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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校務發展計畫 103~105學年度                   

壹、計畫緣起 

        學校行政千頭萬緒，需有周詳之計畫，妥善運用人力、物力及各方資源，才能

有效達成教育目標。誠如行政學者柯爾東認為「機構良好管理的首要條件，在有明

確的目標和遠見的計畫。」本校屬於偏鄉小校，社區人口數年來大量外移，再加上

受到少子化衝擊的影響，造成學生數逐年快速遞減。為有效積極提昇學校競爭力，

及符應世界各國之教改脈動及教育趨勢，爰依據花蓮縣教育政策及本校資源、在地

特色及需求，訂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國小階段是人格養成的關鍵期，因此除了知識的傳授外，更應重視生活教育與

品德教育，期勉同仁透過身教、言教、制教與境教，培養兒童良好觀念與態度，使

兒童能自重尊人、自愛助人、感恩惜福，養成重公德、負責任、願勤儉、肯服務的

美德。我們應教育兒童具備民主素養，重視人的尊嚴與價值，與人為善的真誠與態

度，終身學習的興趣與能力，具有鄉土情、人文愛、國際觀，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快

樂，有熱忱、有理想、有能力的主人翁。我們秉持人文教育理念，期盼打造一個有

文化性的人文校園、有啟發性的境教校園與有知識性的智慧校園，透過多元的學習

歷程，激發兒童天賦潛能，期使達成適性發展目標。 

擬訂校務發展的過程是持續性、系統性、整合性、科學性的，它是校務成長發

展的工程，有賴周延的計畫、徹底的執行及虛心的自我檢核，以追求校務之績效與

卓越，進而達成教育目標。自由、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學校應突破傳統觀念

及做法，積極營造促使兒童主動學習，快樂學習、有效學習的情境。緣此，為遵循

國民教育目標及法令，培育健全國民，符應教育基本法精神，配合社區發展需要，

提供良好學習環境，貫徹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內容，具體落實於學校教育之中，以提

昇教育品質，擬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期能爲學校本位經營規劃，穩紮基礎奠定基

石，達成本校健康快樂多元卓越的校務發展願景。 

貳、現況說明 

    一、地理位置：本校於卓溪鄉太平村內，村落東臨三笠山，西至中央山脈支脈塔比

拉山（哈哈米），南到針朗山（拿卡黑拉），北到崙布山支脈。校前有條整年不涸

的溪水─豐坪溪，四面被青翠山巒所圍繞，加上豐坪溪的長流，孕育了布農族群

（巒群）特有的文化。主要道路有兩條，連絡對外之交通，亦是經濟、農作物的

主要動脈，出入口一處位於太平橋北端，另一側於南端，堪稱交通便利。 

    二、社區概況 

（一）本校學區範圍：分為太平、中平及中興三個部落。 

    （二）社區族群概況：93%為原住民布農族，2%為阿美族，2%為太魯閣族，3%為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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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族群。 

    （三）社區資源概況：社區可提供運用之資源為 

1.太平社區發展協會 

2.太平村辦公處 

        3.太平派出所 

4.自然環境 

    （四）本社區民俗節慶之特色 

1.每年四月至五月布農族射耳祭。 

        2.每年四月及十二月天主教、基督教之復活節及聖誕節。 

   三、校舍狀況 

（一）由於本校教室分批興建，接縫處遇雨便漏，走道濕滑，嚴重威脅學生學習安

全，雖經多次修補，效果不彰。整個校園景觀顯得雜亂無章，需整體規劃及

美化，方能達到境教功效。 

    （二）本校校舍緊臨陡峭山坡，逢大雨即有大量雨水沿著山壁流洩，安全堪虞。 

 

