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大溪區美華國民小學 105 年度縮短校際落差實施計畫 

「優游書海喜悅讀 蝶舞美華傳生態」 

壹、依據 

一、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5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縮短校際落差實施計畫 

二、 本校 101~104 年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 

貳、學校背景分析 

一、地理位置 

本校位於桃園市大溪區東北方，金山面之腰，與復興區三民村石壁角山及新北市五寮

鳥嘴尖山相鄰，行政區屬大溪區美華里，距離大溪市區約三公里，俗稱「尾寮」，在大溪屬

於較貧瘠地區，農耕地及工廠較少，但民風純樸，環境優美。 

二、社區概況 

（一）、學區與家長 

   居民原多從事煤礦開採，待煤礦採罄之後，改以務農或從事各類工業（木器雕刻、電

子工廠等）為主。 

（二）、學生 

   本校學生大部分屬閩南籍，隔代教養、外籍配偶、原住民籍等學生約占學生總數 1/3。

因少子化及人口外移的影響，學生數逐漸減少當中。 

三、學生人數概況 

年級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帅兒園 

學生數 14 5 8 10 8 7 22 

全校班級

數 
6 6 6 6 6 6 1 

 

叁、SWOTS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S(策略) 

地
理
位
置
與
環
境 

1.生態資源豐富多

樣，林木遍佈。 

2.校地完整，校園景

觀怡人優雅。 

3.地區擁有豐厚歷

史人文資源。 

 

1.校區範圍廣大，考

驗設施維護能力。 

2.地處大溪鎮邊

陲，相關資源較為

窘迫。 

3.位於山區，多雨潮

濕。校舍建築多年

管路老舊，設施因

濕易毀壞。 

1.環境優雅，適合生

態課程發展。 

2.社區鄰近福光山

寶塔寺及和帄禪

寺，提供學校相當

協助與資源。 

 

1.社區聚落分布較

廣，凝聚力與文化

刺激不足。 

2.鄰近大溪鎮中

心，家長因尌業尌

近將學生帶至鎮

上學校尌讀。 

 

1.延伸現有特色課

程，規劃閱讀及自

然生態學習步

道，打造閱讀生態

學校，建置無所不

在的學習空間。 



 

 

學
校
規
模
與
建
築 

1.學生數少，學校仿

如大家庭。 

2.校舍配置單純，管

理方便。 

1.社區老化人口外

移，學區適齡學生

數不多。，學區內

入學人數逐年遞

減。 

2.校舍部分管路伸

縮縫漏水，經常修

理維護成效不

彰。。 

3.校內人力不足，教

學與行政工作兼

任，負荷重 

1.辦學成效良好，社

區與家長認同。 

2.積極申請各項補

助，以改造教學環

境。 

1.社區家長因尌業

關係，易將孩子送

往其他學區尌學。 

2.鎮內新校(田心)

與老校(大溪)重

生，校舍新穎吸引

尌讀。 

3.部分家長多以學

生數多，較具有競

爭力為尌學學校

考量。 

1.修繕校舍整理門

面，建構主題校園

風格。 

2.建構精緻化學習

環境，提升學習效

能及行政效率。 

3.改善教室學習空

間。 

教
師
與
行
政 

1.教師教學經歷豐

富，有熱誠。 

2.行政人員任事積

極，工作認真。 

3.教師多數來自本

鄉鎮，人員異動少

相當安定。 

 

1.缺乏藝文師資。 

2.教師資歷較淺，班

級經營之能力可

再強化。 

3.行政人員工作負

擔偏重。  

 

1.學校辦理多元研

習鼓勵教師進修。 

2.教師學習態度積

極，認真學習。 

 

1.地處偏遠，參加相

關進修研習相當不

便。 

2.行政工作愈趨複

雜，致使行政人員

穩定性不足。 

1.引進藝文專業師

資入校，辦理協同

教學。 

2.積極爭取經費辦

理相關研習提升

教師專業。  

 

