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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現況之研究

—以中部三所學校為例

壹、緒論

學校本位課程是以學校的教學理念及學生的需要為核心，以學校的教育人

員為主題，並考量社區的特色及家長的期望，符合教育主管機關的法令及政府

的規範，針對學校課程所進行的規劃、設計、實施與評鑑，期能培養學生帶著

走的能力。

一、研究動機

九年一貫新課程強調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以學生學習中心取代學科

本位的傳授。因此，在課程綱要裡規劃了佔上課總節數 20％的彈性教學節數。

所謂的彈性教學節數，不是制式的教學課程，而是「學校本位課程」（School-

based curriculum）。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的特色是以基本能力做為課程設計的核心架構；以統整

的合科教學取代分科教學；以學校本位發展提供學校及教師更多彈性教學的自

主空間；以各個層級分工的課程行政措施取代中央集權式的課程統治。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的走向，它意味著行政單位對學校過度管制的鬆綁，也象徵著學校

自主時代的來臨。然而，在權力更迭的過程中，學校的本位課程發展之脈絡、

面臨的困境及解決策略，是必需要思考的方向。

二、研究目的

若就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之向度來看：依正式課程而言，學

校得以選擇適合學生的學習教材；依非正式課程而言，各項表演、活動、競賽

等校內外活動，均可由學校加以設計規劃；而依潛在課程而言，教育人員的身

教、學校的境教以及其他課程的潛在影響，都是學校可以發揮的課程發展範圍。

其次，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也可以依學生能力、程度及經驗背景，規劃相關

課程，對學生做加深加廣的學習，提供學生適性化的課程；學校亦可以掌握社

區特性，參考社區特性，規劃鄉土教學，使課程與生活相互結合，提供學生生

活化的課程；各校更可強化各年級、各單元橫向、縱向的課程聯繫，也可以在

教學單元間、學科間、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等不同課程做學習經驗的整合，

供學生統整性的課程。至於目前所衍生的新興課題，如：多元文化教育、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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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環境教育、人權教育、休閒教育等，均可適時融入課程之中。此外，學

校亦可針對學校獨特的課程關係，進行學校研發課程的設計。

除此之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還可以從課程目標、教學科目、教材內容、

教學方法、教學時間、評量方法、教學資源等項度來看：就教學目標而言，學

校除貫徹國家所訂定之教育目標外，可建立自己學校辦學哲學，發展學校教育

的願景與目標；就教學科目而言，學校可斟酌學校條件與需求，自行設計教學

科目名稱；就教學內容而言，學校可用整合、加強、簡化、補充、調序等方法，

調整固定的共同課程內容，也可透過教科書的選擇，補充教材的編寫等方式，

提供學生適性化的過程；就教學方法而言，在不違背教育原理及教育法規的前

題下，學校可選用適切教育方法，以達成教育目標；就教學時間而言，學校可

以調整教學進度，可以做教學時間的增減或重新安排教學時間；就評量方法與

教學資源而言，學校可自行調整學習評量的方法，發展適切的評量工具，亦可

選用或自製各種教學媒體。

因此，本研究有下列幾個目的：

（一）探討個案中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歷程、實施狀況。

（二）瞭解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中遭遇的困難。

（三）尋求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困難的因應策略。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取質性個案研究法，探討中部三所國民小學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

歷程、實施狀況、在實施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及其因應策略。為達到研究目的，

運用觀察、文件分析等方法獲得研究資料，再配合文獻探討中的相關理論，加

以分析與詮釋。

（一）採用個案研究法的理由

依據 P. Airasian 和 L. R. Gay 的界定，個案研究是為了決定導致個人、團體

或機構之狀態或行為的因素或諸因素之間的關係，而對此研究對象作深入探究

（引自王文科、王智弘，2006）。戴明國（2005）指出個案研究法屬質的研究，

是有系統的針對特定的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之背景、發展、行為、概念想

法等作深入的探討分析。研究者的重點在於了解個案發展的過程而非產生的結

果，以期達成對個案通盤的了解。採用個案研究法的優點及理由包括以下幾點：

1. 此研究法比其他研究法對於事務的了解更為深入；

2. 在無法取得大量樣本進行比較研究時，個案研究法仍可對少數的樣本

進行探討；

3. 個案研究在資料的蒐集上，比其他研究法更來得有彈性。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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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現象中，由於研究對象大多是連續不斷改變和成長的個體，