參、學校特色及發展願景 

一、本校教育發展之哲學觀 

後現代社會使個人能受到更多的教育，更易獲得更多的訊息。後現代社會的特

徵是快速、濃縮、多元、複雜和不穩定，但由於訊息瞬息萬變，缺乏穩定性，容易

導致人際關係的危機，加上開放多元產生的價值混亂失序及文化認同危機，這都是

因為忽略了後現化主義中最重要的容忍異己、尊重多元和強調創新的精神。 

      在後現代秩序中，自主的、個人化而又能與他人一起進行有意義的學習，是非

常重要的。而現代教育的課程固定、教室固定、教師固定的風格，已無法滿足這些

要求，在這種情況下，靈活性被視為是對個人發展有利的因素。 

      學校教育的目的，不再是由一種宏大的設計 (如政府的決策或某一種教育觀)決

定的，而是透過全校教師的熱情參與和考慮到眾多的具體因素來決定的。教育仍可

注學生各方面的發展，但並不強求每個受教育者都得到「全面發展」，教育目標也可

以是培養「片面發展」的人，即符合學生自已的特質和他生活中的特殊性的人。 

      面對後現代主義對教育的詮釋，以及現在的教育環境變化，我們可以歸納受後

現代主義影響後的教育，應該呈現以下的風貌： 

（一）教育在目標與過程上應更加多樣化，而最後教育的組織結構、課程、方法及參

與者也都應該多樣化。 

（二）教育不應該再被視為社會秩序的再製或是社會工程的改造者，它並不具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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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也不受到控制。 

（三）學術知識的生產及散佈的功能不再在教育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它只是教育貢

獻中的一部分而已，所有標準化的課程、技術化的教學方法、理性或道德等普

遍化的「訊息」都很難再加在教育中。 

（四）現代教育常是精英主義的，但是後現代的教育則涵蓋了不同層級與種類之參與

的教育。 

（五）最重要的是，後現代主義下的教育應該是一種「去中心化」與「放鬆」，正式

的教育不再獨佔「教育性」的過程，因為每個生活背景下的活動都有潛在的教

育性；教育也不再只是狹義的教育，而是要成為生活中的一個層面。 

             簡言之，後現代主義下的教育不應該再是理性、科技掛帥的，教育也不再

只是狹義的教育，它最重要的功能應該是充分發展不同文化脈絡下每個人的潛

能。對於教育工作者而言，進行後現代主義的思索與反省，不僅可以豐富我們

的視野，更可以幫助我們釐清現代性中的種種困境，並從現代性中找出一條可

行的出路來。 

          本校教育發展的理念，即以後現代教育的新風貌做為領航，但仍堅持保留

現代教育對基本能力的堅持，以學童將來在社會上的競爭力做為最上位的檢視

標準。 

 二、本校教育發展願景 

 （一）基本假設 

       1. 社區是一個大家庭，學校更是社區的成員，如能將學校教育辦好，也帶動大

家庭的成長，社區的資源將可源源不斷提供學校之用。  

        2. 校長經營學校，如能像經營自家之大企業而全心全力投入，不斷的研究發展

創新，去蕪存菁，則家長、社區人士之感受必定大大改觀，更獲得社會各界

之認同與鼎力支持。  

        3. 教師能付出愛心，視學生如子女，學生待老師如父母，則各項學習活動將更

為融入，師生關係也更和諧，互動更良好。  

        4. 引導學生學習發揮愛心，愛護學校，將學校的一草一物當成自己家庭所有，

愛惜有加，如此學校生活充滿愛心，公物獲得保護。  

        5. 學生家長隨時關心學校動態，並能參與學校各項活動，參與校務發展計劃，

則校務之各項配合度必會增高，校務必定蒸蒸日上。  

        6. 學校原有的僵化規定，可適時適度修正，納入更多靈活人性化之制度，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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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運作更能獲得成效。  

        7. 對師生之各項教學和學習活動，多給予獎勵肯定，以鼓勵代替懲罰，則師生

間之參與感，必能較為熱烈、愉快、和諧、投入。  

        8. 學校的辦學理念如能透過各項資訊，傳達社區各階層，讓各界產生共鳴而加

予協助提供資源，則辦學之效能自可提昇。 

（二）目標：本校校務經營主軸聚焦於「營造環境、培育人才」。 

培養「向善向上、知書達理、樂觀進取、敬天愛人」的優質公民。 

1.營造積極正向、溫馨關懷的校園文化 

2.建構和諧互助、互信互愛的社區夥伴關係 

3.形塑分享互動、積極正向的學習型組織氣氛 

4.縝密建構課程藍圖，豐富學生學習內涵 

5.提供優質學習環境，開展潛能培養自信 

6.持續改善學習環境，營建永續健康學園 

（三）願景~健康、快樂、多元、卓越 

健康
營造優質環境
健康身心
全人發展

卓越
型塑學校文化
建立品牌形象
共創卓越績效

多元
尊重欣賞多元
多元學習
適性發展

快樂
鼓勵主動學習
體驗高峰經驗
滿足成就快樂

健康
營造優質環境
健康身心
全人發展

卓越
型塑學校文化
建立品牌形象
共創卓越績效

多元
尊重欣賞多元
多元學習
適性發展

快樂
鼓勵主動學習
體驗高峰經驗
滿足成就快樂

 

