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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總體課程架構課程評鑑紀錄表 

一、 時間：113年 6月 28日(星期五)中午 12:30-13:00 

二、  地點：線上會議 

三、  主席：蘇淵源校長 

四、  紀錄：吳文豪組長 

五、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六、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七、  總體課程架構評鑑結果報告： 

層面 
評鑑

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質性描述課程評鑑 

量化課程評鑑 

成

效 

優

良 

成 

效 

尚 

佳 

成 

效 

普

通 

成 

效 

欠 

佳 

課程設

計 

1. 

教育

效益 

1.1 學校課程願景，能掌握課綱之基本

理念、目標及學校之教育理想。 

本校課程願景、學生圖像由校內

核心小組共同討論，並由此延伸

出高中校訂必修、多元選修、自

然科探究與實作及國中彈性學習

等課程，逐年進行滾動式修正，

並配合本土語文/臺灣手語調整課

程規劃，讓課程更適合學生需

求。由後中資料庫資料可知教師

從對於新課綱和課程計畫都越來

越了解。 

◎    

1.2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

節數規劃，能適合學生學習需要，

獲致高學習效益。 

◎    

2. 

內容

結構 

2.1內含課綱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必備項

目，如背景分析、課程願景、各年

級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節數

分配表、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

劃、學生畢業考或會考後至畢業前

課程規劃、課程實施與評鑑說明以

及各種必要附件。 

國、高中課程計畫皆符合相關規

定要件，適時規劃各種議題融入

教學，課程計畫皆符合總綱及領

綱教學節數，並經由國教署及縣

府課程計畫委員審查通過及發函

備查，符合規範。 

◎    

2.2各年級各領域/科目(部定課程)及彈

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教學節數和

總節數規劃符合課綱規定。  

◎    

2.3適切規劃法律規定教育議題之實施

方式。 
◎    

3. 

邏輯

關連 

3.1學校課程願景、發展特色及各類彈
性學習課程主軸，能與學校發展
及所在社區文化等內外相關重要
因素相連結。  

學校願景與特色皆能扣合本校學

生特性，配合2030雙語國家政

策，國中部發展結合英語且與外

師協同教學的彈性學習課程。高

中部結合在地文化如茶，並發展

心性陶養(茶道、陶藝、素描、書

法)、自然科和社會科探究與實作

課程，或結合嘉義歷史文化特色

發展文理閱讀及諸羅踏查課程，

並連結社區資源及延伸出阿里山

青年大使社團。 

◎    

4. 

發展

過程 

4.1學校背景因素之分析，立基於課程
發展所需之重要證據性資料。  

學校背景分析及SWOT資料皆能

由行政數據及後期中等資料庫呈

現。相關規劃過程皆有各領域教

學研究會、核心小組及課發會會

議記錄佐證。 

◎    

4.2規劃過程具專業參與性並經學校課
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    



2 

 

 

 

 

課

程

實

施 

各

課

程

實

施

準

備 

5. 

師資

專業 

5.1校內師資人力及專長足以有效實施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節數課

程，尤其新設領域/科目，如科

技、新住民語文之師資已妥適安

排。 

本校師資結構因國高中師資互相

支援、112學年度國中增班、高

中減班，生活科技及本土語文之

閩南語師資正在慢慢到位。臺灣

手語師資已有部分教師考過中高

級，具備合格授課資格。但因學

生選課自由度高，故部分罕見語

種只能申請職播共學支援。 

 

本校112學年度各領域教學研究

會每學期進行2-3次，並有高中優

質化計畫、高中精進計畫、國中

精進計畫、均質化計畫、大專共

好計畫等資源挹注，辦理各領域

相關主題研習，並利用領域會議

進行備課、評量成效討論、課程

評鑑。 

 

全校教師公開觀議課，包含校

長，執行率超過九成，利用公開

觀議課進行課程教學討論，滾動

式修正授課內容及精進課程計畫

規劃，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   

5.2校內行政主管和教師已參加主管機

關及學校辦理之新課程專業研習

或成長活動，對課程綱要內容有

充分理解。 

◎    

5.3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

會、年級會議及專業學習社群之

專業研討、共同備課、觀課及議

課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綱、

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    

6. 

家長

溝通 

6.1學校課程計畫能獲主管機關備查，

並運用書面或網路等多元管道向學

生與家長說明。 

本校國高中課程計畫已完成嘉義

縣政府備查，公告於學校首頁課

程計畫專區，並召開多場家長說

明會、新生訓練及選課說明會介

紹學校課程。 

◎    

7. 

