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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教育生態

新興區新興國小元宵慶典乞龜祈福活動



學校概況

依班級數 國中 國小

6班以下 9 66

7-12班 21 37

依學生數 國中 國小

50人以下 6 26

100人以下 13 58

小校數

幼
兒
園

705園
教保服務人員

6,574人

幼生

62,171人
公立 213
非營利 71
私立 421

公立 1,371
非營利 639
私立 4,564

公立 11,877
非營利 6,801
私立 43,493

*非營利含公共化職場互助教保中心、私立含準公共幼兒園

中
小
學

355校
教師

17,190人

學生

235,200人
市立 345
私立 10 市立 16,266

私立 924
市立 218,593
私立 16,607

*私立含實驗學校



教育經費概況

單位：億元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比較增減

合計 600.63 565.39 35.24

經
常
支
出

(95.3%)

小計 572.31 541.76 30.55

用人費用 (65.3%) 391.93 381.84 10.09

教學計畫及活動
(22.2%)

133.60 115.93 17.67

行政管理 (7.8%) 46.78 43.99 2.79

資本支出 (4.7%) 28.32 23.63 4.69

*113年度用人費用中，現職人員待遇308.67億元(51.4%)、退休撫卹

支出83.26億元(13.9%)

資本支出

4.7%

用人費用
65.3%

教學計畫及活動
22.2%

行政管理7.8%

經常支出

95.3%

113年度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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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施政要項

「2023雙語教學領航研討會」
促進校際傳承雙語教育成功經驗



深耕技職教育培育產業人才

在校生丙級檢定

112年度工業類計3,252人學生參加，通過率75.62%；

商業類計764名學生參加，通過率61.65%

多元
職探技職

再生

產學
合作

專業
加值

技能
養成

向下扎根-強化職業試探

112年國中小職業試探課程

與相關活動共計提供約3萬

餘人次國中小學生參與

鼓勵教師赴公民營機構實(研)習

112學年度國教署錄取4校175位教師

暑假赴產業學習新知

強化學生實習實作能力

112學年度計12校獲核定經費1,065萬餘元，

補助學生赴產業實習，學習產業技能

拓展國際技職交流

112年選派3校11名師生赴

日本海外實習交流1個月

2023高雄技職教育
論壇

邀請高雄在地產業大

師、國際技能競賽國

手經驗分享，帶領國

中教師看見技職教育

的特色與亮點，引導

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

道路

傳統產業

112學年度產學攜手、建教合作、特色課程計8校84班

2,550名學生就讀，合作廠家300餘家，截至112年獲國

(民)營合作事業機構錄取留用者，總計約400餘人

新興科技產業

112年度共計完成12梯次研習與培訓課程、1場次業界

參訪與實習、1場次國中試探課程，提供國高中職師生

約334人次新興科技產業技術學習契機

專業技術 ‧ 培育人才 ‧ 在地任用



英語行動車雙語友善商店

113年編列
雙語預算經費達

4億元

109至113年成長5.54倍 持續推動

特色雙語計畫

落實全市校校有雙語

天天學雙語 ‧ 交流零距離

擴大辦理
雙語社團

1,169個
達全市總社團數20％

累計締結
國際姊妹校

220校次

累計培訓
在地雙語師資

676人

延攬英語系國家
外籍教學人員

212人



強化幼兒教保服務競爭力

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

41.8%

公幼全面延長照顧
1人即開班

113年2月起每小時不超過 35元

寒暑假每月不超過 2,000元

準公共幼兒園

259園全國 最高



首創數位票卡兌餐及推動月經平權

安心餐食數位票卡

國中小弱勢學生例假日及寒暑假

可持票卡至便利商店及本市𡘙師

傅、正忠排骨飯兌餐，補助額度

65元(合作店家最高加碼至85元)

「e」卡「飽」護 ‧ 孩子安心

112學年度第1學期

計補助1,375萬元、4,000人

榮獲雙獎肯定
國發會第6屆政府服務獎
天下雜誌2023城市治理卓越獎

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推動方案

三級學校弱勢學生(含導師認定)每

月可持票卡至全國便利商店兌領

200元生理用品，113年計補助

2,002萬元、8,342人

首創一卡兩用 ‧ 推動月經平權



優化校園周邊環境

兼顧校園與街道介面通透

優化步行環境

升級市容景觀

改善通學道

建構人本友善通學路徑

改善家長接送秩序

減輕導護人力壓力

校園圍牆通透

112-113年(截至3月)

