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

國中校長特色課程領導應用於生活技能連結之研究

─ 以澎湖縣某國中為例

國中校長特色課程領導應用於生活技能連結 
之研究 -以澎湖縣某國中為例

吳炳連、黃建樹、陳志佳、陳冠全、凃明秀、黃紹娥

摘　要

偏鄉小校由於經濟發展停滯，家長社經背景不高，對孩子的學習疏於照顧，讓學

生缺乏競爭力，對學習沒有興趣。本組學員服務於澎湖縣某國中，欲以此研究做為未

來初任校長時課程領導之運用。

藉由諸多文獻探討，嘗試透過校長課程領導，結合在地文化資源與特色產業，

善用在地情感，透過各領域教師整合教師人力優勢，設計適合孩子適性發展的特色課

程，啟發孩子的學習動機，培養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落實終身學習。

落實跨領域教師共同備課，建立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特色課程，提升教師課程設

計與教學知能，營造一個教師增能、學生多元展能、進而創造教育的無限可能，以活

絡社區的經濟動能。

關鍵詞：特色課程、課程領導、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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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說明

一、前　言

澎湖群島就像一群散落在海上的翡翠，位在臺灣本島西方海面，由大小 90個島嶼

組成，風光明媚，景色幽雅，為渡假的好地方。從臺北搭飛機到澎湖馬公，大約 50分

鐘行程，每年 3月開始，這裡就吸引了很多觀光客。

學校教育方面，澎湖有大學 1所、高中、高職各 1所、小學 41所、國中 14所。

○○國中位在澎湖離島的邊陲，學習資源匱乏且學習意願低落，缺乏同儕競爭，家長

外出工作人口多，對學生可能疏於照顧。

產業有：水產養殖業、漁業、農業與畜牧業。由於周圍海域為洋流交會之處，形

成魚類資源豐富的漁場，因此漁業自古以來即為重要產業。但因為近年來人口外流嚴

重，加上漁貨運輸成本提高，漁民收入有限，大多僅能維持生活基本的需求而已。

故此，當地居民必須有自給自足能力及行銷在地產業，利用漁村景觀、自然生態

與環境資源，結合漁業生產（包括漁撈、養殖、加工等），漁業經營活動、漁村文化及

漁家生活，提供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漁業及漁村之體驗為目的的漁業經營產業（李

英周、黃徹源，2006）。引起本組透過校本課程的實施，藉以落實在地資源運用，深耕

在地產業，培養孩子自發、互動、共好的精神，孕育終生學習的能力。

（一）學校現況分析： 

依據○○國中現有人力資料及條件，採 SWOTS分析，了解學校各項

問題，能提出積極有效策略，以達成高效能之教育目標。茲將 SWOTS分

析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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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中 SWOTS分析表

因 素 S（優勢）
Strength

W（劣勢）
Weakness

O（機會）
Opportunity

T（威脅）
Threatness

S（策略）
Strategy

地 理

環 境

擁有著名的自然
地形地景、人文
風情。觀光業興
盛，海洋資源豐
富。

交通不便生活機
能不佳，文化刺
激不足，競爭機
會少。

鄉土教學資源豐
富，可發展學校
特色課程。

城鄉交流機會顯
少。

配合特色課程，
訓練學生做小小
解說員。

學 校

規 模

目前 6班，校園
規模雖小，但師
生感情融洽。

學校人力資源不
足，故工作分配
較多且重。

配合十二年國教
學校本位課程推
行，有利學生多
元適性發展。

面臨少子化，且
社區人口外移嚴
重。

發展特色學校，
推動校際交流。

教 學

資 源

教師年輕有活
力，具熱誠。
學生少，師生互
動比例高。

教師進修不易。
教師流動率高。

申請城鄉交流經
費，拓展學生視
野。

教師流動率大。
學生少，教學缺
乏成就感。

協助教師成立社
群，促進教學能
力精進。

行 政

人 員

職員工作經驗豐
富，溝通良好，
有利各項校務推
動。

教師兼任行政，
業務量大，承辦
業務複雜。

行政業務資訊
化。

專任行政人員不
足。

行政互相支援，
強化行政效率。

學 生

學生流動率低，
個性純樸善良。

隔代教養、單
親、外配子女比
例偏高，文化刺
激較少。

學生可塑性高，
力求多元發展。

家庭功能失調，
教養問題嚴重。

學校規劃技藝教
育，提供生涯發
展規劃。

家 長
親師互動良好，
喜參與學校活
動。

社經地位低落，
家長對於未來職
場觀念不足。

可提供職業探索
支援，安排親職
教育講座。

家長無力指導學
生課業。

導師親自家訪了
解學生與家庭關
係。

社 區

資 源

社區與學校互動
良好，保有農、
漁業資源，可給
予學校教學支
援。

社區人口老化，
缺乏動力。學校
是社區唯一的文
教心臟。

有利海洋教育推
廣。在地「生活
文物館」可做教
學資源。

社區青年無穩定
工作，與學生交
流密切，易有安
全問題。

海洋教育及觀光
產業可列入學校
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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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涵研討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理念

