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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十二年國教學校校訂課程與實踐— 
以新北市某國民中學為例 

盛碧奇 
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淡江大學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 
 

一、前言 

「教育決定臺灣的未來，你我決定臺灣的教育。（教育部，2001）」21 世紀

進入工業 4.0 也加速教育進入 4.0 時代。2109 年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正式實施，新

課綱包含「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二大類。「部定課程」由國家統一規劃，

以奠定學生基本能力，「校訂課程」由學校依據學生特質、社區特性與教學資源

等進行規劃（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校訂課程，國中每周有 3-6 節

校訂彈性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由學校自行規劃辦理全校性、全年級或班群學習活

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勵適性發展，落實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依照學校及

各學習階段的學生特性，可選擇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社團活動與技藝課

程、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或是其他類課程進行規劃，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

實施（教育部，2014）。為落實十二年國教課程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

主軸，學校應連結部定課程，規劃校訂課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本文以筆者所在學校為例，首先進行學校 SWOTS 分析、說明學校發展校訂

課程歷程，最後進行實踐反思。 

二、案例學校位置概況及優劣勢分析 

(一) 案例學校位置概況 

淡水是個擁有 400 年歷史的城鎮，遠在中國清朝時期，因位於淡水河出海口

而成為北部船舶往來重要的港口，進而帶動繁榮與發展。淡水始終是北臺灣接觸

國際文化的重要門戶。而案例學校於民國 35 年，以日本人在真理街上所設立之

「尋常小學」為舊址，擴充利用做為校舍所創建。顯見本校的創立，在淡水地區

有著在地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本校地處於淡水埔頂，眺望淡水河口與觀音山，

又座落於淡水古蹟園區之中，與小白宮、馬偕墓園及故居、紅毛城等史蹟毗鄰，

文風鼎盛、人才輩出。身處如此地理文化之環境，學校以「健康、人文、國際」

做為學校願景，結合淡水古蹟、閱讀深耕及智慧行動跨領域的校訂課程，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8），頁 74-78 

 

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 主題評論 

 

