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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9 年度推動國民中小學整合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學校 

   第二階段實施計畫 

一、計畫緣起: 

（一）因應少子化的趨勢，各縣市國民中小學新生入學人數普遍遞減，若干學

校出現空餘教室過剩以及校園角落荒蕪之情況。 

（二）偏遠地區迷你學校之人數亦逐年萎縮，面臨整併或裁撤的狀況。學生人

數過少或已經無學生就讀之校舍，可能任由閒置荒廢。 

（三）教育部政策白皮書揭示：「深度認識台灣、走讀台灣鄉鎮，發展學校特色」。

各地學校代表台灣不同角落在地性文化，亟需活化再利用荒廢校舍，以

創造教育附加價值。  

（四）支持各校運用教師專長和社區專業人員，規劃在地化特色課程平台，提

供現場體驗學習處所，積極推動城鄉交流學習，以不同課程的風貌與教

學的型態，提供真實情境之校外教學平台，帶動島內本土型遊學風潮。  

（五）以「校園空間活化」的手段，帶動學校「創新經營活化」，促進學校之「特

色課程活化」，最後達成學生之「有效學習活化」，積極鼓勵各縣市之國民

中小學踴躍送件參與。 

 

二、計畫目的： 

  (一）持續第一階段執行精神，期能融入校園議題和社區特性，展現各學校

之特色課程風貌與多元教學型態。並進行「特色學校之教育理念論述

建構與實踐系統」，配合九年一貫課程各學習領域，產生緊密性連結，

以落實學校本位與特色課程之內涵和操作經驗。 

 （二）促進教學的活化，體現「學習歷程遊憩化；遊憩結果教育化」之有趣

學習，創造藍海校園的課程價值，營造學校聲望和學生特質表現、文

化學習與表達能力。讓遊學生具備田野探索、體驗常民生活、走讀鄉

土文化、環境觀察涉入、服務等多元能力。 

（三）擴大學校之空間效益，結合鄰近之特色環境，產業文化、山川景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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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態、人文遺產等資源，提供優質化、多元化、豐富化的課程發展素材，

逐步形成以「本位課程」為導向的特色學校，展現體制學校之理念作為。 

（四）鼓勵校際「策略聯盟」方式，結合都會區之中大型學校，以地理區域性

或學校規模結盟性之方式，整合學校人力和社區專業人員，規劃在地化特

色課程平台，提供體驗學習、服務學習場域。 

（五）深化研發和分享學校本位課程的產出，擴大延伸學校教育意義，鼓勵城

鄉交流學習。以真實情境之走動式學習，帶動島內本土型的遊學風潮，

並配合國家政策，逐步導入國際遊學，開發島內教育文化生態觀光資源，

創造學校教育產業價值，行銷台灣。  

三、計畫原則： 

 （一）持續效益－持續支持第一階段執行之學校，延展本計畫效益。 

 （二）擴大參與－針對尚未獲得補助之學校，鼓勵提案爭取補助。 

 （三）深化課程－將空間活化和特色資源，導入課程模組和教學人力群 

                 組，深化各校之課程意義。 

 （四）優質教學－運用空間環境平台，將地方特色文化導入教學系統， 

                 連結有趣、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五）建立品牌－以既有十大經典特色學校為基礎範例，擴及其他學校 

                 之特色課程品牌化。 

 （六）永續經營－珍視在地自然環境和特色藝術文化之永續教育概念， 

                 打造活力新校園。實踐學校本位之理念願景。 

  (七）分享遊學－整合特色學校遊學課程，運用社教場館、學術單位、其他

場域平台、結合在地產業文化民間業者夥伴關係，援引遊學

經驗範例，建構並分享特色遊學的知識系統。 

四、實施指標： 

（一）建構論述與課程實踐－建構特色學校本土論述與課程理念之實踐。 

（二）社區資源整合與運用－結合運用社區特色與資源發揮功能。 

（三）特色空間活化與規劃－運用校園空間活化與建置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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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年一貫與特色課程－結合九年一貫課程與融入地方特色。 

（五）創新教學與分享遊學－創新學校經營模式與分享特色遊學。 

（六）特色效益與延續發展－延續地方特色文化與營造品牌行銷。 

五、審查要件： 

（一）計畫格式： 

1.計畫名稱：○○縣市○○國民中（小）學整合活化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本

位課程發展特色學校計畫(副標：以學校特色自行訂定具有特色

形象之標題)。 

2.理念目的：陳述學校理念論述思維與課程願景之實踐操作。 

3.資源應用：結合運用社區特色與資源發揮功能，含週邊社區特性、環境資

源條件等。 

4.空間活化：運用校園空間活化，以建置教學現場資源。 

5.課程規劃：針對九年一貫課程連結學習領域，強化學校本位設計，並融入

地方特色的規劃。 

6.創新教學：針對本校學生學習或分享外校學生，以走讀遊學之型態進行進

行具有創意之田野學習。 

7.夥伴結盟：靈活運用當地社區特色文化與外部人力，整合地方場域資源，

進行系統性之建構與規劃。 

8.實施內容：推動之學習課程內容規劃設計，包括的課程層面與相關主題內

涵。 

9.實施方式：實際運作人力與教學措施、學習之型態或方式、實施對象與套

裝式教學時程或遊學行程。 

10.實施時程：預定規劃時程和開始實施頻率。 

11.預期效益：對於創新經營與特色發展或辦理遊學分享的預期績效。 

12.經費需求：硬體設施整修購置、軟體書籍購置或編印、人力師資培訓等。 

（二）審查標準： 

1.論述理念願景與課程實踐 15% 

2.整合社區資源與教學平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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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色空間活化與教學規劃 15％ 

