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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P-NC通過件數分析
通過件數總計114件, 總通過率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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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P-NC通過計畫進行方式統計
通過件數114件數中，各進行方式之使用次數。

※可複選故總次數超過11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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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SIEP實施期程

• 計畫實施期程為111年8月至112年7月。

• 計畫結束後1個月內(依據國教署公告為主)須完成成果填報。

112年7月111年8月

SIEP計畫實施期間 成果填報
112年8月



1.
課程計畫實施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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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資源

社群運作的
協同合作

差異化
教學

實施
形成性
評量

行動中
調整 課程實施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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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資源

•學校本位課程
奠基於學校現有資源發展。

•有效整合資源：

教學歷程有效運用
學校資源盤點之項目。

資源規劃受惠於
全校各年級及課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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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運作的協同合作

•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課程涉及
各年級的課程實施與跨領域
課程統整。

•檢視並實施
橫向跨領域統整與
縱向跨年級銜接之合作，
體現課程的系統性。

社群
討論

協同
教學

相互
觀課

回饋
分享

反思
調整 教師社群

定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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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

•以學生學習為課程探究的中心：
面對文化多樣性與差異，保持開
放與接納的態度，並重視學習歷
程中的對話、合作及文化多樣性。

•正視學生背景的多元性，
尊重個別差異，並回應不同的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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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探究或問題解決取向的教學方式

•探究為本的課程是
以經驗與問題為基礎的學習。

•兩大關鍵原則：
•學習是建構於真實世界經驗到概
念、理論與通則的歷程。

•學生需靠自己有責任地統整資訊，
進而發展並提出自己的看法與重
要結論。

•教師最基本的角色是引導。

探究
Inquiry

行動
Action

反思
Reflection

探究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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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形成性評量

•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整合性與實踐性課程設計，
形成性評量須基於不同階段的教學活動與學習目標，
以多元評量方式實施，且須平衡素養不同的學習表現構面。

形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

兼顧總結性評量的規劃，
檢視學生階段性的學習成果，
適時調整教學內容。

形成性評量的實施
作為總結性評量的前導與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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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中調整

• 課程實施是一個動態歷程，須隨著行動的情形持續性調整。

• 可由三大面向進行延續性之檢核：

課程內容

• 考量可取材的適時性：
包含資源、實際需求
或重大時事議題。

• 適時地調整課程內容，
使學習能回應當時的
學習條件與生活脈絡。

教師教學

• 透過社群運作的回
饋與合作，進行檢
討與反思。

• 調整協作教學的規
劃，增加協作的效
能。

學生學習

• 透過形成性評量結果，
進行補救教學或教學
改進。

• 貼近學生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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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檢核

實施重點 指標
檢核
勾選

行動反思

整合資源
1-1有效運用各項學校資源於教學

1-2教學活動計畫落實於全校年級與領域教學

社群運作的
協同合作

2-1教師社群定期討論課程，並進行協同教學

2-2對於教師社群運作情形進行分享、檢討或反省

差異化教學
3-1課程實施能顧及學生的個別差異，並安排不同的教學情境

3-2營造多元文化合作的學習環境

實施
形成性評量

4-1 實施多元評量

4-2 平衡不同素養的學習表現構面

4-3 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行動中調整

5-1配合實際需求、重大時事議題調整學校課程與教學

5-2基於教師社群回饋與反思，調整教學實踐

5-3檢視學生評量結果，並進行補救教學或教學改進



2.
課程及學習成果檢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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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書中的目標

本計畫推動目標

• 整體計畫推動之目標，
與預期成效相互呼應。

• 以系統觀的角度思考學校運作
課程涉及的各種面向。

• 包含課程發展、學校行政支援、
教師社群運作、學生學習等。

學生學習目標

• 學生為目標之行為主體。

• 奠基於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發展。

• 位於每個課程教學活動。

• 展現學生國際教育之學習表現。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如何證明計畫落實目標？

• 採行證據本位。

• 針對目標規劃合宜之資料蒐集或評量方式。

• 彙整成果說明目標之落實。

推動
目標

成效
評估

學習
目標

表現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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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

