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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老師能聚
焦課程發展與
教學精進的專
業對話情境

提升老師的課程意
識及課程發展能力，
培養掌握教科書的

能力

引導老師從課程
目標及學生成效
思考自己的教學

創造意義……課程評鑑的歷程如果能.....

讓課程設計更
符合學生認知
發展及課程與
教學目標

引導老師看到
及並激發學生
真實及更高層
次的表現



校本課程評鑑的特質----評鑑本是課程發展的環節之一

課程規劃

與設計

課程效果

課程

實施

設定目標、
選擇教材與活動、
組織學習經驗

反思、蒐集、
課程品質的資料

教與學的活動

課程實施層次

課程設計層次

課程效果層次



時間流程及
項目安排109學年度

整體系統化的規劃



課程發展與評鑑的系統化設計(融入學校行事)



校訂課程評鑑之不同軌跡
-----從課發會提案開始的軌跡—跳繩自主學習

-----發展、改善、修正的循環—科技小創客
(107~110年課程評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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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回歸其自主學習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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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課程(科技小創客)

--- 設計、實施、結果回饋、修正改善

107~110學年度的課程評鑑循環



基隆市東信國小 科技小創客 校訂課程(107~110學年度)







針對課程效果進行問卷設計..

以下列的面向進行問卷設計

1、做筆記
2、學習策略
3、程式設計及實作任務
4、對於課程的感受

觀課紀錄、教師訪談
發現下列的方向想了解學

生的看法

Do 嘗試

工具設計(問卷)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反思問卷結果分析-核心小組會議討論改善方案一

做筆記的困擾
做筆記跟不上老師的
速度、有時聽不清楚
老師說的話、看不清
楚老師寫得字

教師的說明歷程，改變方式輔以將課程重
要內容呈現在網頁中，讓學生一邊聽，一
邊可以看網頁的呈現內容，幫助學生了解。

將學習歷程做成
網頁成為補充教材

Study

分析評估

Action

系統化的行動
(調整行動)

課程
設計



反思問卷結果分析-核心小組會議討論改善方案二

實作任務的困擾
一條線接錯了，程式就全錯了。一
直要動腦、時間太短了、實作時感
覺會忘了過程、接電線很複
雜.......
課程很有挑戰性正向比例(非常同意、同
意)75%

STEM的歷程，對於學生來說不同於其他
的學習經驗，頗有挑戰性，如何能在歷
程中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引導出實
作的正確學習態度非常重要，因此思考
如何呼應學習目標，設計能激勵引導學
生學習的有趣設計。因此團隊設計了不
同的表現圖章，在學生出現好表現時，
及時給予鼓勵。

設計激發動機、培養學習態度的鼓勵策略

Study

分析評估

Action

系統化的行動
(調整行動)

課程
實施



反思問卷結果分析-核心小組會議討論改善方案三

合作討論的困擾
不同想法而有爭吵、有人
不參與討論、希望可以討
論每個人的意見、隊員不
配合……

真實合作形成共識是不容易的，本課程歷程中需
要學生投入合作，而投入合作有很細部的引導歷
程，例如，如何聽人說話，了解他人表達重點，
如何針對他人的內容提出自己的建議等。為了引
導學生培養認真聽、理解說、說之有理的能力，
設計了一個簡單的聽說紀錄流程，
讓學生用蓋章再紀錄的方式，在筆記本中記錄自
己合作討論的歷程。

設計合作討論
迷你課程並引導實作

Study

分析評估

Action

系統化的行動
(調整行動) 課程設計

與課程實施



教師反思及核心小組討論改善方案

教師訪談反思:

學生常重複提問有關設備
操作及實作任務
固定項目的問題

核心小組會議討論:

是否將學生常問的問題以引導歷程設
計在學生手冊中，讓學生自行查閱，

引導自主學習，解決問題。

修正學習手冊

Study

分析評估
工具

核心小組討論



進入109學年度課程設計修正及課程實施改善的歷程

課程規劃

與設計

課程效果

課程

實施

課程實施層次
課程設計層次

課程效果層次

以改善為前提的歷程

1、將學習歷程資料以網
頁的方式呈現。
2、增加合作討論，分享
的迷你課程。
3、修正學習手冊教材，
增加實作歷程的程序。

1、依照課程目標即
規準設計各類型的鼓
勵章，激勵學生。
2、設計合作討論的
引導章。



Plan計畫



系統化思考如何蒐集資料並改善課程Plan計畫 課程效果層面系統化思考如何蒐集資料並改善課程





課程規劃

與設計

課程效果

課程

實施

課程實施層次
1、將學習歷程資料以網頁的方式
呈現。
評鑑工具: 教師訪談

2、增加合作討論，分享的迷你課
程。
評鑑工具: 教師訪談、公開觀課

3、修正學習手冊教材，增加實作
歷程的程序。
評鑑工具: 學生作品、學生訪談

針對課程效果及課程設計改善部分Do 嘗試



課程規劃

與設計

課程效果

課程

實施

課程實施層次
1、依照課程目標即規準設計各類型的鼓勵章激勵學生。

評鑑工具: 教師訪談、學生訪談、作業檢視、小組討論

2、設計合作討論的引導章。

評鑑工具: 教師訪談、公開觀課、小組討論

針對課程實施歷程改善部分Do 嘗試





教師訪談分析發現- 教學與學習歷程反思

將每一節的課程
做成課程的網頁，
作為學生學習之
鷹架。

持續依照授課歷程修正自己
的課程網頁補充教材

Study

分析評估

Action

系統化的行動
(調整行動)

