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新竹市 109學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書 
（由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撰寫） 

 

社群名稱 課程共行 PART2 

申請社群 

類別 
□共備學習社群    □專業實踐社群   ■跨校課程社群 

是否為跨

校社群 
■是   □否 

社群人數 

(含召集人) 
四人 

社群內容 □學習診斷與學力促進          □備觀議課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跨領域教學(協同教學)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素養導向評量工具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之相關議題 

■其他(   數位自主學習 + PBL專案課程  ) 

類型 

 
■研發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跨域或領域教學研究（含共同備課、試題分析、診斷學習成就等） 

□發展學校課程地圖或專案 

■特定專業主題探索(公開授課、領域協同教學模式)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群召 

集 人 

姓名 郭秀蓮 職稱 教師 

服務單位 新竹市關東國小 任教科目 科技領域、PBL 

電子郵件 coolimto@gmail.com 連絡電話 0975063652 

社群內容

概述 

(100字

內，請簡述

社群與教

師教學、課

程或學生

學習成效

之關聯性) 

核心為連結學生學習成效 

1. 跨域跨學級發展素養導向之主題課程，以 PBL 課程模組符應課綱精神課程設

計，強化學生學習探究能力與自主學習成效的延展性。 

2. 課程共行是以 108新課綱素養為課程發展基礎，透過 PBL問題導向，合作學習

模式，激發學生多元智能探索，溝通與創意，充分運用”設計思考”同理心觀

察現象，以終為始的 Design Thinking，結合科技數位工具合作解決問題。 

3. 突破框架教學或學習模式，擴展現況教師專業發展的可能性，不僅學生要能共

好，老師也能藉由跨校社群模式，邁向共學、共備、與共好。 

4. 結合議題或 SDGs的專案 PBL 課程設計，有效發展學生三面九項素養能力指標，

課程前中後，教師也同步自我成長、經歷跨域合作的溝通與協同，教師設計學

習任務，學生透過任務執行或達成，提升小組共學、自學的動機，並直接促進

學習成效，提升真實問題解決能力，或形塑”未來待解決議題的正確價值觀”。 



社群成員 

(歡迎有

意願與共

同信念者

加入) 

序號 服務學校 姓名 任教科目 備註 

1 建功國小 蔡金成 自然科學、奈米科學專長  

2 光武國中 宋睿偉 數學專長、創造力思考  

3 成德高中 董怡松 生活科技專長、資訊科技專長  

一、 社群預計實施方式（可複選）： 

□教學專業回饋    ■主題探討（含專書、影帶）           ■主題經驗分享   

□教學檔案製作    □專題講座         □新進教師輔導    ■標竿楷模學習     

■新課程發展      ■教學方法創新     □教學媒材研發    □行動研究 

■協同備課        ■同儕省思對話     □案例分析        ■專業領域研討 

□其他  有鑒於國際局勢瞬息萬變之於人類未來生存能力，議題探究分析與應對，將是孩子

面對世界應有的能力 ，解構原有領域知識範疇邊界，重新建構新課綱素養課程之未來科技應

用之主題發展。每次社群研發之課程，透過分享、對話、討論、回饋與實作反思，融入 12年

國教各領域課綱進行觀課、議課工作坊辦理，強化社群學習成效與功能。 

 

二、 年度目標 

延續 108學年度社群發展方向與內涵，109學年度社群規劃依據如下: 

持續深化教師 PBL跨域課程設計能力， 

有效提升教學現場孩子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課程中，孩子探究與實作能力、跨域學習與設計思考具體表現等， 

作為新學年度社群發展指標。 

1. 有感國際各面向發展局勢影響人類未來生存甚鉅，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將成為下一步課程

發展的主要潮流，跨域跨學級之課程面向，以主題式課程模式延展，協助學生問題導向

解決或探討實際社會經濟人文環境等人類生存問題作為本社群新年度發展的重點方向。 

2. 課程共行是以 108 新課綱素養為課程發展基礎，透過 PBL 問題導向，合作學習模式，激

發學生多元智能探索，溝通與創意，應用科技合作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3. 以跨校跨學級的社群模式，突破現況教師專業發展的可能性，不僅學生要能共好，老師

也能藉由跨校社群模式，邁向共學、共備、與共好。 

4. 持續共備觀議的課程發展與實作方式，作為課程後設與未來社群發展修正之參考依據。 

三、年度進度規劃（跨域課程社群至少 12 次） 

場

次 

日期/ 

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1 110/09/08 
AM9:00-12:00 

社群發展規劃討論 主題討論 
社群召集

人 

暫定光武國中

(視實際需求而

定) 

2 110/10/13 
AM9:00-13:00 

大腦與學習 

(探究生理與未來學習關聯) 

專書共讀與討

論 A 
社群夥伴 
主持人:召集人 

暫定光武國中

(視實際需求而

定) 

3 
110/11/10 

AM9:00-13:00 

大腦與學習 

(探究生理與未來學習關聯) 

專書共讀與討

論 B 
社群夥伴 
主持人:召集人 

暫定光武國中

(視實際需求而

定) 

4 110/12/08 跨域 PBL 課程設計 
主題分享與討

論 A(視實際需要

社群夥伴 
主持人:召集人 

暫定光武國中

(可採線上或敬

邀到現場諮詢) 



AM9:00-13:00 諮詢專家學者) 

5 
111/01/05 

AM9:00-13:00 

PBL 課程核心價值與 12 課綱

素養導向教學接軌 

主題分享與討

論 B(視實際需要

諮詢專家學者) 

社群召集人 

或諮詢 

學者專家(外聘) 

暫定光武國中

(可採線上或敬

邀到現場諮詢) 

