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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0學年度國民中學落實教學正常化訪視綜合意見彙整表 

視導項目     學校優點 改進與建議事項 相關法令 

一、編班

正常化 

 

1.學生編班作業流程。 

2.導師編排作業。 

3.分組學習辦理情形。 

4.學生名冊與教育局

常態編班名冊相符。 

1. 各校均能依教育局規

定進行編班及編排導

師。 

2. 召開新生導師會議，

導師電訪學生了解個

別家庭需求。 

3. 訂定導師輪流辦法辦

理。 

4. 訂定導師聘任作業辦

法，召開導師遴聘會

議確認導師名單（含

藝才班、體育班），

行政機制運作良好。 

5. 連續四年申辦「課中

英語學習扶助」課

程，七、八年級以兩

班三組或原班抽離方

式實施課中抽離英

語。(安定國中) 

6. 數學科進行適性分

組，在排課及人力安

排上增加學校負擔甚

多，仍己持續進行了 3

年，並有達到減 C 之

顯著成效，值得肯

定。(六甲國中)。 

7. 申辦課中學習扶助增

置代理教師計畫。 

1.導師因請長假而有異動，

請依「臺南市公私立國民中

小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

充規定」導師編配原則：經

編班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異

動。  

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常

態編班及分

組學習準則 

二、課程 

規劃與實 

施正常化 

 

1.課程計畫與教學進 

  度表編擬。 

2.課程發展委員會及   

  教學研究會之辦理。 

1. 透過領域會議結合社

群運作，不流於行政業務

宣導，與教師專業增能結

合，值得推廣。 

1. 校訂課表名稱應與大系

統課程名稱相符。 

2. 第八節有一些教學內容

OO 單元書寫為複習，建

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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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導項目     學校優點 改進與建議事項 相關法令 
3.依課綱之規定排課。 

4.生活科技教室應詳  

  實登載使用狀況 

2. 校本課程特色具特

色，課程脈絡清晰、課程

亦持續深化與省思。 

3. 課發會及教學研究會

皆採用聯合南楠玉左大

山等學校策略聯盟的方

式進行，能讓合作學校共

同精進的作法，值得推

廣。(南化、楠西、玉井、

左鎮、大內國中) 

4.開發課程大系統，課程

架構完整，脈絡佳。 

5. 彈性課程教材雲端

化，配課教師亦運用於教

學。 

6. 領域教學研究會落實

召開，針對減 C、會考成

績提升作策略討論，歷程

紀錄完整。 

7. 自然領域與下營國中

進行共備，也針對評量調

整作討論，有滾動式修

正。 

8. 生科教室使用率高，

也積極參與各項生科比

賽，成績優良。 

議再列出複習內容。 

3. 彈性課程授課內容建議

要宣導授課教師依照課

程計畫執行。 

4. 彈性課程快樂閱讀，有結

合布可星球課程。但課程

計畫並無規畫此單位內

容，教室日誌也未記錄，

建議未來撰寫計畫時要

列入。 

5. 建議在生活科技教室的
管理上能增加使用登記
表，落實管理。 

6. 建議在生活科技教室之

各間教室須張貼教室使

用規範及須知。 

三、教學

活動正常

化 

 

1.師資結構與整體班

級數配置合理性。 

2.師資人力結構依專

長授課。 

3.校內師資員額開缺

與聘任。 

4.依照課綱規定及課

表授課。 

1. 積極優先薦送校內未

具專長教師參加中等

教師第二專長學分進

修，值得肯定。 

2. 各領域師資結構完

整，所欠之領域教師

能積極招聘具相關之

增置教師、兼課教

1. 部分課程科別師資不

足，致使非專授課節數過

多，建議未來在配課領域

之師資聘任能盡量聘任

專長師資。 

2. 建議向老師加強宣導落

實依照課表授課，並請學

藝股長詳實記載。 

1. 教育部

國民中小學

教學正常化

實施要點 

2.臺南市加

強輔導國民

中小學教學

正常化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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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導項目     學校優點 改進與建議事項 相關法令 

5.課業輔導依相關規

定辦理。 

 

師，例如生活科技由

新化國中自造中心支

援。 

3. 各領域師資結構完

整，除童軍、健康教

育招聘專長代理教師

及兼課教師，其餘科

目皆符合專長授課標

準，且能避開原任課

班，以避免有挪用課

程之情形。 

4. 第八節課程尊重學生

意願有同意及不同意

選項，訪談學生也是

非全部學生上課，充

份落實規定。 

 

3. 查閱教室日誌發現有少

部分歷史課與地理課課

程內容互調，宜提醒教師

應告知教務處並請學生

落實記載於教室日誌，以

免有挪上他科之誤解。 

4. 所有課程應依據課程計

畫進度授課，並遵守第八

節課業輔導不上新進度

之原則。 

5. 第八節課業輔導應發同

意書調查學生參加意願

來辦理，目前僅以活動通

知書方式處理。 

要點 

3.臺南市立

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辦理

學生課業輔

導及留校自

習實施要點 

四、評量

正常化 

 

