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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程前導學校協作計畫 

執行期間：106年 8月至 107年 7月 

 

一、 依據 

104年 7月 2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40069392B號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

導學校暨機構作業要點。 

二、 總目標 

（一）協助前導學校（國民中小學）理解並轉化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理念與內涵。 

（二）輔導前導學校試行新課程綱要內涵，彙整課程實施經驗以供其他學校參考。 

（三）為十二年國教新課程之全面實施培養種子學校，建立新課程推廣基礎。 

三、 本年度目標 

（一）擴增前導學校之校數，納入更多各縣市學校試行十二年國教課程，整備新課程

實施所需之學校課程發展機制與專業發展措施。 

（二）結合各教育局處之新課程推展工作，協助前導學校強化課程發展機制、落實學

校課程規劃與素養導向教學/評量之設計與實施。 

（三）為各區培養新課程推動之核心學校，協助縣市推展課程實施工作。 

四、 本年度前導學校組織與任務 

   本年度為本計畫之第三年度，也更接近新課綱正式實施的時間，為了協助各縣市推

動新課程，將擴增前導學校數量至大約 130 所。以此學校數量，為期有效運作，將在

各區建立學校群組，讓協作夥伴與已有執行經驗的學校，共同帶領新加入的學校，並

進行群組內的協同合作與相互學習(前述之學校群組結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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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校群組結構 

* P：協作夥伴 

A：核心學校 

B：中堅學校 

C：導入學校(第三年新加入) 

 

（一） 核心學校（A）- 經費補助新臺幣 50 萬元 

(核心學校須經由縣市教育局處或本計畫召集人推薦) 

任務 

1. 落實全校教師認識新課綱內涵 。 

2.持續強化課程發展機制，納入全校各相關處室及多數教師參與新課程發展，

並精進各領域之素養導向教學。 

3.建立教師專業社群的共備觀議課機制，並進行素養導向教學/評量之設計與實

施。 

4.依據總綱「課程架構」之各領域時數模擬排課，並提出可行方案。 

5.試行跨領域/科目協同教學。 

6.與協作夥伴共同規劃並辦理群組內學校交流活動與增能活動，增進群組的團

隊動能，並提供群組內學校之實務問題諮詢。 

 

分區 

召集

P

P

C 

C 

C 
B 

B 

A

2 

P

P

C 

C 

C 
B 

B 

A

1 

P

P

C 

C 

C 
B 

B 

A

3 

教育局

處 

學管科 

(課督) 

(輔導



3 
 

（二）中堅學校（B） -經費補助新臺幣 30萬元 

任務 

1.落實全校教師認識新課綱內涵。 

2.經由學校課程發展機制的運作，提出新課程綱要架構下的學校課程計畫（含

部定與校訂課程）。 

3.建立教師專業社群的共備觀議課機制，並進行素養導向教學/評量之設計與實

施。 

（三）導入學校（C） -經費補助新臺幣 15萬元 

任務 

1. 帶領全校教師認識新課綱內涵。 

2. 建立教師專業社群的共備觀議課機制，並進行素養導向教學/評量之設計與

實施。。 

3. 經由學習領域小組或教師專業社群研發過程，提出彈性學習課程方案：依總

綱中彈性學習課程所列之四大類別擇一試行轉化，如：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社團活動、技藝課程、服務學習、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補救教學…

等，並視需求在課程纳入適當的議題（如性別、人權、環境教育…等）。 

五、 前導學校之預定成果  

依前述之任務，前導學校預定產出之具體成果彙整如下表。 

表 1 預定成果 

產出成果 核心學校（A） 中堅學校（B） 導入學校（C） 

1.學校課程發展組織運作模式 ◆ ◆  

2.排課策略 ◆   

3.跨領域/科目協同教學模式 ◆   

4.新課綱架構下之學校課程計畫 ◆ ◆  

5.部訂學習領域素養導向部分單元課程（含

素養導向教學/評量設計） 

◆ ◆ ◆ 

6.彈性學習課程方案（含素養導向教學/評量

設計） 

◆ ◆ ◆ 

7.社群共備觀議課的 know-how ◆ ◆ ◆ 

8.應總計畫邀請，合作編寫有關新課程實施

之實戰手冊（策略、技巧、問題解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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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前導學校徵求方式 

（一）由各縣市教育局處推薦具有動能的學校。 

（二）由學校自行報名參加，但應知會所屬縣市教育局處。 

（三）經前述管道申請參與之學校，皆須參與本計畫所召開之說明會，依規定於期限

內提出申請計畫書，經審核通過，始得正式執行本計畫。 

七、 協作機制 

  （一）組織與任務 

由於校數擴增，除總計畫之外，北中南東四區將各成立一項子計畫，組織與任務如表

2所示： 

表 2  協作組織與任務 

  