學校課程
成效評估人員

•邀請同儕或專家
協助檢視課程。

成效評估
資料蒐集方法

•採用多元方法
 文件分析

 觀察

 訪談

 調查

 會議對話與討論

 多元化學習成就評量

奠基於
推動目標

規
劃

針對推動目標及預期成效，規劃評估人員及資料蒐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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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

推動目標 預期成效 資料蒐集方法

課程融入
永續發展
議題並運用
科技進行
教室連結

1. 發展一套SDGs議題探
究課程。

1-1 課程計畫與實施文件
1-2 社群會議紀錄。

2. 運用ICT與國外姊妹校
進行課程共備與學習
探究。

2-1 課程共備紀錄。
2-2 課程觀察。
2-3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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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之舉例及說明

• 基於預期成效之分項，進行勾選及質性說明。

• 質性說明中可舉列資料蒐集之成果證據。

預期成效 檢核勾選 質性說明

1. 發展一套SDGs

議題探究課程。 Ｖ

1-1 依據SDGs目標16之指標為基礎，
已發展一套八年級共計12節課之全球
人權案例探究課程計畫。……

2. 運用ICT與國外
姊妹校進行課
程共備與學習
探究。

2-1 因姊妹校視訊連線之問題，尚無
法完成連線備課與學習討論，僅已電
子郵件之形式進行學習成果之交
流。……

對應於成果報告書中
「5-1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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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 教學活動與評量中學生學習目標奠基於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發展，
評量活動展現學習目標表現之成果，三者相互對應。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總結性評量

國E10 認識世界基本人權與道德
責任。

國E11 體會國際弱勢者的現象與
處境。

國E10-1 理解教育為人的基本權利
和保障實現其他權利的基礎。

國E10-2 舉例說明至少三項兒童權
利公約所提及的內容。

國E11-1 分析國際弱勢者無法上學
的原因。

國E11-2 更關注優質教育的重要性
及童工與人權相關議題。

國E11-3 能珍惜個人發展中享有的
兒童權利，及關懷自身和他人的
教育與福利。

【世界兒童人權大聲說】

學生以小組的形式選擇1種世界兒
童基本人權，以此為題製作1張全
開的宣傳海報。海報內容中須說
明此項人權的重要性並舉出世界
待改善此項人權的地方或案例，
以傳達共同維護兒童基本人權的
訊息給聽眾。完成之海報須公開
於學校川堂或班級外走廊，並開
放讀者回饋便利貼。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評量方式及成果形式
考量不同學習表現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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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及學習成果分析途徑

…
.

• 成品製作、表演、實作、作
業、鑑賞、實踐或其他行為
檢核表或態度評量表

實作評量

• 口試、口頭報告、訪談口語評量

• 學習歷程檔案檔案評量

• 兼顧不同認知層面的
紙筆測驗

高層次
紙筆測驗

量化取徑

• 運用自評量表或發展評量
規準，定位學生之學習表
現之狀態，並進行統計說
明。

質性取徑

• 通常情意面向之目標不易
量化，可蒐集學生學習反
思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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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國際教育全球公民素養自評量表》

國際教育核心素養及
中小學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為現場推動國際教育課程之規準。

評量
工具

強化學生評量的規劃與實施，以呈現並檢核
議題實質內涵所述的學習表現與成果

提供教師檢核學生國際教育學習成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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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量表架構

•符合各學習階段之發展重點。

•量表各有國小(高年級版)、國中及高中階段之版本。

各教育階段
量表

•以培養全球公民的四大意涵為問卷之四大主題，同時考量
素養三大學習表現構面(理解及思辨、態度及價值、技能實作及參與)

為問卷題目架構。

•各主題重點內容：奠基於國際教育核心素養與議題實質內涵及
國內外相關問卷之分析，各主題皆提取二項重點內容。

四大主題之
量表架構

•量表採用李克式四點量表（Likert scale）之題目。

•國小階段共計32題、國中階段共計36題、高中階段共計40題，
各個主題平均分配題數。

•各重點內容平均發展試題，再依循國際教育核心素養內涵分配
三個素養學習表現構面的題數比重。

題數
分配原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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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公開於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2.0全球資訊網

