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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校長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辦暨審查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

要點。 

二、臺南市 109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貳、 目的 

一、 鼓勵學校發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素養導向課程設計，並發展校訂課程。 

二、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昇教師專業自主，透過專業對話與合作，共同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確保學習品質。 

三、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需求，強化校內教師專業發展

機制。 

四、推動學習型組織，以國中小校長教育研究專業社群的方式提升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專

業知能，加強知識分享，落實經驗傳承。 

五、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需求，強化校長專業發展機

制。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專中心) 

肆、 申請對象 

   本市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國立學校附屬中小學。 

伍、 實施期程： 

   執行期程：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 

陸、 實施方式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共分為 5類，「學年(領域)學習社群」、「初階學習社群」、「進階學

習社群」、「專業貢獻學習社群」及「校長專業學習社群」。     

一、 第 1 類：學年(領域)學習社群： 

（一）運作目的： 

1、學年(領域)社群運作主要針對「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國小以學年會議，國中以領

域教學研究會，各校應安排學年領域共同不排課時間，以利進行社群共備及專業

對話。 



 3 

2、以課程教學有關之多元主題及形式並強化有效教學知能，以學習診斷及評量結果

運用、研討學習領域學生學習策略、領域課程綱要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評量、共

同備課與公開授課為原則。最後回歸學生學習為本，提升整體課程與教學品質。 

3、 本類社群旨為利用學校既有運作之組織，研討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教學策略。 

（二）組成方式： 

1、 以學校為單位提出申請： 

國小申請以學年會議為主，領域教學研究會為輔。國中申請以領域教學研究會為

主，以學年會議為輔。 

2、 各校依學年或領域需求，由學年主任、領域召集人提出申請表，學校統一彙整後

提出申請。 

(1) 國小： 

甲、 12班(含)以上學校，至少申請 3個社群，至多 8個，每 1 社群補助 3,000

元，每校補助金額以 24,000 元為上限。 

乙、 11班以下學校，依學校需求至少申請 2個社群，至多 6 個，每 1 社群補助

3,000 元，每校補助金額以 18,000 元為上限。 

丙、 如單一學年正式教師（含代理教師）為 2人以下，請國小各校務必結合推

動新課綱策略聯照工作圈或和鄰近學校，於本學年至少試辦申請 1~3個跨校

社群運作。 

(2) 國中： 

甲、 12班以上學校，依領域師資現況，至少申請 4 個社群，，至多可申請 8個

社群，每 1 社群補助 3,000 元，每校補助金額以 24,000 元為上限。 

乙、 11班以下學校，依領域師資現況，至少申請 3個社群，至多可申請 6 個，

每 1 社群補助 3,000 元，每校補助金額以 18,000 元為上限。 

丙、 如單一領域正式教師（含代理教師）為 2人以下，請國中各校務必結合推

動新課綱策略聯照工作圈或和鄰近學校，於本學年至少試辦申請 1~3個跨

校社群運作。 

丁、 國中如為會考待加強之學校，國英數任 1 領域有 50%以上學生會待加強，

請該領域務必申請社群運作。 

(3) 跨校社群運作： 

如各校因校內學年或領域師資編制不足，鼓勵結合策略聯盟工作圈方式組成跨

校學年領域社群運作，每 1跨校社群運作，另補助 2,000 元，不受每校補助金

額上限限制。 

3、 社群召集人： 

(1) 可由該學年主任或領域教學研究會召集人擔任社群召集人，或另選定社群內有

經驗之教師作為社群召集人。 

(2) 正式教師、代理教師皆需至少參加 1個學年領域學習社群，另鼓勵代課教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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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群運作。 

