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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市教育願景、使命及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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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臺北教育力表現｜



 2015至2022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世界宜居城市評比（2021年前140座；2022

年6月139座及172座城市），臺北市教育項目蟬聯滿分（100分）。

 2019至2022榮獲IDC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SCAPA）教育類殊榮，為臺灣歷年來唯一在教育類別累計3年獲獎的城市。

 2021WITSA（5大洲84國家）全球資通訊科技應用獎E-Education &Learning Award「臺北酷課雲」獲得首獎。

國際領航世界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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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臺北教育力表現｜



整體教育力 智慧教育

 2021 經濟日報

「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教育領域六都第一，

全國冠軍。

 2014 至2021 遠見雜誌

縣市總體競爭力大調查臺北市為六都第一，其

中教育與文化蟬聯第一。

 2014 至2021 天下雜誌

幸福城市大調查，臺北市文教力蟬聯第一。

 2018 親子天下

縣市教育力總成績第一，閱讀力、教學力、公

平與多元創新3項指標全國第一（最近一次）。

 2022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智慧教育－臺北酷課雲4.0-酷課APP。

 2017、2021獲教育部特殊教育行政績效評鑑各項目最高等第「優等」，

總績效蟬聯優質特殊教育縣市（每四年一次）。

特殊教育

技職教育
 2019至2021連續3年獲教育部評定「技職教育獎」全國優等首獎。

 2019至2021全國技能競賽連續3屆（第49-51屆）獲總獎牌數累計全國第一。

 2018至2021全國工業技藝競賽連續4年得牌數居全國第一。 p4

2-3 臺北教育力表現｜



終身學習與
社會教育

 2019至2021年連續獲教育部「臺灣閱讀風貌及全民

閱讀力」年度整體閱讀力表現績優城市「直轄市組」

第一。

 2021、2022辦理社區大學業務經教育部審查評定為

「特優」。

 2020、2022教育部執行樂齡學習政策計畫「特優」

(2021停辦)。

 2020交通部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執行成果，交通安全教育小組榮獲全國六都第一名。

 109學年度各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金安獎計6校榮獲

特優(最高獎)，全國最多。

優質教育建設

 2021「敦化國小校舍拆除改建工程」榮獲中華建築金石

獎優良公共建設類（規劃組）金石首獎。

 2021「新湖國小學活動中心新建工程」榮獲中華建築金

石獎優良公共建設類（規劃組）金石獎。

 2021「永建國民小學改建工程」榮獲世界不動產聯盟全

球卓越建設獎。

 2020「永建國民小學改建工程」榮獲國家卓越建設獎

（施工品質類）－金質獎。

 2015「潭美國小遷校新建工程」榮獲第23屆中華建築金

石獎規劃設計組金石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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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臺北教育力表現｜



師生傑出表現
 2014至2021國中教育會考五科平均精熟級（A級）比率遠高於全國（為全國平均近2倍），五科平均待

加強（C級）比率遠低於全國（僅為全國平均之一半），落實拔尖拖底之目的。

 2017、2019、2021榮獲第57、59、61屆全國科展縣市團體組第一名。

 2021全國師鐸獎臺北市10名教師獲獎、2022臺北市9名教師獲獎，皆為全國第一。

 2021全國校長領導卓越獎臺北市4位校長獲獎，全國最多。

 2021全國教學卓越獎臺北市5所學校獲得金質獎，全國最多。

 2021全國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選拔臺北市5位教師獲獎、2022臺北市6位教師獲獎，皆為全國最多。

 2021教育部國中小學習扶助人員評選獲獎數，全國最多。

 2015至2021代表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其中3年奪金數全國第一，4年奪金數全國第二。

 2022福林國小代表參加世界少棒聯盟(LLB)獲亞太區冠軍，8月將前往美國威廉波特為臺灣爭光。

 2022景美女中拔河隊參加世界運動會拔河賽，榮獲540公斤級金牌，締造5連霸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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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臺北教育力表現｜



4,929,130
6,226,589

10,836,244

16,527,628

35,816,376

81,840,988

105,91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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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防疫措施