量表於發展後，經專家學者進行內容效度評定，
並依據預試施測修改而成正式量表。

27

https://www.ietw2.edu.tw/Page3/Self-Assessment
https://www.ietw2.edu.tw/ietw2/include/pdf/%E5%9C%8B%E9%9A%9B%E6%95%99%E8%82%B2%E5%85%A8%E7%90%83%E5%85%AC%E6%B0%91%E7%B4%A0%E9%A4%8A%E8%87%AA%E8%A9%95%E9%87%8F%E8%A1%A8%E2%94%80%E9%AB%98%E4%B8%AD%E7%89%88.pdf
https://www.ietw2.edu.tw/ietw2/include/pdf/%E5%9C%8B%E9%9A%9B%E6%95%99%E8%82%B2%E5%85%A8%E7%90%83%E5%85%AC%E6%B0%91%E7%B4%A0%E9%A4%8A%E8%87%AA%E8%A9%95%E9%87%8F%E8%A1%A8%E2%94%80%E9%AB%98%E4%B8%AD%E7%89%88.pdf
https://www.ietw2.edu.tw/ietw2/include/pdf/%E5%9C%8B%E9%9A%9B%E6%95%99%E8%82%B2%E5%85%A8%E7%90%83%E5%85%AC%E6%B0%91%E7%B4%A0%E9%A4%8A%E8%87%AA%E8%A9%95%E9%87%8F%E8%A1%A8%E2%94%80%E5%9C%8B%E5%B0%8F%E7%89%88(%E9%AB%98%E5%B9%B4%E7%B4%9A%E9%81%A9%E7%94%A8).pdf
https://www.ietw2.edu.tw/ietw2/include/pdf/%E5%9C%8B%E9%9A%9B%E6%95%99%E8%82%B2%E5%85%A8%E7%90%83%E5%85%AC%E6%B0%91%E7%B4%A0%E9%A4%8A%E8%87%AA%E8%A9%95%E9%87%8F%E8%A1%A8%E2%94%80%E5%9C%8B%E5%B0%8F%E7%89%88(%E9%AB%98%E5%B9%B4%E7%B4%9A%E9%81%A9%E7%94%A8).pdf
https://www.ietw2.edu.tw/ietw2/include/pdf/%E5%9C%8B%E9%9A%9B%E6%95%99%E8%82%B2%E5%85%A8%E7%90%83%E5%85%AC%E6%B0%91%E7%B4%A0%E9%A4%8A%E8%87%AA%E8%A9%95%E9%87%8F%E8%A1%A8%E2%94%80%E5%9C%8B%E4%B8%AD%E7%89%88.pdf
https://www.ietw2.edu.tw/ietw2/include/pdf/%E5%9C%8B%E9%9A%9B%E6%95%99%E8%82%B2%E5%85%A8%E7%90%83%E5%85%AC%E6%B0%91%E7%B4%A0%E9%A4%8A%E8%87%AA%E8%A9%95%E9%87%8F%E8%A1%A8%E2%94%80%E5%9C%8B%E4%B8%AD%E7%89%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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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量表分析策略

★自評量表的結果分析
的重要目的：

• 理解學生全球公民素
養各面向的表現情形。

• 分析課程實施後學生
學習目標的達成情形。

• 評估課程設計與實施
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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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量表運用於成果報告書範例

四大主題／
得分平均數

前測
（111.09.06-09.09）

後測
（112.01.03-01.06）

彰顯國家價值 3.54 3.61

尊重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3.29 3.78

強化國際移動力 3.14 3.31

善盡全球公民責任 3.16 3.93

整體 3.28 3.65

對應於成果報告書中
「4-2 評量成效分析」

對應《國際教育全球公民
素養自評量表》的前後測
結果，在各題滿分為4分的
前提下，由前測得分平均
3.28分提升至3.65分，說明
在整體培育全球公民四大
面向的得分在課程後有明
顯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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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量表運用於成果報告書範例(續)

對應於成果報告書中
「4-2 評量成效分析」

其中對應國E10及國E11的善盡全球
公民責任表現，有著最明顯的提升，
由平均得分3.16分提升至3.93分，說
明學生在課程後提升對全球人權議
題的認識，並且對於實踐公民行動
的能力有提升自我效能的傾向，展
現課程學習目標有效達成。而在其
他面向可見在「尊重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面向也有明顯的提升，表
示學生透過跨國案例的理解及體會
國際弱勢兒童的處境，也強化了自
身對於多元文化背景的尊重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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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評量規準
• 評量規準(rubrics)也稱評分量尺、評量尺規、評量指標

