

17 111/06/08 校訂課程設計實施規劃與評鑑  

18 111/06/15 在地文化課程研討會-阿美族的採集文化  

19 111/06/22 課程計畫撰寫修正與審核研討會(三)  

20 111/06/29 期末校務檢討會、各項委員會議  

資料來源：個案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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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案學校 107至 110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

進修分析表 

項次 
辦理 

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07 學年度上學期  

1 1070829 校務會議暨各項委員會議  

2 1070905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一)  

3 1070919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二)在地產業踏查-文旦柚產

業生態與採果 
 

4 1071031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三)  

5 1071107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四)  

6 1071219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五)在地人文與自然-百年水

圳踏查 
 

7 1080109 
校本課程研發工作坊(六)在地自然環境-金樽陸連

島地貌踏查與校本課程期末發表會 
 

8 1080116 校務會議暨各項委員會議  

  合計 8 次  

  107 學年度下學期  

9 1080220 校訂課程撰寫  

10 1080227 在地文化-認識阿美族野菜採集與狩獵文化  

11 1080320 校訂課程撰寫  

12 1080327 STEAM 創客教育研習  

13 1080403 食農教育-認識在地農作 (蔬菜類與柑橘類)  

14 1080410 核心素養導向-跨領域校訂課程研發工作坊(一)  

15 1080508 核心素養導向-跨領域校訂課程研發工作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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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案學校 107至 110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

進修分析表（續） 

項次 
辦理 

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16 1080619 
食農教育+在地文化認識在地農作-稻米+部落傳

統美食-都倫 
 

17 1080626 期末校務檢討會議暨各項委員會議  

  合計 9 次  

  108 學年度上學期  

18 1080918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一)  

19 1081016 在地課程教學-潮間帶動植物生態踏查與教學  

20 1081023 素養導向數學領域教學暨補救教學研討(一)  

21 1081113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二)  

22 1081120 一年級教師公開備觀議課  

23 1081127 職探教學參觀研討-主題:工業 4.0AI 自動遙控車  

24 1081204 語文領域閱讀理解共備觀議課(二)  

25 1081211 在地課程教學-學區溪流文化變遷教學研討  

26 1081218 一年級教師、校長公開備觀議課(生活領域)  

27 1090108 素養導向數學領域教學  

28 1090115 校務會議暨各項委員會議  

  合計 11 次  

  108 學年度下學期  

29 1090226 素養導向評量命題研討  

30 1090304 科技教育研習-科學動手作-光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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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案學校 107至 110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

進修分析表（續） 

31 1090311 一年級公開觀議課  

32 1090318 語文領域閱讀理解共備觀議課(三年甲班)  

33 1090325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三)規劃/撰寫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 (總體架構、校訂課程) 
 

34 1090408 
規劃/撰寫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校訂課程/協同教

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一) 
 

35 1090415 
規劃/撰寫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校訂課程/協同教

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二) 
 

36 1090506 
規劃/撰寫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部訂課程/協同教

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一) 
 

37 1090513 一年級公開觀議課  

38 1090527 在地課程教學-學區聚落踏查與教學研究(一)  

39 1090603 
規劃/撰寫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 

(部訂課程/協同教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二) 
 

40 1090617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四)-108 學年下學

期課程實施成果發表與評鑑 
 

41 1090624 
在地課程教學-潮間帶動植物生態踏查與教學研

究(二) 
 

42 1090708 期末校務檢討會暨各項委員會  

  合計 14 次  

  109 學年度上學期  

43 1090909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  

44 1091007 語文領域閱讀理理解教學策略  

45 1091014 部落在地化教學素材採集踏查(一)-認識人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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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案學校 107至 110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

進修分析表（續） 

項次 
辦理 

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46 1091021 
校訂課程教學研究會(一)-阿美族傳統建築教學研

討 
 

47 1091104 生態循環魚菜共生教學研討會  

48 1091118 一年級素養導向教學共備觀議課  

49 1091202 二年級素養導向教學共備觀議課  

50 1091230 
校訂跨域課程實施成果發表分享研討會(1-6 年級

導師) 
 

51 1100120 校務會議會暨各項委員會  

  合計 9 次  

  109 學年度下學期  

52 1100224 校訂課程規畫與修正研討  

53 1100303 閩南語教材研發工作坊編輯小組第一次研討會議  

54 1100310 閩南語教材研發工作坊編輯小組第二次研討會議  

55 1100317 四年級素養導向共備觀議課  

56 1100324 
素養導向校訂課程實施與評鑑、規劃/撰寫 110 學

年度課程計畫(總體架構、校訂課程) 
 

57 1100407 閩南語教材研發工作坊編輯小組第四次研討會議  

58 1100414 

部落在地化教學素材採集踏查(二)-阿美族傳統射

箭教學、閩南語教材研發工作坊編輯小組第五次

研討會議 

 

59 1100421 跨領域教學增能-陶藝製作進階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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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案學校 107至 110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

進修分析表（續） 

項次 
辦理 

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60 1100428 

規劃/撰寫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校訂課程/協同教

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一、閩南語教材研發工作坊

編輯小組第六次研討會議 

 

61 1100512 三年級素養導向教學共備觀議課  

62 1100519 社會領域校訂跨域課程實施成果發表研討會  

63 1100609 
校訂課程教學研究會(二)-阿美族傳統採集文化教

學 
 

64 1100623 
規劃/撰寫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校訂課程/協同教

學計畫/混齡教學計畫二) 
 

65 1100630 期末校務檢討會、各項委員會議  

  合計 14 次  

  110 學年度上學期  

66 1100901 校訂課程計畫教學研討會  

67 1100908 閱讀好好玩  

68 1101006 語文領域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研究  

69 1101013 自造教育-雷射雕刻教學研討與實作  

70 1101020 跨領域在地教學素材踏查  

71 1101110 
資訊教育-micro:bit 程式設計教學增能與套件應

用操作 
 

72 1101117 一年級素養導向教學觀議課  

73 1101124 數學領域素養導向教學技巧  

74 1101208 三年級素養導向教學觀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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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案學校 107至 110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

進修分析表（續） 

項次 
辦理 

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75 1101215 在地課程-蕨美校園-校園蕨類植物教學研究  

76 1101229 1-6 年級校訂課程設計實施成果分享與討論  

77 1100119 期末校務檢討與校務會議  

  合計 12 次  

  110 學年度下學期  

78 1110223 校訂課程設計實施規劃與修正  

79 1110309 素養導向雙語教育的理念與教學實務  

80 1110316 五年級素養導向教學觀議課  

81 1110323 
資訊教育-micro:bit 程式設計教學增能與套件應

用操作 
 

82 1110330 科學動手做-大氣壓力  

83 1110406 課程計畫撰寫與審核研討會(一)  

84 1110413 
跨領域教學在地素材踏查-在地咖啡產業教學研

討 
 

85 1110420 素養導向命題知能共備研討  

86 1110518 課程計畫撰寫與審核研討會(二)  

87 1110525 課程計畫撰寫與審核研討會(三)  

88 1110601 校訂課程設計實施成果分享  

89 1110608 校訂課程設計實施規劃與評鑑  

90 1110615 在地文化課程研討會-阿美族的採集文化  

91 1110622 課程計畫撰寫修正與審核研討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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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案學校 107至 110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

進修分析表（續） 

項次 
辦理 

日期 
研習名稱 備註 

92 1110629 期末校務檢討會、各項委員會議  

  合計 15 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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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知情同意書  

論文名稱：偏鄉小學發展校本課程之個案研究-課程協作治理觀點 

    本論文個案研究旨在透過文件分析、訪談及觀察等方法，探討一所偏

鄉原住民族地區小學，推動十二年國教校本課程的歷程中，採取課程協作

治理觀點，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學校情境分析，建立溝通管道與信任關係和

承諾，確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選取與組織、實施課程、推動課程評鑑的

過程與結果。內容詳見附件論文摘要。 

進行方式：  

    邀請您參與一對一個別訪談，地點為您方便的地點，時間約為一到二

小時。請您分享有關您參與個案學校的校本課程研發歷程中的經驗，內容

請參考附件訪談大綱。為了資料紀錄的正確性，訪談時將錄音（或錄影）。

如果您不願意錄音（或錄影）、不願某段發言錄音（或錄影），或中途想停

止，請隨時提出。我們將提供一份禮物予您，聊表謝意  

參與風險與資料保存運用：  

   錄音（或錄影）資料彙整為逐字稿後會再請您確認，我們會負起保密

責任，未來研究成果不會呈現您的真實姓名，亦會盡力避免他人從研究發

表辨識出您的個資。但在非預期情況下您的身份或仍有可能受到揭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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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慎重考慮是否接受訪談。  

