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立內城國民中小學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推動現況  



真實學習的有機學校 

宜蘭縣立內城國民中小學 



內城發展的故事 
  校長 劉獻東 

 

 
        



 

 

 

 

 

 

 

 

 

 

 

 

緣起~實驗教育「傳火的人」 

 總體課程核心主軸架構 
課程發展、備課、實踐 

課程與教學的實施成效 

九年一貫校務運作經驗 
結語 

 

 

 

 

 
        



 

    緣起~實驗教育「傳火的人」 

      1.公辦民營的基礎 

      2.公辦公營的特色 

      3.新建築的需求 

      4.內城社區發展圖像 

         



☺ 

 

 

 

 

 

 

 

 

 

 

 

課程的故事( Nanchang's story ) 

  從簡理事長要把「內城人的心，載回來」開始 (Story) 1 

教師是辛勤的內城有機農夫                 (Team) 2 

自然與農作的成長是入門教材        (curriculum) 3 

孕育出友善、有機的在地課程       (achievement) 5 

在地連結 發現幸福 -孩子的成就    (originality) 4 



☺ 

 

 

 

 

 

 

 

 

 

 

 

學校背景 

合併初：國中6班(計71人)、國小6班(計92人) 

  、幼兒園1班(計16人)；未含分校6班(計38人) 

學習落差明顯，一定比例學生越區就讀 

單親、隔代、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新住民等 

  ，比例甚高(達68%) 

社區營造具特色(鐵牛力阿卡) 

 



☺ 

 

 

 

 

 

 

 

 

 

 

 

教育問題洞見 

當前與未來臺灣教育最急迫的任務挑戰 

「生活世界」之生態智慧的培養 

教育創新暨理念學校的建構 



☺ 

 

 

 

 

 

 

 

 

 

 

 

學校未來圖像的思維 

自主 

制
約 

自
由 

當前教育一直在制約規範與自由中擺盪， 

然而沒有充分的方向， 

權力的天平一定倒向教師，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口號，充其量， 

只是教育工作者美化現場的一塊蜜糖。 

因此，在自由與制約中必須找尋一條路， 

那就是：孩子自主學習基礎的建立。 



自主能
力培養 

學科 

知識 

課綱一方面提供學校

教學活動的具體規範

性引導，另一方面，

卻又必須力圖透過課

程與教學活動，以實

現受教者的充分自由

發展(適性) 

學習者 

適性化自主課程 活化教學 

學校未來圖像的思維(續) 



☺ 

 

 

 

 

 

 

 

 

 

 

 

學校未來圖像的思維(續) 

■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及「優質銜接」為核心理念 

   ，這是個人極度贊同的方向，但是以目前台灣的現況， 

    這種理想在短期內可能無法達成，或許又流為口號。 

■  倘若學校沒有核心價值，教師怎能為下一代付出； 

    倘若沒有給孩子成就感，怎能激起他的學習渴望； 

    倘若孩子與土地失去連結，生活當然缺乏自信； 

    倘若孩子缺少社會參與力，焉能激起生命的喜悅； 

    更遑論創造的勇氣…. 



☺ 

 

 

 

 

 

 

 

 

 

 

 

學校未來圖像的思維(續) 

■戶外學習是改變現狀的重要契機〜〜 
  
    我們讓孩子登上百岳；逆風而行的單車騎跡，就是要淬鍊

孩子的心智.. 

  我們讓孩子去社區踏查、當志工，孩子能為家庭助賣農產
品及助人的那份感動，得以勾勒出生命光輝與喜悅.. 

  我們讓孩子自主旅行，當大人還為其安全擔憂時，其實孩
子已經悄悄地跨過被動學習的那一道障礙，展現無比的信
心.. 

  這些都是來自優質的戶外學習，發展孩子自主的能力! 



~孩子與自然失去連結 

走出教室 向自然學習 

孩子沒得選擇，有選擇

權的是我們大人 

幫孩子與自然重修舊好 

孩提時代的天賦：自然

培養創造力 



咖啡、單車、玉山的高峰經驗 

2/25 
14 



☺ 

 

 

 

 

 

 

 

 

 

 

 

學校未來圖像 

能提供真正切合人性需求的學習環境與條件；期能
有望實現「生命的喜悅」、「生活的信心」、「學
習的渴望」、「創新的勇氣」之生命動力願景 

自主學習原則，系統性在地知識 

依據教育部105年課綱擬議 



☺ 

 

 

 

 

 

 

 

 

 

 

 

學校未來圖像(續) 

       ■  課程發展兼顧「知識軸」與「自主軸」 〜 
  
     

知
識
軸 

活化教學 

自
主
軸 

適性化 

自主學習 



C棟(廚房) 

C棟(幼兒園) 

B棟(行政
區) 

A棟(教室) 

E棟(圖書館) 

D棟(入口通廊) 

A棟(教室) 

環境設施 



有機學校的行動基地 



 

 

 

 

 

 

 

 

 

 

 

 

  

          學習因需要而生 

       成長因學習而起 

        在玩樂的需要      

         讓孩子玩出 

  生活力 合作力 膽識力 創造力 

 

             

     

    

課程與教學~ 

 

 
        



記憶與故事的學校〜 

讓學生在基礎教育的學習歷程，留下深刻的記憶與故事 

環教與農場的學校〜 

改造校園意象，營造在地特色的學習場域 

美麗與蛻變的社區學校〜 

培養未來社會公民素養 

科學與閱讀的學校〜 

透過科學探究、深耕閱讀推動，讓社區孩子看見未來 

        