4.九年一貫課程與校本特色課程設計 20％ 

5.創新教學型態與分享遊學 20％ 

6.特色課程效益與延續發展 15％ 

六、各校送件單位: 

（一）學校單獨送件方式。 

（二）聯盟模式送件方式。 

1.區域聯盟模式－以地理區域性跨國中小階段之跨校際結盟方式。 

2.城鄉聯盟模式－以市區大校和偏鄉小校之互動結盟方式。 

3.同質聯盟模式－以相同特色為發展主軸跨縣市跨校際聯盟方式。 

4.攜手聯盟模式－以大學相關科系和國中小學之聯盟方式。 

5.異業聯盟模式－以學校為單位，結合鄰近非學校型態之文教場域或產

業方式。 

七、補助原則： 

（一）縣市補助－ 

1.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依據所屬學校之送件校數比例，給予 5萬~50 萬

元之補助。 

2.各縣市需提報經費使用計畫：請依需求規劃辦理推動本計畫之工作坊、

專業進修、研討會、成果發表、縣內競賽等各項活動計畫。 

3.各縣市送件校數之補助費用：(策略聯盟以校數採計) 

各縣市送件校數 補助費用（新臺幣/元） 

3~9 件 5 萬元 

10~19 件 10 萬元 

20~29 件 20 萬元 

30~39 件 30 萬元 

40~49 件 40 萬元 

50 件以上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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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補助－ 

1.依計畫的創新性、具體性、持續性、特色性，效益性等，每校依評審等

第和經費需求，給予新台幣 30~80 萬元補助經費，作為硬體部份之整修

改善、設備採購經費及軟體部份之課程設計編印、活動規劃實施、人力

師資研習培訓費、宣導行銷等。 

2.經費補助比例如下： 

(1）96 至 98 年曾獲得第一階段計畫補助之學校：硬體部份之整修改善、

設備採購經費以 50％為原則，軟體部份之課程設計編印、活動規劃

實施等佔 50％為原則。 

（2）96 至 98 年未曾接受第一階段計畫補助之學校：硬體部份之整修改

善、設備採購經費佔 70％，軟體部份之課程設計編印、活動規劃實

施等佔 30％為原則。 

3.每年補助 100 所學校，分配如下: 

     (1）聯盟補助－以策略聯盟方式提案補助合計 40 校為原則。 

      (補助金額以等第×校數＝總額，但盟內各校可自由調配比例，並事先簽

署同意後，分別列出概算) 

 （2）擇優補助－依方案計畫品質，不分縣市擇優補助 60 校為原則。 

(中大型小學【20 班以上】和國民中學，以保障一定名額之校數為原則)。 

    （3）特別補助－98 年獲選十大經典特色學校不得再參賽，以特別補助方  

         式，依需求補助 10 萬(資本門 50％、經常門 50％)，做為持續推動 

         之示範學校，精進原本學校特色或協助其他特色學校提昇之功能。  

 

八、補助金額： 

經審查委員會審議決定，合乎本案宗旨目標，且計畫創意特色、具體可行者， 

提列為特優、優等、甲等。 

（一）特優－每校補助 80 萬（20 校）。 

（二）優等－每校補助 50 萬（30 校）。 

（三）甲等－每校補助 30 萬（50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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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輔導措施： 

(一)本部聘請學術和實務專家之輔導委員，赴各縣市輔導座談、實地參訪、分

區論壇、彙整出版、建置遊學路線、委託專題研究等。 

（二）輔導方式： 

1.通過核定補助之學校校長暨相關人員，必須參加本部或各縣市舉辦之座

談會、輔導工作坊、訪視研習等。 

2.獲選特優學校或執行績優之學校，應參加本部或各縣市辦理之成果展覽

與發表會，以擴大教育成果行銷。 

3.獲得本部 98 年經典特色學校，以實踐示範案例，結合在地文化特色，建

構特色學校理論知識，推動執行特色課程之教學活動與分享創意遊學，

提供各校或教育團體之參訪或諮詢功能。 

十、作業流程： 

（一）舉辦說明會： 

98 年 12 月 1 日及 12 月 8日分南、北二區實施說明會。 

（二）提報計畫： 

1.各校於 98 年 12 月 21（星期一）日前向縣市教育局提出申請。 

2.各縣市教育局處彙整後 98 年 12 月 24 日（星期四）提報本部。 

（三）審查程序：  

1.由本部延聘學校經營、課程設計、遊學行銷，資源運用、經典學校等

學者、校長代表組成審查委員會。 

2.審查方式-分兩階段進行評審：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依據學校送件書面計畫評定選出甲等 50 校、優

等 50 校。 

第二階段簡報審查：獲優等之 50 校自由報名參加第 2階段簡報複選，

並評選出特優 20 校(未參加者仍列為優等)。 

十一、預期效益： 

（一）建構體制內學校之理念論述，強化九年一貫課程實踐的系統。 

（二）透過空間活化再利用，發揮學校既有校園資源與硬體設施之實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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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規劃永續經營之特色學校。 

（三）賦予特色學校新的生命，促進社區文化生命力，同時化解小校轉型發

展與超越裁併之阻力。 

（四）逐步建置在地化之人文與自然學習中心，讓孩子懂得「向大地學知識．

與萬物交朋友」及「在學習中服務，在服務中學習」的真諦。 

（五）倡導本土型之創意遊學，並逐步導入國際遊學，分享台灣在地教育文

化、歷史人文、自然景觀、產業特色、聚落民俗、鄉村風情等，認識

台灣，行銷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