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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課堂風景，讓孩子成為更好的自己，讓教師成為學習的專家



關於北政---一所在大學城內的學校

•創校於民國57年

•臺北市政府和政治大學合作共同創立

•班級數：12班普通班、2班資源班

•學生人數：312位

•教職員工：55位(38位教師、18位行政職工)

 學校面積：15246平方公尺，校園空地綠化達58％，
每生平均使用約37 m2，是臺北市平均值的10倍。



學校背景— 掌握趨勢，建立共識，共創理想

行政是教育改革的火車頭，教師是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

90-96學年：讓孩子喜歡上學，達到零中輟

善用九年一貫彈性課程，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96-101學年：化危機為轉機，致力成為額滿學校。

教師是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致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101-103學年：改變課堂教與學，推動學習共同體

103學年度迄今：面對12年國教的來臨，強調「以學生為中心 以素養為導

向」為核心，聚焦課程與教學改革，改變課堂風景，讓孩子的天賦自由。



教育是激發孩子的天賦與生命的熱情
依據不同孩子的需求，提供夠挑戰的學習



課程架構發展歷程分享

一、解析政策 掌握趨勢

二、確認圖像 訂定目標

三、盤點課程 跨域設計

四、焦點討論 課程評鑑

五、組織社群 素養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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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
需求領
域課程

2.社團
活動與
技藝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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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素養為主軸
支援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之間的統整。

終身
學習
者

自主行動

會
社

參
與

溝
通

互
動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生 活 情 境

生
活

情
境

活
生

情
境

解析策略 掌握趨勢—找到創新元素 注入活水



共識營：北政學生應具備的能力？

(103年8月進行學生圖像建構)

1.培養學生具備人文關懷的全球公民能力。
2.培養學生具備思考創造的問題解決能力。
3.培養學生具備合作表達的溝通領導能力。
4.培養學生具備公民行動的社會參與能力。

以共識為目標，擬定學校發展方向

確認圖像 訂定目標



學生圖像轉化校本素養指標(107年上半年)
(課程核心小組研發，再送課發會確認)

110學年度經課程核心討論修正，移至課發會通過

層面(第一階) 對應108課綱(第二階) 具體指標(第三階)

4.健康活力
定義：能夠發展自我優
勢，具備公民意識，進
而樂於參與公民行動。

(依據由淺排到深)
4-1主動學習
定義
4-2道德思辨
定義
4-3公民行動
定義

4-1-1
4-1-2
4-2-1
4-2-2
4-3-1
4-3-2

公民行動

積極參與



北政國中學生圖像與校本素養指標
(110年12月課發會修正通過)



北政國中學生圖像與校本素養指標
(110年12月課發會修正通過)



課程發展與教學實施困難與因應策略

101-102學年 共識期
引入學共跨域共學

101-102學年 共識期
引入學共跨域共學

103-104學年 探索期
建構課程地圖
重視課程統整

103-104學年 探索期
建構課程地圖
重視課程統整

105-106學年成長期

建立四軌課程素養導向課

程研發

105-106學年成長期

建立四軌課程素養導向課

程研發

107學年度迄今深耕期
實踐素養導向教學 課程

評鑑

107學年度迄今深耕期
實踐素養導向教學 課程

評鑑



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領域
課程

貓空生態 貓空產業 貓空美學 貓空生態 貓空產業 貓空美學 貓空生態 貓空產業 貓空美學

自然領域
綠肥、病蟲害防
治生態農法

英語領域
貓空地區英語
介紹

藝文領域
貓空生態描
繪與攝影

自然領域--
貓空水質檢
測

自然領域—
有機化合物
(認識食品添
加物)

藝文領域
貓空識別系統平
面設計

自然領域
水資源議
題 --節水、
能源議題
(水力發電)
與產業

綜合領域-
食農教育
公民行動
企畫(結合
水資源議
題)

藝文領域
1.貓空識別
系統立體設
計
2.貓空微電
影創作綜合領域

1.泡茶體驗、
茶農甘苦談
2.貓空觀光地
圖定位 結合數
學(比例尺，直
角坐標)

