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編號：A-03-01 
臺南市 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愛在校園角落蔓延」生命及品德教育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

點。 

  (二)臺南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臺南市110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教育思想家裴斯塔落齊說：「學校像花園，教師像園丁，學生像花草」。如果說，品德教育

的認知像一棵樹木的紅花，情意像綠葉，實踐就像根莖。根莖敗壞了，樹木必然枯萎。所以，

品德教育的認知，情意與實踐都極具重要性。 

     「品德教育」包含品格與道德教育，乃指培育學生具備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發展的知能，

期以養成知善、樂善與行善兼具的品德素養，使個人與社群都能擁有幸福、關懷與公平正義的

生活。因此，品德教育在當前面臨嚴峻挑戰與多元價值之際，期以自由、民主、專業與創新原

則，得以選擇、批判、轉化與重建當代品德教育，並以新思維與新行動，共同推動公民資質的

扎根與提升。 

    此我們希望安排實質地與領域/科目特點相結合；透過彈性學習課程中加以規劃與實施，

並與相關活動及校園文化形塑緊密配合，以發揮品德教育的全方位成效。 

 

三、目的： 

    (一)探討推動品德教育理念，增進道德發展知能。 

  (二)了解品德教育議題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三)了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議題，養成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素養。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南區志開實驗小學 

 

五、辦理日期(時間、時數等)及地點(包含研習時數)： 

  (一)辦理期程：自 110年 11月 1日起至 111年 6月 30日止。 

  (二)教師研習：預計 3場共 9小時，研習地點於志開實驗小學。 

    (三)學生參與：觀察地點於參與各老師學校班級指定培育區域內。 

 

六、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教師研習：預計辦理教師增能研習 3場次，共計約 150人次。 

    (二)學生參與：預計參與觀察與定期紀錄的學生數約 1500人次。 

 

 



七、研習內容： 

  講述、群組即時交流、現場實做、返校實做、報告與分享交流併行 

時間 110/11/10 111/1/5 111/3/23 

地點 志開實小 志開實小 志開實小 

13:00~13:30 報到 報到 報到 

13:30~14:20 認識耕讀教育 

種草莓報親恩與 

美植袋農法操作 

福智文教基金會 

董信宏 

落葉廚餘堆肥與 

農耕管理 

 

福智文教基金會 

董信宏 

草莓種植分享、生命 

與品德教育實踐對話 

 

福智文教基金會 

董信宏 

14:30~15:20 

15:30~16:20 

16:20~ 賦歸 賦歸 賦歸 

 

   

八、成效評估之實施： 

  透過 Guskey 評估影響層面架構的明確引導，依據各層面目的，選取符合計畫目標的評估方式，

設計有效的評估工具，確實有助落實專業發展成效的評估。 Guskey 將教師專業發展定義為五個層

面，參與者反應、參與者學習、組織支持、參與者行為及學生學習成果，茲說明本計畫運用層面如

下表： 

 

層面 目標 預期成效 評估工具 備註 預計辦理方式 

參與者

反應 

參與者要有改

變的意願 

了解參與者對

於課程的滿意

度 

紙本問卷(五

點量表) 

基礎層面 滿意度調查表

暨回饋單 

參與者

學習 

參與者必須知

道新的學習行

為及改變的方

式 

了解參與吸收

新知與技能的

情形 

實作成果 

檔案評量 

調整研習進行

方式參考 

工作坊 line

群組活動歷程

問答紀錄 

學生學

習成果 

參與者要自改

變中獲得內外

在的鼓勵與肯

定 

了解學生學習

成果 

學生學習結果

紀錄 

紙本問卷 

草莓成長紀錄

表 

 

 

(一)評估層面： 

層面 目標 

參與者

反應 

一、參與教師能認同課程、教學與實做增能研習，改善教學效能。 

二、參與教師參與認同課程、教學與實做增能研習，策動教學專業成長，發揮

課程支援功能。 

參與者

學習 

一、參與教師能認識與應用課程實做，延伸教學能量，提升教學技巧。 

二、參與教師能理解並轉化實做研習，落實課堂實踐。 

 

 

 

 



