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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學校主任都在問我:停課要怎
麼做課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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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教育V.S.新常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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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傳統教育系統 新常態教育系統 

教育系統 ．教育系統是獨立的個體 ．教育系統是廣大生態系的一部分 

責任與利害關係
人的參與 

．由選擇性的團體做決定 
 
．勞務分工 

．由所有利害關係人做決定與承擔
責任 
．共享責任 

效能與學校體驗
的品質 

．結果較具價值 
．關注學術表現 

．歷程與結果都有其價值 
．關注學術表現與全人幸福感 

課程設計與學習
進程 

．線性與標準化的進程 
．課程發展是基於線性、標準
化的學習進程模式 

．非線性的進程 
．每個學生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學習
路徑 

監控 ．符合規範 ．系統改進 

學生的評量 ．標準化測驗 ．根據不同的目的使用不同型態的
評量方式 

學生的角色 ．根據老師指示的學習 ．自主學習、合作式的學習 

參考資料: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contact/OECD_Learning_Compass_2030_Concept_Note_Series.pdf 



環境變遷帶來教學與學習型態的改變 

5 資料來源:基隆市碇內國中前導學校期末報告 



因情境改變而調整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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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基隆市碇內國中前導學校期末報告 



評量方式的改變:從封閉的答案到開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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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基隆市碇內國中前導學校期末報告 



全球的思考，在地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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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情境:從教室的實體空間到虛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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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基隆市碇內國中前導學校期末報告 



由聽老師指示的學習到合作式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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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基隆市碇內國中前導學校期末報告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與分享 

11 

資料來源:基隆市碇內國中前導學校期末報告 



課程評鑑即動態地進行系統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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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基隆市碇內國中前導學校期末報告 



疫情帶給課程評鑑的重要啟示 

• 一、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教學與評量的實施受
到嚴厲地挑戰。 

• 二、從實體課室學習到虛擬空間的學習，如何判
斷學生的學習成效？ 

• 三、如何由「系統改進」(學習、教學、社區行動
…等)的角度，而不是「符合規範」的角度思考課
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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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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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意義 

• 發生在學校層級的課程評鑑活動，亦即由學校成員
統籌規劃，對學校的課程發展過程或課程成品進行
系統而有計畫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以診斷學校課程
問題，引導課程發展過程，產出優質的課程成品(張
嘉育、黃政傑，2000)。 

• 係指教師經由專業的支持與學習，能真實且有系統
的評鑑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課程內部評鑑常駐機
制建立、內外部評鑑間真誠對話、與多元參與的氛
圍中，維繫課程發展改進與績效責任，以確保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品質，以利學生學習，同時促發教師
專業成長與自主，形塑學習與討論的學校系統文化(
郭昭佑、陳美如，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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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學校為什麼需要做課程評鑑？ 
 

16 



• 一、了解學校所安排的課程與學生學習品
質的關係 

• 二、了解教師教學的有效性 

• 三、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 四、了解學生家長對於學校課程實施的滿
意程度 

• 五、形塑專業對話與討論的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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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計畫的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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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內部人員:校長、主任、核心小組 
     (一)校長:檢視學校課程願景、目標與整體課程架
構之間的關係 
     (二)主任:檢視法定課程與學習節數、整體架構與
各年級課程計畫之間的關係      
     (三)核心小組:檢視並回饋跨領域、跨部定與校訂、
跨年級課程計畫之間的關係 
    二、學校外部人員:專家學者、縣市計畫審查人員 
     (一)專家學者:就課綱、學理與他校經驗提供建議
或引導校內辦理工作坊 
     (二)縣市課程計畫備查人員:就課綱、法規、縣市
政策提供建議 
 
 



課程評鑑對象與層面:A課程設計(約每年5/1-7/31) 
對象 評鑑重點 檢視原則 

Aa課程總體
架構 

1.教育效益 
2.內容結構 
3.邏輯關聯 
4.發展過程 

1.1學校課程願景是否符合課綱理念與目標？ 
1.2學習節數之規劃是否能使學生獲得高學習效益？ 
2.1是否包含課程規劃、實施與評鑑等必備項目？ 
2.2節數規劃是否符合課綱之規定？ 
2.3法律規定之教育議題是否有實施？ 
3.1課程發展主軸是否考量校內外因素？ 
4.1課程發展是否基於證據本位？ 
4.2規劃過程是否具專業參與且經課發會通過？ 

