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境引導學習的藝術教育－97 年度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計畫成果報告 

63 

附錄ㄧ 

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97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年度國民小學推動「「「「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成果發表會成果發表會成果發表會成果發表會 

校名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 

方案

名稱 
雲遊溪山精進教師專業～以輔導教師精進教師專業實踐之規劃 

方案

目的    

1.結合學校擔任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輔導團團員之專長教師人力

資源，擔任輔導教師帶領其他教師進行專業對話，實施經驗分享交流。 

2.配合輔導團運作，再申請輔導團到校服務，透過專業對話、觀摩教學、教室

觀察與討論分享，發現教學問題，以提升教學效能。 

3.組織校內「改進教學」為基礎的學習組織團隊，成立教師讀書會，並辦理教

學主題研究、研習活動，進行「產出型」專業成長績效，精進教師課堂教學

能力。 

4.建置本校「以輔導教師精進教師專業實踐之規劃」教學資源網與專輯，提供

校內外教師參考。 

背景

分析 

一、本校榮獲 2007 年臺北市校園營造優質學校：教師團隊善加利用社區資源，

依教師專長與能力透過教學合作發展上述等特色課程教學，並結合教學與

專業發展之產出結合校園營造活動，達到藝術校園、自然校園、安全校園、

健康校園、藝術與人文校園以及永續生態校園，獲得 2007 年校園營造項目

優質學校殊榮。 

二、教師專業進取，深具教育研究能力：溪山國小自民國 85 年以來，每一年皆

有教師的教學研究專輯出刊。歷年教師們的研究成果專輯，均以溪山特有

環境資源，逐一開發、引用於教學活動中，教師的專業與專長，帶給學生

高品質的教學活動與學習效果。 

三、實施議題導向的教師教學活動：推展「議題」導向的校外教學與校際交流，

擴大學習視野。例如：傳統與再生~新竹北埔客家文化之旅；山與海的對話

~石門國小海洋文化體驗之旅；音樂賞析~國家音樂廳之旅；從溪山到玉山~

第四十二屆畢業生學習之旅；創意生活產業的藝術人文學習之旅；馬祖東

引飆太鼓校際交流戰地學習之旅；澎湖海島文化學習之旅…等。 

四、教師團隊教學成功經驗分享：分享教學研究成果，建構教師團隊經驗。整

理近十年來的研究專輯，梳理教師關注主題與成長脈絡，引用為「以教師

為本位的主題研究」，規劃「教師自主學習研究」之週三進修活動，經由發

表與分享，塑造具理解與溝通質地的學習文化。 

五、校長持續支持與引領，實踐課程領導理念：學校的各項活動實施與否最後

取決於首長的決定。在校長紮實的課程領導，鼓勵與支持教師開發課程，

並親力親為，帶領教師團隊推動各種課程發展。近年來進行的課程與教學

研究，包括有：例行的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與專輯編撰；或集結校內有興趣

研究的同仁共同成立研究小組，申請專案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紀錄的工作

等方式。因此，溪山教學團隊的教學專業得以充分發揮，並透過網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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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印製、媒體報導與得獎殊榮等形式得以呈現。 

預期

效益 

一、校內教師專業成長 

1.在校內輔導員專業教師引領下，成立學校教師成長團體與讀書會，分享、

研討閱讀心得。 

2.辦理校內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活動，提升學校教師教學能力，精進課堂教

學。 

二、辦理教師成長研習活動 

1.邀請輔導團、專家學長蒞校輔導與指導，透過研習活動、研討會或是座談

會方式，激化教師教學熱忱與省思，提昇教師成長意願與作為。 

2.每學期至少辦理二場次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 

三、建置學校教師專業成長網頁 

建置教師精進課堂教學能力之專業成長歷程與結果網頁，內容綱要如下： 

1.教師成長讀書會組織架構與成員； 

2.精進課堂教學能力之專業成長模式； 

3.教師讀書心得報告分享； 

4.校內輔導員(專業教師)教學心得分享； 

5.輔導團蒞校指導內容分享； 

6.教授與專家蒞校指導分享； 

7.教師教學省思回饋分享區； 

8.推薦閱讀與好書分享； 

9.其他相關內容。 

四、編印教師專業成長專輯與成果發表會 

1.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究成果發表會，提供校內教師檢視自我成長歷程與效

能。同時也提供他校教師自我成長之參考依據。 

2.將教師研究歷程與成果彙集編印成冊，除提供參加發表會教師參考外亦提

供臺北市各校圖書室供教師們參閱。 

方案

內容 

一、提交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為使計畫順利執行與推動，本計劃經過 96.10.24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執行，建立實行依據具以執行。 