【 快樂學習  健康成長  拓展多元智慧 】 

※提供優質的行政與教學績效及環境，讓學生快樂學習，健康成長，教

師專業教學，家長信任參與。 

 ※孕育並拓展多元智慧，學生能主動求知與展現創意。 

【 向善向上  卓越前瞻  創造優質人生 】 

※親師生積極向善向上，讓家庭及學校成為永續的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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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親師生正確的價值觀，並培養國際的宏觀視野。 

            ※促成更優質的團隊，讓太平教育走向更卓越、更具前瞻性。 

【 太平心  布農情  世界觀 】 

 ※立足太平、心繫布農、放眼世界、胸懷宇宙。 

 

（四）實施原則 

1.適性發展，全人教育：提供多元學習，拓展多元智慧，提昇學生未來社會競 

爭力。 

2.教師專業，永續經營：型塑學習型教師團隊，建構永續學習型校園。 

3.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親師攜手，結合社區資源，使「社區、學校、家長、

教師」，發展成為夥伴關係。 

4.文化本土化，生活國際化：族群自我認同，培養宏觀國際視野。 

5.溫馨校園，優質環境：營造溫馨、和諧、優質的校園環境。 

6.讓學生有「帶著走的能力」以及「用得到的創意」，創造出每一個屬於自己 

成功的機會。 

（五）理念：每一項活動皆必須蘊涵教育意義。【杜威：教育即生活。】 

教育三大規準：根據皮德思 R.S.Peters，任何教育的活動和歷程，要符合下

列三項規準： 

1.合價值性：在道德上是否符合善？任何教育活動都不能與道德規範相悖離，

所以教育內容必需是對學生有幫助的、有價值的，才能被選為教材。例：教

學生參加美化環境，生態保育活動。 

2.合認知性：具認知的意義，教育的活動要注意原理原則的了解與洞察，要合

於真理的規準，求真求實的認真性。教師應教導學生辨認是非真假、是是非

非。例如：三角形任兩邊之和恆大於第三邊。 

3.合自願性：教育不是強迫的灌輸，而是要合乎學生身心發展的成熟度，合乎

學生意志之自由與合乎學習者內心之自願性的活動。例如：引起學生學習國

語和數學的動機。  

（六）實踐：做對的事、把事做好，依法行政、以身作則。每項教學活動必須賦予

教育意義及內涵。【福祿貝爾：教育無他，唯愛與榜樣。】 

（七）同仁服務原則 

1.服務表現 

①請假、外出、補休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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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落實教職員工平時考核紀錄。 

