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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6學年度補救教學執行成效檢核綜合意見彙整表 

項目 優點與特色 待改進事項 

行政運作 

 
1. 開會記錄討論的事宜，可供他校借鏡。(新進國小) 

2. 個案討論詳細，篩選測驗、成長測驗均提供相關數據供

教師參考討論；此外更能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討論適性學

習，值得推薦。(竹埔國小) 

3.會議記錄中非常詳實記錄各類型入班資格學生審核，並

完整呈現各次紀錄。(協進國小) 

1.實施計畫參加學生建議刪除弱勢學生身分別。 

2.會議記錄內容顯示的上課期程是 105學年度的舊資

料。 

3.推動工作小組代表性不足。 

4.學習輔導小組會議應定期召開，會議紀錄僅呈現一

次，且開會日期與內容不合。 

宣導入班 1.積極規劃親師生宣導活動，引進外部資源協助分享與教

學、施測報告於會議中討論，並訂各科相關輔導措施、

教師自編補充教材，附有學生回饋單。(永仁高中) 

2.入班通知單以「學習衝刺班」提升入班意願及動機。(西

門實小) 

3.補救教學入班通知單的形式值得推薦。(新民國小) 

4.製作補救教學宣導海報，頗具創意。(成功國中) 

1.宣導資料部分涉及學生個資，不適合放入宣導，建議

去除受輔學生弱勢身份，避免標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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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訂有應入班未入班學習輔導計畫。(永仁高中) 

6.規劃各年級各期開設班級，受輔比率建議再提升、調查

統計未參加受輔學生原因，並分別訂定輔導辦法。(仁德

文賢國中) 

7.未入班人數少，鼓勵參加營隊，教師持續追蹤。(將軍 

   國中) 

8.對於應入班未入班學生由志工於晨光時間提供學習協

助。(西門實小) 

9.校內教師團隊協助對話與輔導教學技巧，學生學習興致 

  高，輔導成效佳，是台南市補救教學運用社會資源最好 

  範例—安定國中 

10.除於規定期間內開班，另亦辦理課間抽離課程，且受輔

學生輔導紀錄分年級、分班紀錄，資料詳實。(楠西國中) 

2.未受輔比率偏高，建議提出相關學習輔導策略建議，

充分討論，對教師教學應有幫助及早與國小轉銜規劃

開班。 

3.未呈現應入班未入班學生輔導計畫或記錄表，未依提

供之附表格式內容呈現應入班未入班學生人數及學

生輔導計畫或記錄表。 

4.未敘明應入班未入班學生各期具體輔導作為。 

 

教學與學習評量成

效 

 

1.教師帳號使用頻率高，顯見宣導落實。(南化國中) 

2.施測後診斷報告分析詳實，並有輔導措施。(仁德國中) 

3.針對科技評量系統數據分析，規劃教學內容，教師自編

補充教材。(新化國中、新市國中) 

4.授課教師確實依科技化評量系統診斷結果報告，國英數

三科均進行學生弱點分析，規劃教學內容及策略，檢附

實際上課內容證實執行成效。(成功國中、安南國中) 

5.會議記錄中詳實記錄各類型入班資格學生審核，並完整

呈現各次紀錄，並依據科技化評量系統診斷結果報告，

1.帳號開通使用頻率不高，大部分教師權限已開通，惟

使用次數相當低。 

2.開通部分的帳號人數與校內班級教師人數、班級權限

或與授課教師權限數據不一致。 

3.未依附表欄位內容填入校內班級教師人數。 

4.以各科各年級呈現診斷結果分析及輔導策略，未再呈

現個別學生之分析。 

5.僅呈現學生測驗成績,並沒有具體教學策略及教學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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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依照國英數三科做弱點分析，提出調整教學模式及

內容策略。(博愛國小) 

6.依學生在三科的診斷結果進行分析並擬定適合之教學策

略。(柳營國中) 

7.學生相關科技評量資料彙整詳實，教師相關教學紀錄，

學生學習情形記載詳實。(南科實中) 

8.教師教學輔導紀錄詳實，各項上課紀錄詳實，能針對學

生學習情形描述。(關廟國中、善化國中、麻豆國中) 

9.依學生學習進程編寫學習診斷能力記錄表(指標 6-2)，

可兼顧學生應有之學習目標，值得借鏡。(安南區新興國

小) 

10.國語及數學科均針對每位學生設計個別化教學課程

表。(安佃國小) 

6.教學內容不宜用一般課程的教學進度，亦不宜用考

卷、測驗取代教學。 

7.教學日誌為班級教學登錄，若以補救教學言，必須針

對學生弱點規劃課程，並建議科目分開編列。 

8.部份學校僅呈現教學大綱及學生基本資料與學習起

點，未見教學日誌,例如出席及上課情形等。 

獎勵制度 

 