課程
設計

學生作品分析:

1、學生記錄筆記的品
質提升。

訪談反思:

1、對於授課老師幫助
很大可以掌握自己的
教學進程。

2、覺得學生可以藉由
網站資料記錄關鍵訊
息，比較不會緊張。

工具設計(教師訪談
及學生作品分析)



教師訪談、公開觀課發現- 合作討論歷程反思

設計合作討論
引導章及迷你課
程，並引導討論
實作之流程。

訪談反思:

1、剛剛開始執行時學生不習慣，要花一些時
間進行教學，例如如何說明自己的想法，如何
寫下自己贊成的原因和提出自己的疑問。
2、學生已能掌握討論的互動程序，但是討論
的品質仍因應不同單元需要提供不同的提問鷹
架，才能引導學生有好的對話過程。

合作討論前教師因應討論主題提供
提問鷹架，協助學生進行深度討論。
適時提供同儕優質範例學習的機會。

Study

分析評估

Action

系統化的行動
(調整行動)

課程
實施

公開觀課反思:

1、學生討論歷程中
有組別的討論比較
深入，建議在初期
可以邀請能掌握討
論方法的組別進行
示範，讓小朋友可
以互相學習。(提供
同儕學習的歷程)

工具設計(教師訪談及公開觀課分析)



教師訪談分析發現- 教學與學習歷程反思

修正學習手冊教
材，增加實作歷
程的程序

學生作品分析:

1、學生筆記的品質提
升。

2、覺得學生可以藉由
網站資料記錄關鍵訊
息，比較不會緊張。

持續依照授課歷程修正自己
學習手冊的內容與執行方式

Study

分析評估

Action

系統化的行動
(調整行動)

課程
設計

教師反思:

學生重複問程序性問
題的比例降低，較能
自己掌握執行方式。

工具設計(教師訪談
及學生作品分析)





教師訪談、小組討論分析-發現及改善方案

依照課程目標即規準設計各類型的
鼓勵章激勵學生。

教師訪談及小組討論反思:

1、使用時機與規準的界定不明確，例如紀錄
詳細的標準是以學生持續進步才能蓋?還是是
固定標準，只要達到設定的規準較能蓋?

2、各類章的標準即為實作課程擬培養學生能
力的規準，應該再討論將規準明確化，並引導
學生達成。

核心小組討論各類鼓勵章的規準，並設計為海報
張貼在教室，成為學生及教師評量的依據

Study

分析評估

Action

系統化的行動
(調整行動)

課程
設計
與
實施

工具設計(教
師訪談及核
心小組會議)



進入110學年度課程實施修正及課程實施改善的歷程

課程規劃

與設計

課程效果

課程

實施

課程實施層次
課程設計層次

課程效果層次

以改善為前提的歷程

1、持續依照授課歷程修正自
己的課程網頁補充教材。
2、合作討論前教師因應討論
主題提供提問鷹架，協助學生
進行深度討論。
3、持續依照授課歷程修正學
習手冊。
4、確認各類實作標準的規準。

1、持續依照授課歷程修正自
己的課程網頁補充教材。。
2、適時提供同儕優質範例學
習的機會。
3、設計各類實作規準海報，
並引導學生自我評量





更細緻、更趨向促進學生學習為前提



STEM課程的深化掌握



評量掌握越清楚、鷹架更扎實及師生的角色更能掌握



進入110學年度課程設計修正及課程實施改善的歷程

課程規劃

與設計

課程效果

課程

實施

課程實施層次
課程設計層次

課程效果層次

以改善為前提的歷程

1、關照領域學科特質部
分。
2、資訊議題縱架構調整
部分。

1、關注差異性學習
策略與支持系統部分



部訂課程評鑑之嘗試(109、110)
與課程發展、提升課程意識

的課程評鑑精神融入
-----從教科書審閱及改編開始的課程評鑑歷程



-----從聚焦主題審視教科書審閱
及改編開始的課程發展意識與評鑑歷程



課程發展與評鑑的系統化設計(融入學校行事)



期初(課程設計)及每月一次教師共備時間(課程實施)



























110學年度課程實施階段課程評鑑
還在不斷的執行中



引導老師看到及並
激發學生真實及更
高層次的表現

營造老師能聚
焦課程發展與
教學精進的專
業對話情境

提升老師的課程意
識及課程發展能力，
培養掌握教科書的

能力

引導老師從課程
目標及學生成效
思考自己的教學

課程評鑑真的能成為維持學習品質、激勵教師
專業成長之有意義的歷程---共勉之



感謝大家的投入與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