③奉公守法、克盡本分、群策群力、學生至上。 

④愛校精神：團體榮譽，愛校如家。 

2.課程教學 

      ①加強備課，充實教學內涵，以多元活潑教學法，吸引學生學習。 

      ②課程計畫落實實施，教學正常化。全面提昇學生學力，提昇教學效果。 

      ③加強指導學生各項校內外競賽，建立學生自信心。 

3.行政事務 

      ①設立發言人制度，由教導主任擔任對外發言人。 

②建立制度，依法行政。各項制度、規定、計畫、辦法落實實施。 

③行事曆執行力、分層負責、分工合作。 

④落實推動國家教育政策。 

4.環境氛圍 

①環境清潔首務、無菸校園、校園淨化美化綠化柔化人性化。 

②品德教育、生活教育、校風文化。 

③社區關係、親師互動、師生關係、同儕相處。 

        5.不可跨越的紅線：曠職（課）、體罰、性侵、性騷擾、貪瀆、霸凌、酒駕。 

三、學校特色 

（一）推展在地族群文化 

建立學童面對多元族群文化之欣賞接納態度，規畫各項鄉土語言課程及文化

活動，以培養學童正確之文化概念及意識。 

（二）推動課程優先方案 

依學校內外部環境背景，教師教學專長及學生學習特質，以瞄向未來的觀點，

配合新課程的精神，規畫本校課程發展之優先方案，以培養學童具有未來的

競爭力。 

（三）妥善運用科技融入校務經營 

       建立完善的科技環境，做為行政與教學推動的重要介面，落實組織知識之管

理；發展一般行政及事務處理標準化作業程序，以提昇行政效率。 

（四）規畫永續綠活校園 

   善用補助經費，重新規畫校園景觀，以學生的學習與社區人士休閒活動空間

做為重要的設計理念，提昇學校空間的運用的價值。 

（五）設置向善向上獎勵制度，培養積極奮發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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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勵多元能力之展現，從行動中培養向上向善的態度及意圖。 

2.獎勵內容分為品格、學習、才藝、服務、運動等方面。 

3.利用親職活動場合隆重表揚績優學生。 

    （六）運用教訓輔策略，了解學生學習特質並善加引導，培養自信卓越新世紀兒童 

1. 落實課輔活動進行補救教學 

2. 六年級飛鷹計畫（加強國英數指導） 

3. 營造班級文化圖像，以班歌班呼凝聚班級意識 

4. 啟發孩子的優勢智慧，給予愛與關懷、鼓勵讚美 

5. 了解每個孩子的內外在發展狀況，尊重個別差異 

（七）重視學童的自治活動 

 建立學童自治組織，全權辦理各項自治活動，以提昇學童綜合能力的實踐。 

（八）建立混齡學習群的機制 

       為補足學校規模小，學生人數少的缺失，利用各種學習時間及機會，安排大

量的混齡學習活動，包括晨間活動、主題探索及團體競賽等，以發展群育學

習為最主要任務。 

（九）透過戶外學習活動，豐富學習內涵拓展生活經驗，培養見多識廣、舉止合宜

的現代公民 

1. 每學年規劃縣內、縣外校外教學參觀活動 

2. 規劃生活與學習兼具的校外教學活動 

四.校務推動工作重點（如校務推展架構表） 

五.團隊心向－打造優質精緻、現代創新之原住民學校。 

（一）激勵教師熱情：鼓勵教師致力投入課程、教學及學生之生活與學習輔導。 

   （二）運用有效策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意願提昇學生之學力、能力、實力。 

   （三）改善校園環境：統合各方資源，營造小而美且富有布農族文化內涵之精緻校園。 

   （四）合作夥伴關係：建立學校社區夥伴關係，互敬互助，共同成長。凝聚共識~教 

育孩子要靠全部落的力量。整合資源，協助社區增能、部落改造，讓社區與學 

校共同成長，培植在地人才，提昇社區生活品質。 

   （五）傳揚民族文化：縝密設計課程教學與活動，配合情境布置及校園環境資源落實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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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卓溪鄉太平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校務推展架構 
教育目標：培養「向善向上、知書達理、樂觀進取、敬天愛人」的優質公民。 
   【優先方案
~ 
國語文、英語、
資訊能力】 
多元才能課程 
藝術創意課程 

閱讀寫作 
族群文化交流 

校外教學活動 

成長紀錄簿 

合唱團、樂團 
學生自治會 
【表達力、領導力、創造力、
執行力】 
民主法治教育 
教師讀書會  校長贈書 
訂閱雜誌－天下.康健.教育研究 
巡堂紀錄簿 

資源引進 有效整合 
全環境-物質.心理.社會.文化 
安全檢核紀錄 
修繕紀錄簿 
物有定位、愛物惜物 
社區.學校危險提示地圖 
愛與關懷溫馨的校園文化 
親師生良性互動 
人文歷史感（校史室） 

防災教育 
校安事件處理
SOP 
 
社區、社會資源 
家長成長團體 
 
族群文化識別
在地特色公共
藝術 
友善環境~ 
淨化美化綠化
柔化人性化 
設置「充實及改
善環境工作小
組」 

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 
發掘教師專長
鼓勵自我進修 
促進組織知識
流動 

品
格
能
力 

校務發展計畫 
祥
和
美
境   

 