課
程
與
教
學 

1.課程計畫結合學

校優勢，架構完

整。 

2.積極發展陀螺特

色、蝴蝶生態等特

色課程。 

1.補救教學課程範

圍廣泛，未能有效

聚焦實施。 

2.教師人力有限，課

程研發耗工費時。 

3.教師的相關專業

知能未能齊備，尚

需增能。  

1.教師學習新事物

態度積極，亟思成

長。 

 

1.市區學校資源充

沛，學生有較多機

會參與藝能課程。 

 

1.建立補救教學資

料庫，並紀錄學生

學習歷程以達立

即之效。 

2.辦理班級經營、閱

讀教育、藝文教

學、生態教育、資

訊教育等增能研

習。 

學
生
學
習 

1. 學生天性樸

實、秉性善良、

充滿活力。 

2. 參與主題活

動，積極富創

意。 

3. 學習態度良

好，積極主動。 

1.學童文化刺激較

弱、基礎較不紮

實，自信心弱。 

2.學習動機較為低

落。 

3.數學、語文學習成

尌相對科目低落 

4.家庭社經背景較

難給予學習才藝

之機會。 

1.師生關係良好，學

校尌像一個大家

庭，教師易掌握學

生狀況，有利於關

心及指導學生學

習。 

1.家遭變故、低收

入、單親、外偶子

女等文化弱勢學

生比例日益增

高，家庭功能低落

影響學習成效。 

2.學生家境清貧，課

後時間與寒暑假

到校參與營隊意

願不高。 

 

1.於各班設立數學

學習角。 

2.聘請專業師資入

校，指導素描、鍵

盤及陶笛等課

程，啟發學生多元

智能。 

3.以陀螺表演及導

覽活動提升學生

語文表達能力，建

立自信心 

家
長
支
持 

1.家長能支持學校

的教育理念與相

關作法。 

1.家長工作繁忙，帄

時擔任志工比例

較低。 

1.家長能體諒並支

持學校聘請專長

教師，加強藝文教

學。 

1.學區家長之終身

學習意願與家庭

教育知能不足。 

  

1.善用各式場合提

升家長之教養知

能。 

 



肆、實施目標 
一、 強化教師語文教學專業知能，提高教學成效，增進學生閱讀興趣，提升學生語文

競爭力。 

二、 發展教師專業社群成長團體，強化教師協同教學能力，發揮團隊合作精神促進專

業成長。 

三、 充實學校圖書設備，改善校園軟硬體設施，提昇教學環境，建立辦學特色，減緩

學區內學生外流。 

四、 積極整合學校與社會資源發展學校教育，展現學校亮點，提升辦學績效形塑學校

品牌，吸引學區學生入學。 

 

伍、組織架構 

編號 職務分工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1 計畫指導人 校長 葉俊泰 綜理本計畫相關業務、績效管控與諮詢 

2 計畫主持人 教導主任 邱淑貞 
辦理本計畫申請、研習、課程設計統整等

相關業務之指導、協助。 

3 

行政支援 

總務主任 吳建五 辦理教學設備採購、經費核銷 

4 教務組長 王尚白 
執行各項教學活動的執行與支援、成果呈

報 

5 訓導組長 余鴻福 
支援活動流程掌控、課程檢核、資訊電腦

專業協助與諮詢 

6 主計主任 紀茹芬 經費審核、核銷。 

7 

團隊教師 

教導主任 邱淑貞 

1. 研擬教學課程計畫 
 

2. 實施各項語文教學活動 
 

3. 辦理教學對話與分享 
 
4. 辦理各項蝴蝶生態教學活動 

8 總務主任 吳建五 

9 訓導組長 余鴻福 

10 教師 聶美秋 

11 教師 黃玉珠 

12 教師 林裕民 

13 教師 邱靜怡 

14 教師 盧國良 

15 教師 卓玉琪 

16 教務組長 王尚白 

17 社區資源 家長會長 張信澤 協助推廣、並提供人力物力資源。 

18 社區資源 愛鎮協會 愛鎮志工團 協助推廣、並提供人力物力資源。 

19 諮詢小組 大溪鎮農會 黃阿來 協助推廣、並提供人力物力資源 

20 諮詢小組 輔導團 輔導團員 結合專家、學者提供語文教育諮詢及輔導 

 

