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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Ｓ（優勢） Ｗ（劣勢） Ｏ（機會點） Ｔ（威脅點） Ｓ（行動策略） 

地理環

境 

1. 學校四周平疇

綠野，景色怡

人，視野遼闊。 

2. 偏 遠 海 邊 學

校，位於西濱

公路 51.5 公

里處左轉 650

公尺可達，交

通尚方便。 

3. 位於農村且鄰

近海邊，故農

村、濱海生態

資源豐富。 

1.地處偏遠，學生

文化刺激不足。 

2.位處海邊，北風

強勁。不利室外

教學。 

1. 民風純樸、家長

重視教育，支持

學校。 

2. 新屋南岸觀光

產業、大潭電

廠、東西向快速

道路帶動交通

及休閒觀光業

的發展，社區家

長經濟能力稍

獲改善。 

1.文化刺激不

足，影響學生

文化資本、社

會 資 本 的 累

積。 

1. 爭取大潭電廠、休閒

農場資源。 

2. 結合社區資源發展

「鄉土小子」－新屋

鄉土文化風情、「生

態尖兵」－經濟花

卉、精緻農產、休閒

觀光課程。 

3. 爭 取 設 置 風 雨 教

室，已於 94 年 4 月

完成。 

學校規

模 

1. 本 校 校 地

10,380 平方公

尺。 

2. 全校共 6 班，88

位學生。16 位

教職員工。 

3. 小班小校，有利

生活教育之實

施及人文教育

之推動。 

1. 教師編制少，

行政工作負擔

重。 

2. 空間、設備逐

年增加，維護

人力不足。 

1. 教 師 感 情 融

洽，目標意識

強，協同合作

無礙，有利工

作 之 推 動 。 

2. 校地產權清楚

易 於 統 整 規

劃 、 使 用 。 

人口外移及少子

化現象，逐年影

響學生數下降。 

1. 營造溫馨校園，提

振工作士氣。 

2. 爭取具教師證之教

育替代役男。 

3. 建立健全學校體

制，完整規畫各行

政職掌，加強教師

專業知能的培訓工

作。 

硬體設

備 

1. 校園環境優美。 

2. 一般教學設備

齊全、規劃尚稱

完善。 

3. 設備與學生比

高，有利學生學

習。 

1. 專科教室缺乏

如：社會、英

語等，降低教

學的成效。 

2. 主建築老背

少，擔心建築

結構影響學生

安全。 

1. 位處偏遠，列為

政府優先補助

對象。 

2. 每班有電腦及

網路。 

1. 政府經費無

法 一 次 編

列。建設無法

一次統籌。 

2. 縣府經費緩

不濟急，建

設速度比不

上淘汰速度 

1. 配合學校中長程發

展計畫規畫專科教

室及設備之相關事

宜並積極尋求經費

來源。 

2. 調整安排專科教

室優先。 

教師資

源 

1. 教師年輕有幹

勁。 

2. 行 政 配 合 度

高，行政領導有

作為，教師團隊

的凝聚力強。 

3. 本校教師擁有

多項專長：桌

球、羽球、游

泳、棒球、美

勞、語文等專

長。 

1. 缺乏藝術與人

文專任教師。 

1. 教師是北湖活

水源頭，為學校

注入不同新氣

象。 

2. 教師進修意願

高，提升專業能

力。 

 

1. 教學經驗較

不足。 

2. 年輕老師對

社區熟悉度

較低，對鄉土

教學的推動

和學校長期

發展計畫的

落實較不易

全面性的推

展。 

1. 致力課發會學校特

色課程的研討。 

2. 鼓勵教師參與專業

社群及縣內各專案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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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Ｓ（優勢） Ｗ（劣勢） Ｏ（機會點） Ｔ（威脅點） Ｓ（行動策略） 

行政人

員 

1. 行政人員年輕

努力、有熱誠。 

2. 充分發揮行政

效率支援教學。 

3. 各處室業務皆

能用心推動。 

1. 行政人員更迭

頻繁。 

2. 編制不足，一

人身兼多職。 

3. 缺乏專職行政

人員。 

行政人員多能全力

以赴。 

1. 行政人才不

易留任。 

2. 人 員 異 動

大，行政默契

培養曠日耗

時，影響行政

推動。 

3. 教師擔任意

行 政 願 不

高，育才不

易。 

1. 尋求行政溝通、業

務整合及簡化行

政流程。 

2. 辦理增進行政職

能講座。 

3. 運用非正式管道

培養成員默契。 

學生 

1. 學生個性敦厚

純樸。 

2. 可塑性強。 

3. 與教師互動性

佳。 

1. 文 化 刺 激 不

足，學業程度

比城市學生普

遍低落。 

2. 農村子弟不視

學習為壓力。 

1. 與教師互動良

好學生向心力

強。 

2. 有禮貌、愛校。 

1. 對競爭，沒有

強而有力的

企圖心。 

2. 隔代教養、單

親、外籍子女

日增，學習態

度及生活習

慣較差。 

1. 提供多元化教育活

動，擴大學生學習

視野。 

2. 推展學生閱讀運

動，擴大學生的見

識。 

3. 強化學習輔導，尋

求補救教學資源。 

家長 

1.學生祖父母輩大

多務農，父母外出

附近公司、工廠上

班者眾，但重視教

育。 

1. 經濟能力普遍

偏低。 

2. 家長社經地位

及平均學歷不

高。 

1. 家 長 信 任 學

校，家長會全力

支持學校。 

2. 學校提供多元

管道讓家長參

與。 

1. 單親家庭、隔

代 教 養 日

增，家庭教育

較無法配合

學校教育。 

2. 家長工作忙

碌，學生教育

無法兼顧。 

1. 利用各種文宣、家

庭訪視及班親會

和各種社區活動

的機會增加親師

互動。 

2. 鼓勵家長參與各

項學生成長活動。 

社區資

源 

1. 社區人士參與

而不干預。 

2. 學校與社區資

源共享。 

3. 鄉村社區擁有

豐 富 的 人 情

味。 

1. 參與力不足。 

2. 社區經費、物

力資源有限。 

3. 社區資源少。 

1. 學校成為社區

發展中心，積

極推動社區活

動。 

2. 終身學習觀念

日 漸 深 入 社

區。 

1. 學區分屬四

村，整合意

見較費力。 

2. 社區人力資

源多元性不

足，參與度

不高。 

1. 辦理社區服務，推

動社會教育工作。 

2. 主 動 與 社 區 互

動，促進「學校社

區化、社區學校

化」。 

3. 主動參與各村中

秋晚會，並提供歌

唱及揚琴表演節

目。 

4. 規劃社區學習教

室，提升學生學習

意願。 

5. 積極爭取藝術資

源，辦理藝術季活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