(3) 擔任社群召集人需接受本市辦理之初階社群召集人培訓課程研習。 

4、 每 1 社群應由至少 3人以上教師組成，每學年至少運作 6 次以上（每學期 3次），

其中應包含至少 1次公開授課(含備觀議課)，公開授課以 1次社群活動計算。 

（三）社群運作實施內容：（於線上申請時勾選，可複選） 

(1) 必要內容 

þ 學習診斷與學力促進 

þ 備觀議課 

(2) 其它可實施之內容： 

¨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 跨領域教學（協同教學） 

¨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 素養導向評量工具 

¨ 其它（十二年國教課程之相關議題） 

二、 第 2 類：「初階學習社群」 

（一） 運作目的： 

1、本類著重於課程發展委員會或課程核心小組之運作與增能，共同發展學校校訂課

程計畫與內涵，持續進行課程與教學專業研討，並實踐於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課

堂教學觀察與回饋中。 

2、可著重學校整體課程發展、彈性學習課程發展與設計，發展110學年度至少3-6

節校訂課程設計與內涵，制定校訂課程計畫。 

（二） 組成運作方式： 

1、依各校所提申請計畫進行審查並擇優錄取100個，每群補助上限15,000元（每校

以錄取1~3個社群為原則），若採跨校運作，每群另補助5,000元。 

2、每一學習社群之組成人數以4~6人以上(含)為原則，並推舉1人擔任社群召集人。 

3、 辦理次數：每學年需規劃至少8次以上社群運作（每學期4次），其中包含至少1

次公開授課(含備觀議課)，公開授課內容應與社群主題相關，以1次社群活動計

算。 

4、若跨校組成社群，則自行協調，由其中一所學校負責提出申請。 

5、同1位教師以參加1個初階學習社群為限。 

（三） 社群運作實施內容：（於線上申請時勾選，可複選） 

1、 必要內容 

þ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2、 其它可實施之內容： 

¨ 學習診斷與學力促進 

¨ 備觀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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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教學（協同教學） 

¨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 素養導向評量工具 

¨ 其它（十二年國教課程之相關議題：如深化課程評鑑、自編自教材審查專業 

增能與對話等） 

（四） 為落實課堂實踐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可結合校長及教師每學年應公開授課之規

定，至少規劃1次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 

（五） 社群活動之實施，應以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為前提。 

三、 第 3 類：「進階學習社群」 

（一） 運作目的： 

1、 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課程規劃與內涵，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素

養導向課程方案，具體落實於課堂教學中，達成有效教學與適性發展。 

2、 本類型社群著重學生學習策略之教案研發，並結合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包含課

程設計、實際教學成果、教學評量成效等)。 

（二） 組成運作方式： 

1、 依各校所提申請表進行審查並擇優錄取100個，每群補助上限20,000元，若採跨校

運作，每群另補助5,000元。鼓勵結合策略聯盟工作圈進行跨校社群申請(優先通

過)。 

2、 每一學習社群之組成人數以4~6人以上(含)為原則，並推舉1人擔任社群召集人 

3、 每學年至少運作8次以上（每學期4次），其中應包含至少2次公開授課(含備觀議課)，

公開授課內容應與社群主題相關，以1次社群活動計算。 

4、 若跨校組成社群，則自行協調，由其中一所學校負責提出申請。 

5、 同1位教師以參加1個進階學習社群為限。 

（三） 社群運作實施內容：（於線上申請時勾選，可複選） 

1、 必要內容： 

þ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þ 素養導向評量工具 

2、 其它可實施內容 

¨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 學習診斷與學力促進 

¨ 備觀議課 

¨ 跨領域教學（協同教學） 

¨ 其它 

（十二年國教課程之相關議題：如教學檔案製作、新課綱發展、教學方法創新、

多元評量分享、教學媒材研發、行動研究、案例探討、跨領域教學(協同教

學)設計、領域統整教學、試題分析、補救教學、差異化教學、特定教育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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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探索(戶外教學、食農教育、國際教育、品德教育、美感教育、新住民

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之專業主題、班級經營等） 

（四） 為落實課堂實踐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每學期至少規劃1次公開授課及專業回  

