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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書
臺師大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夥伴協作‧支持陪伴
發展教育‧深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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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 教育部 107 年 3 月 29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70037267B 號令訂定發布「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辦法」。

二、 教育部 107 年 5 月 2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70046868B 號令修正「師資培育之

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

三、 依據教育部 107 年 5 月 14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70071509 號函送該部 5 月 10

日召開之「107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說明會」會議紀

錄。

四、 本校 107 年 6 月 1 日師大師字第 1071015047 號函送「107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協調會議」會議紀錄。

貳、計畫目的與理念

本校長期深耕地方，每年皆規劃多元化之教師進修與專業支持活動，力求地方

教育發展，促進學校革新提升教師專業成長。有鑑於偏鄉地區中等學校教師專業成

長資源較為不足，自 98 年起，本校即著力於偏鄉學校之學校輔導與教師進修，一方

面配合地方政府教育局（處）的教育發展政策，一方面則持續辦理以學校需求為本

位的專業研習，期能造福輔導區中等教育階段之學校與師生。

承上，本校 107 學年度之地方教育輔導計畫內容，聚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為

主軸開展，首先透過以學校基地出發的氛圍，教師專業需求導向的掌握，將著力於

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偏鄉學校特色發展與創新教學、科技領域之扎根實踐、

美感教育、媒體素養、青少年輔導、補救教學與實驗教育等範疇為增能重點，並以

體驗學習的知識創新模式作為推動的基礎。在學習歷程上，強調教師透過概念及實

作體驗的學習，建構內在的經驗，進而透過共學進行知識分享與創新，達到共好的

境界。因此，本計畫目的如下：

一、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推行，強化教師理解新課綱之課程、教學與評量

的實踐策略，並從學校本位課程促成學校特色發展之專業知能。

二、 配合新課程綱要的推動，精進教師在領域（學科）教學的教材教法及評量之專

業能力。

三、 規劃與推動實作本位的教師進修，促進中學教師具備素養導向的專業發展。

四、 長期支持與陪伴偏鄉學校及原住民的教育，引領偏鄉學校教育的品質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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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夥伴協作之精神與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合作，符應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的教育發展方向。

