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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雄市以「翻轉創新、深耕本土、放眼國際」三項教育願景，

致力於打造「與世界接軌、為未來準備人才」。 

自 103 年范局長巽綠上任後，積極推動教師以翻轉課室教學，

來促發學生翻轉學習模式，高雄市翻轉教師的人數，從 103 學年度

首次調查的 23 人，至 106 學年度達到 4068 人，將近成長 20 倍，

其中國小共有 2230 人、國中共有 1050 人、高中職共有 788 位教師，

投入翻轉創新、活化教學的行列。 

106 年起，本市率全國之先辦理了第一屆「課程博覽會」，107

年更結合了相關系列活動，於 4 月 9 日至 5 月 6 日辦理「2018 翻轉

高雄教育節」，其中邀請 14 位各縣市名師於本市公開授課，另有 45

位三級學校校長公開授課、超過 150 位高雄市教師打開課堂，邀請

全市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活化與匯集教學策略，激發教師

教學能量，已然為本市翻轉教育最佳里程碑。 

教育局為形塑各校辦學特色和擴展學生學習觸角，提升學生自

信及競爭力，打造「策略聯盟學園」成為特色品牌，陸續成立愛河

學園、小港健康學園、旗津海洋學園、大寮國際學園、林園健康學

園、北高雄創新學園等六學園。 而高雄校園創客基地是唯一在三

年內完成布局的縣市，目前已有 1 個示範中心、6 個區域基地、70

個推廣學校，培訓至少 400 位種子教師。 高雄市自造教育推動團

隊，於 106 年榮獲「親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 選」，肯定了本市有系

統推廣校園自造教育的成就。 

教育局以「共享校園-翻轉校園空間」專案，榮獲行政院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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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政府服務品質獎，這是全國政府機關推動為民服務工作最高殊榮。同年 8 月

正式啟動「高雄新校園運動 V.5.0」暨「玩出未來-打造新幼兒園」，預計改建 14

所國中小舊校舍，並擺脫以往罐頭化遊具，在 14 所國小及附幼設置創意遊具，

讓學童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下樂活成長玩出未來。 

 

 

 

 

 

 

 

 

 

 

 

 

 

 

 

 

 

 

 

 

 

 

圖 1 2018翻轉高雄教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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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多元教育翻轉創新 

在倍速前進的時代，面臨資訊爆炸後的雲端科技、大數據運用、ＡＩ與機器

人等議題，學習知識已不足以因應時代的變化，學會思考、合作、創新才有機會

駕馭末來。基於關切高雄未來的競爭力及開放和創新的精神，教育局積極從翻轉

教學、創客教育、聯盟學園、新校園運動 V.5.0 及翻轉校園空間等五個面向來推

動。 

一、翻轉教學 

本市國教輔導團在 103 學年度起推出建構「學校卓越教學專業團隊」計

畫，以到校諮詢、專業支持團隊、專業即時通等三層面為策略，翻轉教師的

教學思維，自 105 學年度起英語領域更建立共同備課基地，帶領跨校教師共

同備課、觀課、議課，以在地陪伴的模式，促發教師組成持續精進的專業社

群，達到維護本市教學品質與效能。 

善用雲端學習理念，建置有「Dr.Go 自主學習平台」，錄製國小至高中

各領域核心概念之微課程影片。目前平台上傳有高中及國中小共計 2,272 部

微課程影片，至今共有註冊人數 58,382 人，登入人次達到 284,079 人。 

翻轉教育不僅有教學策略的翻轉也有教學經驗的翻轉，產出不一樣的學

習教室。以「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為例，採跨教育階段、跨領域、跨校、

跨縣市，乃至跨國的教學計畫。教師們透過共備社群的討論及分享，交換教

學經驗，共同設計島記課程。期以多元的藝術創作活動為形式，引導台灣的

孩子以藝術寫歷史，並從詮釋記憶的行動中，建構出個體與群體的身份認同。 

 

 

 

 

 

 

 

圖 2 高雄市啟動「達學堂」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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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客教育 

