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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踏臺北城   心繫附小情 

 

肆、省思分享 

 

一、方案省思 

  

  (一) 成功經驗 

    
「走進臺北城」集全體附小老師之智慧，經過多年的探討、沉澱、省思，課 程

逐漸完整、成熟。分析其成功的經驗有以下幾點： 

   1.參與人員的全面性 

種子埋進土裡，需要陽光、養分與耐心等待，才會逐漸萌芽成長。「走進臺北

城」正是附小全體教師共同孕育的一顆種子，目的是希望種子發育長大後能傳遞

「愛校、愛鄉、愛土」的情操，給本校這群「候鳥型」的學子，讓他們也能發自

內心的「愛」上這個學校、這個社區、這座古城。 

有鑑於此，全校教師共同投入、形塑出臺北城特色課程。從初始的分歧到逐

漸形成共識，依循的是一致的願景與課程目標。參與者從級任到科任，從行政到

學年，不分你我，攜手合作，在課程主軸的引領下，第一線教師自下而上進行細

部的計畫執行、教學引導、學習單設計等工作；而行政團隊則由上而下全力給予

各種支援與服務。在這股「人人有共識，個個都關心」的氛圍中，大家一次次討

論，一年年實施，一遍遍修正，終使課程漸臻完善。 

   2.資源運用的適切性 

本校位於博愛特區，四周文教機構林立，資源豐富完備；本校家長九成以上

大專畢業，社經地位亦在水準之上。基於上述優勢，「走進臺北城」課程在社區資

源方面，以敦請社區專業人士到校演講、結合社區人力落實鄉土教學、全面結合

社區文教活動等方式，深化諸如「來去總統府」、「走訪特色街道」、「探訪古城古

蹟」等課程內容。在家長資源方面，以邀請學有專長的家長到校演講、協助安排

附近機構參觀（例如：外交部）、邀請擔任校外教學義工等方式，適切的將資源融

入到整體課程中。教師的教學內涵因為資源的導入而更為充實有內涵，學生的學

習更因為資源的善用而更加豐富且多元。 

   3.評鑑制度的專業性 

「沒有評鑑的課程是虛的，沒有課程的評鑑是空的」。本方案課程中，教師

既是課程的設計者，也是教學的實施者，更是課程評鑑的執行者。本方案課程從

第一年實施，便建立評鑑制度，透過逐年修訂評鑑向度的方式，引領教師深入省

思不同的課程面向。從課程目標的訂定到教材內容的選擇，從教學活動的實施到

教學評量的設計，每一個環節都要求教師進行自評與互評。此外，在外部評鑑方

面，善用本校母院課程專家教授們之資源，不同時期敦聘不同的教授給予多元且

鞭辟入裡之真知灼見，更使課程能逐漸更加精緻與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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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值得引介的特別經驗 
    

    1.引進專業資源，提供教師成功經驗 

    除了本校母院之課程專家教授們，本校亦經常聘請教育機構專家學者蒞校指

導。在研發課程內容時，專家學者一針見血的意見，讓老師得到無數的啟發與感

動，是辛苦研發課程時最好的提神劑；在進行成果發表時，教授們專業的評價與

鼓勵，更是戰戰兢兢的教師們，最美好的加油催化劑。只要辛苦的耕耘能夠得到

實質的回收，教師是不會吝於付出的。本方案課程在執行過程中，經常利用領域

會議、課發會議、課程工作坊等時間，敦請專家學者指導，讓教師覺得有後盾、

有支援，也更願意為課程精進付出更多心力。 

   2.定期研發討論，落實學習型組織之理念： 

有了專業資源的協助，教師更不忘自我專業與成長。以下幾點為本方案落實 

學習型組織理念之方式： 

（1）安排寒、暑假工作坊，規劃課程設計規劃的研習進修。 
（2）課程小組運用週五研討會進行專業對話，討論與發展特色課程的架構。 

（3）定期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與領域會議，研討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4）訂定學校課程計畫之相關辦法以及審查制度，作為課程規劃與實施的依

據。 

 (5)積極鼓勵家長參與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校務，提供課程規劃的

參考方向。讓家長關心孩子的學習，瞭解整體的學習歷程。 

   3.透過成果發表，凝聚更多課程發展共識： 

教室是一個王國，教師是教室內的靈魂人物，擁有神奇的魔力，可以讓班級

教學有宛若天堂與地獄之差別。正因為如此，如果教師若總是侷限在自己的班級

中，不但無法與他人交流寶貴的經驗，更可能因此流於自我膨脹。本方案課程，

自發展之初，每年都利用上學期期末進行「特色課程」成果發表會，上台發表的

教師莫不使出渾身解數，將課程實施成果依照教學計畫、執行過程、活動照片、

教學省思等歷程一一整理出來，面對全校同仁進行正式的發表。而台下聆聽的同

仁依據評鑑表內的向度，一一給予珍貴的修正意見，最後再由課程專家教授進行

總評與勉勵。 

透過成果發表會，每一位教師走出教室，打開心胸，將教學成果展示出來的

同時，也讓各領域、各學年更深入瞭解彼此課程的縱向、橫向的銜接與關連性；

更讓自己的教學省思增加更多的觀點與思維層次。 

 
      (三）方案執行的困境與改進方式 

  

    1.體驗活動、參觀訪問等課程，有時也需引導與統整，難免影響基本課程時數。 

    2.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與領域召集人若因新學年度職務配置調整而更換，亦造

成課程銜接討論的過度期。 

 3.教學設計者每年因成員之不同,對課程形成的主軸與訂定之教學目標來龍去脈

若不清楚,易形成依樣化葫蘆,疏忽了對課程主軸與架構目標等的對照與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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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課程的實施者本身多非「臺北城」內的在地人，若對「臺北城」周遭或歷史 不
熟悉，無法帶領學生產生認同與歸屬感。 

    5.唯有教師與同儕的協同教學，專長分配，規劃學年的主題教學課程，方能彌

補各班各行其事的缺失，避免特色課程在新的年級，接手老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上銜接的問題。 
 
二、未來展望 

     
 課程是透過計畫→實施→檢核→修正的回饋機制，逐步發展而來。「走進臺北

城」課程設計與實施，對大多來自學區外的附小學生而言，是一套值得因時、因地、

因人制宜的特色課程，但我們並不以「走進臺北城」為滿足，本方案課程未來持續

發展研究的展望方向如下： 
(一)整合資源、善用科技，全面建置方案課程平台 

         豐富的資源需要整合，社區策略聯盟的發展再求積極，發達的科技則宜充運

用，以輔助教與學，再透過網路平台的架設與熟練操作，可促使教師教學經驗得以

傳承、分享，學生學習更加多樣化。 

(二）在地關懷、貢獻服務，培養附小學生的人文情懷 

        雖然時間上，臺北古城的足跡需要逐步探索；雖然空間上，由近及遠以便認

識週遭環境的課程規劃較符合邏輯性，然而，如何形塑臺北古城的新風貌，如何由

世界而亞洲而台灣而臺北而學校的從遠而近的邏輯課程安排，從認識到關懷，進而

服務貢獻的人文情懷也是未來可以納入課程設計的考量。    

   (三）立足臺北、放眼天下，建立附小學生的國際觀 

       從「走進臺北城」的關懷激發，邁向「未來臺北城」的創新思維，進而「與

世界連動—臺北城」的卓越國際觀，是本方案課程未來持續發展研究的展望方向。 

也努力藉由透過體驗、實踐、省思與應用實施方案課程，冀求穩定中求進步，並隨

環境變遷與社會脈動需求於進步中求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