基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及涵育公

民責任之四項總體課程目標。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

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

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

各種互動能力，協助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力社會、自然與文

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依此，本課程綱要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兼顧

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命主體為起點，

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

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期

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

二、特色課程

鄭淵全（2003）指出，特色課程（feature curriculum）是指某所學校不同於一般學

校的課程，或為提及某項特色就聯想到某學校所實施的課程。

曾坤輝（2007）提及，特色課程是學校依據課程法制層面、未來期待、社區特性、

家長期望、兒童需要、學校資源條件，及教師專長能力等，經由校長課程領導，並透

過學校條件發展分析，即由下而上的凝聚共識，結合全體教職員工和社區資源，審慎

規劃全校課程方案，所自行發展出來的具有學校特色的課程。

綜合以上所言，所謂特色課程，善用人力優勢，整合在地資源，發展具有教育

性、文化性的課程，引領孩子激發潛能，尋找優勢能力，進而適性揚才，培養「文化

心、海洋情、菊島緣」。

三、核心素養

所謂核心素養，Weinert（2001）指出核心素養意指多功能的、跨領域的素養，有

助於達成多項重要的目標、熟練不同的工作或任務、以及能在不熟悉的情境中自主行

動。黃崑巖（2009）認為素養必須與教育結合之後，才有可能產生教養的價值。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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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核心素養之研究，實為教育發展之基礎建設。過去，臺灣社會太過於重視實用

價值，輕視理論價值。導致臺灣國民普遍缺乏批判思考、創新思維、追尋意義的需求

與能力。

四、十二年國民教本教育的目標

（一）啟發生命潛能

啟迪學習的動機，培養好奇心、探索力、思考力、判斷力與行動力，

願意以積極的態度、持續的動力進行探索與學習；從而體驗學習的喜悅，

增益自我價值感。進而激發更多生命的潛能，達到健康且均衡的全人開

展。

（二）陶養生活知能

培養基本知能，在生活中能融會各領域所學，統整運用、手腦並用地

解決問題；並能適切溝通與表達，重視人際包容、團隊合作、社會互動，

以適應社會生活。進而勇於創新，展現科技應用與生活美學的涵養。 

（三）促進生涯發展

導引適性發展、盡展所長，且學會如何學習，陶冶終身學習的意願

與能力，激發持續學習、創新進取的活力，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技術的基

礎；並建立「尊嚴勞動」的觀念，淬鍊出面對生涯挑戰與國際競合的勇氣

與知能，以適應社會變遷與世界潮流，且願意嘗試引導變遷潮流。

（四）涵育公民責任

厚植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權理念、道德勇氣、社區 /部落意識、
國家認同與國際理解，並學會自我負責。進而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

追求社會正義；並深化地球公民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

與行動力，積極致力於生態永續、文化發展等生生不息的共好理想。

五、十二年國民教本教育的三大面向

（一）自主行動

強調個人為學習的主體，學習者應能選擇適當學習方式，進行系統思

考以解決問題，並具備創造力與行動力。學習者在社會情境中，能自我管

理，並採取適切行動，提升身心素質，裨益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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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溝通互動

強調學習者應能廣泛運用各種工具，有效與他人及環境互動。這些

工具包括物質工具和社會文化工具，前者如人造物（教具、學習工具、文

具、玩具、載具等）、科技（含輔助科技）與資訊等，後者如語言（口語、

手語）、文字及數學符號等。工具不是被動的媒介，而是人我與環境間正

向互動的管道。此外，藝術也是重要的溝通工具，國民應具備藝術涵養與

生活美感，並善用這些工具。

（三）社會參與

強調學習者在彼此緊密連結的地球村中，需要學習處理社會的多元

性，以參與行動與他人建立適切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每個人都需要以

參與方式培養與他人或群體互動的素養，以提升人類整體生活品質。社會

參與既是一種社會素養，也是一種公民意識。

綜合以上課程目標應結合核心素養加以發展，並考量各學習階段特性予以達成，

期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動」與「共好」的課程理念，以臻全人教育

之理想。

圖 1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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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長課程領導

