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造教育的可能

—教育優先區成功專案

教育優先區方案，推動多年，發揮不同的效

用，但尚有發展的空間。根據

民國84年起實施教育優先區計畫，迄今已近

20年，教育優先區計畫在資源的投入、運作方式

、行政與教學的整合，及計畫的成效評估機制皆

有待革新，始能期待有效解決學習成就落差。本

研究擬規劃以四年為期，試辦教育優先區—成功

專案。很慶幸有機會參加教育部教育優先區—成

功專案。經由暨大教授黃淑玲的邀請參加此一專

案(10/25)，於是召集學區國小，包括國姓國小

詹鶴珠校長、長流國小姚仁傑校長及長福國小郭

木山校長，進行討論，大家形成共識(11/1)，並

於十一月五日召開第一次「教育優先區—成功專

案」諮詢會議。

陳國俊

壹、前言

本專案計畫籌備期間（102 . 1 0 ~ 1 0 2 . 1 2）由

研究人員蒐集各國教育優先區成功策略，藉以擬

定行政及教學指引，供成功專案學校及地方教育

主管機關參考。同時，選定新竹縣及南投縣各兩

所國中及其鄰近的小學為試辦對象，各區專案學

校共同針對學校現況進行診斷及目標設定，撰寫

計畫書，計畫書內容需涵括學生學習、校園/學習

環境、人力資源及學校-社區夥伴關係等四大面向

。

103年度開始依原進度完成撰寫104~1 0 5二年

度計畫，因年度校長調動更迭，國姓國小新任林

思遠校長及長福國小由柯志忠校長接任，以無縫

貳、滾動式計畫期程

國姓國中校長

未來成功專案的模式，配合時代趨勢推廣至

全國，將朝向簡易、平台及E化，鼓勵有欲願的學

校申請，以行動區的方式執行。行動區規劃期程

如下:

1 .配合1 0 5 . 0 5 . 3 1進行行動區焦點座談加強說

　　明，了解實務基層的意見。

2 .教育部國教署1 0 5年 1 1月公告，1 2月全國辦

　　理說明。

3 . 1 0 6 . 1月分區(北、中、南、東)辦理學校說

　　明會。

4.106.2~4月國中邀請學區3至5所國小參與。

5.106.4月中旬上傳，進行縣內初審工作。

6.106.4.15日複審，接續半年進行計畫修正。

7.107.1開始試行運作。

接軌完成計畫並於104年依計畫逐步執行，並將執

行情形分析檢討，做為105年度之計畫修正參考。

為了讓計畫更具週延縝密，106年將更慎思計畫流

程，分段完成計畫：

　　1.三月底完成計畫目標

　　2.策略方案五月份完成

　　3.經費概算六月完成   

　　4.八月份整合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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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專案的主要內容，包括：以「區」的概

念進行診斷與介入；提供校長和教師必要的增能

與支持；因應學校特性彈性規劃經費；補助經費

長期穩定；整合外部資源。

參、以區為概念的計畫內容

一、以「區」的概念進行診斷與介入：「區

」是一個地理和人文的介入，目的是讓區內國中

小、校長與教師彼此形成密集的網絡，共享教育

價值，並合作解決問題。由區內國中小共同撰寫

計畫書，針對學習困難和區內資源進行整體機制

診斷，並提出改進策略。盤點區內可協力參與或

共同教育的人員、聯合區內文化、體育、衛福及

非政府部門，組成協助網絡。

二、提供校長和教師必要的增能與支持：蒐

集成功案例及策略，輔導各區撰寫計畫書，並提

供計畫執行之伴隨。透過增能工作坊與定期諮詢

輔導會議，協助學校校長與教師強化優先區內的

行政與教學結構、組織合作網絡、提升學生基本

學力學習。提供診斷及評量工具，協助學校及教

師發展自我改進機制。

三、因應學校特性彈性規劃經費：預算原則

—每年每所國中80萬，每所國小每年30萬，分校

每年15萬，資本門之編列至多20% (經費預算原則

修正為由101及10 2年之各校兩年平均數，另補助

國中2 0萬國小1 0萬 )。不硬性規定經費運用項目

，由學校依其發展需求，整體規劃改善學生學習

成就的有效策略，提高經費的運用效率。(將於

1 0 6年度增加補助金額國中端為5 0萬國小端為3 0

萬)

