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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 

分析項目 有利條件 不利條件 未來契機 未來危機 處理建議 

    整 

    體 

    環 

    境 

1. 鄉村民風純樸；客

家子弟較多。 

2. 無噪音污染問題 

3. 校園學生活動空間

大。 

4. 校園規劃得宜，環

境優美。 

5. 本校有餐旅及動力

機械職群教室及設

備。 

1. 缺乏文化及福利

機構。 

2. 公車車班少，上

湖線段需兩次轉

車且班次少。 

3. 學區高中職學校

有待設立。 

1. 設立社區文化資源

中心。 

2. 設立青少年資訊及

圖書中心增添社區

資源。 

3. 技藝教育專班學習

能透過休閒、觀

光、行銷、投資行

業的興盛，有更寬

廣的進路空間。 

1. 就業問題致使學

生人口外流。 

2. 上下班時段車多

路窄影響交通安

全。 

1. 運用社區開發自

然與人文資源。

例：校區圖書

館、愛心協會組

織、廟宇委員會

的資源...等 

2. 改善路況提昇產

業發展，建立地

方特色。例：推

動地方美食。 

3. 社區學校辦學具

有特色。例：國

中小特色課程銜



分析項目 有利條件 不利條件 未來契機 未來危機 處理建議 

接。 



分析項目 有利條件 不利條件 未來契機 未來危機 處理建議 

        

過 

去 

表 

現 

1. 良好的學生學習制

度，67 年~80 年 

間升學率高。 

2. 本校為技藝教學中

心，84 年成立。 

3. 技藝教育及田徑為

本校發展特色。 

4. 升學成績理想，受

家長及地方肯定。

1. 受少子化現象及

私立國中的成

立，影響入學人

數。 

2. 小校教師員額編

制人數少，人力

不足。 

1. 小型學校組織凝聚

力高，機動力強 

2. 建立十二年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學校願

景發揮團隊工作效

率。 

3. 技職體系教育再度

受家長重視。 

4. 重視學校現有場地

設備，發揮教育功

效。 

1. 教職同仁人力減

少。 

2. 地區可供教學資

源不多。 

3. 面臨家長教育選

擇權的影響，學

生人數接受驗。

 

1. 規劃人文關懷且

具藝術氣息之學

習型學校。例

如，成立國樂

社、童軍團。 

2. 研發學校本位課

程實現學校教育

目標。例：音樂

教育成立技藝教

育專班。 

3. 有效關懷及照顧

弱勢學生。例：

資源班教育、校

友基金、企業 

獎勵、午餐補

助、教師愛心認 

  養... 等 



分析項目 有利條件 不利條件 未來契機 未來危機 處理建議 

 