其當下的行為往往受過去經驗的影響；因此，不能單視目前的情況

貿然論其原因，而這正是個案研究所以發展的有利條件（黃光雄，

2003）。

（二）研究對象的選取

研究對象的選取採用立意抽樣的原則進行。立意抽樣之邏輯和效力，在於

選擇資訊豐富之個案做深度的研究。資訊豐富之個案，是指這些樣本含有大量

對研究目的至關重要問題的資訊。選擇資訊豐富之個案有多種不同的方法，常

見的有：極端或異常個案抽樣、深度抽樣、最大變異抽樣、同質性抽樣、典型

個案抽樣、分層立意抽樣、關鍵個案抽樣、雪球或鏈式抽樣、標準抽樣、理論

或操作性建構抽樣、驗證性與否證性個案、機會抽樣、立意隨機抽樣、抽樣具

有政治重要性的個案、便利性抽樣等。這些方法的共同基礎是選擇資訊豐富的

個案，即那些可對有意義的事情提供大量資訊又值得研究的個案（吳姿儀、李

奉儒譯，1999）。

本研究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現況與問題，選擇中部三所分別為小型、中型、

大型國小為研究個案，因其能對本研究目的提供豐富的資訊，考量上述抽樣方

式，個案學校符合其中幾項條件：

1. 符合深度抽樣條件：深度抽樣的樣本是由那些對研究現象表現出充分

興趣的資訊豐富個案所構成的（吳姿儀、李奉儒譯，1999）。本研究

探討的是國小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現況與問題，三個案學校在學校本位

課程的推動上不遺餘力，以其在學校本位課程的優異表現，研究者認

為此三個案學校的發展狀況足以提供本研究相當豐富的資料。

2. 符合目標抽樣條件：合目標抽樣是藉選取已確知的豐富資訊提供者、

團體、位置或事件，獲得有關現象的資訊。本研究目的是要探討國小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因應策略，而個案學校除了

能提供豐富的文件資料外，透過觀察方式，能探討其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實施狀況、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其因應策略，反映出在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中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策略和改進的方向，是值得研究

的對象。

3. 符合方便性抽樣條件：雖然這種抽樣的方式不盡理想，但因此三個案

學校能提供豐富的資料，且能反映出課程發展的困難，在現有條件下，

是最容易進入或接觸的個案。在時間和人力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此三

個案學校的條件最容易取得資料。研究者分別為在此三所學校服務多

年，已取得校長、教務主任和其他教師之同意，可以隨時依需要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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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各項會議和教學活動，也有利於相關文件資料的取得，非常方便

本研究之進行。

貳、文獻探討

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定義

有關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定義繁多，從這些定義中，可以歸納出一些基本

的共同特徵，如下表 1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定義之歸納。

表 1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定義

學者（年代）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定義

Skilbeck（1984） 教育機構為學生所制定的學習方案的計畫、設計、應用和評鑑的

過程。

Eggleston（1980）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過程：是由課程發展團隊，根據學校內學生

的特質及需要，經過合作討論、計畫課程、實驗追蹤以及評鑑，

所設計出適當的課程活動；而此過程當中需要相關的資源以協助

學校課程的發展。

OECD（1979）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學校自發的課程發展過程，其權力、責任

需要中央與地方教育當局重新分配。而學校本位課程設計亦需要

教育當局以及專家學者的協助，以讓課程順利的發展。

張嘉育（1990）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係指學校為達成教育目的或解決學校教育問

題，以學校為主體，由學校成員如校長、行政人員、教師、學生、

家長與社區人士主導，所進行的課程發展過程與結果。

陳麗莉（2001） 參與學校教育的相關成員，包含校長、行政人員、教師、學生、

家長與社區人士，了解教育目標，分析學校內外情境，建立學校

教育願景，充分利用校內外資源，共同發展適合本校學生學習的

課程，以實現教育目標。

陳金春（2001）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以學校的教育理念及學生的需要為核心；

以學校教育人員為主體，結合所有與課程發展相關的人員，包括

校內如校長、行政人員、教師、學生，與校外如課程學者專家、

家長、社區人士等；以學校的情境及資源為基礎，根據學校的環

境、特色、具備之資源與社區發展特色及大眾的期望，對課程進

行設計、實驗、實施、評鑑、修正的工作。為一種強調學校自主、

自發、由下而上的草根性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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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連祺（1999）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教師及有關人員綜合考量上級機關所定課程

規範、地區學校需求和相關影響因素，合作發展於學校內實施正

式課程的歷程，經由理念和制度的興革與資源的整合，促進有效

教學。

胡應銘（1999）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學校本於專業自主，結合國家、社會、地方

與學校的需要，整合一切資源，從事課程研究，課程發展與課程

實施，從而建立學校辦學特色的過程。

高新建（1999）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以學校的教育理念及學生需要為核心，以學

