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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

        面對瞬息萬變的競爭社會，孩子需要具備相當程度的競爭力，才能面對挑戰。

因此，學校教育必須重視且實施以能力為本位的學習，從了解學生優勢條件與需求

出發，提供多元學習與潛能開發的機會，有計畫的培養學生關鍵能力，以具備適應

社會的生活能力。

        本小組以環境特殊的六班小校為場域，嘗試探討孩子所需要之關鍵能力為何？

以及因應學生關鍵能力的養成，學校在課程發展部分必須規劃、思考的面向和具體

策略，分述於後。

貳、關鍵能力的培養貳、關鍵能力的培養

一、關鍵能力之定義一、關鍵能力之定義

        本文所指之關鍵能力為普遍性、可操作、可遷移的，對學生未來發展扮演關鍵

性作用的能力。經本組討論，影響孩子的關鍵能力有八項，分別為：（一）肯定自

信力；（二）良好品格力；（三）終身學習力；（四）人際溝通力；（五）運用科

技力；（六）問題解決力；（七）美感鑑賞力；（八）適性創造力。

二、關鍵能力養成之思考面向二、關鍵能力養成之思考面向

        學校教育的目標終要回歸學生能力展現，因此，本組以能力為本位，以九宮格

為思考工具，探究教材、教學、評量、環境、理念、外在環境等影響課程發展的因

素中，影響關鍵能力養成之面向，如：

        （一）課程編排：  （一）課程編排：包含部頒課程與校本課程。

        （二）師資：        （二）師資：從內外部師資及教師專業發展進修考量。

        （三）在地特色文化：  （三）在地特色文化：自了解在地、與在地互動出發，薪傳優良傳統，繼而持

續創新，達成共好目標。

        （四）學習環境營造：        （四）學習環境營造：透過軟硬體設施之建設，提供適切的學習環境，營造

溫馨校園文化，共同致力願景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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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學與評量：        （五）教學與評量：用策略方法培養孩子具備相關能力，用多元評量方式讓

孩子展現學習成果，檢核學生是否具備關鍵能力。

        （六）資源整合與行銷：        （六）資源整合與行銷：整合校內外部家長、社區、社會等人力、物力、財

力，並以多元管道行銷。

        （七）卓越行政團隊：        （七）卓越行政團隊：行政團隊帶動學校運轉機制，凝聚共識，並透過討論

與引領，支持並協助團隊向前邁進。

        （八）覺知行思：        （八）覺知行思：課程發展與實施必須考量永續性，以覺知行思之循環修正

模式，透過評鑑機制、獎勵辦法，逐年修正改進並分享交流。

三、課程編排面向之分析及具體策略三、課程編排面向之分析及具體策略

        本組進一步以「課程編排」面向為例，分析相關現況並提出具體策略。

        （一）分析 （一）分析

            1、Why—為何要進行課程編排？

           為觸發學生多元能力表現，激勵教師展現專業知能，強化學校辦學績效並確保

永續經營，課程的編排與編寫是相當重要的基礎課題。

            2、Where—課程實施的場域為何？

           以學校為基礎，並進一步從校內出發，將學習場域延伸於生活的社區，進行社

區踏查；亦可透過校外教學、國際交流等，擴大學生學習範圍。

            3、When—何時實施學校課程？

           利用領域課程時間、彈性課程時間、課餘時間以及週末假日、寒暑假期等，規

劃不同的課程及教學活動供學生學習。

            4、What—可編排的課程內容為何？

           以能力養成為目標，將各關鍵能力概念融入七大領域學習；亦可編排跨領域主

題課程、校本特色課程及團體輔導課程等。

        （二）具體實施策略（二）具體實施策略

            1、自Why及及Where角度思考，可實施的具體策略如：

              （1）辦理學生多元競賽活動。

              （2）獎勵教師參賽、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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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與社區各項活動：如服務學習、社區踏查等。

              （4）從學生能力展現建立口碑、多元行銷。

          2、自Why及及When角度思考，可實施的具體策略如：

              （1）獎勵學生機制之制定。

              （2）建立專業對話平臺，如申辦教專計畫鼓勵教師專業進修。

              （3）展現校園師生作品。

              （4）打造友善的行動雲端學習校園。

          3、自Where及及What角度思考，可實施的具體策略如：

              （1）落實正常有效教學。

              （2）實施定向、田野調查活動。

              （3）推展童軍教育活動。

              （4）辦理體驗實作課程。

              （5）進行網路視訊交流。

         4、自When及及What角度思考，可實施的具體策略如：

             （1）辦理深耕閱讀理解課程。

             （2）設計主題統整課程，如美感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3）結合在地特色發展在地課程。

             （4）推動假日、夏日樂學多元教學活動。

參、結語參、結語

        課程是不斷發展的歷程，而思考脈絡的呈現、問題的聚焦與策略的運用，將有

助於發展學校課程。本組透過九宮格思考工具，除凝聚了共同的價值與信念外，更

在聚歛的思考與不斷澄清的過程中，清楚的對應了關鍵能力與學校課程之間的關

係。

        我們期待，這樣的經驗與發現，將有助於環境特殊的六班小校發展學生能力本

位的學校課程；我們都深信，要讓學生養成關鍵能力，學校教育必須持續落實以能

力為本位的教學與學習，方能培養出具備肯定自信、良好品格、終身學習、人際溝

通、運用科技、問題解決、美感鑑賞及適性創造能力的新世代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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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麗，桃園市光華國小校長

趙詠鋒，臺中市合作國小校長

陳金鍠，彰化縣溪州國小校長

陳昶澤，新竹縣福龍國小校長

鄭秋蟬，新北市九份國小校長

高理忠，桃園市僑愛國小校長

郭玲瑩，花蓮縣高寮國小校長

楊琇惠，花蓮縣舞鶴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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