    錄音（或錄影）與逐字稿將妥善保存在研究者個人設有密碼的硬碟或

電腦裡，且於論文發表後五年刪除銷毀，並只使用在本研究或與研究者其

他相關研究、教學之用。若您有興趣瞭解研究結果，可提供您報告摘要。

未來若出版教材，可與您分享資訊。  

退出權益：  

    過程中，若您感到不舒服，想要暫停或退出研究，我們會完全尊重您

的意願。先前已蒐集的資料將立即銷毀。即便研究結束，有任何問題，都

歡迎聯絡研究者。  

研究者：  

         論文指導教授：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何俊青教授  

         研究者：黃國將，電話： 

研究參與者/法定代理人簽署欄：  

錄音（或錄影）：□同意-錄音（或錄影）  

               □不同意-錄音（或錄影）  

成果回饋： □ 研究完成請提供報告，寄至（電子信箱或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用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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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日期：112 年  月  日  

研究者簽署欄：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將由雙方各自留存，以利日後聯繫  

研究者簽名： 

日期：112 年  月  日  

-----------------------附件----------------------- 

附件一、計畫摘要、附件二、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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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偏鄉小學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之個案研究-課程協作治理觀點的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的學經歷簡要。 

二、試問您在貴校服務的年資或是參與貴校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時間有多

久？ 

三、請問您對於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有關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瞭解或是看

法？ 

四、請問您對於貴校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瞭解或是看法？ 

五、請問您對於課程協作治理的瞭解或是看法？ 

六、請問貴校在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在情境分析方面您的看法有哪

些？ 

  （一）地理環境 

  （二）教學設施 

  （三）師資支援 

  （四）學生特質 

  （五）家長期望 

  （六）社區特性 

七、請問貴校在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在與社區、部落個人或是組織

之間建立溝通與信任關係和承諾等方面，您的看法為何？ 

八、請問您對貴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設定課程目標方面，您的看法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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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請問您對貴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與社區、部落個人或是組織之

間的課程組織選取與設計方面，您的看法分別為何？ 

十、請問您對貴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在課程實施方面，您的看法為

何？ 

  （一）教學活動流程 

  （二）社區、部落個人或是組織的參與教學 

  （三）評量方式 

  （四）其他層面 

十一、請問您對貴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時，在課程評鑑方面，您的看法

為何？ 

十二、請問您對參與貴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方面，還有沒有要建議或是

補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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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公開課觀課紀錄表 

 

授課教師  觀課者  

觀課領域  單元名稱  

觀課班級  觀課日期  

觀察面向 觀察項目 觀察所見文字敘述 

全班學習

氣氛 

1、是否有安心學習的環境？ 

2、是否有聆聽學習的內容？ 

3、學生是否普遍專注學習？ 

 

學生學習

歷程 

1. 教師是否關照每組學生的學

習？ 

2. 學生是否互相協助與討論？ 

3. 學生是否相互關注與傾聽？ 

4. 學生是否投入參與學習？ 

5. 是否有特殊表現的學生？

（學習停滯或學習超前） 

6. 教師是否把重要的策略放入

教學計畫中，讓學生可以透

過學習活動，有策略或架構

如鷹架般的逐漸的學得預期

的目標能力？ 

7. 教師是否設計不同的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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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讓需要反覆練習的技

巧，吸引學生練習，也達到

精熟的學習目標？ 

學生學習

結果 

1、學生學習是否成立？何時發

生？如何發生？ 

2、學生學習之處的困難是什麼？ 

3、學生思考程度是否深化？ 

4、學生是否樂於參與學習？ 

5、學生是否學會到應有的知識與

技巧？ 

6、學生可以自我評量、記錄和評

估自己的學習表現或成效？ 

7、是否善用學習評量，並適應學

生個別差異，採多元評量模式，

評量學生學習成果，以有效學習

輔導？ 

 

觀課者的回饋 

本次觀課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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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的疑問與待討論觀點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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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上學期至 111 學年度上學期學校本位課程實

施成果發表情形彙整 

 

    本節研究旨在透過個案研究，綜合文獻探討結果作為評鑑層面，藉由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過程中發現的問題與發展出的解決方案，瞭解個案學校

歷年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 

    以下彙整個案學校所提供的文件與研究者訪談、觀察所得的資料，加

以說明如下： 

一、進行教師教學省思與回饋 

  （一）舉辦期末課程實施成果發表會 

    個案學校在課程協作治理的歷程中，從訪談行政、教師、部落、社區

與相關課程計畫文件可看出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困境，其中以新進教師

對學區背景較為不熟悉的部分為多。 

  因此，為提升教師專業與課程設計、實施的品質，進而改進課程實施

的缺失，自 107 學年度上學期起，個案學校每學期末會辦理學校本位課程

工作坊研習，進行課程實施的成果發表，透過相互分享與回饋，藉以提升

教師課程實施的專業。 

    每學期末辦理學校本位課程成果發表的日期，詳如附錄三個案學校

107 至 110 學年度與社區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分析

表。 

    個案學校中非兼任行政人員的說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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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校訂課程困境在於課程的規劃上是採用跨領域，造成授課 

    教師在備課上比較辛苦。我到學校初任時，因為不是居住於當地 

    ，往往對部落環境不熟悉，需大量查找資料備課，不然無法順利 

    進行校訂課程教學。校訂課程很有趣，不過學校有時候會安排別 

    的活動，所以校訂課程尌會往後延。     

    在課程進行時，常會受到天氣因素、學校宣導、臨時加入的行事 

    活動干擾，使課程有延期或是變更內容的情況。因此對外聘協同 

    授課的耆老較為不好意思。雖然謝理事長與陳村長本身不是教育 

    專業人士，但他們是本地人，可以提供課程研發、實施的諮詢服 

    務，並參與教師團隊的課程共備工作，提供阿美族傳統漁獵文化 

    的知識及技能，對規劃校訂課程有很大的幫助，很感謝他們的積 

    極參與。 

    我建議，本校因為教師流動率偏高，如果是外地老師來任教，會 

    需要學校安排備課、增能課程，以及留下前一學年度所上過的課 

    程設計、教學流程、多元評量方式與成果、學習單、師生省思等 

    檔案記錄，以便讓新任老師熟悉課程內容、按照專長轉化教材， 

    才能順利上課。我還認為每學期期末的各班級校訂課程實施成果 

    發表是很不錯的活動，可以讓教師互相觀摩大家所上的內容，也 

    能為下一學期作準備（訪 C-20230710）。 

     

    學校本位課程方面發展的困境在於課程的規劃上是採用跨領域，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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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在備課上比較辛苦。這部分需要跨領域教師協同合作，以利課程

設計、實施。 

    對於不是居住於當地的初任教師來說，對學校所處的部落環境不熟悉 

，需充分備課，大量查找資料，或是與家長、社區人是一起備課，否則在

校訂課程教學上，會有心虛的感覺。這裡也提到謝理事長與陳村長他們是

本地人，在課程協作治理上提供課程研發、實施的諮詢服務，並參與教師

團隊的課程共備工作，提供阿美族傳統漁獵文化的知識及技能，對規劃校

訂課程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學校臨時性安排的全校活動，如：政策宣導、校外教學參訪等，

會讓既定的校訂課程後延實施。在課程進行時，會受到天氣因素干擾，使

課程有延期或是變更戶外為室內的情況。對於課程協作治理時，外聘協同

授課的教師比較抱歉，得隨機應變改變課程內容或進行的方式。在教師增

能上，這位老師建議： 

 

    個案學校因為的位處偏鄉，教師流動率偏高，如果是外地老師來 

    任教，會需要學校安排備課、增能課程，以及留下前一學年度所 

    上過的課程設計、教學流程、多元評量方式與成果、學習單、師 

    生省思等檔案記錄，以便讓新任老師熟悉課程內容、按照專長轉 

    化教材（訪 C-20230710）。 

 

    從他的省思可以看到每學期期末的各班級校訂課程實施成果發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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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錯的活動，可以讓教師互相觀摩大家所上的內容，並且為下一學期授

