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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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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簡介

1.班級規模：

(1)二、三、四、六年級各2班；一、五年級各1班；共10班

(2)目前全校學生180位

(3)高年級責任越重

2.行政編制：

(1)小校規模、行政量大

(2)目前編制：教導主任、總務主任

無訓導主任、輔導主任、專任輔導教師、正式特教老師編制

3.校園面積：

(1)約2.3公頃

(2)平均每位學生負責掃區面積大，勞動機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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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課程規畫

…-102

經典教育

低碳旅遊

料理達人

融合教育

102-106

經典教育

低碳旅遊

料理達人

融合教育

105-106

少子女化

創造差異

實驗教育

轉型準備

106-109

生命教育

食農

經典

自主探索

110-113

生命教育2

食農教育1

自主探索3

主題活動

108.7.18

高中以下各教育

階段生命教育議

題融入課程與活

動成果嘉年華

1.假期報告

(1)寒假作業

(2)暑假作業

(3)班級→全校

2.主題活動1

(1)教師節感恩

(2)海洋減塑

(3)戶外教育

(4)根與芽動物嘉年華

(5)校慶活動

(6)兒童節創意

(7)母親節感恩

(8)畢業祝福

3.主題活動2 探索

三
、
實
驗
課
程
發
展



終極關懷

靈性修養

價值思辨

生E2理解人的身
體與心理面向。

生E3理解人是會思
考、有情緒、能進
行自主決定的個體。

人學
探索

哲學
思考

生E4觀察日常
生活中生老病
死的現象，思
考生命的價值。

生E5探索快樂
與幸福的異同。

生E6從日常生活
中培養道德感以及
美感，練習做出道
德判斷以及審美判
斷，分辨事實和價

值的不同。

生E7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
能力，察覺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養感恩之心。

生E1探討生活議題，培
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

人

生命教育議題/國小圖像



跨域課程 議題課程(常態) 正式課程

減塑生活

生命教育融入課程/議題推動

感恩教育

低碳旅遊

共融式運動會

不塑園遊會

料理小達人

結合點亮台灣 點亮海洋-校園減塑百萬集
點計畫，推動減塑生活，實踐哲學思考、
價值思辯等主題

結合年度活動辦理教師節、母親節、畢業
活動，實踐靈性修養等主題。

戶外教育以步行、大眾運輸工具公車為主
，搭配減塑午餐，實踐價值思辨等主題。

全員參與是運動會最高宗旨，讓所有學生
都可以參加基本全員賽跑、大隊接力、拔
河…等， 實踐價值思辨靈性修養等主題。

108-112結合點亮台灣 點亮海洋-校園減
塑百萬集點計畫，持續推動減塑生活

108-112結合點亮台灣 點亮海洋-校園減
塑百萬集點計畫，持續推動減塑生活

食農教育

自主探索研究

價值思辨、靈性修養等主題

1.落葉廚餘堆肥改善地力

2.環保酵素製作與生活運用

3.班班有農園季節蔬果輪作

4.公共田季節蔬果輪作

5.永續發展農事體驗與實作

6.都市農園發展

7.農作物採收輕食料理

哲學思考、人學探索等主題
A.事物變化及生命成長現象的觀察與省思
C.生活事物特性的探究與創新應用
F.自主學習策略的練習與覺察
1a.自我探索與成長
1b.自主學習與管理
2a.人際互動與經營
2c.資源運用與開發
2d.生活美感與創新

公開觀課
本校教師辦理公開觀課／生命教育議題

融入課程與活動：

108學年度4場；109學年度3場

110學年度7場； 111學年度11場

研發教材
1.擔任LEPDC「110年度生命教育教與學

交流論壇」講座，共3位教師參與發表

2.參與110年度公視協助生命教育之推動

計畫，共收錄本校生命教育議題15個

教案、1個熱門教案拍攝影片

3.111學年度研發教案共33件。

4.112學年度研發教案共14件。

專業分享
1.跨校工作坊(本市)：本校LEPDC種子教
師獲聘擔任跨校工作坊(本市)生命教育
議題研習分享之講師，108.8~112.6止
，共20場次

2.跨校工作坊(外縣市)：本校LEPDC種子
教師獲聘擔任跨校工作坊(外縣市)生命
教育議題研習分享之講師，108.8~
112.6止，共16場次



公視影片結合生命教育／高年課程地圖(範例)



知(知性)

情(感性)