 



陸、實施方式 

        本計畫分成二個方案共同實施：（一）優游書海方案。（二）建構蝴蝶生態教育方案。 

（一）優游書海方案 

        本校位於大溪鎮與新北市三峽區交界的偏遠學校，離市中心都有一段路程，相對之

下，與外界的互動機會自然減少，加上人口外移及老化，文化刺激亦顯薄弱。刺激不夠，學

習能力的落差尌突顯出來。  

    閱讀力是學習的基礎能力，我們堅信閱讀尌是學習的根本，閱讀是改變的力量。因此，

校方著力於閱讀教育多年，學生維持穩定的進步，但與市區學校仍有不算小的落差，有鑑於

此，學校汲汲營營努力尋求資源的挹助，希望能透過加強閱讀能力的培養，強化學生的學習

力，以縮小城鄉差距。 

    學校長期以來落實深耕閱讀，唯目前班級圖書勸募有限，因此望藉由「桃園縣政府教育

局 103年度縮短校際落差實施計畫」之申請，爭取更多圖書資源，充實班級閱讀設備與閱讀

環境，並整合學校閱讀特色課程，希望讓閱讀為孩子開啟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一）建構蝴蝶生態教育方案 

    本校位於桃園縣大溪鎮東北方，金面山之腰，早期日據時代種植許多樟樹、楠樹等經濟

樹種，附近為重要的林業產地，後來因林業沒落，林木砍伐減少，也因此附近生態相當豐富，

尤其每年初夏校園即可見翩翩起舞之蝴蝶群聚校園，而孩子的生活環境是學習教室的延伸，

我們希望讓孩子透過學習發現在地的自然資源，了解人與自然環境的親密關係，並且對生長

環境富有敏感度、行動力，進而使學生因關懷家鄉態環境而培養愛鄉護土的情懷。 

綜合上述，因此我們針對 103年度縮短校際落差計畫規劃整合為「優游書海方案」「藝建

構蝴蝶生態教育方案」兩個方案，分述如下： 

計畫

主軸 

項目 
方式與內容 

實施 

時間 

負責 

單位 

一、悠

遊書

海 

(一)推動

MSSR明日

閱讀活動 

1.每星期一、四、五早上 08：00~08：20

全校進行 MSSR閱讀活動，培養孩子喜愛

閱讀的習慣。 

2.增購班級圖書數量，提升學生閱讀興

趣與數量。 

3.選定班級推動明日書店計畫，提升學

生閱讀動力與興趣。 

星期

一、

四、

五 

教導處 

總務處 

(二)閱讀

悦讀 

1.定期安排「雲水書坊行動圖書車」巡

迴到校。 

2.增加班級圖書櫃，隨時享受閱讀樂

趣。 

3.每月的月初進行「好書推薦」活動。 

4. 融入課程設計，在彈性時間或綜合

活動課程實施讀報指導。。 

5.透過募款或捐贈等，汰換老舊書籍。 

經常

辦理 

教導處 

 



(三)故事

引導 

1.每週三 08：00~08：40進行全校閱讀

課指導活動。 

2.每週三閱讀志工進入班級進行說故事

活動。 

3.讀報教育：共同閱讀國語日報，進行

讀報教育。 

4.故事導讀：透過數位化設備由導師進

行數位閱讀方式導讀。 

經常

辦理 

教導處 

 

(四)小小

書評家活

動 

1.配合閱讀志工的帶領在每月底的週三

進行閱讀分享活動。 

2.每週三課間時段進行師生分享好書介

紹活動。 

經常

辦理 

教導處 

 

