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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學校課程總體架構 

1、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1-2 盤點分析學校課程發展的優劣條件、機會與威脅 

面向 
優勢 

Strength 

弱勢 

Weakness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行動 

Action 

地理環境 

1.臨近縣市行
政及商業中
心，資訊接
觸較方便。 

2.位彰化市中
心，交通便
利。 

3.社區型學校
，屬文教社
區較無其他
不良環境干
擾。 

1 文化刺激少
，學習不利
。 

2 附近有多所
國中、國小
學校，密度
高，競爭激
烈。 

1.社區資源豐
富，包含文
教、醫療、
社政等資源
。 

2.社區型學校
，社區仍在
興建中，帶
領社區轉型
。 

1.家長社經、
教育程度中
上，但對學
校事務較多
意見。 

2.學校校地不
大，適合活
動的空間不
多。 

1.建置社區型
學校，結合
學校特色完
成整體校園
規劃。 

2.引進社區資
源，積極發
展能源科技
教育。 

3.加強安全教
育。 

4.運用社區自
然與人文資
源。 

學校規模 

1.國中、高中
一貫學校，
兼顧國中學
生發展。 

2.小型學校班
級，利於照
顧到每一位
學生。 

1.國中規模較
小，教師員
額及人力調
整存在危機
。 

2.學生活動空
間較小。 

1.小型學校規
模，師生互
動佳，有利
凝聚力的提
升。 

2.整體規劃時
可將社區融
入在學校之
發展中，活
化軟體設備
。 

1.國中規模過
小，對於社
團多元性發
展存在不利
影響。 

2.少子化影響
，學生數變
少，教師心
裡壓力大，
威脅教學成
效 

1.發展學校特
色，建構小
而美的社區
型學校。 

2.規劃校園環
境，重視空
間利用，營
造學校特色
，達成良性
循環。 

3.排課可顧及
專科教室使
用。 

硬體設施 

1.資訊化設施
逐 步 規 畫
設置，便利
教 學 與 行
政。 

2.各項教學所
需 軟 硬 體
逐 漸 設 置
，提升教師
工作效能。 

3.圖書館圖書
充裕，有助
學生學習。 

1.人力缺乏，
設 備 管 理
不易。 

2.一般普通教
室均缺乏電
子  e 化教
學設備，影
響教師教學
品質。 

1.增建新大樓
，學校整體
空 間 規 劃
更完善。 

2.透過計畫積
極 爭 取 補
助，更新設
備 

 

1.私校經費預
算 自 給 自
足，缺乏公
立 學 校 來
自 公 預 算
的支持，以
致 相 關 配
套 教 學 設
施 不 甚 完
備。 

2.部分專科教
室 e 化設備
宜汰舊換新
。 

1.積極爭取各
項補助，充
實 校 內 設
備。 

2.建置優質學
習環境。 



教師條件 

1.多數教師教
學經驗豐富
，具備應有
的專業知能
。 

2.有憂患意識
不放棄任何
一位學生，
充滿犧牲奉
獻的精神。 

3.多數教師有
研究創新的
能力。 

4.本校開設類
科符合社會
基礎人才培
育的需求。 

1.少數教師教
學技巧仍有
待提升。 

2.較難聘用具
備豐富經驗
的合格教師
。 

3.學生程度差
異大，倍增
教師教學壓
力。 

4.導師工作繁
瑣，無法積
極參與教學
行政 

5.教師除了教
學之外，在
親師溝通及
管教學生方
面，必須要
有更多的琢
磨。 

6.教師之流動
率相較於公
立學校為高
。 

1.法令限制較
少，自主性
高，容易發
展特色課程
。 

2.私校法通過
，私校教師
退撫新制，
拉近公私立
學校教師福
利，有利優
秀教師留任
。 

3.群科整合教
學多元創新
。 

4.高中職學費
補助政策，
有利於私校
發展。 

5.12 年國教，
私校有較多
發展機會。 

 

