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1  

壹、學校課程整體架構一、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一)學校基本資料（表一）  

學校名稱  
久美國民小學  學校類型  

(請勾選)  
□一般   □非山非市  □偏遠    

□特偏   ■極偏     

地址  
５５６南投縣信義鄉望

美村美信巷５４號  
電話  

049-2831506  傳真  049-2831446  

網址  http://www.jmps.ntct.edu.tw/bin/home.php  

校長  田春梅  E-mail  vungaz@gmail.com  

教務(導)主任  楊玉珠  E-mail  save0314@gmail.com  

編制內教師數  11 

班級數及學生人

數概況  

班級類別  班級數  學生數  

幼兒園  一班  23  

一年級  一班  8 

二年級  一班  5  

三年級  一班  5 

四年級  一班  5 

五年級  一班  8  

六年級  一班  12  

總計  6+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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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背景分析（表二）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S（策略）  

地

理

環

境 

1.  

2.  

位於陳有蘭

溪旁玉山山

腳下。  
為原住民社

區，環境優

雅純樸。  

1.  

2.  

地處偏遠，

交通不便。

校區面腹地

小，面積不

大，無遊樂

設施。 

1.  

2.  

雖偏遠但一

天有三班公

車。 

學校小，有

利於進行課

程。且有豐

富的自然資

源與生態。  

1.  

2.  

位置偏僻，與

部落有距離。

家長較少走進

學校。  

1.  

2.  

學校可於校內

辦理大型活

動，方便家長

參加。  

多辦理結合社

區、族人的文

化活動。 

學

校

規

模 

1.  

2.  

全校 6 班、 
學生人數 
51 人。  
原住民地區

偏遠小校。  

1.  

2.  

教師數少，

每人皆須兼

繁重行政工

作。  
 行政工作繁

多，需用較 
多時間處

理。  

1.  

2.  

3.  

人數少，聯

繫容易。  
同事相處氣

氛佳。  
學生數少，

老師易掌控

學生行為。  

1.  

2.  

某些年級學生

數少，較不易 
進行團體活

動。  
少子化，未來

新生少。  

1.  

2.  

提供新進教師

給予行政與教

學上的協助，

讓其可以立刻 
進入軌道。  
發展實驗教育

學校特色，努

力展現辦學績

效。  

硬

體

設

備 

1.  因申辦原住

民族實驗教

育計畫，獲

得擴充電腦

設備，學生

與辦公用設

備尚足夠。  

1.  

 

 

2. 

然校舍新、

操場新，但

是圖書室尚

未有經費挹

注。 

 

為半開放式

校園，假日

會有民眾到

校運動或嬉

戲，不易管

理。 

1.  

2.  

3.  

4.  

學生數少，

教學設備足

夠。  
教育部補助

校舍重建經

費。  
學校獲得上

級補助資訊

設備定期更

新。  
實驗教育計

畫擴充資本

門設備。  

1.  

2.  

3.  

資訊設備維修

需專業人才，

學校無相關專

長人員。  
地處偏遠，設

備叫修需等待 
較長時間。  
校舍無法阻隔

動物進出，意

義有動物排泄

物影響環境衛

生。  

1.  

2.  

3.  

鼓勵教師參與

資訊專長進 
修，提升資訊

能力。  
積極爭取操場 
整建經費。  
鼓勵教導學生

運用資訊設備

拓展視野。  



附件 1-1  

教

師

資

源 

1.  

2.  

3.  

教師平均年

齡年輕，教 
學用心投

入。  
教師凝聚力

強，校園氣

氛和諧。  
原住民教師

比例高。  

1.  

2.  

缺乏音樂、

美勞及體育 
等專長教

師。  
各領域無人

可共同備課

或進行專業

發展。  

1.  

2.  

  

教師人數 
少，橫向聯

繫易。  
教師注入新

血，校園生

氣勃勃。  

1.  

2.  

 

增置與編餘缺

皆為代理教 
師，無法長期

留任。  
教學行政事務

多，地處偏 
遠，進修較不

易。  

1.  

2.  

3.  

因辦理實驗教

育，積極爭取

代理教師續

聘，助於課程

編輯與進行。

引進專業師資

入校辦理相關

研習。  
鼓勵教師進行

自發性進修學

習。  

行政
人員 

 

1.  

2.  

全體教師對

行政工作大

多能全力配

合。  
行政資歷多

年，穩定、

負責。  

1. 

 

 

2. 

 

教師兼任行

政工作，較

無法專心致 
力教學。  
行政工作煩

瑣，工作多

且時間少，

生活品質降

低。  

1.  

2.  

教師可從行

政工作中獲

得經驗。  
校內教師年

輕化，樂於

接受行政挑

戰。  

1.  

2.  

行政表件多，

工作繁雜、吃

力。  
編制人數少，

相對行政工作

吃重。  

1.  

2.  

鼓勵兼任行政

工作，增加行

政歷練。  
鼓勵參與進

修，了解教育

新知，落實終

身學習。  

學生

狀況 
1.  

2.  

  

人數穩定，

族群具多樣

性。  
具歌唱及運

動天份，個 
性活潑開

朗。  

1.  

2.  

社會刺激

少，語文表

達能力差，

缺乏學習動

機及興趣。

部落族群多

元，少用母

語交談，學

生族語能力

弱。  

1.  

2.  

具有良好的

音感與律動

特質，可以

以此特性發 
展學校特

色。  
人數少較易 
指導與學

習。  
  

1.  

2.  

多數家長忙於

工作，較無法

配合教育學

生，導致學生

經常於社區閒

晃，學習狀況

欠佳。  
學生安逸，缺

乏積極主動態

度與競爭力。  

1.  

2.  

3.  

落實資訊教育

融入教學，拓

展視野。  
透過實驗教育

文化課程，增

進接觸與學習

文化及語言機

會。  
發展實驗教育

特色課程，提

升學生自信， 
引發學習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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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配合 
1.  

2.  

家長人數不

多，親師熟

悉度高。  
多數家長能

支持配合學

校之各項活

動。  

1.  

2.  

單親或隔代

教養家庭

多，較難指 
導回家功

課。  
因各種因

素，導致親

師互動較不

足。  

1.  

2.  

家長心性純

樸，大多能

接受教育理

念。  
教師主動常

與家長溝通

聯繫，引導

家長成為學

校教學的一

股助力。  

1. 部分家庭對學

生總是疏於管

教。  
2. 家長就業困

難，導致家庭

經濟受影響。  

1.  

2.  

3.  

教師經常利用

各種管道進行

親師溝通或家

訪。  
利用課後時間

對學生加以輔

導與課後照 
顧，減輕家長

負擔。  
辦理親職教育

活動，提升教

養新觀念。  
社區
資源 

 

1. 社區及學校

環境連結，易

於利用社區資

源做為 
教學資源。  

  

1. 除了母語及

運動之外，

較少提供教

學資源。  
2. 社區耆老漸

沒，文化傳

承有斷層之

虞。  

1. 有社區總體

營造，展現

社區鄒族與

布農族的獨

特風貌。  
2. 配合鄉公所

及部落活 
動，學生可體

驗多元。  

1. 社區族群多 
元，年輕人與 
孩童不會母

語。  
2. 信仰多元，

部落大小事須多 
重溝通協調。  

3. 缺少年輕人

參與部落活動， 
傳承令人擔

憂。  

1. 增加部落與學

校共同活動， 
彼此合作互

惠。  
2. 與部落共同發

展特色，提升

部落經產業發

展與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