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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課程發展之背景分析 
本校之設立原是為紓解南崁地區因都市計劃發展而蓬勃成長的學齡就學人口。學校位於

南崁交流道附近，交通四通八達，十分便利。前身為錦興國小光明分校，於八十八學年度起

獨立設校。 

學校位於南崁新社區與新建大樓之中，外來人口尤其多。近幾年來，明顯可以感受到農

業綠地在一夕之間變成水泥叢林的快速與不適應。因此，學區內有純樸的老厝、有豪華舒適

的電梯大廈，也可看到綠意盎然的溫室蔬菜栽培，家長學歷、能力與學生的素質是多元性的。 

本校特色有 

（一）組織氣氛民主，教師團隊年輕有朝氣，面對教育思潮，勇於接受挑戰，更願自我

充實專業知能。 

（二）社區資源豐富、互動良好。 

（三）家長支援學校意願很高，熱烈加入學校義工及參與班級事務。藉由良好親師互

動，提供優質學習環境。 

（四）推廣語文教育、設置語文專欄，並推動母語學習。鼓勵學生珍愛自己的文化資

產。 

（五）積極推動資訊及英語教學，以符合國際村理想及教育未來化趨勢。 

（六）加強親職教育，提供精緻化學習環境，發揮小班教學精神。 

 

項目 優勢(S) 劣勢(W) 契機(O) 威脅(T) 

內 

在 

因 

素 

地

理

位

置 

 位於南崁交流道

及南崁溪旁，下交

流道五分鐘即可

到達，上中山高速

公路北至臺北，南

達高雄，內環線接

北二高，十分鐘可

達中正機場，交通

便利。 

 優質電梯大樓環

繞，位於住、商混

合區內。 

 學校位交流道附

近，車流量多，空

氣、噪音污染、附

近工廠林立與家

庭不當排放廢水，

造成南崁溪水質

嚴重污染。 

 區公所對學校教

育極為重視，積極

商請民代與區公

所積極協助改善

校園軟硬體設備

及交通安全問題。 

 與社區共同努力，

提昇環保意識，有

助於學校社區化、

社區學校化的增

進。 

 社區教育功能極

待推廣。 

 學校四周水質、空

氣、環境污染嚴

重。 

 外來人口增加，影

響生活與多元文

化的發展。 

 學校班級人數過

多，影響教學品

質。 

 學校附近大樓林

立，街道擁擠，學

校戶外空間有限。 

學

校

規

模 

 112 學年度全校普

通班 68 班，資源

班 3 班，共計 71

班，學生 1815人。 

 校地面積 2.0285  

公頃，格局方正，

易於管理。 

 校地有限，班級人

數過多，較不易顧

及個別差異，施行

個別化教學。 

 每位學生的活動

空間有限，常發生

碰撞意外。 

 發展「學校本位課

程」有助學校特色

的建立。 

 行政管理分層負

責，各司其職。 

 社區資源豐富，學

校可結合社區現

有空間與資源輔

助教學。  

 學校空間有限，專

科教室不足，影響

教學效果。 

 目前校舍不足，影

響多元教學型態

之推動。 

環

境

 校舍目前成ㄇ型，

旁為操場，為學生

  學校被一棟棟社

區大樓環繞，夏季

 結合社區力量，運

用社區資源，積極

 C棟廁所(1、2F)有

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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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主要活動場所。 

