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1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國小) 

臺南市學甲區中洲國民小學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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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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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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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合計 

班級數 1 1 1 1 1 1 6 

人數 9 12 14 11 12 16 74 
班別：藝才班 

 ○○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合計 

班級數        

人數        

班別：體育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合計 

班級數        

人數        
班別：特教班
(可自行調整表格)  

一年級 
(或班型) 

二年級 
(或班型) 

三年級 
(或班型) 

四年級 
(或班型) 

五年級 
(或班型) 

六年級 
(或班型) 

合計 

班級數 1 1 1 1 1 1 6 

人數 9 12 14 11 12 16 74 

全校總計 9 12 14 11 12 1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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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  Ｓ（優勢） Ｗ（劣勢） Ｏ（機會） Ｔ（威脅） Ｓ（策略） 

地理 

環境 

●近學甲區，鄉
土 資 源 非 常 豐
富。 
●農村活動空間
開闊，空氣污染 
少。 

●社區沒落 ,發
展較受限制。 
●封閉性村落型
態，生活機能欠 
佳，文化刺激少。 

●近麻豆及新營
交流道，西濱快 
速道路北門交流 
道亦相當近。 
●84 東西向快速 
道路終點距離相 
當近。 

●交通便利帶來
的學生交通安全
問題。 
●就業機會少，
人口外流嚴重。 

●加強家長、學
生 交 通 安 全 教
育。 
●建構精緻美化 
的學習園地，充 
分 利 用 社 區 資
源。 

學校 

規模 

●校地規劃完善 
，屬小班小校。 
●小型學校規模 
，每班學生人數
差異極大。 

●年輕一輩外流 
謀生，因而學齡 
人口逐漸減少。 

●小班小校。 
●畢業校友中有 
眾多優秀企業家
願意回饋母校。 

●學生數逐年降 
低。 
●家長迷思，將 
子弟送至大校就 
讀。 

●結合鄉土規劃 
學校發展特色。 
●組成招生委員 
會，多聯繫新生 
家長與學校感情 
。 

硬體 

設備 

●行政及教學區 
隔清楚，校園景 
觀經過完整之規 
劃。 
●教室充足。 

●通訊及廣播系 
統老舊。 
●資訊網未建立 
完善。 

●參與各項計畫 
申請，爭取經費 
建設。 
●校舍經檢測無 
安全之虞。 

●設備器材維修 
管理不易，經費 
欠缺。 
●教室管線老舊 

●積極爭取補助 
，改善教學環境
及充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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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不穩。 
●校地產權複雜 

師資 

現況 

●教師大多在四 
十歲以下，同事 
互動良好。 
●各類科專才平 
均。 

●教師人數少， 
需兼任各項行政 
工作。 
●流動率不大， 
相對的教師彼此 
之刺激較少。 

●教育理念清晰 
，能發揮專業能
力。 
●學校及家庭距 
離近，教師流動 
率不高，了解學 
校狀況。 

●新進多屬青壯 
年，需兼顧家庭。 
●橫向連繫及聯 
誼時間不足。 

●鼓勵教師參加 
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 
●辦理教師聯誼 
及參觀教學觀摩 
等活動。 

行政 

人員 

●能掌握教育新 
趨勢，發展學校 
特色。 
●熱忱，服務態 
度佳，充滿使命 
感。 
●協調統整性高 
，相互支援。 

●行政業務繁重 
，工作超出同 
仁負荷。 

●創意十足，願 
意分工，互相支 
援。 
●素質優良，理 
念清晰，默契好 
，富發展潛能。 

●教師兼任行政 
意願不高。 

●辦理行政組織 
活化再造，增進 
橫向聯繫協調功 
能。 
●加強行政人員 
教改認知，發揮 
團隊合作功能。 

學生 

學習 

●純樸善良，彬 
彬有禮，服從性 
高，富學習潛能 
●課業壓力低， 
快樂的學習。 

●隔代教養及新 
住民之子女比例 
高。 
●文化刺激少， 
學習習慣不佳， 
競爭力不足，城 
鄉差距大。 

●勤勞、可塑性 
高，多元學習。 
●校園學習環境 
佳，師生互動品 
質好。 

●部份弱勢家庭 
或父母無法親自 
照料學生，造成 
教師困擾。 
●部份學生學習 
意願低落。 

●落實個別化教 
育，充實圖書， 
推動閱讀教育。 

家長 

需求 

●家長能信任支 
持學校及老師。 
●背景單純，刻 
苦耐勞。 

●社經地位及學 
歷普遍不高，為 
謀生活常無法顧 
及孩子。 
●部份家長觀念 
保守，偏重智育 
成績。 

●樂於幫助學校
推行辦理各項活
動。 
●參與義工意願 
逐年增長。 

●家長農工較多 
，時間上不易配
合教師教學。 
●單親、隔代教 
養比例偏高，經 
濟壓力大。 

●辦理親職教育 
，鼓勵家長及學
生共同參與。 
●辦理夏日樂學 
及課後照顧班， 
減輕家長負擔， 
使其安心工作。 

社區 

發展 

●具備足夠的鄉 
土田野教學資源 
。 
●具傳統社區的 
特性，社區與學 
校和樂相處。 

●被動參與校務 
，有待學校積極
主動引導與整合 
。 
●欠缺正確觀念 
，參與意願不高 
。 

●「社區總體營 
造」時代來臨， 
積極營造內部及 
外部關係。 
●社區守望相助 
。 

●參與學校動機 
多元且分歧。 
●傳統社區流言 
傳播相當容易及 
快速。 

●推展學校社區 
化理念，加強學 
校與社區的互動 
溝通。 
●辦理社區教育 
班，提昇社區對 
學校教育方針的 
認同。 

在地 

特色 

●鄉土踏查活動 
行之有年。 
●結合專才，辦 
理多項社團活動 
。 
●社區發展協會 
及家長對學校支 
持度高。 

●缺乏社區文化 
工作組織，知識 
經濟貧乏。 
●社區資源有限 
，無多餘財力支
援學校。 

●社區家長參與 
學校人數日益增 
多。 
●自然資源與人 
力資源可充分利 
用。 
●對學校教育相 
當肯定支持。 

●社區資源短缺 
，經費拮据。 
●無有效統整協 
調機制，各項資 
源尚待開發。 

●規劃現有自然 
與人力資源，配 
合校務推動與教 
學所需。 
●勤走動，與社 
區 建 立 良 好 
關係，爭取社區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