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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課綱核心素養

• 「終身學習者」--觀察

• 基本目的--生存
• 生活

• 外在環境



如何實踐與達成？

• 教學方式

• 學習的評量方式

• 社會氛圍與家長價值觀
• 好學生

• 出人頭地



社會氛圍

•重「成果」(成績)

•輕「過程」(歷程)



12年課綱新領域--科技領域

• 全球化 ＆ 智慧化

• 動態有機體
• 資訊、資安、國安

• 科技創新與發展



科技發展的重要概念

• 使用與實踐

• 使用創新
• 發明為需求之母
• 需求為發明之母

• 創新實踐學習整合
• 創造新經驗
• 整合舊經驗
• 創造新知識

• 做創造新經驗與新連結



觀察體驗

• 鐵鎚
• 板模工是否使用？

• 為什麼？



自造教育

• 創客與自造者

• 美國的maker背景

• 對自造教育的啟示



創客與自造者

•「創客」在字面上突顯了「創」，講求改變科技社會所
需的創造力，也強調創意、創造、創業所帶來的三創經
濟效益，在意義上偏重業界結合的創業。「自造者」，
在語詞上則有親手製造、「自我」實踐的精神，具有獨
立個體的傾向，比較偏向「人」的習慣態度養成。



美國的maker 背景

• 從車庫文化到新時代的創業家

• 個人的創新想法、動手實踐與創新創業的習慣

• 美國創造與創新的文化精神

• 美國自豪的創新產業發展：IMB, Apple, FB, …



啟示：自造教育培養軟實力

• 自信心與興趣

• 實踐動力與機會

• 創新經濟的基礎



啟示：自信心與興趣

• 透過動手實做，建立成就感

• 提供孩子從環境察覺的機會與需要

• 建立生活情境與學習知識內涵的連結

• 培養孩子的成就感與自信心



啟示：提供實踐的動力與機會

• 空有想法無法實踐，無法形成創意、實踐、創新、創業
的發展軌跡
• 創業不失見得每次成功

• 成功的創業被誇大

• 三分之二的創業是失敗

• 必須要有經費投入學習失敗

• 練習與實踐中累積失敗的經驗與成長

• 重點：練習與實踐



啟示：創新經濟的基礎

• 從生活中找出需求

• 開發創意的解決策略

• 具體實踐發展出產品

• 透過募資創業

• 創造出新的經濟型態



觀察、問題察覺

構思、動手操作

實踐、反思

課程、教學、評量

環境建置與教師增能

理
念

實
務



教育部自造教育推動

• 自造教育示範中心的成立
• 105年中小學自造教育示範中心暫行要點

• 106年各縣市完成22個自造教育示範中心

• 109年完成全國中小學100個自造教育示範中心

• 自造教育輔導中心成立
• 105年成立

• 106～108年資師、課程教材、訪視輔導、競賽展示



推動的課程基礎：課綱連結

• 自造課程的實踐與課綱的結合
• 各領域均可

• 與科技領域的特質相符



科技領域教學特色

• 做
• 經驗學習

• 多感官學習，長久

• 用
• 瞭解問題

• 產生需求

• 想
• 統整、價值建立

• 批判、價值選擇



• 科技領域課程的結合

• 環境建置
• 生活科技教室100萬1~3年補助

• 教師增能

• 課程



科技領域的推動



科技領域課程時數

• 高中
•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必修4學分、選修8學分(助於自然組

科系推甄備審)

• 國中
•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每週2小時

• 國小：無時數
• 彈性學習課程…統整性的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 社團活動、技藝課程、特殊需求課程