課作準備。 

  （二）邀請課程專家入校參與課程評鑑 

    從 109 學年度起，週三進修的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與發表會，學校爭取

到師培大學的地方輔導計畫，同時邀請師培大學的教授與社區人士、部落

主席、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人，與教師團隊一起進行課程評鑑的

工作。目的在透過課程專家的加入，以及教育利害關係人的眼光投入，給

予教師課程設計、實施上的鼓勵與回饋。 

    這樣的課程協作治理對於個案學校在學校本位課程進行情境分析、建

立溝通與信任關係、設立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組織、實施課程內容、落實

課程評鑑等面向，能研擬出精進教師專業的推動發展方案，並能看出學生

學習動機與成效上的提升，無形中也形塑了課程對話、分享與回饋的課程

發展文化。 

二、實施成果發表評鑑學生學習成效 

    每學期期末的課程實施成果報告，是行政、教師、社區互相分享與對

話的時機，從中可以瞭解一學期來課程目標、教學活動流程設計、實施的

內容，所呈現出的學生學習成果。對教師而言，也是教學相長的機會，同

時作為下一學期或是明年同一時間點要實施課程時，很好的建議參照，以

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此外，在課程評鑑進行方式上，個案學校會安排在每學年期的學期末，

配合台灣母語日成果展或是休業式活動，邀請社區、家長一同參與學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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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課程的成果發表會。在 107 至 111 學年度的每學期末，安排一次週三進

修時間，由授課教師做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果發表。 

    這種每學期期末進行的學校本位課程教學成果發表會，就是讓授課教

師在比較輕鬆的環境下，說出這一學期課程主題、目標與設計的方向、實

施的過程，最重要是教師的省思與回饋。比較可惜的是，107 學年度課程

協作治理上，留下的教師課程評鑑資料比較少，比較多的是教師授課留下

的照片。推測應該是當時僅以口頭報告為主，是比較可惜。 

  （一）107學年度上學期末第一次課程實施成果發表 

    個案學校在 107 學年度上學期第一次辦理的課程實施成果發表，研究

者所見教師教學省思文件資料（文-20190109）。第一位老師對這套課程發

展的教學省思： 

    1.課程能解決真實世界問題 

    在和社區合作進行課程的實施後，我看見了學生的成長與改變。學生

安安(化名)在她的觀察紀後寫了一首名為「家鄉」的詵，她寫到：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一句話， 

    去發現家鄉的每個角落，才能更深入的知道 

    家鄉的美好與憂愁， 

    因為，這是-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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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教育現場常見學生失去了學習的動機與主動性，本課程學

習內容始於學生真實生活情境脈絡，亦用於解決生活情境中所遇的問題，

讓學生覺察自己可進行社會參與及發揮影響力，可引導學生主動關懷環境

與激發學習動機。 

    2.課程可以持續教師專業發展 

    這位教師認為，課程以「探究式學習模式」為理論基礎，研發時採行

與社區部落人士合作進行教學會談、對話、觀察、批判、回饋與省思的共

備觀議課歷程，可進行課程發展分享，外顯化教師內隱專業知識，持續精

進教師專業發展。 

    3.課程引進家鄉在地元素 

    學校本位課程設計以探索、愛護家鄉自然與人文資源為發想。該教師

認為： 

     

    實施時師生打破學習場域，主動走入社區、部落中，將家鄉人文 

    與自然資源納入學習範疇，同時引導社區及家長正向參與我們的 

    教育，凝聚共識，共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產生對學生學習的認 

    同與向心力（文-20190109）。 

 

  研究者針對第二位老師提出的課程實施後的教學省思分析如下： 

    1.讓孩子從生活中肯定自我 

     透過課程學習權的轉移，讓孩子成為學習的主角，決定自己要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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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想做什麼、怎麼做。尤其我發現其實我們也做的到，也為平時學業低

成就的孩子開啟另一個微笑的舞臺，增加展現自我的成功經驗與成就感。 

    2.讓孩子對自己的生活有感覺 

    帶著孩子們靜下心停下腳步來，有意義的去注意與組織平時接收到的

訊息，如同訊息處理論中，感官訊息需要經由處理才能進入長期記憶，因

此帶孩子們一同好好的去看、去聽、去感覺平時習以為常的家鄉，讓訊息

轉化為有感覺的記憶。在過程中也發現到有些孩子們會主動的向外縣市的

親朋好友介紹自己的家鄉，主動提及向社區老師學到的，實際運用在生活

中。 

    3.與孩子們一起做中學 

    在孩子們的回應與發表中，發現新的想法與孩子們的新亮點，也在與

大家一起備課中充實了許多原來不熟悉的鄉土歷史知識。 

    4.從協同教學中教中學 

    該教師認為： 

 

    透過與社區協同教師一同共備教學與省思過程，不但增廣了自己 

    的學習觸角，也自我檢視到自己不足的地方，見賢思齊進而學習 

    轉化為自己的能量（文-20190109）。 

 

    由以上教師的教學省思可知，課程發展的歷程中，對於部落、社區人

士進入校園進行備課、協同教學等課程協作治理，對同仁的教學與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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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上，均是正向肯定的。 

  （二）108學年度的課程實施成果發表，開始出現學生學習影音檔 

     108 學年度後，教師進行期末課程發表時，陸續出現課程進行時所

拍攝的學生學習成效影音檔案，教學省思內容也較有條理，多元而豐富。

這應該是與少部分教師是在個案學校工作第二年以上，有前幾次發表的經

驗，加上入校陪伴的師培大學教授、退休校長等人從旁給予指導，以及社

區人士一同參與、支持課程發展有關。以108學年度下學期教學省思為例，

以下為研究者所見的教師教學省思文件資料。 

    低年級某師認為， 

 

    此在地課程規畫主要是以農產為目標，有其季節性的因素。所以 

    ，在授課節數上，會集中在前兩個月，此部分必頇有全盤的教學 

    計劃設計考量。因此透過與社區人士進行共備，可以掌握果樹成 

    熟這部分的訊息。由於下學期一開學，即是香丁的產季，所以， 

    教學相關的聯絡事項刻不容緩。包括戶外教學要尋找可開放採果 

    參觀的農家、鄉公所公布的香丁節活動等相關訊息，……，一旦 

    稍微延後，有可能尌錯過採果時機或是香丁節。若是有關家政課 

    程的部分，要先詴做過，以免有意外狀況發生。發糕的製做一定 

    要借快速爐，才能用大火炊煮，才會成功。由於課程內容豐富， 

    所以，盡量結合國語領域的圖文創作，有效達到統整活動之效益 

    ，又可當作作文抽查的紀錄（文-20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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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低年級授課教師的分享是，透過課程我讓學生對於多元文化理

念更加了解。 

     

    由於我自己對於社區環境了解不多，因此需要社區人士一起來共 

    備與協同教學。我再帶領學生討論時的引導語，下得不夠準確， 

    可以改進（文-20200611）。 

 

    可見這樣的教學省思，可以看見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師本身也看到專

業成長的軌跡。 

    此外，也可以建立檔案資料，帶給隔年要授課的同仁，很好的經驗分

享。這對於身處偏鄉且教師流動率較高的個案學校而言，可以幫助初任教

師及早備課，進入情況。 

    中年級的教師在省思中寫下： 

 

    課堂上問題設定需要讓學生思考又能貼近生活，實在不容易。我 

    設計的世界咖啡館活動，可以讓學生發現許多團隊合作的要領。 

    季節與課程的安排要配合，才不會要上課時已經沒有那些水果或 

    是稻米。成果程現時作文安排課文仿寫，需要從上學期尌進行仿 

    寫練習學生程度才能提升（文-20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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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老師在教學省思回饋時寫到： 

 

    本次課程從討論家鄉最具代表的物產是什麼？為什麼？我認為 

    可以直到帶學生做農產加工品。最後利用物產及動物素描加以 

    製作，產出月曆，看出學生語文、藝文、自然等不同面向的能 

    力。學科程度差的，也許會在校本課程有不錯的表現，可以展 

    現學生的多元智慧（文-20200611）。 

 

    另一位高年級老師他的教學心得，他的學校本位課程是： 

 

    以認識「阿美族獨特的漁獵方式」為主軸，讓他們對家鄉族群 

    的特色深入認識後，能加以呈現出來，並能對外宣傳行銷。他 

    認為學生要學到 「mialal」是什麼？有什麼意思或意涵？抓魚 

    蝦通常要注意那些訣竅？抓魚蝦對阿美族的傳統文化來說，隱 

    含哪些意義？各部落自己的抓魚方式哪些的不同？神奇的無具 

    野炊是如何進行的？這套課程是以體驗與欣賞阿美族文化傳統 

    ，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元性。藉由阿美族的漁獵課程「mialal」 

    分組深入討論，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色及內在的含意，以及老祖先 

    的智慧，然後將自己對 mialal的活動特色用油畫的方式呈現 

    （文-20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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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在課堂上用新的媒材，對學生而言充滿著新鮮感。在創作中，他

