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1 

壹、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一)學校現況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南投縣仁愛鄉力行國民
小學 

學校類型 
(請勾選) 

□一般   □非山非市  □偏遠   

□特偏   ■極偏    

地址 
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新
望洋 67 號 

電話 
049-
2955078 

傳真 
049-2955647 

網址 https://lhes.ntct.edu.tw/ 

校長 廖杭（代理） E-mail t02254@lhes.ntct.edu.tw 

教務(導)主任 廖杭 E-mail awiliao123@gmail.com 

編制教師數 21 

班級數及 

學生人數概況 

班級類別 班級數 學生數 

普通班(力行本校) 6 9 

普通班(翠巒分校) 6 13 

   

   

總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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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背景分析 

 優勢-S 劣勢-W 
 
 
 

內部因素 

 

 

 

 
 

 

           策略方向 

 

 

外部因素 

 

1.本校採 6+6的班級編制，學

生人數維持小班制，平均每

班僅 1至 2人，極具個別化

教學與關照的優勢，也利於

建立緊密的社區互動與支持

網絡。 

2.學生家庭大多以農業為主，

社區氛圍純樸，家長對學校

高度信任，給予教師充分的

教學空間與專業尊重。 

3.學生性格開朗、純真，有良

好的學習態度與潛力，展現

高度可塑性。 

4.教師團隊年輕、有活力，具

備跨領域專業能力與數位素

養，教學與行政皆能靈活運

作。整體對學校有強烈認同

感，樂於合作、持續進修，

是推動創新發展的重要動

能。 

1.農忙時期常見家長無暇協助

子女課業，整體家長教育資

源相對有限，影響家庭學習

支持力。 

2.學生數偏少，學習同儕互動

與競爭環境不足，可能影響

學習刺激與進展速度。 

3.教師雖具潛力但普遍資歷尚

淺，需兼任多項行政職務，

行政與教學兼顧壓力較大。

教師流動仍為挑戰，影響穩

定發展。 

4.目前仍缺乏專職特教教師，

特教服務仰賴支援系統，專

業支持略顯不足。 

機會-O SO策略 WO策略 
1.學校位於產業道路節點，環

境優美，擁有豐富自然生態

與文化資源，有助於發展特

色課程。 

2.家長普遍信任學校且干預較

少，學校可自主推動各類教

學計畫與親師活動。 

3.小班制教學有利於個別差異

照顧，也利於發展學生在歌

舞、手作等原民文化特長。 

4.行政與教學人員規模雖小但

合作默契良好，師資年輕而

具學習動能，能持續透過專

業社群增能。 

5.鄰近仁愛國中設有巡迴特教

支援資源，持續提供特教服

務合作平台。 

6.因應教育部推動的「生生有

平板」與偏鄉教育補助政

策，本校擁有良好的數位設

備基礎與穩定的網路資源，

1.善用教師團隊年輕化且具專

業多元能力的優勢，積極推

動數位科技與程式教學，結

合「生生有平板」政策與偏

鄉補助資源，發展具地方特

色的科技探究課程。 

2.延續既有的文化校訂課程基

礎，運用教師的跨領域教學

能力，深化泰雅文化與山林

教育融合，結合學生參與的

科展實作與探究學習，持續

建立學校亮點。 

3.利用小班制與學生特質，設

計個別化學習方案與多元課

程，發展結合自然、生態與

文化的教學內容，創造全人

學習環境。 

4.教職員工人數精簡但協作良

好，持續透過教師共備與進

修社群，建立教學與行政雙

軌支持的學習型組織。 

1.善用教育部與地方政府提供

的數位學習資源，彌補教師

經驗與教學穩定性的不足，

並透過數位平台減輕行政負

擔，提升教學品質。 

2.加強與部落文化健康站、社

區耆老與外部資源合作，協

同推展文化課程，穩定文化

教學支持，並結合社區參與

改善隔代教養家庭的學習支

持網絡。 

3.規劃教師支持系統與分工制

度，減輕年輕教師行政與教

學負荷，提升其留任意願與

教學效能。 

4.結合社區與山林教育場域，

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學習與

探究，補強因學生人數稀少

所帶來的互動機會有限與學

習動力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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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學校師生得獎、社區產業特色、教師表現……等均可納入。 

SO 策略：以學校內部的優勢來掌握外部的機會。 

WO 策略：利用學校外部的機會來改善內部的劣勢。 

ST 策略：使用學校內部的優勢來避免或降低外部威脅的衝擊。 

WT 策略：降低學校內部的劣勢與避開外部的威脅。 

加上學生人數少、教學彈性

高，有利推展資訊科技與程

式教育，培養學生的數位素

養與探究實作能力。 

7.本校發展的泰雅文化校訂課

程，長期結合山林教育與在

地知識，已形塑出以學生為

核心的探究教學模式。教師

團隊運用文化素材導入自然

科學領域，成功引導學生進

行跨域科展研究，並屢獲佳

績，展現文化與科學融合的

課程創新實力。 

 

威脅-T ST策略 WT策略 
1.地理位置偏遠、交通不便，

教師穩定度挑戰大，部分仍

需仰賴代理人力，影響教學

延續性。 

2.家長忙於生計，隔代教養與

單親情況仍常見，家庭支持

系統有限。 

3.因少子化趨勢持續，學校面

臨招生與班級維持的壓力。 

4.課綱轉型與新教材推展仍需

人力統整支持，面對師資流

動與研發能量不足的雙重挑

戰。 

1.利用學校具特色的文化與自

然資源課程，積極爭取公私

部門協作與計畫資源，建構

適合偏鄉教育的永續發展模

式，減緩人口外流與少子化

衝擊。 

2.發揮教師團隊數位能力強的

優勢，發展線上教學與特教

遠距服務，補強地理偏遠導

致的學習資源缺乏問題。 

3.透過具體課程成果（如文化

科展）提升學校能見度，吸

引更多教育資源與有志教育

者加入，穩定師資流動性。 

4.行政團隊持續推動團隊共備

與行政簡化，提高年輕教師

參與學校治理的意願與信

任，提升學校整體制度穩定

性。 

 

1.結合線上教學與遠距支援機

制，彌補特教教師不足與偏

鄉交通困難的限制，強化特

教與學習輔導服務的可近性

與即時性。 

2.對新進教師提供明確導師制

與行政任務支持，建立新手

教師支持體系，強化教學與

行政適應力，降低教師流動

率。 

3.規劃文化與科技並重的課程

模組，設計多元評量機制，

避免學生因家庭支持不足而

學習挫折，提升學習動機與

成效。 

4.定期舉辦社區親職教育與教

養工作坊，強化家庭與學校

的教育連結，穩固偏鄉家庭

在教育上的參與感與責任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