校為中心，以學校教育人員為主體，為學校課程所進行的規劃、

設計、實施和評鑑。以學校的教育理念及學生需要為核心，同時

考量校外社區的發展特色，並回應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法令

與政策及大眾的期望。以學校為發展的主要場所及各項資源的主

要供應者，但是並不必然限定在校園內，而可以充分運用校外人

士及機關資源。由學校校長、處室主任、學年或學科主任、教師

等教育人員為主體，同時納入家長及社區人士代表，並且視需要

邀請校外的專家學者擔任諮詢委員。

有關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定義其實還有很多，但要掌握的精神是，它的意

義是隨著各國的國情而有所不同，每個定義都是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產

物，也可說是涉入者對於實際情形的詮釋，當中隱約可以看出各方的重點和需

求。

綜觀上述學者專家的見解，約略提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定義為：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係由校內人員（校長、行政人員、教師、學生、職員等）、以及校

外人士（家長、社區人士、學者專家）共同組織而成的團隊，針對學校課程做

全盤規劃。考量學校及其社區特色、資源，在中央規劃的整體課程架構下，配

合學校願景及教育理念，發展出一套適合學生、且能展現學校特色的適性、生

活化課程。就整個內涵而言，除了課程規劃外，尚需要有完整的課程設計、實

施的方案及課程評鑑工作。

二、影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因素

在許多實證研究中，都會提到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相關影響因素，綜觀所

有影響因素，Marsh 等人所提出的概念圖（如圖 1），或許可提供我們一個比

較完整的架構（Marsh et al., 1990：176-194），以下分別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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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類型與規模 學校氣氛 人員的參與

學校參與人

員的動機

對革新方
法的興趣

控制、責任
和自主權

外部的倡議與支持時間 資源

圖 1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概念圖（Marsh et al., 1990：176）

圖 1 的中心部分主要是學校內部自發實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三項內在因

素，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核心部分，外部六個變項則隨時影響著學校內部的

動力和課程發展歷程，說明如下：

（一）學校參與人員的動機

一所學校之所以能夠推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總是有「革新英雄」（hero 

innovators），改革可能起於學校接受某項交辦計畫或希望跳脫以往固定而僵化

的課程發展模式，帶領教師進行實際的革新行動，帶頭人物通常是校長、資深

教師，改革的目的有可能是基於個人野心或為了校內人員長遠的發展目標。

（二）對革新方法的興趣

若教師或校長對於當前狀況不甚滿意，他們會選擇具體的方式以解決問

題，改善學生的學習；當然，也有可能是基於教師的內在興趣，想對自己有所

提升。除內在的力量之外，外在壓力也會激起校內成員對於革新的興趣，如政

府政策或輿論的壓力，會促使校長願意嘗試改革的途徑。

（三）控制、責任和自主權

讓參與者感覺得到在整個歷程中，擁有控制和自主權是很重要的，若做不

到，教師無法扮演課程發展的中心角色，其結果會造成只是對教師做另一型式

的「控制」（control），而非「賦與權力」（empowerment）。

（四）活動的類型與規模

活動的類型視可行性、資金和教學目的而定，通常分類的方式可分為創新、

選擇或直接採用現行課程產品，前者自然比後者來得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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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氣氛

學校氣氛是促使學校革新的一項重要因素，校長的支持度、教師本身的

動機、教師間的凝聚力和學校文化等都是影響校內氣氛的主因。學校的開放程

度亦相當重要，愈開放的學校，愈能貫注於改革，一所開放的學校可以讓教師

擁有更多的自由和自主，並鼓勵教師之間具有更高層次的合作（Kelly, 1977：

152）。

（六）領導

許多研究都顯示，校長是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中關鍵性的領導者，他必

須指引全校邁向共同願景，尋求支援和資源使得改革方案得以進行，並隨時監

控整個歷程、協助發展人際間和組織內所需要的各種技能。

（七）時間

執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活動時常須耗費許多時間，這在原本日程表就很

緊湊的學校裡面是很有困難的，即使過程很有效率，也很難允許有足夠的時間

自我反省或相互的討論；對於個別教師而言，將時間花在非教學以外的活動是

一種非常昂貴的付出，也會增加許多負擔。

（八）資源

資源的類型有許多種，包含教材、校外專家、時間安排以及資訊的流通等，

資源必須配合計畫的目的來使用。

（九）外部的倡議和支持

外部機構（如中央或地方教育當局）擁有可促使學校改變的資源。由下而

上的草根模式是一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比較良好的狀態，但實際的情況是，學

校不可能避免外部政治勢力的界入，從許多個案研究的結果顯示，改革通常是

由外部機構發起的。

除了上述各項影響因素之外，尚有學者提出學校環境、參與人員及其專業

發展和有效合作、教職員的穩定性（Rennie & Treagust, 1993：8-9），以及權

力（Horenstein & Berlin, 1995：60）等因素也會影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三、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模式

