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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百年老校透過歡慶百週年⽣⽇的同時，進⼀步連結社區與校友，建構出符合⼗⼆年國教核⼼素養精神

的文史課程。藉由這段課程發展過程，展現學校教師共同合作，連結社區文化、產業與校友，共同發展課程的過程

與結果。過程中，除了文史課程結果的產出，社區與校友尋回學校過往的美好回憶，教師也重新找到校訂課程新的

⽅向與定位。

關鍵詞：偏鄉學校、文史課程、校訂課程

壹、前⾔

　　社會經濟結構轉變及少⼦化現象，嚴重的衝擊偏鄉學校的教育⽣態。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學位於三峽區橫

溪⽔域三所學校中最接近市區的學校，學校創立於⺠國7年（⼤正7年）4⽉1⽇，學校成立係因當時煤礦開採的需要

引進⼤量的⼈⼯及眷屬，由於⼈數持續增加，之後陸續增設⼤成國⼩及建安國⼩，學校全盛時期學⽣數達千⼈，學

校往昔因在地礦產、茶業、柑橘等產業，也聚集⼀些經濟⼒量，近年因交通便利，經濟環境改變，礦坑不再等因

素，學校社區發⽣了極⼤的變化，⼈⼝結構產⽣改變，⼈⼝外移也⾃然產⽣。

　　在迎接學校百週年校慶的同時，如何找回學校過往的歴史以及校友的認同感，成為重要課程，學校以原有的特

⾊課程為基⽯，將在地文化及經濟產業融入課程，並且配合⼗⼆年國教素養導向的精神，建構新的校訂文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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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規劃的理論基礎

　　⼗⼆年國⺠教育的核⼼精神是培養學⽣的核⼼素養。所謂「核⼼素養」，乃指⼀個⼈為適應現在⽣活及未來挑

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與態度，且不以「學科知識」為學習的唯⼀範疇，強調其與情境結合（國家教育研究院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核⼼素養⼯作圈，2015）。仔細審究本校過往的課程發展重點，也秉持此⼀理念規劃，以教育

部訂定的領域⽬標結合學校在地特⾊課程進⾏教學，結合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的理念，將學習置於真實