們覺得用油彩大坨塗抹、刮刀亂刮有舒壓的效果。繪畫不只在創作，也是

在紓壓，寓教於樂，讓學生在輕鬆有趣中學習。 

    這學期教師進行期末課程發表時，可以看見教師在課程進行時，拍攝

了學生學習成果發表的影音檔案，或是有一些學生創作的作品呈現。從老

師們的省思可知道，學校本位課程突破以往在教室中學習的框架，實際到

學生的生活現場去體驗，確實能增進學生學習的成效。 

  （三）109學年度的課程實施省思，教師覺察學生學習上的改變 

    從研究者所見 109學年度上學期教師教學省思文件資料（文-20201231 

）也有看到教師改變教學後，產生學生學習動機與參與度的提升。 

    低年級某師在課程省思文件上寫出： 

 

    該年級特色課程主要的目的，是讓學生用感官去體驗家鄉的物產 

    ，利用生活中易取得的各項資源照顧自己，學習家務。所以注重 

    體驗，但是老師覺得只有去採果、吃東西，好像過於簡單，沒有 

    學到更深入的知識，剛好生活課程教到植物，因此去採果之前尌 

    請學生要仔細觀察大白柚果樹的細節，例如：樹幹的形狀、葉子 

    的形狀、樹枝的長法之類的，回來要畫成作品，最後完成的成品 

    有比我預期的好，之後再將這些體驗寫成作文。不過我有在思考 

    ，不知自己改變的教材是否符合他們的程度，雖然他們做得很好 

    ，但不知是否內容超前了（文-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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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低年級授課教師則點出他的課程上的改變，他觀察到學生的學

習精神是輕鬆愉快的、學習是主動的。課程能連結生活情境，學習實際的

在地環境知識。情意上提升環保意識，對生命更懂得尊重。他記錄到：我

也發現學生的創意無窮，純樸天性下具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而學生的學

習節奏有快有慢，有勤有懶，但用心投入的程度都令人感動（文

-20201231）。 

    中年級的老師在省思發表文件上提到： 

     

    課程目標希望學生能藉由觀察阿美族圖騰及其顏色來分析阿美 

    族人家族及傳統的文化特色。其次是能夠創作出屬於自己專屬 

    的創意檳榔袋，並向身邊的人介紹與分享。他的教學實施成果 

    省思有：（一）學生能對於身處的族群生活環境與傳統文化更 

    加了解；（二）因為教師本身來自外縣市，所以難免對於學校 

    這裡的環境以及文化了解不深，因此，事前與部落耆老的備課 

    ，頇更充足。中年級的另一位授課教師在期末分享時提到，因 

    為認識家鄉的課程，學生對於家鄉的環境及物產的豐富更加的 

    了解，這套課程結合社會與資訊進行跨領域教學，提升學生閱 

    讀地圖的能力（文-20201231）。 

 

    高年級老師的教學分享簡報的電子檔內容中提及，他設計的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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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學生能藉由學校本位課程認識部落的物產，接著進入第二部分香左柚

-柚子香皂、果醋和學生貼畫的創作產出（文-20201231）。 

    在報告的文件中顯示，他帶領學生認識家鄉的物產，以柑橘類果樹、

柚子為例，思考這些農產品可開發衍生出哪些實用創意手做品，激發學生

的想像力與創造力。課程中與果農合作，做出了柚子洗潔精、香皂雨果醋。

這在產量過剩的時候，還可以開發衍生商品，幫助當地的農民提高產值。

可以說實相當的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在家鄉的印象-認識家鄉課程中，另一位高年級教師帶著學生做家鄉

意象的深入探索，他寫到： 

 

    透過豐年祭活動的影片，認識了阿美族的傳統文化、傳統祭典 

    。也實際參與部落所舉辦的節慶活動，了解當地部落的民俗文 

    化。為推廣行銷家鄉，老師透過版畫創作課程，讓學生介紹當 

    地部落民族的傳統文化，雕刻出學生心目中的部落生活版畫作 

    品。老師在教學省思中強調：這樣的課程是教學相長的，師生 

    一起了解部落族人的傳統文化並體會到延續部落活動傳統文 

    化的重要性。回到教室後的本畫課程，培養學生創意與耐心， 

    尤其是程度差和好動的同學，在版畫課都靜下心來觀察學習。 

    此外在阿美族歌謠舞蹈課時，學生會很認真學習，在慶典上也 

    盡情唱跳，看出學生努力的一面（文-20201231）。 

 



283 
 

    可見在中、高年級認識家鄉自然環境、人文族群與行銷家鄉的課程安

排中，藉由教師與社區人士、部落耆老間的課程協作治理過程，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對自己的族群文化、家鄉的地理環境，有更深入的認識，也確

實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因此，個案學校的本位課程能解決學生真實情境中所遇到的問題，激

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也讓孩子從學習生活中肯定自我，促使孩子對自己的

生活周遭環境有感覺，樂於參與社區部落的活動以及分享、介紹、行銷自

己的家鄉。在課程中，來自外地的教師是引導的角色，並與孩子們一起做

中學，由與社區課程協作治理、備課與協同教學中，從教中學，精進自己

的教學專業，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這也是課程評鑑所要達成的目的。 

  （四）2020 年起 COVID-19疫情爆發影響學生學習 

    近年全球 COVID-19 疫情在 2020 年起爆發，受到 COVID-19 疫情的

肆虐，全球人類的生活大受影響，教育方面也不例外。109 學年度下學期，

為因應全國 COVID-19 疫情三級警戒，教育部宣布各級學校與幼兒園從

2021 年 5 月 19 日起停止到校上課，後又延長至 7 月 12 日（教育部，2021），

這段期間國中小學生以居家線上學習為主。110 學年度起，各校都有停課、

復課又再停課的現象發生。個案學校的學校本位課程實施，也因此大受影

響。 

    課程是滾動式發展的歷程，109 學年度下學期教師教學省思文件資料

（文-20210519）呈現出個案學校教師有課上不完的情形，低年級教師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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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繽紛的香丁園-全班集體創作原先預計安排 5節，香丁陶藝 

    創作 3節，但他的分享說，可惜時間配置的因素，課程尚未完 

    成，希望日後課程安排要更加精細，以免被臨時突發的狀況或 

    是學校的活動耽誤了進度（文-20210519）。 

 

    這也符合前面提到的，原先預計進行的課程，會因為天氣、學校插入

臨時活動甚至疫情影響等因素，打亂教師原先的課程設計行程。 

    中年級一位教師的教學省思也提到類似的狀況，他認為可惜因為時間

安排上的問題，在小小觀察家：阿美族傳統狩獵技巧及第一名作家文章書

寫的部分，尚未完成（文-20210519）。因此課程內容的安排，以及教學活

動的實施，確實是會受到天氣因素、教師班級經營、學校臨時的行事活動

與後續爆發的 COVID-19 疫情所干擾，因而耽誤了進度。 

    在另一位低年級老師身上也有類似情形，他的米之達人課程回饋分享

中寫出： 

 

    我會事先聯繫農人，帶學生去稻田做觀察，提出問題，引導學生 

    說出觀察稻田所見。從田野觀察中，認識無毒米種植與慣行農法 

    種植的不同處。讓學生用正確的語句，說出種植無毒米的特色。 

    他會告訴學生，這種天然的耕種方式，可以保障我們我們吃下這 

    些食物後，不會受到化學毒物的傷害，也能保護自然生態。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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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後，發下稻米讓學生仔細觀察後，學生能發揮想像力，與生 

    活情境相結合，畫出屬於自己的米寶寶。這個年級的課程，內容 

    還設計了認識其他原住民族的米食文化。結合不同米食文化，進 

    行創意料理介紹：有阿拜、吉拿福、粽子等。老師的課程省思與 

    評鑑是：我先帶領學生回顧課程的始末，引導學生說出自己對於 

    家鄉特產米的感情或是情緒、想法。經過這個學期，你覺得你對 

    於家鄉的稻米有什麼感覺？認識從產地到餐桌，以及閩客原、新 

    住民等族群的米食文化，也會更加珍惜食物，有感恩的心。最後 

    是產出圖文創作，畫下及寫下如果我是一個農夫的作品 

   （文-20210519）。 

 

    但受到 COVID-19 疫情所干擾，因而耽誤了課程原有的進度。 

    從教師期末的課程省思、評鑑內容，可以看到教師在課前做了許多準

備，因為對非農家出身的教師而言，要先去了解無毒米種植與慣行農法種

植的不同之處。也要找到願意配合課程做體驗的農人幫忙帶領解說、體驗，

再來是比較臺灣閩客原不同族群特有的米食文化與產物。顯見教師與社區

進行課程協作治理上的用心，以及部落人士願意配合學校教育的努力，可

以有效促進學生學習。 

    高年級老師在帶家鄉意象的主題中，內容有小獵人、創意料理與意象

推廣等三個單元。他在評鑑文件上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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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族小獵人的體驗課程，可以與部落獵人合作，帶學生了解 