改善通學道經費達

131校、9億8,540萬元

含市府預算47校、1億1,725萬元
爭取國土署核定84校、8億6,815萬元

獲國土署補助84校
為全國之冠

湖內區明宗國小
全面通透型校園

苓雅區五權國小
通學道改善



推廣愛河水域運動教育

由教育向下扎根，提高學生

親水意願，增進本市從事水

域運動人口，型塑愛河水域

運動意象

教育局與運發局、海洋局合作

編列水域運動預算

528萬元
補助學校課程費、交通費、
帶隊教師鐘點費

發展水域運動社團

至少20校
國小13校、國中4校、
高中3校

週一至週日分別有光榮國小、

鹽埕國中、高雄中學學生在

愛河進行帆船、獨木舟等

水域運動訓練

帆船

獨木舟

立式划槳SUP

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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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業務績效

本市「112學年度科技積木創意競賽」
學生創新展能挑戰淨零排放主題



深化本土教育

國際，學習視野多元化

提升教學量能 鼓勵語言認證

擴充本土師資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計

526人

現職教師計795人

薦派專任教師參加第

二專長班計119人

教師專業增能

教師認證輔導及增能、

教學支援人員培訓及

回流研習56場次

多元競賽活動

本土語文競賽

國中小原住民族歌謠、閩南

語、客語藝文本土技藝競賽

計316隊、1,175人次參加；

母語微電影創作計48組參賽

本土文化體驗

「走讀高雄」校外教學補助

60梯次、國小本土景點踏查

119個景點計1,356人參加

參與本土語文認證者予以

補助報名費、獎勵金、

敘獎、考試及甄選加分

等獎勵



推展國際教育

國際，學習視野多元化

與世界做朋友×文化交流×全球競合力

1
補助學校締結
姊妹校經費，
推動偏鄉學校
國際教育交流

3
結合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
標(SDGs)等
議題進行英
語專題發表

2
姊妹校累計

220校次

本市94校
國外193校

4
辦理實體及
線上國際教
育交流計

230餘場次，
參與師生破
萬名



扎根學校體育

跨域，學習資源多角化

基層選手培訓

鼓勵辦理賽事

提高學校辦理市中運、

市小運及中小學體育

促進會各項運動聯賽

補助

獎勵績優學校

研訂獎勵重點賽事

成績優異學校補助

計畫，針對重要全

國賽事績優學校，

編列預算給予獎勵

增加參賽補助

膳食費每日

250元→300元
住宿費每日

500元→800元

補助學校重要賽事聘任參賽隨隊防護員

與市立大同醫院簽訂體育班運動選手整合

照護合作計畫備忘錄，設立整合照護中心

運動防護機制

編列預算

1,180萬元
增設15個運動防護站
聘任專職運動防護員，

每站至少巡迴服務2校



精進智慧學習

跨域，學習資源多角化

▲E-game派森試煉數位學習
平台，註冊人數達111萬人

推動AI智慧教育

▲推動5G新科技計畫，開發
「三山國王妙」VR教材課程

▲設置10所數位機會中心，
提供偏鄉民眾數位體驗

▼機器人競賽表揚

智慧學習新科技
璀璨高雄共學力

▲鏈結程式教育課程，獲
世界機器人等競賽金牌佳績

▲112年計1萬5,468名教師
參與數位學習工作坊

▲辦理全國中學生黑客松競賽，
鼓勵學生運用雲端AI服務



落實人權法治、族群平等及品德教育

落實推動
落實本市113-115年

推動品德教育實施
計畫

於正式、非正式課程
及校園情境融入人權、
法治及品德教育

透過會議、工作坊及
友善校園週落實推動

宣導深化
訂定本市

族群平等教育指引

促進族群平等之教育
環境

辦理世界母語日活動，
匯集並體現閩客原新
各族群特色

競賽活動及教師培力

• 品德標語、人權學藝競賽等

• 發展教材教法及蒐集優良示例，

為教師培力增能

人權學藝競賽世界母語日活動

共融，學習型態多樣化



學前
1人即開班

每小時不超過 50元

國小

全面免收費

國中

每學年度補助600節

全面開辦延長照顧

關懷身心障礙學生

共融，學習型態多樣化

教育階段 學前 國小 國中

校數 20 60 29

班級數 21 185 50

服務學生人次 74 1,504 399

經費補助 374萬元 3,273萬元 294萬元

相較前期 增9班 增5班 增6班

(112學年度第2學期)