或模擬情境之中，透過學習者與情境間的互動，使學⽣更有效率地將習得的知識應⽤在實際⽣活中（林吟霞、王彥

⽅，2009）。例如，本校的濕地教育與⾏動學習，都是讓學⽣親⾝體驗，從中培養知識、興趣與能⼒。⽽這樣的課

程發展與教學實踐理念，也實現了「兒童中⼼教育」（Child-Centred Education）的先驅帕克爾所提倡的教育中

最好的部分是在無意中獲得，尤其在⼩學階段，更應⿎勵兒童從事⾃然的活動（馮朝霖，2000）。這種課程觀在發

展學⽣個⼈意義，認為教育是⼀種由內⽽外的⽣⻑，教師的任務不是雕塑學⽣，⽽是使其⾃然⽣⻑（Eisner,

1985）。

　　這種課程發展，也體現Cornbleth（1990）的論點。Cornbleth（1990）在《脈絡課程》⼀書中批評，過往的

課程認為知識是固定的，知識被處理為確定和不可改變，知識獨立於個⼈之外，等待⼈的發現；⽽他提出「另類」

（Alternative）的課程知識，課程不只是⼀種為實踐教學所使⽤的文件或計畫，⽽是將重⼼放在班級中的實踐，課

程是⽣活，經由學⽣與他⼈、環境及⾃我互動⽽發⽣；是⼀種持續性的社會活動，這種活動是透過班級內教師、學

⽣、知識及環境間，真實互動中型塑。申⾔之，Cornbleth（1990）的脈絡課程認為課程與教學是⼀種持續性的社

會互動，透過這種過程，培育學⽣活化知識、活⽤所學的能⼒，⽽這也體現⼗⼆年國教核⼼素養的精神，藉由透過

學⽣與各種客體與主體之間的互動，建構出素養能⼒。

　　在規劃百週年校慶課程的同時，正值⼗⼆年國教如火如荼展開，如此巧合的契機，再搭配學校參與教學卓越奬

比賽的同時，給予學校修訂課程的絕佳機會。⼗⼆年國教的課程設計所重者乃素養，非常重視連結實際的情境脈

絡，讓學習產⽣意義（周淑卿、吳碧純、林永豐、張景媛、陳美如，2018）。⼀直以來，學校課程以⽣態為主，乃

是依據學校實際具有的濕地情境脈絡為主⽽發展，每學年開學為新⽣設計穿著青蛙裝下⽔，結合學校當年度⽣態特

⾊及教育政策規劃⼀年⼀週的⽣態週課程，每年暑假的⽣態數位夏令營，教師帶著孩⼦⼀同更深入體會學校特⾊⽣

態及後⼭社區之美，在在為學⽣連結實際的⽣活情境，期待孩⼦透過學習更了解學校⽣態，⽽這正是

Cornbleth（1990）脈絡課程論點的實現，將重⼼放在教學實踐，課程是⽣活，經由學⽣與⽣態環境，學⽣與其他

同學、老師，以及學⽣⾃我的探索互動⽽發⽣。

　　另⼀⽅⾯，學校在⾏動學習的部分，孩⼦透過⽣態的認識，運⽤科技及攝影技術，讓孩⼦留下美好的畫⾯及回

憶，尤其是在許多資源班的孩⼦透過相機鏡頭所呈現出的畫⾯，讓孩⼦願意拿起相機⾃主拍攝，學校實實在在的強

化學⽣參與和主動學習，得以運⽤與強化相關能⼒（周淑卿等，2018）。

參、學校原有的重要課程內涵

　　學校現今的特⾊係以⽣態課程為主軸，結合⾏動學習，將學校特⾊發揚光⼤，以下介紹學校最主要的兩⼤特⾊

課程。

⼀、⽣態課程

　　現今的⽔草塘位置，過往係學校教師宿舍，為⼀⽇式建築，因老舊拆除改建為停⾞場，在細⼼的老師觀察下，

向下開挖發現了湧泉及黏⼟⼟質，老師們勇敢開挖了三公尺深的⽔草塘，開始了學校的⽣態課程，經歴⼗多年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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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學校曾獲得了⺠國98年教學卓越獎⾦質獎、102年教學卓越銀質獎、104年國家永續發展獎及105年國家環

境教育獎；學校接續引入科技⼯具及攝影課程，讓學校的課程透過鏡頭展現出學校的特⾊與魅⼒；106年為迎接百

週年校慶，完整學校課程，決定建基於⽣態環境，藉由百週年校慶活動，配合⼗⼆年國教政策，將文史課程融入校

訂課程，增加特⾊課程的新元素。

⼆、⾏動學習課程

　　學校的⾏動學習課程，係以發展學⽣圖像為⽬標，⾃然觀察家、⽣活應⽤家、環境實踐家及藝文創作家，在全

校⼀⼼的投入下，近年已發展出相當之成果，並榮獲教育部105年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團隊及多項殊榮。⾏