校長作為學校的領導者，扮演著引領全校教師團隊前進，達成目標的的任務，因

此有學者說：「有些不好的學校卻有好的校長，但不好的校長不會有好的學校」（蘇漢

彬，2009：3），因此校長扮演著推動課程改革與發展的重要關鍵角色，若是沒有校長
課程領導，則恐影響課程改革的預期效果，失敗的機率大增（何泰昇，2002）。可知校
長在課程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性。

（一）教育目標：

以學生為主體：尊重個別差異，開啟多元潛能，達成全人發展教育。

以專業為前提：學校本位進修，實施專業評鑑，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以服務為信念：專業服務導向，支援教學效益，共創優質校園文化。

以社區為夥伴：整合社區資源，建立互動機制，活化學校教育活動。

以共識為前提：發展教學團隊，落實校本經營，型塑學校發展願景。

以學習為動力：善用知識管理，激勵研究創新，營造學習型之學校。

以特色為重點：發展學校特色，重視道德教育，豎立精緻校園風貌。

以全球為視野：強調語言教學，重視資訊環境，本土出發國際接軌。

（二）課程目標：

1.在自治自律中增進團隊精神 ---身心健康。

2.在負責盡職中規劃生涯發展 ---實踐自我。

3.在追求卓越中激發個人潛能 ---自信自重。

4.在社會服務中關懷世界動態 ---尊重感恩。

5.在了解 OO中追求永續發展 ---多元傳承。

參、問題分析

一、學生方面

（一）隔代教養多、文化刺激少。

（二）學習意願低落，缺乏同儕競爭。

（三）個人意識強烈，缺乏團隊合作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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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方面

（一）教師進修不易、流動率高。

（二）教師專長授課比例偏低、缺乏整體規劃。

（三）教師心態保守、安於現狀。

三、家長方面

（一）外出工作人口多，對學生疏於管教，易產生親子隔閡。

（二）社經地位低落、無法指導學生課業。

（三）家長對於未來職場觀念不足。

四、社區方面

（一）社區人口老化，缺乏動力。

（二）學校是社區唯一的文教心臟。

（三）社區經濟資源薄弱。

圖 2　菊島困境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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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轉化策略

一、運用曼陀羅思考法：以「補網拾貝」為課程模組進行探究

表 2　「補網拾貝」曼陀羅思考法

When

1.配合八年級職涯探索課程
2.融入校本特色學課程
3.結合每年四月 ~六月「花
火節」暨「白沙丁香魚季」

行銷活動

Who

1.外聘師資支援授課
2.校內八年級學生
3.家長志工
4.社群教師
5.社區耆老
6.社政單位

Why

1.認識自我潛能
2.了解地方產業
3.探索職群
4.性向興趣知覺察

Which

八年級學生

教　師

家　長 
社　區

觀光局

補網拾貝

How

1.課程可融入：綜合、藝文、
自然。

2.彈性課程活化運用
3.跨領域合作
4.與工廠協同合作
5.分組探索
6.設計簡易捕魚網

Where

1.校外：外聘專業討海達人
資源

2.校外：社區發展協會
3.校內：整理學生生涯檔案
4.校內：調查教師生活背景

及興趣發展

5.區漁會、海洋生物博物館

What

1.了解魚種及漁網製作之關係
2.認知漁村生活型態
3.分析學生學業成就、生涯
規劃及興趣之研究

4.盤點師資結構分布
5.了解澎湖縣與國際觀光推
展關係

How

1.成果展示
2.學生學習單分享
3.產業義賣
4.解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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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行政層面：建構特色課程的核心，找出學校活化的亮點。

校長整合校內、外人力優勢，善用在地人文遺產及資源特色，凝聚成員共識，建

立「文化心、海洋情、菊島緣」之願景，轉化成為學校的特色課程，找回學生對於家

鄉的認同、社區的責任及文化的傳承，建立孩子的自信，啟發學習熱情，開展學習潛

能，孕育創新、創業優質能量。

三、課程理論層面：運用特色課程主軸架構，進行跨領域協同教學。

鼓勵校內教師組成專業社群，策化創新、創意特色課程，兼顧個別特殊需求，搭

建孩子多元學習，融合適性教育，課程內容擴展至文化巡禮、尋幽訪勝、國際接軌、

產業探索，結合尋訪耆老、國英文寫作、小吃介紹、海洋觀光、吾愛吾家、生活技

能，透過踏查實作，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應變力及問題解決能力的終身學習者，期

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

圖 3　休漁期間，漁家就近於碼頭上補 /整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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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不同魚網口徑大小適用不同魚種　　　圖 5　澎湖地區漁民拾貝常用器具（手邊籃）