    阿美族傳統漁獵的方法並運用大自然的素材尌地野炊，讓學生 

    體會早期先民生活上的傳統智慧。在創意料理的單元他設計了 

    製作小米甜甜圈的課程，並且繪製宣傳海報，介紹及行銷這種 

    阿美族傳統小米的創意新做法。至於介紹家鄉景點的故事單元 

    ，則是配合學校找到一筆上級補助款，準備出版戀戀我的家的 

    家鄉師生創作繪本的機會進行（文-20210519）。 

 

    課程實施前由校長帶領教師團隊與部落主席、本土語言教師到東海岸

及海岸山脈南段走讀、踏查與紀錄，包含：水往上流、都蘭的糖廠、石棺、

月光小棧及金樽陸連島、東河橋和小馬隧道及登仙橋、閩南信仰中心東安

宮、龍山宮與日治時期傳承三代的百年咖啡樹、神木等地分次踏查、拍照、

紀錄。於課程進行中讓學生挑選想去寫生的景點實際走讀、觀察、寫生。

最後產出一本介紹家鄉景點的戀戀我的家師生創作繪本，作為行銷自己家

鄉最好的素材。 

    從教師期末的課程評鑑內容，為確保學生的學習成效，可以看出外地

到個案學校任教的教師在課前做足了準備，因為對非本地出身的教師而言，

要介紹家鄉的景點，並帶著學生做繪本創作，在疫情反覆停課又復課的狀

態下，確實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事在人為，透過與部落、社區人士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過程，教

師、學生們不僅學到了地方豐富的人文與自然資源知識，也培養學生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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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的情懷，更留下國小學習階段最好的同班同學、老師一起創作的手繪

版畢業紀念冊。從課程評鑑的角度，這也證明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方面，

這套課程是朝正向的道路持續往前發展的。 

  （五）110學年度的教學省思，提及課程有助提升學生基本能力 

    研究者從個案學校 110 上學期學校本位課程低年級老師發表的教學

省思簡報中說到： 

 

    她本身是外地老師，初來乍到，跟著孩子們一起向部落、耆老們 

    學習。也在向學生學習，了解學生們帄日的生活情境，他們向我 

    介紹，他們家裡有什麼、他們做過什麼事。可說是從觀察、認識 

    家鄉部落的植物、物產真實生活情境，培養學生可以從物產中找 

    到做家事及照顧自己的生活技能。師生及家長們、農會四健會人 

    員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教學相長，達成課程協作治理，相互成長 

    與共享課程發展的成果，也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觀-20211229） 

 

    另一位低年級教師的課程省思說出他教導學生的心得： 

  

    做紙版畫，這是最基礎的版畫初體驗，適合低年級學生創作。學 

    生能將割稻體驗與觀察田野周遭的風景完成簡單的紙版畫，顯見 

    學生藝術創作的天分被激發。學生發想利用前一次參與割稻的稻 

    梗，加上採集到的校園植物，製作成稻草花圈。我們班學生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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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捏陶土，手捏陶土有種安全感，有溫暖療癒的效果（觀-202112 

    29）。 

 

    這說明了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得相當成功，達到帶領學生認識家鄉物產

及激發藝文創造力的課程願景目標。 

    中年級學生進行 AMIS 趴趴 go!的課程，課程目標是認識、分析族群

文化圖騰與特色編織物品，並要能創作出屬於自己家族的圖騰與編織物，

最後是結合想像力創作出時尚阿美族文創商品小物。這課程是與阿美族人

一起共備完成的，看起來具有傳統族群文化與現代時尚相結合的創意巧思

安排。教師說出他的教學心得： 

 

一、要如何引起學生對自身阿美族文化認識的動機，不太容易 

；二、少數非原住民籍學生的學習也要兼顧，並開展多元文化 

的觀念；三、教師族群文化背景待加強；四、課程難易度頇視 

現場狀況調整；五、課程要再檢視對應關懷、共好、永續學校 

願景及國際、品格、閱讀、科技的發展重點（觀-20211229）。 

 

 

    從這裡可以看出該教師對課程要達成學校願景與國際、品格、閱讀、

科技的發展重點項目，能清楚知道。也能省思自己從外地來任教，要充實

自己的文化背景專業，以及要兼顧課程內容平衡各族群學生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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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教師的教學主題是認識社區，他希望達成的課程目標是學生能

利用網路科技，認識家鄉環境生態並繪製同學居住位置的家鄉上河圖。 

他的教材來源有網路、家長、部落耆老及學校 109 學年度出版的戀戀我的

家繪本。最後，課程順利結束也產出了介紹家鄉景點的短影片及學生繪製

的明信片。 

    學校教師與部落耆老、家長、農會四健會人員在課程發展的過程中一

起進行協作治理，除了透過課程協作治理，達成課程目標，學校與社區也

能相互建立認識、溝通的管道，並共享課程發展的價值。 

    高年級教師的學校本位課程目標包含：一、認識家鄉產物，並加以製

作。二、利用家鄉特產繪製圖鑑。老師分享課程的實施情況時表示： 

 

    學生會主動思考如何增加家鄉物產的價值？如何製作出產品？ 

    我們討論出可以做柚子清潔劑，最後作品呈現是新詵創作及表演 

    到我的家鄉來戲劇，可以用來行銷家鄉（觀-20211229）。 

 

    在另一班高年級家鄉意象的課程，教師的分享提及： 

 

    我會利用觀看家鄉大型慶典活動的影片，例如：瑪洛阿瀧、行走 

    TIT流連忘返等，帶領學生認識東海岸地區的阿美族豐年祭、農 

    村產業文化等（觀-20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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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個案學校也藉由其他課程，和社區四健會合作，進行課程協作

治理，深入了解在地不同族群的文化，製作柚香花包、柚釋金沙等創意食

物。也有文化部的計劃支持，邀請社區音樂專長老師，指導阿美族傳統複

音歌謠、舞蹈的學習課程。老師省思時說： 

 

    家鄉意象的主題，能聯結學生的生活經驗，學生在進行討論和分 

    享活動時都很熱烈。但是由於新冠疫情的關係，今年部落的豐年 

    祭停辦，雖然學生無法實際體驗豐年祭的活動，但是透過阿美族 

    歌謠、舞蹈、四健會的食農教育課程，以及藝術紮根成果展演、 

    四健成果展等的活動，學生也能深入探索、體驗家鄉的文化。 

    我讓學生利用文章、明信片和影片等多元的方式行銷家鄉。學生 

    在創作或製作的過程中，不但更能欣賞與認同家鄉的文化特色， 

    無形中也能提升學生國語文、母語和資訊科技使用的能力 

    （觀-20211229）。 

     

    相信個案學校在 107 到 109 學年度，從學校本位課程設計、試作、實

施、修正與評鑑的歷程中，已經漸漸看出實施的成效。社區、部落專長人

士們，也樂於參與課程協作治理的歷程。 

    不過因為受到 2020 年起爆發的 COVID-19 疫情，導致停課所干擾，

確實也造成教師們在學校本位課程進度上的壓力，反映課程無法上完的情

形，影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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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10學年度下學期的學生學習，讓教師獲得成尌感 

    在 110 學年度下學期教師的教學省思發表（觀-20220601）上，低年

級老師報告時說， 

 

    感謝社區與家長們提供協助與建議，讓課程能更順利、更精彩。 

    在課程中與學生教學相長，學生的一些表現讓人覺得特別、很驚 

    喜。如：對於課堂的期待、自動自發的互助、特別的想像等 

   （觀-20220601）。 

 

    另一班低年級老師在教學省思檔案中說： 

 

    其實我很喜歡學校這個學校本位課程，可以結合在地社區人士一 

    起發展物產的特色。而我也可以跟著學生一同認識在地的文化特 

    色，例如：這次的阿拜和五色米的課程，反而是讓我更加認識在 

    地特色。不過 20節課根本不夠，課程中也有和國語、閱讀及藝 

    文等跨領域的設計（觀-20220601）。 

 

    高年級老師的教學省思說寫出四點： 

 

    一、學校本位課程結合在地特色，讓我和學生都更認識在地文化 

    。二、學生藉由動手做手工餅乾和蛋糕，發現烘培是一件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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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有孩子激發出想朝這方面發展的興趣。三、在數位海報及月 