Gay（1975）從課程內容的觀點提出課程設計的四種模式，此四種模式包

括﹕基本能力模式（Modifying Basic Skill Approach）、概念模式（Conceptual 

Approach）、 主 題 模 式（Th ematic Approach） 與 文 化 要 素 模 式（Cultural 

Components Approach）。

（一）基本能力模式

課程應該要顧及教育的基本讀、寫、算、及思考的能力外，也應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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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素養、自我反省、做決定及社會行動的能力。將族群文化內容融入基本能

力的學習，可以使學生的學校經驗與家庭經驗相連結，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

且配合學生的學習型態。

（二）概念模式

此模式以概念學習為課程的主要目的，因此課程以與族群文化相關的概念

為組織要素，這些概念包括認同、權力、生存、文化、溝通、社會化、種族主

義、地方、涵化、改變、族群。此外，人口學、社會學、文化地理學、心理學、

社會語言學、經濟學與政治學領域的相關概念也應納入課程中。由於任一概念

都牽涉多種學科的知識，因此，概念模式也是一種科際整合的模式。

（三）主題模式

主題模式強調的是族群共同面臨的問題或關心的議題，例如族群認同、不

正義與不公平的對抗、爭取自由等。課程設計強調從科際整合的觀點，探討這

些議題與不同族群經驗的關係，因此，比較與多元文化觀點的策略最適合此課

程模式。

（四）文化要素模式

文化要素模式課程所探討的層面比前三種模式窄，課程探討的重點集中在

某一特定族群有別於其他族群的文化要素，例如，族群期望、行為模式、溝通

系統、社會化過程、價值體系、人際關係模式等，都是課程內容的核心。

參、個案分析

一、個案一：A國小本位課程發展～「鹿港鄉土風情」

案例簡要描述

　　Ａ國小是一所超過百年的老校，位於「一府二鹿三艋舺」中的二鹿 -「鹿港」，

學校附近不僅有龍山寺、九曲巷、意樓、十宜樓、丁家大宅及民俗文物館等重要古蹟，

更是鹿港的中心學校，該校於民國 80 年至 98 年間，為鹿港地區的鄉土教材資源中

心，主要任務為發展並編撰以鹿港為主的鄉土教育教材。

　　該校於民國 92年因應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學校開始發展本位課程，以鹿港古蹟、

廟宇及人文風情等在地特色為主。由校長帶領課程發展委員會，以學年為主，分別

撰寫每學年上、下學期之主題彈性課程，各學年由學年主任為主，帶領級任及實習

老師討論出課程主題，再由實習老師撰寫出教案，經過學年實施課程後，再進行討

論修改，並完成課程，課程內容如下：

一年級第一學期：溫暖冬至圓　　　　　　　一年級第二學期：神奇捏麵人

二年級第一學期：我們都是好朋友　　　　　二年級第二學期：玩毽子

三年級第一學期：古蹟巡禮　　　　　　　　三年級第二學期：消失的ㄍㄡ仔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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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級第一學期：古蹟巡禮－細說文武廟　　四年級第二學期：普渡歌

五年級第一學期：鹿港茶點　　　　　　　　五年級第二學期：尋幽訪勝－建築

　　　　　　　　　　　　　　　　　　　　　　　　　　　　藝術面面觀

六年級第一學期：神祐鹿港　　　　　　　　六年級第二學期：鹿港風情「香」

　　　　　　　　　　　　　　　　　　　　　　　　　　　　傳篇

　　依據 Gay（1975）從課程內容的觀點提出課程設計的四種模式，此四種模式

包括﹕基本能力模式（Modifying Basic Skill Approach）、概念模式（Conceptual 

Approach）、主題模式（Th ematic Approach）與文化要素模式（Cultural Components 

Approach）。該校之課程發展模式屬於主題模式（Th ematic Approach）與文化要素

模式（Cultural Components Approach）。

二、個案二：B國小本位課程發展～「偶戲課程」

案例簡要描述

　　B 國小偶戲課程在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之前開始萌芽，在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

