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1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國中) 

臺南市公私立東原國民中學112學年度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壹、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 103.11.28 臺教授國部字

第 1030135678A 號函) (教育部 110.03.15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16363B 號函)。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112.6.30  審核通過。 

貳、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一、學校現況：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各年級普通班、體育班、藝才

班、特教班分開。 

班別：普通班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合計 

班級數 1 1 1 3 

人數 13 13 19 45 

班別：體育班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合計 

班級數 1 1 1 3 

人數 13 12 16 41 

全校總計 26 25 35 86 

  二、背景分析：建議依師資現況、學生學習、家長需求、在地特色、社

區發展等面向條列式或以 SWOT 表分析說明。(學校可

自行增列其他面向) 

面向 
優勢 

Strength 

弱勢 

Weakness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師資現況 

1. 教師平均年

齡約 33 歲，

願意投注額

外時間與精

力在學校業

務上。

2. 教師學歷在

碩士以上者

占 28%，在

本校服務屆

滿五年者占

35%。

3. 教師參與專

業發展相關

進修意願

高，持有初

階或進階教

1. 單身、外地

教師各佔 58%

以及 46%，未

來調職可能

性高。

2. 教師在課程

以及學生品

格的要求上

與社區家長

不一致，原

生家庭未必

能協助學生

改善學習環

境。

3. 學校規模

小，業務繁

忙時期教師

1. 教育部對於偏

鄉學校有較多

的教學設備補

助，如本學年

學校建置數位

英語學習教

室，讓每位孩

子都有平板電

腦進行學習，

也提供教師

65 吋觸控式

電視，使教師

更易於透過電

腦與學生進行

互動教學。

2. 補救教學為全

校施測，且 6

1. 教育局要求

各校圖書館

的藏書量需

達一定數

量，200 人

以下，每生

擁有 50 冊，

超過 200

人，總數量

達 10,000

冊，目前藏

書量為

11631 冊。

但校內圖書

館空間有

限，無法放

置太多書，



C1-1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國中) 

師專業發展

評鑑人員比

率高達七成

以上。 

4. 本校教師積

極參與課程

活化設計、

執行以及總

體營造，有

多元豐富的

經驗。 

5. 教師易於運

用創新教

學，如分組

合作學習或

是電腦互動

教學。 

人力不足。 

4. 教師輔導管

教知能因經

驗及分科專

長緣故較不

足。 

個人就能成

班，可開設較

多班級幫助學

生。 

進而影響學

生的學習資

源減少。 

2. 雖然教育局

補助科技設

備，如雷射

印表機及 3D

印表機，但

卻無專用的

科技教室能

放置，目前

僅能與資訊

教室共用。 

學生學習 

1. 學生樸實，

沒有過多社

會化，容易

推動相關教

育理念。 

2. 學生來源廣

泛（不限單

一學區），

可彼此互相

衝擊。 

3. 樂於服務，

利於從做中

學。 

4. 學生在藝術

與人文及體

育方面表現

較好，易於

透過體育競

賽及藝文比

賽獲得多元

比序成績。 

1. 地處偏遠，

文化刺激較

不足。 

2. 學生程度落

差大，較難

兼顧所有學

生。 

3. 多數家庭社

經地位不

高，學生缺

乏學習動

機。 

4. 多數家庭經

濟不佳，學

習資源僅能

依賴學校此

單一窗口。 

5. 對學科較缺

乏學習興

趣。 

6. 單親、隔

代、新住民

子女佔半數

1. 新住民子女約

佔全校學生人

數 46%，可進

行越南語教

學，培養孩子

回家鄉工作的

語言能力。 

2. 多元文化課

程，如飲食文

化、風土民情

等的比較與認

識，可結合社

會與越南語師

資共同備課，

協同教學。 

1. 南向國家語

言的師資尋

找不易。 

2. 社會快速變

遷時代，資

源不足的偏

鄉學校較難

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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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弱勢

族群學生居

多。 

7. 學生在學科

的學習表現

較為薄弱。

尤其在英文

及數學，會

考 C 的百分

比分別為 51%

及 55%。 

家長需求 

1. 家長支持本

校體育班、

社團才藝以

及技藝課程

的發展，學

生多元展才

機會多。 

2. 多元文化課

程，如飲食

文化、風土

民情等的比

較與認識，

可結合社會

與越南語師

資共同備

課，協同教

學。 

1. 社區幅員遼

闊，聯繫不

易。 

2. 社區結構單

一，成員工

作多以務農

為主，經濟

較不穩定。 

3. 社區人口外

移嚴重，留

在社區成員

多為高齡人

口。新住民

人口與隔代

教養情形比

例偏高。 

4. 社區對學校

財力支援不

足，難有經

費建設或辦

理大型活

動。 

3. 多數家長對於

學生的未來發

展問題，倚賴

並信任學校、

教師的輔導安

排。 

4. 家長肯定本校

各項特色課程

的發展規劃，

並且願意在必

要時刻提供協

助。 

1. 單親、隔

代、新住民

子女佔半數

以上，弱勢

族群學生居

多。 

2. 因家庭經濟

而疏忽對學

童的教育投

入。 

3. 少數家長放

任學生，課

後活動無妥

善安排。 

4. 極少數家長

過度保護學

生。 

5. 多數家長對

學校行事、

行政相關事

項較漠不關

心。 

6. 家長擔心社

區無法提供

與市區同等

力度的學校

教育。 

在地特色 

社區發展 

1. 推動社區服

務，爭取社

1. 南向國家語

言的師資尋

1. 配合十二年國

教政策及 108

1. 社區少子

化，未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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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士認同

與參與。 

2. 校園開放，

提供休閒運

動與進修場

所，敦親睦

鄰。 

3. 學校支援社

區活動，社

區廟宇提供

獎學金給學

生，互動良

好。 

4. 大廟文化：

學校、社區

與仙公廟文

化連結。 

5. 在地農特產

品豐富，易

於編制校本

課程之教

材。 

找不易。 

2. 社區長輩對

新住民語較

為排斥。 

新課綱的核心

素養，發展規

劃本校特色課

程。 

2. 因應新南向政

策，本校高比

例的外配子

女，對母親的

家鄉能有更高

的文化認同

感，藉由「台

越產學合

作」，擁有更

多元的就業機

會。 

齡人口不

足，課程班

級數開設不

易。 

2. 社區家庭社

經地位普遍

偏低，鼓勵

孩子學習的

支持力有

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