外

在

背

景 

社會與 

教育趨勢 

1. 社會多元化有利學

生多元智能的發

展。 

2. 九年一貫課程的推

行教學較多元、創

新、活潑，能有更

多機會帶好每一位

學生。 

3. 資訊的發達及終身

教育的重視讓學習

層面更寬廣。 

1. 網咖的流行讓學

生沉迷於電腦不

務學業。 

2. 重視聲光效果的

新興行業林立讓

學校教育及教師

地位面臨挑戰 

3. 家庭功能不彰的

情況，較過去普

遍，影響學生輔

導管教的功效。 

1. 多元智慧發展的重

視讓不同專長的教

師有更多發揮的空

間。 

2.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的推展教師

群和學生間的合作

關係益形重要。 

3. 終身學習是未來師

生共同的走向。 

4. 家長愈來愈重視技

藝教育及學生多元

的發展。 

1. 學生沉迷於電

腦人際關係易

疏離。 

2. 多元的價值觀

念疏於統整易

讓學習分歧表

現不當的行

為。 

3. 缺乏公平正義

的走向易使城

鄉差距顯懸

殊。 

1. 建立教師專業之

進修管道和領域

教師研討，以期

發揮專業精神與

能力。 

2. 重視學生人文教

育，讓學生建立

正確價值觀，樹

立好品格。例：

品格教育，閱讀

教育。 

3. 加強親職教育導

正家長惟智主義

及建立正確親子

關係。 

4. 加強學生品格教

育，建立感恩與

服務的價值觀

念。例：音樂教

育和品格的結

合。 



分析項目 有利條件 不利條件 未來契機 未來危機 處理建議 

社區 

資源 

1. 地屬客家鄉鎮客家

文化及母語教育易

推行。 

2. 農業知識及廟宇文

化具諮詢之功能。

3. 資源班安排社區校外

教學在地職探課程 

1. 缺乏多元的資源

及資源中心的機

構，不利學生及

教師的學習。 

2. 家長參與義工不

熱衷，可用人力

資源少。 

1. 加強社區化活動，

社區學校化，重視

社區與學校之間的

互動。 

2. 開放學校讓資源共

享理念，展現在民

眾身上，民眾支持

各校。 

3. 技藝教育專班成果

發表，學校與社區

共同分享。 

4. 童軍教育社區化。 

1. 人口外流導致

可用人力資源

更缺乏。 

2. 家長失業問題

導致學生學習

缺乏後盾支

援。 

1. 開放學校部分場

地及設備，加強

學生假日正當的

休閒活動。 

2. 成立社區學習中

心，加強軟硬體

設備以利親師生

之學習。例：社

區圖書館的利

用。 

3. 加強社區資源與

學校資源的結合

共用。例：國樂

師資與國樂設施

的運用。 



分析項目 有利條件 不利條件 未來契機 未來危機 處理建議 

學區環境 
1. 無噪音的問題。 

2. 學校偏僻，社區學

校無相互干擾的問

題。 

3. 民風純樸。 

4. 小吃及休閒農莊的

餐飲經營方式林

立，以客家菜為

主。 

5. 沒有大型補習班，

才藝補習班也是少

數。 

1. 學生上下學騎單

車代步路窄車

多。 

2. 上湖里學子地遠

人稀，安全堪

慮，影響入學意

願。 

1. 重視學生交通安全

道路拓寬，加強區

域聯防作法。 

2. 義工制度的落實，

吸取更多人力資

源。 

3. 地方資源支援學校

的情況獲改善。 

4. 社區能利用學校環

境設備，增進對學

校辦學的信賴感。 

1. 若社區缺乏資

源的爭取與整

合讓社區文化

環境更顯貧

乏。 

2. 交通瓶頸若無

法克服交通秩

序不良。 

1. 建立文化與物質

環境較重的策略

提昇社區學習環

境。 

2. 增加公車班次，

改善學生騎單車

情形。 

3. 增加社區與學校

的互動。 

4. 加強國中校小的

基礎教育，重視

課程的銜接。 

內

在

背

景 

教師 

1. 居住鄰近鄉鎮及本

地教師多，流動率

不大。 

2. 教師體認小型學校

的困擾對學校支持

力較高。 

 

1. 小型學校無法聘

足各科教師。 

2. 外聘社團專業師

資，在經費上有

待支援。 

1. 辦理各項研習活動

提昇專業能力。 

2. 組織氣氛和諧，對

於課程教學的推動

較有力。 

1. 小型學校，因

人員編制問

題，部分科目

無師資，不利

領域教學發

展。 

2. 進修課務自理

降低教師研習

志願。 

1. 成立教師成長團

體，規劃教師本

位進修。 

2. 推動知識管理協

助，教師專業成

長。 

 



分析項目 有利條件 不利條件 未來契機 未來危機 處理建議 

學生 

1. 學生純樸活潑。 

2. 對學校期待極高。

1. 學生的文化刺激

不足。 

2. 學生的生活習慣

不佳。 

3. 部分學生語文能

力較弱。 

1. 學生可塑性高。 

2. 學生活動力強。 

3. 學生能獲得多元學

習與發展。 

4. 學生行為表現獲得

學校與家長的肯

定。 

1. 學生受不良的

次文化污染。

2. 家庭負面效

果，造成學校

之教育困境。

1. 規劃多元教學及

社團活動，讓學

生能快樂學習健

康成長。 

2. 技藝教育專班申

請，提昇技藝教

育品質。 

家長 

1. 家長熱心對學校支

持度高。 

2. 能協助校務推展。

1. 對教育改革理念

之認知不夠。 

2. 參與義工組織人

力資源不夠。 

1. 提供參與校務機

會。 

2. 肯定學校的努力。 

3. 家長肯定支持學校

推動技藝教育。 

1. 家長的工作忙

碌與價值觀多

元。 

1. 整合家長會及義

工資源推展家長

成長團體。 

2. 辦理班親會讓家

長參與班級活

動。 

校園 

1. 校園空間大專科教

室充足利於學生活

動。 

2. 校園規劃良好，能

發揮教學功能。 

3. 校園綠化良好，有

利學生活動和學

習。 

1. 警衛室地點設置

不家人車掌控視

野不佳。 

1. 利用語言教室增進

學生語文學習效

果。 

2. 加強綠化美化發展

學校環境特色。 

3. 教學環境設施，更

新改善及充實。 

1. 校舍老舊部分

建築須補強重

建。 

2. 無足夠經費補

助學校校舍建

設。 

1. 爭取經費重新規

劃及重建部分校

舍。 

2. 創造饒富趣味的

多元彈性空間，

提昇學習績效。 



分析項目 有利條件 不利條件 未來契機 未來危機 處理建議 

設備 

1. 專科教室硬體設備

良好，發揮教學功

能。 

2. 電腦資訊設備良

好。 

3. 圖書館藏書量大，

學生用書比提高。

1. 縣府設備不足，

設備申請不易。 

2. 學校經費不足，

設備耗材及維修

需要財源補助。 

1. 有充足資訊及視聽

設備，方便，學校

社區化活動。 

2. 持續充實技藝教育

各項教學設施。 

1. 校舍設備維護

不易。 

2. 無足夠經費補

助學校設備。

1. 落實校舍設備安

全檢查及公物保

管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