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 

一、依據 

（一）教育部頒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本校校務會議決議。  

二、工作方向： 

（一）每學年開學前，將整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送市政府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備查。 

（二）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整體教師

和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審慎擬定學校課程計畫。內容包涵：學年、

學期學習目標，單元活動主題、相對能力指標、時數等相關項目。 

（三）審核： 

１、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設置要點。 

２、課程與教學評鑑委員會設置要點。 

３、各學習領域課程的自編教科用書或經教育部審查通過之參用書。 

三、組織與職掌： 

（一）組織： 

１、名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２、委員：由校長、行政人員代表、各科教學研究會主席、家長代表所組成。 

（二）職掌： 

１、規劃「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方向與內涵。 

２、擬定學校本位課程實施計畫。 

３、審核： 

（１）統整課程發展計畫及其成效。 

（２）各學習領域課程發展的深度與廣度。 

４、整合校內外人力教學資源，建構學校教學網路。 

５、協調社區各社教機構資源運用，以建立教學支援系統。 

６、評鑑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效。 

（三）委員會下設有：主任委員、執行秘書、輔導諮詢組、課程研發組、活動設計組、

教學支援組、文宣推廣組、審查評鑑組。 

（四）任務如下： 

１、主任委員： 

（１）召集委員會議。 

（２）督導本校九年一貫課程工作之進行。 

２、執行秘書： 

（１）籌劃本校九年一貫課程之各項工作。 

（２）聯繫各項工作之執行。 

３、課程設計與研發組： 

（１）擬學校本位課程大綱。 



（２）擬定學生階段性關鍵能力指標。 

（３）研發學校本位統整課程。 

（４）發展學校多元評量模式。  

（５）負責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的諮詢與推動。 

４、活動設計組：依統整課程主題，擬定及推動學校行事活動及班級活動。 

５、教學支援組： 

（１）提供相關教學行政支援及教學設備及經費核銷事宜。 

（２）結合社區資源，建立支援系統 

（３）辦理教學成果展示會及成果編印 

６、文宣推廣組： 

（１）建立網路資料，將試辦九年一貫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措

施、上網宣導。 

（２）蒐集彙整九年一貫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相關資料 

（３）向社區及家長宣導推廣九年一貫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理

念，以建立共識。 

７、審查評鑑組： 

（１）審核統整課程發展計畫。 

（２）評鑑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效。 

四、組織架構： 

 

 

 

 

 

 

 

 

 

 

 

 

 

 

 

 

 

 

 

 

 



 

名稱 職稱 姓名 任務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行
政
人
員
代
表 

校長 陳思嘉 召集人 
1.成立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 

2.規劃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3.決定各年級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 

4.設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 

5.規劃「學習本位課程」發展方向與

內涵。 

6.彈性活動課程（學校行事活動、班

級活動、 

選修課程、補救教學）之設計 

7.協助規劃教師專業進修 

8.支援執行資訊及相關軟硬體設備 

9.課程發展之宣導推廣，與教師、家

長、社區人士聯繫、溝通 

10.進行領域教學研究、創新，發展多

元化教學內容及評量 

11.評鑑課程計畫實施成效 

 

 

 

 

 

 

教務主任 許惠萍 
副召集兼執行

秘書 

訓導主任 郭佳容 副召集人 

總務主任 郭怡君 副召集人 

輔導主任 林志祥 副召集人 

教學組長 呂宗儒 執行委員 

教
師
代
表 

學習領 

域召集人 

(語文─國) 

郭佳容 
執行委員 

(語文─英) 

黃千榕 
執行委員 

(數學) 

郭怡君 
執行委員 

(自然) 

吳兆賢 
執行委員 

(社會) 

許惠萍 
執行委員 

(健體) 

林志祥 
執行委員 

(藝術人文) 

楊志鴻 
執行委員 

(綜合) 

陳玥汝 
執行委員 

(科技) 

呂宗儒 
執行委員 

(特教) 

黃君翠 
執行委員 

家 

長 

代 

表 

家長 

會長 
陳至芳 執行委員 



五、預期成效： 

（一）透過教育團隊的努力與推展，建立學校本位課程的實施模式。 

（二）經由不斷的設計、教學操演、檢討再實施的教育行動研究模式，提供學校政策的

形成參考模式。 

（三）透過教材組織化、知識系統化、教學生動化、內涵本位化的教學，提昇師生與學

校社區生命共同體的認同感。 

（四）經由不斷的教學腦力激盪，以提昇教師專業教學設計能力，擴大教師潛能可能

性，以為教育政策推廣。 

六、委員會之召開： 

（一）定期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檢討實施成效，並針對問題尋求改進之道。 

（二）定期召開委員會追蹤實施進度與成效，適時評鑑與指導。 

七、本組織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