圖 1　本校推動之架構圖

參、計畫期程

▲
 本計畫期程：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

肆、工作項目

一、	 協作與支持縣市學校規劃和推動新課綱。

二、	 辦理符合教師需求之教師專業成長。

三、	 長期陪伴輔導偏鄉或原住民區學校。

伍、辦理方式

本校推動地方教育輔導有專責單位為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之「地方教育輔導

組」，規劃年度計畫先透過發調查表予以本校師資培育教授填寫意願（意願調查表如

附件 2-1，共計詢問 132 位教師，回覆願意提供服務者近 4 分之 1），並召開責任區縣

市代表會議，媒合縣市之需求與本校教授之專長和意願，展開年度計畫之規劃與撰

寫。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一、 協作與支持縣市學校規劃和推動新課綱

( 一 ) 赴縣市協作學校素養導向教學示例研發與課程教材教法推廣。

( 二 ) 辦理新課綱實作為導向之教師增能工作坊。

( 三 ) 分享推動新課綱之 Q&A，提供推動新課綱之專業諮詢。

二、 辦理符合教師需求之教師專業成長

( 一 ) 辦理教師需求導向之研習

依據地方政府教育局（處）提出之需求規劃發展主題，辦理教師進修研習，

包括：新課綱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偏鄉學校特色發展之創新教學、科技領域、

美感教育、媒體素養、青少年輔導、補救教學與實驗教育。

( 二 ) 辦理產出型工作坊

以講師授課方式進行，引領參與學員如何實際進行教學設計，並提供案例分

享討論交流，強調產出型的成果，並將所學帶回課堂實踐。

( 三 ) 推動以共備、授觀課及議課為精進課堂教學增能活動

以專家教師之公開課為前提，進行共同備課，規劃觀課及議課，規劃以精進

課堂教學為目的之增能活動。

三、 長期陪伴輔導偏鄉學校或原住民區學校

( 一 ) 到校輔導

實地到校協助偏鄉學校或原住民區學校，上下學期各去多次，採取駐點式的

輔導，在地深耕發展學校特色課程，進行活化、創新教學或教師專業成長等

支持。

( 二 ) 規劃長期陪伴

表 1　以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為例，提出四場次的駐點規劃

場次 具	體	陪	伴	內	容 時數

第 1場
•透過學者專家擔任主題之講座
•針對主題之基本概念及理論進行說明或澄清

2 小時

第 2場
•引進主題之新觀念及新作法
•引領實作活動及提供課堂實踐作業單

2 小時

第 3場
•共同備觀議課，實施回饋、對話交流
•討論課堂實踐作業單並修正課堂實踐作業單

2 小時

第 4場
•共同研提主題之課堂實踐可行的方案
•反思再出發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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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長期駐點系列實施模式供參與學校及師培大學教授前去輔導之參考。

2.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行政由師培大學地方教育輔導組織人力協助。

3. 師培大學赴偏鄉學校之長期陪伴將與學校透過社群媒體平台成立群組，將對此主

題有需求之教師組織成社群。

表 2　107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主題規劃

編號 主題 主持人與規劃人員
縣市 /

辦理場次數
初步邀請學校

1 新課綱素養導向
教學與評量

‧ 臺師大師培處
 張素貞副教授
‧ 臺師大師資培育學院
 何雅芬兼任教師

新北市 /1 明德高中 ( 偏遠 )

新北市 /1 開明高職

宜蘭縣 /1 南澳高中 ( 偏遠 )( 原住民 )

連江縣 /3 東引國中 ( 偏遠 )
中山國中 ( 偏遠 )
敬恆國中小 ( 偏遠 )

2 創新教學與校本
課程設計發展

‧ 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
 陳昭儀兼任教授 ( 特教資優 )
‧ 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
 郭靜姿教授 ( 特教資優 )
‧ 臺師大資訊教育研究所
 何榮桂教授 ( 資訊融入教學 )

新北市 /1 中山國中

新北市 /1 開明高職

嘉義縣 /4 新港國中

3 科技教育 ‧ 臺師大科技應用與人類資源
發展學系

 張玉山教授 (STEAM 教育 )
‧ 臺師大師資培育學院
 葉怡芬助理教授 ( 科學閱讀 )

新北市 /1 柑園國中 ( 偏遠 )

基隆市 /1 八斗高中 ( 偏遠 )

4 美感教育 ‧ 臺師大師資培育學院
 桑慧芬兼任教師
‧ 臺師大美術學系
 陳瓊花教授

臺北市 /1 福安國中

新北市 /1 柑園國中 ( 偏遠 )

5 媒體素養 ‧臺師大大眾傳播研究所
 陳炳宏教授

新北市 /1 桃子腳國中小

基隆市 /1 明德國中

6 英語補救教學 ‧臺師大英語學系
 曾俊傑副教授 ( 補教、差異

化教學 )

臺北市 /2 新民國中

7 青少年輔導 ‧臺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陳慧娟副教授

宜蘭縣 /4 大同國中 ( 偏遠 )( 原住民 )

8 實驗教育 ‧臺師大師資培育學院
 高松景助理教授

臺北市 /4 芳和國中
民族國中

8 主題 28 場次 17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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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表 3　107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縣市聯絡人

編號 縣市 主持人與規劃人員

1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綜合企劃科朱科員 (02)2720-8889 轉 6349 
中等教育科張科員 (02)2720-8889 轉 6365

2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發展科
王永成副研究員 (02)2960-3456 轉 8478  / aa0144@ntpc.gov.tw

3 連江縣 連江縣政府教育處
柯水旺課程督學  (0836)22135 轉 10 / water083656515@yahoo.com.tw

4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教師研習中心）
王玲琬課程督學  (03)933-2978 轉 48 / ooze@tmail.ilc.edu.tw

5 基隆市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
王傑賢課程督學  (02)24301505 轉 841 / sweeting@ckjh.kl.edu.tw

6 嘉義縣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
王淑蓉科員  05-3620123 轉 538 / sujong@mail.cyhg.gov.tw

