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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層面 

 

評鑑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評鑑細項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簡要文 

字描述 
1 2 3 4 5 

課程
設計 

 

課

程

總

體

架

構 

1. 

教育

效益 

1.1 學校課程願景，能呼應課綱之基本理念、目標，具

適切性及理想性。 

    ˇ 依學校條件分

析與課程發展

資源擬定願

景，能呼應課

綱之基本理念

與目標 

1.2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節數規劃， 

能適合學生學習需要，獲致高學習效益。 

    ˇ 依照課綱之規

範來規劃課程

之學習節數，

能適合學生學

習需要 

 

2. 

內容

結構 

2.1 含課綱及縣府規定之必備項目，如背景分析、課程

願景與目標、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節數課

程分配表、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劃、學生畢業

考或會考後至畢業前課程規劃與實施及相關附

件。 

    ˇ 課程計畫之內

容，依照縣政

府課程計畫平

台之項目詳實

規劃並上傳，

資料及附件齊

全。 

2.2 各年級各領域/科目(部定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 

(校訂課程)教學節數及總節數規劃符合課綱規定。 

    ˇ (部定課程)及

彈性學習課程

(校訂課程)教

學節數及總節

數規劃均符合

課綱規定。 

2.3 適切規劃法律規定教育議題之實施方式     ˇ 適切規劃法律

教育議題(性

平、家暴、交

通安全、資訊

議題等)融入

領域及校訂課

程與學校活

動。 

3. 

邏輯

關聯 

學校課程願景、發展特色及各類彈性學習課程

主軸，能與學校發展及社區文化等內外因素相互連結。 

    ˇ 配合社區水五

金相關產業，

本校發展水舞

金校訂課程，

強調學生從做

中學習。 

4. 

發展

過程 

4.1 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為課程發展重要參照資料。     ˇ 進行本校SWOT

分析，參考學

校相關優勢，

發展本校課



 

程。 

4.2 規劃過程具專業參與性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議通過。 

    ˇ 召開課發會審

查本校校訂課

程。 

領

域 

/ 

科

目

課

程 

5. 

素養

導向 

5.1 教學單元/主題及教學重點之規劃，能完整納入 

課綱中本教育階段納入之學習重點，包括學習內容 

及學習表現，以有效促進核心素養之達成。 

    ˇ 課程計畫撰

寫，使用新課

綱格式，將學

習內容及學習

表現納入課程

計畫。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題之教學設計，適合學生

之能力、興趣及動機，提供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

究及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 

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特徵。 

    ˇ 課程內容符合

學生生活情境

及兼顧地方特

色，提供學生

練習與體驗。  

6. 

內容

結構 

6.1 內含課綱及縣府規定課程計畫中應包含之

項目，如各年級課程目標或本教育階段領域/核

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名稱、教學重點、教學進

度、評量方式及配合教學單元/主題內容融入議

題之內容摘要。 

    ˇ 以新課綱教案

格式撰寫，各

課程計畫撰寫

符合規範。 

6.2 同一學習階段內各教學單元/主題彼此間符合順 

序性、繼續性及統整性之課程組織原則。 

   ˇ  符合新課網規

範撰寫。 

7. 

邏輯

關聯 

7.1 核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教學重點、教學時 

間與進度以及評量方式等，彼此呼應且具邏輯關連。 

    ˇ 彼此呼應，具

關連性。 

7.2 若規劃跨領域/科目統整課程單元/主題，主題內 

容間應彼此具密切關連之統整精神；採協同教學之 

單元，應列明參與授課之教師及擬採計教學節數。 

   ˇ  未實施協同教

學。 



 

 

評鑑

層面 

 

評鑑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評鑑細項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簡要文

字描述 

1 2 3 4 5 

 領

域 

/ 

科

目

課 

程 

8. 