12年課綱科技領域特色1/2

• 科技領域教學特色
• 做、用、想

• 動手「做」實踐能力
• 使「用」科技產品有效率與妥善應用能

力
• 設計與批判科技「想」面對問題與解決

能力

• 資訊科技
• 運算思維為主軸

• 電腦科學知能，應用能力
• 解決問題能力
• 團隊合作
• 創新思考的能力



12年課綱科技領域特色2/2

• 國小：設計製作

• 動手實踐、使用科技，引領實作興趣

• 國中：創意設計

• 問題察覺與解決：使用為發明之母、發明為需求之母

• 利用前工程方式解決問題

• 高中：工程設計

• 以為國中為基礎、前工程教育

• 強調系統化問題解決



科技領域課程方向

• 新課程的願景
• 資訊科技強調以運算思維為主軸

來解決問題

• 生活科技強調機構設計、結構設
計、應用數位加工機具、工程設
計專題製作

• 師資人力：能力與供需

• 設備：生活科技、資訊科技之設
施



推動策略三面向的作為

設備

• 資訊基礎設施

• 生活科技教室

課程

• 輔導群與團

• 示範中心

• 前導學校

師資
• 增能
• 二專長



師資培育

• 資能學分班

• 二專長班

• 非專長教師增能

資訊科技科
台灣師範大學統籌協調
台師大、中原大學、清華大學、
靜宜大學、中興大學、彰師大、
暨南大學、嘉義大學、高師大

生活科技科
高雄師範大學統籌協調
高師大、台師大、彰師大、
正修科大、中原大學



教學設備

• 12年課綱教學基本設施計畫
• 資訊設施

• 網路建置、電腦教室資訊科技教室
• 國中24/1、國小36班/1
• 國中將增設204間、國小將增設75間

• 生活科技教室
• 1385間
• 25班以上學校，每增24班可增設1間
• 每間基本設施100萬
• 分三年逐步建置

• 考量學校師資、課程執行情形





KPI指標
建置國中生活科技教室資訊

設備
教師產出科技教案示例件數

年度 階段 教室間數 教案示例件數

106年 國中 本年度前瞻計畫未補助國中小 本年度前瞻計畫未補助國中小

107年 國中 820間 22件

108年 國中 565間 48件

109年 國中 本年度前瞻計畫未補助國中小 本年度前瞻計畫未補助國中小

前瞻計畫：國中生活科技kpi

29



課程教學

• 國教署
• 成立中央科技領域輔導群

• 輔導縣市科技領域輔導團

• 建置國民中小學自造教育及
科技中心

• 辦理科技領域前導學校計畫

• 規劃科技領域銜接課程

• 教師培訓課程規劃與研習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補助各縣市皆成立國民中小
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增進國民中小學學生對自造

精神之瞭解
•提供國民中小學師生設計與

製作之機會與場域空間，以
提升學生設計與製作之能力

•培育學生具備自造者精神並
內化為終身素養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內在意義

• 整合相關資源、開發課
程與教學模組

• 培養學生動腦思考並動
手做的能力

• 為新課綱科技領域的實
施奠下基礎



推動中小學科技領域教育架構



全國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建置進度

自造中心多元自造課程
師訓/課程/設備/空間/共享

自造創新、國教領航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簡介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1/13

36

台北市自造教育中心 日新國小 2016年11月30日揭幕



37雲林縣自造教育中心 虎尾國中 2016年12月9日揭幕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2/13



38宜蘭縣自造教育中心 成功國小 2016年12月10日揭幕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3/13



39嘉義市自造教育中心 北興國中 2016年12月14日揭幕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4/13



40高雄市自造教育示範中心 中山國中 2016年12月29日揭幕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5/13



41南投縣自造教育中心 康壽國小 2017年1月5日揭幕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6/13



42花蓮縣自造教育中心 玉東國中 2017年1月10日揭幕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7/13



43彰化縣自造教育中心 彰安國中 2017年1月12日揭幕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8/13



44台南市自造教育中心 新興國中 2017年2月24日揭幕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9/13



45

台東縣自造教育示範中心 初鹿國中 2017年3月23日揭幕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10/13



46

新北市自造教育中心 積穗國小 2017年5月12日揭幕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11/13



47
自造教育期中成果發表會

2017年1月23日假台北張榮發文教基金會大樓盛大舉行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12/13



48

2017年6月10日假台北花博舉辦期末成果展

106學年度國教署於全國22縣市皆設置1處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截至109學年度，國教署將於全國共設置100處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中小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現況 13/13



12年課綱科技領域學校因應策略

• 科技領域是12年課綱的重點

• 師資面向
• 增能進修、二專長進修、非專長進修
• 參與自造教育相關研習
• 參與縣市科技領域輔導團研習
• 參與社群(line…)
• 新聘教師

• 課程
• 共備、觀課、議課
• 正常排課、授課



12年課綱科技領域學校因應策略

• 教學設備
• 空間準備

• 經費申請100萬建置費

• 前導學校申請20~30萬

• 參與自造教育推動學校(設備飄移)

• 申請自造教育示範中心

• 重點在於學生學習



結語

• 成就每一個孩子不是口號，而是可以實踐的具體願景。

• 自造教育營造學習環境，找回學生學習的樂趣

• 透過生活的觀察，老師的引導教學

• 學生從動手作的實踐歷程，發揮他的創意

•培養學生願意動手嘗試解決與養成創新習慣的契機，更
是將來我國創新創業人才的紮根教育



改變由我們開始

• 情境改變，經驗跟著改變

• 經驗改變、價值跟著改變

• 價值改變，態度跟著改變

• 態度改變，習慣跟著改變

• 習慣改變，性格跟著改變

• 性格改變，人生跟著改變

但我們提供學生什麼情境與經驗？



感謝大家
恭請指教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科技領域教學輔導團隊/朱耀明



報告人:新興國中蘇恭弘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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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臺南新興科技中心組織 

