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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與背景分析  

  一、現況說明  

(一) 學校型態變遷  

    德和國小於民國 71年 8月才正式設校，迄今已有 41年左右的時間。在歷任校長的戮力經營及全體教職員工、家長的

共同的努力下，班級數從最初設校的 8班，到最多時曾來到 40班，1300多個學生。近年來，由於少子化的緣故，班級數

逐年下降，以現況來看，1.7公頃的土地，提供給 15個班 360位左右師生使用，每人平均約有 45平方公尺的空間，已經

稍稍解除以往校園過於擁擠的問題。減班所空餘之教室，未來可以規劃成師生多元學習空間，亦可透過空間的整理與調

整，以補缺乏大型室內空間之不足。 

(二) 環境設施條件 

     因當初快速增班，校舍規劃多以增建教室為主，整體環境設施缺乏提供師生戶外休憇、展演的空間；另校園鋪面也 

 多為硬質水泥或 PU，透水性及美綠化不足，使校園整體較缺乏讓人親近與視覺上的美感。未來考慮在各教學區域的交界

處或角落，植樹或增設綠籬，並在其間增設休憩設施，以提供師生一個可以坐下來休息、聊天或閱讀的空間。又本校 109

年完成風雨操場的建立，110年完成廚房的改建，111年爭取到德興樓的拆除及校地新建。相信在可預見的未來，除了風

雨操場可增加師生戲劇表演及音樂演出使用的平台區域，新建廚房周圍作為休憩之所，新的校園大樓門面完工之後必能增

進校園環境的功能與風采。 

     



 

 

    (三) 教育發展方向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學校應該提供孩子多元發展與選擇的機會。過往德和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體育」很好的

學校，除了體育，也希望給不同潛能的孩子都有發揮的機會。原來已經有的跆拳道隊、桌球隊、田徑隊、跳繩隊等體育團

隊外，先在 102年成立了直笛隊，接著 103年組成了很多孩子喜歡的籃球隊，又於 105年成立帶式橄欖球隊，經過三、四

年的培訓，已屢次獲得全國前三名。未來將運用彈性課程，規劃開設各種型態的社團，並依孩子的興趣與潛能安排適合他

們社團。為了提供孩子一個展現的舞台，也希望家長能看見孩子除了課業表現以外的另一面。所以，從 102年起至今利用

假日舉行「歲末活動」和「校慶活動」，將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才藝展現出來。  

    德和國小位於外木山海邊的山坡上，看得遠、視野開闊，德和的孩子應該培養更高遠的志向，和不同於一般孩子的胸

襟與視野。除前述多元性的社團活動外，目前學校還有以下重點教育活動，可再透過課程深化。  

      1.海洋教育  

    「外木山海洋教育」校本課程，為學校特色課程，經多年實施與推動，本校會繼續重新檢視與調整，以持續發展與推

動本校海洋教育，期能達成盡善盡美的境地。  

       

 



 

 

     2.閱讀教育  

     德和晨讀 10分鐘已推動多的年時間，孩子閱讀習慣的養成已初步見到成效，配合各項閱讀活動的引導，孩子的閱讀

樂趣被提升，加上即將安排的「與作家有約」及「作家教寫作」活動，都有助於孩子讀寫能力的發展。110學年度起增設

閱讀推動教師及成立跨領域閱讀推動社群，相信更有助於學生的良好閱讀習慣，增進並擴大孩子的知識領域及技能。 

 

     3.戶外教育  

    每年至少兩次的戶外教育活動，是德和的傳統教學活動，如何與課程適當結合，讓孩子的學習跨出圍牆、走出學校，

延伸孩子學習的觸角，增廣孩子的見識。 

  

     4.智慧創客教育  

    德和多年前已設置完成的智慧創客教室，需要透過課程的規劃與設計，給孩子更多發揮創意的機會，並能透過虛擬實

境的體驗，讓孩子的視野與腳步無限延伸。  

   (四) 師資與專業  

    教師平均年齡約 47歲左右，教師平均服務年資約在 18-20年之間，對教師而言，正是體力和教學經驗搭配最佳的階

段。在教師的專業發展上，已有七成的老師取得碩士學位，加上他們的教育熱誠與敬業態度，只要能讓教師開放自己的

心，加強教師間的專業互動與對話，在課程發展與教學模式能逐步突破傳統、開發創新，並能結合智慧創客教室的設備，

提供學生更多元而有趣的學習模式，將有助於提升教育品質，逐步朝向帶好每個孩子的理想前進。  



 

 

    

二、 學校 SWOTS分析  

因素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eknesses)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行動策略  

(Strategy)  