(二)評估模式： 

預期成效 評估方式 評估效標 評估工具 

一、教師滿意研習課程、場地、

講師與時間的安排。 

二、教師能接受課程內容並願意

參與活動進行。 

問卷調查 一~1教師同意滿意研習安排 

二~1教師同意接受課程內容

並願意參與活動進行。 

滿意度調查

表暨回饋單 

三、教師認識並應用課程、教學

與實做融入課程與教學。 

四、教師能透過教學分享、分析

和討論學習目標的實施情

形。 

實作成果

紀錄與對

話 

三~1教師能否在班即實做融

入課程與教學。 

四~1教師能否對學習目標提

出意見、客觀具體事

實、討論有效教學、分

享學習收穫。 

實作成果 

滿意度調查

表暨回饋單 

 

(三)評估工具： 

  1.參與者反應層面：滿意度調查表暨回饋單如附件一。 

   2.參與者學習層面：實作成果、滿意度調查表暨回饋單如附件一。 

(四)評估實施期程及實施方式：於每次活動實施後填寫。 

 

九、預期成效： 

  (一)了解品德教育之內涵，能於課堂落實教法，有效提升學生品德教育認知發展。 

  (二)提供教學設計實例，充實教師應用品德教育的能力，並展現豐富活潑的教學內容與教法。 

  (三)促進教師校內外經驗分享，提升品德教育教學意願與效能。 

 

 

 

 

 

 

 

 

 

 

 

 

 

 

 

 

 

 



附件 1 

滿意度調查表暨回饋單 

研習主題：「愛在校園角落蔓延」生命及品德教育工作坊 

                                     辦理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 

資料 

1.性    別：□男    □女 

3.學    歷：□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4.工作年資：□1年以下 □1-5年以下 □6-10年以下 □11-15年以下 

      □16-20年以下 □21-25年以下 □26年以上 

5.職 務 別：□校長  □主任  □組長   □教師 

6.參加原因：□課程有助於自身教學品質之精進  □課程有助於目前承辦業務 

      □未來可能接觸相關業務 

      □長官指派：但非承辦與課程內容相關之業務 

      □對課程內容有興趣    □其他：                             

項目 意見調查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5 4 3 2 1 

一、行政層面 

行政服

務層面 

1.我滿意此次研習(活動)現場的行政服

務品質 

     

2.我滿意此次研習(活動)場地的適用與

品質 

     

3.我滿意此次研習(活動)設備的適用與

品質 

     

4.我對此次活動整體上感到滿意      

個人意

見層面 

1.未來是否願意繼續參加相關課程?   □ 願意   □ 不願意 

2.在我的工作領域中，目前亟需增能的課程為： 

□ 行政工作     (主題或內容：                                      ) 

□ 課程教學領導 (主題或內容：                                      )  

□ 教學專業     (主題或內容：                                      ) 

3.建議事項(請具體陳述，俾利改善) 

 

 

 

 

 

 

 



項   

目 
意見調查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5 4 3 2 1 

二、學習層面                   

反應 

效果 

1.我很滿意此次上課的主題及內容      

2.我很滿意此次上課講師的表現—整體

而言 

     

3.此次課程在時間的安排上很洽當      

4.我覺得花時間上這次課程是值得的      

學習 

效果 

1.此次上課我能吸收課堂中所傳授的知

識與技巧 

     

2.我覺得此次課程對未來教學或個人成

長有所助益 

     

3.整體而言我覺得此次上課的學習效果

很好 

     

行為 

效果 

1.在課程進行中我曾思考如何應用課堂

所學於學校實務中 

     

2.我會嘗試使用課程所學落實於學校教

學中 

     

3.我會利用機會將課程所學或實踐結果

與學校同仁分享 

     

學員 

回饋 

意見 

 

 

 

 

 

 

 

 

 

※由衷感謝您的回饋！您的回饋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附件 2 
 

「種草莓報親恩」草莓成長紀錄表 

校名：_____________________班級：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 
   

  110年 月 日我懷著感恩的心，種下草莓，我會用心當它的保母，好好的關心照顧它。在等

待它們成長開花、結果的日子裡，我會好好照顧它，對著他唱歌、說好話、分享我的生活點滴、送

祝福給它們等！希望它能健健康康長大！ 

 

◎小提醒：(第 1、2項老師都需要協助或教導) 

1.每個月施一次有機肥（20公克）。  

2.開花後，改成施 4-2-6(氮磷鉀肥料比例)有機肥料。 

3.有做（澆水、拔草、談心…）、有觀察，就可記錄。 

4.務必記錄開第一朵花、結第一顆果的時間，還可秤一秤草莓的重量，並寫下來！  

 