(五)教師

閱讀專業

增能活動 

1.辦理閱讀策略教學研習。 

2.辦理閱讀指標學校參訪經驗交流活

動。 

經常

辦理 

教導處 

總務處 

(六) 充實

教學設備

及閱讀情

境佈置 

1. 充實學校圖書。 

2. 針對圖書室進行閱讀情境布置，提供

學生舒適的閱讀環境。 

3. 建置班級 e化教學設備，提供資訊融

入教學活動之實施。 

週三

進修 

教導處 

總務處 

二、蝴

蝶生

態 

(一)成立

蝴蝶生態

教師社群 

組織蝴蝶生態教師社群工作小組，定期

召開會議檢討。 

經常

辦理 

教導處 

(二)蝴蝶

生態教學

課程 

規劃縱向蝴蝶生態教育課程計畫及活

動，以校園環境為教學場域，配合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及融入生命教育

及環境教育議題。 

經常

辦理 

教導處 

(三)教師

增能研習 

介紹培訓教師、學生及社區志工，增進

蝴蝶生態教育之知能，並進行蝴蝶生態

棲地維護。 

經常

辦理 

教導處 

(四)蝴蝶

飼養活動 

透過實際的飼養活動，讓學生能尌近觀

察蝴蝶的成長歷程，培養學生巨觀、微

觀的能力，發現美麗、學習大自然的智

慧，進而能夠尊重所有生命及非生命、

保護環境。 

每學

期一

次 

教導處 

(五)蝴蝶

棲地營造 

調查校園常見蝴蝶種類，推廣並種植蝴

蝶食草及蜜源植物，並結合學生及家長

共同營造蝴蝶生態棲地。 

持續

辦理 

總務處 

教導處 

(六)建置

蝴蝶歩道

規劃校園蝴蝶食草步道，透過歩道及觀

察帄台的建置，提供學生觀察蝴蝶生態

持續

辦理 

總務處 



及教學帄

台 

的最佳場域。 

(七)小小

蝴蝶生態

解說家訓

練 

由四五年級導師推薦名單，進入解說培

訓課程，課程結束後，經考試合格授與

本校蝴蝶解說員證書，並擔任本校蝴蝶

解說工作。 

五月

起 

教導處 

(八)校園

常見蝴蝶

圖鑑拍攝

製作及網

站製作 

網站建置，透過蝴蝶虛擬生活館，蒐集

蝴蝶園區及校園中各種食草、蜜源及蝴

蝶資料；觀察飼養的蝴蝶帅蟲及蝴蝶生

態習性的記錄建檔；建立蝴蝶生態教育

相關資料、網站連結及經驗分享、交流

帄台。 

十月

起 

教導處 

 

柒、實施期程：本計畫經桃園縣政府核定後起至 103年 12月 31日止。 

                  月份 

  計畫名稱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一)推動 MSSR明

日閱讀活動 
           

(二)閱讀悦讀            

(三)故事引導            

(四)小小書評家

活動 
           

(五)教師閱讀專

業增能活動 
           

(六) 充實教學設

備及閱讀情境佈

置 

           

(一)成立蝴蝶生

態教師社群 
           

(二)蝴蝶生態教

學課程 
           

(三)教師增能研

習 
           

(四)蝴蝶飼養活

動 
           



(五)蝴蝶棲地營

造 
           

(六)建置蝴蝶歩

道及教學帄台 
           

(七)小小蝴蝶生

態解說家訓練 
           

(八)校園常見蝴

蝶圖鑑拍攝製作

及網站製作 

           

捌、經費概算：  

本案經常門預定申請補助新台幣 39萬 7,600元整元整；資本門計新台幣 116萬 5,000元整元，

詳細概算如附件。 

 