全市備援1.6萬部載具+3000部AP分享器

校園場地 7/18起室內外全面開放

校外教學 8/1起各學層開放跨縣市，需完整接種疫苗

泳訓班 8/1起開放辦理，需完整接種疫苗

體育競賽 7/1起開放觀賽，進場人員需完整接種疫苗

 提供弱勢學生在家使用軟硬體設備

後疫情時代，新常態教育3-1｜

臺北酷課雲提供 1.13萬部

瀏覽人次
突破1憶

*統計至111.7.26數據

 後疫情時代線上教學成為新常態

實體直播線上彈性教學、線上學習專班、線上非同步課程

/學科影片/酷課OnO/主題學習/閱讀探索

 校園疫苗接種 *統計至111.6.30數據

• 學校教職員第三劑達96%、國高中生第二劑達92%

5-11歲幼童第一劑達67%

• 7/30、8/6設幼兒莫德納12行政區接種站

8/13設5-11歲BNT及6-11歲莫德納12行政區接種站

直播教學
使用人次
1.89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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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孩子，我們一起養3-2-1營造多元友善的育兒環境｜

111
學年度

公共化教保服務達70%
朝特幼公共化100%目標精進

達736班
20,302名

達48班
384名

達54園
(中心)

7,161名
達10,800名

學費及相關補助

2至5歲
學費補助

公共化教保服務

非營利幼
兒園

普幼 特幼

準公共幼兒園

公立幼兒園

2至4歲
育兒津貼

公共化幼兒園

臺北版
合作群組

COPAY
薪資及
營運經費

112
學年度 公共化教保服務以衡平區域需求持續增設

朝特幼公共化100%目標精進
以「平權共融、創新永續」願景推動高品質學前教育

達742班
20,398名

達48班
384名

達84園
(中心)

8,997名
達11,000名

補助2-4歲私幼
13,660元
（每學期）

補助5歲私幼
2,543~

1萬2,543
（每學期）

1名子女每月
3,500元

3名子女每月
加碼領取
4,500元

111年8月1日起

1名子女每月
5,000元

3名子女每月
加碼領取
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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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創新課程教學(110學年度)

111年7月5日
頒布《臺北市學前教育白皮書》

以兒童為中心的高品質幼教3-2-2營造多元友善的育兒環境｜

• 瑞吉歐方案教學

• 運算思維教學

• STEAM教學

16園

11園

8園

• 英語融入教學

• 蒙特梭利教學 1園(萬華幼兒園)

27園

 首創師生比降低試辦方案1:12(10園試辦)

 準公共教保服務人員久任津貼

高質量師資人力

高功能
園舍空間

高支持
親職教養

高效能
輔導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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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創新教育選擇權3-3｜

亞洲第一所打破實體校園限制的公立高中
「臺北市數位實驗高中」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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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間，開創多元交流模式，

與他國學校師生交流數

突破2萬人

• 於111年7月27日發布

臺北市國際教育白皮書PLUS

本市師生國際交流

穩健推動雙語及國際教育3-4-1｜



校 2校 6校 13校
28校

51校

78校
102校

130校

160校

209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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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充足

2026年臺北市國中小 209校雙語教育達100%

已達到38%

77%

累計完成國小一至五上合計76套(國中七上16套預計於111年9月完成)，112

學年度全面完成192套

雙語
教師聯甄

優秀外
籍學人

具雙專長
教師市內
介聘

現職教師
培訓

持續研編雙語教材

發展聽說評量工具

111學年度雙語師資需求720 名

預計將有985名

與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LTTC)合作研發，國小一至二年級生活、三至四年級自然課程

已晉用102名

總計4,545人次
參與培訓

每校1名/78名

(雙語教學專長證明書)

創全國之先

建立師資認證機制

多元管道培育雙語師資

穩健推動雙語及國際教育3-4-2｜



110學年度本土語言教師認證研習

18場1,211人次參與 p13

族語別 班級數 修課人數

太魯閣族語 60 73

阿美族語 406 773

布農族語 72 85

卑南族語 17 23

排灣族語 98 136

鄒語 12 15

泰雅族語 139 190

魯凱族語 9 11

賽德克族語 13 17

雅美族語 3 3

撒奇萊雅語 3 4

總計 832班 1,330人

語言別 班級數 修課人數

越南 172 367

印尼 54 120

泰國 40 75

菲律賓 12 316

馬來西亞 22 34

緬甸 12 18

柬埔寨 4 4

總計 316班 934人

 110學年度原住民族及新住民語言開課情形

秉持1位學生

有意願即開課為原則

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素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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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基礎智慧建設