• 將教師的期待、學生應得的學習成效具體化，將評分時的感受轉
成量化工具。

• 構成要素：

作業說明

• 與學生溝通、確
認學生了解評估
的標準。

尺度

• 等第數3-4項。

• 等第數過多將增
加教師評分的複
雜度。

向度

• 根據作業性質與
學習目標決定評
分的面向。

• 面向的個數不宜
過多。

向度描述

• 同一評分標準必
會出現在所有等
第敘述中，只是
表現優劣程度不
同。

• 考慮融入國際教
育議題實質內涵
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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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rics範例：世界兒童人權大聲說
評量面向及說明 傑出(*4) 精熟(*3) 學徒(*2) 初學者(*1)

主題明確性 所有內容都與兒童人
權具有關聯性，並且
說明兒童人權的重要
性並有討論其中的多
種議題。

所有內容都與兒童人
權具有關聯性，並說
明重要性並著重於主
題中的其中一項議題。

多數內容與兒童人權
具有關聯性，僅少數
內容偏離兒童人權的
討論。

少數內容與兒童人權
具有關聯性。

內容與兒童人權具相關性，
展現對兒童人權的充分理
解。

理解兒童人權（國E10）能舉出違反世界兒童
人權的全球或在地實
例，並能說明個人應
促成兒童人權實現的
道德責任。

能舉出全球或在地的
不同兒童人權實例，
說明兒童人權的內容。

能舉出全球或在地的
一項兒童人權實例，
說明兒童基本人權的
內容。

能列舉個人應享有的
兒童人權內容。世界兒童四大人權包括受

保護權、生存及發展權、
參與權及平等權，應受到
平等的保護，且人人具有
促成兒童人權實現的道德
責任。

體會國際弱勢兒童處境
（國E11）

能主動關注國際弱勢
兒童的事件及現象，
並能覺察其面對的不
公平處境和支持相關
發聲平權行動。

能關懷生活中國際弱
勢兒童的事件和新聞，
並能覺察及具體表達
其面對的不公平處境。

能留意生活中國際弱
勢兒童的事件和新聞，
並與他人討論他們的
處境。

能注意到國際弱勢兒
童的事件及現象。

體會國際間處於文化、經
濟、政治、階級及社會地

位不利的兒童處境。

書面呈現 妥善運用色彩及字體
等元素設計，文案別
具創意巧思，有效傳
達共同維護兒童基本
人權的訊息給讀者。

有運用色彩及字體設
計，使文案易閱讀，
有傳達出維護兒童人
權的訊息。

色彩與字體運用不當，
使讀者難以閱讀，傳
達維護兒童人權的訊
息有限。

未運用色彩及字體變
化進行版面設計，讀
者不易理解。

海報之色彩、字體及版面
設計之呈現，使讀者更易
理解維護兒童基本人權的
訊息。

對應於成果報告書中
「4-2 評量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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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規準計分範例說明

• 依據規準評量，理解學生在各
面向的學習表現落點及分數。

• 亦可以藉由計分，通盤了解全
體學生成績分布情形。

• 例如：參與課程學生數總數
200人，評分後全數學生落點。

表現階段 人次

傑出(13-16) 50人

精進(9-12) 130人

學徒(5-8) 30人

初學者(4以下) 10人

本次參與「世界兒童人權大聲說」評
量活動全校學生共220人次，計180位
學生達精進以上之表現階段，待有30

位學徒初步完成任務，而尚有10位學
生待教師近一步輔導以完善學習任務。

對應於成果報告書中
「4-2 評量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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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規準分析說明
• 可說明學生在每個評量面向的計分情形，以及與議題實質內涵之關係。