新興科技教師團隊 

科技中心重點工作 

科技中心計畫目標 

科技中心推動學校 

科技中心課程設計 

科技中心活動簡影 



自造教師團隊 科技中心組織 

臺南市立新興國中(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行政
支援 

師資
培育 

課程
發展 

活動
企劃 

教學
推廣 

科技輔
導團 

教育網
路中心 

科技推
動學校 

科技前
導學校 

科技領域 新興科技 自造教育 

台南市科技教育工作推動小組 專家
顧問 



科技教師團隊 



科技中心重點工作 

• 一般教師 

• 種子教師 

• 競賽活動 

• 營隊活動 

• 體驗活動 

• 國中國小 

• 初階課程 

• 中階課程 

• 進階課程 

• 創意教室 

• 數位教室 

• 生科教室 

空間
建置 

課程
發展 

師資
培育 

推廣
活動 



自造教師團隊 科技中心107學年目標 

科技領域 

自造推廣 

新興科技 

推廣活動 

•師資增能(一般、種子、社群) 

•課程發展(國中、國小各三套教學模組) 

•課程推廣(國中、國小) 

•自造營隊(親子、假日) 

•AR擴增實境 

•VR虛擬實境 

•子三市級競賽 

•推廣體驗活動 

 

本中心由自造教育示範中心轉型成為自造教育及科技
中心，並結合科技領域輔導團和本市南興及復興科技
中心、整合資源、任務分工共同推動台南市之科技教
育。 



自造教師團隊 科技中心108學年目標 

科技領域 

自造推廣 

新興科技 

推廣活動 

•師資增能(一般、種子、社群) 

•課程發展(國中、國小各三套教學模組) 

•課程推廣(國中、國小) 

•自造營隊(親子、假日) 

•AR擴增實境 

•VR虛擬實境 

•子三市級競賽 

•推廣體驗活動 

 

將利用設備維護費，新增汰換調整中心設備為重點任
務之一，並視107學年執行成效調整執行策略發展中階
課程以及協助市府和各國中小辦理子三競賽推廣活動
。 



自造教師團隊 科技中心109學年目標 

科技領域 

自造推廣 

新興科技 

推廣活動 

•師資增能(一般、種子、社群) 

•課程發展(國中、國小各三套教學模組) 

•課程推廣(國中、國小) 

•自造營隊(親子、假日) 

•AR擴增實境 

•VR虛擬實境 

•子三市級競賽 

•推廣體驗活動 

 

視107學年、108學年執行成效調整執行策略發展進階
課程推動科技教育，並協助市府和各國中小辦理子三
競賽和推廣活動。 



科技中心推動學校 
依本市科技教育整體計畫規劃本中心服務本市南
區國中及國⼩、中西區國中及國⼩小計18校 

目前本中心有10所推動學校 

自造教育及科技推動學校 校  長 

臺南市南區永華國民小學 張景添校長 

臺南市南區日新國民小學 徐俊雄校長 

臺南市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陳禎祐校長 

臺南市南區省躬國民小學 李俊興校長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民小學 王龍雄校長 

臺南市南區龍崗國民小學 陳彥良校長 

臺南市南區志開實驗小學 王念湘校長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國民中學 林國斌校長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 莊崑謨校長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 周生民校長 



