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有關 112學年度課程評鑑事宜/結果 

  課程均依 112 學年課程計畫實施，執行順利，逢連假、段考、校內、活動調整；唯部分領域因

校外參訪及活動甚多，部分活動未執行。以下為各科相關評鑑事宜： 

一、國文 

  國文課程計畫重視語文基礎知識的教學與文學素養的培養。課程設計注重閱讀、寫作、聽說等

多方面的能力提升，透過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學習，讓學生在深入了解文化的同時，也能夠增強

語言運用的靈活性。 

儘管國文課程已有扎實的基礎，以下幾點改進方向或許能進一步增強其教學效果： 

1. 創新教學方法：可加入更多互動式學習活動，如角色扮演、辯論等，使學生在實踐中學習國文，

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參與感。 

2. 跨學科整合：將國文課程與歷史、藝術等學科進行聯結，設計跨學科的項目式學習活動，幫助學

生從多角度理解和欣賞中文文化。 

3. 擴展閱讀材料：除了傳統的文學作品，也可引入更多現代文學和非文學類的讀物，如報刊、流行

文化分析等，拓寬學生的閱讀視野。 

4. 技術融入教學：利用多媒體和互聯網資源，如電子書、在線語文遊戲等，提升教學的趣味性和互

動性。 

5. 加強寫作指導：針對學生的寫作能力，提供更多層次的寫作練習和個別化反饋，從基礎寫作到創

意寫作各個層面進行指導和激勵。 

  透過這些改進措施，本校的國文課程將能更有效地促進學生的文學欣賞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和

創造力的發展，使學生在享受學習的同時，也能更深入地掌握國語文的精髓。 

 

二、英文 

  英文課程計畫強調透過實際語言應用和文化交流來增進學生的英語能力。課程包括了豐富的語

言實踐活動，如角色扮演、小組討論和項目式學習，目的是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使用英語，從而提

高他們的語言流暢度和文化理解。 

儘管課程設計注重實用性和互動性，以下幾點改進建議可以進一步提升課程效果： 

1.強化聽力和口語交流：可以引入更多的原聲英語材料和互動工具，如英語聽力應用或線上交流平

台，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練習真實的語言交流。 

2. 文化多樣性教育：在課程中加入更多關於不同英語國家文化的教學內容，如節慶、傳統和日常生

活，這有助於學生更全面地理解英語世界的多樣性。 

3. 評估方法多樣化：目前的評估主要集中在書面測試上，建議增加口語表達和創意寫作的評估，這

樣可以更全面地評估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 

4. 師資培訓和資源共享：定期對英語教師進行專業發展培訓，並建立一個資源共享平台，讓教師可

以交流教學方法和教材，從而提高教學質量。 

  透過這些改進措施，本校的英文課程將能更有效地培養學生的英語溝通能力和跨文化理解，為

他們未來在全球化世界中成功鋪路。 

 

三、數學 

  數學課程計畫注重透過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和實踐應用來強化數學概念。課程設計旨在通過包括

動手做項目和實際應用在內的各種活動，增強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和數學推理能力，儘管課程在內

容覆蓋上相當全面，但仍有一些改進的空間： 



1.技術整合：有機會進一步整合數字工具和軟件，提供互動和個性化的學習體驗。可以整合的工具

包括幾何素描板、統計軟件和線上數學平台，以增強學生的理解和參與度。 

2.教師專業發展：為數學教師量身定制的持續專業發展非常有益。關於最新教育技術、創新教學方

法和課程變更的研討會可以確保教師保持在有效教學實踐的前端。 

3.學生評估：引入更多形成性評估方法可以提供持續的反饋和幫助學習。這可以包括定期的小測

驗、同儕評價和自我評估機會，幫助學生了解他們的進步並有效地理解他們的學習歷程。 

4.增強解題課程：引入專門的解題課，學生可以在協作環境中解決複雜問題，可能會促進對數學的

更深入理解和欣賞。這種方法鼓勵批判性思維和在各種情境中應用數學概念。 

  這些建議旨在通過加強技術使用、支持教師發展、改進評估策略和強調解題技能，以全面方式

提升現有課程的優勢，進一步提高本校學生在數學學科上的參與度和表現。 

 