第 75 頁 

(二) 案例學校優劣勢分析及發展的行動策略 

案例學校經由學校特質、社經背景、社區特色及教師特質，分析出學校機會

點及威脅點，找出可行之行動策略，見表一。 

表 1 案例學校優劣勢分析及發展的行動策略 
項

目 機會點 威脅點 行動策略 

學

校

特

質 

1.中型學校，班級類型多

元，有藝術才能美術班、

數理資優班、集中式特教

班、身心障礙資源班、補

校及幼兒園。 
2.校區廣大，分為兩個校

區為教學區與活動區。 

1.少子化趨勢、社

區人口成長停滯，

學生人口逐年遞

減。 
2.社區為老舊型社

區 

1.發展實驗性課程，包含雙語教學、穿

梭埔頂古蹟導覽、歲月靜好喜閱讀·現
世安好瘋學習及悠遊淡水樂逍遙的綜

合領域課程。 
2.推動適性教育：多元性社團，程式玩

咖、微電影、模擬聯合國、焦點社團、

帶式橄欖球及技藝教育等，提倡學生

「一人一專長」。 

社

經

背

景 

1.資質純樸，品性尚佳。 
2.來自不同階層家庭，家

庭 社經 地 位 低 中高 皆

有，異質性高，普遍支持

學校教學。 
3.位於淡水市區中心，坐

落在淡水古蹟園區中，有

許多文史工作者。 
4.附近有許多大專院校，

可以進行策略聯盟。 

1.社會動盪，新住

民、隔代教養、單

親比例偏高，影響

學生品格價值觀，

生活教育要更加

強。 
2.家長工作忙碌，

親職教育無法落

實，部分家長只重

視社會補助。 

1.智慧領航行動學校：107 年度起爭取

成為行動學習學校，結合行動載具進行

教學，108 學年轉型為智慧領航行動學

習學校，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2.規劃淡水導覽、行動學習及深耕閱讀

作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3.推展國際教育：申請雙語課程教學、

引進外籍教師專案學校、教室連結網絡

社群、AIESEC 國際見習生駐校文化交

流學校，讓學生透過直接或視訊與外國

人交流。 
4.教授諮詢指導：與鄰近大學策略聯

盟，為課程諮詢教授 

社

區

特

色 

1.本校位於淡水古蹟園區

之中，可以發展以淡水古

蹟為特色的相關課程。 
2.淡水為人文薈萃的地

區，是一個有許多故事的

地區。 
3.學生喜歡閱讀，利用下

課 10 分鐘時間到圖書館

看書。 

普遍教師有課程進

度壓力 

1.於課發會通過本校審核彈性課程指

標須包含古蹟或閱讀，使用行動載具或

桌遊。 
2.申請教育部特色學校-「穿梭淡水埔頂

-行出樂活人生」 
3.申請教育局為深耕閱讀學校 
4.每年進行閱讀闖關活動作為閱讀成

果 

教

師

特

質 

1.多位教師樂於進修、校

內社群活絡。 
2.老師喜歡帶學生到附近

進行校外教學 
3.老師結合 3C 進行教

學，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1.學生校外教學容

易走馬看花，沒有

主題、重點 
2.平板電腦管理不

易 

1.申請新北智慧領航行動學校 
2.申請教育部活化課程及多元學習計

畫 
3.教師主動成立社群包含 (1)邁向卓

越，翻轉科學行動力專業社群、在地與

國際交會-淡水之美專業社群、教與學

學習社群、家庭教育專業社群、特殊教

育學習社群 
4.與鄰近大學資工系策略聯盟合作設

計專科教室（含電腦、平板）、教具借

用及管理。 
資料來源：案例學校課程總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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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校訂課程發展歷程與運作 

(一) 學校校訂課程醞釀期 

本校於 105 學年度全校三分之二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培訓，並取

得初階證書，奠定本校同科教師或志同道合的同事打開教室進行觀課，減輕教師

覺得被監視的疑慮，以及專業對話課程內容的向度和方式的專業回饋，提升教師

專業對話的品質。教師們學習到教學觀課的方式，關注學生學習內容及學生上課

的學習眼神和態度，進而改變以往對教學觀摩的想法。 

(二) 學校校訂課程發展期 

這時期主要發展二個部分：一是申請教育部特色學校；二是建構學校特色課

程架構。串連這兩部分為跨領域學校特色教師專業社群。跨領域教師社群由邀請

教授指導、專家分享、會議討論，共識為「穿梭淡水埔頂 行出樂活人生」為本

校主題，並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小學發展特色學校榮獲

新興優質組。 

跨領域社群教師們認為，以案例學校最有特色的活動，以淡水埔頂為範圍近

4 公里路程已實施 40 多年的全校性越野賽跑課程活動。因此定調以越野賽跑路

徑為範圍，做為學校特色課程發展的範圍。案例學校老師認為閱讀是一切學習的

基礎，而且淡水是一個有歷史、有故事的地區，可以讓學生藉由課程更了解淡水

的人、事、物，甚至可以介紹淡水埔頂，因此也希望本校校訂課程能發展閱讀課

程。在科技時代，行動載具的智慧行動學習可以讓學生穿梭埔頂、穿梭埔頂古今，

且增進學生學習動機。領域教學研究會議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中決議 108 新課綱

校訂課程審查指標，校訂課程須包含淡水埔頂地區或深耕閱讀，並運用智慧行動

載具實施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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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案例學校課程架構（資料來源：案例學校課程總體計畫） 

(三) 校訂課程運作期與實踐 

107 學年度依據案例學校校訂課程審查指標，通過以淡水埔頂為範圍結合行

動載具學習的校訂課程有「英語地球村」、「鄉土地理」；以閱讀節和行動載具教

學的校訂課程有「閱讀新世界」、「科普閱讀」，如圖一。運作方式及實踐成果如

下： 

1. 行政支援教學 

由行政端依社群需求時間進行課務調整、方便教師借用場地，讓老師可以安

心共備、開會討論。運用線上系統提供老師方便借用行動載具等教學設備。 

2. 增進教師專業精進 

邀請教授/專家指導、分享。教師共同進行課程討論、實施校訂課程，並於

課後進行課程反思。在老師相互討論、觀課、進行課程專業對話時，也同時增進

老師之間的情感交流。 

3. 引進社區資源運用 

引進在地文史工作者，與教師進行共備，並參與學生古蹟導覽解說課程，進

行協同教學。學校近有許多大專院校的教授，本校敦聘淡江大學的教育學院、英

語學系教授、真理大學資工系教授為本校諮詢教授。 

4. 提供學生展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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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等活動、參加托福「用英語告訴我們你想去哪裡校外教學」、英語繪本介紹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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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等，帶給學生莫大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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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 

5. 績效回饋、不斷改進 

經由教師專業發展，教師的教學方式變得更多元化，學生的學習也更與生活

結合而變得有意義。參加校外「新北市英語繪本比賽」、「溫世仁作文比賽」等均

榮獲優秀成績。 

四、結語與反思 

案例學校老師們改變原有教學想法後，一步一步發展學校校訂課程，讓學

校、教師、學生、社區就像注入活水泉源般，雖帶來改變及躍進！但仍有許多需

要再努力，將分為兩部分的省思及改進方向。 

1. 橫向連結 

案例學校校訂課程之間受限於老師時間關係，無相互溝通，造成課程重複、

導致無法依造原訂課程進度進行。 

2. 縱向連貫 

發展第 1 年，接下來如何讓課程更有層次性，發展出案例學校的校訂課程地

圖，也考驗著全校教師。 

放眼十二年國教的教育大道，只要我們努力紮根、辛勤灌溉，愛心、耐心、

恆心提供孩子成功的學習條件，相信滿園綻放瑰麗的花朵，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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