陸、參加人對象及人數

北區輔導區提出輔導需求之中等學校及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107 學年度初

步邀請輔導支持 17 校辦理 28 場次，共計 8 主題之到校輔導活動。預計辦理之學校

階段與縣市分布請參見圖 2。

圖 2　初步邀請學校之階段與縣市分布

6



研
習

工
作
坊

到
校
輔
導

活
動
彙
整

計
畫
書

柒、支援事項及單位

一、召開 107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協調會議

本校業已於 107 年 5 月 24 日召開「北區師資培育之大學地方教育輔導協調會

議」，共同研商107學年度北區地方教育輔導運作模式，計有臺北市、新北市、金門縣、

連江縣、宜蘭縣、基隆市提供需求資料供參。

二、 與縣市政府及中等學校行政協調

預定於 107 年 8 月函發「到校輔導研習需求調查表」，惠請縣市政府鼓勵偏鄉學

校之鄰近學校教師踴躍參與，並給予公差假以及課務排代之協助。

三、支援研習場地

惠請縣市政府及參與到校輔導研習之學校安排合宜研習場地。

捌、預期效益

一、 俾使本校與北區縣市政府、所屬輔導區學校建立良善互動，協助提升所屬輔導

區教師專業成長，並發揮師培大學長期支持陪伴輔導區學校之功能。

二、 推動十二年國教理念，落實新課綱素養導向課程與評量、偏鄉及原住民學校特

色發展之創新教學、科技領域、美感教育、媒體素養、青少年輔導、補救教學

與實驗教育，使中等校教師將理念融入於課堂教學，並提升專業成長與發展，

實質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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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彙整
臺師大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夥伴協作‧支持陪伴
發展教育‧深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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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107.11.17 0.5/1 14

100%

2 ( ) 107.11.17 0.5/1 15

100%

3 ( ) 107.11.27 1/1 10

100%

4 ( ) 108.1.7 1/1 10

100%

5 108.1.19 0.5/1 30

100%

6 108.1.19 0.5/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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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108.2.12 1/1 10

100%

8 108.2.14 1/1 6

100%

9 ( ) 107.3.5 1/1 10

100%

10
PBL

108.3.30 1/1 53

PBL

100%

11 108.4.14 1/1 17

100%

12 108.4.15 1/1 15

100%

13 107.12.10 1/1 12

100%

14
( )

108.1.25 0.5/1 2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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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

108.1.25 0.5/1 21

100%

16 ( ) 108.1.29 0.5/1 24

100%

17 ( ) 108.1.29 0.5/1 24

100%

18 ( ) 108.1.31 0.5/1 27 STEAM

100%

19 ( ) 108.1.31 0.5/1 27 STEAM

100%

20 108.2.21 1/1 67

100%

21 108.4.25 0.5/1 37

100%

22 108.5.2 1/1 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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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IB

107.12.21 0.5/1 31
IB

24 107.12.21 0.5/1 38 IB

100%

25 108.2.22 0.5/1 18

26 108.5.1 0.5/1 10

100%

27 108.5.23 1/1 16

100%

28 108.6.4 1/1 18

100%

29 108.6.5 1/1 7

100%

30 108.6.11 1/1 4

100%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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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輔導
臺師大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夥伴協作‧支持陪伴
發展教育‧深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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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教育知能研習 ( 一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7 年 11 月 17 日

連江縣立塘岐國民小學

林昭儀教授

活動照片

1071117 創造力教育知能研習

1071117 創造力教育知能研習

1071117 創造力教育知能研習

1071117 創造力教育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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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

地 點： 連江縣立塘岐國民小學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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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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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此場創意教學研習透過「六六討論法」，可以運用於閱讀與美感教學之中，

十二年國教總綱理念為自發、互動、共好，以成就每個孩子――適性揚才、終

身學習為願景。因此創意教學，規劃「教學者」透過各項閱讀學習策略的講座，

深受現場教師喜愛，希冀與會教師成為一個跨領域統整的教育專家、亦期待「學

習者」能透過創意教學的策略靈活運用於學習、生活及做人處事上。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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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教育知能研習 ( 二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7 年 11 月 17 日

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

林昭儀教授

活動照片

1071117 創造力教育知能研習

1071117 創造力教育知能研習

1071117 創造力教育知能研習

1071117 創造力教育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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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

地 點： 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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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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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此場創意教學研習透過「六六討論法」，可以運用於閱讀與美感教學之中，

十二年國教總綱理念為自發、互動、共好，以成就每個孩子――適性揚才、終

身學習為願景。因此創意教學，規劃「教學者」透過各項閱讀學習策略的講座，

深受現場教師喜愛，希冀與會教師成為一個跨領域統整的教育專家、亦期待「學

習者」能透過創意教學的策略靈活運用於學習、生活及做人處事上。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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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 一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7 年 11 月 27 日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陳育霖教授