體健領域—
貓空定向運動

綜合領域
1.有機農業
栽種
2.有機食材
創意料理

資訊課程—貓空心語e化設計

彈性
課程

貓空動植物觀
察與紀錄

鄉土采風(貓
空自然與人文
歷史)

閱讀與寫作
(生態閱讀
與自然寫作
一)

寰宇書遊
(Fun 
things to
in Maokong)

鄉土采風
1.茶產業探
究與國際貿
易 2.生態
綠-用吃改
變世界(公
平貿易)

閱讀與寫作(生
態閱讀與報導文
學，含四大議題：
茶，信仰、貓空
人們、貓空現代
風華)

寰宇書遊
(Global 
Issue-read
the world)

世界自然文學與國
際經濟與環境議題
閱閱讀內容：世
界自然文學閱讀、
國際議題閱讀—經
濟與環境

活動 茶文化專題講座(貓空茶師)
節能減碳貓空河濱路跑、貓空生態定向運動
貓空壺穴步道踏察、樟樹步道有機肥魯冰花

國際糧食問題專題講座(政大教授)
貓空生態攝影與自然寫作營、生態科學營
有機蔬菜義賣活動

世界水資源體驗活動
跳蚤市場體驗學習
小坑溪生態工法踏察

社團 山林溪戶外探索社
英文會話基礎班
自己種菜自己吃
水資源社團(實際檢測、數據分析、報表檢視)
自然觀察社

山林溪野外技能培訓
國際文化交流社
貓空微電影創作
貓空特色專題製作
校園園藝與有機堆肥

野外求生技能服務社
詞曲創作社
三年點滴成果專題製作
自然觀察步道地圖製作
其他

盤點課程 跨域設計

北政國中「從在地到國際的生態關懷」亮點特色課程

第一版



105年7月運用焦點討論法，
進行校本課程評鑑

將課程帶入生活
情境，並且共備
課程時一直要思
考對應的核心能

力。

焦點討論課程評鑑—課程地圖強調縱向連貫與橫
向統整

跨領域的統整與
連結性不足；課
程不夠緊密；進

度壓力



105年7月運用焦點討論法，進行校本課程評鑑

焦點討論課程評鑑—課程地圖強調縱向連貫與橫向統整

將課程地圖給家
長和學生看；持
續加強領域整合；
課程主題目標要
發展的更明確



第一次的盤整與討論

1.校本課程內容與指標的對應為何？

2.各項課程的定位在哪裡？

3.是否有活動太多或是重複性太高，需要調整與定

位？

進入課程地圖盤整討論



107年8月運用工具，進行校本素養與課程之對應關係

焦點討論課程評鑑—課程主軸與課程目標對應關係

初步整理，發現
1-3國際理解
2-3解決問題
4-2道德思辯
4-3公民行動

是課程較少著墨
的



107年8月運用工具，進行校本素養與課程之對應關係

焦點討論課程評鑑—課程主軸與課程目標對應關係



科學探究 藝文美學 創造力探索 國際教育 自我領導 多元展能 總節數

多元思考與
創作-媒體
議題與思辯
(每週0.5節)

創造力探索
盤整轉型中
(每週0.5節)

循環經濟(每
週1節)

(每週1節)

自我領導
(每週2節)

混齡選修
(每週1節) 6節課

多元思考與
創作-貓空
掠影
(每週0.5節)

創造力探索
盤整轉型中
(每週0.5節)

自我領導
(每週2節)

混齡選修
(每週1節) 6節課

生態教育
統整性主題
(每週1節)

議題探究
(每週1節)
表達力課程
(每週0.5)

多元思考與
創作
(每週1節)

研發中

(每週2節)
自我領導
(每週1節)

混齡選修
(每週1節)

5節課



北政國中學校整體課程評鑑流程

領域進行部

定及校定課

程評鑑

課程核心小組

彙整及討論相

關結果

全校課程盤

整—全校教

師

課程地圖細

緻化討論—

課程核心小

組

課程地圖確

認—課程發

展委員會

依據課程地圖，

課發會確認課程

或活動增減狀況

領域或跨域

社群課程設

計與實施

持續進行新

一輪的課程

評鑑



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對話
台北教育大學吳璧純教授、國北教育大學陳慧蓉教授



1.在課程主軸和學生圖向的對應關係中，我們發現四個能力是可以再透過課程規劃提

升的

2.未能盤點所有課程的核心素養，確保所有素養教學的比例(亦無法確認確認部訂課

程在校本指標內的地位)