 100%校園光纖網路

 AI大數據分析輔助智慧網管系統即時監測

6,036間智慧未來教室(72.7%)

3,925間裝設大尺寸觸控螢幕(47.2%)

生生線上學、師師用載具

 達成生生用平板14萬2,578臺

補助師師有載具2萬38臺達成一師一載具

 學生自備載具到校學習(BYOD)

110學年度36校316班實施

 培育450名酷課師團隊

臺北酷課雲線上教學資源

• 至111年底提供1萬1,346部線上學習影片

(均一平台合作787支)

• 12主題學習區 7項閱讀探索資源

• 15縣市簽訂合作備忘錄

• 酷僑計畫推廣至海外1,054所僑校

精進資訊科技教育

 完備K-12運算思維與程式教育課程

 打造AI、元宇宙等師資課程及教學環境

 元宇宙544位認證教師、推廣巡迴150校

 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AI專班高中增至3所

八大面向功能

1.學習獎勵
2.親師聯繫
3.數據調查
4.數位資源
5.遠距學習
6.空間管理
7.校園繳費
8.課間教學

• 親師生平臺/酷課APP

下載次數超過15萬
• 92校國高中職實施電子書證

• 市立高中職33校實施

111學年度向下延伸至國中小

• 7校試辦結合區塊鏈技術

行政E化、智慧校園4.0

推動數位平權‧教育翻轉3-6｜

(111學年度中正高中、百齡高中及陽明高中)



累計獲產業挹注價值約1億9,3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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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機器人技術教學中心

自動化機器人協會
上銀科技公司、臺灣科大

智慧家電技術教學中心

LG台灣樂金公司

電動車技術教學中心

光陽機車公司

節能技術教學中心

冷凍空調公會

汽車修護教學中心

和泰汽車、國都汽車

自動化技術教學中心

台灣西門子公司

美學設計教學中心 商業金融教學中心

完成大型產官學研合作案達23案

建置教學技術中心7間 +2間
預計111學年度

鏈結企業家數達53家 60間
成長幅度達10%以上

111學年度增加建置2間中心

技藝競賽 表現亮眼

• 世技賽第43-45屆三連金，全國第一
• 全技賽第49-51屆三連金，全國第一
• 工業技藝競賽四屆獎牌數量，全國最多

培育實務技術專業人才3-7｜

跨域產學微課程共71門/1,781人

FPGA可程式化電路應用教學中心

撼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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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在五大評鑑項目均獲評〝優等〞• 「行政組織與運作」

• 「鑑定、安置及輔導」

• 「課程及教學」

• 「特殊教育支援、資源及經費編列」

• 「整體成績」

(最高等第)

2017、2021年獲教育部特殊教育行政績效評鑑

總績效蟬聯優質特殊教育縣市 (每四年評比一次)

精進適性多元特殊教育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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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教育

身心障礙鑑定安置學生數

1萬,3192人

110學年度新增鑑定安置人數

5,934人

侵入性醫療照顧

41人

設置高中專業技能班

113人

特教助理員服務量能

1,166人次

特教學生中介服務量能

1萬2,768人次

跨域整合
《醫療單位：情緒障礙安置場所》

六合學苑、向日葵學園(榮總)、蘭亭書苑(聯醫松德)

資優教育5.0

區域性資賦優異

26校 /34件

補助金額

218萬

區域衛星資賦優異

27校

補助金額

1,063萬

高中以下縮短修業年限

25校 /317件

資優教育國際合作

15位良師/14名學生

精進適性多元特殊教育3-8-2｜

110學年度新增鑑定安置人數

2,503人

資賦優異鑑定安置學生數

7,042人

• 《藝才班》
國小32班730人、國中27班656人

高中27班622人

• 《校本課程》
駐校藝術家及推展傳統藝術
補助187校、776萬7,075元

• 《校外活動》
2年級偶戲體驗、3年級典藏美術、

4年級親臨劇場、5年級交響樂樂團、

6年級傳統音樂

• 《學校社團》
與市立交響樂團合作一校一樂團、

校園音樂劇共19校

• 《跨域素養、青銀共學》
「臺北啟動跨世紀～共融共學生活藝術新

紀元計畫」服務95校次、總經費約590萬。

多元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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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校園飲食安全及培養學生終身運動素養3-9｜

