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10年度教學卓越獎高級中等學校組，入圍教學團隊們的方案理念如下： 

一、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特相融—普特共好之美」，「特」代表之涵義：是特殊教育、特色、特別，

「相融」代表之涵義：是普教孩子與特教孩子能彼此互動、欣賞與共好。校長

看到團隊的努力而加入，督導及領導團隊的運作，特殊教育教師，深覺融合教

育對特教孩子重要性以及對普教孩子的影響；電子科教師，利用 APP專長教學，

讓特教孩子跟普教孩子連結；電機科教師，利用水電裝修課程帶領特教孩子組

裝電機作品，讓孩子也能完成自己的電機作品，更有自信；語文類科教師，利

用語文科教學讓融合教育展現更多元。 

二、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本課程的目的在培養具有全面性、遠見性的「未來市民」，利用「MACRO」

理念模組之循環思維處理課程中社會、區域、人文、美感等議題，以聯合國「世

界城市論壇」為標的，訓練學生藉城市對比，分析兩地異同、形成問題、提出

方案、反思回饋。我們的課程結合各學科領域，以「LIST」教學模組進行「未

來市民」課程培訓學生「歷史力、同理力、思辨力、合作力、執行力」，讓他們

具備「在地認同、跨域比較、系統思考、轉換執行」等能力。帶著孩子從家園

出發，跨越時空回顧過去，順著祖先篳路藍縷的足跡，深析過去才能展望未來。 

三、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透過共備社群與課程開設，集結跨領域教師，進行創新實驗讓幸福開始萌

芽。幸福人生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找到讓自己更好的熱情」，一是「關懷及影

響他人」。「幸福學」的教育理念，乃是關注學生的身心平衡，並促使其增進自

我效能、專注投入學習活動，建立迎向生涯的自信心，提升幸福指數。我們提

供感受幸福的學習方案、帶給他人幸福的實踐策略、使幸福專業化的探究課程。

期待永春人找回愛的價值，愛生命、愛生活、愛生涯，永續流傳。不只是個人

的成功學，更是群體的「幸福學」。 

四、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城市探索」是嘉義女中社會科跨科社群所發展的一門校訂必修課程，我



們不希望將「城市」限縮於本土、社區，不希望窄化地方意涵，也希望避免學

生地方經驗過於缺乏以及缺乏地方感。而是期望更寬廣地包含知識性、倫理性、

藝術美感創新的學習，協助提升學生地方認同與幸福感。透過覺察、探索、記

錄--找出其間的互動、關聯與因果，以提升學生環境敏感度，啟發探索城市的

勇氣與動能--作為課程最重要核心，引導學生自主規劃，展開小組溝通協調、

團隊合作及發展人際互動是學習重點。透過公民行動參與，對地方貢獻一己之

力。 

五、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漫慢雙溪 環四奇跡」為「環溪騎跡走淡蘭」─踏查走遍鄉土，地方創生

營造、「環土淨水護山川」─關懷環境議題，實踐環保行動、「環新護源御多語」

─開設多語課程，開展先天優勢、「環視觀局使順帆」─掌握全球議題，培育國

際視野。在彭校長引領下校內教師組成跨學習專業社群，透過 STAR 團隊運作

模式，成員們各自發揮角色與專長，運用教育行政、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與

輔導，依據不同階段和情境任務中分頭進行，過程中時而又聚歛在團隊中共思

發展和整合核心理念，最後雲集於「愛學、永續、樂群、國際」學校願景之下。 

六、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建構學習力：批判閱讀到學術寫作」，期許以「校訂必修課程」規格，展

現如何綜整學習的相關要素，以建構學生自覺的、批判性的學習能力。讀、寫、

表達既是語文活動，更是思考活動，與整體學習密不可分。閱讀是輸入、寫作

是輸出，過程中反省監控作用會將它們融成深度思考、建構意義的學習歷程。

我們期待經由「批判閱讀到學術寫作」的歷程，搭配教學過程中多元的創新元

素與班級經營策略，強化建中學生批判閱讀、專題探究、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等核心能力，奠立高中階段自主學習、探究實作活動的學術基礎，替未來大學

更進階的學術課程預作準備。 

七、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三峽的古地名為「三角湧」，係指大漢溪、橫溪、三峽河匯流的所在，多元

的族群發展，孕育了百年來豐富的文化底蘊。如何讓學生重拾在地的美好時光，



進而彌平新舊街區的壁壘分明，並從現實課程情境中尋找學生揮灑的舞台，我

們期許在此教學方案實施下，峽客們能夠深入體驗生活，遨遊天下。今日三峽

仍是全台灣唯一的綠茶產區；大菁收成利潤高，是安溪移民第一線種植的經濟

作物，藍草也造就了三峽小鎮的興起。因此，我們帶領學生從茶與染出發，一

同感受過往的產業魅力，進而由學生共思共創，營造染繪碧茶鄉，雅韻永流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