四、數學 

  社會科課程計畫著重於培養學生對社會現象的理解與批判思考能力，涵蓋了地理、歷史、公民

等多個領域。課程透過多元的教學活動，如案例研究、實地考察和小組討論，旨在加深學生對社會

問題的認識和參與感。 

然而，根據課程的現有結構和教學方法，以下幾點改進方向可能有助於進一步提升課程質量： 

1. 加強跨文化學習：社會科課程可以更加重視全球視野的培養，通過引入國際案例和比較研究，增

強學生對不同文化和社會制度的了解。 

2. 利用科技工具：運用數位資源和在線平台進行互動學習，如虛擬現實(VR)技術重現歷史場景，或

使用互動地圖學習地理知識。 

3. 強化批判性思維訓練：在教學中引入更多的批判性思維訓練環節，如辯論、角色扮演和模擬聯合

國等，鼓勵學生就社會議題發表見解並進行辯證。 

4. 實地學習機會：組織更多的實地考察和社區參與活動，使學生能夠直接接觸和觀察社會現象，從

而提高學習的實用性和生動性。 

5. 課程連結現實問題：將更多當前的社會熱點和現實問題融入課程中，如環境保護、社會公正等，

使學生能夠連接理論與實踐，增強社會責任感。 

  透過這些改進措施，本校社會科教學計畫將更加完善，不僅提升學生的知識水平，更能激發他

們對社會科學的興趣和熱情 。 

 

五、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課程設計注重學生實驗操作能力的培養和科學概念的理解。課程透過實驗、觀察和項

目探究活動，鼓勵學生主動學習並應用科學知識解決問題。然而，有改進的空間： 

1. 增加跨學科項目：可與數學或技術科目合作，設計更多跨學科的探究項目，如數據分析與模型建

構，以增強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 

2. 更新科學設備和資源：投資於先進的實驗設備和虛擬實驗室技術，提供學生更多實踐機會，尤其

是在高年級的深入學習中。 

3. 強化環保和可持續發展教育：融入更多關於環境科學和可持續發展的內容，培養學生的環境意

識。 

 

六、綜合領域（童軍、輔導活動、家政） 

  此領域涉及多元活動，如童軍的戶外生存技能、輔導活動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家政的日常生活技

能。改進方向包括： 



1. 增強實踐和生活技能教育：例如，透過更多實際烹飪和預算管理的活動來加強家政課程。 

2. 融入現代心理學知識：在輔導活動中加入更多關於現代青少年常見問題的討論，如網路成癮、壓

力管理等。 

3. 擴展童軍活動範圍：包括更多關於生態保護和社會服務的元素，提升童軍活動的社會貢獻意識。 

 

七、藝術領域（音樂、表演藝術、視覺藝術） 

  藝術課程豐富，覆蓋音樂、戲劇和視覺藝術等，學生通過實踐活動發展創造力。改進方向： 

1.加強跨藝術領域的合作項目：鼓勵音樂、表演和視覺藝術學生共同創作，如音樂劇製作。 

2. 引入更多當代藝術形式：如數字藝術和混合媒體，以擴展學生的藝術視野和技能。 

3. 提供更多展示平台：如學校內部藝術節和社區藝術展，增加學生作品的展出機會，提高公眾互

動。 

 

八、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課程強調身體健康、運動技能和團隊協作。改進方向： 

1. 增設個性化健康計劃：根據學生的身體狀況和需求提供個性化的運動和健康管理建議。 

2. 融入新興體育活動：如攀岩、街舞、滑板等，以提高學生對體育活動的興趣。 

3. 強化營養和心理健康教育：開設專題講座和工作坊，教育學生關於營養均衡和心理健康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