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1 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國中) 

臺南市立東山國民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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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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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5 9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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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6 12 38 

全校總計 32 31 2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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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高。 

2.年輕老師有衝

勁。 

3.資深教師經驗

豐富。 

4.人才濟濟,進修

風氣良好 各具專

長平均年齡近四

十歲經驗豐富有

活力互動佳， 

5. 同 僚 氣 氛 融

洽，無派系紛爭。 

6. 教 師 負 責 盡

職，具有高度教育

熱誠。 

7.社團專業師資

充裕。 

1. 年 齡 層 落 差

大，傳承不易。 

2.同儕研究風氣

待提升。 

3. 代理、兼課教

師時常更換，班級

經營 經驗稍嫌不

足。 

4. 部分教職員長

期固定的工作，對

招生  缺乏危機

感。 

1.教師進修機會

多，有效提升教師

專業能力。專才專

用可發展學校特

色 

1.教師進修機會

多，有效提升教

師專業能力。專

才專用可發展學

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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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 

1.溫和善良，可塑

性高、活潑、好動

的特質。 

2. 班 級 人 數 不

多，普遍受到教師

關懷。 

3. 技藝班學生校

外表現屢創佳績。 

4.跆拳隊對外競

賽表現優異。 

1.文化剌激少，學

生 先 備 知 能 不

足，學習動機薄

弱。 

2.單親、低收入

戶、隔代教養、原

住民 家庭比例偏

高，為教育優先區

補助學 校。 

3.學區內國小畢

業生越區就讀比

例高，且有學習競

爭力的學生到他

校就讀比例高。 

1.由於學生單純

的 背 景 可 塑 性

高，能接受師的專

業教導及人格的

養成。 

2.學生人數少，各

教師對學生熟悉

度高，易發揮協同

輔導之功能。 

3.開設補救教學

課程，提昇學生學

習效率。 

4.廣設多元社團

課程，依需延攬學

有專 精師資蒞校

指導。 

1.文化不利區，

學生受外來知識

剌激少，反應及

2. 學 習 意 願 低

落，欠缺競爭能

力。 

3.家長經濟普遍

弱勢，校外教學

活動推 展不易。 

4.學區藝術與人

文 文 化 刺 激 薄

弱。 

家長需求 

1. 家 長 背 景 單

純，配合度高。  

 

1.中下階層家長

居多，教育理念較

缺乏。  

2.家長親職教育

知能有待加強。 

3.家長對學校關

懷度有待提升。 

4.單親及新住民

家庭比例偏高。  

1.鼓勵家長參與

校務、組織班群家

長會，並辦理教學

計畫、家長說明

會，加強親師溝通

管道。  

 

1.對學校的參與

度以低成就學生

家長為多數，難

以 提 升 學 業 成

績。 

2.家長多數為勞

工階級，無法有

效督導 子女學

習。 

3.單親、隔代教

養日益增加，親

職教育 推展不

易。 

在地特色 

社區發展 

1.成立家長會協

助學校的各種活

動及政策推動。  

 

1.參與層面不夠

廣泛，除家長會外

其他家長對校務

活動的參與意願

低。  

2.部分家長對學

校辦學信心度尚

不足。  

3.社區家長多屬

勞動階層參與層

面有限，時間與校

方無法配合。  

1.家長會對校務

能全力技持。  

2.鼓勵社區人士

及家長積極參與

校務規劃並出席

相關會議。  

3.積極推動社區

服務，以爭取社區

人士  認同與參

與。  

4.社區對學校認

同度增高，帶動學

校發 展。  

1.社區資源回饋

有限。  

2.社區環境因素

使然，家長與社

區人士 多屬被

動參與。  

3.社區家長對學

校印象正逐漸改

變中， 但仍有阻

力待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