動學習以⽣態為基礎結合攝影⼯具展現學校之美，包括３Ｄ列印及雷雕延伸發展的創客活動，以空拍、ＡＲ、ＶＲ

成就出的不同視域學習，也就是說將科技⼯具應⽤於課程中，引領學⽣更多的⾃主學習。詳⾔之，本校參考庫柏的

經驗學習圈模式，加上做中學的體驗式課程，透過教師社群利⽤數位⼯具與網路資源的研發與討論，將體驗-反思內

省-歸納-應⽤4個階段融入學校⾏動學習課程中，讓學⽣進⾏深入學習，且樂在學習。

肆、百週年校慶-「成福⾛讀6+1」文史課程

　　為結合百週年校慶，討論後發現最能連結在校⽣與畢業校友的是社區遠⾜課程，⽽這樣的課程在經歷⼀次⼜⼀

次的⾛讀後，竟成為全校親師⽣、社區與校友最期待的課程。依本課程發展緣起、社區概況與課程範圍及課程內

涵，分述如下：

⼀、課程發展緣起

　　文史課程的開發是⼀段有趣的過程，緣於百週年校慶尋回老校友的過程中，校友和學校的連結，許多校友提到

⼩學的「遠⾜」活動，他們的共同回憶「⻑壽⼭遠⾜」，啟動我們「⾛學⻑、學姊的路」；其次，學區內居⺠及家

⻑多數是校友，我們希望⼤家知道百週年校慶的訊息，所以我們決定帶著孩⼦敲鑼打⿎⾛入社區，讓社區看到我們

正在進⾏的活動，讓孩⼦和家中⻑輩有共同的話題，喚起校友們對學校的注意，希望觸動校友回娘家的動念，我們

在99週年校慶前，結合成福煤礦的課程，以成福⾥為出發，⾼舉學校活動旗幟，為99年校慶／啟動百週年校慶活

動，熱鬧的⾛入社區，過程中除引起社區⾼度關注外，可愛的孩⼦們⼤聲唱著校歌，成功的為百年百桌啟動了成功

的開關，也奠定⽇後「⼀起遠⾜趣」文史課程的契機。

⼆、社區概況與課程範圍

　　百年以前，學校學區含括溪東⾥、溪北⾥、溪南⾥、成福⾥、⽵崙⾥及安坑⾥等六⾥，後因⼤成國⼩及建安國

⼩陸續設校後，學⽣數逐漸減少，現今學⽣來源仍含括五個⾥的學⽣。「⼀起遠⾜趣」活動圓滿順利，校友的⽀援

與協助是活動成功的最⼤因素，每⼀次⼆百多位師⽣⼀同⾛入社區，五位⾥⻑的全⼒⽀持，是功不可沒的，教師的

事先探勘、社區⼈⼒資源的體驗課程安排、社區及各式團體提供的美食及禮物、社區巡守隊及警察的安全維護，全

校師⽤⼀年的時間共同完成百週年校慶「⼀起遠⾜趣」的課程，是所有夥伴的⽀持與努⼒，實在太美好了。

　　學校在發展百週年校慶的過程中，文史課程已繼⽣態課程及⾏動學習課程之後，成為學校校訂課程中的第三⼤

主軸，以認識在地社區、文化及產業為主。為百週年校慶詳實呈現文史課程內容，結合文史社群夥伴、學校教師、

校友及社區⽀援，教師們共同完成「⼀起遠⾜趣」課程書⾯資料。五⾥五條路線中，獨缺百年前學區安坑⾥，在⾥

⻑及校友的提醒下，我們決定以學校設立初始時的六⼤⾥學區範圍，將該⾥課程融入學校文史課程，有利學⽣了解

成福國⼩的歷史，並以完整的橫溪⽔域做為課程的設計，所以學區文史課程六條路線，正式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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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名稱 教 學 重 點