發展

過程 

8.1 規劃與設計過程蒐集、參考及評估本領域/科目

課程設計所需之重要資料，如領域/科目課綱、學校

課程願景、可能之教材與教學資源、學生先備經驗 

或成就與發展狀態、課程與教學設計參考文獻等。 

    ˇ 符合發展

過程 

8.2 規劃與設計過程具專業參與性，經由領域/科目 

教學研究會、年級會議或相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 

共同討論，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ˇ 邀請專家

學者提供

專業知識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9. 

學習

效益 

9.1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單元或主題內容，符合學生 

之學習需要及身心發展層次。 

    ˇ 需合學生

發展需求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內容與活動，能提供

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及整合之充分

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 

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目標。 

    ˇ 提供學生

學習機

會，達成

課程目標 

10. 

內容

結構 

10.1 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之內含項目，符合主

管機關規定，如年級課程目標、教學單元/主題名稱、單

元/主題內容摘要、教學進度、擬融入議題內容摘要、自

編或選用之教材或學習資源和評量方式。 

    ˇ 

符合彈性

課程規範 

10.2 各年級規劃之彈性學習課程內容，符合課綱規定

之四大類別課程（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社團

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其他類課程）

及學習節數規範。 

    ˇ 

符合彈性

課程規範 

10.3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組成單元或主題，彼此間符 

合課程組織的順序性、繼續性及統整性原則。 

    ˇ 符合彈性

課程設計

原則 

11. 

邏輯

關聯 

11.1 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主題，能呼應學 

校課程願景及發展特色。 

    ˇ 呼應學校

課程願及

特色 

11.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學單元或主題內容、課程

目標、教學時間與進度及評量方式等，彼此間具相 

互呼應之邏輯合理性。 

    ˇ 
符合彈性

課程規範 

12. 

發展

期程 

12.1 規劃與設計過程中，所蒐集且參考及評估各彈性

課程規劃所需之重要資料，如相關主題的政策文件與

研究文獻、學校課程願景、可能之教材與教學資源、

學生先備經驗或成就與發展狀態、課程與教學設計參

考文獻等。 

    ˇ 

符合彈性

課程規範 

12.2 規劃與設計過程具專業參與性，經由彈性學習課

程規劃小組、年級會議或相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共

同討論，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特殊需求類課程，並經特殊教育相關法定程序通過。 

    ˇ 
符合規範

程序與相

關程序 



 

 

評鑑

層面 

 

評鑑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評鑑細項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文字描述 

1 2 3 4 5 

課程 
實施 

各

課

程

實

施

準

備 

13. 

師資 

專業 

13.1 校內師資人力及專長足以有效實施各領域/科 

目及彈性學習節數課程。新設領域/科目，如科技、 

新住民語文之師資已妥適安排。 

    ˇ 校內師資

充足，校

內專長師

資充足。

能參與新

住民語直

播共學計

畫，落實

各項學習

普及化。 

13.2 校內行政主管和教師已參加新課綱專業研習或 

成長活動，對課程綱要內容有充分理解。 

    ˇ 辦理校內

素養導向

命題研習

等，對課

程綱要內

容充分理

解。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會 

議及專業學習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同備課、觀課及 

議課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課程計畫及教材 

內容。 

    ˇ 校內成立

六個教師

專業社

群，本校

教師均參

與至少一

個校內社

群活動。 

14. 

家長 

溝通 

學校課程計畫獲主管機關備查後，上傳學校網路首

頁供學生、家長與民眾查詢。 

    ˇ 學校網頁

首頁設課

程計畫連

結 

15. 

教材 

資源 

15.1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所需審定本教 

材，已依規定程序選用，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源 

能呼應課程目標並依規定審查。 

    ˇ 

符合規定 

15.2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場地與設 

備，已規劃妥善。 

    ˇ 
符合 

16. 

學習 

促進 

規劃必要措施，以促進課程實施及其效果，如辦理 

課程相關之展演、競賽、活動、能力檢測、學習護 

照等。 

    ˇ 
搭配相關

教學活動 

各

課

程

17. 