3.課程橫向聯繫較薄弱，較少與其他領域合作

4.有一些課程尚未訂位，校本指標沒有確認好

5.領域內教師的教學及課程合作還能更加緊密，讓大家能集中火力完成眾多事項

6.班級差異化明顯，如何透過多元的教學策略讓每一個孩子追求卓越，仍是要大家

繼續努力的

第一次盤整後，經過一年的實施，經過各領域討論與評鑑
後，尚調整的問題如下



--朝向素養導向的教學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度

情境化、
脈絡化
的學習

學習歷程、
方法及策略

實踐力行
的表現

課程的改變(教師教學端)



第二版



焦點討論課程評鑑—課程主軸與課程目標對應關係

108年7月運用工具，進行校本素養與課程之對應關係



一、檢視哪些第三階指標是目前沒有課程或活動對應，或是
對應課程太少？

二、請針對較少課程對應的第三階指標，思考可發展那些主
題或課程內容。

三、請看放在同一個指標的課程，討論課程內容：
(1)放在七八九年級的課程是否有符應學生應有的程度，是否

太難或太簡單？
(2)這些課程放在同一個指標上，是否有關連性？課程間是否

有整合的可能？是否有重複的內容？有刪減的可能性？
(3)這些課程學生上完後是否可達成指標？

課程地圖盤整討論題綱



第三版



科學探究 藝文美學 創造力探索 國際教育 自我領導 多元展能 表達力

多元思考與
創作-家傳
菜
(每週0.5節)

創造力探索-
藝術幾何
(每週0.5節)

循環經濟

(每週1節)
自我領導
(每週2節)

混齡選修
(每週1節)

校園巡禮
與導覽
畫話文山
(每週1節)

多元思考與
創作-貓空
掠影
(每週0.5節)

創造力探索-
推理策略王
(每週0.5節)

自我領導
(每週2節)

混齡選修
(每週1節)

生態教育
統整性主題
(每週1節)

國際移工
(每週0.5)

國際議題探
究(每週2節)

自我領導
(每週1節)

混齡選修
(每週1節)

喜樂悅讀
世界

(每週1節)

生活科學
(每週1節)

總節數

5節課

5節課

6節課





組織社群素養導向--領召帶領系統規劃每學期8次工作坊



教師調動快速，利用寒暑假教師共備再進行聚焦



教務主任針對課程地圖
校本指標進行解說

各領域、彈性課程進行對話與理解 分別到各課程進行了解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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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透過體驗、閱讀、訪談、反思等，建立孩子對綠色飲食的覺知與技能，深化孩
子對全球環境永續及食物正義的關注。

教學策略

運用學習共同體的模式，強調課堂探究、合作、表達的學習歷程。引進社區小
農資源以及運用學校空間，進行農事體驗。透過國際議題的討論(如：國際公平
貿易、糧食議題及減碳護地球等)，培養孩子成為世界公民。

食農教育---
綜合自然社會



36



七八年級服務學習

議題 需求 行動 分享

• 登革熱、小黑蚊

• 節電

• 人權

• 剩食(減少廚餘量)

• 禁用一次性餐具
七年級 八年級

減塑議題
清除外來種



節電

清除小黑蚊

生物多樣性

人權



八年級淨溪
清除外來種

(象草、小花蔓澤蘭)

外來種_八美_李宜樺.pptx
802吳思寬 清除外來種.pptx


透過課程，學生了解物品循環的重要，
並拍成影片，傳達給師生了解



110學年度

109學年度

結合良好的生態環境，
學生能感受大自然的美



國際議題探究-疫苗施打順序

學生專欄

學生專欄

自製小黃卡

90310專欄創作.pdf
90305專欄創作.pdf


學生透過寒暑假自主學習，
學會規劃學習歷程

五色鳥

動態標本

托哥巨嘴鳥



手做咖啡廳



孩子喜歡上學，準時上學的比例達99%

準時到校
情 形

100-101年
約63人 82％

現況 99％
約 4人



孩子們具備人文關懷、創意思考、合作表達、公民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