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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生活科技教室規畫  

李晏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研究所  

 

摘     要  

    科技發展迅速，使得全球人民必須具備科技素養。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當中的科技領域課程主要的目標就是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為

了增進教師的教學效能與學生的學習效率，亟需規劃適合的生活科技

教室以利學習。  

    本研究的目的為規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生活科技教室，提供

各學校規劃教室之參考依據。本研究以十二年國教課綱中科技領域課

程內涵與學習活動作為規畫的依據。研究的方法包括專家訪談、專家

座談等方式進行。為取得生活科技教室的規劃原則，研究者從 相關文

獻中建立基本架構，後再經訪談一位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課綱研修工

作委員、一位大學教授與四位生活科技教師之專家意見建立教室規畫

的需求與標準，並據以進行規劃生活科技教室。透過本研究的結論，

期 望 能 作 為 規 劃 十 二 年 國 教 科 技 領 域 生 活 科 技 教 室 之 重 要 參 考 依

據。  

 

 

關鍵字：十二年國教、生活科技教室、教室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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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Technology Laboratory Arrangement of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Li  Yan-Ru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Techn ology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echnology develops  rap id ly,  which  makes  people  a round the  

wor ld  must  possess  technology l i t e racy.  The cu rr icu lum goa l  of  

Technology Area  of  12 -Year  Compulsory Educat ion  i s  cu l t iva t ing the  

technology l i t e racy.  To enhance the  t eaching eff icacy an d  l earn ing 

effec t iveness ,  proper  l iv ing technology laborator ies  u rgent ly need  to  

be  ar ranged to  benef i t  l earn ing.  

The research  purpose  i s  ar ranging the  l iv ing technology l aborator y 

of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 ion ,  and  provid ing the  ar rangement  for  

a l l  o f  the  junior  h igh  schools  to  take  i t  for  reference .  The a r rangement  

i s  based  on  the  cu rr icu lum competencies  and  learn ing act iv i t i es  in  the  

Technology Area  of  12 -Year  Compulsory Educat ion .  The methods  

include in terv iew methods  and  panel  d i scuss ion .  To obta in  t he  

pr incip les  of  a r rangement ,  the  resea rcher  es tab l i shes  the  bas ic  

f ramework  f rom the  re la ted  l i t e ra ture  and  then  es tab l i shes  the  

requi rements  and  s t andards  o f  spa ce  ar rangement  b y in terv i ewing 1  

commit tee  members  of  guidel in e  resea rching and  t ra in ing ,  1  professor  

and  4  l iv ing technology teachers  so  as  to  ar range the  l iv 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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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bora tor 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 ion ,  i t  i s  expected  that  the  

ar rangement  would  be  a  impor tan t  r efe rence  for  l iv ing t echnology 

laborator y o f  12 -Year  Compulsory Educat ion .  

 

Keyword :  12- year  Compulsory Educat ion ,  l iv ing technology laboratory,  

space  ar 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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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內容、相關文獻

以及專家意見，進行生活科技教室規劃，共分為五章。本章緒論

首先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其次為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而後針對本研究之相關名詞進行說明，最後說明本研究之重

要性。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大家必須具備科技素養，以解決在生

活當中遇到的各式各樣的需求以及問題，由於每個人所遇到的狀

況不一樣，所以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科技以具備科技素養。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的目標之一為使每個學生都有機會透過多元的學習，

試探並瞭解自己的興趣，進而能夠適性發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中的科技領域課程主要就是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其課程著重

在利用科技工具、材料、資源以及系統性思考來培養學生實作的

能力，及發展設計與創造科技工具與資訊系統的能力，進而促進

創新設計、批判思考、問題解決、邏輯與運算思維等高層次的思

考能力。  

過去的工藝課更改為生活科技課，原本的工藝教室必須改為

適用於生活科技課的教室。但目前除了有些學校使用原本的工藝

教室外，甚至有些學校直接在一般教室上起生活科技課，這樣的

上課環境使得教師無法百分之百的發揮教學能力，也間接影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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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課堂中對於課程的瞭解程度。一個好的課程要達到預期的教