活動照片

1081127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1127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1127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1127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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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7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

地 點：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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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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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講師具實務和理論，收穫良多。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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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 二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1 月 7 日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陳育霖教授

活動照片

1080107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107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107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107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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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1 月 7 日（星期二）

地 點：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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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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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研習生活化並且可應用在教學上。

活動的方式，因到校的關係，可以配合當下課程需求，能有立即性的效果。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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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學校本位彈性學習課程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1 月 19 日

臺北市立福安國中

高松景教授

活動照片

1080119 研發學校本位彈性學習課程

1080119 研發學校本位彈性學習課程

1080119 研發學校本位彈性學習課程

1080119 研發學校本位彈性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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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1 月 19 日 ( 星期六 )

地 點： 臺北市立福安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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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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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利用臺北市酷客雲網路學園，將上課教材上傳至雲端課程進行教學，並利

用平板電腦教學，讓學生上傳實驗記錄至網路學園。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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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讀書會增能研習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1 月 19 日

臺北市立福安國中

高松景教授

活動照片

1080119 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讀書會增能研習

1080119 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讀書會增能研習

1080119 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讀書會增能研習

1080119 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讀書會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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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1 月 19 日 ( 星期六 )

地 點： 臺北市立福安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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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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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透過導讀「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這本書所提供出的觀點非常貼切福安國

中學生特質，可以作為我們發展校本彈性學習課程之依據。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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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 三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2 月 12 日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陳育霖教授

活動照片

1080212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212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212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212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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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

地 點：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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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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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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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福安」彈性學習課程研發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2 月 14 日

新北市立福安國中

高松景教授

活動照片

1080214「走讀福安」彈性學習課程研發

1080214「走讀福安」彈性學習課程研發

1080214「走讀福安」彈性學習課程研發

1080214「走讀福安」彈性學習課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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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2 月 14 日 ( 星期四 )

地 點： 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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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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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利用平板電腦，以 Quizizz 或 Quizlet 等線上學習網站進行課中形成性評量，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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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 四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3 月 5 日

基隆市立銘傳國中

陳育霖教授

活動照片

1080305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305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305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305 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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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

地 點： 基隆市銘傳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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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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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學到很多的知識，期待下一次可以學到更多。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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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 PBL」
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工作坊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3 月 30 日

新北市立柑園國中

高松景教授

活動照片

1080330「問題導向學習 PBL 工作坊

1080330「問題導向學習 PBL 工作坊

1080330「問題導向學習 PBL 工作坊

1080330「問題導向學習 PBL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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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30「問題導向學習 PBL 工作坊

1080330「問題導向學習 PBL 工作坊

1080330「問題導向學習 PBL 工作坊

1080330「問題導向學習 PBL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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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5 月 23 日 ( 星期四 )

地 點： 新北市立柑園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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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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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今天的研習 , 真的是賺很大，這種無價的研習，像春雷般喚起腦海與心底

深處的集體意識，以及解除蒙塵、封印已久的桎梏與枷鎖，思緒、困惑因教授

的開示與啟發，轉為條理、穩定與澄明，找回初心，並再次與心深處的中心信

仰「不設限」相遇與連結，心情彷若昨夜歷經風雨的大地，晨曦望見朝陽的欣

喜、雀躍與感動。

感謝教授分享「世界就是文本，探究就是生活」以及全人性教育。感謝有

此機緣，榮獲珍貴的 PBL 種子，將帶著感恩的心，用心中的信仰「不設限」守

護它，並用人類最大的能量「愛」來悉心培育與灌溉，待來日開花結果，能嘉

惠更多莘莘學子，並力行實踐 PBL 精神。

很感恩團隊優質而溫馨的熱情款待，五星級的服務、美好的氛圍與清新的

校園，讓人感到舒坦與自在，再次感謝您們。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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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媒體素養教學共備工作坊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4 月 14 日

國立臺東女中

陳炳宏教授

活動照片

1080414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工作坊

1080414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工作坊

1080414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工作坊

1080414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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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14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工作坊

1080414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工作坊

1080414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工作坊

1080414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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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