Ab領域/科目
課程 

5.素養導向 
6.內容結構 
7.邏輯關聯 
8.發展過程 

5.1單元或主題及其教學重點是否兼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5.2學習經驗之安排是否具備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的特徵？ 
6.1單元或主題是否適切融入議題？ 
6.2同一階段之各單元或主題是否符合課程組織之原則？ 
7.1課程設計各項目之間是否具相呼應之邏輯關聯？ 
7.2進行跨領域/科目、協同教學之單元或主題是否適切安排？ 
8.1規劃與設計過程是否參考重要資料？ 
8.2規劃與設計過程是否具專業參與性與且經課發會通過？ 

Ac彈性學習
課程 

9.學習效益 
10.內容結構 
11.邏輯關聯 
12.發展過程 

9.1單元或主題是否符合學生需要及身心發展層次？ 
9.2學習經驗之安排是否具備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的特徵？ 
10.1計畫內含之項目是否符合主管機關之規定？ 
10.2是否符合課綱規定之四大類別？ 
10.3單元或主題是否符合順序性、繼續性及統整性原則？ 
11.1規劃之主題是否能呼應學校願景與特色？ 
11.2各單元之各項目之間是否具相呼應之邏輯關聯？ 
12.1規劃與設計過程是否參考重要資料？ 
12.2規劃與設計過程是否具專業參與性與且經課發會或法定程序通過？ 

19 
參考資料:http://www.hhps.hc.edu.tw/uploads/tadnews/tmp/1944/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pdf 



A課程設計-課程總體架構 

檢視原則 檢視資源或工具例舉 

1.1學校課程願景是否符合課綱理念與目標？ 總綱、學校課程計畫 

1.2學習節數之規劃是否能使學生獲得高學習
效益？ 

總綱、學校課程計畫 

2.1是否包含課程規劃、實施與評鑑等必備項
目？ 

學校課程計畫 

2.2節數規劃是否符合課綱之規定？ 總綱、學校課程計畫 

2.3法律規定之教育議題是否有實施？ 法規、學校課程計畫 

3.1課程發展主軸是否考量校內外因素？ 學校課程計畫、SWOT分析表 

4.1課程發展是否基於證據本位？ 學業或會考成績、問卷、需求調查表 

4.2規劃過程是否具專業參與且經課發會通過？ 委員名單、課發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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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課程設計-領域/科目課程 
檢視原則 檢視資源或工具例舉 

5.1單元或主題及其教學重點是否兼顧學習
表現與學習內容？ 

學校課程計畫、教案 

5.2學習經驗之安排是否具備情境脈絡化、
意義化及適性化的特徵？ 

學校課程計畫、教案 
 

6.1單元或主題是否適切融入議題？ 學校課程計畫、教案 
 

6.2同一階段之各單元或主題是否符合課程
組織之原則？ 

學校課程計畫、教案 
 

7.1課程設計各項目之間是否具相呼應之邏
輯關聯？ 

學校課程計畫、教案 
 

7.2進行跨領域/科目、協同教學之單元或主
題是否適切安排？ 

學校課程計畫、教案 
 

8.1規劃與設計過程是否參考重要資料？ 各領綱、國教院/國教署/縣市案例 

8.2規劃與設計過程是否具專業參與性與且
經課發會通過？ 

委員名單、課發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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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課程計畫檢視工作坊 

 
 

校訂課程及其單元 關聯到的重要知識、
技能或態度 

部定課程中的相關
單元 

課程計畫檢視 

案例一: 
碇內國中七年級第
二學期:生態筆記海
洋科學-使用水產品
對環境的影響 

海洋生物、環境保
育 

生物:第五章 生物
與環境、第六章 環
境保護與生態平衡 
國文:石虎是我們的
龍貓 
社會:臺灣的環境  
 

說明: 
1.如何協助學生產
生學習遷移？從部
定到校訂或從校訂
到部定？ 
2.不同領域相關單
元，如何配搭學習
策略、評量命題？ 
3. 是否需調整教學
進度之安排？ 