1.私校各項福

利與公立學

校仍有一段

落差，此為

教師異動的

最大因素。 

2.公立學校政
府提供補助
充裕，硬體
設備較豐富
。 

3.產業需求型
態急遽改變
。 

1.發揮教學研
究會的效能
。 

2.建立教學分
享、教學觀摩
機制。 

3.增強教師專
業的教學表
現。 

4.教學經驗豐
富的老師帶
領經驗不足
教師做師徒
經驗傳承。 

5.獎勵教師作
教學研究發
表、參加敎
案比賽以創
新教學內容
及方法。 

6.提供教材教
法理論與實
務經驗，以
利教師進修
参考。 

7.鼓勵各科教
學研究會以
工作坊型態
，進行各主
題領域之研
究，舉辦「
教師本位」
專業發展研
習。 

學生能力 

1.圖書館導入
數位化管理
，以利學生
借閱使用。 

2.學校重視國
際視野，加
強日語教學
，聘有外籍
日語專任教
師。 

3.部分普通班
設有教學多
媒體設備。 

4.完善之實驗
室設備，落
實實驗課程
，體驗所學
理論。 

1.部分學生學
習意願不高
。 

2.對未來進路
茫然，較缺
乏學習動機
。 

3.部分家庭經
濟較弱勢，
以致學生必
須於課後打
工，無法專
注於學習。 

4.部分學生因
家長工作忙
碌而較缺乏
家庭的支持
、關心。 

1.12年國教學
費補助政策
有利招收程
度較好學生
學習。 

2.透過家庭訪
問，家長能
與導師共同
關心孩子。 

1.縣內家長對
私校仍存在
刻板印象，
無法突破追
求國立明星
學校之迷思
。 

2.數位化圖書
館衝擊，公
立高中職購
書經費充裕
。 

3.廣設大學造
成部分學生
存有不需努
力亦可上大
學的心態。 

 

