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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

        引導學在校長課程領導中是一項找出方向凝聚共識的重要方法，學校團體中要

透過集體意識來創造每一個學校的特色與榮耀，使每個校園都能呈現學校課程的特

色；每一位學生都能從課程中認同在地文化；學生從在地出發培養認識他文化的能

力並讓學校成為社區學習與文化傳承的中心。其目的為：建立集思廣益共同討論的

學校氛圍、發展學校特色課程的有效方法並建立發展模式，並尋找學校最有利的特

色發展方向。

貳、聚焦：九宮格圖建構歷程貳、聚焦：九宮格圖建構歷程

        由於「傳統文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且其蘊含的內涵也十分豐富

龐雜，要從一個包羅萬象的傳統文化範疇找到可以聚焦的議題實屬不易，因此，本

組透過九宮格分析圖來幫助團隊成員進行思考。

        過程中，本組發現透過九宮格的運用，有時可發展出發散性思考的結果，有時

則會呈現出收斂性思考的結果，因著每位夥伴的背景知識及視野觀點的不同，雖然

在概念上會有層次位階的差異，但也因為這樣層次豐富、面向多元的結果，因為深

層的理解，真誠的尊重、包容、與接納，貼近了每一位夥伴的內心，而使得這次的

討論過程更加珍貴，討論過程及內容如圖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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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整合：建構特色課程推展策略分析參、整合：建構特色課程推展策略分析

一、課程發展一、課程發展

        （一）評估情境擬定目標：分析評估可可亞在本地區的產業與特色情形，確認

課程發展的目標。

        （二）課程發展團隊運作：熟悉特色課程設計、運作與評鑑，豐富學生可可亞

特色課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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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課程機制永續發展：課程實施後，透過課程評鑑機制，進行課程的回饋

修正，建立永續發展的課程概念與架構。

二、行政管理二、行政管理

        （一）整合人力有效分工：定期召開推動小組行政會議，確立處室職掌與分工

模式及管考進度。

        （二）知識管理分享累積：利用網路、雲端等進行E化知識管理，讓隱性知識顯

性化，顯性知識得以加速累積、傳遞與分享。

        （三）PDCA循環：有效規劃可可亞特色計畫、執行、檢核，並不斷檢討改進。

        （四）溝通協調激勵統整：促進教師與行政團隊的溝通協調與互動，並能有效

激勵教師士氣。

三、願景領導三、願景領導

                （一）聚焦分析，發展策略：校長領導校內同仁進行SWOT分析，找出特色發

展焦點，並發展具體可行策略。

        （二）願景轉化：針對學校願景進行特色發展目標的詮釋分析與意義。

        （三）價值論述：利用各種場合對親師生進行價值論述，凝聚共識及希望感、

執行力。

 四、教學團隊四、教學團隊

                （一）教學設計：提供教學模組設計範例，讓教師從模仿中累積設計經驗，加

速創新之可能性。

        （二）共同備課：善用團隊共同備課模式，分析教材內容，連結教學模式，擬

定「學生本位」教學活動實施。

        （三）教學觀察：進行課室觀察，蒐集學生課堂反應，做為討論省思修正素

材。

　（四）討論分享：進行專業對話，透過觀察者善意的眼睛，提供有效教學經驗

分享及專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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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造特色校園－活化學校教學空間，塑造特色的遊學中心五、營造特色校園－活化學校教學空間，塑造特色的遊學中心

　（一）文創藝術校園：結合社區文化產業，彩繪敘事溫馨人文事蹟。

　（二）潛在課程校園：善用空間活化，規劃樓梯藝廊、穿堂藝廊、角落空間，

展示學生作品。

　（三）生態探索校園：打造可可亞生長農園，植栽觀察，DIY活動區。

六、強化資源整合－統整有效資源，豐富學習內涵六、強化資源整合－統整有效資源，豐富學習內涵

                （一）爭取經費營造校園環境：透過競爭型性計畫（農業局、特色學校、文化

局等）、社會團體、個人及企業募款，結合學校慶典爭取社區及校友經費挹注，依

據可可亞特色學校發展階段，提供優質學習環境。

        （二）專業師資培訓團隊：延聘社區可可亞專家，進行專業成長課程，精進教

師專業知能。

        （三）組織家長志工團隊：引進家長會、志工，有效化解學校人力不足的困

境。

七、學生學習七、學生學習

                （一）主動學習：引領學生產生學習動機，培養自主解決問題能力。

        （二）探索體驗：設計操作性課程，由產出來提高學習成就感。

        （三）專題研究：從問題解決模式創造嚴謹有深度的學習成效。

        （四）分組學習：透過分組實作與討論，培養積極分享的態度。

        （五）學習遷移：學會研究方法，從可可亞的學習進而能了解其他特色作物。

八、學校行銷八、學校行銷

                （一）報章媒體：與媒體建立良好互動，提升學校能見度。

        （二）特色活動：辦理特色課程成果展活動，促進親師生認同度。

        （三）特色文創：學校開發形象文創（小可公仔），增進學校特色明顯形象。

        （四）異業結合：與社區產業結合，擴大學習效果，確立學校為社區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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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肆、結語肆、結語

        俗話說：「萬事起頭難」。本組夥伴從毫無頭緒的初始，到五花八門的意見及

想法紛紛出籠，時而出現的是概念與現象夾雜的對話；有時則是邏輯因果與天馬行

空的火花擦撞，不過，因為清楚方向之所在，最後，大家能夠彼此聆聽，相互地妥

協與讓步，終於能夠聚焦，達成共識。

        總之，這是個美好的經驗，從零到一，從無到有的產出過程，我們體會到整合

的過程並不容易：凝聚共識必須要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討論，讓每個人的聲音都被真

正地聽見；其次，我們也必須在紛雜混亂的資訊中，異中求同，這個「同」代表我

們每個人對於教育理想的堅持與使命感～讓學生得到成長，因此，即便討論過程

中，有幾次，整個團隊幾乎被困在迷宮中而沒有進展，但因為方向明確，所以我們

很快地又回到討論的主軸上來聚焦，而有了此一結果。這個結果也為「一個人，走

得快：一群人，走得遠！」下了最佳註腳。

李智賢，臺南市左鎮國民小學校長

何基誠，桃園縣新坡國民小學校長

洪嘉宏，屏東縣田子國民小學校長

徐木霖，苗栗縣梅園國民小學校長

陳東漢，彰化縣海埔國民小學校長

陳鐘金，宜蘭縣廣興國民小學校長

林郁杏，雲林縣東榮國民小學校長

劉鳳英，花蓮縣光復國民小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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