意(意志)

行(知行)

例行性

全校活動
行政推動

由上而下

個別性

班級活動
教師推動

由下而上

國
小

知
前導課程
抽象粗淺的知
課前的知

情
體驗活動

觸動有感
原來是…
還有是…

行
生活實踐

具體行動
要怎樣?(解決)
評量→檢核→改善

意
課後反思

再知/下定決心
應怎樣？(預期)
理解上有更深
的知

反思

教師／
專業成長
家長／
親職講座

全校／
晨光時間提示
班級／
課程教學引導

先備知識
是什麼？
有什麼？
為什麼？

手掌
套住塑膠袋
體驗侷限性

身體
穿上雨衣
感受不便性

…

環保餐具使用
1.用餐時刻
2.戶外教學
3.領取獎勵品

獎品使用裸裝
不塑運動會
不塑園遊會
親子參與

班級／
課程教學引導

心得分享
心得寫作

大概念：非正式課程/校園減塑

本圖出處：2019 年7 月版LEPO 發表會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Life Education Project Office，LEPO）先導計畫非正式課程 模組





四、學習活動規畫
2-1學習環境與資源
2-2教學落實情形及學生學習成果
2-3落實親師溝通，使家長了解實驗教育各執行目標及作為，並能釐清疑慮

(一)學習環境與資源：以生命教育五大學習主題為核心善用學習環境與資源。

(二)告別自強樓：結合老舊校舍整建計畫工程，將工程變課程

(三)公共藝術參與：結合老舊校舍整建計畫公共藝術參與計畫，讓學生體驗校園美感計畫

(四)戶外教育：善用低碳旅遊大眾運輸工具，以學校校園環境為起點，並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把握由近及遠

之原則，規劃適當體驗活動之設計，以培養愛鄉愛土情懷。

(五)志工服務：善用志工人力協助班級推動主題活動(歡迎家長參加)

(六)課程博覽會：引導學生實踐課堂所學，展現獨立自主的活動行銷與互動體驗。

(七)水交社文化園區：善用園區場域規劃本校主題活動、參與園區主題活動推展

(八)亞洲餐旅中學：善用亞洲餐旅中學烘焙課程特色與場地，推動本校家政課程

(九)福智文教基金會：結合基金會志工人力，合作辦理慶祝母親節、點亮台灣點亮海洋／校園減塑主題活動程



校舍拆除彩繪



從產地到餐桌/低碳飲食



公共藝術創作與參與



戶外教育/低碳旅遊



家政/烘焙課程



課程博覽會



2-1學習環境與資源
2-2教學落實情形及學生學習成果
2-3落實親師溝通，使家長了解實驗教育各執行目標及作為，並能釐清疑慮

(一)教學落實：按課表上課、公開授課

(二)食農教育/筆記：食農筆記掃瞄

(三)寒暑假作業/報告：1.班內報告(全校學生都參與)；2.全校公開報告(各班代表2-3位)

(四)自主探索研究/報告：全校學生參與，每學年一次，採分組方式進行。112年報告共40組

(五)公民提案/幸運手環：

1.四年孝班的學生，實作了幸運手環活動，發現對於班級的友善氣氛影響很大。

2.他們主動自製海報與分工，決定向會長報告申請經費提供全校師生一起參與。

(六)兒童節活動3.0版：

1.透過闖關活動設計，六年級擔任關主，五年級擔任小隊副小隊長，帶領混齡一-四年級學生進行闖關活動。

(七)畢業旅行/低碳戶外教育：

應屆畢業生於暑假期間透過分組合作，掌握互助合作共好的原則；運用大中運輸工具

(八)畢業祝福：

1.畢業MV(每屆1部）、2.在校生祝福/剪輯：（每屆1部）、3.畢業影像/剪輯：（每屆1部）

(九)志開新聞製播/遊戲器材使用（學生自製影片，介紹遊戲器材正確使用方式）

四、學習活動規畫





多元能力培養



寒假自主探索作業/線上發表

自主探索線上發表/主持群

自主探索線上發表

自主探索/線上全校發表

寒假自主探索作業/線上發表/心智圖解 幸運手環/專題報告/向會長解說

自主研究公開發表



自主探索：多元展能(個人、小組、全校、混齡)