饋。 

（五） 社群活動之實施，應以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為前提。 

四、 第 4類：「專業貢獻學習社群」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各類教學研究，主動分享社群發展經驗與專業成果，能關懷協助 

其他學校社群的發展，持續思考社群精進及成功經驗擴散之方式，發揮影響力。 

（一） 組成運作方式： 

1、 依各校所提申請計畫進行審查並擇優錄取10個，每群補助新台幣50,000元（每校 

以錄取1個社群為原則） 

2、 每一學習社群之組成人數以6人以上(含)為原則(可跨校)，並推舉1人擔任社群 

3、 召集人。 

4、 辦理次數：每學年需規劃至少10次以上社群運作活動（每學期5次），其中包含至

少2次公開授課(含備觀議課)，公開授課內容應與社群主題相關，以1次社群活動

計算。 

5、 若跨校組成社群，則自行協調，由其中1所學校負責提出申請。 

6、 同1位教師以參加1個專業貢獻學習社群為限。 

7、 社群主題研究成果及社群運作經驗須撰寫成果專刊文章1篇。 

8、 每學年至少提供2場次，供本市其他學校教師進修研習之申請經驗分享。 

9、 每學年至少自辦或結合本市教專中心辦理1-2場次研習或成果發表會。 

（二） 社群運作實施內容：（於線上申請時勾選，可複選） 
¨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 學習診斷與學力促進 

¨ 備觀議課 

¨ 跨領域教學（協同教學） 

¨ 其它 

（十二年國教課程之相關議題：如教學檔案製作、新課綱發展、教學方法創新、

多元評量分享、教學媒材研發、行動研究、案例探討、跨領域教學(協同教

學)設計、領域統整教學、試題分析、補救教學、差異化教學、特定教育專業

主題探索(戶外教學、食農教育、國際教育、品德教育、美感教育、新住民

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之專業主題、班級經營等） 

（三） 社群活動之實施，應以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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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 5 類：「校長專業學習社群」 

協助校長掌握教育發展方向與定位，有效轉化為工作核心理念並增進學校領導者瞭解

當前教育政策與地方教育發展之意涵與價值，以正確規劃學校發展推動方向 

（一） 組成運作方式： 

1、 國中5群、國小20群，每社群補助金額新臺幣15,000元整，補助25個社群為原則。 

2、 社群分類：由本市各區國中小校長依「地緣關係」或是「研究主題」自行組成國

中小校長教育研究專業社群。 

3、 社群成員：為增進相互討論互動氛圍，各專業社群人數以6-20位校長組成為原

則， 

4、 各「召集學校」請協助負責通知召集事宜，並請一所學校校長擔任社群召集人，

並由該校負責呈送計畫、經費請款核銷及成果彙整。(每位校長至多以參加2個社

群為原則) 

5、 每學年至少運作6次以上（每學期3次），其中應包含至少2次公開授課(含備觀議課)，

公開授課內容應與社群主題相關，以1次社群活動計算。 

（二） 社群運作實施內容：（於線上申請時勾選，可複選） 
¨ 學習診斷與學力促進 

¨ 備觀議課 

¨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 跨領域教學（協同教學） 

¨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 素養導向評量設計 

¨ 其它 

（十二年國教課程之相關議題：如教學檔案製作、新課綱發展、教學方法創新、

多元評量分享、教學媒材研發、行動研究、案例探討、跨領域教學(協同教學)設

計、領域統整教學、試題分析、補救教學、差異化教學、特定教育專業主題探索

(戶外教學、食農教育、國際教育、品德教育、美感教育、新住民教育、多元文

化教育等之專業主題、班級經營等）。 

（三） 各專業社群得利用成員共同時間或公餘時間進行討論研究。 

（四） 公差假：各校校長參與社群活動，由承辦單位發文通知，惠請各校給予公差假參 
加，請各校校長務必於參加前完成請假手續。 

柒、 申請方式：採線上申辦方式。 

一、 請一律至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以下簡稱作業平臺）完成申請流程。 

二、 平臺網址：https://proteacher.moe.edu.tw/ 

三、 申請審查流程： 

（一）社群召集人填寫計畫及經費概算表： 

1、 各校先由社群召集人至平臺填寫社群申請表及經費概算表，並完成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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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費概算表需列印核章上傳。 

