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錦湖國小」整合社區、家長人力計畫書 
  

  

壹、前言 
民國四十二年，台灣教育受到美國進步主義及其戰後實施教育改革運動的影響，開始推

行社會中心教育（community centraleducation），其目的在於：使學校成為社會活動的中心；

學校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以充實學校教育內容，增進教學效果；教育對象包括全社區人士；

教師、學生及社區人士共同參與社會生活之改進，使學校與社會密切結合。 

自從李總統登輝先生提倡台灣社會「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強調社區文化的重要性，一

時之間，「社區」成為一個時髦的字眼，社區中的學校也成為凝聚、建立社區意識的焦點。如

何統整資源，加強學校與社區的結合，自然成為教育改革思索的重要課題。教育部八十四年

所提之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其中社會教育篇即楬櫫「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為主要目

標。 

教育部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陸－三、課程實施－（一）－2：各
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必須包括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領域教師代表、
家長及社區代表等，必要時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詢。 

陸－三、課程實施－（二）－1：課程發展委員會應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
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及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審慎規劃學
校總體課程計畫。 

可見，家長與社區人力資源將在九年一貫課程扮演重要的角色。 
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與個人、家庭、社會的統合，將知識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將知

識轉化為現代國民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教師實施課程時，常需家長從旁協助學習活動，如：
參觀特定的場所進行觀察、訪問或生活體驗，有時為進行多元評量，需要家長參與與協助評
量工作，因此九年一貫課程如果沒有家長的支持與配合將難盡其功。 

九年一貫課程之學校教育目標在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化、
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教育活動，傳授基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身
心充分發展之活潑樂觀、合群互助、探究反思、恢弘前瞻、創造進取的健全國民與世界觀之
公民。因而，學校在規劃學校本位課程時，亟需發揮聚沙成塔的功效，凝聚各界資源。 
 
☆進行錦湖國小 SWOT現況分析 
學校歷史：創立於民國 35年 
學校規模：校地 1.8417 公頃 
編制員工：13人 
學生人數：31人 
校舍建築：主要校舍建築有 2棟，並有 1棟視聽教室。 
學校位置：坐落於臺南市北門區錦湖里 75號。 

師資結構：1.教師年齡層為壯年。  

2.教師流動率低。  

3.教師具有高度教學熱忱，提昇專業知能意願很高。 

兒童實態：1.在純樸社區的濡浸之下，兒童純真、活潑，偏差行為極少。 

2.在學校的培育引導之下，文化刺激雖少，但學生學習興趣高。 

社區背景：1.家長教育程度大多屬於中等程度。 

2.家長職業仍以務農、做工為主，大多生活忙碌。 

3.家長的社經地位屬於中等階層。 

4.屬傳統農村社區，社區家長觀念純樸，但對教育熱忱稍微不足。 



社區資源：1.自然資源—濱臨八掌溪，具自然田野風光。 

2.組織文化資源—南鯤鯓宗教文化、村中廟宇，社區發展協會。 

3.物力、財力資源--學生家長會極力支援與協助校務推動。 

4.人力資源—家長工作繁忙，對學校教學支援力有未逮。 

臺南市錦湖國小推動親師合作已有多年，雖然家長參與度不高，但是也累積了許多與家

長、社區互動的經驗，在這個基礎上，近兩年來為即將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規劃整合社區、

家長人力之方案，目的在結合社區力量，充分運用社區的人力、物力、人文及天然資源與社

區公共財，以擴充學生學習內涵、拓展學生學習空間、展現多元的學習活動。我們試從『醞

釀階段』、『建構與發展階段』、提出具體作法與建議，提供各校參考。 

  

貳、發展歷程 
  

一、基本信念 
(一)學校是凝聚社區意識的基礎 
  社會學家涂爾幹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使個人社會化，亦即，透過教育使社會成員具有共同

