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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臺北市南門國中校長韓桂英
整理：陳玲玲

課程發展實務

一、心情指數？

今天的心情指數？享受自己的角色。

二、避免開會開到死，先定規則

課程進行方式、進行方式、時間掌控。

三、課程發展的重要性？

從校務評鑑說起。

現今課程發展的特色及疑慮？

四、與課程發展相關的人、事、物

校長、主任、行政人員、老師、家長、學

生、社區、業主等。

五、行政主管對課程發展的重要性

● 是學校課程決定者。

● 團隊整合者。

● 資源的提供者。

六、學校主管面臨的課程領導的困境

● 成員參與意願如何？

● 教學生態有利與否？

● 法令及制度配合情形？

● 課程發展之權責與規範？

● 課程推動過程有缺失嗎？

七、能做到課程發展及革新的必備因素

● 正確辨識問題。

● 有明確的努力方向。

● 行政程序與組織的配合。

● 成員的認同及投入。

● 足夠的設備、資源及時間。

● 技術的配合。

● 經驗成長交流的機會。

八、學校行政主管態度

● 從被動的業務承接者至主動投入者。

● 潛心研究課程及教學內涵。

●與教師進行觀念溝通，促成教師的省思及發

現。

● 強化教師凝聚力，讓口號轉變為實踐。

● 邀請專家指導及修正。

九、學校課程領導者的任務

● 評估情境。

● 成立工作小組。

● 訂定學校願景及課程架構與目標。

● 設計課程方案。

● 解釋並準備實施。

● 檢視進度、問題、評鑑及修正。

● 維持與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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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校課程發展機制之運作

1.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

2.成立各（跨）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或跨校際小組。

3.教科書評選委員會。

4.設置學習領域資源中心。

5.建立課程評鑑機制。

十一、課程發展的領導策略

1.建構學習型組織以培養團隊互動能力。

2.提供充分的時間與資源。

3.營造有利氣氛確立學校願景。

4.建立學校自我運作機制。

5.妥善運用外在的倡導活動。

6.建立課程評鑑的機制。

7.促發課程系統化的革新。

十二、結論與建議

結論：

●教師要理解促成學校改革發展的情境脈絡後，

才能對課程革新始能產生責任感。

●學校行政人員須落實課程與教學領導，始能有

效提昇教育品質。

●課程領導行動策略需在不同情境下，有因地、

因人制宜的特色。

●應分析影響行政人員課程領導的因素並務實提

出改變之方。

建議：

●充實學校行政人員課程領導知能。

●強調學校行政人員對「革新首要需革心」的體

認。

●建立有效能的學校課程發展運作機制。

●持續提昇學校行政人員的課程領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