學目標，除了老師的教學之外，還需要有各種軟體以及硬體設施

的配合。  

無論是哪個科目，在教學演示過程當中都需要基本的空間與

設備，不同科目所需之空間也不同。國文、英文、數學、社會科

目，透過板書以及媒體播放設備就能於一般教室內完成大部分之

教學；美術、音樂、家政等科目所需的專科教室或實驗室空間與

設備也幾乎有固定設置，相較之下，生活科技教室，因為課程內

容與教材隨科技快速進步而常調整，所以教室空間及設備也應適

時調整與更新。  

    生活科技課程的基本理念是「動手做」，在「動手做」的過程

當中培養學生具備使用科技產品的能力以及設計與批判思考的能

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國中階段的生活科技課著重於「創意

設計」，透過運用簡易機具處理材料的製作過程，培養學生創意設

計與動手做的能力，藉此使學生能夠瞭解科技的發展及科技語生

活之間的關係。在高中階段則是著重於「工程設計」，藉由專題製

作的活動，提供跨學科的知識，藉此發展創新、批判思考等高層

次的思考能力。  

    學習環境對學生的學習有相當深遠影響，但是大家卻常常忽

略的這一點。生活科技的課程常常需要手腦並用，在課程活動當

中需要有討論以及操作機具等行為，與以往工藝課所注重的技術

導向課程有差異，所以生活科技課的教學也需要有專科教室，此

專科教室應與工藝教室有所差別。  

    綜合以上所述，不同的教學方式所需要的教室空間規劃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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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如何營造一個良好的教學環境以及學習環境，使得教師

能發揮其教學效能到最大，並且使學生能夠提升其學習意願與動

機，是個重要的課題。本研究擬根據教育部所公佈的設備基準與

經訪談之專家意見進行十二年國教之生活科技教室規畫，提供各

校作為參考，以增進生活科技的教學。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規劃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生活科技教室」。  

 

    本研究有下列兩項研究問題  

 生活科技教室所需基本區域與設備為何？  一、

 生活科技教室與 Ma ke r 課程教室作結合是否適合？  二、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科技教育  一、

    科技教育亦是普通教育的一環，其目的在協助學生了解科技

和科技所衍生的問題，以便能生活和貢獻於當前和未來的科技社

會，而其課程內涵自然是以科技知識體為主 (李隆盛， 1 9 9 7 )。  

 科技教室  二、

    科技教室為教師進行科技課程教學、學生進行科技課程學習

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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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規劃  三、

    依課程目標、課程內容所需將教室作區域的分別，以及設備

的種類、數量及放置地點作教學場所之布置。  

 

第四節  本研究的重要性  

     

    研究者本身曾在國中擔任生活科技兼任教師兩年，兩年來因

學校無生活科技教室供教學使用，面臨必須攜帶教具及所需工具

跑班上課的情形。而生活科技專任教師一週上課節數最少為 1 8

堂，教師常常下課後必須立刻整理教具及工具前往下個授課班級，

如遇學生下課還在使用工具之狀況，則會使下個授課班級延遲上

課時間。  

    1 0 7 學年度將全面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生活科技與資訊科

技併入科技領域，有望提升生活科技課程於學校中之重要性，因

此想藉此研究探討生活科技教室基本規劃，供各學校作為參考，

使每位生活科技教師能在生活科技教室發揮生活科技課程最有效

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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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是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與專家意見，探討生活

科技教室之空間規畫之依據，進而規劃生活科技教室。因此本章

針對生活科技教學、十二年國教課綱之課程內涵與學習內容以及

教室規劃作探討。  

 

第一節  生活科技教育  

 