人才培育 環境營造 

拓展視野 安全優質 

精熟學習 
合作學習 
作業繳交率 
作業品質 
基本學力檢核 
補救教學 

作文檢核 
學科抽測 

勤
學
專
注 

課
業
學
習 

這是我們的學校 

It´s our School 

Tavila 
uvavazaz tu 

pasnanavaan 

我們一起努力打造一處 

孩子們最喜歡的 

生活、學習與成長

所在 

友
善
校
園 

正
向
溫
馨 

正向管教 
品格教育 
和諧人際 
校安通報 
家庭訪問 
樂音悅聲滿校園 

榮譽制度 
自治組織 

閱讀 30分鐘/日 

晨間朗讀說故事 

讀經教育 
讀報教學 
班級讀書會 
三好三品 
終身學習 331 
日行一善 

知
書
達
理 

讀
經
閱
讀 

民
族
教
育 

布
農
意
識 

族群識別（童
謠、羅馬拼音、
文化課程） 
族語日、社區資
源調查文化尋根 

布農族民俗紀
念日-部落祭典 
布農族歲時祭儀 

運動 30分鐘/日 
師生體適能 

體育教學 
田徑隊、排球隊 
規律運動 
跳繩 

自
主
力
行 

健康促進 環境教育 敬
天
愛
地 

環境教育課程 
（認知技能情意） 

節能減碳 
生態教育 
災害防救 卓然樂活 自然永續 

無菸校園 
營養常識 
視力口腔保健
重視教職員健康 
醫護網絡.防疫
措施.牙醫駐診 

全鄉健康促進校群活動（健康
體位、口腔衛生） 
健促融入課程教學活動 
全校師生 CPR演練 
童軍活動（登山.烹飪.單車.
野外求生.探索教育課程） 

垃圾減量資源回收 
優質公廁 
學校農園、有機菜園 
文化圖騰壁畫 
環境綠美化專案 
社區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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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需求評估 

一、校園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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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葉堆肥區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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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概況 

   （一）小學部 

年級 男 女 合計 布農族 賽德克族 阿美族 漢族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一 3 5 8 6 1  1   

二 5 6 11 11    3 1 

三 3 5 8 8    2 1 

四 7 2 9 8  1  2 1 

五 5 5 10 9  1  2  

六 6 5 11 10 1   1  

合計 29 28 57 52 2 2 1 10 3 

   （二）幼兒園 

年齡 男 女 合計 布農族 賽德克族 排灣族 漢族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5歲 2 3 5 4 1   1  

4歲 2 2 4 3  1  1  

3歲 4 2 6 5   1 1  

合計 8 7 15 12 1 1 1 3 0 

 

三、員額編制 

 

職稱 姓名 級務 備註 職稱 姓名 級務 備註 

校長 余貞玉 兼幼兒園園長 布農族 代課教師 鍾家淇 科任  

教導主任 余存召 科任 布農族 
學校發言人 幼兒園主任 黃如瑩 導師  

總務主任 李鳳嬌 科任 
校安通報(環境、

設備)、太魯閣族 
教保員 孫竫婷 教保員 布農族 

教務組長 余存仙 科任 布農族 幹事 曾興國   

訓導組長 黃姮惠 科任 校安通報(人員) 護理師 劉䕒蔚   

代理教師 陳凱琳 一年級導師 賽德克族 工友 胡淑娘  布農族 

代理教師 蘇佩瑈 二年級導師 太魯閣族 司機 余來成  布農族 

教師 陳國精 三年級導師  支援教師 潘秋英 族語教師 布農族 

教師 許天榮 四年級導師 太魯閣族 支援教師 吳麗花 族語教師 賽德克族 

教師 許書彬 五年級導師  英語史懷哲 Chrystal 外聘教師 美國籍 

教師 呂奎漢 六年級導師  值勤人員 蕭正輝  布農族 

代課教師 陳順傑 科任 賽德克族 替代役 沈柏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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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園環境設施改善規劃 