戶外教育/漂鳥計畫



兒童節慶祝活動3.0



畢業生/自畫像



2-1學習環境與資源
2-2教學落實情形及學生學習成果
2-3落實親師溝通，使家長了解實驗教育各執行目標及作為，並能釐清疑慮

1.招生說明會宣導

(1)各學年度新生入學-招生說明會

2.全校家長代表大會宣導

(1)班親會

(2)全校家長代表大會

  (3)家長代表大會

3.轉入學生親師宣導

依據推動實驗教育計畫書，針對新生入學及轉入生，邀請家長到校晤談，

了解公辦公營實驗小學與一般學校課程差異與銜接輔導說明。

4.轉出學生親師宣導

學生不適應實驗教育時，安排親師對話，協助輔導其轉學與學習適應叮嚀。

5.親師溝通

聯絡簿、line、電話、面對面

四、學習活動規畫



六年級

戶外教育分享



一、定期紙筆測驗

定期評量2次

二、不定期測驗

(一)紙筆測驗

(二)口試

(三)實作

(四)實踐

(五)作業

五、學習評量



組合教室

六、校舍拆除重建



利用膠合玻璃
減少噪音

窗框填縫加強
利用膠合膜削弱
聲音傳導

課題十：重視校園隔音性
本案位處航道下，噪音值高，除須符合「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規定外，應重視隔音設計。

對策十：以結構體及門窗加強隔音設計

1.外牆結構體厚度採用18cm，玻璃盡量採用膠合玻璃。

2.窗戶採用隔音等級。

牆體為
18cm

走廊 教室

中庭
走廊 教室

本期校舍前期校舍

3
3



臺南市南區志開實驗小學老舊校舍整建計畫工程 BIOPHILIA  ARCHITECTURE ASSOCIATION
九穗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34 / 57

構想簡要說明

日本宿舍前庭景觀

入口川堂

南向透視圖

西南向透視圖

飛
行
塔
台
樓
梯

機艙走廊重簷屋頂

教室

教室

走廊

走廊

食農花園(類似宿舍前庭景觀)

天花板
天花板內通風

操場

中庭前庭

志開農場

維持二層樓低矮尺度

融合早期空軍子弟學校意象，以飛行為概念設計本案之指標系統

校園西側原水交社宿舍群(直轄市定古蹟)與歷史圍牆

概念：展現早期空軍子弟學校與水交社文化園區之意象，
讓學童更喜愛自己的家鄉文化
融入空間的的場所精神教育：老舊校舍重建，是對於整個校園紋理與歷史記憶的

爬梳與再創作。

1.融合水交社文化園區日本宿舍意象，利用雙層斜屋頂，對應日本宿舍重簷建築(增加遮陽性)。
2.非以一般貼附式圖騰，取自飛機元素意象轉化成空間，且呼應志開校徽，理解學校的歷史文化。
3.本校正對軍機航道下，利用川堂大斜屋頂，暗喻飛機起飛意象。
4.利用樓梯間創造飛行塔台樓梯、飛行甲板樓梯，象徵登機的無障礙坡道 ，如同飛行員般穿梭於機場

空間。

日本宿舍：利用重簷屋頂創造良好遮陽



全區配置圖

本案_北棟二層樓新建校舍

幼兒園 校長
宿舍

眷村宿舍

草地操場

防空洞防空洞

室外球場

風雨球場
室外球場

傳達室

校門

水交社文化園區

新建住宅區

日本宿舍(現為餐廳)

興中街63巷(15米)

新建住宅區

水交社文化園區

志開幼稚園記憶

北二門 學童接送區 北一門
幼兒園及雨天接送入口

車輛、垃圾車、救護車入口
及雨天接送出口

水池水池

銜接既有走廊

志開銅像

志開農場

歷史圍牆 飛行甲板樓梯

民宅

造飛機、青草地、小學堂、大教室

一期新建校舍(J棟)

川堂

本案_風雨走廊

南
門
路

(20米)

水
交
社
路
80
巷

(8米)

一樓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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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多元化室內與半戶外空間，誘發動人的校園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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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新建校舍如何創造教育與活動多元性
本校著重全人教育(哲學思考、食農、戶外探索、體驗)，新建教室須滿足原有教學功能外，