    「動手做」是生活科技課程的基本理念，比起講授教學的上

課方式，學生可以透過實際操作的過程直接地經由視覺、觸覺等

感官經驗接受訊息，有利於他們的學習歷程。  

    傳統上，生活科技課的教學方式為講述教學法、練習教學法

與示範教學法，是以老師為主體的方式來進行教學。由於忽略教

學活動而只採用講授法 (教師講、學生聽 )，忽略了對發現問題和

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和訓練，使學生缺乏獨立思考與創新精神。

九年一貫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則強調教學應以學生活動為主體，

在活動過程中引導學生探究問題，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團體分

工合作以及習得各種操作技能，以達到課程目標。教學應以學生

活動為主體，引導學生依解決問題  (p rob lem-so lv ing）流程進行設

計與製作專題。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正式綱要 (教育部國民教育

司， 2005)中談到課程架構，以跨越知識領域藩籬、運用各領域知

識技能的方式進行，亦即「科際整合 ( in te r -d i sc ip l ine )」的概念；

一貫課程的教材與教學活動實務設計，已採用主題單元 ( themat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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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 t s )或專題 (p ro jec t )製作的方式。例如儘量由生活上及社會上的

課題切入，使學生感覺到問題的真實性而心生關切，而樂於參與

學習責任。 並鼓勵學生對問題提出見解，儘量由學生自主自動的

肩負學習責任。教師則儘量以引導、輔導的方式協助學生學習 (方

崇雄、張玉山， 2003)。教師在進行課程規畫與教學活動設計的時

候，可以從課程綱要中了解科技課程之學習內容，再思考以何種

教學策略進行有效教學，就能設計出適合的科技教學了。  

    實際動手作除了有實際作品產出之外，學習者還能經由動手

做的過程將經驗與知識內化。「實作性技能」具有實際動手做的外

顯要素；而「設計」與「解決問題」則充滿「從無到有」的創新

歷程與克服困難的內化樂趣，都確實是屬於其他科目所最難以比

擬的科技教育課程特質 (李堅萍， 2006)。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草案 (教育部， 2015)

中提出，生活科技應教導學生如何從生活中的需求中去設計與製

作有用及適用的物品，並在這實作的過程中，學習如何從嘗試錯

誤以至系統性思考。生活科技的教學應盡可能就各種科技系統能

加以整合，透過適當的教學活動，從系統觀切入，在落實於具代

表性及統合性設計與實作學習活動中  (方崇雄、張玉山， 2003 )。

隨著生活科技教育目標改變以及教學觀念的發展，生活科技教師

為了達到有效的教學，需要瞭解各種教學方法的優缺點以及根據

其教學內容應用最適合的教學方法。換言之，教師必須依照不同

的教學目標內容、不同的教學環境、不同的學生特性等等，選擇

不同的教學方法來進行教學。  

    在九年一貫課程之下，有部分生活科技課是由同領域教師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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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教師 )教授，未受過生活科技專業課程訓練之自然領域教師無

法將生活科技的完整觀念及專業技能教給學生；另外，有些生活

科技課是由班級導師授課，這個狀況之下，大部分班級導師會利

用此節課的時間教授其本科科目或進行其他活動，完全剝奪學生

上生活科技課的權益。在我國國中、高中教育的諸多課程中，生

活科技教學常因為升學制度的現實，而遭受遠不如考試科目的差

別對待。長此以往，這將對我國科技力、創新競爭能耐帶來難以

估量的傷害 (賴志樫， 2007)。  

    臺灣的科技教育課程多數參考國外科技課程而規劃，像是高

中科技課程的課程結構、課程內容等與美國科技課程相近：國中

科技課程則與日本科技課程相近。科技課程發展會隨著社會變遷

有所調整，面對社會需求、市場取向及國家發展，因而有莫大的

變化。  

    美國科技課程體制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思想啟發期

(1950~1960)，課程改革與激盪期 (1960~1980)以及理念整合與落

實期 (1980~)。我國科技教育的發展演進，大約與美國的發展時間

相符，雖然有短時間的落後，但仍是以美國的發展為參考原則。

但是臺灣與美國的文化背景以及國家發展不同，臺灣的科技教育

應思考台灣本身的條件背景與資源而作規劃。  

    在生活科技教學過程當中，教師為了達到教學目標，必須採

用多種教學策略 (1999，李欣儒 )，包括問題解決教學策略 (p rob lem 

so lv ing  s t ra tegy)、科技課題研究教學策略 ( t echno logy  inves t iga t ion  

s t ra tegy)、模組化科技活動教學策略 (modula r  t echno logy  ac t iv i t i e s  

s t ra tegy)、產品製造教學策略 (p roduc t  deve lopment  s t ra tegy)、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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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探究與實驗教學策略 ( re sea rch  and expe r imenta t ion  s t ra tegy)。  