總計畫：周淑卿  

 

 

（特別協作區 

金門縣、澎湖縣、連江縣） 

子計畫一： 

吳璧純 

（北區） 

基隆市、宜蘭

縣、台北市、

新北市、桃園

縣市 

子計畫二： 

陳美如 

（中區） 

新竹縣市、 

苗栗縣、台

中市、南投

縣、彰化縣 

子計畫三： 

林永豐 

（南區） 

雲林縣、嘉義

縣市、台南

市、高雄市、

屏東縣 

子計畫四： 

張景媛 

（東區） 

花蓮縣、臺東

縣、特別協作

區 

任務 

1.各區學校群組與教育

局處連結方式之規劃與

運作 

1.區內學校群組運作：群組學校與協作夥伴的社群化（學

校群組結構見圖 1） 

2.各區學校之課程實施

經驗跨區對話  

2.協助健全學校課程發展機制提交新課綱架構下的學

校課程計畫 

3.各區之核心學校課程

領導人增能培訓 

3.建立社群的共備議課機制素養導向的教學/評量之設

計與實施 

4.建置網站呈現本計畫

成果與公開分享之資料 

 

協作夥伴（納入師培機構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縣市教育局處課程督學、優秀退休

校長或主任） 

   

（二）運作方式 

1. 協作夥伴與核心學校於計畫執行之第一個月研訂該群組全年之互動方案，經該分區

之召集人核可後執行。 

2. 各區及各群組之相關活動視需求邀請縣市教育局處人員、輔導團及在地師培機構教

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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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區召集人定期與協作夥伴會商，並視需求邀請縣市教育局處人員，研商各群組之

協作策略及相關問題之解決對策。  

4. 總召集人與分區召集人、協作夥伴不定期會商，討論各區前導學校試辦狀況與問題，

研擬推動策略與辦理各項增能、交流活動。 

5. 總召集人定期與分區召集人不定期訪視各區前導學校，了解實施狀況並協助解決問

題。 

6. 於計畫啟動半年後，辦理各區前導學校分享活動；計畫執行一年期滿，舉辦期末成

果跨區交流活動。 

7. 建置前導學校網站，請各召集人、協作夥伴及學校上傳協作過程之相關記錄，以增

進資訊分享之效益。協作夥伴於每次赴前導學校諮詢後即上傳工作記錄；分區召集

人於期中、期末上傳分區協作工作報告。 

七、執行團隊 

本計畫參與人員之組成如下表。 

表 3 計畫執行人員基本資料與分工 

 姓  名 現    職 分 工 

總召集

人 
周淑卿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

技研究所教授 

統籌本計畫各項工作、辦理總計畫工作會議與

跨區活動、與各相關單位進行協調、進度與預

算掌控、撰寫執行報告、協助特別協作區 

北區 

召集人 
吳璧純 

國立臺北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督導北區協作計畫、籌畫與主持北區相關活動

及會議、訪視諮詢、彙整北區協作工作報告 

中區 

召集人 
陳美如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與學習科技系

教授 

督導中區協作計畫、籌畫與主持中區相關活動

及會議、訪視諮詢、彙整中區協作工作報告 

南區 

召集人 
林永豐 

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督導南區協作計畫、籌畫與主持南區相關活動

及會議、訪視諮詢、彙整南區協作工作報告 

東區 

召集人 
張景媛 

慈濟大學 

教育研究所教授 

督導東區協作計畫、籌畫與主持東區相關活動

及會議、訪視諮詢、彙整東區協作工作報告、

協助特別協作區 

研究 

助理 

總計畫與各子計畫各置 1名專任助理或 2-4名兼任助理；負責聯繫、經費核銷、

公文處理、會議與活動辦理、其他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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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期效益 

（一）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公布進度，逐年擴散宣導新課程精神與內涵，為新課程全

面實施預作準備。 

（二）研擬課程實施的實戰手冊：關於學校課程發展組織的運作、排課策略、備觀議課的

討論如何聚焦於素養教學、學習領域素養教學與評量實施，供其他學校參考。 

（三）培植十二年國教課程實施之種子學校，為新課程進行推廣工作，以利於新課程之全

面實施。 

（四）培養各縣市未來協助新課程實施之專業協作人員，以利新課程之推動。 

（五）為各區（或縣市）培養基地學校，以作為縣市推動新課程之學習基地（提供參訪、

學校課程發展研討、協助教育局解決部分實務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