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局長的話 

大手牽小手的教育─校際合作．終身學習．創新桃園 

   教育是人類希望的工程，學校是實現希望的場域。現今，世界各國均在引

爆學習的革命，而我們也常在深思，孩子該學什麼，如何學，才有未來，才有希

望；學校該如何透過這些思索，轉化為孩子能接受的教育；而教育前線最重要的

教師，是否能引導孩子接受有效的學習；孩子接受教育之後，有沒有能找出適合

的路，做最好的自己。這些深切的思維，是我們教育人恆久的責任。也唯有付諸

實踐，才能讓每個孩子，都可以享受成功的經驗。 

  大桃園的未來，充滿希望的契機。升格直轄市的強盛情勢，加上原有蓬勃發

展的工商經貿，以及全國獨佔鰲頭的航空城計畫，讓我們桃園教育更有發展的潛

能。我們認為，所有的教育夥伴，都應朝下列的教育方針來共同努力。 

1.推動三合作三學習，擘畫教育新局 

各級學校合作、高中職產學界合作、不同領域學生跨界合作，已經是時代的新趨

勢，推動「大手牽小手」的校際合作，開創教育的新局，並引導學生從生活中學

習、從做中學習、從失敗中學習，打造出桃園市終身學習的環境，培養出全人教

育，建立友善溫馨的校園。我們也必須以前瞻性的眼光，訓練現在的學生，從事

未來的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從基礎教育開始，有效運用創新教學方法，縮短學

習落差，並誘發學生學習興趣。 



2.建立學習落差及早補救措施 

結合教育部攜手計畫，擴大並及早辦理學習落差補救措施。聯結本市的公私立大

專院校與中小學建構為互助與策略聯盟網絡，共同推動亮點計畫。在教育資源的

共享、學生學習扶助、教師專業成長、學生社區與服務體驗學習等方面，都能發

揮最大互助效益。 

3.持續推動教師專業精進計畫 

教育的投資再大，學校的軟硬體再好，學生的資質再高，如果沒有好老師，則一

切的投資都是枉然。教師可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針對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

經營與輔導進行專業對話研討。也可以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方式共學成長。達

成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落實有效的教與學之宗旨。 

4.強化資訊教育，善用翻轉、創新的教學，帶起每一個孩子 

教育的核心已經從「教」轉移到「學」，課堂的目標不再是老師的進度，而在於

學生的學習效果。我們已成立資訊及國際教育科，確實整合課程與教學資訊媒材。

教師要能善用數位科技資源、鼓勵學生合作學習。透過創新翻轉的學習，引導學

生從生活中學習、從做中學習、從失敗中學習。讓孩子不再從教室中逃走，找到

學習興趣及好奇心、熱心及夢想。 

5.整合國際教育教學資源，拓展孩子國際視野 



結合航空城計畫願景，規劃國際教育的課程與教學融入各領域、融入桃園的在地

生活，培養孩子理解、尊重及欣賞多元文化的胸懷與態度。並透過經驗分享，提

升教師國際教育教學內容之豐富性與多元性。進而發展為校本國際教育特色課程，

促進學校教育的國際化。讓孩子更具多元文化觀及國際視野，立足桃園，胸懷寰

宇。 

6.建構無縫學習扶助安全網 

強化全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教育儲蓄專戶之功能，及時有效的協助任何就學困難的

學生。並結合各級學校及社會之資源，讓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平等的教育機會，

不應該因其弱勢的社經背景，而使其受教權受到影響。 

  愛爾蘭詩人葉慈(W.B.Yeats)曾說: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如何讓孩子在學習的歷程發光發熱相當重要，期盼教師們共同努力，一起激發孩

子的學習動機，發現孩子的天賦。學校能透過校際合作，共同打造桃園市終身學

習的環境，培養全人教育，建立友善溫馨創新的新桃園。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高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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