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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期末課程發表會提案開始的
課程發展與評鑑案例流程

校訂課程(跳躍繩奇-自主學習)
評鑑與修正過程



課程發展與評鑑的系統化設計
110學年度上學期進入12年國教3年級彈性學習課程必須評分的階段，

經過上學期的評分過程及教師進行期末成效分析，發現學生學習成效不佳及評分規準未明確，
三年級學年至課發會提出提案進行校訂課程:跳躍繩奇是否須改善的提案。



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慎思討論歷程
提案單位:

建議因為成效不佳，刪除課程。

委員一: (行政實務的觀點)
要先了解刪除後對於總體
課程計畫的改變為何?會不
會要重寫很多。

委員二: (回應願景的思考)
刪除後會不會影響學生圖
像及學校願景。學校願景
為五育涵養，當初跳繩為
學校的特色之一，這點是
不是需要考慮。

委員三: (回應課程所需環境的思考)
跳繩需要環境，基隆多雨，下雨天
無法執行，這點也值得思考。

委員四: (回應校訂課程的類別澄清)
本課程歸屬其他類:自主學習。重點
應該在於引導學生自己訂定計畫、
策略，自我監控達到自己訂的目標。
學生技能的學習是否應該回歸到領
域課程。

委員五: (課程橫向聯繫的思考)
是否可思考跳繩技能的教學融入本
校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而讓校訂
課程回歸奇自主學習的特質。

決議:
成立課程改善核心小組，針對跳繩技能融入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的可能性，

並提出跳繩課程設計的縱架構，校訂課程回歸自主學習特質，並在核心小組中提出
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的歷程設計，再提至課發會審議



課程發展與評鑑的系統化設計
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後，成立課程改善核心小組，進行課程改善討論。

核心小組成員: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教務主任、教學組長、校長、三年級學年代表。

核心小組討論
出架構初稿



跳繩融入健康與體育課程架構初稿



課程發展與評鑑的系統化設計

由教務處提案至期末教務會議中討論

核心小組
討論出架
構初稿

校務會議 決議:通過上述規劃，但建議再提報核心小組針對跳繩評分規準及自主學習評分規準再行討論。



課程發展與評鑑的系統化設計
校務會議

再回核心小組討論評分規準



跳繩融入健康與體育評分規準



跳繩融入健康與體育細部評分規準



跳繩自主學習評分規準初稿



課程發展與評鑑的系統化設計

由教務處提案至110下學期、期初教務會議中討論

核心小組
討論出
評量規準

校務會議 決議:通過跳繩規劃，但自主學習建議配合執行週次，規準中的次數再做調整



課程發展與評鑑的系統化設計
校務會議

教務處修正自主學習規準中
次數建議後，提報騎出課發會審議



跳繩自主學習評分規準確認版



課程發展與評鑑的系統化設計

課發會審議通過，本學期開始執行



感謝大家的投入與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