在藝術與人文教學群的努力下，結合音樂、美勞及表演藝術，逐漸發展成為 B 國小

的特色課程。

　　偶戲課程源起於教師的教學動機，約在 88 學年度左右開始布袋偶製作課程；皮

影偶是老師自大陸帶回傳統皮影偶後，開始指導學生從事影偶製作，布袋偶和皮影

偶製作是在高年級進行；而紙影偶則是在 88 學年度四年級配合審定版美勞課本相關

的教學內容而進行紙影偶的製作進行，在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前實施布袋偶、紙影偶、

皮影偶及手套偶課程。

（一）92 學年度開始實施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在課程發展委員會中經由討論

後由教師共同決定實施手套偶及皮影偶的統整課程，其結果如下：

1. 藝術與人文教學節數中年級 3 節，高年級 4 節。

2. 偶戲課程整合，停止布袋偶與紙影偶課程，四年級實施手套偶、五年級實

施皮影偶。

（二）九年一貫課程開始後的偶戲課程實施情形

1. 手套偶沒有製作手套偶，是以現成的偶演出，並未與美勞教師合作，而是

由音樂教師進行劇本寫作、手套偶配音、配樂及分組表演指導。

2.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之後，為藝術與人文領域，皮影戲課程也在老師的努力

之下，結合音樂、美勞與表演藝術，實施影偶製作、劇本寫作、配音、配樂、

操偶及舞台指導等教學內涵，成為一個落實藝術與人文理念的統整課程，並

且在課程發展委員會中討論，決定融入學校主題「愛在Ｂ校」的相關課程，

於五年級實施。

（三）影響 B 國小偶戲課程發展與實施的相關因素

1. 教師專業方面的相關因素（1）教學團隊在藝術與人文領域教學的專業能力

（2）教學團隊分工與配合的程度（3）教師的教學熱情與對課程發展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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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偶戲教學師資的傳承與培養

2. 行政措施與支援方面的相關因素

（1）偶戲課程與學校主題課程的結合

（2）課務安排對教師意願和專長的考量

（3）教師專業增能研習的辦理

（4）學校設備的提供和經費的支援

3. 社區資源運用方面的相關因素（1）家長會經費支援的運用（2）社區人力

的運用

　　依據 Gay（1975）從課程內容的觀點提出課程設計的四種模式，此四種模式

包括﹕基本能力模式（Modifying Basic Skill Approach）、概念模式（Conceptual 

Approach）、主題模式（Th ematic Approach）與文化要素模式（Cultural Components 

Approach）。該校之課程發展模式屬於基本能力模式（Modifying Basic Skill 

Approach）。

三、個案三：C國小本位課程發展～「歡喜心～悅讀彩虹」

案例簡要描述

　　C校是一個典型的鄉村小學，C校自 95學年度參加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來，

迄今已邁入第十年。在領頭羊教務主任的帶領下，C 校著手研發「歡喜心～悅讀彩

虹」學校本位課程，以童詩、看圖作文二大主題做為課程軸心，希冀提升 C 校學生

語文領域的讀、寫與創作能力。

　　C 校「歡喜心～悅讀彩虹」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歷程，乃先於課程發展委員會

及領域小組會議提出討論，經過全校教師專業對話後，凝聚學校本校課程發展共識。

並由教務主任擔任領頭羊，成立「歡喜心～悅讀彩虹」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帶領社

群教師透過專題講座、主題分享、創新教學、教學觀察…等，研發設計童詩、看圖

作文教學活動設計與學習單。

C 校「歡喜心～悅讀彩虹」學校本位課程各年級的主題規劃如下：

（一）童詩：

　　　一年級上學期：小雨滴　　　　　　一年級下學期：我的最愛

　　　二年級上學期：小魚池　　　　　　二年級下學期：甲蟲王國

　　　三年級上學期：紅色　　　　　　　三年級下學期：觀月有感

　　　四年級上學期：春夏秋冬　　　　　四年級下學期：花工廠

　　　五年級上學期：童年的回憶　　　　五年級下學期：慈之愛

　　　六年級上學期：愛笑的眼睛　　　　六年級下學期：帥氣的哥哥

（二）看圖作文：

　　　一年級上學期：自律　　　　　　　一年級下學期：尊重

　　　二年級上學期：正念　　　　　　　二年級下學期：誠信



431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現況之研究—以中部三所學校為例 431

　　　三年級上學期：負責　　　　　　　三年級下學期：合作

　　　四年級上學期：勤儉　　　　　　　四年級下學期：正義

　　　五年級上學期：勇敢　　　　　　　五年級下學期：關懷

　　　六年級上學期：寬恕　　　　　　　六年級下學期：感恩

　　依據 Gay（1975）從課程內容的觀點提出課程設計的四種模式，該校之課程發

展模式屬於基本能力模式（Modifying Basic Skill Approach）

肆、問題檢討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可以自課程目標、教學科目、教材內容、教學方法、教

