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行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總綱P.32 L9

學校課程評鑑以協助教師教學與改善學生學習
為目標，可結合校外專業資源，鼓勵教師個人
反思與社群專業對話，以引導學校課程與教學
的變革與創新。學校課程評鑑之實施期程、內容
與方式，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之

史塔佛賓的名言：「評鑑最重要的功能在於改善，而不在於證明。」
評鑑的重點是幫助教師教學和改善學生學習。



課程評鑑是一個容易被忽視卻相當重要的工作，因為我們在
實施課程時通常會花很多心力在研發設計課程而忽略課程的
效能，其實應該將課程評鑑視為一種自我檢視的必要流程，
也是課程發展方向及內涵的依據。課程評鑑的實施應該也是
課程發展的完整歷程之一。



課程評鑑是…

課程評鑑的實施應該也是課程發展的完整歷程之一



課程發展與評鑑之關係
• 課程發展的每一階段工作推展應伴隨評鑑而精進。

• 校本課程發展與評鑑之關係圖：

確定目標

設計教與學之方案

詮釋與實施方案

評 量

評
鑑

學校背景分析



課程發展的順序

計畫

(課程設計)

實施

(課程實施)

檢核

(課程效果)

課程評鑑的脈絡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評鑑對象

學校各種課程相關活動

評鑑目的

1.了解課程發展與運作的成效

2.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3.改善學生學習品質

學校為中心









校本課程評鑑 評鑑(檢核)層面

總體課程

部定

課程

校訂

課程

課程設計

課程實施

課程效果

課程計畫與教材及學習資源
(教材選擇)

實施準備措施及實施情形
(教學設計、進度安排、課程分析)

學生多元學習成效
(學年、領域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評鑑(檢核)實施時程

層面/對象 課程總體架構
各(跨)領域/科目

課程

各彈性學習課程
配合各該課程之設計、實
施準備、實施情形和效果

評估之進程辦理

課程設計階段

(下一學年度)
每學年4-6月 每學年4-6月 每學年4-6月

課程實施準備階段

(下一學年度)
╳ 每學年6-8月

每學年6-8月或
單元主題開始前

課程實施情形階段
(當個學年度)

╳

每學期期末及定期評量結束
後辦理
上學期：12-1月
下學期：5-6月

平時(各單元主題結束)及
每學期期末辦理
上學期：12-1月
下學期：5-6月

課程效果階段

(當個學年度)
每學年末5-6月

每學期期末辦理
上學期：12-1月
下學期：5-6月

每學期期末辦理
上學期：12-1月
下學期：5-6月







你覺得下個學年的其它同年段
擔任校訂彈性學習課程老師
怎麼上課?怎麼上你上過的課?

1.檔案管理
2.紀錄滾動修正的歷程



課程計畫落實一課程評鑑的思考

項目 內容

主責 課發會

規模 自評/互評/他評

形式 總體課程架構、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

流程 整體/目標對應、課程地圖對應、課程内涵等;領域或彈性/課程發
展→課程實施→課程成果檢核...

工具 發展適合學校的評鑑工具。運用現有證據,例如日誌、學生成果、
教學規畫表、學生問卷等

期程 整體/學年,領域或彈性/區間、學期或學年

108_課程評鑑(藍偉瑩)



04030201

評鑑對象 評鑑層面 評鑑檢核資料與方法

課程總體
架構

(相關表
件如附件
二、附件

八)

課程設計
1.檢視分析學校課程計畫中之課程總體架構內容。(C2-1或大系統)

2.訪談教師對課程總體架構之意見。

課程
實施

實施
準備

1.檢視分析各處室有關課程實施準備的相關資料。
2.實地觀察檢視各課程實施場所之設備與材料。

實施
情形

1.觀察各課程實施情形。
2.分析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之會議
紀錄、觀、議課紀錄。

課程效果
檢視分析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及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提供
之課程效果評估資料。



04030201

評鑑對象 評鑑層面 評鑑檢核資料與方法

各(跨)領
域課程
(相關表
件如附件
三、附件
四、附件
六、附件

九)

課程設計
1.檢視分析各該(跨)領域/科目課程計畫、教材、教科書、學習資源。
2.與授課教師針對課程設計內容之意見對話。

課程
實施

實施
準備

1.實地檢視各該課程實施場所之設備與材料。
2.分析各該(跨)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議、學年/年段共備會議、專業社
群共備會議紀錄、共同備、議課記錄。

實施
情形

1.於各該(跨)領域/科目公開課、觀課和議課活動中了解實施情形。
2.與授課教師針對課程實施情形之省思回饋對話。

課程效果
1.分析學生於平時評量之學習成果資料，定期評量之試後雙向細目分析。
2.每學期末分析學生之定期評量結果資料。
3.分析學生之作業成品、實做評量或學習檔案資料。



04030201

評鑑對象 評鑑層面 評鑑檢核資料與方法

各彈性學
習課程
(相關表
件如附件
五、附件
七、附件

十)

課程設計
1.檢視分析各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教材、學習資源。
2.訪談授課教師或學生對課程設計內容之意見。

課程
實施

實施
準備

1.實地訪視各該課程實施場所之設備與材料。
2.分析課程設計與推動小組、學年/年段共備會議、專業社群共備會議
紀錄、共同備、議課紀錄。

實施
情形

1.辦理各該彈性學習課程之公開課、觀課和議課活動，從中了解實施
情形。
2.與授課教師針對課程實施情形之省思回饋對話。

課程效果
1.分析學生於平時評量之學習成果資料。
2.課程結束時分析學生之期末評量、作品、學習檔案或實做評量結果
資料。



如何引導創造屬於老師的校本評鑑計畫?
層面/項次 評鑑重點 資料收集 參與人員 期程

課程設計
(課程計畫)

1.內容：
2.工具：
3.方法：
4.資料名稱：

課程實施
(教學活動)

1.內容：
2.工具：
3.方法：
4.資料名稱：

課程效果
(評量回饋)

1.內容：
2.工具：
3.方法：
4.資料名稱：



如何引導創造屬於老師的校本評鑑計畫?
層面/項次 提問 評鑑重點 評鑑工具 資料收集 參與人員 期程

課程設計
(課程計畫)

1.素養導向概念？
2.系統性/邏輯性?
3.連接學校願景?
4.連接學生生活經驗
5.符合學生圖像?