的觀念、態度和行為，且經由教育將社會的共同意識，一代代的流傳、延續下去。由此可知，

教育對於形成社會共識、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性，學校教育是有組織的正式教育系統，因而

凝結社區意識，推動社區發展的重任，就自然成為學校的責任。 

(二)社區是學生生活教育的場所 
    學校多設在社區中，尤其是中小學，學生通常來自社區的家庭，社區為學校的外在環境，

不僅提供學生校外生活的空間，也是實踐學校價值的場所，因此，社區的類型、社經背景、

人口結構、文化特質，均影響到學校的措施及其發展。學校發展會受到地方社區的限制，而

社區經濟繁榮、發展，也有賴教育的力量，因此學校的各項活動，有向社區負責之義務，而

且，惟有了解社區需求，爭取社區的支持與參與，學校教育才能順利推展。 

(三)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彼此相輔相成 
  學校與社區彼此影響，在發展上相輔相成，學校如果充分了解社區，則可運用各種方法，

啟發社區民眾，凝聚共識，擴大教育功能；社區視學校為公共財，社區得以分享、參與和維

護學校資源，使社區建設與學校教育相互連結，學校與社區資源互有、共享，打破封閉的疆

界，而成為開放、融合的系統。 

  

二、運作要領 
在現有的條件下，我們瞭解內惟國小的限制與優勢。保守的校風與有限的人力資源是我

們需要努力突破限制，也是我們要挑戰的目標。老師、家長對學校的認同與社區自然、人文

上的資源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因此我們認為循序漸進，是我們建構社區、人力資源應有的態

度。 

(一)宣導教育發展理念，凝聚教育共識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的實施，勢必涉及學校行政、學校老師、學生家長及社

區，應透過各種方式進行教育觀念的溝通，以建立共識。 

1.教師方面：利用教師集會、教學研究會、教師進修或參觀績優學校，將資源的運用與

整合概念化，引導老師開放心胸，接受親師合作、社區資源融入教學的理念與具體作法。 

2.家長方面：透過親職講座、學校家長會、班級家長會、學校刊物、家長成長團體、家

庭訪視等方式，與家長宣導親師合作對學校教育與學生適性發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鼓勵家



長積極參與。 

     
3.社區方面：利用社區各種集會與活動，或專程拜訪社區人士及各機關社團負責人，溝

通社區資源提供學校教學資源的理念與作法，尋求支持與協助。 

(二)活絡溝通參與管道，強化互動關係 
社區及家長人力走進校園，協助學校、老師，共同擔負孩子的學習與生活，溝通管道的

暢通，必能形成社區各項資源與學校的良性互動，學校依主客觀條件，成立學生家長會、班

級親師協會、家長成長團體、愛心服務隊等，建立對話、溝通機制，聯絡情誼，強化關係。 

(三)推展親師成長教育，共塑教育願景 
透過讀書會、專業講座、參觀研討、心得分享等增進家長成長，提升對學校教育的認知。

辦理親師聯誼活動，凝聚向心力，共創教育願景。藉由親師良好的互動，使學生家長成為社

區中支持學校穩健的力量。 

(四)突破實務運作瓶頸，追求永續發展 
學校行政提供主動、敏捷的服務，增進與社區良好互動。籌編經費，統整人力，克服人

力、經費的限制。對支援學校之團體、個人核發聘書或感謝狀，表揚典範，激勵士氣。統整

社會支持網路系統，有效支援教學活動。 

  

三、具體成果 

 
(一)101學年度： 

1.聘請社區耆老郭天有先生、吳茂村先生與退休的王永長主任，到學校進行母語朗讀比

賽的評審。 

  郭天有先生是錦湖社區的活歷史，對社區的歷史故瞭若指掌，對母語俚語、俗語也是

相當的有研究。 

  吳茂村先生是本校的家長會顧問，經營事業有成，對學校的支持也是相當的熱忱。 

  王永長主任於本校服務三十餘年，退休後仍經常回校義務指導學生課業，可謂風華再

現。 

         
 2.結合家長會力量，參觀黃文福先生養雞場。 

黃文福先生為本校前家長會委員，於家鄉經營養雞事業，配合學校的鄉土與母語課程，

讓學生參觀養雞場的設備與生態。並分享養殖事業的甘苦歷程。 



 