地理環境  1.依山面海，視野

佳風景優美。  
2.鄰近漁村社區型

學校。  

1.學校地處山坡，

學生上學較不方

便。  
2.位處山坡地常受

季風影響，空氣 
潮濕、鹽分較

重。  

1.近北二高、萬瑞

快速道路交通便

捷。  
2.鄰近北觀國家風

景區。  

靠近協和發電

場，有空氣污染

的威脅。  

1.結合既有環境條件，持續深化校本海

洋教育特色課程。  

2.加強學生通學步道整理，提供安全乾

淨的上學路線。  

3.提升空間運用效率，設備選用耐腐蝕

材質。  

4.加強與北觀國家風景管理處之互動與

配合。  

5.加強空氣品質監測與宣導，以提供師

生正確資訊，維護師生健康。  

學校規模  全校有 16班及幼

兒園 3班，學生數

約 415人，學校規

模適中。  

社區老化。  學區有很大的新橫

濱建案，工程正在

陸續完成中。 

校舍老化。  1.提升教學品質，建立學校特色，提升

社區家長認同感，願意把孩子送來就

學。  

2.加強與社區互動，增進社區對學校的

參與及瞭解，減少學生流失情形。  

    



 

 

學校設施  1.電腦、視聽設

備、智慧創課

教室配合市府

建置與更新。  
2.鄰近中山高

中，可資源共

享。 

3.風雨操場興建

完竣。 

4.視聽教室硬體

設備全面更

新。 

1.部分校舍老舊, 

維修費用高。  
2.室內大型活動空

間不足，雨天室 
外教學活動受

限。  

1.德興樓、德安樓

均多年前陸續補

強完成。又 111

年爭取到德興樓

的拆除及校地新

建 
2.風雨操場年前已

興建完竣。  

部分教學設備老

舊，需有充足經

費配合更新與改

善。  

1.評估教學設備需求之急迫性，先以預 

算支應，並積極向上級爭取經費改

善。  

2.檢視校舍老舊狀況，評估改善經費需

求，逐年爭取經費解決。  

3.適當整理減班空餘教室，增加雨天室

內教學空間。  

4.充分利用完竣之風雨操場。  

5.部分受限空間設施，可尋求鄰近中山

高中之協助。  

教師師資  1.教師均充滿教

育熱誠。  
2.教師年齡、經

驗體力均處最

佳狀態。 

藝能科專長教師人

力稍嫌不足。  
1.教師在職訓練意

願高。  
2.每位教師在共同

備課、觀課及議

課後並進行專業

對話。  

少子化的因素，

有少部分家長溺

愛孩子，教師在

處理學生問題上

出現部分挫折

感。  

1.透過教師甄試或師資培育機構招聘藝

能科專長教師。  

2.透過教師專業成長進修，培養教師藝

能科教學專長。  

3.落實教師專業對話成長模式，加強教

師專業社群運作。  

4.帶動教師教育熱誠與士氣，提升教育

品質，增進家長認同，降低教師壓

力。  

    



 

 

行政人員  1.具服務熱忱。  
2.分層負責及橫向

配合聯繫良好， 
相互配合默契

佳。  

1.行政處室縮編、

人力減少，工作

負擔加大。  
2.教師兼辦行政工

作，有時無法兼

顧教學。  

1.部分行政人員經

驗豊富，有助於

行政效率與服務

品質。  
2.年輕老師加入行

政工作，有助於

活化行政事務推

展。  

1. 部分人員長期

擔任固定行政

工作，可能產

生倦怠。  
2. 擔任行政工作

意願降低之狀

況逐漸浮現。  

1.著重與學生相關工作，簡化行政工作

流程，減少形式化之文書作業。 

2.整合處室行政工作，加強相互支援、 

聯繫與資源共享，減少重複性之工

作。 

3.在既有行政運作模式中，加入新觀

念、新方法，提升行政效率、降低工作

負擔。 

4.適度安排行政人事調整。 

學生  學生純樸活潑，學

習意願高。  
單親及隔代教養家

庭兒童比率逐年稍

有增加趨勢。  

1.可塑性高，適合

多元化教育活動

推展。  
2.主動參與學校事

務與活動意願

高。  

1.社會日趨多元

複雜，益受外

來誘惑影響。  
2.弱勢家庭學生

的家庭教養功

能較弱。  

1.增加動手操作及實地參訪等教學活

動，增廣學生學習觸角與視野。 

2.充分瞭解每個孩子發展的可能性，提

供適性發揮機會。 

3.引導孩子認識自己，提升孩子自我認

同與價值感，減少偏差行為，並彌補家

庭教育功能之不足。 

4.增加學生自治活動，提供孩子自我管

理的學習機會。 

5.透過愛心志工，加強對問題行為孩子

的關心與輔導。 

    



 

 