    傳統工藝課程目標為使學生認識工業技術，所以教學方式以

強調熟練操作機具為主，主要教學區域為工場。而生活科技課程

目標著重於學生對於科技系統的體認，設計的教學活動以問題解

決導向為主，學生透過動手做、討論、報告的形式進行學習。此

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則加入學校本位特色作為課程設計的參

考，教師在設計教學上需參考學校的資源加以應用，衡量學生特

質而發展課程，適當的重視能力與科技素養的培養，活動場所也

不拘泥於工場或專門的生活科技教室，藉由不同教室營造不同的

教學效果，是較多元化的教學方式 (高睦凱， 2 0 0 8 )。  

 

第二節  生活科技課程內涵與學習活動  

 

 課程目標  一、

    從工藝教育轉變為科技教育的演進過程當中，不同時期有不

同的課程目標和課程內涵。教學目標的演變是跟隨社會的改變而

衍生的因應措施，從技術性的工具使用熟練培養，至發自內在對

科技體認的涵養培養，最後以發展適應社會、培養能力為目標的

培育方式為目標，現今社會科技人才的需求，也明顯的趨向能解

決問題為考量，課程改變與社會發展的科技化過程是互相配合的

(高睦凱， 2008)。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當中，生活科技與理化、生物、地球科

學併成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高中生活科技則與資訊科技歸類在

「生活」領域之中，而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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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資訊科技併成科技領域。因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

領域之課程目標會有所不同。  

 

 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目標 (教育部，(一 )

民 97)  

1.  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 .  學習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和基本知能，並能應用所學於當

前和未來的生活。  

3 .  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尊重生命的知能與態度，以及熱

愛本土生態環境與科技的情操。  

4 .  培養與人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5 .  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激發開展潛能。  

6 .  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高級中學生活科技課程目標 (教育部， 200 8)  (二 )

1.  引導學生理解科技及其對個人、社會、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2 .  發展學生善用科技知能、創造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3 .  培養學生正確的科技觀念、態度及工作習慣，並啟發其科技

研究與發展的興趣，進而從事生涯試探。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目標 (教育部， 2014)  (三 )

    科技領域課程目標在協助學生：  

1.  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2 .  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3 .  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4 .  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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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解科技產業與職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6 .  啟發科技研究與發展的興趣，進而從事相關生涯試探與

準備。  

7 .  了解科技及其對個人、社會、環境與文化的互動與影響。  

 時間分配  二、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國小一年級到國中三年級分成四個

階段，國小一至二年級為第一階段，國小三至四年級為第二階

段，國小五至六年級為第三階段，國中一至三年級為第四階段。

各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每周上課節數如表 2- 1。  

表 2- 1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各階段生活科技領域每週上課節數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社會  

生活  

(6 - 9 節 )  

3 節  3~4 節  3~4 節  

藝術與  

人文  
3 節  3~4 節  3~4 節  

自然與  

生活科技  
3 節  3~4 節  3~4 節  

資料來源：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國小與國中之生活科技課因併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習

節數規範是以整個領域計算，在升學主義下，國中階段之生活科

技課因而被忽略，學習節數少則只有國中一年級，上下學期各開

每周一節課，合計上兩學期；學校如較重視生活科技課，則國中

一、二年級上下學期各開每周一節課，合計上四學期。甚少有學

校每個學期都開生活科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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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生活科技則於第一學年與第二學年實施，學生至少修習

兩學分、至多六學分，與資訊科技課以上下學期對開的方式，每

週連排兩節課。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在國小階段並沒有將科

技領域規劃正式課程，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之科技領域課程依學期開設，以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上下學期對