地 點： 國立臺東女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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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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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在演講之後安排實作課程，可以讓我們老師直接共備，在討論時才發現媒

體素養與生活息息相關，但要轉換成課程時還是需要一些技巧或模式。講師有

分享一些模式，透過討論共備，能加強往後實際應用的可能，只是實作時間稍

嫌不夠，以後可以考慮再安排長一點的實作。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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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媒體素養教師研習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4 月 15 日

臺東縣立蘭嶼中學

陳炳宏教授

活動照片

1080415 蘭嶼媒體素養教師研習

1080415 蘭嶼媒體素養教師研習

1080415 蘭嶼媒體素養教師研習

1080415 蘭嶼媒體素養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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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

地 點： 臺東縣立蘭嶼中學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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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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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目前學生使用手機上網，但到臺灣求學或工作，還是會接觸到更多的大眾

媒體、電視等。研習中講師不只分享媒體素養教育的內涵，更介紹媒體環境背

後影響的因素與影響結果。也希望有機會能跟學生們分享訊息。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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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臺師大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夥伴協作‧支持陪伴
發展教育‧深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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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媒體素養教學共備工作坊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7 年 12 月 10 日

國立花蓮高中

本校大眾傳播研究所陳炳宏教授

活動照片

1071210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研習

1071210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研習

1071210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研習

1071210 媒體素養教學共備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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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7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一）

地 點： 花蓮縣郭子究音樂文化館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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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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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工作坊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工作坊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講師的概說很精彩，希望未來有一系列的工作坊能給現場的老師增能。未

來希望可以成立教學社群，供各位老師互相交流媒體素材，畢竟資訊流量太大，

若資訊不正確也有機會立即修正。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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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與資優創造力教學工作坊 ( 一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1 月 25 日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陳昭儀教授

活動照片

1080125 創新教學與資優創造力教學研習 ( 一 )

1080125 創新教學與資優創造力教學研習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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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

地 點：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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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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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工作坊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工作坊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創造力教學一直是資優教育的重點，講師以豐富的教學經驗及理論基礎，

以實務面的經驗交流，教學模式體驗方式，帶來較有益的內容，得以讓教師應

用於教學上。最重要的是教學上的反思，以及如何將創造力擴及至生活層面，

以及其他學科領域的融入，提供更多元且寬廣的想法。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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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25 創新教學與資優創造力教學研習 ( 二 )

1080125 創新教學與資優創造力教學研習 ( 二 )

創新教學與資優創造力教學工作坊 ( 二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1 月 25 日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陳昭儀教授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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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

地 點：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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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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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工作坊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工作坊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以實務面的經驗交流，教學模式體驗方式，帶來較有益的內容，相當實用。

但在內容舉例部分可再多提供詳細方法，給予現場教師參考學習。

研習心得

9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教學媒體與運用工作坊 ( 一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1 月 29 日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鄭子善教授

活動照片

1080129 教學媒體與運用研習 ( 一 )

1080129 教學媒體與運用研習 ( 一 )

1080129 教學媒體與運用研習 ( 一 )

1080129 教學媒體與運用研習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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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

地 點：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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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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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工作坊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工作坊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透過此研習進一步了解如何將新興科技用於資優教育，包含「顯微放大

與投影應用」，即專指手機的有線與無線投影，以及「即時回饋系統」，即以

KAHOOT、IRS、ZUVIO、CCR、PLICKERS 等數位科技提升師生互動。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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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媒體與運用工作坊 ( 二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1 月 29 日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鄭子善教授

活動照片

1080129 教學媒體與運用研習 ( 二 )

1080129 教學媒體與運用研習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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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

地 點：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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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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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工作坊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工作坊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利用行動裝置上的 App 以及內建功能，原來也可呈現要價不斐儀器所能呈

現的效果，是個經濟又實惠的方法，很適合運用在資優教育獨立研究教學。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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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工作坊 ( 一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1 月 31 日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張玉山教授

活動照片

1080131 科技教育工作坊 ( 一 )

1080131 科技教育工作坊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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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

地 點：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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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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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工作坊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工作坊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以科技教育與 STEAM 教育專業知能為基礎，再透過跨學科及動手做的過

程，讓學生的創意透過科技得以更具體的呈現。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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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工作坊 ( 二 )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1 月 31 日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張玉山教授