1.是素養導向課程嗎?
2.大中小系統具邏
輯性嗎?

3.符應學校願景嗎?

大系統設計
評鑑工具(表2)
中系統課程
評鑑工具(表2)
小系統課程
評鑑工具(表5)

核心團隊會議紀錄
課程發會會議紀錄

所有老師
及行政人員

7-8月

課程實施
(教學活動)

1.素養導向概念?
2.以學生為思考嗎?
3.學習活動與學習目標
相對應嗎?

4.相對應的學習內容/
學習策略/學習工具/
學習鷹架?

5.提供多元評量工具?
6.標準本位評量工具?

1.教案具備邏輯性嗎
2.教學安排以學生為思
考點嗎

3.學習目標具體明確嗎
4. 有提供相對應的學
習內容/學習策略/學
習工具/學習鷹架

5.提供多元工具嗎
6.有設計標準本位評量

教案評鑑工具

備觀議課紀錄表

標準本位評量
工具

教案設計
觀/備/議課會議
紀錄

學年老師
觀議課老師
授課老師

9-1月及
3月-6月

課程效果

1.具備素養概念的表現
行為或認知?

2依據不同階段提供適
當的評量工具嗎?

3.計畫與實施間有何落
差，如何銜接?

1.具備素養導向概念的
行為與認知嗎

2.評量工具能測到所要
達成之學習目標嗎

3.觀議課及會議紀錄

診斷性評量工具
形成性評量工具
總結性評量工具

觀議課紀錄表及
會議紀錄
學生實作表現
標準本位評量成
果

學年老師 9-1月及
3月-6月







01 02 0403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準備檢核會議紀錄

2.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準備及情形檢核會議紀錄(印8次).docx


「品閱水綠白河」之實施準備會議紀錄



「品閱水綠白河」之實施準備會議紀錄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情形檢核會議紀錄



「品閱水綠白河」之實施情形會議紀錄



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實施評鑑表(7)



彈性學習課程之課程實施評鑑表(7)





01 02 0403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1/folders/1Zm6sud9oCr0GTIG_KMsOEUbA1-4LnKZD


領域學習課程之課程實施評鑑表(6)數學



領域學習課程之課程實施評鑑表(6)數學



領域學習課程之課程實施評鑑表(6)國語



領域學習課程之課程實施評鑑表(6)國語





學年及領域研究社群運作模式

•教師各種專業的對話的討論歷程摘要

•各種課程設計的共識及討論

•各項教學活動的共備與探討

•班級經營或學生個案的研討

•各種課程實施前置準備與實施後檢討

•教師的教學回饋與省思

•各種課程效果的成果檢核

•每次專業對話的成果

•課程交接及選用教材、討論教學資源

•社群每次運作的結論與預告下次的主題



學年及領域研究社群運作紀錄

□校訂彈性課程評鑑課程實施準備討論(前)
□校訂彈性課程評鑑課程實施情形檢核討論(後)
□部定領域課程評鑑課程教學前準備討論，領域：
□部定領域課程評鑑課程教學後反思回饋，領域：
□定期評量之素養導向評量出題討論對話
□定期評量之審題討論機制
□定期評量之試後分析教學反思
□部定領域課程實施評鑑表(表6)
□校訂彈性課程實施評鑑表(表7)
□公開授課之備觀議課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教案)
□迷思概念教學研討
□班級經營及學生個案研討 □學生學習成效檢討
□教學經驗分享與討論 □學校其他事務討論
□教科書選用及自編自選教材選用討論
□研習主題：

1.學年暨領域社群共備運作紀錄(印12次).docx


學年及領域研究社群運作紀錄



學年及領域研究社群運作紀錄







課程計畫與評鑑關係

大中小系統

課程設計

實施與評鑑

部定或校

訂教學實

施與評鑑

領域評量

與評鑑

修改2020雙連國小沈羿成校長

帶動

引導

培養

效果

調整

修正

課
程
計
畫

課
程
評
鑑



課程計劃落實--課程評鑑的回饋與修正

1.調整課程計劃
2.改善課程落實的軟硬體(含教材)
3.增加或調整學生需要的課程或活動
4.規劃教師成長課程
5.提升課程回饋機制
6.提升家長對於課程的信心

結果的運用

善用課程評鑑，
確保課程發展成效。



結語~與大家共勉

• 寧願真實，也不要只是Paper Working!!

• 寧願轉換，成為更大多數孩子的實際表現 !!

• 用自己的速度走自己的路，不在於老師教學成果豐碩，

而在於孩子學習歷程中的點滴收穫。

• 讓學校成就每一顆想學習的心~

•學習落後的孩子可不可以比原來的自己更好更進步，

走在前端的孩子能不能夠有更多元的舞台展現自我。

• 讓我們的孩子在學校受到~

最用心的教學與最真實的學習!!



在應然/實然的對話中，找出「或然」的可能世界；教育，

是一種可能性想像的實踐！若教師就是想像與實踐的橋樑!

課程評鑑即是穩固橋樑的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