案例二: 
班週會 

民主論辯、現象分
析、議題探究 

公民參與、語言表
達、邏輯思考 



A課程設計-彈性學習課程 
檢視原則 檢視資源或工具例舉 

9.1單元或主題是否符合學生需要及身心發展
層次？ 

學校課程計畫、教案 

9.2學習經驗之安排是否具備情境脈絡化、意
義化及適性化的特徵？ 

學校課程計畫、教案 
 

10.1計畫內含之項目是否符合主管機關之規
定？ 

縣市公文、學校課程計畫 
 

10.2是否符合課綱規定之四大類別？ 
 

總綱、學校課程計畫 
 

10.3單元或主題是否符合順序性、繼續性及
統整性原則？ 

學校課程計畫、教案 

11.1規劃之主題是否能呼應學校願景與特色？ 學校課程計畫 

11.2各單元之各項目之間是否具相呼應之邏
輯關聯？ 

學校課程計畫、教案 

12.1規劃與設計過程是否參考重要資料？ 總綱、國教院/國教署/縣市案例 

12.2規劃與設計過程是否具專業參與性與且
經課發會或法定程序通過？ 

委員名單、課發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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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人員評鑑實例:基隆市仁愛國小校訂課程計畫回饋 

• (一)以海洋、城市二個元素為經，以5E探究學習歷程為
緯，形成「Sea & city smart」課程的架構，相當具有
特色。 

• (二)各學習階段所設定的課程目標，能與學校課程願景
相互呼應，且能結合核心素養具體內涵已擬訂，能兼顧
學校特色與總綱的理想。 

• (三)課程目標可依學習階段，調整其深度與廣度。 

• (四)教學內容的組織，除呈現海洋或(or)城市的教學內
容外，可強化海洋和(&)城市兩者之間共存共榮的關聯
性。 

 



外部人員評鑑實例: 
基隆市仁愛國小各年級校訂課程計畫回饋 

• (一)可分為二大部份: 

• 1.教師手冊:擬訂課程計畫，引導教師教學實踐。包
含:一、設計理念；二、核心素養；三、課程架構; 
四、各教學單元學習目標; 五、各教學單元安排…等
部分。 

• 2.學生手冊:組織自編教材，提供學生學習資源。包
含:教師自編教材內容、學習單、各種學生學習之圖
表或工具、網路學習資源之說明與連結…等部分，依
教學單元之學習目標與進度予以系統化編輯。 

• (二)盤點部定各年級各領域的教科書或教學單元，與
校訂「Sea & city smart」課程各教學單元之間的關
係。協助學生將部定若干教學單元所學到的知識、技
能，能統整運用於校訂課程的學習當中。 

 



外部人員評鑑實例:南投縣新民國小校訂課程計畫回饋 

• (一) 「挑戰百閱」主題探索課程分低、中、高年段進
行發展與設計，頗具特色。  

• (二)各學習階段所設定的課程目標，能結合總綱/領綱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以擬訂，以兼顧學校發展方向與總綱
的理想，值得肯定。 

• (三) 以「挑戰百閱」為名，是否希望學生於畢業前，
可以閱讀過一百本經過老師挑選過的書籍？可再行思考
一下。 

• (四)從低年級「世界童話故事」、中年級「寓言故事」
到高年級「古典文學賞析」，以及低年級「百閱體驗」
、中年級「手偶劇場」到高年級「戲劇嘉年華」，其中
的橫向統整及縱向連貫，可再思考與深化其間的關係。 

 



外部人員評鑑實例: 
南投縣新民國小各年級校訂課程計畫回饋 

• (一)低年級: 

•   1.教學重點中，各繪本「討論與分享」部分，可敘明與
課程目標連結的部分。 

•   2.學習單、多元評量工具等，可配合單元特色及課程目
標進行準備與設計。 

• (二)中年級: 

•   1.每周一本繪本的量是否會太多？或者可以減少繪本的
數量，但增加學生學習的深度？ 

•   2.中年級已無「生活課程」，可再修正。 

• (三)高年級: 

•   1.每周的教學重點可再敘明詳細一些，可將課程目標融
入敘寫於教學重點中。 

•   2.公演時，可邀請家長及社區人士共同參與，以增進親
師生之關係。 



 

 

 