活動照片

1080131 科技教育工作坊 ( 二 )

1080131 科技教育工作坊 ( 二 )

1080131 科技教育工作坊 ( 二 )

1080131 科技教育工作坊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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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

地 點：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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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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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工作坊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工作坊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實作體驗從中再加深 STEAM 概念。透過今天學習到的 STEAM 學習循環

流程，可以更有脈絡性的整合相關議題，整體研習內容，對於資優課程的運用

上有很大的幫助。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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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工作坊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2 月 21 日

南投縣立福龜國小

桑慧芬教授

活動照片

1080221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1080221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1080221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1080221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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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

地 點： 南投國姓鄉福龜國小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10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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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工作坊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工作坊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從研習獲得啟發，思考如何將新課綱素養以遊戲式教學法融入各科當中，

同時，思考如何選擇遊戲機制以提升低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透過遊

戲式學習增強同儕間正向互動的行為。

從工作坊可知近年發展手作機器人等操作型課程，但尚未嘗試轉化學習內

容朝微翻轉教學模式發展，帶給教師新的教學嘗試，也帶給學生不同的音樂學

習體驗。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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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工作坊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4 月 25 日

花蓮縣立富北國中

桑慧芬教授

活動照片

1080425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1080425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1080425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1080425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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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地 點： 花蓮縣立富北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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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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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工作坊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工作坊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與師生分享遊戲式融入藝術人文音樂科的教學體驗，分享遊戲設計和教學

活動中獲得跨領域教學的體驗。思考結合遊戲式教學法發展該校校本課程，同

時教育式桌遊對提升低學習成就學生學習動機的效能。該校發展多元文化（布

農、客家、新住民、河洛）課程卓然有成，分享融合文化課程學習元素與微翻

轉教學模式的他山之石。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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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工作坊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5 月 2 日

南投縣立北山國中

桑慧芬教授

活動照片

1080502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1080502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1080502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1080502 新課綱創新教學與藝術人文課程微翻轉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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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5 月 2 日（星期四）

地 點： 南投縣立北山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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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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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工作坊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工作坊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桌遊融入藝文領域教學獲得跨領域的他山之石收穫，教師社群成熟活躍，

在本次音樂桌遊中獲得學習成就感，以及和同儕互動、互助的學習成效。由於

屬偏鄉小校，藝術人文科教師為學區共聘，透過此次研習活動，也帶給學生不

同的音樂學習深刻的體驗。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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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
臺師大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夥伴協作‧支持陪伴
發展教育‧深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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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IB 概念架構融入主題跨領域課程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7 年 12 月 21 日

新竹市立東門國小

葉怡芬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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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照片

1071221IB 概念架構融入主題跨領域課程

1071221IB 概念架構融入主題跨領域課程

1071221IB 概念架構融入主題跨領域課程

1071221IB 概念架構融入主題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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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

地 點： 新竹市立東門國小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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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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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此次研習內容較為豐富，介紹概念還有實作與分享。IB 重大概念檢核學校

所要發展的主題課程，理論與實際教學相配合，尤其是教學上，分享更能輔助

了解理論，希望往後能提供更多參考範例 ( 都會型、偏鄉式、大校、小校 )。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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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國際教育――以概念為基礎的教育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7 年 12 月 21 日

臺北市立濱江國中

溫雅欣副校長

活動照片

107122 １國際教育――以概念為基礎的教育

107122 １國際教育――以概念為基礎的教育

107122 １國際教育――以概念為基礎的教育

107122 １國際教育――以概念為基礎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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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2 １國際教育――以概念為基礎的教育

107122 １國際教育――以概念為基礎的教育

107122 １國際教育――以概念為基礎的教育

107122 １國際教育――以概念為基礎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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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

地 點： 臺北市立濱江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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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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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此場研習除了更深入介紹 IB 的核心教育理念，也提供了 IB 課程發展與設

計的方向，包括概念化、探究式學習等，IB 課程的精神與教學設計很符合教改

趨勢。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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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2 月 22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劉桂光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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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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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活動照片

1080222 跨領域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222 跨領域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222 跨領域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1080222 跨領域課程素養導向評量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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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

地 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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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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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有實務操作、有理論內容，非常符合素養導向的設計，以表達力課程為例，