學時間、評量方法、教學資源等項度來看：就教學目標而言，學校除貫徹國家

所訂定之教育目標外，可建立自己學校辦學哲學，發展學校教育的願景與目標；

就教學科目而言，學校可斟酌學校條件與需求，自行設計教學科目名稱；就教

學內容而言，學校可用整合、加強、簡化、補充、調序等方法，調整國定的共

同課程內容，也可透過教科書的選擇，補充教材的編寫等方式，提供學生適性

化的過程；就教學方法而言，在不違背教育原理及教育法規的前題下，學校可

選用適切教育方法，以達成教育目標；就教學時間而言，學校可以調整教學進

度，可以做教學時間的增減或重新安排教學時間；就評量方法而與教學資源而

言，學校可自行調整學習評量的方法，發展適切的評量工具，亦可選用或自製

各種教學媒體。然實際運作上仍有許多之困境說明如下：

一、個案一：A國小本位課程發展～「鹿港鄉土風情」

其發展脈絡，依 Marsh（1990）等人所提出影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因素

在許多實證研究中，仍有其可探究之問題歸類如下：

（一）學校參與人員的動機及學校氣氛

1. 該校本位課程主軸之決定是由校長決定，還是由校內全體老師討論過

才決定的？

2. 該校本位課程之撰寫是由實習老師所撰寫，為何不是由校內老師親自

撰寫？

（二）控制、責任和自主權

1. 該校學生經過此本位課程實施教學後，除了學習到該課程之內容外，

還學習到什麼？

2. 該校之本位課程發展模式可否用基本能力模式或概念模式加以發展，

成果是否會與主題模式與文化要素模式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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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校之本位課程實施從 92 年到現在已經超過 10 年，為什麼都還未修

正或再發展另外一套本位課程？

（三）活動的類型與規模

1. 審視該校之課程主軸雖為以鹿港之鄉土資源為中心，但其涵蓋面是否

有其代表性？

2. 該校曾為鹿港地區之鄉土教材資源中心，其本位課程之發展是否邀請

同鎮其他學校參與，完成後之課程有否分享給其他學校參考使用？

3. 該校除實施此套本位課程外，是否有配合辦理相關之活動或競賽，以

加深加廣學生學習之成效？

4. 該校當初如果不以鹿港鄉土為主軸發展的話，還可以發展出那一種本

位課程？

二、個案二：B國小本位課程發展～「偶戲課程」

依 Marsh（1990）等人所提出影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因素在許多實證研

究中，仍有其可探究之問題歸類如下：

（一）學校參與人員的動機

學校其他人員應對偶戲課程的設計和實施是否確實了解？

（二）對革新方法的興趣

1. 皮影偶的製作可否採較堅韌的材料製作？

2. 學生實作評量方式是否能訂定評定標準？

（三）控制、責任和自主權

是否訂定偶戲課程的評鑑機制，以確實掌握其實施成效？

（四）活動的類型與規模

偶戲團的培訓可否結合課程教學成為一個常態性的社團，進行例行性的表

演？

（五）學校氣氛

手套偶的製作是否排除困難能納入美勞課程之一環，並與音樂老師進行合

作，同時加強美勞老師和音樂老師間的聯繫和對話？

（六）時間

能否在課程發展委員會中討論增加偶戲課程的教學節數及其他配套措施？

偶戲社團的組訓能否增加課外時間，例如課後及假日進行練習和訓練？教師及

學生是否有意願？

（七）資源

偶戲課程能否結合語文課程進行學生劇本寫作，成為主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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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例三：C國小本位課程發展～「歡喜心～悅讀彩虹」