    曆的製作上，因學生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 canva這個軟體，所以 

    一開始對他們來說較困難，但經過幾次的全體及個別練習，學生 

    操作上越來越得心應手，還能互助，所以覺得他們越來越棒了。 

    四、藉由行銷高手這一個主題，學生發現在地環境、物產的優勢 

    ，更懂得珍惜及愛護自然資源和生態（觀-20220601）。 

     

    另一位高年級班級老師的分享是： 

 

    這學期的學校本位課程有達到體驗阿美族活動與行銷家鄉族群文 

    化的學習目標。二、過程中感謝主任幫忙借到阿美族傳統製作麻 

    糬的杵和臼器具，並教導學生如何搗麻糬，以及謝謝社區的志工 

    媽媽教導學生製作麻糬，學生實際體驗到了傳統阿美族麻糬的製 

    作過程，以及品嘗到自己做的麻糬。學生有感覺到用傳統器具做 

    出來的麻糬特別好吃，並且很開心的跟老師、同學、家人分享。 

    三、運用日記、文章創作、美術創作和影片製作等多元的方式行 

    銷阿美族族群文化的單元中，學生在創作或製作的過程中，不但 

    更能欣賞與認同家鄉的文化和特色，也能提升語文、藝文和資訊 

    的能力。四、我來自西部，因為課程教學相長，也更認識台東 

    （觀-202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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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教師們的分享得知，個案學校多數教師來自西部，必須與社區

人士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緊密合作。從課程進行中，達到教學相長的成效。

而學生也因為有這樣的在地文化、物產等體驗、踏查的課程安排，對於自

己的族群、身處的家鄉，更加認識與認同，進而培養出愛鄉愛土地的情懷

也願意思考不同的創意方式，行銷家鄉，擘劃、想像家鄉的未來。 

    可見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起推動的教學省思與課程評鑑模式，除了教

師本身看到專業成長的軌跡與成就感，且學生學習動機和成效均有提升。

同時也可以建立教學檔案資料，帶給隔年要授課的同仁，很好的經驗分享。

這對於身處偏鄉且教師流動率較高的個案學校而言，可以幫助初到任的教

師及早備課，進入情況，並順利與社區、部落作課程協作治理的備課、協

同教學等安排。 

  （七）111學年度上學期的課程實施，教師希望學生達到學校願景 

    在 111 學年度上學期教師的教學省思（觀-20221222）上，低年級教

師的教學省思是： 

 

    這次訪問部落產業的課程受限安排的時間與地點，無法在訪問農 

    民後馬上進行課程回顧。此外訪問耆老和村長的過程也較為倉促， 

    明年可將此課程安排在教室內進行，並做完整的攝影，可以為農民 

    、村長、耆老留下地方物產上口說的影音紀錄（觀-20221222）。 

 

    他也對課程實師與學生的學習上提出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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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學校無校車，頇請行政端協助車輛的配送，十分感謝行政的支援 

    ，因顧慮多趟來回、時間與師生安全的考量，可考慮將多班需外出 

    的行程排在一起，搭車一同前往，也可當成戶外教學的行程安排。 

    學生對於童話故事並非耳熟能詳，對於書的作者更是完全不認識， 

    所以可以先用影片的方式代入，吸引學生的興趣後再進入課程。課 

    程內容結合在地特色，達到教學相長。也讓學生懂得愛護與珍惜家 

    鄉的自然資源與生態（觀-20221222）。 

 

    這裡面透露出不同以往的線索，教師們逐漸重視與熟悉用影音紀錄課程 

，以及從學校要到社區、部落附近的果園、稻田，需要交通工具的安排。

尤其對外地來服務的教師而言，年輕教師只有機車，不可能接送較多的學

生，故建議學校相似的課程與交通上，可做統一的經費奧援與安排。 

    中年級老師分享說： 

 

    他以日常生活中所接觸過或食用過的野菜為出發點，讓學生了解 

    家鄉農作物的現況，也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表達自己對自然生態 

    能珍惜與愛護。課程也有搭配校外教學，到東海岸的漁港踏查。漁 

    會解說人員先介紹漁港及簡介拍賣漁獲的流程，之後帶小朋友到海 

    洋環境教室。他發現學生在此課程中，能覺察海洋環境的重要，增 

    加對自己家鄉環境的愛護。閱讀並非是可有可無的休閒嗜好，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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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的工具（觀-20221222）。 

 

    可見，他在該學期的重心放在大量閱讀、培養興趣。下學期著重在重複

閱讀，讀出滋味、形塑個人尋書及讀書品味。 

    其中一位中年級教師的課程安排是，讓學生實際走訪位處海岸山脈南

段，東海岸的成功漁港，親眼見到旗魚的大小、魚販的叫賣、漁船的維修、

漁夫的辛勞及冰庫的沁涼等課程。透過海洋環境教室的導覽，瞭解漁獲資

源的珍貴性及有限的海洋資源，日常生活中要學會挑合適的魚種來食用。 

    他在報告中說出： 

 

    學校本位課程講述的過程中，應適時納入在地化、生活化的案例 

    ，有助於鷹架的搭建並產生學習遷移的效果。在自由探索與學習的 

    過程，學生易受到在地文化的影響，教師可藉此多瞭解學生的想法 

    ，也可適度澄清不合時宜的價值觀。 

    在資訊課上，學生對資訊學習充滿好奇和積極探索的動機，但對 

    於文字較多的文本和複雜的操作應簡化，以免造成學生在學習上 

    的挫折。在課堂上帶領學生認識常見文書處理軟體，所遇到一些 

    問題，例如：學生的國字拼音非常不熟練，鍵盤操作不流暢。手 

    部肌肉不協調、左右不分，以致滑鼠操作不順。電腦教室提供的 

    軟體是免費軟體-LibreOffice，與微軟文書處理系統略有差異， 

    老師無法確實掌握技巧等難題（觀-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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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二位授課教師分別分享了他們的課程評鑑省思，其中一位說： 

 

    學校本位課程從與社區人士一起進行備課創新課程設計到結合學 

    生帄時所學到的，能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加上分組討論，看見學生 

    素養提升及學習成長的一面（觀-20221222）。 

   

    另一位教師說： 

 

    本學期的社區踏查課程使學生能夠加深自己對家鄉地名的由來的 

    認識及瞭解閩南與客家人的祖先們努力開墾的過程。……，但礙於 

    上課時間安排的關係，沒能帶領學生走完整條水圳古道。下學期課 

    程上會有銜接，也會繼續邀請社區耆老一同共備及帶領學生前往參 

    訪閩南人的信仰中心與客家人來此地開墾的水圳古道，還有阿美族 

    人的獵徑古道（觀-20221222）。 

 

    由以上老師的教學成果發表分享與回饋省思中可以知道，除了家鄉的

踏查與認識、愛護家鄉的情意培養外，學校本位課程中也有閱讀及寫作的

成分在。 

    這點也呼應 110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評鑑中，中年級老師提到該教師對

課程要達成學校願景與國際、品格、閱讀、科技的發展重點項目中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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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資訊科技課程，這對教師們而言，是學生學習能力扎根的基礎工作。 

    綜上所述，個案學校這每學期進行的教師教學成果發表活動，確實是

有利於教師的專業成長，以精進教學知能，最後回饋於提升學生學習的成

效。 

三、營造有利課程推動的情境 

  （一）教師營造有助於學習學校本位課程的情境 

  根據研究者的低年級學校本位課程課室觀察（觀-20230612），當天所

觀察到的是低年級教師帶領學生認識家鄉的植物。這二節課要認識阿美族

傳統食用的野菜，以及辨認、摘取和烹飪它們的方式。第一節進行的方式

是在教室先進行解說，第二節課是實際到社區部落，去尋找可食用的野

菜。 

    當天所觀察面向有全班學習氣氛、學生學習歷程及學生學習結果。在

學生學習氣氛上，教師能營造安心學習的環境，且學生能專心聆聽學習。

在學生學習歷程方面觀課記錄到的有：一、學生能專注學習，老師會關注

到每組學生；二、有將教學策略放入教學計畫與教學活動中；三、能設計

不同的有趣的活動，在課堂中讓學生反覆練習技巧。 

    至於所觀察到的學生學習結果有：一、學生樂於參與學習，並能踴躍

回答；二、學生在課堂中學會到應有的阿美族傳統野菜的辨認知識與摘取、

烹飪技巧；三、學生能透過發表，可以進行自我評量、記錄和評估自己的

學習成效。課堂觀察結果，在學生學習氣氛上，教師能營造有助於學校本

位課程學習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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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給予本次被觀課教師的教學觀察回饋是：一、學校本位課程設