3、 社群計畫需由教師個人平臺帳號申請，每人（召集人）僅限申請 1個社群。 

（二）學校承辦端彙整申請總表： 

由各校承辦帳號登入，線上彙整各類社群計畫，並填寫總表後列印核章上傳。 

四、 社群申請期限： 

請學校行政窗口(教務處主任或由指定組長)於 109 年 5 月 31 日(星期日)前完成申請程

序。 

五、 申請書及經費概算表核章正本請留校備查。 

捌、 審查作業 

一、 本次審查方式採取線上審查形式，審查結果將一律於作業平臺核定，並 E-mail通知 

社群召集人及學校承辦人 

二、 各類社群審查錄取名額： 

(一) 學年領域學習社群：依各校申請狀況錄取。 

(二) 初階學習社群：擇優錄取 100個社群。 

(三) 進階學習社群：擇優錄取 100個社群。 

(四) 專業貢獻學習社群：擇優錄取 10個社群。 

(五) 校長專業學習社群：擇優錄取 25個社群。 

三、 審查原則： 

（一） 社群性： 

1、運作模式具體可行。 

2、社群發展目標或名稱與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具高度關聯性。 

3、 社群運作之整體規劃及行政支援具可行性、經費編列具合理性。 

（二） 專業性： 

1、社群成員之專長或主要任教科目與社群發展目標具高度關聯性。 

2、社群成員具專業能力，確實可達成社群發展目標。 

3、 社群實施能符合新課綱，辦理課綱研討增能課程以提高教學知能，各領域/科目 

核心素養導向之課程模組及教學案例研發與分享。 

玖、 經費補助與核銷 

一、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 

       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補助支應，各校宜積極自籌相關經費共同推展。  

二、 經費補助額度：實際補助社群數由本局依學校申請情形及審核結果衡酌調整。 

三、 獲補助經費之執行期程，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 

四、 本案經費由教育部及教育局精進教學品質計畫中補助，以專款專用方式處理。經費之

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事宜，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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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教師專業社群成果暨績優團隊評選 

一、 社群成果填報： 

（一） 每1社群學年度運作結束時，需完成成果報告，統一於作業平臺填報，並於辦理經

費核結時提送成果。 

（二） 另為結合公開授課制度運作，各社群需於附件檢附上傳1份共備觀議之記錄，共備

觀議之記錄表件以各校或社群自主運作決定即可。 

二、 專業社群績優團隊評選： 

鼓勵所有社群參與績優團隊評選，以達到分享專業，共同精進成長之成效。 

（一） 學年領域學習社群：各校至少推派 1個學年或領域參與評選。 

（二） 初階學習社群、進階學習社群： 

1. 各校如核定申請 2個通過以上社群，至少推派 1個社群參加評選。 

（三） 專業貢獻學習社群：務必參與績優團隊評選為原則。 

（四） 「校長專業學習社群」：鼓勵參與績優團隊評選。 

三、 榮獲特優團隊，安排於專業社群績優團隊發表會進行分享以促進典範轉移，並由本市

教專中心建置平臺，提供他校作為觀摩分享。 

壹拾壹、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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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學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果報告表 

＊ 本報告表連同成果以附件形式上傳平臺。 

一、 社群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社群類型 

 □ 1.學年領域學習社群 

 □ 2.初階學習社群 

 □ 3.進階學習社群 

 □ 4.專業貢獻學習社群 

 □ 5.校長專業學習社群 

社群名稱  

成果分享 
(可複選) 