開的方式，每週連排兩節課。  

 學習內容  三、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生活科技領域學習內容分成四大類，

分別是「傳播科技」、「製造科技」、「營建科技」以及「能源與運

輸科技」。而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要中，學習內

容不再沿用九年一貫之分類，國小的生活科技課程以「生活應用」

為主軸，國中階段以「創意設計」為主軸，高中階段則以「工程

設計」為主軸，各階段之學習內容是依據學習表現「科技知識」、

「科技態度」、「操作技能」以及「統合能力」四者來訂定，主要

分為「科技的本質」、「設計與製作」、「科技的應用」以及「科技

與社會」，分別說明如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要

草案， 2 0 1 5 )：  

 科技的本質  (一 )

    介紹科技的本質與演進、科技系統的運作、各種科技產業與

其發展趨勢、以及科技與科學、工程的關係等內涵。使學生能理

解重要且具實用性的科技概念知識 (如常見科技產品的使用、科技

的運作原理、科技與科學的關係、工程領域的內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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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與製作  (二 )

    介紹設計 /工程設計 /解決問題流程、製圖與識圖、材料選用

及常用機具操作等內涵。使學生能具備操作工具與處理材料的技

能，並理解產品設計 /工程設計的流程，以利其解決日常的科技問

題或滿足生活中的需求，進而養成動手實作的興趣與習慣。  

 科技的應用  (三 )

    介紹科技產品保養與維護、機構與結構的設計、機電整合的

原理與應用等內涵。使學生能透過專題導向的科技實作活動，運

用設計流程以發揮創意，設計並製作在材料、機構、或功能等方

面具有特色及適用性的作品：同時藉此學習整合應用科學、科技、

工程與數學等學科知識，使其能實踐創意構想，解決生活中的科

技問題。  

 科技與社會  (四 )

    介紹科技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影響、以及新興科技議

題、職涯發展等內涵。使學生能探究科技與個人、社會、環境及

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並能了解濫用科技與誤用科技產品所衍生

的社會問題，藉此養成使用科技產品的正確態度及科技價值觀；

同時介紹不同科技產業的特性，以協助學生進行職涯的探索與規

劃。  

    不同階段之課程主軸不同，因而學習內容也會有所不同。因

國小階段生活科技課未規劃正式課程，以下將九年一貫與十二年

國教國中階段以及高中階段生活科技必修課程依學習內容整理成

表。  

    在「設計與製作」類別之第三點「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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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課程當中是安排於八年級；「科技的應用」類別之第二點

「機構與結構的應用」在九年一貫課程當中則是配合理化課程未

安排於七年級之生活科技課程當中，因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七年級主要課程以生物與生活科技課程為主。  

表 2-2 國中階段  七年級學習內容  

十二年國教  九年一貫  

內容  

類別  
學習內容  

內容  

類別  
學習內容  

科  

技  

的  

本  

質  

1 .  科技的起源與演進  

2 .  科技的系統  

認  

識  

科  

技  

1 .  科技的定義  

2 .  科技的演進與發展  

設  

計  

與  

製  

作  

1 .  創意思考的方法  

2 .  設計圖的繪製  

3 .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傳  

播  

科  

技  

1 .  資訊與傳播科技概說  

2 .  傳播科技的內涵  

3 .  識圖與製圖  

科  

技  

的  

應  

用  

1 .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2 .  機構與結構的應用  

科  

技  

與  

社  

會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

技第一、二冊、翰林版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一、二冊、康軒版自然

與生活科技第一、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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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的本質」類別中之「科技與科學的關係」、「設計與製

作」類別中之第一點「設計的流程」與「科技與社會」類別之「科

技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在九年一貫課程當中皆安排於七年及生

活科技課程當中。「科技與應用」類別之學習內容在九年一貫課程

中是安排在九年級能源與動力課程當中。  

表 2-3 國中階段  八年級學習內容  

十二年國教  九年一貫  

內容  

類別  
學習內容  

內容  

類別  
學習內容  

科  

技  

的  

本  

質  

科技與科學的關係  

製  

造  

科  

技  

 1 .  認識材料特性  

 2 .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3 .  加工方式  
設  

計  

與  

製  

作  

1 .  設計的流程  

2 .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  

3 .  常用的機具操作與使用  

科  

技  

的  

應  

用  

1 .  日 常 科 技 產 品 的 保 養 與

維護  

2 .  能源與動力的應用  

 
營  

建  

科  

技  

1 .  認識營建科技  

2 .  營建科技的永續發展  

3 .  營建科技的未來趨勢  
科  

技  

與  

社  

會  

科技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

技第三、四冊、翰林版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三、四冊、康軒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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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科技第三、四冊  