二、列入 97 年度課程計畫辦理：本計劃列入 97 年度課程計畫中，融入學校總

體課程計畫與各年級各科教學現有教學進度中，而非外加之為計畫而執行

之額外研究工作，有效避免執行工作負擔與壓力。 

三、組織研究團隊與成長團體：化「學校規模小、教師人數少」不利計劃推動

之劣勢為優勢，透過人數少易溝通感情融洽之優勢，成立研究團隊與讀書

成長團體，透過彼此鼓勵與閱讀分享討論，有效增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 

四、邀請輔導團蒞校指導：97 年度邀請各輔導團蒞校指導，進行觀摩教學、經

驗分享與教學疑難問題研討、教學策略方法激盪，藉以解決教學現場問題，

提升教師教學校能增進課堂教學能力。 

五、校內輔導員專長教師經驗分享引領：充分利用校內有二位擔任輔導團輔導

員專長教師（校長）進行經驗分享交流，提供教師成學習經驗與學習榜樣，

鼓勵教師發展專業能力提升教學效能。 

六、辦理各項研習與研究成果發表會：透過行政資源管道辦理教師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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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至少二場次，並於期末辦理一場次成果發表會，供校內與臺北市教

師專業成長之參考。 

七、建置研究主題網頁與印製研究成果報告：建置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研究

成果網頁，供各校、教師參考，並將研究成果印製成冊供参。內容綱要預

計有：教師成長讀書會組織架構與成員、精進課堂教學能力之專業成長模

式、教師讀書心得報告分享、校內輔導員(專業教師)教學心得分享、輔導

團蒞校指導內容分享、教授與專家蒞校指導分享、教師教學省思回饋分享

區、推薦閱讀與好書分享，以及其他相關內容。 

方案

成果 

一、全校教師均參與本計劃，參與教師比例達 100％。 

二、本校今年度「雲遊溪山精進教師專業」，以視覺藝術領域與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為主領域，輔以語文領域等其他科目實施。 

三、本校翁世盟校長、吳文德主任分別為藝術與人文輔導團與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輔導團輔導員，透過教學觀摩與視導方式精進校內教學能力。 

四、聘請輔導團輔導員蒞校分別已辦理「用文字抓住生活的感動─自然體驗活

動與寫作課程的結合運用（國語實小/陳貞君老師）」、有趣的科學玩具製作

教學（自然科輔導團/輔導員群）蒞校分享與指導，藝術與人文領域領域最

後一場次將於 97.11.5 日辦理。 

五、教學視導觀摩精進方面，以視覺藝術與自然二科為主進行： 

（一）輔導員入班授課：由本校翁世盟校長（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團團員）與

吳文德主任（自然科輔導團團員）入班進行觀摩教學，該科任課教師與

班級導師觀摩學習與給予回饋。 

（二）任課老師實際授課：授課時，輔導團輔導員、班級導師與其他輔導員（或

同仁）ㄧ起參觀教學，教學後給予觀摩回饋。 

（三）觀摩教學小組精進座談：以班級為單位針對輔導員與授課教師之教學內

容進行座談會。 

（四）原則上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教學與討論，參加人員為輔導員、任課教師、

班級導師及其他有興趣之教師同仁。 

方案

省思 

一、教師團隊研究計畫壓力：受限學校規模與編制，學校教師會因繁重的教學

工作與研究壓力等因素而影響研究進度、內容。本校嘗試透過結合課程實

施與科目的分配實施尋求解決方式。使教師能經由實際的教學與觀摩歷

程，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或是激盪出新的教學構想嘗試，達到精進課堂

教學的計畫目的。 

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不足：有幸榮獲教育部（局）補助本校執行本案。本校

配合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經驗與教育優先區發展學校教育

特色等相關計畫，進行橫向之架構連結與相互支援配合，修正與克服面臨

研究經費不足之窘境，使計畫順利推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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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成效