低年級

⾛讀溪東

柴埔⼭⽣態探索

1.草寮精神與佛典故事聆聽。

2.⺠間信仰（⼟地公、迎尪公）故事聆聽。

3.柴埔⼭⽥園⽣態與⿃類棲地探索。

作業：完成「聽故事、畫故事」學習單。

中年級

藝遊溪東

⽣活藝術茶禪

1.「博學雅健」的⽣活型態與茶禪體驗。

2.園藝創作與⽣態、故事寫⽣。

3.柴埔⼭⿂類棲地與蝴蝶棲地探索。

作業：完成「園藝創作與故事寫⽣」。

深根溪東

1.學習寺院總體環境營造概念與兒童禪修體驗。

2.溪東⾥學習步道的解說與攝影。

　　學校在「⼀起遠⾜趣」系列課程實作之後，也連動了其他點狀式課程，包括李梅樹紀念館⻑期合作的藝術文化

課程及祖師廟課程，透過滾動式課程概念，結合學校文史課程，由單點課程進入全校性文史課程，我們以在地情

懷，前進三峽的概念，將文史課程以橫溪⽔域6個⾥課程加上三峽街區，規劃出「成福⾛讀6+1」文史課程。

三、課程內涵  

　　校本課程發展的⾏動，須先建構「學校願景→課程願景→核⼼素養→能⼒指標」系統。確認學校課程願景、教

育⾏動之⽬標⽅向，依據各年段學⽣欲培養之能⼒，進⾏課程設計與實施歷程。即決定學校願景，確認學校課程⽬

標、依據核⼼素養、參照能⼒指標，按此實施系統開始進⾏課程規劃⾏動（鄭淵全、陳殷哲，2016）。依據此⼀過

程，本校文史課程由此⽽展開。

　　基本上，這六個⾥各有不同的特⾊，各有不同的⼈文與可供探訪、學習的重點。為配合全校每學期⼀次⼤遠

⾜，遂將文史課程分為低、中、⾼年級三⼤區塊。低年級強調⾛讀、中年級進⾏藝遊、⾼年級發展深根，讓每位成

福的孩⼦皆能體驗社區在地文化，並培養學⽣愛鄉愛⼟的情操。然因有限篇幅，僅列溪東⾥課程⼤綱（如表1）搭

配⼗⼆年國教核⼼素養，以供參考，其他的課程⽅案，可詳⾒《百年成福．成就幸福：創校百週年慶紀念特刊

（⼆）》（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學，2019）。

表1

溪東⾥課程⼤綱與12年國教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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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綠活步道解說 3.柴埔⼭蕨類棲地與濕地棲地探索。

作業：製作溪東綠活圖。

預期達成⽬標：

E-A1 具備良好的⽣活習慣，促進⾝⼼健全發展，並認識個⼈特質，發展⽣命潛能。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常⽣活問題。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E-C3 具備理解與關⼼本⼟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識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E-A1能運⽤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想像⼒持續探索⾃然。

⾃-E-C1培養愛護⾃然、珍愛⽣命、惜取資源的關懷⼼與⾏動⼒。

⾃-E-B3透過五官知覺觀察週遭環境的動植物與⾃然現象，知道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藝-E-A1參與藝術活動，探索⽣活美感。

藝-E-B3善⽤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社-E-A2敏覺居住地⽅的社會、⾃然與⼈文環境變遷，關注⽣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

⽅法。

社-E-B3 體驗⽣活中⾃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社-E-C3了解⾃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本⼟及全球議題。

 

伍、課程發展的省思

　　課程發展是⼀項⻑期的⼯作，需要專業知識，同時需要老師願意投入時間發展，最重要的是老師必須從發展過

程中，彼此合作、共同投入，才能成就本校校訂的文史課程。綜觀此次課程發展能完成，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要

素。另⼀⽅⾯，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本為⼀體兩⾯，學⽣從「⼀起遠⾜趣」過程中，也學會⼗⼆年國教核⼼素養

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社區與學校之間更緊密的連結，也是本次文史課程發展的重要回饋與收穫。

⼀、課程發展成功的要素

（⼀）具課程發展專業能⼒及意願的教師

　　綜觀此次課程發展，教師的投入是課程發展能完成的最⼤原因。教師本為學校最重要的資產，只有具備專業能

⼒的教師願意投入發展，才能成就學校的各種課程規劃。此次，在形成共識全⼒完成學校百週年校的情況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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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多花時間投入，是成就文史課程最重要的因素。

