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1 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國小) 

臺南市永康區勝利國民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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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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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5 6 5 30 

人數 83 112 113 109 143 124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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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人數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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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人數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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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3 3 5 5 1 4 21 

全校總計 86 115 118 114 144 128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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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向度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危機點) S(行動策略) 

學校

規模 

＊ 本校班級數

31 班(國小

30 班、幼兒

園 1 班)，學

生 約 700

人，規模適

中。 

＊ 少 子 化 趨

勢，加上鄰

近學校眾多

( 五 王 國

小、永康復

興國小、東

光國小)，造

成 招 生 危

機。 

＊ 新興社區發

展，有利學

生 人 數 增

加。 

＊ 本校為自由

學區，加上

少子化，有

減 班 之 擔

憂。 

＊ 有效運用現

有資源，積

極增取新的

教學資源、

財源，以豐

富 學 校 設

備。 

＊ 發展特色課

程，善用教

學輔具和教

學策略，吸

引 學 生 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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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團隊 

＊ 團隊工作計

畫能力與執

行力強。 

＊ 承辦業務繁

雜，且有增

無減。 

＊ 給予具有工

作熱誠之教

師行政磨練

機會。 

＊ 建立學校運

作制度與流

程，避免不

必要的人力

時間浪費。 

＊ 成長動力因

人而異。 

＊ 如行政工作

無 適 當 調

配，容易造

成 心 力 耗

損，影響工

作品質。 

＊ 跨 處 室 合

作，各部門

分工明確。 

教師

層面 

＊ 教師平均年

齡 40多歲，

多為碩士學

歷。 

＊ 對於校務推

展 配 合 度

高。 

＊ 常因班級課

務繁忙，無

法專心發展

教學研究。 

＊ 教師在職進

修意願強，

多人取得碩

士學位。 

＊ 每人教學理

念不同，需

求也不同，

領導需費心

思。 

＊ 組織學年社

群團體，鼓

勵社群合作

分享。 

學生

層面 

＊ 學區學生來

源 背 景 多

元，可塑性

高。 

＊ 特殊個案背

景 (經濟弱

勢、單親、

隔代 )的學

生多，支持

系 統 較 薄

弱。 

＊ 透過活動引

導，容易引

起 學 生 共

鳴，進而落

實生活中。 

＊ 網路世代複

雜，抵擋外

來誘惑之定

力漸弱。 

＊ 對於競爭較

無 強 烈 企

圖。 

＊ 營造快樂活

潑的共學環

境，由境教

改變學生學

習態度。 

家長

參與 

＊ 家長會熱心

支持學校事

務。 

＊ 志工團熱情

協助學校活

動。 

＊ 部分家長觀

念守舊，偏

重 智 育 成

績。 

＊ 特 殊 家 庭

多，對學生

看 顧 較 不

全。 

＊ 校內積極辦

理親職教育

講座，提升

家長對學校

教育的相關

認知。 

＊ 家長經濟壓

力大，勞工

階級多，無

暇參與學校

活動。 

＊ 積極透過各

種管道強化

家長親職教

育觀念，如

聯絡簿、網

站、活動辦

理……。 

社區

資源 

＊ 擁有豐富的

人情味。 

＊ 社區經費、

物力資源有

限。 

＊ 學校成為社

區 發 展 中

心，積極協

助社區活動

辦理。 

＊ 需持續投注

相當大的人

力整合社區

資源，較易

造成學校教

學工作外的

負擔。 

＊ 社區部分家

長 急 公 好

義，積極鼓

勵協助或參

與 學 校 活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