身心障礙課後照顧專班辦理情形

率先全國
全面照顧



營造友善校園

共融，學習型態多樣化

專任輔導教師

465人

專業輔導人力
(社工師、心理師)

69人

加碼補助兼任輔導
教師減授課節數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設置7大分區

透過輔導人力統籌調
派方案，提升輔導可
近性及時效性

推動校園霸凌防制積極性作為

設計校園霸凌防制課程，引入修復式

正義輔導策略，設置專業輔導人力，

健全校園三級輔導機制

中輟中離的預防與輔導作為

• 跨局處整合社政、衛政、警政及

教育資源擬定輔導策略

• 開設彈性、高關懷課程及辦理高

中中途離校學生穩定就學計畫

• 「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協助

未升學未就學國中畢業生或高中

中途離校學生進行生涯探索

府級校園防制
霸凌處理機制



打造綠色永續校園

永續，學習環境優質化

• 與水利局合作辦理污水下水道教育課程

• 農業部水土保持酷學校本市入選3校

• 112年國中小推動能源教育標竿學校選拔

阿蓮國小銀獎、杉林國中優選

淨零教育 ‧ 從校園扎根

與淨零學院及大專院校合辦
碳盤查及淨零措施全市研習

4場次

列為113年校長會議重要議題

太陽光電設置校數

330校

全國 第一

光電發電總量達
校園冷氣年耗電總量

2.3倍



強化校園傳染病防治

永續，學習環境優質化

掌握疫情整備物資

警戒區校園即時辦理清消工作與疫情通報

整備口罩、耳溫槍、消毒用品及快篩試劑等

落實衛教宣導

衛教海報、跑馬燈、圖卡、課程教案及學習

單等，提升師生腸病毒防治等知識

用餐環境通風，配膳前落實手部衛生、

戴口罩及勤洗手等防護

教育、衛生及環保

單位合力巡檢校園

腸病毒、登革熱防

治工作

三級管制健康監測

校內人員健康監測與通報管理

生病不上班、不上課

研習增能及預防接種

辦理傳染病防治增能研習及

校園流感疫苗接種



提升學生拒毒反詐意識

永續，學習環境優質化

112年於各級學校辦理

拒毒反詐宣導活動

3,943場次

累計167萬餘人次參與

友善校園 ‧ 拒毒反詐
結合教育部、中華藝校、
山頂國小製作創意反毒
反詐騙宣傳影片，請各
校於友善校園週、集會
時間推廣宣導



多元學習 取得學歷
整合終身學習資源

永續，學習環境優質化

樂齡
學習中心

自學學力
鑑定考試

高齡自主
學習團體

國中小補校
高中進修部

市民學苑 新住民
學習中心

成人基本
教育班

本市為南區主辦縣市
113年核定49團

開辦31校、11民團
113年第1期開設52班

開辦單位17個
113年第1期
開設186班

112年教育部評鑑特優
105年達成1區1樂齡
244學習拓點

大旗山區圓富國中
北區仁武國小
南區港和國小

社區大學

112年教育部評鑑特優
7所社區大學

國小13校
國中 16校
高中職8校

國中小3月
高中職10月



教育部112年度
中輟生預防及復學輔導
本市獲表彰為

績優縣市

教育部112年度
評鑑樂齡學習政策實施、
社區大學業務

本市均榮獲特優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本市安心餐食票卡計畫
榮獲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第6屆政府服務獎

暨《天下雜誌》未來城市

2023天下城市治理卓越獎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2023城市工程品質金質獎

計3校(園)工程獲獎

獲獎績效分享
112年7月至113年2月

教育部
校園資訊基礎環境
本市112年執行成果
暨113年推動計畫

榮獲特優

本市學校榮獲

教育部2023教學卓越獎
1校金質獎(巴楠花部落中小學) 

2校銀質獎(興中國小、六龜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