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13學年度國中課程領導組暨活化協作學校 

九月份工作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3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2F 校史室 

參、主  席：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蔡來淑校長   紀錄：郭偉倫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附件一） 

肆、主席致詞 

歡迎大家蒞臨。今年仍然由景興國中擔任課程領導組總召，敦化國中及實踐 

國中為副召學校，北政國中則是擔任活化協作學校。今天主要任務是擬訂 113 學

年度課程領導組實施計畫，目前準備資料有兩份提供大家參閱。其中 1 份是七月

份期末工作會議會議紀錄，內容有值得我們未來增能主題參酌的部分；另外 1 份

是 113 學年度課程領導組計畫草案。當然計畫得與教育局政策有緊密的連結，請

課督先針對課程領導組的期待與工作任務進行指導。 

伍、 長官致詞 
夥伴們大家午安，長官們非常重視學校端課程教學的執行情形，但礙於會議

行程安排今日無法出席。感謝課程領導組在 112 學年度的推動──無論是活化子

計畫 1、子計畫 2 的群組推動模式，以及在專家的陪伴與指導下，期末也以六個

場次的發表呈現彈性學習課程設計及學生多元表現的學習成果。期待未來一年，

課程領導組持續結合國教署活化學校子計畫 1、子計畫 2 的任務，彰顯彈性學習

課程的價值與成效。 
另外，今年的彈性課程業已確定辦理領航計畫徵選，大家在第一線對彈性學

習課程的努力，讓臺北市的彈性學習課程都能有亮眼的成果展現出來，透過這樣

的徵選也展現臺北市的彈性學習課程已經確實走向學校本位課程，感謝大家的努

力。祝福新學年度都圓滿順利、一切平安。 
陸、討論主題 

一、113 學年度參與子計畫 1 和子計畫 2 學校 
首先確定一下我們這一學年執行的計畫。子計畫 1 今年校數增加，共 33

所，主要是社群的運作，許多學校以推動雙語教學社群提出申請。 

表一 113 學年度子計畫 1 參與學校 

1 敦化國中 10 建成國中 19 景美國中 28 明湖國中 

2 大安國中 11 民權國中 20 興福國中 29 
泰 北 高 中

國中部 

3 金華國中 12 蘭州國中 21 景興國中 30 蘭雅國中 

4 
大直高中國

中部 13 雙園國中 22 
南港高中國中

部 31 北投國中 



5 長安國中 14 龍山國中 23 誠正國中 32 明德國中 

6 北安國中 15 
萬芳高中國

中部 24 成德國中 33 關渡國中 

7 五常國中 16 木柵國中 25 內湖國中   

8 古亭國中 17 實踐國中 26 麗山國中   

9 弘道國中 18 北政國中 27 東湖國中   

子計畫 2 學校則較去年減少，共 22 所，參考去年的分群今年的群組分

配如名單所示。第一群組由敦化國中帶領七所學校，第二群組由北政國中帶

領六所學校，第三群組由景興國中帶領六所學校。 

表二 113學年度子計畫 2參與學校及協作學校分群名單 

第一群組協作學校：敦化國中（松山區） 

松山區 
介壽國中 

南港區 
誠正國中 

中山國中 南港高中國中部 

內湖區 內湖國中 麗山國中 三民國中 

第二群組協作學校：北政國中（文山區） 

大安區 

金華國中 

信義區 

永吉國中 

懷生國中 瑠公國中 

龍門國中 信義國中 

第三群組協作學校：景興國中（文山區） 

士林區 
至善國中 北投區 關渡國中 

天母國中 中正區 螢橋國中 

萬華區 萬華國中 文山區 興福國中 

 
二、研擬本學年課程領導組計畫，及確認子計畫 1 和子計畫 2 工作任務。 

依今年 7 月期末會議紀錄所示，專家特別提到彈性課程很重要是培養學

生自主學習力，在教學上如何關照自主學習與透過各種數位工具的研討，是

未來在專業成長上可精進的主題。同時在彈性學習課程教學時，也可以關照

學生的社交能力、情緒管理能力這些方面。因此，113 學年度打算將生成式

AI 跟社會交互作用都放入增能主題中，是以本年度計畫草案就朝這個方向

撰寫，請大家參看計畫擬定的增能主題與期程規劃。（詳如附件二） 
今年的增能研習希望納入 AI 協助老師教學跟評量，簡化老師們的工作

同時也可以更加精緻課程的推動。另一方面，社交能力、人際互動等內涵，



也有機會在彈性學習課程能夠深化執行，培養學生 6C 自主學習力，包括：

6C 全球素養（創新、批判思考、溝通、協作、公民素養、品格）及 NPDL 整

體系統提供豐富的機會讓學生協作、建立新的學習關係、並從中學習，提升

深度學習能力和精緻化評量進程的新教學法。而在未來人才的框架中，6C 是

指：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協作）,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關於批判思考、創新跟溝通協作也許我們有做比較多；公民素養跟品格，