教學

實施 

17.1 教師依課程計畫之規劃進行教學，教學策略及 

活動安排能促成本教育階段領域/科目核心素養、精 

熟學習重點及達成彈性學習課程目標。 

    ˇ 符合 



 

實

施

情

形 

17.2 教師能視課程內容、學習重點、學生特質及資 

源條件，採用相應合適之多元教學策略，並重視教 

學過程之適性化。 

    ˇ 教師重視

教學過程

之適性化 

18. 

評量 

回饋 

18.1 教師於教學過程之評量或定期學習成就評量之 

內容及方法，能掌握課綱及課程計畫規劃之核心素 

養、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並根據評量結果進行學 

習輔導或教學調整。 

    ˇ 

加入素養

導向試題 

18.2 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會議及各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能就各課程之教學實施情形進行對 

話、討論，適時改進課程與教學計畫及其實施。 

    ˇ 定期社群

活動及成

果分享並

滾動修正 



 

 

評鑑

層面 

 

評鑑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評鑑細項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異) 
文字描述 

1 2 3 4 5 

 
 
 
 
 

 
課程

效果 

 

領

域 

/ 

科

目

課

程 

 

19. 

素養

達成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於各領域/科目之學習

結果表現，能達成各該領域/科目課綱訂定之本教 

育階段核心素養，並精熟各學習重點。 

   ˇ  

符合各領

域核心素

養。 

19.2 各領域/科目課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以外

之其他非意圖性學習結果，具教育之積極正向價 

值。 

    ˇ 
具積極正

向價值 

20. 

持續 

進展 

學生在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現，於各年級及

學習階段具持續進展之現象。     ˇ 

ˇ學生表

現持續進

展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21. 

目標

達成 

21.1 學生於各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結果表現，能

符合課程設計之預期課程目標。 

21.2 學生在各彈性學習課程之非意圖性學習結 

果，具教育之積極正向價值。 

    ˇ 

學生透過

水五金校

訂課程及

閱讀課

程，提升

學習力、

反思力、

行動力、

創造力 

22. 

持續 

進展 

學生於各類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成就表現，具持續進

展之現象。 
    ˇ 

學習表現

持續成長 

課
程
總
體
架
構 

23. 

教育

成效 

 
學生於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結果表

現，符合預期教育成效，展現適性教育特質。     ˇ 

學習表現

符合符合

預期成效 

評鑑結果之運用 

或 

課程修正事項 

一、校訂水五金課程教學 

(一)課程設計符合橫向與縱向連結。 

學年間進行課程滾動修正與調整，並於課發會時提出討論，課發會成員含括低、中、

高及各領域代表，具備橫向與縱向課程連結。 

(二)課程執行依照檢視、規劃、執行、省思四步驟。 

水五金課程經常提出檢視與討論，並在每學期末，就進行水五金課程的全校分享，

學年間共同討論教學時需改進的部分，辦理水五金彈性課程研習，全校共同參與了

解水五金課程。 

(三)符應學校發展方向，112學年度水五金課程加入國際教育部分。 

本學期初，請各學年於水五金課程加入國際教育部分，先於教師晨會上提出各學年

討論之課程，並於期初課發會時，提出討論與通過。 

(四)落實課程評鑑，能督促課程精進。 

每學年老師都能提出水五金課程進行成果，與學年間教師對話的省思討論，在進行

次一年的課程計畫時，也會提供給新學年老師做設計課程時的參考。 

 
 



 

【學校特色課程】 評鑑結果分析 

一. 評鑑對象： 

以學校特色課程--「水五金課程」為評鑑對象。 

二. 評鑑層面： 

(一)課程設計 

1.學習效益 

(1)各彈性學習課程之單元或主題內容具備統整性，並能符合學生學習需及發展層次。 

A.課程達縱向及橫向的連結，符合學生學習階段。在每個學習階段，依據學生發展程

度，設計不同的表現任務，如：高年級有水龍頭安裝任務。 

   

 

 

 

 

 

 

 

 

 

 

 

 

 

 

 

 

 

 

 

 

 

 

 

 

 

 

 

 

 

 

 

 

 

