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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品質
到品牌 ○內部效能＞外部效能＞未來效能

○品牌－無形特質，以顯示差異性

○品牌－學生競爭力



組織如果擁有強烈的學習文化，在面對未
知的情況時，較能靈活應變。

政策不能確保實際上發生在學校和教室的變
革;變革的關鍵場域是教室、關鍵人物是教師.

學校從內部發起的揚升力量：教師專業社群



在學校中每個人的職責：成為同儕的夥伴，體認在學校
系統中，彼此可以互相學習。



過去已經營造了參與式的環境
引爆大家的熱情，推動轉化與變革：
1.說實話。
2.藉著透明度建立互信。
3.倒轉組織金字塔。
4.把推動改變的職責，從校長轉移給教師。



「執行即學習」：
➢ 超越美麗的辭藻和陳義過高的哲學，

專注在最基本的事物。
➢ 非建築於一時之興起
➢ 非起於一時之潮流
➢ 3M
意義（Meaning）：一個合情合理的意義
管理（Management）：可行的、清楚的方針
評估（Measurement）：評估意義達成的程度



學校願景

大氣洛城 大砌中正人

◆在環境向度，廣闊的校園、完善的設施設備，
提供學子充足的學習空間與資源，以涵養學
子人文、藝術及科學素養兼具的宏偉氣度。

◆ 在課程向度，採相互調適及課程塑造觀點發
展學校本位課程，除厚實學生基礎學科能力
外，更重視課程發展之主體性及目標性，發
展以學生為中心的素養導向課程實體。



◆在教學向度，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重視教與
學間的統整，滿足學生個別學習需求，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公共參與、問題解決以及適應未來的
能力。

◆在社群關係向度，緊密互動關係人，以參與式決
策機制，培養中間領導，帶動學校實質於課程及
教學的永續發展; 引進家長、校友及社會的資源
與典範，匯聚能量增廣教與學的視野。



學生
圖像

五大核心品格：
善良、自律、正義、尊重、責任

六大心智習性：
1. 修煉心智--不斷精進學習特定知識的能力
2. 觀點心智--在學習中省思
3. 聆聽心智--同理與理解
4. 串連心智--從舊串新
5. 統合心智--客觀與協力
6. 創造心智--不斷學習與前進



學
校
圖
像



學校
經營理念

一、學生為重：落實尊重學生為學習的主人，
促進其適性發展。

二、教師為尊：專業信任，促進教師專業承諾，
發揮積極正向力量。

三、行政為力：評估學校優勢，落實以學生為
本之事證導向的專業決策，促進學校核心
技術(課程與教學) 的發展，擴大資源連
結及夥伴關係。



學校經營
二面五項

學校活
水工程

適性
育才

國際移
動及社
會參與



尋找學校活水工程



“
上善
若水

敏覺 善體

入相 同行

後設



⑴形成共識與社群基礎
⑵強化中層領導及培育學習領導
⑶形成校本教育價值觀
⑷分析現況、定義發展目標
⑸研訂目標之聚焦發展策略：從資源、學生學習、
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發展四個構面加以思考，
找出現況與發展目標之差距，研訂彌補策略及
具體作法。



⑹宣導溝通
⑺導入校務治理作為：規劃績效管考機制，兼重
形成性及總結性評估，漸進推動事證導向的專業
決策模式，除建立校務治理資料庫外並加強行政
人員及教師對於校務治理的概念，以落實共享願
景的實現。
⑻建立與闡述傳承
⑼穩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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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是一個開放系統，開放系統有一殊途同
歸的特性

 Input-Process-Output

 學校全面改進-學校效能-

日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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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為本
專業為本
發展為本



適性育才



課程發展需求評估：學生需求及課務行政配套

強化課程理念：「適性、素養、趨勢與創新」

強化課程發展資源

以進路支持模式發展課程地圖：
試探、加深加廣，串連進路

回應學生需求的教學

發
展
適
性
課
程



過去的對話是一種盤點、發想、凝
聚、產出的歷程，產出的效能（方
向、成效、需求滿足）是這一階段
接著必須重視的，我們必須重啟前
面經歷的歷程來發展檢驗的工具及
進行對於過去描繪的、試行的一切
加以再盤點。



這一階段必須更回應學生學習需求，選修要還給
學生選擇的權利，但是學生會不會選擇、選擇的
目的是什麼、選擇是一時還是有其連貫性，高一
探索、高二定向紮根、高三加深加廣。

•心理教育測
驗

•探索課程

•探索活動

生涯輔導

•選課輔導

•學習策略

•學習典範

學習輔導 •學習歷程運
用

•學生自建學
習檔案

生涯輔導



過去重視品質管理的內部績效，外部績效
（前導、前瞻），未來應重視未來績效，
建立屬於自己學校品牌，面對未來，學校
課程的效能不再只是社群對課程實施的探
討而已，應該注意選修機制的運作措施及
學生學習成果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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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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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移動





“
○國際教育以課程為本

○支持學生學習

○課程內涵國際化

○國際訊息流動的環境



“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批判性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溝通及合作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創造及想像力

○Citizenship公民素養

○Digital literacy數位素養

○ Student leadership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領導及個人發展



12  issues



美國學校 steam
德國西門子及柏林技術學院 運算思維
瑞典 生態永續 社區發展的社會議題 ECO-CITY
英國文化學會 connecting classroom莎士比亞
德國 金工藝術
奧地利 音樂 藝術
美國國家公園 地質與永續
美國大學及NASA 飛行科學及航太工程
英國文化學會 connecting classroom世界河川
日本 磁浮列車 電磁學

第三學期
課程



社會參與



 

學習夥伴關係（楷

模） 

 

 

 

認知：我知道 情意：我願意 技能：我會做 

跨領域、專案學習、 
專題實作 

高一至高三 
由近而遠 

臺灣／全球 端正／利他的我 

社會關懷行動力及議題探討能力



“
環境變
遷與社
區發展

士林軟橋課程

瑞典Malmo City

瑞典Hammarby
Sjostand

花蓮豐田移民村

俄羅斯北極鎳都



落實學習領導



建立教師「專業成長循環」：教師可從自評及學
生課程意見中反思成長需求，並依此尋找夥伴一
同進行教學改善之歷程，包含備課、觀課、議課，
以及運用教學檔案蒐集教學歷程資料進行討論。



鼓勵創新教與學：
鼓勵教與學創新的多元做法，教師依據學科
性質及學生學習需求採取
 發展新課程
 改變教材教法
 落實多元評量
 鼓勵學生參與各項專長展能
 學校辦理相關活動





引進資源與典範



促進多元課程、彈性學習以及適性育才之實現



✓ 引進專家資源：運用大學產業充實課程資源;運
用社區人力資源協力輔導有個別指導之需求學生。

✓ 強化校友與家長資源之聯繫：加強聯繫，引進生
涯典範以及取得校務支持所需之資源。

✓ 盤點學校教學空間、設備及建物安全情形：對於
選修及專科教室所需之空間及設備須強化活用，
對於建物安全情形須檢視評估修繕需求，以營造
安全、舒適以及滿足教學需求的學習環境。



107/
12

108-
109

107/3

學習環境
整理

盤點需求
規劃整修計畫

編入108預算
整理專業教室

由外而內
安全 美化兼顧



「天生我材必有用」，協助每一個
學生找到自己的舞台，營造全是贏
家學校，是教育是不變的價值



邁向素養導向的課程內涵及目標：
教學方法改變更勝過於課程新發展

共享願景

中層領導

專業社群

系統思考 課程
解構

知識
建構

自我探索
內在動機 內在能力

內在興趣

外在引導
外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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