(2)102學年度： 

 1.參觀吳茂村養豬場 

 在學校的安排下，學生參觀了養豬場，了解豬的成長環

境，無疑的，結合了鄉土教育與生命教育。 

 

 2.錦湖社區踏查活動 

 在本校教師群的規畫下，進行錦湖社區踏查課程，對於

家鄉的各人文景點，廟宇文化做更深入的了解與認識。 

        
 (3)103學年度：  

  1.河提彩繪活動： 

  結合了錦湖社區發展協會，進行八掌溪河堤彩繪行動。也是結合了環保教育與鄉土母

語教育的精神。 

  2.牛車之旅活動： 

  與社區發展協會進行課程規畫，並結合了社區家長的

力量，讓小朋友搭乘牛車，暢遊社區，讓學生了解家

鄉的美與真。並參觀北馬文物館，認識老祖先們的生

活智慧。 

 
 

(4)104學年度：  

1. 1.慈濟宮舞獅展演： 

結合廟會活動，讓學生參與社區活動。展現所學， 

也認識本土廟會文化。 

 

 

 

 

 

 

 



2. 井仔腳送夕陽 

在 104年最後一天，全校師生到著名的北門井仔腳， 

欣賞鹽田風光，認識鹽文化，也送走 104的 

夕陽，揮揮手送走過去，迎向更美好的未來。 

 

 

 
(5)105學年度：  

    1.北門消防隊到校宣導 

       消防隊到校宣導防火，用電安全，滅火器的使用， 

       讓小朋友利用五感體驗，留下深刻印象。 

2.平安鹽祭展演 

  南鯤鯓代天府辦理平安鹽祭是一年一度的盛會， 

  孩子在舞台上展現平時練習的成果，也和其他 

  表演團體交流。 

 

 

(6)106學年度： 

1.社區打掃服務 

  孩子來自社區，使用社區資源，也要盡一己之力回饋社區。 

                            

                             雖然太陽很大，打掃很累，垃圾很重。但是 

                             看到社區變乾淨了，相信大家都是充滿了成 

                             就感的。而且，社區的爺爺奶奶都豎起大姆 

                             稱讚，再辛苦都值得。 

                            

 

2.天埔社區參訪  

  參訪玉井區天埔社區的社區營造，以天然農 

  來種植絲瓜，除了開發各種絲瓜的美味料理 

  外，還有各種絲瓜絡的作品，讓孩子們大開 

  眼界，印象深刻。 

 

 

   (7)107學年度： 

                                1.參訪吳將軍宅阺 

                                  吳東林將軍家美侖美煥，有很多精美收藏，                   

                                  讓我們大開眼界，院子的大草皮讓大家玩 

                                  得超級開心。 

 

 

 

 



2.希望義剪 

  社區的郭小姐現在事業有成，想利用自己的專業來 

  回饋社區，會帶著同業一起來幫孩子和社區人士剪 

  髮，讓大家在年前可以有個開運美麗的造型。 

 

 

 

 

(8)108學年度： 

1.善心人士物資捐贈 

  社區總有善心人士幫忙，物資捐贈經濟狀況較不好的學生，幫助他們無憂向學。 

 
 

                                               2.黏土教學 

                                                 與北門圖書館合作，引進一流專業師         

                                                 資，給小朋友一個結合鄉土與美感的      

                                                 特別體驗。 

 

 

 

 

 

 

(9)109學年度： 

        1.頑皮世界喜迎開學 

          結合鄰近社區生態動物園區， 

          戶外教學開啟新學期的第一天， 

          小朋友新奇探索新學期。 

 