課程 

主軸 
水舞傳奇 

探索在地水五金產業 
水潤自然 

關心家鄉生態議題 
水懷溫情 

關懷家鄉特色發展 
水漾國際 

拓展國際多元視野 

一年級 
初遇水五金 
水五金故事館 

小水滴的旅行 
水循環觀察 

水龍頭的故鄉 
認識社區 

悅讀國際 1 
國際繪本展 

二年級 
水落石出 
水管樂高 

環保洗刷刷 
環保潔廁 

畫我家鄉 
繪畫家鄉景物 

悅讀國際 2 
國際繪本展 

三年級 
水龍頭的誕生 

水龍頭製作 
省水大作戰 

省水裝置 

走讀「頂番婆」 
家鄉健走 

水龍頭創國際 
紅點比賽夢 

四年級 
飲水思源 
水費帳單計算 

家鄉小記者 
聚落經濟 

走讀「頂番婆」 
家鄉健走 

水龍頭出國去 
外銷國家的認識 

五年級 
水五金追追追 
翻砂、電鍍、鍍膜 愛水小尖兵 元宵踩街趣 

參與社區踩街 
水舞國際 
產業競爭力 

六年級 
我是水龍頭小達人 

校園水龍頭更換 
我愛這片地 
農地汙染探討 

元宵訪街趣 我是行銷小達人 
DM 行銷 

表現任

務 

低：落水管取物 

中：水龍頭組裝 

高：水龍頭安裝 

低：環保潔廁 

中：省水報告 

高：水質檢測 

低：多元家鄉介紹 

中：實踐家鄉踏尋 

高：家鄉特色行銷 

低：閱讀分享 

中：國際紅點設計 

高：行銷說明書製作 

 



 

(2)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內容與活動，能提供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及 

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

程目標。 

A.以五年級上學期「我是水五金行銷小達人」課程為例，從「水龍頭構造和認識」讓學

生小組探究，更認識水五金產業。透過「行銷技術與應用」蒐集相關廣告，分組進行

討論，並思考優良的行銷方式，並進行設計。進行「水五金行銷發表會」給學生發表

與整合之機會，課程設計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特徵。 

 

 

 

 

 

 

 

 

 

 

 

 

 

 

 

 

2.內容結構 

(1)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之內含項目，符合主管機關規定，如年級課程目標、教學單元/

主題名稱、單元/主題內容摘要、教學進度、擬融入議題內容摘要、自編或選用之教材或學

習資源和評量方式。 

 

 

 

 

 

 

 

 

 

 



 

 

 

 

 

 

 

 

 

 

 

 

 

 

 

 

 

 

 

 

 

 
 

 

3.邏輯關聯 

(1)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主題，能呼應學校課程願景及發展特色。 

各年段水五金彈性課程設計，都以水五金為核心，呼應學校課程願景及發展特色。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學單元或主題內容、課程目標、教學時間與進度及評量方式等， 

彼此間具相互呼應之邏輯合理性。 

   

 

 

 

 

 

 



 

 

 

 

 

 

 

 

 

 

 

 

 

 

 

 

 

 

 

 

(2)水五金課程與閱讀跨領域教學，強化校內閱讀推動教學，符合學校發展願景。 

理念               閱讀生活，理解世界，創造未來 

目標 

1.能運用閱讀策略，增廣閱讀深度與廣度，增進學生視野。 

2.讓學生喜歡閱讀，愛上閱讀，並且養成閱讀的好習慣。 

3.善用數位工具與資源，培養國際移動力，並具備關懷世界的能力。  

4.透過閱讀認識家鄉，運用閱讀素養，進而理解世界。 

主軸 固本 全人 前瞻 創新 

課程 

閱讀理解課程 

(校訂閱讀課程) 

1.閱讀彈性課程 

2.閱讀理解課程融

入各領域 

3.多文本閱讀課程 

圖書館利用教育 

(校訂閱讀課程) 