計能與學生平時生活的情境相結合，符合素養導向教學的精神；二、教學

能善用資訊融入教學，有效提升學生認識、辨認野菜的討論過程，能增進

學習成果；三、教師事前用心與社區耆老備課，準備豐富的阿美族植物中

有關常用野菜教材，使教學活動流暢，值得學習（觀-20230612）。 

    因此教師在課前準備與課程實施上，都能思考要營造支持學生學習的

氛圍，以利學生學習。 

  （二）教師與家長共同協作 

    有關低年級認識家鄉物產的課程，研究者從個案學校 110 上學期學校

本位課程低年級老師發表的簡報檔（文-20221129）中亦見到，當時教師

的教學省思說明她的課程目標有二點：第一是主動察覺探究認識生活週遭

物產樣貌、第二是利用生活中易取得的各項資源照顧自己，學習家務。因

此在課程架構上採用柚見幸福為標題，內容安排採柚趣、認識柚子、水果

沙拉大拼盤及砂紙畫、圖文創作等。所以有帶領學生去認識果園、由農民

協進行導覽解說和帶領學生做柚子沙拉等體驗課程。 

    她在教學省思中特別提到： 

     

    因為我本身是外地老師，初來乍到，跟著孩子們一起向部落、耆 

    老們學習。也在向學生學習，了解學生們帄日的生活情境，他們 

    向我介紹，他們家裡有什麼、他們做過什麼事（文-202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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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課程可說是從觀察、認識家鄉部落的植物、物產真實生活情境，

培養學生可以從物產中找到做家事及照顧自己的生活技能。教師在課程進

行的過程中，藉由課程協作治理，與教育利害關係人共同營造學生進行戶

外學習的有利情境。 

    在另一堂中年級的學校本位課程，研究者的觀察紀錄（觀-20230617）

記載，當天是中年級教師教導學生認識家鄉的生活情境。這二節課要認識

學生們居住的位置在學區中的哪些地方，同時辨認上放學途中可能會有的

潛在危險地點。例如：土石流潛勢區域，或是會有野狗出沒的地點等。 

    當天觀察的面向有全班學習氣氛、學生學習歷程及學生學習結果。在

學生學習氣氛上，師生在班級營造安心學習的環境，學生也能專心聆聽教

師的講授，認真學習。 

    研究者在學生學習歷程方面記錄到的有：一、教師把重要的策略放入

教學計畫中，讓學生可以透過學習活動，有策略，如鷹架般的逐漸學得預

期的目標能力；二、教師會關照到每組學生的學習況，針對學習力較弱的

學生，利用互相協助與討論的方式進行學習；三、教學過程中有設計資訊

科技融入的 Google 街景搜尋活動，在課堂中讓學生反覆練習，確認位置。 

    在學生學習結果有：一、學生樂於參與學習，並能踴躍回答教師的提

問，在 Google 地圖上標示出自己住家的位置；二、學生在課堂中學會認

識自己的部落環境與自己和其他同學住家的相對位置；三、學生能透過口

頭發表及 Kahoo 即時評量活動，可以進行自我評量、記錄和評估自己的

學習成效。也對從家裡到學校上放學會能經過的危險地點，更加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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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給予本次被觀課教師的教學觀察回饋是：一、學校本位課程設

計能與學生生活的情境相結合，包含利用街景地圖、認識上放學途經的潛

在危險地點等，符合素養導向教學的精神；二、教學能善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有效提升學生認識家鄉及辨認危險地點的學習成果；三、教師事前

能與社區家長一起備課，準備多元的認識家鄉教材，使教學活動能流暢進

行。四、期待有機會可帶學生到社區部落進行實際走查，加深印象，也更

認識家鄉部落。 

    研究者參與課程的觀察結果認為，教學者於備課時能事先與社區家長

一起共備，並善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營造有利學生提升認識家鄉及辨認

社區危險地點的學習情境， 

  （三）善用多元教材呈現學習情境 

    有關中年級認識家鄉的課程，研究者從個案學校 110 上學期學校本位

課程成果發表時，中年級老師發表的簡報內容有提到當時這位教師所做的

教學省思： 

 

    這學期學校本位課程的目標是利用網路科技認識家鄉環境生態 

    並繪製同學居住位置的家鄉上河圖，所以我設計的課程內容有家 

    鄉景點的蒐集，進行各景點和物產的踏查與觀察記錄，過程中讓 

    學生透過討論，選出想去認識的家鄉景點和物產，並做筆記、拍 

    攝紀錄等。回到學校後會將錄製的影音檔做介紹家鄉景點的短影 

    片，以及家鄉景點創意明信片的繪製。而學生挑的景點或物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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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有網路、家長、耆老的口述與學校出版的戀戀我的家繪本等。 

   （文-20221129） 

 

    由研究者對個案學校所作的學校本位課程公開課觀察，以及透過學期

末教師發表的教學活動省思與回饋，可以了解以同樣是認識家鄉物產及環

境單元為例，在不同專長教師的課程設中，對同一主題所做出的詮釋就會

不同。 

    有教師傾向利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方式帶學生認識每位學生的住家

位置與家鄉。產出的成果是在電腦或是網路上呈現的。有教師則利用讓學

生自主學習選擇景點與實際踏查、影音紀錄等方式，帶領學生實際現場認

識家鄉。所產出的成果作品是圖文創作、家鄉上河圖、短影音影片、詩歌

創作等呈現方式。 

    因此，從課程實施評鑑的角度分析，同一套課程會因教師本身具備的

專長以及對教材詮釋的多元視角，產出的結果也因此而不同。不過從課程

實施的結果來評鑑，對於學生學習的成效，看來應是沒有顯著的差異。 

    綜上所述，學校本位課程進行的方式無論是在教室，或是利用電腦、

網路、繪本等教材，或是實際到社區部落，去踏查、尋找可食用的民族植

物野菜。教師能善用多元教材，打造出有利學生學習學校本位課程的氛

圍， 

四、學校行政檢視課程實施的成效 

  （一）透過課程評鑑報告書，檢核課程實施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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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8）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

鑑參考原則裡面提到，學校應善用課程評鑑結果之發現，檢討學校課程實

施條件，並加以改善，又提到可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以

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 

    根據研究者蒐集的該個案學校的 108 學年度課程評鑑結果報告書，在

此時，個案學校校長致力帶領同仁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與試行，作為

108 課綱實施後的範本。 

    1.課程效果層面的評鑑結果 

   個案學校 107 學年度前並無實施課程評鑑，因此在課程評鑑上，就屬

108 學年度的課程評鑑結果報告書（文-20200616），是最早的資料。內容

中呈現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效果與課程實施層面的評鑑結果，整理如后。 

    首先是課程效果，研究發現，評鑑題目是該校課程實施後學生之學習

成效及持續進展情形，學校的具體作答是： 

     （1）全體任課教師皆認為 108 學年上、下學期「彈性學習課程」

實施效果符合預期設定之課程目標，且能於 109 學年持續實施。 

     （2）「彈性學習課程」藉由「校外探訪」、「在地節慶教學」、「個人

分享」及「團體討論」……等教學活動，皆有助於學生「對於環境的認識」、

「獨立思考」、「多元文化體認」及「說話表達和統整」的能力提昇。 

    至於學校 109 學年度的因應作法有： 

     （1）「彈性學習課程」修正及調整後，提交課程發展委員會上審議

通過，於 109 學年持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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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師持續參與增能研習，並進行公開觀議課，落實專業對話，

活化課程教學，以期教師、學生能力共同提昇。 

    評鑑結果發現待修正情形有： 

     （1）對於在地環境的熟稔，以及當季物產採收時節都需再學習、

確認。 

     （2）學校特色課程，跨領域資訊，教師專業能力尚需提昇。 

    該校因應作法是： 

     （1）強化本校教師在地化教學的基本能力，增加認識在地課程的

研修；透過學校活動，建立教師及社區人力資源的聯繫管道，期以豐富外

聘教師支援教學的能量。 

     （2）提昇教師資訊能力，週三進修開設相關課程；或聯絡資訊教

師，進行協同教學。 

    就個案學校彈性學習課程實施後學生之學習成效及持續進展情形，可

以整理出大致有以下課程發展所遇的問題，首先是：一、學校老師對於在

地環境的熟稔，以及當季物產採收時節都需再學習、確認；二、學校特色

課程，跨領域資訊課程上，教師專業能力尚需提昇。因此發生學校要進行

本位課程時，在地物產與課程無法適時搭配的情形，因此需要調整課程實

施日期。 

    至於教師資訊能力提升，則有 2020 年 COVID-19 疫情陸續爆發，開

始推動線上教學之後，教育部要求各任課教師必須具備基本的資訊教學授

課能力，因此教師自然順應線上遠距教學趨勢，必須習得資訊融入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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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在週三教師進修歷程中，附錄三個案學校 107 至 110 學年度與社區進