家長  家長認同並支持學

校辦學理念，肯定

學校辦學。 

1.學區家長社經地 

 位落差大，教養

觀念差異性大。  
2.部份家長忙於工

作，疏忽關心子

女教育。  

1.家長會支持校務推

動，有意願配合親

職教育工作推動。  
2.志工團組織向心力

強、服務精神佳。  

新住民學生人數

有增加趨勢，教 
養觀念需要溝

通。  

1.招募家長加入志工團，參與學校活動與

事務，以提升參與感及認同感，共同經

營學校。  

2.鼓勵家長參與班級教學活動，有機會陪

伴與瞭解孩子，並透過親職教育活動，

調整其教養觀念與態度。  

3.申請教育優先區經費，與家長會共同辦

理親職教育活動。  

社區參與  鄰近協和發電廠與

外木山漁村，社區

資源豐富。  

學區分散，學校結

合整體社區經營難

度高。  

1.鄰近社區(文化、

協和)與學校互動

良好，也樂於參與

學校事務。  
2.各社區總體營造活

動，樂意邀請學校

參與。  

德和、德安兩社

區與學校間無地

利之便，學校參

與度相對偏低。  

1.學校活動結合社區場地辦理，加強與社

區的互動與接觸。  

2.主動配合社區營造活動，讓孩子透過參

與社區活動，強化與社區的連結。  

地方資源  1.有二、三級古

蹟，適合發展鄉

土教學。 
2.學校鄰近外木山

海域，適合發展

海洋教育。 

鄰近缺乏文教機

構，難以配合學校

教學需求。 

1. 中山區行政中心

大樓在本校學區

中，資源取得較

具便利性。 
2. 部分地方人士關

心社區發展，有 
心整合社區資

源。 

民眾社區意識仍

顯薄弱，各社區

資源整合，短時

間仍難見成效。 

1.結合關心社區人士進行社區營造規劃，

讓學校資源與社區共享。 

2.引入地方耆老與文史工作人員，參與 

本校海洋教育特色課程之設計與實施。  

  

    



 

 

貳、課程願景與課程目標 

一、學校願景 

  本校教育發展願景以「建構一個健康成長、多元探索及人文關懷的學習樂園」為目標，可簡化為「健康、多元、關 

懷、樂學」。針對願景內涵進行以下說明：  

(一) 健康成長(健康)：培養孩子運動的習慣與興趣，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正面看待自己與身邊事物，讓身體與心 

理共同成長。  

(二) 多元探索(多元)：提供孩子多元探索機會，嘗試發掘孩子的潛能與興趣，提升自我認知與自信。  

(三) 人文關懷(關懷)：建立以人為本的學校精神，善待及關懷每個人與生活的環境。  

(四) 學習樂園(樂學)：從師生共同學習中，找到學習的樂趣，進而願意主動學習，讓學校成為學習的樂園。  

二、課程願景  

  本校課程願景結合「健康、多元、關懷、樂學」學校願景為主軸，訂定「健康活力、樂愛學習及人文關懷」為校本課 

程發展方向。課程願景內涵說明如下：  



 

 

(一) 健康活力：孩子的體力和活力來自於適當運動習慣的培養，有良好運動習慣是身體健康的基礎。(結合學校願 

景：健康)  

(二) 樂愛學習：以閱讀為起點，透過動手操作、用眼觀察、細心體會、願意分享的學習歷程，師生共同從「做中 

學」，發現學習的樂趣。(結合學校願景：多元、樂學)  

(三) 人文關懷：對環境的關懷緣起於對他人的關心，透過與人互動，培養對人尊重與同理的態度，進而發揮群體的

力量，共同關懷人與生活環境的議題。(結合學校願景：關懷)  

    

三、 課程目標  

    (一)讓孩子的肢體能充分活動與發展，培養喜歡運動的興趣與習慣，能擁有健康的身心，讓每天都充滿精神與活 

力。  

    (二)帶領孩子親近海洋、認識海洋，並喚起關心海洋生態環境的意識，進而以實際行動愛護海洋。  

    (三)培養尊重同理及關心他人的態度，能夠主動助人、與他人分享，並願意採取行動關懷弱勢。  



 

 

 
 

  

關懷   

多元   

健康   

樂學   

健康活力   

多元樂學 健康 

人文關懷   

願景 
  課程 願景 

  課程目標 
  

讓孩子的肢體能充分活動與發展，培養喜歡運動的興趣 

與習慣，能擁有健康的身心，讓每天都充滿精神與活 

力。   

以多元的學習方式 ， 培養孩子關心 環境 、國際視野及 資 

訊 運用的素養，從中找到學習的樂趣 。   

培養尊重同理及關心他人的態度，能夠主動助人、與他 

人分享，並願意採取行動關懷弱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