 

 

 

 

 

 

 

 

 



       2.社區清淤 

         平時學校、學生受社區耆老及善心人士協 

         助，孩子們都感恩在心。在雨季前，進行 

         學校及社區周邊水溝異物清除，讓水流順 

         暢，預防淹水。 

 

 

 

 

 

 

 

 

(10)110學年度： 

  1.社區展演 

    應北門區公所之邀約，到北馬活動中心表演，有烏克麗麗彈唱、木箱鼓表演，讓社

區的婆婆媽媽叔叔伯伯欣賞我們平時學習的成果，熱烈的掌聲讓學生很有成就感呢！ 

 
 

 

2.社區踏查 

  小朋友來到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遺址，了解如何引海水製鹽，體驗鹽工生活，這可

是北門很重要的人文景觀呢！ 

 



 

參、省思與建議 
以往，學校是一個高不可攀的象牙塔，它以它的學術地位領導社區，影響社會。早年之

社會教育之推動，亦以學校為執行中心，企圖以學校作為改造社會的尖兵。隨著時代的變遷

和進步，多元價值使社會所蘊藏的能量漸漸的釋放出來，我們驚覺教育再也不能故步自封了，

社會資源的運用有助於教育目標的達成，學校教育所培育出來的人才，才得以回饋社會體系。 

我們感受到社區民眾、機關團體、法人機構，對支援學生學習活動有極高的熱誠。以往

給人感覺侯門深似海的公家機關，在態度和觀念上也有極大的調整，這顯示社區學校化、學

校社區化的條件已趨成熟。然在我們整合社區、家長人力資源的過程中，也發現一些現象需

要我們去面對。 

  

一、遭遇的問題 
(一)觀念的啟發和溝通 

1.在學校教師和行政人員的心態上： 

長久以來，學學習慣於專業的權威，面對朝氣蓬勃的現代社會，資源的引進與運用，

真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2.在家長與社區民眾的心態上： 

保守的家長常自感能力不足，又自卑自己所能提供的資源微不足道，而對協助老師的

工作卻步；有些家長又過於實際，以為自己的付出定要有實質的回饋，十分的積極投

入，令人不知如何應對。 

(二)資源整合的困境： 
1.人力上的困境：資源的開發與整合是相當專業的領域，在既有的人力架構下，學校所

有人員都有其職責，工作量以達飽和，人力的運用在量與質上都十分困乏。 

2.經費上的困境：家長會的會費和尋求社區財力支援固然是社區資源的一部份，但總有

其限制，穩定寬裕的經費，彈性靈活的運用，才是工作的最大奧援。 

3.制度上的困境：僵化的學校制度結構，人力的調配無法即時反應工作的需求。如本校

整合社區資源所編寫教材為例，如有研究組專責教材的開發和轉移，當更為適切。 

  

二、建議 
(一)強化教師專業知能從師資培育階段做起 

社會分工越趨專業化，老師除了要瞭解自己該怎麼教外，未來更要有怎麼掌控各種資源



來教，因此在敬業的態度、人際關係的經營、教材的編制…，要有能力。未來，老師要像導

演，而非演員。 

(二)營造學校討論文化更有效於教師專業知能的進修 
一般我們在進行理念的溝通時，總藉助教師進修或研習，老師總有理論歸理論，實際歸

實際之嘆，理念轉化為實際作法是相當專業的過程，透過同儕實務的分享與討論，衍生有效

的行動。我們習慣於單打獨或借用他人經驗來做的時代已經落伍了。 

(三)人力資源之運用，學校應預作規範與原則 
人力資源是需經營和教育的，以學校的立場教育家長協助班級或學校的教學活動，較為

超然，可消弭老師戒慎恐懼的心態。家長奉獻教育的精神，學校理應設計良好的回饋鼓勵機

制，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