四、補助經費長期穩定：以多年期整筆補助

方式，簡化行政流程，提升學校參與教育發展的

程度。經費的穩定使學校可以專注於規劃長期之

有效策略，「產生行動」而非辦理活動，促使變

革機構化。第一期1 0 4年1月～1 0 5年1 2月，第二

年底（10 5 . 0 9）進行成效評鑑，通過評鑑之學校

得繼續執行第二期計畫（106～107年）。

五、整合外部資源：型塑學校、家庭與社區

的夥伴關係，區內各級學校結合政府、學校、家

庭、社區所有的資源，形成合作網絡，共同擬定

弱勢學生的改善計畫。教育並協助家長改善家庭

學習環境。與家長及合作機構（文化、體育、衛

福等政府單位及博幼、永齡、Teaching  for 

T a i w a n）建立關係，連結校外教育活動，讓學生

在放學之後有更多的機會發展獨立自主及基本能

力。

成功專案結合區域國中小共同規劃，以區的

概念，經由蒐集資料分析及探討，了解區域學生

學習的需求或不足，擬定有效的策略，提高教師

效能、提供支持的學習環境及提昇基本的能力為

三大主軸，讓每位孩子學習成功。

本區在104年上半年的實際推動過程中，經由

區域學校的對話，不斷對執行的情形予以檢視，

對105年度計畫，大家集思廣益，將修正更符合本

區的成功專案藍圖。

    學習成功：學生先天環境的限制，造成

畫地自限，失去學習的信心，如何提供學生支持

而有效的學習環境，引發學生不斷學習的動力，

讓每一位孩子都有學習成功的經驗。

肆、建立共識達成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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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模式：各校的計畫內容，依成功專案