• 可善用統計圖表進行學習成果的說明。

主題明確性：內容與兒童人權具相關性，
展現對兒童人權的充分理解。

在此面向的表現成果共有13%學生達到傑出，同時也有
48%的學生有精熟的學習表現，待有39%的學生屬於學徒
及初學者的表現階段待予以輔導；說明針對學生學習目標
「國E10-1 理解教育為人的基本權利和保障實現其他權利
的基礎」及「國E11-2更關注優質教育的重要性及童工與
人權相關議題」已有約六成的學生能說明兒童人權的相關
內容並據以討論相關議題。

對應於成果報告書中
「4-2 評量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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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規準檢索平臺介紹

• 依據國際教育2.0計畫工作項目，
本計畫為深化教師教學評量實施之規劃，
建置「國際教育評量規準檢索平臺」。

• 使用者可透過評量方式與評量向度的檢索，
搜尋並組合合適課程規畫之評量規準，
以落實學生評量成果之檢核。

https://www.ietw2.edu.tw/rubric/index
https://www.ietw2.edu.tw/rubric/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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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反思與回饋作為質化說明

• 避免僅呈現學生回饋及文字。

• 針對學生回饋進行學習成果分析，
例如舉證對應之學習目標並
進行說明。

• 亦可附上教師教學反思，
呈現教與學之對話。

分析

自學生的回饋中，提到透過國外兒童人權故事，
了解到人權及自由在不同文化脈絡的不易及重要
性，也反思生活中的人權議題並察覺個人可為人
權議題發聲的可能及影響力，體現對應「國J11 

尊重與維護不同文化群體的人權與尊嚴」之三項
主要學習目標。

學生
質性回饋

教師
教學省思

對應於成果報告書中
「4-2 評量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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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填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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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辦理活動結束1個月內(依據國教署公告為主)至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2.0全球資訊網填報執行成果報告。

•線上印出成果報告表冊並經核章後，

• 教育部主管學校：連同「教育部經費收支結算表」函送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辦理結報。

•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應連同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要求之相關核
結報表函送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再由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連
同「教育部經費收支結算表」函送教育部辦理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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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架構

五大項目 自動帶入 填寫內容

學校基本資料表 V

SIEP-NC計畫
基本資料表

V 

工作進度與經費
執行情形

V V 

國際教育議題實質
內涵落實情形

V V 

成效評估與
執行成果

V V 

• 請依照申請案件填報：如一校
若同時申請國際教育融入國定
課程與國際交流，請各別填報
上傳。

• 若學校設有跨不同層級之部別
者，請以校為單位並以教育層
級高者作為填報單位，如完全
中學則以高中為填報單位。

• 線上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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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基本資料表及

2. SIEP-NC計畫基本資料表
※同申請階段之表單
線上系統自動帶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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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不會自動儲存
請記得隨時存檔

111

※為符合學校實際執行情形
可編輯帶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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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工作進度與經費執行情形

一、工作進度說明

1. 請依據計畫書「計畫期程」所填寫之工作項目填報執行情形。
2. 表格可自行增減。

進 度
進度落後之因素及彌補作法

工作項目
預定完成
日期

執行
進度(%)

自動帶出計畫書中「計畫
期程」的內容，可因實際
執行情形進行編輯。

填寫
數值
ex:

完成
即為
100%

填寫與
計畫書
對應之
日期

若有項目未執行或執行進度
未達100%，請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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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工作進度與經費執行情形

二、經費執行情形

1. 請依據計畫書「經費需求」所填寫之補(捐)助項目填報執行情形。

2. 表格可自行增減。

核定計畫總額：

經 費
執行說明

補(捐)助項目
核定
金額

實支
金額

執行
情形(%)

經費執行率 ────％

自動帶出計畫書中「經費需
求」的內容，可依實際情形
編輯名稱為二級用途。

若有項目未執行或
執行率不佳，請進行說明。

系統
自行
計算。

執行情形 = 
該項實支金額
該項核定金額

× 𝟏𝟎𝟎%

經費執行率= 
實支金額總合

計畫申請補助總額
× 𝟏𝟎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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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計畫總額

自動帶出計畫書中
「經費需求」的內
容，可依實際情形
編輯名稱為二級用
途。

核定
金額

實支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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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落實情形