高雄市近年積極發展創客運動，每年培訓教師約 2600 人次，落實各校

自造教育課程，跨域合作辦理南台灣創客教育博覽會，讓自造熱力從校園延

伸至社區，推展全民一起動手做，共創高雄市成為國際創客城市。本市透過

跨域團隊合作，全面推動自造教育 Maker 創意人才培育，以三大行動策略，

將自造教育扎根創意校園，孕育在地 Maker 人才。 

(一) 建立 Maker 學習基地

將校園自造空間活化，提供師生設計創作場域。教育局與高師大策略聯盟，

建置自造教育示範中心及推廣學校，提供跨區師訓及學生自造課程推廣。結

合 108 科技領域課綱主軸「做、用、想」，發展學生課程，每年辦理約 150

場次，培育 Maker 創意教師，參與自造體驗活動親師生超過 5,400 人次以上。 

(二) 創造學生 Maker 舞台

鼓勵各校提供學生 Maker 舞台，辦理豐富多元的學生 Maker 競賽，提供小創

客創意展能機會與平台，促進學生 Maker 創意交流、學習成長。例如:首創

辦理高雄 Maker 原創力獎、創意運動會腦力競賽、創意機器人競賽、創意發

明競賽、微電影競賽、高雄小創客智庫比賽等。

(三) 跨域合作分享機制

與大學及業界跨域資源合作推廣，引入專業師資、技術及設備，協助自造教

育推動。例如每年 11 月份結合全市大型活動，擴大舉行高雄市「自造教育

月」，教育局與高雄市自造者發展協會合作，辦理南台灣創客教育博覽會，

參與者約計 1 萬 5 千人次。

圖 2 18座 MAKER衛星基地揭牌啟用   圖 3大樹國中自造者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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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教育局與高雄市自造者發展協會合作， 

辦理南台灣創客教育博覽會 

三、聯盟學園 

范巽綠局長以「學園」的概念，突破傳統教室學習空間的方式，開創高

雄市教育新思維，將完成三大教育創新，包括翻轉校園空間，引進多元創新

力量，結合產官學研培育未來人才。 

104 年首創「愛河學園」，打造海洋、科技、藝文與創客基地，以鹽埕

區 4 所中小學發展特色課程共享，讓學生能參與跨校課程，達到資源共享，

培育多元創客人才。106 年進階「愛河學園 2.0」，加入高雄女中、河濱國小

及鼓岩國小，在既有的基礎上，以創新生活美學為核心，帶領學生進入多元

適性學習與發展。 

教育局於 104 年與小港醫院建立「小港健康學園」，透過醫院和 18 所學

校合作，共同守護 2 萬 6,340 名學生健康，提升學童對於防疫、毒品、吸菸

危害及均衡飲食的相關認知，落實健康生活醫療照護圈的理念。105 年推動

「林園健康學園」與在地建佑醫院結盟，以醫院的專業資源協助，提供該區

8 所學校 1 萬 2,153 位親師生們全方位的健康守護。 

「大寮國際學園」是整合大寮區高中職、國中小辦理各項國際化教育活

動，建立「跨校交流合作」、「人才培育合作」與「課程交流合作」的資源網

絡，展現整體合作效能，相互學習、互惠成長、共創雙贏的目標。以規劃新

住民學生的語言與文化學習為主，讓大寮國際學園成為前進東協、邁向國際

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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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大寮國際學園印尼月文化活動 

 

 

 

 

 

 

 

 

 

 

 

圖 5北高雄創新學園成立 

「北高雄創新學園」首創全國第一，三大創新整合模式，「跨區域」、「跨

學習階段」、「跨產業」。北高雄阿蓮、路竹、湖內、茄萣四區 25 所國中小和

高中，面對少子女化的衝擊、學子外流越區就讀情況嚴重、社會對於學校辦

學的期待，因此整合資源各校成立特色課程，有效銜接學區國小發展特色，

以「翻轉、創新」為核心理念，形塑各校辦學特色和擴展學生學習觸角，打

造成為特色品牌，以吸引適齡學生就近就讀。 

成立「旗津海洋學園」深耕本市海洋教育，鼓勵學校積極參與，成為高

雄市海洋、環境、藝文與文化推動基地。結合旗津區 4 所國中小，透過海洋

核心區域學校資源整合，將海洋教育擴展至核心與鄰海學校，讓區域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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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聯盟學校具海洋教育競爭性；未來將發展獨特色課程模組，以引發學生