1.訂定校內教師與學生參加補救教學獎勵辦法。(新化國 

  中) 

2.對於學生的鼓勵多元且有實際執行紀錄及照片。 

  (後甲國中) 

3.設立補救教學集點獎勵卡，鼓勵學生正向作為。(安順國

中) 

4.對於認真作答通過測驗之學生給予嘉獎 1支的獎勵,具

有實質效益,值得學習。(成功國中) 

5.訂定校內補救教學獎勵制度，建議將「成長測驗與篩選 

  測驗進步者給予榮譽章一張」之條例。(蚵寮國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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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訂定補教教學績優教師與行政人員獎勵辦法，獎勵範圍 

   涵蓋教師在課程研發、科技化評量網站運用、教材教 

   具設計等項目，敘獎規準條例分明。(保西國小、大潭 

   國小) 

(7)訂定校內提升補救教學計畫，獎勵範圍分成「提升補救 

   教學參加授課意願」、「提升施測作答意願與態度」兩 

   項，條例分明，有助提升學生參與授課意願，足堪各校 

   參考。(文化國小) 

 

特色作為 

 

1.行政面向： 

(1)積極爭取校外資源(兒童福利聯盟、范道南文教基金會、社區生活營-築夢少年課業輔導活動、桌遊融入國英數

及「社區生活營-築夢少年，全面減 C有成」，提供受輔學生更豐富之學習資源。(宅港國小、後壁國中) 

(2)部分學校運用大專人才校友返校協助寒暑假教學，配合校內教師輔導團協助提升教法，成效良好。 (安定國中、

下營國中)。 

(3) 訂有「學生學業成績預警、輔導及補救教學實施辦法」，落實成績預警與平日學習成效檢視，針對各學習階 

   段適應不良的學生，透過預警制度，結合親師力量，及早為孩子的學習提供支援。(學甲國小、仁和國小、永 

   信國小) 

(4)發揮學習輔導小組會議功能，落實受輔學生入班、轉銜及結案學生之審查，並能明確追蹤應受輔未受輔學生狀 

   況。(安南區南興國小、海佃國小) 

(5)設計家長補救教學成果通知單，質性說明子女參加補救教學的學科表現、出席狀況與學習態度，以讓家長了解 

   補救教學成效。(鯤鯓國小、苓和國小) 

(6)部分學校將科技評量系統資料，與各科教學研究會結合，分析學生弱點，討論研訂全校提升教學成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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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減 C行動，行政與教師聯手，齊心為學生。 (南化國中、山上國中) 

(7)用心發掘認真學習之受輔學生，推薦角逐本市補救教學學生學習楷模初選，榮獲優等，且代表臺南市參加全 

    國績優楷模複選入選。(崑山國小) 

(8)部分學校運用完全免試申請相關經費聘用課間抽離補救教學。(楠西國中) 

(9)設計教學人員自評和學生回饋機制。(白河國小) 

(10) 透過感人事蹟撰寫，作為提升補救教學入班動力。(東興國小、六甲國小) 

(11) 校內自辦研習，由校長親自擔任測驗分析結果，可提升校內教師對診斷報告的重視。(仁光國小) 

(12) 邀請專業講師入校進行補救教學研習，強化校內教師專業知能。(和順國小、安南南興國小) 

 

2.課程教材面向： 

(1)能依個案診斷報告內容，分科別規劃教學內容及調整教學策略。(深坑國小、五甲國小) 

(2)自行編訂學生學習教材，能以多元教學模式融入學生補救教學，如桌遊等。(新民國小、內角國小、安定國小) 

(3)自辦補救教學測驗題幹分析暨命題技巧增能研習。(仁光國小) 

(4)透過補救教學師互相觀課以提升專業成長。(官田國小、嘉南國小) 

(5)定期評量測驗成績加入補救教學分析欄位，落實及時補救概念。(二溪國小) 

(6)運用網路資源，協助教學，例：均一平台、國教署補救教學資源網、PAGAMO、KAHOOT，大小學伴英語等，協助

教師教材運用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興趣，值得效仿。(長安國小、顯宮國小、海佃國小) 

(7)結合大專生線上教學模式，例：楠西國中數位學伴及左鎮國中線上教學。 

錯誤樣態 1.「推動小組」名稱宜改為「學習輔導小組」。 

2.計畫出現錯誤規定敘述，如身分弱勢、雙低身分，及未列經費。 

3.學習輔導小組運作問題： 

  (1)成員：應涵蓋各處室及各科教師與授課教師代表→部分學校皆由教務處及教師代表組成，缺乏行政體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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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開會時間：小組會議時間應期初及期末召開→部分學校與課發會混合辦理或年度出現錯誤。 