發展脈絡依 Marsh（1990）等人所提出影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因素在許

多實證研究中，仍有其可探究之問題歸類如下：

（一）學校參與人員的動機及學校氣氛

1. 該校本位課程發展模式是由領頭羊規劃的由上而下模式，還是學校教

師主動參與的由下而上模式？

2. 該校本位課程之教學活動設計是由資深教師所設計，新進教師對於課

程設計、規劃的脈絡性與整體性不太了解？

3. 該校本位課程～童詩的主題規劃，是由領頭羊教務主任決定，或由各

年級教師討論決定？

4. 該校本位課程～看圖作文的主題規劃，是由領頭羊教務主任決定，或

由各年級教師討論決定？

（二）控制、責任和自主權

1. 該校本位課程，是否依據學生所需的能力與素養進行一～六年級的縱

向銜接與檢核？

2. 該校本位課程～童詩，自 99 學年度設計完成後，教學活動設計與學

習單有無進行微調與修正？

3. 該校本位課程～看圖作文，自 100 學年度設計完成後，教學活動設計

與學習單有無進行微調與修正？

4. 該校除目前發展之「歡喜心～悅讀彩虹」本位課程，有無可能依學生

需求、教師專業、家長期望、學區特色…等，發展另一套校本特色課

程？

（三）活動的類型與規模

該校本位課程～看圖作文，可否用主題模式加以發展，以進行課程整統教

學活動？

伍、解決策略分析

針對上一章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問題、困境在此依三個個案分別提出解

決的策略，說明如下：

一、個案一：針對 A國小本位課程發展～「鹿港鄉土風情」

依上述個案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困境，提出以下解決策略：

（一）學校參與人員的動機及學校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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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由下而上之方式，由校長帶領行政團隊，不斷和老師對話，發展

學校願景共識，形塑學校圖像，結合地方特色、教師及學校需求，逐

漸發展校本課程。

2. 由校內正式教師發展並親自撰寫學校本位課程，才能貼近學校、學生

及各方面之需求。

（二）控制、責任和自主權

1. 課程主軸之選定儘量考量全面性及階段性，並符應各領域及課程綱

要。

2. 課程之改變需符合學校發展之脈絡，且應全面性通盤考量。

（三）活動的類型與規模

1. 校本課程發展回歸學生學習需求及能力本位考量，落實學生能力提

升。

2. 本位課程實施符合多元及彈性需求，並結合親師生參與，配合學校其

他節慶、活動等實施，檢視課程實施成效。

3. 考量採取不同模式加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活化學校本位課程多元面

貌。

4. 鼓勵學校創新，研發多樣學校本位課程，成就學生多元學習能力。

（四）資源、外部的倡議和支持

課程發展可採策略聯盟方式，結合其他學校一同架構發展，形成夥伴學校。

二、個案二：B國小本位課程發展～「偶戲課程」

依針對上述個案二之問題，在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作為解決策略：

（一）學校參與人員的動機

成立偶戲教學教師專業社群，透過教師間的對話，達成教學合作及共同解

決問題的目的。

（二）對革新方法的興趣

1. 皮影偶的製作可根據美勞老師經驗及成本考量做改變，使用較堅韌的

材料製作，學校可編列預算支應。

2. 實作評量方式可依偶戲課程的過程和結果訂定細目及指標作為老師評

分和學生互評的標準。

（三）控制、責任和自主權

因作為學校本位課程，校長可發揮課程領導能力，與相關行政人員及教學

團隊共同研擬偶戲課程評鑑計畫，並定期辦理課程評鑑，持續改進。

（四）活動的類型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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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手套偶及皮影偶製作需運用較多教學時間，建議在課發會中討論朝向調

整藝文領域的課程內容，或運用彈性節數，例如四年級改為增加一節彈性節數

使藝文課程由 3 節變為 4 節，將手套偶的製作納入美勞課，讓偶戲課程能充分

發揮其教學成效。

（五）學校氣氛

可透過教學研究會、領域會議、教師進修活動等進行教學成果報告，其次

亦可辦理學生偶戲表演活動邀請校內老師、家長來參與及觀賞，促進學校更多

成員對偶戲課程的認識和支持。

（六）時間

中年級可透過課發會討論藝術與人文增加一節彈性節數，讓偶戲課程能更

完整進行。偶戲社團的成立可運用晨間、課後或寒暑假進行偶戲排演練習活動，

並延聘專業老師指導，校內老師協同教學，一方面可減輕校內老師的工作負擔，

另一方面校內老師亦可順便學習專業的偶戲指導技能。

（七）資源

透過語文、藝文領域教師間的對話，進行語文領域劇本寫作的課程設計，

將語文領域納入偶戲課程的一環，形成主題課程的架構，並藉此提升學生劇本

的寫作水平。

三、案例三：針對 C國小本位課程發展～「歡喜心～悅讀彩虹」

依上述個案三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問題困境，提出下面解決策略或可為參考：

（一）學校參與人員的動機及學校氣氛

1. 建議採取由下而上之方式，藉以激發教師主動參與課程設計及研發的

熱情，並依據教師教學效能和學生學習成效，隨時微調、修正，讓校

本課程能永續發展。

2. 由資深教師針對校本課程 - 教學活動設計進行分享與說明，讓新進教

師能熟悉校本課程設計的脈絡與內涵。

3. 該校以往校本課程～童詩、看圖作文的主題規畫，由領頭羊教務主任

決定，未來可思考讓老師透過教學對話，討論出校本課程縱向銜接的

主題規畫課程。

（二）控制、責任和自主權

1. 該校校本課程依九年一貫能力指標進行規劃與設計，但課程的銜接與

檢核尚未完備，未來可依十二年國民教育階段，學生所需的能力與素

養進行一～六年級的縱向銜接與檢核。

2. 該校校本課程～童詩、看圖作文自設計完成後，每個學年度並未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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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學活動設計與學習單進行微調與修正，未來可在每個學年度結束