共同建構本區藍圖，以學習成功為目標，並以

提昇學生基能力及營造支持環境兩大主軸。及

各主軸三大面向擬定推動策略，在提昇學生基

本能力方面有改善英語學習成效、多元適性學

習及閱讀悅等；在營造支持環境方面包含合作

夥伴、學校特色計畫及客家風華。

(二)反思及前瞻：以區的概念整合共同推動的

內容，但仍以教育優先區的內容為主，如親職

教育、學校特色，偏重辦理活動的性質少與課

程教學聯結，較難發揮成效。其中補救教學的

部分，各校也都流於輔導及安親的教學活動，

對於學習落後的孩子，並無法適時發揮補救效

果。如何跳脫框架，有效整合各校計畫，充分

溝通建立共識，內容、方式及配套，依短、中

、長期系統規劃有效聯結，形成網絡漸進推動

。

(一)漸進模式：各校經由討論決定學校需求並

計畫，分別將計畫分配到全區的主軸策略中，

故計畫本身有以區結合辦理的項目，其中在客

家風華的面向中有系統的分成一年四季的區域

性活動，包括春回大地慶天穿、龍黱國姓舞桐

花、魚躍龍門搶成功及歲末感恩傳樂音。另外

，在改善英語教學成效面向，本區學生英語學

習力偏弱，為本區特別關注的重點，包括師資

的聘請及課程的規劃與實施，均為每次焦點議

題，因此對於國中小英語課程的規劃較有共識

，如共購同一版本課本、共同備課及分享、實

施英語檢測及六年級畢業生就讀國中暑期實施

英語課程銜接等。建立計畫、執行、檢討及調

整的模式( P D C A )，目前就本區的重點項目，

聚焦於英語教學方面，並能依此模式類推其他

面向或學科領域，循序漸進推動實施。

(二)反思與前瞻：

綜觀計畫藍圖的架構，大部分計畫仍以各校推

動為主，少有區域整合及國中小課程銜接的項

目。除了上述客家風華為整區的計畫，但似乎

較少看到課程上的整合，而流於活動式的辦理

。另各校特色的部分長福國小的口琴、長流國

小的小提琴及國姓國小的桌球，均為國姓國中

銜接的重點特色，但也僅是社團活動的延續。

如何與藝術、文化及地方特色結合，規劃序列

教學課程，發展在地化教學活動，落實生活即

教育的目標，將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提昇基本能力：強調基本能力的提昇，包括

閱讀能力、英語學習及適性教學，將是本區共同

聚焦的重點項目。在提昇閱讀能力方面，將閱讀

理解列為教師共同增能的目標，透過共備教材分

享教學及晨讀、讀報等，增進學生閱讀能力，讓

學生閱讀又悅讀。英語學習方面，經由學生學習

成就測驗的結果顯示，學生英語的學習有嚴重落

後的情形，本區將英語教學做為首要的重點工作

，包括教學方法、課程銜接規劃及國中小教師對

話，進行學習檢測並鼓勵學生參加英檢等，另外

善用大英百科全書成立的星光基金會，辦理國際

說故事嘉年華及風笛演奏活動。最後對學習不同

程度的學生，進行適性輔導工作及加深加廣教學

。

營造支持的學習環境：學校的學習氣氛營造

，有賴人、事、時、地、物的全面支援，包括家

庭、學校、及社會，政府機關、地方文教機構及

民間社會企業等，本區將以客家鄉的在地文化為

基準，結合社區發展，並結合各校發展重點，如

桌球、口琴、小提琴，辦理區域成果交流及分享

。培養學生多元學習，發展多元智慧。

經由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許添明教

授 團 隊 ， 從 開 始 籌 備 ( 1 0 2 . 1 0 ) 到 計 畫 完 成

(103. 8 )協助諮詢及輔導，並於104年正式執行推

動，目前成功專案正進行第二年的推動，對本區

教育的影響提供反思如下：

伍、反思與前瞻

二、有效課程教學銜接：

(一)建立共識、專業發展：

成功專案計畫，依據本學區學生屬性特微、教

師專長及社區資源相互結合、提昇學童學習與

趣為標地。為學生創造出可能性及機會。此計

畫成功推動主要在於學區內教師對此計畫的認

同與支持度。除了透過每月的諮詢或區會議，

校長及承辦人的對話、溝通形成共識外，亦利

用非正方式與同事之間對此計畫了解及推行之

困難，增進方案推動順利。教育部委辦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辦理「教育優先區—成功專案」學

校領導人培訓研習實施計畫及學校共識營研習

，發展學校領導人對支持學校教師的理解，並

規劃相關策略，培養變革所需的聯結與溝通能

力，帶動學校成為更有效能的學習型組織，強

化學校自我診斷與系統變革的能力，設定發展

策略以促進學生學習。本區各校亦結合週三研

習、寒暑假辦理國姓區四校教師增能工作坊及

三、落實教師專業發展：一、建立區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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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專案的五大策略，包括藉由國中小形成