  (3)開會內容：會議記錄討論議題應與補救教學相關議題，如：開班、師資聘任、課程規劃與安排、科技評量檢

測數據分析建議、進退場或結案為主、成效檢核→部分學校沒有聚焦入班人員確認及結案討論相關事宜，較

流於形式。 

4.部分學校在擬定實施計畫時，未能轉化為各自學校計畫，仍會見複製轉貼但未修正符合學校需求。  

5.部分學校帳號開通一覽表未使用附表 4，僅直接截圖，故無法得知實際校內教師人數；少數學校統計期間設定 

  錯誤；少數學校截圖模糊，無法看清數字。 

6.缺乏教學計畫，多數以表格方式呈現，無法引導教師整體性規劃教學活動，例如如何分配一堂課的教學時間(集

體教學與個別教學時間)、教學流程(教師教學、評量、學習回饋等)、對學生程度組的分析及獎勵等。 

7.教學與學習成效方面，部分學校僅臚列學生診斷報告，無進一步依據弱點調整教學策略、規劃教學內容或多以 

   整體性呈現分析診斷結果後的教學策略調整，未能及於個別學生之學習弱點。 

8. 6-2、6-3系統診斷結果、分科弱點分析、調整教學及策略，多數學校僅以一科至兩科為例，分數因而低落。 

   少部分學校沒有參照補救教學評量網站的學生測驗結果，而是以教師觀察或自編測驗進行分析。 

9.佐證資料於不同指標類別中重複上傳。 

10.部分學校上傳之教師科技化評量研習、授課教師教學紀錄表、獎勵受輔學生為一般補救教學應有之作為，非 

    屬學校之具體特色作為。 

11.特色作為呈現所列多為學校例行性工作。 

12.特色作為未能進一步說明與補救教學的連結性，亦即在學校全校性的例行活動(例：英語劇場、學藝競賽、課

後照顧班、科學探索活動、國際志工交流等)，應再思考如何延伸至補救教的學課堂上，以發揮更大效益。 

13.學生個資保護執行不力,在學校上傳資料中仍可輕易看到受輔學生全名。 

14.少部分學校，未能依循教育局提供之範本進行資料呈現。 

15.部分學校佐證資料重覆，備審資料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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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1.學習輔導小組會議應定期召開，僅提供一次會議紀錄，無法檢核是否定期召開學習輔導小組會議，且開會內容 

僅有個案學生結案討論，內容簡略；可律定各時程學習輔導小組應討論事項，例如期初、期中、期末。 

2.補救教學相關宣導可更多元，對於新進教師、新生、轉學生皆須宣導，另家長部分勿僅限班親會，可以更精準

針對目標學生及家長。 

3.對應入班而未入班學生雖有宣導與追蹤，然欠缺具體輔導機制及輔導，無法掌握未受輔學生的學習成效。 

4.課程規劃建議須參酌學生檢測資料，方能提供更適切課程，吸引學生學習興趣。 

5.建議多宣導教師教材運用管道，減輕工作負擔，尤其更能符合學生弱點學習需求，盡量勿用一般測驗卷。 

6.部分學校應受輔而未受輔學生比例仍高，建議要廣對家長宣導，補救教學免費又師資優良，提升吸引力。同時 

  也要積極提升補救教學品質和建構吸引學生的獎勵機制，讓孩子喜歡上補救教學課程。 

7.部分學校開設班級數與其未通過人數之情形不成比例，仍須加強開班受輔率。 

8.部分學校申請經費偏低，致受輔比率偏低，甚至第二學期才開班，失去補救先機。尤其未見學校實施計畫中列

出轉銜國小檢測未通過，暑假即規劃新生補救課程。 

9.鼓勵並推廣校內教師善用科技化評量系統，進行學生弱點分析和規劃教學策略，勿採取原班授課內容作為教 

  學依據。 

10.科技化評量系統登入運用情形待改進，建議補救教學授課老師應多使用，此外其他任課教師(班級導師)亦須登 

   入觀察，診斷學生弱點(班級個人)，瞭解學生學習情形所在，據以規劃教學方向。 

11.有關師生獎勵部分，多僅以口頭獎勵、糖果餅乾獎勵，建議可多朝更具吸引方向研議增設，尤其對教師部分可 

   另訂敘獎，學生部分亦可與獎懲結合，更能吸引教師協助教學，讓學生更喜愛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