• 賡續強化學生體適能及SH150+

 109學年度學生體適能通過率為65.71%，高於全國平均59%

 落實校園SH150+計畫，學生每日均應參與體育活動，每星期合計應達200分鐘以上

• 參與國內外各項體育競賽

 福林國小代表參加2022年世界少棒聯盟(LLB)獲亞太區冠軍，8月將前往美國

威廉波特為臺灣爭光(111.7.4捷報)

 111年全中運於111年4月16日至21日假花蓮辦理10項賽事，餘15項賽事因疫情延至7

月分三階段辦理，本市選手捷報頻傳，賽程於7月27日辦理完竣

培
養
終
身
運
動
素
養

• 提升校園午餐食材

✓國中小學生每週食用3次有機蔬菜(品項達19種)及1次有機米

• 推動食農及環境教育 (友善環境作物，培養知能惜福精神)

✓小田園綠屋頂平臺種植計畫111年共281校參與(公立236校、私立18校、幼兒園27園)

✓於8月教育博覽會中展示成果並將出版「從田園到餐桌」電子食譜

強
化
校
園
飲
食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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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人文關懷教育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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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學力提升方案 落實數位教育平權

注重人文關懷教育3-10-2｜

各學層一般生、特教生 國、英、數、理等

國中、國小學生 國、英、數

高中職學生、國中新生
國、英、數、理、學
習歷程檔案編輯

國中、國小學生
預計辦理28場次閱讀
創作營

課業輔導

銜接課程

學習扶助

閱讀力方案

學習扶助課程免費，其餘課程經濟弱勢生學費酌減或免收，
閱讀營保障經濟弱勢生名額

• 酷課雲暑期銜接、「夏日遊樂園×酷課雲陪你樂

學趣」課程

• 線上直播，全程免費

• 課程錄影將上傳「酷課OnO專區」及酷課雲

Youtube頻道，開放全國瀏覽

基
礎

加
強

• 四大主軸、實體線上雙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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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平權(國中女性生理用品補助計畫) 安心就學

 111年3月起實施國中女性生理用品補助計畫
每月提供2張生理用品兌換券(約200元)

 111學年度並往下扎根對於5所國小進行宣導試辦

 提供可兌換之生理用品共5種類型涵蓋：

 補助弱勢學生課後照顧費用

110學年度預估補助人數達1萬2,000人、1億100萬元

 國小生延長課後照顧經費

110學年度預估受惠人數達1,100人、補助503萬元

 弱勢學生營養午餐補助

110-2計約補助1萬6,000人、逾8,490萬元

111年暑期起，提高寒暑假補助65元/日

※每年補助弱勢學生1億8,000萬元至2億元

(1)護墊、(2)一般型、(3)加長型、(4)夜用超長型、(5)棉條

*8/7起提供

注重人文關懷教育3-10-3｜



職能發展學院(與市立大學)EOD案
規劃479床宿舍供市立大學使用，預計於114年竣工。

大同高中及長春國小EOD案
已委託建築師辦理可行性評估中，預計111年底結案。

p21

未來EOD潛力發展基地

忠義國小教育社福園區EOD案
已於110年1月完成第1期拆除工程，第2期上構工程施
工中，預計於113年8月竣工啟用。

艋舺學園EOD案
(華江高中、萬華國中、雙園國小、西園國小及南海幼兒園4校一園)

預計111年8月底啟動先期暨綜合規劃作業。

雙永國小EOD案(永春國小及永吉國小合併) 

111年8月1日雙永國小新學期開始，預計113年開工。

建構優質安全、健康共榮的永續校園3-11-1｜

EOD第一期 14案、21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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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永續節能校園

