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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諮詢輔導紀錄表_委員回應 

學校全銜：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座談日期：103 年 10 月 15 日                   

一、執行計畫遭遇的困難與問題(學校

預先提出) 
委員意見與建議 

1. 安排跨領域教師社群之共同無課時

間的困難度高。(尤其目前已發展到

8 個跨領域社群) 

余霖校長 

現在教師社群的運作不一定要是

face to face，可以思考以其他方式推

行。 

2. 社群召集人多身兼多職，如何持續

老師的動力及體力，激發更多的夥

伴自願來擔任社群的領頭羊，是下

一步要深思的問題。 

余霖校長 

學校要關懷教師同仁身兼多重任務

的情形，可列張檢核表來檢討改進， 

發展策略可以是全面攪動再慢慢發

展，吸納更多人進來分擔，不過度

集中負擔在某些領頭羊身上。 

3. 因應課程外聘教師的生涯規劃，有

時課程合作的社會資源穩定性不

高。 

1. 1.楊萬和校長回應: 

(1) 建議向教育局以申請專案的方

式辦理，讓業界可以比照教授鐘

點方式。 

(2) 教育部國教署目前有特色課程

鐘點費的補助方案，一年約有 20

萬元，可用於特色課程的教授聘

任，含親自到校授課或是指導課

程發展。 

1. 余霖校長:學校與一般機關運作較為

不同，建議以後學校的新任會計主任

與人事主任應該也要進行職前的訓

練。 

2. 藍偉瑩課督:經費的運用方面，主要

是受到教育部相關規定限制，會再跟

教育溝通看看是否有解套方式。 

4. 目前大學教授或業界人員到校進行

協同教學的鐘點費標準過低(只能

支應 400 元高中鐘點費)，難尋覓長

期穩定的人員。 

二、執行計畫遭遇的困難與問題(現場

討論) 

 

教授建議 學校回應 

1. 楊萬和校長 

(1) 共通性的問題，包含計畫的普及性

與延續性，以下幾點請各校注意 

A. 教師社群發展請不要只偏重部

 

 

 

 

領先計畫集中式諮詢座談附件 3 



2 
 

分明星老師，要帶動其他老師

一起動起來。 

B. 在課程規劃上，請各校校長盡

可能親自參與課程討論小組，

發展課程規畫、評鑑組織，實

踐課程領導。 

C. 注意課程發展的一貫性程序，

質與量皆要考量進去。 

D. 請注意所發展的教材、教案要

能延續下去，不會因為領先計

畫結束後，課程就無法持續。 

(2) 專題製作課程的規畫非常的好，偏

重在學術學程，成淵屬於綜合高

中，除學術學程外，尚有專門學

程，如何發展專門學程的專題製作

可再做考量。 

 

 

 

 

 

 

 

 

 

 

 

成淵的專門學程目前都無法成班，專修

科目採開跑班選修課方式進行，以能參

加統測考試為主；而參加統測考試的學

生人數每年也遞減，目前學生都不是以

選讀專門學程為考量而入學，事實上學

校已在考量退出綜合高中學制，所以才

未設計專門學程的專題製作。  

2. 張嘉育教授 

(1) 成淵的領先課程規畫得很好，值

得各校學習，但目前看起來好像

已經把三年該做的事都完成

了，未來期程要如何延續，請學

校要再做考量，應該擴大面的思

考，激盪出更多的火花。 

 

 

 

 

 

 

 

 

(2) 議題探索課程目前是教師決定

的議題，未來有無可能是學生決

定的議題﹖ 

 

(3) 建議教育局應該仿國教署的作

法，給予課程發展鐘點的支應上

更多的彈性。 

 

1. 本校其實在第一期程時就申請領先

計畫，但未獲複審通過，直至第二期

程才通過。雖然在第一期程未通過，

但這是教育潮流必然的趨勢，所以本

校就自行開始試做，目的也在確保方

案上路後可順利執行，才會看起來好

像已經先做很多事了。 

2. 未來持續精進修正，期待學校的風貌

是﹕教師能有自我作主的成就感，能

發展跨領域主題式學習，豐富學習觸

角，建構統整性知識；學生能有基礎

學術研究、表達能力及關懷社會情

操，並有全面性成效。 

 

