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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對社會多元的發展與時代浪潮，⼈⺠對教育的期待不同，加上國內少⼦化的衝擊下，學校教育勢必需更加活

化與精進；同時學校是社區的⼀部分，地⽅文化產業亦是學校辦理實驗教育的良好素材。是以，規劃社區產業文化

特⾊課程來成就每位孩⼦，達到全⼈教育的⽬標。

貳、社區產業文化特⾊課程

⼀、理念

        （⼀）學⽣主體：以學⽣為中⼼，讓學⽣成為學習的主⼈。

        （⼆）創新學習：⾛出學科框架，翻轉學⽣學習型態，激勵學⽣學習熱情，提升學習⼒。

        （三）在地認同：認識、了解、接納、尊重在地文化，培養⼈親、⼟親在地化。

        （四）社區總體營造：建構共享、共學、共好的優質社區文化。

        （五）產業創新：活絡在地產業，提升產業價值，促進⼈才回流。

        （六）家⻑教育選擇權：提供不同教育型態，提供家⻑多元選擇，以達適性發展之⽬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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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規劃⼩組：由校⻑召集，成員包括教師代表、家⻑代表、社區代表、⾏政⼈員代表及專家學者，定

期研討訂定課程內容與架構，並適時檢討修正。

        （⼆）專業社群：教師組織教學專業社群，凝聚共識建立發展願景，形成共同的信念，轉化為持續關注學⽣的

學習的具體⾏動。

        （三）溝通平臺：舉⾏課程說明會，進⾏親師互動及理念溝通；成立教學⼯作坊分享彼此⼼得意⾒交流；辦理

課程論壇研討；提供建議與策略。

三、課程

        （⼀）解構課程

        社區產業是學校教育的重要資源；社區產業文化氛圍，更是社區全體居⺠共釀共享，並且對全體居⺠產⽣影

響，這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學校在內。所以，如何將社區的產業及其形塑的文化納入課程教學中，讓學習可以更貼近

孩⼦的⽣活，產⽣具體⽽微的影響，是學校無可忽視的⼀環。

        現⾏教育體制內的課程綱要係全國統⼀，並未也無法針對不同環境及地⽅特殊性提供能⼒指標的訂定與課程內

涵。因此，當實驗教育希望能提供另⼀種不同的教育思維與樣態時，對現⾏課程進⾏解構，再建構，以納入社區產

業文化的課程內容，來呼應預定實施的實驗教育的理念或原則，是進⾏實驗教育時必要的作為。

        （⼆）建立課程模組

        現⾏課程綱要以領域劃分學習的內容，雖有參考學⽣⾝⼼不同發展階段編擬，但仍是以領域學科本⾝的結構做

拆解編排為主，且各領域訂定的能⼒指標，在教學現場也常發現有重複或疊床架屋的現象。尤其社區產業及文化，

就在學⽣的⽣活與環境中發⽣，回歸以學⽣為學習主體的思維，回歸教育即⽣活的理念，建構社區產業文化課程教

學模組，如：主題、經驗或關聯等，讓學習⽣活化與意義化，有助於培養學⽣對社區的認同與愛鄉情懷。

四、師資

        （⼀）來源：依教師專⻑配課排課，探訪社區耆老、專家學者及傑出校友協助教學。

        （⼆）專⻑調查：調查校內外師資專⻑，建立教學⼈才庫。

        （三）專⻑培訓：

             1、建構師傅制度，培養教師專⻑。

             2、⿎勵教師參加學分班進修，輪調擔任協同教學者。

             3、透過教師觀察，促進教學相⻑。

五、資源

        （⼀）學校：學校透過盤整內外資源與⼈⼒，更新軟硬體，提升⾏政效率和教學效能，以發展特⾊與扎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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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再創⾼峰。

        （⼆）社區：⾯對少⼦化的影響，結合社區資源，透過⾛訪踏查及資源運⽤等⽅式，發展具社區產業文化特⾊

課程之實驗教育，是許多中⼩學校可思考的永續經營途徑。

        （三）產官學：學校與地⽅產業、⾏政機關及學者專家合作，實⾏產官學三者結合的資源體制，藉由實驗教育

課程實施，以滿⾜業界需求，結合政策及學術界專業指導等⽅式建構三贏的契機。

六、評鑑

        （⼀）內部評鑑：校內夥伴針對學校與社區的需要性，在課程⽬標、學習經驗、教材組識及課程實施的適切性

上，以回饋、修正、調整的⽅式，讓學校課程不斷改善，提升學⽣學習成效。

        （⼆）外部評鑑：機關、專家、學者與地⽅耆老等，以滾動改進評鑑⽅式，提供學校⼈員⽀援及精進意⾒，並

省思學校與社區現在與過去之間的異同處。

七、成效

        （⼀）激勵學習熱情：透過結合在地產業與文化課程，發掘⾃我潛能，適性實踐⾃我理想，肯定⾃我，點燃學

習的熱情。

        （⼆）提升學習成效：特⾊課程規劃，讓學校及社區異業文化等進⾏策略業盟，提供學⽣多元學習與展能機

會，提升學習成效。

        （三）精進教學：師⽣共學、社區參與，共同規劃與實踐特⾊課程，藉由共備、觀課、議課歷程，精進教學。

        （四）文化深耕與傳承：實驗課程在地化，強化學⽣對在地文化與產業的認知與認同，⿎勵學⽣勇於參與、樂

意推動，實際達成深耕與傳承的責任。

        （五）產業活化：實驗課程能⿎舞⼈文關懷，建構在地文化價值，提升產業⽣產能量，從認知情意技能三⽅活

化產業。

        （六）⼈才回流：實驗課程能凝聚社區共存共榮意識，共同投入復甦產業轉型升級，文化保存並復興，培育在

地實踐社群、學習型組織，吸引⼈才返鄉貢獻所學。

1呂翠鈴校⻑，臺南市安平區⻄⾨國⺠⼩學

2吳景州校⻑，雲林縣虎尾鎮廉使國⺠⼩學

3張碧華校⻑，臺北市北投區泉源國⺠⼩學

4劉從義校⻑，花蓮縣⽟⾥鎮源城國⺠⼩學

5陳秀玲校⻑，南投縣南投市千秋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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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羅國基校⻑，苗栗縣三義鄉鯉⿂國⺠⼩學

7林逸松校⻑，新北市三峽區有⽊國⺠⼩學

8李哲明校⻑，⾼雄市鹽埕區光榮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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