□ 1.素養導向教學方案：設計與社群主題相關的教學活動計畫或教案。 

□ 2.素養導向評量工具：(1)針對學生學習評量結果完成評量分析。 

□ 2.素養導向評量工具：(2)設計素養導向評量工具或學習單 

□ 3.學生作品 

二、 運作歷程 

(一) 第 1次： 

運作時間  地點  

運作主題  

成員省思 社群成員每人均至少 50-100 字 

專業對話成果 本次社群運作結論與下次運作預告 

 
(二) 第 2次： 

運作時間  地點  

運作主題  

成員省思 社群成員每人均至少 50-100 字 

專業對話成果 本次社群運作結論與下次運作預告 

本表按照社群規畫及實際運作次數自行增列 

三、 成果分享（請參照上表勾列內容，形式不拘，可自行增加） 

四、 運作照片：(整學年 4-6 張即可)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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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學年度推動新課綱策略聯盟工作圈－國中(草案)  

109/04/16 

                 

l 備註：各私立國中由各召集學校協助，辦理相關增能研習或會議時可通知並邀請參與， 

鼓勵私立國中參加。 

 

 

 

 

 

核心

學校 

圈編 

號 
召集學校 夥伴學校 

第 

1 

區 

 

金城

國中 

1 崇明國中(中) 文賢國中、民德國中、德光高中 

2 忠孝國中(中) 復興國中、後甲國中、長榮高中、光華高中 

3 仁德國中(中) 
仁德文賢國中、龍崎國中、新市國中、新化國中、南科實中(國

中部) 、崑山高中 

4 永康國中(中) 
歸仁國中、大橋國中、關廟國中、沙崙國中、(大灣高中)、 

鹽行國中 

5 永仁高中(中) 安平國中、成功國中、延平國中、九份子國中小、聖功女中 

6 建興國中(中) 新興國中、中山國中、大成國中、(南寧高中)、慈濟高中 

7 和順國中(中) 安南國中、安順國中、海佃國中、(土城高中)、瀛海高中 

第 

2 

區 

 

六甲

國中 

8 北門國中(中) 竹橋國中、後港國中、將軍國中、佳興國中、昭明國中 

9 鹽水國中(中) 
南新國中、學甲國中、太子國中、白河國中、明達高中、 

南光高中 

10 新東國中(中) 大內國中、下營國中、官田國中、黎明高中 

11 後壁國中(中) 
東原國中、東山國中、菁寮國中、柳營國中、興國高中、鳳和高

中 

12 山上國中(中) 南化國中、楠西國中、玉井國中、左鎮國中 

13 安定國中(中) 西港國中、麻豆國中、善化國中、佳里國中、港明高中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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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學年度推動新課綱策略聯盟工作圈－國小(草案)     

109/04/16 

核心
學校 

圈 
編號 

行政 
區別 

召集學校 夥伴學校 

第 

3 

區 

 

南大

附小 

 

 

01 東區 
北區 

崇明國小(中) 文元國小、東區復興國小 

02 東區 東光國小 裕文國小、崇學國小、東區勝利國小 

03 東區 博愛國小(中) 德高國小、大同國小 

04 中西區 
北區 

大光國小 大港國小、忠義國小 

05 賢北國小 立人國小、協進國小 

06 
中西區 
北區 

進學國小(中) 永福國小、成功國小、開元國小、公園國小 

07 南區 日新國小(中) 永華國小、南區新興國小、省躬國小 

08 南區 龍崗國小 志開實小、喜樹國小 

09 麻豆區 
善化區 

大成國小 培文國小、麻豆國小 

10 麻豆區 安業國小 
文正國小、北勢國小、大山國小、港尾國小 

紀安國小 

11 善區 善化國小 
小新國小、陽明國小、善糖國小、茄拔國小 

善化大同國小 

 

第 

4 

區 

 