本校在改善教學環境的需求項目有：教室屋頂防水防漏工程、辦公空間

改善、校園內外環境排水系統改善工程、教室大樓美化粉刷工程、照明設備、

運動場修建工程、充實教學設備、中英布三語學習步道、改善飲用水設備、

設置民族教育資源教室、改善公廁環境、教師宿舍修繕及設備、改善廚房環

境設備、校園美化綠化淨化、庭園生態文化教材園、在地特色校門改建工程、

司令台美化工程、停車場改善、校園戶外安全步道、布農族石板屋、布農族

圖騰壁畫、藝術人文藝廊、數位博物館、圖書室環境改善及書籍設備充實、

教室閱讀休憩空間、生態旅遊遊憩設施及衛浴設施、單車廊道等皆陸續規劃

當中，使校園環境的營造朝向更安全更舒適，更充實更具在地特色的方向邁

進。 

五、資本門需求及預期效益（103~105學年度） 

優先順序 項目內容 概算金額 效益分析 

 1 

廁所修繕工程：踩式沖水設

施、防滑地磚、洗手台、男生

小便斗、天花板輕鋼架 

350000 

目前使用之壁掛式水箱高掛牆上，具

高度危險性，需全面更換為踩式沖水

設施。並改善地磚、洗手台、男生小

便斗、天花板，提供師生安全舒適、

簡潔明亮的如廁空間。 

2 

電源改善工程：教室大樓、餐

廳、廚房、司令台、石板屋、

停車場、球場、校門口 

50000 
改善老舊管線，增設電箱及插座，提

昇校園用電安全及品質。 

3 

節能照明設備工程（含天花板

輕鋼架）：教室大樓、廁所、

走廊、操場、餐廳、司令台、

石板屋、停車場、球場、校門

口 

500000 

舊有燈具皆已破舊及損壞，全面換裝

節能燈具，提供師生明亮的學習空

間，並符合環保節能訴求，達到減碳

愛地球的環境永續目標。 

4 

排水系統及洗手台設施工

程：排水系統全面改善、安全

美觀洗手台、覆蓋式平面水溝

蓋、洩水坡度改善 

300000 

本校校園緊鄰山坡地，具高度潛勢災

害隱憂，經專家評估建議妥善規劃設

計排水系統，包含邊坡、排水溝之洩

水坡度及設施一併處理，以有效維護

校園安全。 

5 
教學大樓粉刷工程：走廊、樓

梯、教室、廁所、外牆 
200000 

教學大樓已多年未粉刷，壁面斑駁脫

落，需粉刷美化以維護壁面完整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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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觀。 

6 

安全步道設施工程：停車場通

往餐廳及操場步道地面及樓

梯扶手 

98000 

停車場通往餐廳及操場之走道不平整

及階梯不規律且落差大，且遇雨濕

滑，危險性高。規劃安全美觀及耐用

功能的步道，提供師生同仁及民眾安

全的行走空間。 

7 二樓遮雨棚設施工程 300000 

設置遮棚具有遮風、蔽雨、遮陽的功

能，能保持走廊清潔乾燥及調節教室

溫度，提昇師生活動之安全及舒適性。 

8 
整建運動場 PU 跑道及排水設

施 
3500000 

紅土跑道緊臨教室大樓，風沙大時對

學生健康引起不良影響，且造成灰塵

滿布，對環境整潔及衛生造成不利因

素。改善後將能使校園更簡潔、安全、

衛生、乾淨、美觀，提供學生優質的

運動及活動的空間。 

9 
餐廳裝修設施工程：遮光窗

簾、小舞台、壁面木板 
98000 

本校餐廳除了提供師生進行午餐教

育，亦為師生和家長、民眾使用頻率

較高的活動空間，裝修後將會更舒適

寬敞整齊，提供最佳的用餐、表演、

展覽、會議、教學及社區緊急避難空

間。 

10 
禮堂裝修設施工程：舞台、壁

面木板、遮光窗簾 
200000 

禮堂為本校多功能學習場所，為師生

和家長、民眾使用頻率較高的活動空

間，裝修後將更舒適寬敞整齊，提供

最佳的表演、展覽、會議、教學空間。 

11 教室遮光簾幕設施工程 180000 

本校教室大樓為南北向長形建築，常

年受陽光東照西曬，裝設遮光簾幕將

可解決光線太強，影響上課時使用投

影設備觀看品質的問題，更能保護學

童視力及柔化空間，一舉數得。 

12 
班級教室書櫃、學習角木質地

板設施工程 
180000 

提供師生有效利用教室空間進行閱讀

教育及多元學習，培養學生良好閱讀

習慣與態度。 

13 
教學設備工程：電視、移動式

音響 
95000 

禮堂、辦公室及餐廳裝設大型電視，

摒除傳統投影設備受限於光線及線路

繁雜的問題，能有效取代投影設備，

提供師生、家長民眾優質的觀賞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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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勞教室裝修設施工程：木櫃