• 伍、課程評鑑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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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實施前: 

•      (一)校長:整體教師人力評估、家長溝通 

•      (二)主任:教材、資源、設備的準備與評估 

•    二、課程實施中的教師自我與同儕評鑑:教師自我
回饋、教師同儕 

•      (一)教師自我回饋:教學省思札記 

•      (二)教師同儕對話與回饋:社群活動、觀課表單
、議課紀錄 

•     三、課程實施中的學生回饋 

•      (一)課室觀察記錄 

•      (二)學習評量結果回饋(含紙筆評量、學習單、
問卷、實作評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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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實施的評鑑 



課程評鑑之對象與層面: B課程實施 

對象 評鑑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Ba各課程實
施準備(約每
年7/1-8/31、
1/21-2/10) 

13.師資專業 
14.家長溝通 
15.教材資源 
16.學習促進 

13.1師資人力及專長是否足以有效實施部定及校訂課程？ 
13.2校內人員是否已有效參與新課綱專業研習或成長活動？ 
13.3教師是否積極參與各項會議及專業研討、備觀議課等活動？ 
14.1是否能夠有效和家長溝通及說明學校課程計畫？ 
15.1審定及自編教材是否依規定選用或編輯？ 
15.2場地及設備是否已妥善規劃？ 
16.1是否已規劃必要之措施以促進課程實施的效果？ 

Bb各課程實
施情形(約每
年9/1-1/20、
2/11-6/30) 
 

17.教學實施 
18.評量回饋 

17.1教師是否依課程計畫進行教學已達成課程目標？ 
17.2教師是否能採用多元之教學策略以促進學生學習？ 
18.1教師是否能有效進行評量並依結果進行學習輔導或教學調整？ 
18.2教師及社群是否能依教學實施情形進行對話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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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課程實施-各課程實施準備 
檢視原則 檢視資源或工具例舉 

13.1師資人力及專長是否足以有效實施部定及
校訂課程？ 

學校師資專長盤點表 

13.2校內人員是否已有效參與新課綱專業研習
或成長活動？ 

參與研習統計圖表 
 

13.3教師是否積極參與各項會議及專業研討、
備觀議課等活動？ 

會議記錄、社群活動紀錄及回饋 
 

14.1是否能夠有效和家長溝通及說明學校課程
計畫？ 

網站資料、親師會記錄、家長委員
會紀錄 

15.1審定及自編教材是否依規定選用或編輯？ 課發會紀錄 

15.2場地及設備是否已妥善規劃？ 場地及設備盤點表 
 

16.1是否已規劃必要之措施以促進課程實施的
效果？ 

學生活動、競賽與能力檢測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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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評、同儕互評實例: 
南投縣課程評鑑工作坊實作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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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課程實施-各課程實施情形 

檢視原則 檢視資源或工具例舉 

17.1教師是否依課程計畫進行教學以達成課程
目標？ 

教案、備觀議課紀錄表 

17.2教師是否能採用多元之教學策略以促進學
生學習？ 

教案、備觀議課紀錄表、學生回饋 
 

18.1教師是否能有效進行評量並依結果進行學
習輔導或教學調整？ 

評量內涵及工具(如學習單、問卷
等)、教學省思札記 

18.2教師及社群是否能依教學實施情形進行對
話及討論？ 

教學研究會紀錄、專業學習社群紀
錄 

33 



34 

教師自評、同儕互評工具 



碇內國中-學生學習評量(形成性)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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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生評量與綜合表現之回饋 

•      (一)各項課程學習成就之回饋:量化、質性 

•      (二)各項競賽、服務學習之表現 

•     二、家長參與與滿意度 

•      (一)學校活動參與程度 

•      (二)量化、質性:滿意度調查表、回饋文字記錄 

•     三、學校教育人員 

•      (一)教師教學省思札記 

•      (二)教師課程實施調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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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效果的評鑑 



課程評鑑之對象與層面: C課程效果 

對象 評鑑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Ca領域/科目
課程(約每年
9/1-1/20、
2/11-6/30) 

19.素養達成 
20.持續進展 

19.1學生的學習結果表現是否能達成核心素養並精熟學習重點？ 
19.2學生其他方面的表現是否具有教育的積極正向價值？ 
20.1學生的學習結果表現是否能持續的進展？ 