• 發布校園降溫與節能規劃指南

• 優化校園供電系統核定3,221間教室冷氣用電管理系統、164校電源改善工程

• 更新校園節能用電設備、爭取中央補助款完成6,396臺冷氣新設及汰換

• 推動雨水回收、透水鋪面、校舍屋頂設置光電板標租案

累計活化 849間

累計活化 1,083間

110學年度：

111學年度：

 111學年度利用學校餘裕空間建立老少共學、老幼共享的「代間學習基地」

餘裕空間活化 ▲每年7%

12座
特色遊戲場

15座
共融式遊戲場

一區一特色，區區校園有共融式遊戲場

*111年底累積完成至15座 *111年底累積完成至20座

建構優質安全、健康共榮的永續校園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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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數位樂學的社會教育場域

436萬2,219次

19萬5,117人次

80萬1,049人次

18萬1,625人次

41萬2,816人次

圖書館

天文館

動物園

青發處

兒童
新樂園

社教機構服務量能

*自111年1月1日至6月30日數據

營造終身樂齡學習環境3-12-1｜

• 圖書館-總藏量達861萬冊、電子書達48萬冊

首創「熟讀深思」podcast、314場閱讀活動

• 天文館-天文通識學程認證學分，330場天文推廣活動

• 青發處-創新學習基地，培育新科技種子教師訓練及認證40場創客校外教學

• 動物園-整體規劃分區分期更新展區，成功繁殖10種野生動物、

穿山甲借殖外交至捷克

• 組織改造(111.10.1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暨家庭教育中心

*111年5月底



 預定111年8月頒布「臺北市樂齡學習白皮書」

 於臺北e大設置樂齡學習專區
p24

樂
齡
據
點

 111年度上半年共開設2,121門課程

共有3萬6,829位學員參與

 學習普及率達全國第一

 提供線上、線下多元彈性教學模式辦理

12所樂齡中心

57所樂齡學堂

社
區
大
學

1區1社區大學，本市共17個教學點

 111年度樂齡學堂新增6所

 111上半年共開設1,868場課程

共有4萬6,523人次參與

 課程滿意度高達94%

1區1所樂齡中心，本市共69所樂齡據點

營造終身樂齡學習環境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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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進行中

發布日：110年12月13日

發布日：111年1月10日

發布日：111年7月5日發布日：111年3月11日

發布日：111年3月18日

發布日：111年2月22日

發布日：111年7月25日

預定發布日：111年8月9日

發布日：111年7月27日

預計發布日：111年10月

臺北市技職教育白皮書

● 臺北市樂齡學習白皮書

臺北市國際教育白皮書

● 臺北市身心障礙白皮書

● 臺北市實驗教育白皮書

● 校園工程標準作業指引

●校園降溫與節能規劃指南

● 臺北市學前教育白皮書

● 臺北市雙語教育白皮書

●

臺北教育政策白皮書（2022—2026）

延續發展 恆久卓越4-1未來教育發展方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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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保量能
公共&準公共

75%

 3-4歲納入免學費教育範疇
 研議規劃5歲幼兒納入義務教育

幼教體制改革

學前
教育

以品質保證
促進實驗教育創生資源

實驗
教育

雙語
教育

2026年雙語教育學校

國中小雙語教育達100%

‧ 高中國際課程
有2,000名受益學生逐年增加

209校
112學年度目標：102校

4-2-1未來教育發展方向｜

20%國際
教育

‧ 校校均有國際姊妹校
111年底前達成7所IB世界學校(包含5所候選)
西松、育成、中正、和平高中；濱江、北政、桃源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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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備載具到校(BYOD)

232校(100%)

元宇宙科技融入課程
培養新興資訊科技人才

‧ 賡續推動元宇宙教育

智慧
教育

‧ AI大數據結合學習診斷系統

持續推展產官學策略聯盟
技職
教育

終身
學習

校園
工程

111學年度目標

4-2-2未來教育發展方向｜

學校建築以EOD精神及內涵
規劃執行校舍改、新建，
共融共榮!

‧建立1行政區1座代間學習基地
老少共學、老幼共享

‧興建旗艦級大都會首都圖書館
智慧化、數位化、美好閱讀體驗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