（資料櫃、展示櫃）、牆面美

化、天花板輕鋼架 

98000 

美勞教室為本校目前使用年代最長的

建築，若能裝修完成，將有助於增加

教學空間，並提供師生具有在地文化

藝術的學習空間。 

15 

健康中心及輔導室設施工

程：木櫃（資料櫃、儲物櫃）、

牆面美化、天花板輕鋼架 

98000 

健康中心及輔導室在學校內的教育價

值非常高，具有服務師生同仁、健全

身心靈的功能。裝修完成後將提供師

生簡潔清爽的溫馨健康空間。 

16 監視器設施工程 93000 去除校園死角，提昇校園安全。 

17 
教學大樓牆面修繕、彩繪設施

工程 
98000 

修繕龜裂牆面，維護校園安全，並彩

繪布農族傳統文化圖騰，提昇涵養學

童對母文化認同的境教功能。 

18 
音樂教學設備：樂器、譜架、

音箱 
88000 

12年國教正式上路，更凸顯多元學習

的重要，為提供學生音樂素養和表現

能力，特別規劃樂器教學如吉他、直

笛、電子琴、爵士鼓，期能培養優秀

的音樂表演及創作人才。 

19 停車場修繕設施工程 98000 

本校同仁有九成的比例開車上班，修

繕停車場破損的地面及車棚，能提供

同仁優質的停車空間，安心上班。 

伍、經費來源 

一、依優先順序提列年度計畫中，配合年度預算執行或申請相關補助。 

二、爭取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 

三、家長會支援及鄉公所補助。 

四、爭取社區發展協會協助。 

五、其他社會資源。 

陸、預期成效 

一、建構積極效能的行政團隊 

（一）健全組織運作機能，提昇行政服務績效。 

（二）落實校務行政管理，創新行政管理特色。 

（三）落實校務評鑑機制，有效檢討校務缺失。 

（四）健全危機應變機能，有效解決校園危機。 

（五）有效發展行銷策略，擴大獲得社會認同。 

（六）落實校園規劃藍圖，塑造溫馨優質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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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健全環境課程連結，創新兒童學習價值。 

（八）履行愛護校園行動，培育愛鄉愛土情操。 

二、形塑專業認真的精英教師 

（一）落實學校本位課程，創造學校本位特色。 

（二）發展教師專業知能，激發教師專業熱忱。 

（三）建立教師專業社群，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四）落實有效教學活動，提昇學生學習績效。 

三、培育健康智慧的優質學生 

（一）落實教訓輔新體制，提升教訓輔新績效。 

（二）激發教師輔導熱忱，鞏固學生鷹架支持。 

（三）創新多元學習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潛能。 

四、踐行共生共榮的夥伴社區 

（一）整合社區環境資源，發展學校本位特色。 

（二）健全家長組織機制，有效支援校務推動。 

（三）落實家長多元參與，綿密親師夥伴關係。 

（四）優質學校策略聯盟，提昇校際支援效能。 

（五）建立多元合作模式，促進學校優質發展。 

（六）經營成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之境界。 

陸、結語 

新世紀的教育革新需要正確的方向，擔負學校領導者的校長正是掌握教育發展

的舵手，當校長體認到學校整體經營的重要性，並強烈的展現其企圖心時，很快地

感染到整個學校及社區，主動成長及參與的風氣也會漸漸地蔓延開來。因此領導者

本身要隨時提升專業知能，體察教育及社會脈動，活絡自己思維，並建立良性互動

的社會關係，才能確實實現教育願景理想。 

透過本「校務發展計畫」，希望能營造安全適性、專業研究及有效學習的新校

園文化，在學校社區、親師生的共同合作努力下，建築一個樂觀、積極、終身學習

的夢土，在面對未來快速變遷社會挑戰時，能提升學校及學生的競爭力，成為關懷、

創新、永續發展的優質現代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