1.透過實施導
師親自家訪
及任課老師
評量追蹤，
主動發現學
習困難的學
生。 

2.開辦小班
制 補 救 教
學課程，扶
助 學 習 弱
勢 及 學 習
低 成 就 學
生。 

3. 指導學生
學習時間
管理，每天
充分做好
課後複習。 

4.培養學生
良好的閱
讀習慣。 

5.加強學生的



體適能，以健
全體魄、促進
學習能力。 

6.首重品德教
育，落實於日
常生活。 

家長條件 

1.家長樸實 ,
對學校深具
信心。 

2.積極主動協
助學校發展
。 

3.背景單純，
人情味濃厚
。 

1.普遍忙於生
計，疏於管
教。 

2.教育程度低
，對教育改
革理念之認
知不足。 

3.家長會經費
來源有限，
無法提供更
多協助 

1 辦理親職教
育。 

2.親師溝通管
道暢通。 

3.實施家庭訪
問，增進教
育理念交流
。 

4.提供參與校
務機會。 

1.謀生不易，
外出離家者
眾，增加家
庭教養困難
。 

2.家庭變故率
高。 

3.經濟不景氣
，待業家長
多。 

1.整合家長會
及義工資源
，推展家長
成長團體。 

2.成立家長支
持連絡網。 

3.辦理班親會
, 讓家長參
與班級活動
。 

社區文化

環境 

1.校友會、家
長會支持學
校辦學理念
，並積極參
與。 

2.學校師生定
期作社區環
境清潔服務
，與社區互
動良好。 

3.力行革新，
導入內部控
制管理。 

4.很多校友事
業有成、社
經地位頗高
，對母校發
展能盡心盡
力。 

1.學生閱讀風
氣須待培養
。 

2.學校教師文
化較保守，
創新改變不
易。 

3.多數家長來
自農村，無
暇關心或參
與孩子的學
習活動。 

1.社區學校常
合作辦理各
項活動。 

2.校長為在地
人，具有良
好人脈基礎
。 

3.增建新大樓
，學校整體
空間規劃更
完善。 

4.學生素質不
斷提高，對
本身之信心
、榮譽感增
強。 

5. 12 年國教學
費補助政策
，讓鄰近鄉
鎮學生選擇
就讀本校。 

1.未完全落實
PDCA 品管
機制嚴控行
政執行品質
。 

1.推動環境教
育融入課程
及實際生活
中。 

2.辦理 12 年
國教校內宣
導，使本校
師生更充分
了解 12 年
國教意涵。 

3.邀請專家學
者蒞校諮詢
，輔導本校
行政團隊，
提升本校行
政效能。 

教育政策 

1.私校行政較
有彈性，容
易發展特色
課程。 

2.透過課發會
、教研會等
專業對話發
展課程。 

3.重視人文、
品德之學校
文化。 

4.配合課程發
展需求更新
課程。 

1.教師團隊參
與課程研發
風氣尚未成
形。 

2.設備資源廣
度不足，可
能導致課程
發展不如預
期。 

3.群科主任兼
任其他職務
，影響課程
發展推動效
率。 

1.雲端科技發
達，有利課
程教材數位
化發展。 

2.落實生涯輔
導規畫課程
，有助於學
生發現自我
，提早穩定
學習。 

3.特聘日籍教
師到校指導
，提高學生
聽、說、讀、

1.鄰近友校類
科課程相同
，不易張顯
特色。 

2.同領域教師
群人數不多
，課程發展
常遇瓶頸。 

3.部分專科教
室 e 化設備
宜汰舊換新
。 

4.本校學生數
學學習成果

1.基礎扎根以
提昇教學能
力。 

2.活化數學科
教學並融合
資訊科技。 

3.以規劃設計
過的課程提
升學生參加
各項全國性
校外競賽或
AMC測驗。 

4.生涯導航，



5.學校實施目
標管理。 

4.學校特色課
程未與友校
有明顯的區
隔。 

5.專業教師參
與各項研習
意願不高，
課程發展推
動不易。 

寫能力。 表現有待提
昇。 

輔導學生認
識自己、瞭
解多元入學
管道與職業
探索。 

5.協助學生認
識自我、發展
自我特質、激
發內在潛能
為目標。 

6.充實生涯規
劃教室設備
、輔具，提升
生涯輔導課
程效能。 

7.改善或汰換
陳舊教學設
備。 

教師專業

發展 

1.教師進修、
研習意願高
，有利精進
教學與專業
成長。 

2.專門類科教
師有很多機
會與業界互
動，能與時
併進。 

3.多數教師積
極參與教學
行政，配合
度高。 

4.教師積極參
與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 

1.部分教師進
修意願不高
。 

2.新進教師適
應力不足、
異動率較高
。 

3.課務及行政
工作繁重，
無法積極參
與專業發展
進修、研習
。 

4.社會職場變
化快速應變
不易。 

1.私校行政較
有彈性，容
易聘任各類
科社會上專
業教師。 

2.導入新觀念
，讓教學內
容能跟上產
業腳步。 

3.網路提供多
元化學習管
道。 

4.家長及社會
人士越來越
關心教師的
專業能力與
素養。 

1.私校經費預
算自給自足
，缺乏公立
學校來自公
預算的支持
，以致相關
配套教學設
施不甚完備
。 

 2. 唯專業類
科合格教師
不易聘任。 

3.無法突破傳
統升學導向
之束縛，難
脫傳統教法
。 

1.舉辦教學觀
察與回饋。 

2.實施新進教
師培育，成
立新進教師
輔導系統，
幫助其早日
融入正德學
校文化。 

3.鼓勵合作教
師相互教學
觀察，建立
教學檔案，
強化教師專
業能力與素
養。 

4.發展學校本
位之評鑑規
準。 

 5.以合作教師
制度敦聘資
深優良教師
，協助新進
教師及教學
以提升教學
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