對於海洋求知欲與親近海洋的動機，實現海洋首都的願景，培育卓越的海洋

領導人才。 

四、新校園運動 V.5.0 

打造校園「未來世代學習空間」，教育局推動「新校園運動 V.5.0」是一

個開放性的詮釋和創造的行動，106 年 8 月 16 日正式啟動「高雄新校園運動

V.5.0」暨「玩出未來-打造新幼兒園」。 

基於關切台灣及高雄市未來的競爭力，以及開放和創新的精神，為了保

障學生的安全對耐震性不足、校舍危樓進行補強、拆除、或重建，教育局向

教育部爭取專案補助經費 14 億餘元，推動「新校園運動 V.5.0」，預計在

106-108 年改建 14 所國中小老舊校舍。藉由這次拆除重建專案，順勢導入素

養課程與教學的創新元素，結合社區、融入地方特色，充分的溝通與對話，

在本市探索和創造出一個「未來世代需要的學習空間」，讓學生樂於學習、

教師利用有效的教學環境打造出屬於我們國家與社會的競爭力。 

「玩出未來~打造新幼兒園」，建立創意遊具設計準則，並透過創意遊戲

場設計工作坊及創意遊戲設施設計準則聯合工作小組會議，擬定遊戲設施設

計審查及安全檢驗流程圖，提供各幼兒園(學校)參酌規劃設置創意遊戲場。

106 年度補助 14 所學校及園所，共計 2,309 萬 8,000 元設置創意遊戲場。 

 

 

 

 

 

 

 

 

圖 6 全台首座兩樓高溜滑梯在鹽埕區忠孝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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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園共享－翻轉校園空間 

校園空間是公共財，為使校園空間效益極大化，整合中央政策、市政目

標、社區發展與民間需求，將校園閒置空間用途分為九大類，包括銀髮照護、

公幼托育、社會企業、社會福利、青年創業、遊學實驗、樂齡學習、藝文展

演與其他，除了積極推動校園空間活化工作，也讓公共資產的效益極大化。 

本市突破了許多法令限制，創造出許多全國第一，如大同醫院利用大同

國小閒置校舍開辦日照中心「大同福樂學堂」；甲仙區中興國小舊校區活化

為照護高關懷學生的「九天藝能家園」；鳳西國中舊合作社活化為「實物銀

行-幸福分享中心」；以及配合新南向政策活化大寮國中閒置校舍成立「大寮

國際學園」，均以創新思維將閒置空間活化做最大的利用。 

全國首創「高雄市校園空間活化網」，除了可瀏覽校園已活化成功案例、

查詢待活化校園閒置空間資料，也提供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整併後校園空間活

化再生資源網站國內、外案例。訂定「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閒置

空間活化獎勵方案」，鼓勵學校多元活化空間，打造民眾、學校、社區共好

之社區共同圈。自 102 年 8 月推動校園閒置空間活化至今，閒置空間面積達

3 萬 9814.5 坪，共計活化 54 校、7 棟閒置校舍、398 間教室與 14 處校園空地，

租賃收益約為 1 億 110 萬 8,219 元，創造出開源節流實際效益。 

未來將持續精進校園閒置空間作為，建立校園閒置空間活化 SOP 流程

與模組，協助本市各級學校，以創新試驗、混齡校園為目標，透過閒置空間

的翻轉活化，加速推動校園的再生利用。 

 

 

 

 

 

 

 

圖 7甲仙中興國小閒置空間成立的九天藝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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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發展方向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適性揚才」為核心理念，108 學年度即將實施新課

綱，教育局將引領學校以對學生最有利的角度出發，輔導學校建立特色，兼顧學

生權益，致力縮短學用落差，設計能與國家政策、國際趨勢接軌的課程，以提升

學生自主學習力，讓學生能有一定程度的競爭力，促進教育創新與發展。 

從開創教育新思維，到翻轉校園軟硬體齊步走，教育局提供高雄市的孩子更

好的教育環境與資源，持續從幼兒園開始，積極提供平價、優質、普及的托育選

擇；爭取設立社區學校共讀站，朝向突破傳統教室的學習侷限。從「高雄市新校

園運動 5.0」、「前瞻幼兒園」到「社區共讀站」，朝向跨世代共學的校園空間規劃

的趨勢，同時引進多元創新力量，在環境空間與課程教學相互配合下，結合產、

官、學、研等力量，以翻轉創新，培育未來人才；深耕本土，營造健康優質教育；

放眼國際，提升全球競爭力的教育方向發展 

圖 8鼓岩國小學畢業生高興的拿到橫渡愛河的「完賽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