應能給予更多元的學習使用，在安全性、維護性、避免校園死角之考量下，應如何創造創造

有故事、可閱讀的校園空間？

1.因應中庭高大喬木，減少天溝使用，易於日後維護與清掃。

2.改建風雨走廊，增加與南棟連接性；留設第二川堂，提供風道。

3.半戶外及戶外空間如：第二川堂+水池、造型樓梯間(飛行甲板)、風雨走廊+中庭等，

各角落都是教學場所。

川堂

造型樓梯提供有趣的戶外空間

既有水池

風雨走廊與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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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新校舍如何面對興中街63巷，成為良好都市景觀立面。
未來之新建校舍北側直接緊鄰興中街63巷，應避免校外人士影響一樓之教學品質，並具有良好的都市景觀立面。

對策：兼顧隱私性與通風採光的北側立面

兼顧隱私性與通風採光的北側立面

3.0米人行道

興中街63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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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退縮之距離達5米，本案臨路之校舍幾乎貼近校園外人行道，避免校外人士對教學干擾與學童安全性，一樓立面應設置適當之遮擋，但不影響採光、

通風。

2.利用長型乾式滯洪渠道，作為道路側與新建校舍間的軟性區隔。

既有人行道
退縮綠帶
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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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接送區 高年級接送區低年級接送區

請注意紅線區
及開放時段



上、放學時間
1.到校時間：

上午7:20-7:40到校

上午7:40-8:00晨間打掃

2.上課節數：

低年級23節、中年級29節

高年級32節

3.中午供餐：

由進學國小廚房供餐

包含素食供應

4.放學時段：

半日：1240放學

全日：1600放學



幼小銜接

環境改變、同儕差異、團體生活

固定學習課表、 固定作息、用餐

時間長短、書寫能力與速度

沒有點心…

※中午用餐速度太慢、偏食、早上起不來、左右手運用

童言童語

※尚未學習注音符號(暑期正音班／導師會於暑假通知開

辦時間／於開學前一周)

八、其他



學費

與一般公立小學相同



113學年度新生入學作業規範(草案)
(最終以教育局核定版為主)

學校類型：

(一)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

(二)自由入學類型學校

一、招生名額：

新生人數招收 2 班，每班人數 29 名，合計招生人數 50 名。

二、本校學區：

(一)基本學區：南區明德里，竹溪里，大成里1-5 鄰、大林里12、13 鄰

(二)共同學區：府南里3 鄰(日新國小)、新生里（東區大同國小）

                   大成里6-11鄰（中西區進學國小、新興國小）

(三)自由入學類型；總量管制學校

三、登記日期：

(一)3月29日(五)上午8時至下午4時

(二)3月30日(六)上午8時至中午12時

四、登記地點：

會議室



44

順位排序 資格說明 繳驗證件 錄取方式

第一順位 新生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其中一方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
礙手冊者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新生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其中一方中度以上身
心障礙手冊

第二順位 有兄姊就讀本校之學區新生

（全戶設籍）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第三順位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子女

(須設籍本市)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第四順位 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之新生

（全戶設籍）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第五順位 設籍本校共同學區之新生

（全戶設籍）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第六順位 設籍本市之新生

（全戶設籍）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就讀總量管制學校之學生須全戶設籍於本校學區內。

全戶係指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或直系尊親屬居住於同戶籍者。

入學管制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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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事實證明文件列舉如下：

1.自有房屋所有權狀。

2.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證明。

3.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4.經學校新生入學審查委員會查證於登記日前確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

如：該房屋住址之市話、水費、電費、房屋稅、土地稅繳納、直系親屬手機費用等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

1.本校列為自由入學類型學校，倘招收學生人數超過核定之班級學生數時，則比照總量管制學校

招生原則辦理。

2.本校若比照總量管制學校，就讀本校之學生須全戶設籍於本校學區內。全戶係指與法定代理人

或監護人或直系尊親屬居住於同戶籍者。

3.招生採登記制，並依入學管制順位招生，若該順位額滿，則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設籍時

間相同者，以公開抽籤方式排定順序。









改變
就從堅持開始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一、校史發展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校史發展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投影片 17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投影片 20
	投影片 21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投影片 26
	投影片 27
	投影片 28
	投影片 29
	投影片 30
	投影片 31
	投影片 32
	投影片 33
	投影片 34
	投影片 35
	投影片 36
	投影片 37
	投影片 38
	投影片 39
	投影片 40: 上、放學時間
	投影片 41: 幼小銜接
	投影片 42
	投影片 43: 113學年度新生入學作業規範(草案) (最終以教育局核定版為主)
	投影片 44
	投影片 45
	投影片 46
	投影片 47
	投影片 48
	投影片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