師資~ 
熱忱與開放態度+創新教學方式 

公民 

培養 

自主 

能力 
行動 

關懷 

創意遊學
從交流學
會分享 

知識 

邏輯 

 

專題研究
深化學習
內容 

培養環境
公民，推
動認證制
度，建立
課程多元
評量機制 

自主旅行
服務學習
建立內城
品牌 



 

 

 

 

 

 

 

 

 

 

 

 

 家長(社區)的參與        

~教育合夥人 

~參與的心態 
 

             

     

    



夥伴關係-社區(會)資源整合與應用 

文化
培植 

弱勢 
關懷 

永續
發展 

空間
改造 

大學 

企業 

社區及家長 

學校 

社區產業低迷、人口老化、人口外移，隔代教養、單親家庭收入微薄 



社區空 

間改造 

IBM 

社區弱 

勢關懷 

社區永 
續環境 

社區文 
化培植 

社區裝置藝術 
社區學習中心建置 
社區綠美化  

社區醫療系統建立 
各種弱勢計畫申請 

走讀綠色生活地圖 
社區導覽員培訓 

生態祭典保育計畫 
教育部、環保署計畫 
生態結合產業創新計畫 



☺ 

 

 

 

 

 

 

 

 

 

 

 

特色學校發展策略 
培養學生成為在地環境公民 創造學校與社區競爭優勢 

課程方案 

• 校本主
題單元 

• 高峰課
程展演 

• 社區主
題活動 

教師專業 

• 教師社
群 

• 行動研
究 

• 策畫展
演 

永續空間 

• 校園空
間改造 

• 學生校
園創作 

• 校園意
象 

• 社區妝
點 

資源整合 

• 社區生
態產業
文化 

• 專業人
力 

• 跨業合
作 

行銷推廣 

• 網路銷
售 

• 紀錄片
拍攝 

• 網路導
覽 

實踐以學生為主體的自主性學習 



 

 

 

 

 

 

 

 

 

 

 

 

 總體課程核心主軸架構 

 

 

 

 

 

 
        



楔子~國家課程(綱)的指導 

 

 

 

 

 

 
        



☺ 

 

 

 

 

 

 

 

 

 

 

 

內
外
兼
修
玩
得
活
城
滿
希
望
才
能
多 

知識軸 

自主軸 

讀

寫

算

課

程 

親
近
土
地
戶
外
課
程 

主 題 課 程 

遊 學 課 程 

核 心 課 程 

有 機 小 農 夫 

社 區 小 公 民 

山 野 小 玩 家 

宜 蘭 小 旅 人 

總
和
能
力
的
展
現 

基
本
能
力
的
習
得 

議 題 探 索 

閱 讀 理 解 

生 活 數 學 
活化教學 

適性化 

自主學習 

第三學期 
生活學習證照 



☺ 

 

 

 

 

 

 

 

 

 

 

 

有機小農民 社區小公民 

宜蘭小旅人 山野小玩家 

內城的美麗與蛻變 力

阿

卡

的 

前
世
與
今
生 

有機農作酷體驗 

蘭 陽 百 工 系 列 自 然 美 學 即 興 

遇

見

山

河 

海

戀 
預

見

幸

福 

農

園 
  

蘭

陽

自

然 

生

態

系

列 

蘭陽采風 福爾摩沙 

在地知識 在地知識 

走讀記憶 走讀記憶 

社區農情 社區關懷 

4課程主軸 8課程模組 16專題 

蘭 博 家 族 鐵 道 之 旅 

社 區 再 造 有 機 稻 作 

濕

地

生

態 

湖

泉

地

景 

蘭 陽 之 光 

花

的

妝

點 

風

景

圖

騰 

力
阿
卡
體
驗 

百

嶽

登

峰 

力
阿
卡
文
創 

戀

戀

海

河 

有 機 蔬 果 

鐵 馬 之 旅 

社 區 巡 寶 





☺ 

 

 

 

 

 

 

 

 

 

 

 

課程實施時間 

讀寫算課程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戶外課程 彈性課程和綜合課程 

長程戶外 第三學期(寒暑假) 

成果分享 期末成果發表會、校慶 



三學期制~二學期+寒暑假第三學期 

 

 

 

 

 

 

 

 

 

 

 

5座百岳：培養領導與小組合作 

4次溯溪及泛舟：同舟共濟與團隊精神 

300種物種認識：覺知與小論文 

2趟縣內外單車騎跡：獨立與挫折容忍力 

100小時志工服務：與社區互動、行動關懷能力 



 課程發展、備課、實踐 

  
 



 

 

 

 

 

 

 

 

 

 

 

 

  
課程局部解構、再建構 

  部定課程(審定本) 校本課程 

  ~開創、替代或延伸  

  

             

     

    

課程發展~ 
       



  
期程與解構幅度 
  ~3至5年的發展成熟 
  ~國小部解構30%-50% 
   國中部解構10%-30% 

  

             

     

    

課程發展~ 
       



備課(共備)、培力(工作坊)~ 
         
備課時間 
  ~平均隔週週三下午 
教師培力(工作坊)時間 
  ~寒暑假各約三天 
成果 
 ~各主軸、模組、專題教案 
 ~觀課、議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