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份：各校需自行上網將各子計畫歸類做適當調整，但不可修正計畫名稱及內容 

三年子計畫資料彙整表(課程發展) 

項次 
子計畫 

項目名稱 

主管機關核列經費 經費執行率 
計畫性質 

續

辦 

修

正 

新

增 

本年度執行完畢後

終止 
經常 

(仟元) 

資本 

(仟元) 

經常 

(%) 

資本 

(%) 

99-1-3 創意課程發表 30  100  □ □ ■ □ 

101-3-1 創意課程樂選 36  83  □ □ □ □ 

 Total 66 0 91.5      

第二部份：各校應就同類之計畫相關內容整理後，填寫於適當欄位中。 

計
畫
內
容
摘
要 

過
去
三

年

計

畫

目

標 

 

1. 提供多樣課程，讓高一學生可依其性向與興趣進行多元選擇，從中獲得

不同的啟發與收穫，並達到本校培育學生八大關鍵能力之目標。 

2. 第二外語課程開設日文與法文兩個語種供學生選擇，除了課堂的語言學

習外，學年中會安排有多樣活動，激發學生對與第二外語的學習興趣。 

3. 專題研究課程，讓學生能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透過蒐集文獻、彙整

資料，並經統整、歸納與分析後，撰寫專題研究成果。 

4. 教授開講課程，邀請本校周邊的東吳大學、實踐大學、大同大學、舞蹈

生態系創意團隊與社區工作者蒞校開課。 

5. 校本課程部分，由各學科領域教師進行課程開發與設計，並完成課程與

教學領先計畫申請。 

 

工
作
內
容
整
合
說
明 

 

1. 專題研究、教授開講與第二外語組合成本校校訂選修課程，每位高一同

學均須擇一選修。 

2. 本課程為一整學年（含上下學期）之課程設計，故經課程排定後，不得

提出轉班之申請。 

3. 專題研究每班人數為 15-20 人為限；教授開講課程每班人數為 20-30 人

為限；第二外語每班人數為 30-35 人；未達開班人數時，得不開班，已

報名學生則協助轉班。 

4. 校本課程目前則由各學科教師戮力創發中。 

 

 

  



執
行
情
形
與
檢
討
修
正
說
明 

三年計畫執行情形、以及計畫延續、修正、停止或新增原因之簡要說明 

1. 為使學生有更多元的課程選擇，本校一方面邀請大學端與社區端的師資蒞校開

課，另方面校內教師亦不斷創新課程，使得課程更具創意，教學更為活潑。 

2. 第二外語課程：辦理第二外語朗讀比賽、文化周活動、日法文化講座、闖關競

賽活動等。 

3. 專題研究課程：99學年度開數國文、數學、社會、生物與資訊；100學年度開

設國文、數學、社會、生物與多媒體；101學年開設國文、物理與多媒體課程，

除辦理專題研究發表會。於學年結束前亦會有相關研究成果，歷年皆有優秀成

績。 

4. 教授開講課程：100學年度邀請大同大學設計學院開設設計課程，各個教授依

其專長授課，讓學生初步了解設計殿堂，並且實地到訪大同大學，使用學校工

廠完成成品。101學年度再邀集東吳大學開設商業概論；實踐大學開設服裝設

計與動畫概論；大同大學開設設計體驗；舞蹈生態系創意團隊開設肢體律動與

多元智慧，社區劇場工作者開設青少年劇場，讓學生有更多元的選擇，能夠有

各種領域的性向探索。 

5. 校本課程：經各學科教師多次開會討論後，提出各學科校本課程規劃，並統整

為本校以關鍵能力為導向的課程發展計畫，完成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現階段

將教學研究會轉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教師專業能力的精進，促使校本課

程的規畫能更加完善。 

執
行
效
益
說
明 

三年計畫整合說明 

1. 提供學生多元選擇並適性發展。 

2. 鼓勵教師專業精進並創發課程。 

3. 建立學校校本課程特色與亮點。 

4. 引進大學資源早先作生涯試探。 

5. 展現社區與家長資源最大效用。 

未
來
展
望 

請注意：本內容為學校未來焦點創新計畫內涵之依據 

1. 於學生選修前加強課程說明，請授課教師於選課說明會講解課程內容、進度與

要求。同時，學生選課按志願排序，分班結果皆為學生之前三志願。最後，逐

年檢視開班成效，增減班別以呼應學生需求。 

2. 與大學進行策略聯盟，讓資源共享，提供更多課程與教學上的協助。除了邀請

大學教授蒞校為學生授課，亦可擔任講師給予校內教師不同的專業刺激，或是

提供場地與器材的使用。 

3. 外師鐘點費部分請家長會協助支援，能夠聘請更多樣態的師資，提供學生更多

元的選擇。 

4. 校本課程的開發為一持續不斷的歷程。各教學研究會轉型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的主要目的是共同的學習成長，透過專業的精進，讓課程創新與教學活化，創

發學校校本特色課程，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第三部分：各校整理和說明第二部份資料後，進行自我評鑑並勾選適當等第 

學校自
我評鑑 

□優 

委員評鑑 

績優： □優     □良 

□可 □可 

□待改進 □不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