1.閱讀彈性課程 

2.雲水書車、行動

書車閱讀 

3.閱讀護照，記錄

個人閱讀歷程。 

跨領域主題探究

數位閱讀學習 

1.藝文參訪 

2.雙語閱讀、雙

語數位閱讀。 

3.SDGs 課程、

女孩日展覽 

走讀社區 

(結合水五金課程) 

1.走讀家鄉 

2.結合水五金彈性課 

3.多元閱讀課程-小

書製作、主題書

展、雙語故事廣播 

檢核 

＊各領域評量加

入素養閱讀測驗 

＊學習單 

＊課堂口頭發表 

＊閱讀護照 

＊資料檢索 

＊討論分享 

＊學習單 

＊個人學習歷程 

＊討論分享 

＊實作紀錄 

＊活動參與 

＊討論報告 

＊學習單 

 

 

 

 

 

 

 

 

 



 

(二)課程實施 
1.師資專業 

(1)水五金課程進行公開觀議課，透過學年間老師對話，進行滾動修正。 

 

 

 

 

 

 

 

 

 

 

 

 

 

 

 

 

 

 

 

 

 

 

 

 

 (三)效果 

1.目標達成 

(1)學生於各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結果表現，能符合課程設計之預期課程目標。學生學習 

成果符合學習目標，學習單具備檢核選項，提供學生知悉學習情形。 

 

 

 

 

 

 

 

 

 

 

 

 

 

 



 

(2)學生在各彈性學習課程之非意圖性學習結果，具教育之積極正向價值。各彈性學習課程
之單元或主題內容，符合學生之學習需要及身心發展層次。 

低年級以實作、學習、操作為主，學習單符應學生身心發展，以繪畫和連連看等方式，
符合學生之學習需要及身心發展層次。 

 

 

 

 

 

 

 

 

 

照片說明:低年級運用參觀、圖卡分類等，能引發徐生學習興趣，更能達到學習成效。 
 

2.持續發展 

(1) 學生於各類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成就表現，具持續進展之現象。 

各年段水五金課程具備加深、加廣的設計內容，課程能持續發展，並且每學期進行橫向與縱向的課程研

討與修正，本校水五金課程能持續發展。 

 

 

 

 

 

 

 

 

 

 

 

 

 

 

(2)關注重要議題，提供學生學習機會。 

 

 

 

 

 

 

 

 

 

 

 

 

 

二年級實務操作 

三年級創意討論 

四年級 

閱讀了解水五金 



 

三. 執行歷程 

(一)課發會通過彈性課程計畫。 

(二)學期初，彈性課程審視與規劃(學年會議) 

(三)學期中，彈性課程執行與觀議課 

(四)學期末，彈性課程討論與省思(學年會議、領域會議) 

(五)彈性課程檢討與報告。各學年提出112學年上學期水五金。 

(六)學期初，彈性課程審視與規劃(學年會議) 

(七)學期中，彈性課程執行與觀議課 

(八) 學期末，彈性課程討論與省思(學年會議、領域會議) 

(九)彈性課程檢討與報告。各學年提出112學年下學期水五金。 

(十)課發會審視111學年度彈性課程課程評鑑。 

四. 反思與回饋 

(一)課程設計符合橫向與縱向連結。 

學年間進行課程滾動修正與調整，並於課發會時提出討論，課發會成員含括低、中、高及各領域代表，

具備橫向與縱向課程連結。 

(二)課程執行依照檢視、規劃、執行、省思四步驟。 

水五金課程經常提出檢視與討論，並在每學期末，就進行水五金課程的全校分享，學年間共同討論教學

時需改進的部分，辦理水五金彈性課程研習，全校共同參與了解水五金課程。 

(三)符應學校發展方向，112學年度水五金課程加入國際教育部分。 

本學期初，請各學年於水五金課程加入國際教育部分，先於教師晨會上提出各學年討論之課程，並於期

初課發會時，提出討論與通過。 

(四)落實課程評鑑，能督促課程精進。 

每學年老師都能提出水五金課程進行成果，與學年間教師對話的省思討論，在進行次一年的課程計畫時，

也會提供給新學年老師做設計課程時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