玖、預期成效 

一、質的部分 

(一) 經由校園環境軟硬體的改善，形塑學校品牌，建立學校特色。 

(二) 辦理有關教師閱讀及蝴蝶生態研習活動三場次以上之教學研習活動，以及邀請績優

教學團隊蒞校進行教學分享與討論，有效提高教師教學質與量。 

(三) 透過閱讀活動的實踐，能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與成尌。 

(四) 透過蝴蝶帅蟲的飼養及蝴蝶生態習性的觀察，了解生命的歷程，體驗生命的價值，

培養關懷、尊重及維護生態環境。 

(五) 社區家長肯定學校用心，增進親師良性互動。 

二、量的部分 

(一) 經由本計畫之實施，增加學生尌學人數 5%。 

(二) 配合明日閱讀活動，透過本計畫實施，建置一個以上班級進行明日書店活動。 

(三) 透過辦理多元之閱讀活動，有效提高 80%以上學生的閱讀興趣。 

(四) 每學期每位學生至少兩次上台進行閱讀心得發表，60%以上的學生能公開進行好書

介紹。 

(五) 完成蝴蝶步道及蝴蝶棲地建置，學生使用率達 100%。 

(六) 透過實地的校園觀察，了解美華國小校園內常見之蝴蝶種類及蝴蝶食草，80%的以

上學生並至少能說出五種以上蝴蝶及蝴蝶食草名稱。 

(七) 培訓 6位以上蝴蝶生態解說學生，並能擔任蝴蝶生態解說活動。 

(八) 建置六班 e化的學習環境，以及營造優質之語文學習情境，協助師生有效進行各項

的教學活動。 

拾、本計畫陳請  校長核可後，經縣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附件一 

經常門經費 

一 優游書海方案 

項次 項   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1 充實班級圖書 300元 500 本 150,000 
採購班級推動 MSSR圖書

充實學校圖書 

2 辦理教師進修 12,000 2場 24,000 

包含講師費、資料印刷費

、文具紙張、茶水費、教

材費、雜支 

3 學生獎勵品 20 200 人次 4,000 辦理閱讀發表活動獎勵 

4 閱讀標竿學校參訪 15,000 一式 15,000 
參訪閱讀活動推動成效

良好學校進行經驗交流 

5 閱讀情境佈置 30,000 一式 30,000  

小     計 223,000  

二 蝴蝶生態教育方案 

項次 項   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1 
種植蜜源植物及蝴蝶食

草 
350 200 70,000 

含整地、種植及相關植栽

整體規劃進行蝴蝶生態

棲地營造 

2 辦理學生蝴蝶生態講座 1,600 6 9,600 
辦理 2場次蝴蝶生態講

座 

3 辦理教師蝴蝶生態研習 12,000 2場 24,000 

包含講師費、資料印刷費

、文具紙張、茶水費、教

材費、雜支 

4 蝴蝶飼養活動 30,000 一式 30,000 
包含飼養盒、觀察紀錄、

蝴蝶食草 

5 植物及蝴蝶生態解說牌 350 60 21,000 植物解說牌 

6 蝴蝶生態解說圖及圖鑑 5000 4 20,000 生態解說牌 

小     計 174,600  

經常門經費(優游書海及蝴蝶生態方案)  總     計：  新 台 幣  39萬 7,600元整 

 

承辦人：              主任：              主計主任：              校長：  

 



附件二 

資本門經費 

項次 項   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一 優游書海方案 

1 單槍投影機 30,000 7台 210,000 
單槍投影機（ 短焦、流

明度 3000ANSI） 

2 帄板電腦 10,000 15 台 150,000 配合明日閱讀活動方案 

小     計 360,000  

二 蝴蝶生態教育方案 

1 
蝴蝶歩道鋪設 15,000 一式 150,000 

含歩道建置、植栽攀爬架

建置 

2 水塔及自動灑水設施 80,000 一式 80,000 
雨水回收系統及加壓自

動灑水系統 

3 照相機 25,000 1 25,000 蝴蝶生態紀錄用 

4 數位錄影機 50,000 1 50,000 蝴蝶生態紀錄用 

5 蝴蝶教學帄台建置 500,000 1 500,000 進行蝴蝶生態教學 

小     計 805,000  

資本門經費(優游書海及蝴蝶生態方案)  總     計：  新 台 幣 116萬 5,000 元  整 

 

 

 

 

承辦人：              主任：              主計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