包含同理心、社交技巧等面向，則關乎彈性學習課程的價值。所以當我們把

目光聚焦在彈性學習課程的價值後，就會發現在此狀況之下，彈性學習課程

的精準度要更加提高，要做到有辦法在彈性學習課程當中呈現學生有溝通、

有協作，且具備公民素養與品格。 
（一） 增能研習形式討論： 

1. 玫欣校長提出子 1 研習辦理方式討論： 
以上、下學期各一次的點狀增能研習來說，加上一共 33 所學校，

參與人數眾多，系列工作坊會比較困難。這學年我們的主軸放在 AI，又

要扣合社群運作，AI 這個工具可以幫助社群運作，那就要跟這些科技

中心辦理的 AI 研習有所區隔，讓社群領導人研習回去覺得有所幫助。 
2. 馨嬅主任提出子 2 協作學校增能研習辦理方式討論： 

希望協作學校辦理增能研習的時間與形式可保留一點彈性，內容應

包含實務操作，才能真正對應到教師需求有所助益。各協作學校再依講

師課程安排上學期的研習日程。 
 

（二） 增能研習內容討論： 
1. 因才網「e 度」、酷 AI、Claude 或其他工具之分享比較； 
2. 教師所需要的 AI 工具應符合教師需求，能實務上縮減教師處理庶

務的工作時間而非花更多時間在篩檢 AI 提供的資料； 
3. AI 工具要能配合學生程度，其教學應用可著重在引導學生如何提

問的訓練。 
4. 推薦講師：教育部國教署蘇淑菁老師（邀請團隊或是推薦講師）、

臺北市仁愛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李美惠老師、領域教師。 
5. 來淑校長提示增能的核心概念：在於「運用數位科技來優化彈性學

習課程」，不只是介紹工具，而是在課程研發的過程中需要運用 AI
工具來協助我們。 

（三） 婉琦校長建議： 
我們不變的主軸著重在學生的學習歷程，從學生的視角去看到他整

體學習過程跟他的學習成效，仍然期望是以探究式的主題來深化學生自

主學習的能力，使得彈性學習課程更加精緻化，且各所學校都可以適用。

AI 數位工具的運用，不僅是我們臺北市教育政策，還有整個教育發展

趨勢來講，都是目前炙手可熱的課題，是讓我們老師在教學方面，無論

是課程設計、或是教學歷程上的活化很好運用的一個部分。 



十月有一系列教育部提供四場線上 1 小時的研習，很多都跟 AI 有
關，蘇淑菁老師也是其中分享課程教學運用的講師，我們的方向應該放

在結合現有的資源、平臺，讓老師們可以運用在校本特色的彈性學習課

程；也是社群可以運用、大家一起精進成長的方向。或許可以採用團隊

方式，介紹工具的運用輔以實際操作的機會，辦理系列工作坊。例如運

用 AI 使得素養導向的提問，如何更加符合課綱的精神、更生活化、更

加適當，老師有了運用的能力，回到原學校可以放諸四海皆準，對教師

便有實質上的助益。這是我對 AI 共備教學力的思考：結合現有平台，

理論說明與引導，用分組團隊的方式來執行。期末發表可以著重在這個

方向進行以終為始的發表。 
（四） 富財課督總結： 

第五群組市任務便是關於這方面的智慧教學。因此，我們也可以跟

八大群組合作建立一個師資的人才庫，使得我們在辦理研習的師資方面

可以有一致的水準。另一方面，酷 AI 雖然還在發展中，但可以做不同

AI 工具的比較，讓參加的老師有實作，會有較多收穫，也能顯現北市教

育政策推動的成果。 
三、結論：通過課程領導組計畫草案及增能主題名稱以及各月份所辦的主題，

請各群依據所負責的場次進行講師邀聘。 
四、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