 校園內植物多元，

是周遭社區的綠

洲。 

 教室內設置學生

置物櫃。 

 每間教室配有電

腦主機、螢幕、單

槍投影機，部分教

室有裝置觸屏，已

逐漸規劃間間教

室有觸屏。 

 電腦教室二間，並

已添購實物投影

機、語言教學系

統。 

 資源班教室配備

有互動式電子白

板，提升身障生的

學習效益。 

教室內悶熱。 

 校舍逐年老化，維

修工程大小不斷。 

 校舍多處油漆剝

落以及漏水情況

嚴重。 

協助。 

 校園景觀委由專

業設計師設計規

劃，未來校園可以

不僅美觀且很有

特色。 

 積極爭取社區協

助，運用社區充裕

的公共設施，提供

學校之不足。 

 校園許多可用空

間可設計規劃為

校園學習角。 

 學校內和周圍的

排水溝待改善。 

 綠地及大樹較少，

難以進行生態教

學。 

行

政

團

隊 

 行政人員行事皆

以支援教學為原

則，並依法令規章

行事。 

 輔導室積極為身

障生申請各項補

助及輔具。 

 各處室間橫向聯

繫與統整、效能無

法提升，力量發揮

受限。 

 慎選人員，加強團

隊之素質。 

 建立行政運作機

制，積極溝通。 

 透過會議、活動的

分享與進行，活化

觀念。 

 加強各處室管理，

控管行政績效。 

 行政工作雖有分

組分工，但仍有勞

逸不均之情事，影

響士氣。 

教

師

團

隊 

 教師進修動機高，

成長意願強。 

 大部分教師具有

十年以上教學經

驗，具教學熱誠，

勇於接受挑戰，對

校務工作具有專

業判斷能力。 

 師資多元，相互支

援，互相激勵成

長。 

 教師全面具備基

本電腦素養與操

作能力，可製作網

頁、成績處理、上

網搜尋資料及線

 部分年輕教師因

教學經驗不足，處

理事物能力及與

家長溝通能力，需

再加強。 

 年輕、可塑性高，

較易形成優質校

園倫理與學風。 

 以學年為教學群，

凝聚教師力量，促

進教師合作。 

 建立良性溝通機

制，增進互動，提

供成長。 

 教師進修機會多，

蘆竹有開南大學、

中壢有中原、元

智、中央大學；林

口有體院，均可提

供進修機會。 

 過多政策、新措施

不斷下達，教師須

執行過多活動，有

時影響正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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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學等能力。 

 資源班師資完善，

均為正式合格特

教老師。 

學

生

表

現 

 活潑、有朝氣，可

塑性高。 

 能力多元，可發展

學生多元才藝與

特色。 

 以閩南人子弟居

多，也有少數客

家、原住民子弟、

新住民和外籍學

生，文化多元。 

 學生對電腦學習

意願強烈，基礎能

力佳。 

 學生少運動，體力

不佳。 

 部分學生沈迷 3C，

父母忙於工作，孩

子想法及情感上

較為匱乏。  

 開發多元學習管

道，培養能力，發

展潛能。 

 指導尊重不同文

化。 

 不同背景學生，可

提供學生多元學

習環境與互動環

境。 

 隔代教養、單親、

寄養或雙薪家庭

的學生漸多，影響

學生自我概念及

安全感的建立。 

家

長

參

與 

 職業多元，可提供

多元職業分享。 

 各班具有班級志

工，對教學活動支

援熱心協助。 

 學生家裡有電腦

設備比例者占 90

﹪，上網使用者占

80﹪。 

 家長素質不一，對

教育認知差異大。 

 孩子生得少，基本

上對小孩較疼愛，

無法接受老師對

小孩責罰。甚至會

干預教師教學。 

 部分家長陪伴孩

子的時間少，許多

事務外包給安親

班。 

 少部分家長對教

育認知少，甚至許

多做法是反教育

而行。 

 透過班親會的貫

徹執行，建立家長

及教師互信的機

制，拉近親師之間

關係。 

 透過家長會、義工

制度，建立學習型

社區，學校社區共

同成長。 

 透過活動舉辦或

校刊發行，建立互

動管道。 

部分家長或民代會

對學校校務造成

些許的壓力。 

家長忙碌，沒有時

間與師長互動，易

生誤會。 

外 

在 

因 

素 

教

育

政

策 

 積極申請各項計

畫，取得經費辦理

相關研習。 

 校內教師參與國

教輔導團及環境

教育輔導團，在校

內推廣新興教育

政策。 

 校內各項研習及

會議多，以致教師

只能參與部分研

習和會議。 

 配合十二年國教，

申請前導計畫及

跨域美感等專案，

獲得教授指導與

協助，作為學校課

程發展與轉型的

強大助力。 

 各種活動或宣導

多，壓縮課程教學

及師生對話時間。 

外

部

合

作

 社區資源豐富，主

動積極協助學校

各項設備的充實

與教學活動。 

 社區巡守隊夜間

社區資源仍許多待

整理與開發的空

間。  

 以社區生活環境

為議題，進行統整

課程教育。 

 透過義工組織服

務，建立與社區溝

 社區膨脹太快，學

校負荷不了。造成

教育品質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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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執勤，無形中使得

學校及社區安全

無虞。 

 社區凝聚力強，動

員力高。 

 輔導志工協助身

障生定期考查報

讀事宜。 

通管道。 

 環保意識高張，如

何與社區共同營

造優質環境，是一

大課題。 

行

動

策

略

(S) 

 辦理適性、多元化的活動，提供學生多元適性學習。 

 辦理親職教育活動與講座，與家長一同成長。 

 爭取各項硬體與軟體的相關補助，妥善運用各項資源，以提升教育功能。 

 建立共識，爭取各項專案補助，積極爭取經費，進行校舍規畫、修繕及更新舊有教學設備。 

 強化教師進修動力，鼓勵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昇教師專業對話。 

 辦理多元化教師成長進修活動，並鼓勵參加校外進修活動。 

 教師進行公開授課形成學習型組織，建立成長及支持系統。 

 發展學校特色及專案爭取計畫型經費，妥善運用校內外人、物力資源，改善各項設施。 

 加強生活教育，強化多元社團活動，發展學童多元智慧。  

 利用各項親職教育，加強班親會的運作與親師溝通管道，建立家長為教育合夥人關係。  

 全力建構學校社區化的機制。  

 妥善運用地方人才社區資源，研發學校校訂課程地圖。 

 與鄰近學校、機構建立資源分享策略聯盟。 

 健全家長會功能，聘請家長代表參與學校各項會議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