6 
111/03/23 

AM9:00-13:00 

深究 PBL 課程與探究學習的

核心價值 

主題分享與討

論 C(視實際需要

諮詢專家學者) 

社群召集人 

或諮詢 

學者專家(外聘) 

暫定光武國中

(可採線上或敬

邀到現場諮詢) 

7 
111/03/30 

AM9:00-12:00 

跨域 PBL(設計思考解決真實問題) 

發展教師以終為始設計學 習

Design Thinking 的課程觀 
深度講座 3HR 外聘講師 

暫定呂金燮教授 

暫定光武國中

(視實際需求而

定) 

8 
111/04/20 

AM9:00-13:00 
跨域 PBL 課程設計交流 

蒐集資料並討

論可行方案 
社群夥伴 
主持人:召集人 

暫定光武國中

(視實際需求而

定) 

9 
111/05/04 

AM9:00-13:00 

後設跨域 PBL 課程設計與學

生學習成效 

實際課程操作

之專業對話 
社群夥伴 
主持人:召集人 

暫定光武國中

(可採線上或敬

邀到現場諮詢) 

10 
111/05/26 

AM9:00-13:00 

師生公開進行跨域 PBL 課程

成果發表 

公開發表進行

模式討論 
社群夥伴 
主持人:召集人 

暫定光武國中

(可採線上或敬

邀到現場諮詢) 

11 
111/06/08 

AM9:00-13:00 
年度檢討與反思 

跨域社群共備

未來期程與目

標討論 

社群夥伴 
主持人:召集人 

暫定光武國中

(視實際需求而

定) 

12 

110/09/08- 
111/06/22止 
非固定增能之每周

三上午 9-13，因應

課程研發需求，不

定期聚會討論課程 

視課程研發需求，額外抽出

時間固定主題增能後之課程

研發、討論與試行、反思。 

(教學策略後設反思成效) 

1. PBL 方案討論 

2. 教學策略執行

反思 

3. 以 PBL 課程模

組為方向，不

斷進行修正。 

社群夥伴 
主持人:召集人 

暫定光武國中

(視實際需求而

定) 

三、 預期效益與檢核方式： 

延續 108學年度社群發展方向與內涵， 

檢視 109學年度社群是否達成預期效益。 

A、確認教師 PBL跨域課程設計能力 

B、有效提升教學現場孩子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C、課程中，是否看見孩子具體學習證據。 

   包含探究與實作能力、跨域自主學習與設計思考等具體學習證據。 

預期效益 具體檢核方式 

1. 以主題式課程模式延展，協助學生問題導向解

決或探討實際社會經濟人文環境等人類生存問

題作為本社群新年度發展的重點方向。 

專書共讀參與狀況、自主學習能

力，以及在世代真實局勢情境下，個

人對教育價值的定位與努力。 

2. 課程共行是以 108 新課綱素養為課程發展基

礎，透過 PBL 問題導向，合作學習模式，激發

學生多元智能探索，溝通與創意，應用科技合

作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確切掌握 PBL 問題導向設計課

程核心價值與素養導向課程的關聯

性。 

3. 以跨校跨學級的社群模式，突破現況教師專業

發展的可能性，不僅學生要能共好，老師也能

藉由跨校社群模式，邁向共學、共備、與共好。 

共備觀議社群模式共同發展 PBL

課程模組，共同探究課程深化的價

值。 

4. 持續共備觀議的課程發展與實作方式，作為課

程後設與未來社群發展修正之參考依據。 

社群討論與反思教學現場實

況、學生學習成效與自我專業素養檢



視。 

四、學習資源： 

1.採購大腦與學習專書共讀、搜尋線上 PBL課程設計自學課程、以及國內外正在發展之 PBL
課程模式，成為滋養社群夥伴發展課程的養分。  

2.運用資源或線上平台，讓教學充滿驚喜與創意，設計學生合作與溝通，共同創意解決問
題的學習機制。 

3.老師需要關注國際局勢與本土時事，關心議題擴展視野，才有能力幫助孩子看見不同的
世界，開拓不同的格局。 

五、經費概算表（依據經費編列原則） 

項次 內容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業 

務 

費

費

務

費

業

務

費 

1 外聘講座鐘點費 3 時 2000 6000 
外聘專家學者，若無需要(諮詢即

可)，則增加諮詢場次轉為諮詢費，

或專為教材教具費。 

2 諮詢費 2 次 2500 5000 
經費考量，規劃一萬為上限，依實

際需要聘請及核銷，若不及四次，

則將經費轉教材教具費支用。 

3 膳費(含茶水費) 36 次 100 3600 
確保社群共讀或討論進度，以午膳時

段輸出討論成效。 

4 

教材教具費 
(依將進行之課程
發展實際需求；專
書每人上限 1500
元，共讀不限一冊) 

1 式 11000 11000 

支應跨域社群課程研發與實作所需書籍或教

材教具，若經費不足，則挪外聘講座鐘點

費或諮詢費。 

1. 各版型積木、手作工具、美勞材料等 

2. 使用到的各種電子元件、感測器、線材、

電子電路等耗材。 

3. 大腦與未來學習類別專書，尚搜

尋中，實際報價依購買折 

雜 
支 5 雜支 1 式 400 400 

支應交通費、二代健保費、或是勻作

課程材料費。 

總計：新台幣   26000    元整  

備註：業務費得依實際相互勻支，雜支不得逾業務費之 6% 

附錄：強調教師自主學習、與共好；擬採購用於教師專業成長之書單:搜尋線上課程或書籍中。 

教師專業成長相關課程或書籍 與學習社群運作之相關說明 本數 

相關大腦與未來學習類別專書(每人
1-2本)或線上學習課程研讀分享 

本年度將以大腦與未來學習為主軸 
實體書 8 本
或線上課程

兩套 
   
 

承辦主任             會計           校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