教育優先區網絡、政府挹注優先區穩定且可彈性

規劃之經費、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和大學諮詢團隊

提供學校必要的增能與支持、型塑學校家庭及社

區教育夥伴關係，以及學校聚焦提升學生學習並

協助弱勢家庭改善學習環境等。目前區內仍要加

強的的部分臚列如下：

(一)區域學校建立合作網絡與對話討機制，

藉由教師觀察彼此教學、學生知覺調查分析結果

形成教學改進的迴 。

(二)提出共享的成功願景，對學生抱持高度

期待，向學生闡明階段性目標與教師期待，讓學

生和家長明白成功學習並非遙不可及。

(三)以提升學生基本學力為主要目標，集中

區內可用之資源，由國中小共同診斷學習困難的

阻礙因素，並依據學生需求與教師專長發展學習

品質改進策略。

(四)建立以資料改進教學的文化，透過形成

性及診斷性評量掌握學生學習成長狀況，銜接國

中小和各年級的學習斷層，並藉由分析學生學習

結果改進教學方式。

(五)和家庭社區形成互助夥伴關係，就近提

供學生及其家庭整合式「單一窗口服務」，改善

社區內的健康照護與社會福利服務，讓弱勢家庭

獲得必要的協助與支援，增能父母，教育家長改

善家庭學習環境品質的策略，以及協助父母如何

在家支持鼓勵及幫助孩子學習。

(六)建立學校的支持網絡，與校外的政府單

位和民間機構合作，讓校外的學習資源與學校內

的學習產生連結，並設定共同目標，以拓展學生

的學習面向與視野。

改變需要力量，力量來自熱情，熱情通常來

至危機：臺灣再不處理教育城鄉差距及其帶來的

不平等社會，動搖的不止是教育系統，而是整個

民主政治體制。縮短城鄉學生學習落差，己經不

是臺灣教育的選項，而是我們的使命與道德責任

，我們唯一的出路。「把學生教會比教完課程重

陸、結語

全國四區交流經驗分享，有效提昇教師專業發

展。

(二)反思與前瞻：

各校均努力爭取各項方案，包含精進教學計畫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閱讀推計畫、合作學習

及基地學校等，辦理各類教師增能研習，包括

閱讀理解、共學共備、教學觀課及議課、教師

專業社群等，研討佐騰學、學思達、M A P S、

合作學習等翻育的策略，透過世界咖啡館的教

師對話，經由對話互動及經驗分享。但因學校

共同時間很難配合，各校的研習無法以全區方

式參與，較難建立共識或聚焦，有待整合系統

規劃成為序列漸進之增能，而非點狀式參與，

造成研習重疊、錯亂，造成教師視參與研習為

畏途。

t e e r i n g、在家學習lea r n i n g  a t  h rme、做決

定dec i s i o n與社區合作co l l a bo r a t i n g  w i t h  

t h e  c ommun i t y )  進行國姓區學校、家庭、社

區夥伴關係問卷調查，作為學生、家長及導師

協助學生學習的參考。學校無法獨立解決弱勢

者教育問題，而是必須同時讓學生及家長理解

教育和知識的力量、明白達到目標需要付出努

力。

(一)成功策略

成功專案提昇學生基本能力的策略，包括區整

體規劃並提供多年經費、學校進行有效教學及

學校家長社區夥伴協力。以多年期整筆補助方

式，使學校可以專注於規劃長期之有效策略，

「產生行動」而非辦理活動，促使變革機構化

。依據各校不同階段 (具備基本的識字與自算

數能力、建立教育資料庫、形塑教學專業及同

儕學習與革新)，採取符應的有效教學策略 。

組跨校聯盟、統整社區資源及教育並協助家長

改善家庭學習環境。

(二)監測成長

蒐集國中會考成績及教育部補救教學網路評量

測驗成績，進行T分數及標準差之分析，了解

學生學習情形，作為成功專案滾動式修正計畫

之參考。完成學生覺知的教學活動問卷調查預

測學習成效 ( 7 C s ) ， 7 C s 各科總平均為國文

(7 4% )、英文(6 5% )、數學(6 7% )、社會(6 9% )

、自然(75% )，提供教學修正之參考。

(三)反思與前瞻

經費的運用不硬性規定項目，由學校依其發展

需求，整體規劃改善學生學習成就的有效策略

，提高經費的運用效率。如英語單字背誦及課

程設計、畢業生英語成就測驗及課程銜接教學

等，目前進度尚停留在各校的方式上，未規劃

區域教材或推動模式，應組跨校聯盟共同對話

研商，建立共識及策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偏

鄉學校家庭社區夥伴關係計畫研究團隊，以

Eps t e i n六種參與類型架構(親職教育pa r e n t -

i n g 、溝通 c o m m u n i c a t i n g 、志工 v o l u n -

四、提昇學生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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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給學生舞台比給知識重要」、「要學生

好比對他好重要」，心中有學生，秉持著初衷及

熱情，用愛創造教育的可能，帶好每一位孩子。

Nantou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