新南

國小 

12 永康區 
新市區 

大社國小(中) 西勢國小、永康復興國小 

13 永康區 
新市區 

崑山國小 新市國小、大灣國小 

14 永康區 
新市區 

龍潭國小(中) 永康勝利國小、五王國小、三村國小、南科實中(國小) 

15 永康區 永康國小 大橋國小、永信國小 

16 
安平區 
安南區 

西門實小(中) 石門國小、長安國小、安佃國小 

17 
安平區 
安南區 

安順國小(中) 安平國小、安慶國小、和順國小 

18 
安平區 
安南區 

億載國小(中) 海佃國小、 

 

第 

5 

區 

 

土城

國小 

 

19 安南區 海東國小(中) 學東國小、顯宮國小、青草國小、南興國小、鎮海國小 

20 西港區 港東國小(中) 松林國小、成功國小、後營國小 

21 西港區 
安定區 

安定南興國小 西港國小、安定國小、南安國小 

22 佳里區 通興國小(中) 子龍國小、佳興國小、延平國小、塭內國小 

23 七股區 竹橋國小(中) 

篤加國小、後港國小、三股國小、光復實小 

七股國小、建功國小、樹林國小、龍山國小、 

大文國小 

24 佳里區 
學甲區 

東陽國小(中) 仁愛國小、信義國小、佳里國小、學甲國小 

25 北門區 
學甲區 

頂洲國小 中洲國小、宅港國小、錦湖國小 

26 北門區 文山國小 北門國小、三慈國小、雙春國小、蚵寮國小 

27 將軍區 苓和國小 鯤鯓國小、漚汪國小、將軍國小、長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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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學年度推動新課綱策略聯盟工作圈－國小(草案)     

109/04/16 

 

核心 

學校 

圈編 

號 
行政區別 召集學校 夥伴學校 

第 

6 

區 

 

新進 

國小 

28 下營區 下營國小 中營國小、甲中國小、東興國小、賀建國小 

29 新營區 公誠國小 
新橋國小、、新營區新興國小、土庫國小、南梓實小、

新生國小 

30 
新營區 

鹽水區 
新泰國小(中) 鹽水國小、六甲國小、新營國小、新民國小 

31 鹽水區 月津國小(中) 
坔頭港國小、竹埔國小、仁光國小、岸內國小、文昌國

小、歡雅國小 

32 後壁區 安溪國小(中) 
新東國小、菁寮國小、永安國小、新嘉國小、樹人國小、

後壁國小 

33 白河區 白河國小(中) 
竹門國小、玉豐國小、內角國小、仙草國小、河東國小、

大竹國小 

34 東山區 東山國小(中) 聖賢國小、東原國小、青山國小、吉貝耍國小 

35 
柳營區 

六甲區 
新山國小 柳營國小、太康國小、果毅國小、重溪國小、林鳳國小 

36 官田區 渡拔國小(中) 嘉南國小、隆田國小、官田國小 

第 

7 

區 

 

保東 

國小 

37 

大內區 

山上區 

左鎮區 

左鎮國小(中) 大內國小、二溪國小、山上國小、光榮國小、層林國小 

38 

南化區 

玉井區 

楠西區 

玉井國小 
南化國小、北寮國小、西埔國小、玉山國小、瑞峰國小、

楠西國小 

39 新化區 大新國小(中) 新化國小、那拔國小、正新國小、口埤實小 

40 
龍崎嶇 

關廟區 
關廟國小(中) 龍崎國小、新光國小、崇和國小、文和實小、深坑國小 

41 

仁德區 

歸仁區 

關廟區 

歸仁國小(中) 歸南國小、德南國小、五甲國小 

42 
仁德區 

歸仁區 
文化國小(中) 仁德國小、紅瓦厝國小 

43 
仁德區 

歸仁區 
依仁國小 大潭國小、保西國小、文賢國小 

44 仁德區 大甲國小 長興國小、仁和國小、虎山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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