學生學習目標與
評量方式

評量成效分析

依據計畫書勾選的「國際教育議題實質內涵」
書寫相對應的學習目標與評量方式。

請整體分析學生的學習目標達成情形，
可採量化與（或）質性分析方式呈現。

★兩者需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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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學習目標與評量方式
面向 議題實質內涵 學生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

彰顯
國家
價值

國E1
國E1-1

國E1-2

尊重
多元文
化與
國際理
解

強化
國際
移動力

善盡全
球公民
責任

自動帶出
計畫書中
「國際教
育議題實
質內涵一
覽表」勾
選之項目。

一.請依據計畫書的「國際教育議
題實質內涵」及其相對應的學
習目標與評量方式書寫。

二.學生學習目標請依據對應議題
實質內涵列舉所有課程之學習
目標。

三.評量方式請對應學生學習目標
列舉所有課程中的形成性評量
及總結性評量。

四.學生學習目標及評量方式的欄
位中可以課程名稱作為區隔的
標題，以利對應。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面向 議題實質內涵 學生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

彰顯
國家
價值

國E1 了解我國與世
界其他國家的文化
特質。

《世界飲食大搜查》
國E1-1能認識各國飲食文化。
國E1-2能比較台灣與日本飲食文化之異同。

《世界飲食大搜查》
1. 日台飲食比一比

(課程學習單)

2. 飲食文化大使(文
化分享實作)

尊重
多元文化

與
國際理解

國E4 了解國際文化
的多樣性。

國E5 發展學習不同
文化的意願。

《世界飲食大搜查》
國E4-1舉例說明面對不同飲食文化的應對方式。
國E4-2培養尊重與接納各國飲食的態度。
國E5-1欣賞不同國家具有文化意涵的飲食。
《移動夢想家》
國E5-1專注聆聽真人圖書館移工講者的分享。

《世界飲食大搜查》
飲食文化大使(文化分
享實作)

《移動夢想家》
1. 真人圖書館交流

（交流活動）
2. 反思學習單

強化
國際
移動力

國E9運用多元方式
參與學校的國際文
化活動。

《移動夢想家》
國E9-1 向真人圖書館的移工講者提問。

《移動夢想家》
1. 真人圖書館交流

（交流活動）
2. 提問學習單

善盡全球
公民責任

國E10 認識世界基
本人權與道德責任。

國E11 體會國際弱
勢者的現象與處境。

《不一樣的童年》
國E10-1 理解教育為人的基本權利和保障實現其
他權利的基礎。
國E10-2 舉例說明至少三項兒童權利公約所提及
的內容。
國E11-1 分析國際弱勢者無法上學的原因。
國E11-2 更關注優質教育的重要性及童工與人權
相關議題。
國E11-3 能珍惜個人發展中享有的兒童權利，及
關懷自身和他人的教育與福利。
《移動夢想家》
國E11-1 同理移工在台的工作及生活處境。

《不一樣的童年》
1. 為什麼無法上學

(學習單)

2. 權利必須勾選討
論單(小組討論)

3. 世界兒童人權大
聲說(海報倡議)

《移動夢想家》
1. 真人圖書館交流

（交流活動）
2. 反思學習單

範例說明

某校
教學活動及評量有的
課程單元分別為
《世界飲食大搜查》
、《不一樣的童年》
及《移動夢想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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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成效分析

• 對應學習目標與議題實質內涵，可針對重點總結性評量進行分析。

• 此部分宜避免以課程實施歷程的照片呈現。

量化統計

可說明學生在每個評量面向的計分情形。

可善用統計圖表進行學習成果的說明。

質化說明

避免僅呈現學生回饋及文字。

針對學生回饋進行學習成果分析，例如
舉證對應之學習目標並進行說明。

亦可附上教師教學反思，
呈現教與學之對話。

善用量表及評量規準進行量化統計 學生反思與回饋作為質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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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效評估與執行成果

一、成效評估

• 針對計劃書的「預期成效」進行檢核並說明。

預期成效 檢核勾選 質性說明

自動帶出計畫書中
「預期成效」的內
容，為符合學校實
際執行情形可編輯
帶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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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效評估與執行成果

二、執行成果

• 請說明執行成果之特色，並加入歷程之活動照片與說明（以6張為限）。

辦理
特色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說明 說明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說明 說明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說明 說明



綜合討論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