（⼆）專業合作的學校文化

　　在教學時間安排上，學校很難安排老師共同專業對話的時間，成福國⼩⽬前共有7個教師社群，除教師⾃覓對

話時間外，學校星期⼀放學後的時間，已成為社群最重要的專業發展對話時間。除此之外，此次文史課程發展過

程，成功的因素尚包括，週三教師進修與教授及社區⽀援教師的共同討論，以及學校先前⽣態社群、⾏動學習社群

過程中，培養出專業合作的學校文化，皆是完成文史課程的重要原因。

（三）通⼒⽀持的學校與社區

　　學校本⾝和社區的全⼒配合與⽀持，更是課程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幾年因為籌辦百週年校慶，全⼒拜會地⽅仕

紳、耆老、校友及⾥⻑，過程中，所建構出的網狀⼈脈資源，全⼒⽀持學校發展文史課程，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

更動⽤諸多的⼈⼒⽀援，如警⼒、社區⼈⼒等等，在在顯⽰學校與社區的全⼒動員，均為成就此次文史課程發展成

功的重要關鍵。

⼆、課程實踐的回饋

（⼀）學⽣對社區的認識與喜愛

　　在未發展與實施文史課程前，學⽣對社區的認識與了解並不深，更遑論喜愛與願意親近社區。然⽽學⽣從「⼀

起遠⾜趣」實施過程中，能更深入地了解不同鄰⾥之間的特⾊與差異，也從中認識社區的過去與現在的發展，不但

建構學⽣認知鄉⼟的知識與能⼒，同時培育學⽣熱愛鄉⼟的情操，⽽這正是⼗⼆年國教強調的核⼼素養，我們希望

透過學⽣⾛入社區，了解社區文化及產業，增加他們未來服務家鄉的機會。

（⼆）社區學校之間的緊密連結

　　過往社區與學校雖常有聯繫，然⽽彼此之間的連結並不強。透過此次文史課程發展的過程，社區⼈⼠更深入地

投注⼼⼒，⽀持學校發展課程，讓學校與社區彼此間產⽣更強的聯繫，更能凝聚學校與社區的關連，每回聽到社區

夥伴⼤聲說：「我是校友耶！」那是最開⼼的回饋。

（三）老師能充分體驗社區資源

　　過程中曾有老師分享：「校⻑，我在這裡服務了⼆⼗多年，這是我第⼀次⾛入這個社區，我真的好感動。」也

有老師分享：「第⼀次遠⾜時，我們覺得⾛路好辛苦，但為了配合百週年校慶，我們不好意思說。可是，現在我們

已經愛上遠⾜了！」「遠⾜」也成為全校親師⽣共同的話題。最重要的是，教師在遠⾜系列活動後，更理解社區可

⽤資源，對學校未來執⾏校訂課程時，增加了無比助⼒。

陸、結語

　　百週年校慶的三年計畫，經過99週年啟動儀式，100週年盛⼤舉⾏，101年復刻校友記憶的「⻑頸鹿」揭幕儀

式後畫下句點。學校以兩本校慶特刊做為全紀錄，記錄了百年歷史與榮耀，以及三年校慶系列活動照片，詳實呈現

學校三⼤特⾊主題，七個教師社群，優質的刊物可⾒全體教職員及校刊編輯群的⽤⼼。

　　偏鄉⼩校的我們，在百週年校慶收到校友及社區對學校的滿滿⽀持，在歡慶學校百週年校慶的同時，除完成各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2019年09月,第19期

找回偏鄉學校的歷史與傳承─以三峽成福國小文史課程發展為例

6



式活動外，學校教師與社區⼈⼠共同努⼒，完成深具意義與價值的文史課程，是成福國⼩親師⽣最⼤的福氣。唯有

認識⾃⼰的家鄉，未來才更有機會留在社區，⽽這種強調情境脈絡的課程觀，才是符合⼗⼆年國教核⼼素養的最重

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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