Cb彈性學習
課程(約每年
9/1-1/20、
2/11-6/30) 

21.目標達成 
22.持續進展 

21.1學生的學習結果表現是否符合課程設計之預期課程目標？ 
21.2學生其他方面的表現是否具有教育的積極正向價值？ 
22.1學生各類彈性學習課程的學習結果表現是否能持續的進展？ 
 

Cc課程總體
架構(約1月底、
6月底) 

23.教育成效 23.1學生的學習結果表現是否符合預期的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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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http://www.hhps.hc.edu.tw/uploads/tadnews/tmp/1944/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pdf 



C課程效果 
檢視原則 檢視資源或工具例舉 

19.1學生的學習結果表現是否能達成核心素養
並精熟學習重點？ 

平時評量、段考、會考 

19.2學生其他方面的表現是否具有教育的積極
正向價值？ 

檔案評量、真實性評量、實作性評量、
學生日常觀察記錄、教師教學省思札
記、教師課程實施調查表 

20.1學生的學習結果表現是否能持續的進展？ 
 

學生回饋、學生進步情形統計表、教
師教學省思札記、教師課程實施調查
表 

21.1學生的學習結果表現是否符合課程設計之
預期課程目標？ 

學生回饋、家長回饋、學生日常觀察
記錄、教師課程實施調查表 

21.2學生其他方面的表現是否具有教育的積極
正向價值？ 

檔案評量、真實性評量、實作性評量、
學生日常觀察記錄、教師教學省思札
記、教師課程實施調查表 

22.1學生各類彈性學習課程的學習結果表現是
否能持續的進展？ 

學生回饋、家長回饋、競賽成績、教
師教學省思札記、教師課程實施調查
表 

23.1學生的學習結果表現是否符合預期的教育
成效？ 

學生回饋、家長滿意度調查表、會考、
國際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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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實例:南投縣課程評鑑工作坊實作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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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實例:南投縣課程評鑑工作坊實作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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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實例:南投縣課程評鑑工作坊實作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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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實例:基隆市百福國中校訂課程- 
「晨讀擂台王」學生回饋表單 

第三部分 
1.參與晨讀擂臺王，你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2.未來如果有新的單元或議題，你會希望新增什麼內容? 
 



學生回饋實例:基隆市碇內國中校訂課程- 
「生態筆記」學生回饋表單 



家長回饋實例:南投縣課程評鑑工作坊實作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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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饋實例:南投縣課程評鑑工作坊實作案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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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世界—生態創客 

學生及家長回饋實例:基隆市碇內國中校訂課程- 
「生態筆記」學生及家長回饋表單 



 

• 捌、課程評鑑與學習評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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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課程評鑑的範疇，包含學生的學習評量
部份 

• 例如:檢視原則18.1;19.1-23.1 

 

• 二、學生學習評量的範疇，包含評量「評鑑」的
部份 

• 例如:社會領域學習表現 3d-Ⅲ-2 探究社會議題發生的原
因與影響，評估與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案。1c-Ⅲ-1 評論社
會議題處理方案的優缺點，並提出個人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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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邁向校本課程評鑑 



• 一、課程評鑑的目的是尋求改進，而非進行績效考評。 

 

• 二、收集多方資料及證據，活用各式表單及工具。 

 

• 三、評鑑方式包含外部人員評鑑、教師自評、同儕互評、
學生回饋、家長回饋…等等。 

 

• 四、只有學校人員最了解學校自身的需求，故學校有權責
自主規劃校本課程評鑑的實施重點、內涵與方式。參考原
則中的各項指標只是參考性質，可彈性調整與運用。 

 

• 五、全面盤點，重點突破:在人力及資源有限的情形下，
每學期/學年可選擇學校的重點特色或重要項目(如:跨領
域主題統整課程、特色社團、備觀議課、學習評量、教師
社群運作…等)，作為該學期/學年課程評鑑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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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線上課程評鑑工作坊 



課程評鑑設計模版 

• 設計者:       國小/國中/高中        校長/主任/老師 

• 一、課程主題/名稱:       

• 二、對象: 

• 三、評鑑層面:            

• 四、檢視原則: 

• 五、評鑑工具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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