科技中心課程設計機制 

本中心將邀請科技輔導團並召集中心種子教師討論科
技領域課程發展架構，共同研發撰寫教案，並於課堂
中試教改進，完成後之教學模組則辦理推廣研習提供
各校施行。 

討論架
構模組 

撰寫課程
模組 

課堂試教
修正 

推廣研習 
各校施行 



科技中心課程設計機制 

學習內容總表 

七年級 

設計圖的繪製、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機構與結構的應用 

… 

八年級 

材料選用與加工處理 

常用機具操作與使用 

日常科技產品的保養與維護 

能源與動力的應用 

… 

九年級 

產品的設計與發展 

電與控制的應用 

新興科技的應用 

… 

_%E7%A7%91%E6%8A%80%E9%A0%98%E5%9F%9F%E6%89%8B%E5%86%8A%E5%90%AB%E6%95%99%E6%A1%88(%E4%B8%89%E7%89%88).pdf


科技中心師資培訓機制 

本中心師資培訓以服務學校和推動學校教師為主，先
辦理初階的一般教師研習，中心也藉由研習活動篩選
出熱血的教師並進行種子教師進階研習進而研發教學
模組。 

一般教師 

種子
教師 

社群
教師 



種子教師研習 



一般教師研習 



Obot應用研習 



Obot應用研習 



社群共備 

1. 陳明宏  台南市新興國中   2. 林彥佑  台南市新興國中 

3. 吳俊慶  台南市新興國中   4. 陳彥廷  台南市新興國中 

5. 陳昶瀚  台南市新興國中   6. 蔡宗榮  台南市崇明國中 

7. 胡維娟  台南市後甲國中   8. 陳榮華  台南市左鎮國中 

9. 陳坤龍  台南市佳興國中   10. 張學望  台南市麻豆國小 

11. 蘇建誠  台南市新市國小   12. 張良誠  台南市賢北國小 

13. 王學仁  台南市海東國小   14. 林秀瑁  台南市金城國中 

15. 林嘉南  台南市中山國中 

 



社群共備 



社群共備 



社群共備 



師資增能 

1 106.09.13 教師 3D列印指尖陀螺工作坊上午場 

2 106.09.13 教師 3D列印指尖陀螺工作坊下午場 

3 106.10.06 教師 
3D創造工作坊-FLUX 3D列印機教育訓練 上午

場 

4 106.10.06 教師 
3D創造工作坊-FLUX 3D列印機教育訓練 下午

場 

5 106.10.12 活動 高雄自造示範中心參訪 

6 106.10.18 活動 台南市106年度仿生機器人競賽 

7 106.10.19 教師 4D列印鑰匙圈工作坊 

8 106.10.28&29 推廣 CCKIDS 2017 in Tainan 嘻嘻玩科普 

9 106.10.25 教師 木工板凳製作 

10 106.12.01 社群 IOT物聯網研習 

11 106.12.01 社群 雷射切割雕刻機研習 

14 106.12.29 社群 機關王暨手擲機研習 



師資增能 



師資增能 



雲造參訪 



嘉造參訪 



中心的課程研發 

3D列印指尖陀螺工作坊、公仔 

雷切連發槍、指尖陀螺、名片、杯墊、月
光寶盒 

機關王暨手擲機研習IOT物聯網研習 
 

Scratch程式設計、Arduino課程 



中心的課程研發 

• 仿生比賽 

• 創意發明課程 

• 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 機器人

/Arduino課程 

• 60分鐘尬程式！ 

• Scratch程式設計 

 

• 仿生機器

人造型設

計 

• 3D設計 

• 雷切應用 

• 科技領域概

說 

• 資訊與生活 

• 仿生機器人

課程 

 

 

翻新學習 創意設計 

實踐夢想 生活應用 



校內自造教育特色課程 



校內的課程研發 

參加106年度教育部自造教育教學教案設計比賽 



校內的課程研發-紙杯Speaker 



自造教育推廣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2764873


計畫執行成果 



計畫執行成果 



計畫執行成果 



計畫執行成果 



計畫執行成果 



計畫執行成果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53514


計畫執行成果 



計畫執行成果 



  計畫執行成果 





張瓊文校長/新市國小 

新市國小自造與科技教育課程與教學 
 



發展緣起：工業4.0時代 

工廠 

智慧化 

• 行動網路 

• 大數據物聯網 

• 數位化製造技 術 

• 城市智慧化 

先進製造 

• 先進生產技術平台 

• 設計資源資料庫 

• 創新端的雛形快製技術 

• （3D 列印）和雲端 

• 大數據服務技術 



發展理念與目標 

• 培養學生運算思維、科技設計與創作能力、建立面對
科技社會之態度，進而促進學生創新設計、批判思考、 

解決問題、邏輯與運算思維等高層次思考的能力。 

• 以「做、用、想」為主，亦即，培養學生動手「做」
的能力，使「用」科技產品的能力，以及設計與批判
科技「想」的能力。 

• 將科技與工程之內涵納入科技領域之課程規劃，強化
學生的動手實作及跨學科， 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等知識整合運用的能力。 

 



依據12年國教課綱科技領域實施要點 

• 利用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與其他領域進行統整性、
主題性或探究性之課程，以提高學習效能，並養
成使用資訊科技的習慣，期使學生具備自主學習
資訊科技的能力。 