3. 在今年實施完畢時，可參考學生們的

研究主題內容，發現學生們的興趣取

向，再由師生來探討相關議題。謝謝

教授之建議。 

 

3. 余霖校長 

針對各校提出整體建議﹕ 

(1) 發展領先計畫時應尊重總量管

制的概念，在政府有限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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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限制下，量力而為，所發展

的課程應考量未來在沒有領先

經費時也要能持續下去的觀點。 

(2) 在收斂、聚焦的概念下，以精緻

化的角度發展，避免讓老師精疲

力盡。 

(3) 要回歸校本的特色，該是大學端

或是業界該做的事，應該就回歸

大學、業界去做，避免老師過度

負擔。 

(4) 學校應注意今年度的教材、教案

是否已經完成以及明年度的教

材，特別注意發展出來的教法獨

特性、評量方式與評鑑方式，以

及列出各個老師工作的負擔。 

 

 

 

 

 

(5) 領先計畫應注意校定選修課程

的發展，必須以學生為本位，滿

足學生需求。 

(6) 學校教師專業社群發展，注重的

應該是教師整體的生態改變，而

非關注在少數不合群的教師身

上。 

 

 

 

 

 

 

 

 

 

 

本校議題探索課程設計一開始就是讓

老師 2 人一組，一為今年開課，另一為

明年開課者，讓老師能夠習慣合作，也

有利於經驗傳承；惟教案只有簡案，明

年會發展詳案，並關注教法之獨特性、

評量方式與評鑑。未來朝向每年都訂定

一主題來發展議題的目標邁進，可以更

聚焦、更統整。103 年主題是「社會關

懷」。 

 

本校領先計畫皆以校定選修課模式為

之，會適時參考學生反應而修正之。 

 

 

 

 

 

 

 

 

4. 湯誌龍教授 

(1) 各校共同應該注意的事項: 

A. 本計畫是課程與教學的領先計

畫，各校有其獨特背景，學生

來源，應以其獨特性來發展，

才是真正的領先。 

B. 請注意計畫中的各個子計畫是

否能跟主計畫內容扣在一起。 

C. 教師社群的發展要能與整個領

先計畫結合，看看社群運作如

何協助領先計畫的推行。 

D. 所提出的困難點要能與計畫相

呼應。 

(2) 對成淵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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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架構很好，只是子計畫二

三很難區隔，因為課程發展與

評量無法切割。 

B. 子計畫一中似乎沒有評量的教

師專業社群的發展。 

1 子計畫三的名稱會再做修正，看看是

否改成「成淵文憑認證系統」。 

 

2 課程發展和多元評量是一起討論

的，故沒有單獨的、有關評量的教師專

業社群。 

 

5. 藍偉瑩課督 

(1) 領先計畫是在幫助各校找到特

色，幫助教師具備課程設計能

力，鬆動校園文化，改變教師。 

(2) 教授進駐最好是以協助老師成

長為主，而非只是完全讓教授上

課，以免日後無領先經費時，課

程無法持續。 

(3) 教師社群發展是希望老師透過

合作方式彼此幫助，來減輕老師

的負擔。 

(4) 要注意課程評鑑以及能力指標

的相呼應。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校長： 

 

填表說明： 

1. 本表供諮詢輔導委員針對學校事先提出之執行計畫遭遇的困難、領先計畫

重點項目，及諮詢輔導當天現場提供專業意見或建議。 

2. 諮詢輔導當日，學校指派專人記紀錄委員現場提供之意見與建議。 

3. 記錄(含核章之紙本及電子檔)擲復本中心： 

(1). 紙本完成後送請校長主任核章確認，10 月 20 日(一)前送達教育局連絡

箱 146  教師研習中心研究組，信封上註明「領先計畫座談紀錄」。 

(2). 電子檔於諮詢座談後 3 日內寄回林昇茂老師 tiec0247@gmail.com，郵件

主旨載明「領先計畫座談紀錄_OO 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