圖 6　澎湖地區漁民拾貝常用器具（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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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繪製系統圖

一、特色課程架構圖

二、特色課程說明：

（一）文化巡禮

透過尋訪耆老了解在地人文歷史出發，培養孩子能解說社區特色文

化，深化在地情感，落實在地尋根。強化學生善用家鄉素材，導引國文寫

作知能、閱讀理解思考能力，進而能運用英文書寫在地人文史料，扎根本

土文化，孕育國際素養。

（二）尋幽訪勝

舉辦古蹟尋根踏查，讓孩子身歷其境的感受家鄉的文化根基與美好過

往，透過實地寫生與彩繪，讓美麗的家鄉躍然紙上，讓美感素養落實於日

常生活中。鼓勵孩子品嘗家鄉美食，透過體驗實踐，學會理解與製做特色

小吃，並能注入創新與活化能量成為遊客吮指回味的在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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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接軌

每年三四月份的花火節，開啟了暑假的旅遊旺季的序幕，來自全國與

世界各地的遊客，齊聚菊島歡樂朝勝，為孩子引進最佳身歷其境的國際課

程體驗，加上多元海上休閒活動，更是學生實踐所學的最佳時間與場域，

透過優質的解說與帶領，不只滿足遊客多元的文化享受，更能激發學生愛

鄉愛校的熱情，進而傳承在地的文化情感。

（四）產業探索

由於社區產業的沒落，造成家鄉人口的外移，學校是社區的文化中

心，更是產業經濟的活水源頭。透過校園中「補網拾貝」與「夜觀天星」

課程的推動，培養孩子在地產業技能，並結合社區特色資源融入各領域教

學，讓孩子透過體驗增能，實踐力行中培養生活技能，進而創新原有文

化，成為與時俱進的終身學習者。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　論

本方案從○○國中學校願景出發，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整備學校校園空間，結合更

多社區專業人士、人文資產特性，共同設計「文化心、海洋情、菊島緣」特色課程，

為傳統的學校生活注入新創意。運用結合生活技能結合。讓這群大海的孩子都能 ~~在
自然中學習 ~~在體驗中發現 ~~在自信中成長 ~~在考驗中茁壯。

二、預期效益

（一）活化校園角落通道空間，豐富學習生活內涵，創造舊校舍之新價值。

（二）擴大特色課程層面，激發教師參與熱忱，設計多元校本課程，精進教學效

能卓越。

（三）啟發學生創造發表潛能，展現「文化心、海洋情、菊島緣」成果，體驗分

享服務之價值。

（四）結合地方自然人文特色，發展自然及海洋環境課程，重視愛校、愛鄉之人

文關懷。



66

106 國民中小學

校長儲訓班個案研究 彙編

（五）分享城鄉資源，彼此激盪學習，擴充學習場域經驗，平衡城鄉差異。

（六）走出偏鄉困境，發現學習新樂園；提升學習層面，走遊特色課程。

（七）教育與環境融入生活美學，舞動鄉土、文化、海洋亮點，透過校本課程的

實施，藉以落實在地資源運用，產業在地深耕，培養孩子自發、互動、共

好的精神，孕育終生學習的習慣。重塑學校品牌特色。

三、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根據本案研究結果，對於學校未來實施特色課程提出幾項建議，以供屬性相同之

學校發展特色課程進行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對特色課程進行量化研究與質性的表述，加以探討影響

特色課程推動的變項為何，並比較國中小實施之差異情形，讓研究結果更

趨完整。

（二）建議後續研究者，依學生學習成效隨時滾動修正，讓特色課程能與時俱進，

符合學校親師生的需求，建構更永續發展之主題式特色課程。

（三）建議與本案學校屬性類似之後續研究學校，可依「補網拾貝」的課程模組

為例，將「在地尋根」、「寫作素養」、「風之軌跡」、「吮指回味」、「觀

光樂園」、「我愛家園」、「夜觀天星」之課程，進行完整的系統課程探究。

（四）個案學校海洋教育特色明顯，應極力鏈結社區組織，發展學習場域，擴展

學校影響力與吸引力，啟動學生潛質，啟發生涯知能，提升網路生活智

能，平衡社區已遭破壞原有重要資產，翻轉社區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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