種植日期： 110年 月 日 

日期 我的觀察紀錄 心靈塗鴉 

國曆 

/ 

農曆 

/ 

日照：         溫度：  度 

例如：我看到（發現）它多長一片葉子，我覺得很

開心。 

例如：草莓葉子有點下垂，土壤有點乾，我趕緊澆

水，並幫拔雜草。我還唱了謝謝「愛心樹遍人間」

給它聽，希望它順利長大。 

可畫下觀察到草莓苗的外形、對草

莓所做的事、或心情 

日期 我的觀察紀錄 心靈塗鴉 

國曆 

/ 

農曆 

/ 

日照：        溫度： 

 

 

 

 

 

國曆 

/ 

農曆 

/ 

日照：        溫度： 

 

 

 

 

 

 

 

 

 



附件 3 
「愛在校園角落蔓延」課程～學習/探究問卷 

 

班級 年      班 姓名  座號  

 

第一部分 探究問卷指導語   

  小朋友好，請你回想之前上種草莓報親恩課程的過程中，你對於種草莓報親恩課程的

感覺與想法，並和下面題項描述的內容作比較。 

如果題目描述的內容與你的狀況完全相同，請你勾選「非常同意」 

如果題目描述的內容與你的狀況完全不同，請你勾選「非常不同意」… 

並請留意每一題只能勾選一個選項。 

問卷填寫的結果與你的學業成績沒有關係，不必擔心會影響到任何成績，請你認真完成填

寫。如果有任何填寫上的問題，請舉手報告老師。 

 

第二部分 實施前練習題 

題項 
非常不同

意(1分) 

不同意 

(2分) 

同意 

(3分) 

非常同意 

(4分) 

A-1.我覺得上種草莓報親恩課程很快樂 □ □ □ □ 

 

※請接著正式作答※ 

第三部分 正式題目 

題項 
非常不同

意(1分) 

不同意 

(2分) 

同意 

(3分) 

非常同意 

(4分) 

A.探究的態度與能力 

A-1.在學習良好生活習慣概念時，我會試著

去瞭解它 
□ □ □ □ 

A-2.我能根據觀察良好生活習慣的現象，思

考可能的發生原因，試著提出可以進行調

查的題目 

□ □ □ □ 

A-3.在學自尊尊人與自愛愛人時，我會試著

回想自己以前的經驗和新知識的關係 
□ □ □ □ 

A-4.在種草莓報親恩過程中我能試著自己

進行思考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 □ □ □ 

A-5.我能試著在種草莓報親恩過程中，判斷

並思考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的影響 
□ □ □ □ 

A-6.當有一些觀念無法瞭解時，我會找老師

或同學討論來幫助我理解 
□ □ □ □ 

A-7.我可以根據自己想知道的事，思考設計

一種研究流程（例如自主探索研究） 
□ □ □ □ 

A-8.在學習的過程中，我會試著思考所學到

的知識之間的關係 
□ □ □ □ 

A-9.我能將調查所得到的資料整理出一套

可以理解或說明的規則（例如：整理出重

點或心智圖） 

□ □ □ □ 

A-10.我能根據紀錄結果所整理的資料，進

行適度完整的說明 
□ □ □ □ 



題項 
非常不同

意(1分) 

不同意 

(2分) 

同意 

(3分) 

非常同意 

(4分) 

B.探究的思考與習慣 

B-1.當有一些觀念無法瞭解時，我會找相關

資料來幫助我理解 
□ □ □ □ 

B-2.當所學的觀念和我以前所了解的觀念

有差別時，我會試著去了解兩者的差異 
□ □ □ □ 

B-3.我能將草莓報親恩課程運用於自尊尊

人與自愛愛人活動中 
□ □ □ □ 

B-4.我能運用兩種以上的方法搜集資料(例

如：書籍、網路…等) 
□ □ □ □ 

B-5.當我答錯時，我會試著去找出並了解錯

誤的原因 
□ □ □ □ 

C.探究的表達 

C-1.我能向同學口頭說明我的觀察發現 □ □ □ □ 

C-2.我能用文字或是圖畫表達我的觀察發

現 
□ □ □ □ 

C-3.我能利用合理的解釋來說明我的觀察

發現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