評估 

一、落實校內教師專業成長 

1.在校內輔導員專業教師引領下，成立學校教師成長團體與讀書會，分享、

研討閱讀心得。 

2.辦理校內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活動，提升學校教師教學能力，精進課堂教

學。 

二、辦理教師成長研習活動 

1.邀請輔導團、專家學長蒞校輔導與指導，透過研習活動、研討會或是座談

會方式，激化教師教學熱忱與省思，提昇教師成長意願與作為。 

2.上下學期各至少辦理二場次以上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精進教師課堂教

學能力。 

三、建置學校教師專業成長網頁：建置教師精進課堂教學能力之專業成長歷程

與結果網頁。 

四、編印教師專業成長專輯與參與成果發表會：透過教師專業成長研究成果發

表會，提供校內教師檢視自我成長歷程與效能。同時也提供他校教師自我

成長之參考依據。另外，將研究歷程與成果彙集編印成冊，提供教師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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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延續

性 

一、過去研究計畫之延伸： 

溪山團隊自民國 85 年以來，每一年皆有教師的教學研究專輯出刊。歷

年教師們的研究成果專輯，均以溪山特有的環境資源，逐一開發、引用於教

學活動中，教師的專業與專長，帶給學生高品質的教學活動與學習效果。 

溪山團隊教師在各領域的教育專業知識或教材編輯與教學方法等，均具

有「能教」、「會教」暨「怎麼教」的能力。在 

轉化社區資源與環境等素材時，自然將其編擬融入教學內容中。整理歷

年來老師們的研究成果專輯，發現溪山特有的環境資源，不斷被開發、引用

於教學活動中，教師的專業與專長，也帶給學生高品質的教學活動與學習效

果。 

二、教師專業發展再精進 

本校有幸在歷任校長暨現任翁世盟校長紮實的課程領導，鼓勵與支持教

師開發課程，並親力親為，帶領教師團隊推動各種課程發展。教師們的專業

創新與轉化能力相當深厚。近兩年之精進課堂教學能力研究主題分別為「社

會行動取向的社區溪流環境教育」、「在行動與反省間看見陽光－以精進教學

為主題的教師專業成長規劃」。此外也集結校內有興趣研究的同仁共同成立

研究小組，申請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計畫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紀錄的工作等

方式，目的就是不斷的提升教師特唐教學能力與提昇教師專業發展。 

三、未來教師發展評估與期許 

本計畫之執行實為歷年研究計畫之延續，本著發展教師專業與提升教學

效能，溪山團隊不斷的開發教材、發展專業，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仍

然依舊，唯有不斷的發展提升溪山團隊專業教學能力與績效，教師才能獲得

家長尊重、支持，教師自己獲得肯定。溪山團隊教師自我期許，透過研究計

畫的推動與執行，未來能朝向以下目標： 

（一）透過以「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為本位的教師自主進修與成果發表，

建構分享與對話的機制，在過程中發現自己、看見他人，尋找教師本身成長

的空間以及團隊合作的機會點。 

（二）以教學觀察及作業共同觀摩為對象，運用討論批評、對話溝通的方式，

促發教師專業成長，提昇教學效能，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 

（三）從「理解、溝通、學習文化的塑造」的方向著手，持續發展溪山的教

師團隊能夠具有學習型組織模式的教師團隊文化、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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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全校同仁參加表演藝術融入各領

域教學實作工作坊 
說明：牛古劇團導演廖順約老師指導

同仁教學技巧與內容 

  
說明：教師之表演藝術作品展示之ㄧ 說明：實際指導學生教學一景 

 

說明：社區陶藝家入班教學與演示 說明：學生得意的展示作品 

成

果

照

片

一

： 

藝

術

人

文

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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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校長指導學生自然物的藝術 
      創作 

說明：學生視覺藝術創作作品－螃蟹 

  
說明：自然體驗與作文教學之精進教師

專業研習 
說明：跨領域又生活化的研習主題 

  
說明：帶領學生以學校附近環境進行體

驗教學 
說明：觀摩專家學者戶外體驗教學帶

領 

  
 

成

果

照

片 

二 

： 

自

然

領

域 

說明：體驗教學學生學習成果一二 說明：輔導團團員蒞校指導科學玩具
與視覺藝術教學結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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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教師門認真地學習科學玩具的創

作教學 
說明：學校老師們討論科學玩具製作

教學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