後，依據學生學習情形及成果，進行教學活動設計與學習單微調與修

正。

（三）活動的類型與規模

該校本位課程～看圖作文，可結合綜合活動、生活課程及品德教育，進行

整統教學活動，藉以增加學習深度與廣度。

（四）資源、外部的倡議和支持

該校可結合地方產業特色～花卉，發展「花卉美學」校本課程，延伸學生

學習觸角，提供學生更多展能舞台，發展學生多元智慧。

陸、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教育因時代變遷而需要革新，希望能培育出多元化、民主化、資訊化、具

人際關係能力、鄉土化兼國際化的現代國民。因此，希翼藉由實施學校本位課

程達成此目標，經探討此主題後歸結如下幾點結論，說明如下：

（一）透過不斷對話機制、深度討論與溝通符應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需要

綜觀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與評鑑實施，都是不斷對話的歷程，在學校本位

課程評鑑的實施歷程上也發現，教師間、學年間、教師與行政間、校內與校外、

教師與家長間的溝通機制，不夠深入也欠缺對談機會，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歷程的問題，正因溝通機制與深入對談機制的不足，導致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產

生不順遂的情事，不利於課程發展。因此，學校本位課程評鑑與發展都需要透

過不斷對話的機制，產生共識、相互支援、協同合作才能解決課程發展的問題。

（二）需要相關配套措施及資源投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才能完善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無論在課程發展的規劃、設計、實施及結果等各階

段歷程，都需要相對配套措施，諸如：教師的專業成長研習、家長的配合程度、

社區資源的提供、學校行政資源的投入與支持、校長對課程領導的重視等，在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各階段中環環相扣，做最完善的配套與因應措施，學校本位

課程的發展與實施，才能克盡全功。

（三）善用課程評鑑之後的檢討分析，有助於評鑑歷程的反省

總之，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在實施之後，對於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實施的價值

與實施問題，也歷經多一次的檢核修正歷程，以確保過程中的問題，也能在實

施後之分析檢討歷程中呈現出來，對於未來學校本位課程評鑑實施有修正與引

導的作用，對於評鑑方式、做法等都能有效回饋至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實施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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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

（四）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評鑑上，發現教師主體性不足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基本立論上，以學校教師為課程發展與評鑑主體。但

在實務運作上，顯然教師參與的程度與參與的能力，並不如原先在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之基本假定，而在學校教育現場，發現其實教師對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與評鑑之參與的主體性是不夠的。探究其因，可能是教師課程發展專業能力的

欠缺、教師參與的熱誠、教師本身工作的負擔、學校行政支援與支持、校長的

課程領導等諸多因素所形成。

二、建議

（一）強化「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校本課程發展

校長以課程催生婆的角色，鼓勵教師中的領頭羊引領老師「由下而上」，

激發教師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符合學校及社區之特色，並成為親師生共同學習

之校本課程。

（二）建立師徒機制，傳承優良課程發展模式

敦請資深或教學績優教師擔任師傅教師，協助新進教師了解學校本位課程

的發展脈絡、設計理念、推動模式與執行情形，藉由同儕輔導的方式，讓新進

教師能儘速熟悉學校本位課程，以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達有效

教學之目標。

（三）發展主題教學模式，展現學現亮點

檢核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效，診斷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力表現，並轉化

現有的學校本位課程為主題式的統整教學活動，除了可增加學生學習深度與廣

度外，亦可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從真實的學習中培養學生基本的能力與素養。

（四）激發教師的熱情與使命，符應親師生需求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創生階段，應由領頭羊 - 校長或教務主任帶領全校教

師建構學校本位課程運作模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成熟階段，應鼓勵教師進

行「向上領導」，並依學生學習成效隨時微調、修正學校本位課程，讓學校本

校課程能與時俱進，符合親師生的需求，建構更為綿密的主題式學校本位課程。

（五）結合地方的特色與產業，延伸學生學習場域

將在地化的特色產業與資源，融入於學校本位課程中，除了可豐富學生的

學習觸角，也能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更能讓學習場域從室內擴展到戶外，讓

學習視野從學校延伸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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