行課程協作治理的教師專業社群增能進修分析表中，也可見到學校有安排

相關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課程，目的在提升教師資訊輔助教學的專業技

能。 

    2. 課程實施層面的評鑑結果 

    就文件（文-20200616）課程實施層面評鑑結果發現： 

     （1）在課程目標前提不變原則下，任課教師因應季節、學校行事

及學生學習狀況……等進行修正、調整教學進度及評量方式，以回應學生

學習的需求。 

     （2）課程實施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及問題，如：當季物產的採收

時節因梅雨季節，導致課程向後延期、教學時間不足、學生資訊能力不及

課程實施要求及對於在地環境的不熟悉…等；皆能尋求合適解決或獲得協

助與支援，如密切連繫當地農家、安排行政人力支援，提供教材經費及外

聘師資鐘點費、舉辦在地文化研習，讓教師更了解在地環境，教學得以實

施順利。 

    課程發展委員會當時討論出的預計因應作法有： 

     （1）課程小幅修正，整體課程架構維持不變，於課發會議審議通

過後，109 學年持續實施。 

     （2）於 109 學年度週三進修持續開設在地文化課程，強化教師在

地化教學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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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蒐集課程發展所需之社區人力資源，提供教師課程教學運用。 

      （4）持續招募專款經費，提供發展課程與實施之用。 

    就課程實施層面評鑑結果發現，主要的問題有上課時間與物產季節無

法搭配，須適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方式。突如其來的學校行事會影響課程進

行的安排與進度。以個案學校每隔周上二節的學校本位課程教學時間，顯

得倉促趕進度。學生雖有興趣上課，但中年級學生屬初學資訊課程，其能

力會無法跟上學校本位課程的要求。以及教師對於在地環境的不熟悉，須

持續增能或是安排部分課程由外聘社區人士入校協同教學。最後是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所需的教材研發、教具製作及外聘講師鐘點費等的經費問題待

克服。 

  （二）行政人員對課程實施困境的看法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教育利害關係人時，他們對於學校本位課程實施困

境的說法有以下幾點，校長受訪時說： 

 

本校校訂課程實施困境主要還是在經費問題，其中包括師資問題， 

外聘講師鐘點費或是校內教師增能皆需要相關經費的支持。 

（訪A-20230624） 

 

    關於課程實施困境，兼任行政人員的看法是： 

 

本校校訂課程實施困境主要是在於活動的干擾，學校時常會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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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需要辦理，常常造成校訂課程的耽誤和延期。有時候如果是戶 

外進行也會受到天氣的影響。因為課程主要跟本地農特產結合，例 

如：香丁、柚子、稻米，課程進行，有時候會到家長的果園、農田 

或是到村落進行傳統文化巡禮體驗，如果下雨尌沒辦法順利進行。 

本校校訂課程實施困境還有是在課程規劃的銜接上，低年級、中年 

級、高年級課程時常跳脫到不同領域。有時候老師要教國語跨社會 

，有些年級是資訊和藝文，或是有自然領域等。但是普通班導師通 

常只對國語及數學、綜合活動較為熟悉，學校本位課程如果要跨領 

域，往往造成老師在備課上的問題。因為科任教師未必時間上譨搭 

配。（訪B-20231008） 

 

    校長認為師資專業及經費是推動尚須突破的困境，兼任行政人員認為

課程實施困境在於臨時插入的學校行事活動，以及天氣上的突然變化，難

以掌握。還有課程縱向各年級的設計銜接上，以及跨領域主題式課程對只

教國語、數學、綜合等領域的教師而言，要去認識其他領域的領綱，較為

吃力。 

五、引導社區參與課程評鑑 

    研究者在個案學校所提供的一份 2020 年公共電視台到部落、社區及

學校等地採訪的行走 TIT 某集（文-20231016）影片中，發現學區某部落

耆老在接受採訪時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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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民眾、家長配合學校也很重要。像他自己原先服務公職，老 

    婆也在學校代課任教過。雖然他們有在地的資源，也有一些專業 

    ，但是他感到無法服務到族人與土地。因此為了使命感，所以毅 

    然決然在十餘年公職生涯後離職，重新回到部落家鄉 

    （文-20231016）。 

 

    影片中可以發現他採用阿美族最傳統的農法，種植稻米及咖啡，也展

開文化傳承的工作。但是其他人未必和他們的想法一樣。這位耆老也和學

校配合，每學期會進行一些教師進修及學校本位課程協同教學上的體驗活

動，協助學校發展課程。 

    影片中另二位社區人士，也是在孩子長大成人後，有時間來做社區的

民間基金會課輔義工，幫忙學校課後照顧學生，甚至還有國高中畢業的學

生，願意利用假日回來幫忙。 

    對於受邀一起進行課程協作治理的社區仕紳，他們的看法有： 

 

    偏鄉小校教師流動率大，初到任的教師若非居住於當地，往往對部 

    落環境不熟悉，無法順利進行校訂課程教學。可以的話他們老師可 

    以上第一階段的課程，先口頭說明、介紹讓學生認識在地環境。第 

    二階段是我和社區的人進入學校教學，或是帶學生到 野外實際體 

    驗漁獵、農事等課程。最後還是要回到學校去做收尾的分享和回饋 

    。這樣應該看起來比較完整，大家分工，老師們也比較不會那麼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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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 D-20230811） 

 

    這位受訪的利害關係人對於於課程發展具使命感，也積極參與課程發

展和實施及教師增能研習培訓，他繼續說到。 

 

家長配合也很重要，像現在每周只有一節40分鐘的母語課。父母 

親那一輩又沒上母語課，如果老人家在家又不願意跟孩子說母語 

，孩子說國語他們也聽不懂。考詴也不會考。這樣要靠母語課傳 

承文化，比較困難，效果也不好。所以學校會安排阿美族歌謠舞 

蹈和漁獵體驗的課程，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根，這很好（訪D-2023 

0811）。 

 

    在情境分析時，曾提及社區家長對學校教育雖重視，但因社經地位的

關係及工作的緣故，因此無法有效關注學生的學習。家長重視與支持的程

度，也會是課程成效能否提升的關鍵因素之一。很多家長往往認為學校本

位課程不是主要考科，所以重視程度不高。另一位也是受邀一起進行課程

協作治理的社區人士，他的看法是： 

 

尌我所知是學校聘請校外人士到校教學，頇配合外聘教師可以到 

校的時段，否則課程無法順利進行的問題。比方說我每年中元節 

有廟裡的事要處理，中秋節前需要趕柚子出貨，接著是白柚、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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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一直到過年前送神。再過去明年3月有香丁要忙，如果田裡要趕 

出貨，大概也沒辦法一直幫學校的忙。 

每年台北的爐主回來，剛好是四健會來這裡辦成果展的時候，我 

也需要幫忙廟裡的活動。我本身又是這裡的大廟主委，廟裡的工 

作、祭典、進香我也要去。雖然我可以導覽解說社區及老街的歷 

史，但是要學校提早跟我敲定時間，不然我肯定無法去學校幫忙 

，也對學校不好意思。上次暑假有一團北部和台南的學校來參訪 

交流要導覽解說社區，尌是有提早事先跟我敲好時間，感恩啦 

（訪E-20230811）。 

 

    根據上述課程評鑑文件及訪談資料，研究者彙整發現出的社區部落對

個案學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所遇的問題有以下數端：一、學校老師對於

在地環境較不熟稔，也對當季當令所生產、採收的農產品需再學習與確認，

以免臨時需要調整課程實施的日期；二、學校行事的臨時插入、調整，足

以影響課程進行的安排與進度；三、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所需的教材研發、

教具製作及外聘講師鐘點費等的經費問題待克服。四、社區家長重視程度

攸關學生在學校本位課程學習的成效與實施的效果。 

    因此課程協作治理的過程，除了與課程協作治理有關的行政、教師、

部落社區的民眾說出對學校課程實施困境的看法外，前述個案學校的 108

學年度課程評鑑結果報告書（文-20200616）也是份重要的參考資料。 

    綜合以上，就課程評鑑文件及訪談到教育利害關係人關於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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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習表現與營造支持的情境方面的看法，就經

費、教師背景、專業增能、課程實施與外聘教師配合、家長重視問題等層

面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