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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學校課程目標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基本理念引導下，訂定如下四項總體課程目標，以

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並結合本校願景「樂學、有品、善行、自信」四大精神規劃各項課

程活動，期能引導學生養成面對未來生活之生存力。 

(一一一一)啟發生命潛能啟發生命潛能啟發生命潛能啟發生命潛能 

啟迪學習的動機，培養好奇心、探索力、思考力、判斷力與行動力，願意以積極的態

度、持續的動力進行探索與學習；從而體驗學習的喜悅，增益自我價值感。進而激發更多

生命的潛能，達到健康且均衡的全人開展。 

(二二二二)陶養生活知能陶養生活知能陶養生活知能陶養生活知能 

培養基本知能，在生活中能融會各領域所學，統整運用、手腦並用地解決問題；並能

適切溝通與表達，重視人際包容、團隊合作、社會互動，以適應社會生活。進而勇於創新，

展現科技應用與生活美學的涵養。 

(三三三三)促進生涯發展促進生涯發展促進生涯發展促進生涯發展 



導引適性發展、盡展所長，且學會如何學習，陶冶終身學習的意願與能力，激發持續

學習、創新進取的活力，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技術的基礎；並建立「尊嚴勞動」的觀念，

淬鍊出面對生涯挑戰與國際競合的勇氣與知能，以適應社會變遷與世界潮流，且願意嘗試

引導變遷潮流。 

(四四四四)涵育公民責任涵育公民責任涵育公民責任涵育公民責任 

厚植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權理念、道德勇氣、社區/部落意識、國家認同與國際

理解，並學會自我負責。進而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追求社會正義；並深化地球公民

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積極致力於生態永續、文化發展等生

生不息的共好理想。 

以上課程目標應結合核心素養加以發展，並考量各學習階段特性予以達成，期落實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動」與「共好」的課程理念，以臻全人教育之理想。 

 

二、為追求學校願景與目標的達成，在充分考量上述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

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動」與「共好」的課程理念出

發，以結合教師團體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為首要，進而有效達成學校願景，

經全體教師共同發想、規劃、研討與制定，並經課發會通過，進行以下課程活動： 

(一)課程主題：跨領域統整課程活動名稱 

1.低年級統整課程架構：創意生活 

旨在協助低年級學生適應學校生活、建立生活常規以及培養肢體律動與正確

書寫能力，幫助學生儘早習慣國小生活，進入學習狀況，促進學生正確生活習慣、

學習態度與學習能力的養成，課程活動藉由繪本教學、校內各式宣導、主題活動

與校內認證制度……等活動，分為三大主軸：生活常規、樂活律動、樂善美字，

課程規劃如下。 



 

2.中高年級統整課程架構：資訊創客 

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為理念，旨在培養學生資訊素養，幫助學生了解並使

用各項資訊工具，促進學生利用數位資訊有效進行自主學習，課程分三大主軸進

行規劃：樂善資訊家-電腦、網路及基本編輯軟體使用；樂善創意客-圖片、影片

剪輯等媒體工具應用及初階程式設計；數位好幫手-各式網路補救教學平台介紹與

使用，結合各領域學習內容進行跨域統整，以資訊為輔助完成各領域學習，各學

年課程規劃如下： 

 



 

(二)閱讀:以「自發」、「互動」、「共好」為理念，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溝通與理性思

辨的知能，定適性發展與終身學習的基礎，幫助學生了解並探究不同的文化與價

值觀，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理解，分三大主軸進行規劃：圖書館利用、閱讀素養

以及資訊素養。本校閱讀課教材為學校圖書館藏書，採混合教學的精神，與聆聽、

說話、寫作、表演等教學活動結合，讓學生從「學著讀」發展到「讀以學」，各學

年課程規劃如下。 

 

(三)特殊教育: 

1.課程目標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設計考量系統性、銜接性與統整性，以團隊合作方式設計

因應學生個別差異之適性課程，促進不同能力、不同需求學生有效學習；包括生

活管理、自我效能、社會技巧、情緒管理、學習策略、職業教育、輔助科技應用、

動作機能訓練、溝通訓練、定向行動、點字、領導才能、情意課程及創造力等特



殊教育課程。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所提

及學生需要之十大基本能力。 

2.實施原則 

（1）身心障礙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簡化、減量、分解、

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2）資賦優異類學生之能力指標採加深與加廣的方式，再根據調整過後之指標

編選具挑戰性的教材。 

（3）善用各種能引發其學習潛能之學習策略，設計生動有趣的輔助活動，運用

教學媒材，提供充分練習機會。 

（4）依據個別學生之身心狀況與需求，進行教室位置、動線規劃、學習區及座

位安排等環境的調整。 

（5）評量方式可採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生態評量與課程本位評量

等多元評量的方式，充分瞭解各類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效，以做

為課程設計及改進教學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