1.依據課程計畫之進 

  度、教學與評量目標 

  設計多元評量方式。 

2.遵守定期紙筆評量

與模擬考之相關規

定。 

3.評量之命題與審題

機制。 

4.不公布學生排名。 

1. 確實召開學生成績

評量委員會、課程發

展委員會、領域教學

研究會，訂定校內成

績評量規定（評分方

式、內容和比例

等）、設計多元評量

方式並實施成績預

警及輔導措施。(南新

國中) 

2. 大部分學校訂有校內

多元評量規準，且能

依規定訂定彈性課程

評分準則。 

3. 小效能與策略聯盟學

校共同命題並建立審

題機制。 

1. 部分學校採用坊間測驗

卷進行平時測驗，應改

進。 

2. 八年級依規定不得實施

模擬考。 

3. 九年級一學期超過二次

模擬考，請改善。 

1.國民中學

及其主管機

關辦理升學

或國中教育

會考模擬考

試處理原則 

2.臺南市國

民中學學生

成績評量補

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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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導項目     學校優點 改進與建議事項 相關法令 

4. 大部分學校訂定評量

作業要點，能遵守迴

避原則並建立審題機

制，能依據雙向細目

表編製試題。 

5. 讓學生上網查詢。(大

橋國中) 

五、配套 

及自我促 

進措施 

  

 

1.行政領導理念與策

略。 

2.未具專長專任教師

能優先進修研習。 

3.自辦配課教師增能

進修。 

4.校內外資源連結與 

  運用。 

1. 結合社區鄰里資源，社

團課程規劃社區服務學

習課程，協助社區發展。 

2. 利用校內外資源，辦理

戶外教育教學與課程教

學緊密結合，促進學校教

育與文化、觀光、地方產

業等資源的整合。讓學校

戶外教育兼具優質教學

與文化深度。 

3. 積極辦理非專長授課

教師研習，增進配課教師

授課能力。 

1. 未具專長教師應優先進

修。建議在開學前完成配

課教師增能研習，以利配

課教師備課及授課安排。 

2. 彈性課程幾乎配給原班

科任教師，偶有考學科情

形，建議加強宣導教學正

常化落實，或配給非原班

任課教師。 

3. 建議增加巡堂日誌檢核

機制。 

4. 建議運用教學領域研究

會、教師會議加強宣導教

學正常化法規與落實執

行課程教學。 

 

 

 

六、學校特色作法 

 

 

1. 左鎮國中: 校本課程具特色，課程脈絡清楚、課程持續深化與省

思，課程學生及學校圖像達成度高。 

2. 下營國中：課程評鑑紀錄詳細，減 C部分積極努力成效顯著。另努

力讓師資健全，積極優先薦送校內未具專長教師參加中等教師第二

專長學分進修。 

3. 後壁國中: 克服校內資源限制，大量引進外部資源，豐富學校各項

課程與活動。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與執行皆能落實執行，且能配合

共備討論時間，進行課程修正，值得嘉許。 

4. 私立光華高中(國中部): 每學期安排一次戶外教育、四次夜宿活

動、以及一期一會豐富之旅探索多種職群， 讓學生發展多元智慧。 

5. 竹橋國中: 

(1) 彈性課程授課教師充分理解新課綱精神及落實實施，並能引進

外部資源，充實發展彈性課程。 

(2) 與學區國小及其他友校策略聯盟，發展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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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導項目     學校優點 改進與建議事項 相關法令 
(3) 教師社群有討論課程實施及成效。 

(4) 辦理戶外教育教師增能研習，發展台江內海單車騎讀課程。 

6. 仁德國中:  

(1) 彈性課程結合自造教育中心資源，有系統建置相關檔案。 

(2) 結合教育部部分領域雙語課程計畫，進行跨領域教學活動。 

(3) 開設多樣的社團及多元學習活動，提供學生多重的學習管道及

舞台。 

7. 安順國中： 

(1) 學校極力落實各領域正常化教學，除積極宣導落實法令相關行

政措施，也極力配合，如配課教師研習等。 

(2) 針對彈性課程積極編撰教材、裝訂成冊，師生也都能落實教學

與學習，頗富特色亦能供其他學校參酌。 

8. 和順國中： 

(1) 學校極力落實各領域正常化教學，除積極宣導落實法令相關行

政措施，也極力配合，如配課教師研習等。 

(2) 針對彈性課程積極編撰教材、裝訂成冊，師生也都能落實教學

與學習，頗富特色亦能供其他學校參酌。 

9.民德國中： 

(1) 校長於領域會議紀錄核章並加註建議，十分用心。 

(2) 彈性課程教材豐富，且裝訂成冊，可做他校參考。 

(3) 課程評鑑資料完整，且多有質性分析。 

七、學校困境及建議 非專授課節數過多，建議未來在配課領域之師資聘任能盡量聘任專長

師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