• 兼重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並關照科技與科學、
數學、社會、 藝術領域間的統整。 

• 增進科技領域學習的豐富性及地區關懷與國際視
野，以學生經驗為中心、 選取生活化教材，並掌
握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教育等四大議題，
連結領域/科目內容，以問題覺知、知識理解、技
能習得、 及實踐行動之次序發展教材。 



依據12年國教課綱科技領域實施要點 

• 資訊科技之課程設計以運算思維為主軸，透過
電腦科學相關知能的學習，培養邏輯思考、系
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並藉由資訊科技之設計
與實作，增進運算思維的應用能 力、問題解決
能力、團隊合作以及創新思考。 

• 生活科技之課程設計以生活應用為主軸，強調
培養學生對日常生活科技產品的認識、理解與
應用。 



國民小學科技領域學習重點 

系統平台、資料表示 

處理及分析、演算法 

程式設計 

資訊科技應用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運算思維

問題解決 

合作共創 

使用態度 

溝通表達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設計與教學者/ 

資訊組長：吳舒民 

資訊教師：蘇建誠老師、羅恭祥老師 

藝術與人文教師：吳青軒老師、林奕攸老師 

自造教育在新市 



96年起教學樂高機器人課程 



為了讓同學們都能接觸到機器人，我們將課程安排
在五年級上學期電腦課，每週一節。 



由於器材太過昂貴，所以學生每2~3人一組，合
作組裝結構，個別撰寫程式，輪流測試程式。 

齒輪組合實驗 



目的在熟悉馬達與各種感應器的特性與程式
寫法，進而完成簡單的專題。 



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組隊參加班際機器人競賽。 



參加競賽的隊伍，必須利用兩星期早修與午休時
間，合作完成所交付的任務。 



帶領學生進行 

透過觀察、提問、閱讀、實作、
驗證、修正自己想法的學習歷程 











還不過癮的話，再繼續參加校外比賽。 



這些課程其實在告訴同學一件事： 

想知道答案嗎？做做看吧！ 



過程並不輕鬆，但挺好玩的！ 



但即使是高貴的樂高也不敵歲月的摧殘。昂貴的
售價也讓學生很難在課餘時間繼續接觸這類課程。 



幸好，3D列印與Arduino逐漸普及，售價也
不像樂高那麼高不可攀。 



104年起，陸續購入3台3D列印機 



自購3D列印機 



105年獲得高師大自造者基地挹注自造教育機械設備，計
有七台3D印表機、兩台雷射切割機和八台木工機具，協
助建立FabLab-NKNU-臺南新市基地。 



數位製造設備 



木工機具 



並在去年六年級課程試辦3D繪圖課程 

這是學生畫的，畫得比我好 



同學畫好作品後，老師幫忙印出來，看看學
生的作品，還不賴吧。 



除了3D繪圖課程，同時也做了樂高的輔助套
件，用很少的花費就能擴充課程內容。 



至於機器人套件，希望能準備30套上課用，
有興趣的學生也能自己購買零件製作。 



依照這個理想，市售的套件都太貴、太難，所以
自己嘗試著做做看，希望能找到解決的方法。 



在這之前，學生的程式設計能力當然要好好磨練一下。 



我們使用Scratch、Kodu兩套軟體，從遊戲設計著
手，帶領學生「玩」程式設計。 



整合零件節省組裝時間 



自製零件降低成本 



3D繪圖教學 



自製玩具 





努力成為MAKER 









教學課程規劃 

• 六上 

• 感應器與馬達控制 

• 雷雕/雷切 

• 六下 

• 3D列印與繪圖 

• 整合 

• 木工：美術班術科分組課程 





向量圖 

• 三年級：基礎圖形、變形與組合 

• 四年級：逐格動畫 

• 五年級：Scratch 

• 六年級：雷切、3D繪圖 







3D繪圖 

• Sculptris 

• 123D Design 
• Tinkercad 

• Fusion360 



程式設計 

• 三年級：Hour of Code、Kodu 

• 五年級：Scratch 

• 六年級：數位控制 



時間安排 

• 電腦課：一週一節 

• 早修與午休：另外約時間 

• 下午下課：想到、遇到就進行。 



做得出來也要說得出來 

• 3D列印：二人一組合力切片、換料、操作面板列印(5分
鐘)、取料。 

• 雷切：先做完的人當老師負責教會下一位同學。 



 



資訊科技之跨領域主題課程設計 







科技的進展，讓以前認為遙不可及的事物
變得容易了，但是真的做得到嗎？ 

 



不試試看，怎麼知道呢？ 



您也一起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