清晰介紹評量在教學設計中的角色、提問等。很喜歡現場實作的練習，對本身

未來課程設計更有想法，也已構思跨領域的教學方向。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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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從數學實作課程中體驗數學素養研習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5 月 1 日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歐志昌教師

活動照片

1080501 從數學實作課程中體驗數學素養研習

1080501 從數學實作課程中體驗數學素養研習

1080501 從數學實作課程中體驗數學素養研習

1080501 從數學實作課程中體驗數學素養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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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

地 點： 嘉義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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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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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如何轉化十二年國教的課綱，進行素養導向的數學課程，研習過程中講述

課程也透過實際操作，讓學員獲益良多。另外講師帶領學生進行科展經驗分享，

讓學員收獲滿滿。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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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進擊的生涯達人――職業大未來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5 月 23 日

臺北市士林國中

林凱瓊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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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1080523 進擊的生涯達人――職業大未來研習

1080523 進擊的生涯達人――職業大未來研習

1080523 進擊的生涯達人――職業大未來研習

1080523 進擊的生涯達人――職業大未來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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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

地 點： 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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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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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7 年度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原本認為自己在教藤球這部分應該是沒問題的，但這次因為公開授課的因

素，請學校老師和教授幫我觀察我的指令是否下得明確，學生是否能聽懂並觀

察學生是否能正確做出動作，在場的伙伴給了我不少的建議，才讓我注意到自

己說話出現的問題，也讓我有了改善與進步的空間。體育課我希望學生能快樂

上體育課，但仍要講究上課的質量，學生能在課堂裡學得體育的相關知能並培

養運動的能力，今天觀課所提出來的建議讓我獲益匪淺。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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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學習課程班週會篇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6 月 4 日

臺北市立永吉國中

徐秀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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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1080604 彈性學習課程班週會篇

1080604 彈性學習課程班週會篇

1080604 彈性學習課程班週會篇

1080604 彈性學習課程班週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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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

地 點： 臺北市立永吉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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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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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透過徐教授提供檢核工具，將有助於學校在發展校本位彈性課程多元學習

時，可以更加聚焦在主題與議題的串聯，或許無法橫向貫穿，但縱向的連結將

可產生學生學習的光譜。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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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公開授課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6 月 5 日

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林凱瓊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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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1080605 教師公開授課

1080605 教師公開授課

1080605 教師公開授課

1080605 教師公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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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

地 點： 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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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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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原本認為自己在教藤球這部分應該是沒問題的，但這次因為公開授課的因

素，請學校老師和教授幫我觀察我的指令是否下得明確，學生是否能聽懂並觀

察學生是否能正確做出動作，在場的伙伴給了我不少的建議，才讓我注意到自

己說話出現的問題，也讓我有了改善與進步的空間。體育課我希望學生能快樂

上體育課，但仍要講究上課的質量，學生能在課堂裡學得體育的相關知能並培

養運動的能力，今天觀課所提出來的建議讓我獲益匪淺。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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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生領導才能及情意課程

活動日期

研習地點

講師介紹

108 年 6 月 11 日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徐秀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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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1080611 資優生領導才能及情意課程研習

1080611 資優生領導才能及情意課程研習

1080611 資優生領導才能及情意課程研習

1080611 資優生領導才能及情意課程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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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時 間： 108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二）

地 點：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二、您參加本次活動的動機是：

三、您對於本次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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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認為「到校輔導研習」此種辦理模式，是否有助於提高您的研習意願？

五、未來臺師大若續辦「到校輔導研習」，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參與？

資優教育課程的設計與安排應以學生的個別需求做整體規劃，以符合個別

化輔導計畫基本內涵，使學生透過課程與活動的安排得到發揮潛能與展現自我

的機會，成為一個多元學習、服務人群的資優生。資優教育的目標是希望藉著

教育的方案幫助具有潛能的資優生發揮自己的潛能，領導才能訓練是其中方案

之一。

未來在規畫本校 109 年度領導才能營課程可以用「冒險」為核心進行主題

發想，並加入思辨及團隊合作等元素。課程規劃宜結合社會資源，以提升活動

專業及多元性，可進一步聯繫台灣師大公領系、領導力中心合作做規劃課程，

而關渡國小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近年發展造筏、海洋 VR 課程相當成熟，也是

優質的學習資源。

研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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