教材

資源 

7.1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所需審

定本教材，已依規定程序選用，

自編教材及相關教學資源能呼應

課程目標並依規定審查。 

所有自編教材皆經過學校課發會

審查通過。唯目前校內空教室不

足，故1.5倍開課跑班課程或自主

學習的場地受限，故需開放其他

特殊教室如實驗室進行自主學習

或其他跑班課程。 

◎    

7.2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

場地與設備，已規劃妥善。 
 ◎   

8. 

學習

促進 

 

8.1規劃必要措施，以促進課程實施及

其效果，如辦理課程相關之展

演、競賽、活動、能力檢測、學

習護照等。 

定期舉行校內各類學科競賽、鼓

勵學生參與語言或資訊類檢測，

國中進行全年及普測及科技化評

量評估學習成效，並於期末進行

各類成果發表會，例如期末報

告、自主學習、社團成果展、校

慶教學成果展等，鼓勵師生勇於

展現學習成果。 

◎    

各

課

程

實

施

情

形  

9.  

教學

實施  

9.1教師依課程計畫之規劃進行教學，
教學策略及活動安排能促成本教
育階段領域/科目核心素養、精熟
學習重點及達成彈性學習課程目
標。  

教師於課程規劃時，皆能按照教

育階段核心素養去規劃。唯新課

綱上路，加上教師人力吃緊，本

校教師身兼多職，開設校訂必

修、多元選修等課程，在疲於各

種備課，又有新教材的狀態下，

於素養導向教學及對準大考之熟

悉度還不足。 

 ◎   

9.2教師能視課程內容、學習重點、學
生特質及資源條件，採用相應合
適之多元教學策略，並重視教學
過程之適性化。  

 ◎   

10.  

評量

回饋  

10.1教師於教學過程之評量或定期學習
成就評量之內容及方法，能掌握
課綱及課程計畫規劃之核心素
養、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並根
據評量結果進行學習輔導或教學
調整。  

從後中資料庫問卷可知，更多教

師提高多元評量的應用，也更加

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段考前的審題，及段考後的試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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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會
議及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就
各課程之教學實施情形進行對
話、討論，適時改進課程與教學
計畫及其實施。  

分析與學生學習成效討論，都是

領域教學研究會的討論議題之

一，並落實分科、分領域的課程

評鑑，收集後中資料庫師生意

見，針對課程持續精進。 

 ◎   

課程 

效果 

11. 

教育 

成效  

11.1學生於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
程之學習結果表現，符合預期教
育成效，展現適性教育特質。  

從後中資料庫問卷分析，學生普

遍對於教師實施差異化教學有

感，學生轉學意圖和108學年度

相比的確有降低的趨勢，上高中

後整體學習興趣有提升，展現適

性教育的特色。 

校訂必修課程教學更重視培養學

生問題解決能力，教學模式著重

個人報告或分組報告，讓學生進

行合作學習。 

學生認為校訂必修和選修課程均

有學習收穫，其中，又以選修課

程的收穫更有顯著提升。 

而在核心能力表現上，無論是自

信努力上進、周全思考問題，規

劃修正執行能力、同理互動溝

通、多方資訊收集、關心藝文活

動、關心公益事務、合作共識能

力、尊重差異關心國際等面向，

高三生都比高一生有更好的表

現。 

◎    

課程總

體架構

綜合性

課程評

鑑紀錄 

本校為新課綱前導學校，於 105學年度開始進行教師研習、課程試行及相關準備。故對於學校願景、

學生圖像、課程規畫等有較高完成度和執行經驗。而 112學年度國高中課程計畫皆由國教署或嘉義縣

政府課程計畫審查委員審查通過，課程架構、學分數、開課方式皆符合規定。另外本校之高中新增鐘

點費的審核亦通過，代表目前相關開課及執行皆符合總綱及相關規定。 

本校以「國際三語跨科技，竹高閃耀兀世代」特色認證課程方案，內容囊括國高中課程發展，參加嘉

義縣 112年度學校特色課程及教學認證，榮獲全縣典範學校殊榮。而在後中資料庫問卷中，教師對於

整體課程實施滿意度高，無論是在課程內容的創新精進或是運用更多元的教學方法能力都有明顯提

升，教師也認為新課程能讓老師更發揮專業，相信在全校師生的正向態度及努力下，未來更能實踐新

課綱的自發、互動和共好的願景，成就每一個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