    「科技的應用」類別中「電與控制的應用」在九年一貫課程

當中未將其納入生活科技學習內容。其餘類別之學習內容於九年

一貫生活科技課程當中大部分安排於七年級與八年級的課程當

中。  

表 2-4 國中階段九年級學習內容  

十二年國教  九年一貫  

內容  

類別  
學習內容  內容  

類別  
學習內容  

科  

技  

的  

本  

質  

科技與工程的關係  

能  

源  

與  

運  

輸  

科  

技  

 1 .  能源與運輸概說  

 2 .  能源與生活  

 3 .  動力與動力機械  

 4 .  運輸與生活  

 5 .  運輸系統簡介  

 6 .  運輸科技的演進  

設  

計  

與  

製  

作  

產品的設計與發展  

科  

技  

的  

應  

用  

1 .  電與控制的應用  

2 .  新興科技的應用  

科  

技  

與  

社  

會  

1 .  科技議題的探究  

2 .  科技與職涯的發展  

3 .  科技與工程產業的發展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

技第五、六冊、翰林版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五、六冊、康軒版自然

與生活科技第五、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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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三個表格與九年一貫生活科技課程內容分析比較，雖

然學習內容總的來看沒有很大的變化，但是學習順序卻有所變動。

在十二年國教生活科技領域中，七年級課程主要以科技本身、科

技與日常生活、科技與社會以及基礎概念為主；八年級課程主要

以科學與科技的關係、材料、材料加工、能源與動力為主；九年

級課程主要以專題活動為主，並探討科技與職涯的發展。在國中

階段，學生透過以簡單機具處理材料之程序，培養其創意設計與

動手做的能力，並了解科技的發展及科技與生活之關係。  

    高中生活科技課程延續國中階段九年級工程相關之課程，主

要分成「機構與結構的設計與應用」與「機電整合與控制的設計

與應用」兩大類。藉由專題製作，提供學生 STEM 知識與跨學科

的學習，並發展高層次思考能力。  

 

表 2-5 高中階段必修學習內容  

十二年國教  9 9 課綱  

內容

類別  
學習內容  

內容  

類別  
學習內容  

科  

技  

的  

本  

質  

1 .  工程的概述  

2 .  工程的內涵  

3 .  工 程 、 科 技 、 科 學 與

數學的統整與應用  

科  

技  

與  

生  

活  

科技發展  

 1 .  科技的演進  

 2 .  科技的影響  

科技世界  

 1 .  科技的範疇  

創新設計與製作  

 1 .  創新設計原理  

 2 .  創新設計實務  

 3 .  設計與製作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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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與  

製  

作  

工程設計與實作  

科  

技  

的  

範  

疇  

傳播科技  

 1 .  電子通訊  

 2 .  資訊傳播  

 3 .  傳播倫理  

 4 .  傳播產業  

 5 .  設計與製作專題  

營建科技  

 1 .  環境規劃  

 2 .  家用設備  

 3 .  營建與環境  

 4 .  營建產業  

 5 .  設計與製作專題  

製造科技  

 1 .  產品開發  

 2 .  製造材料  

 3 .  製造方法  

 4 .  製造產業  

 5 .  設計與製作專題  

能源動力與運輸科技  

 1 .  能源與動力  

 2 .  能源產業  

 3 .  運輸工具  

 4 .  運輸產業  

 5 .  設計與製作專題  

科  

技  

的  

應  

用  

1 .  機 構 與 結 構 的 設 計 與

應用  

2 .  機 電 整 合 與 控 制 的 設

計與應用  

科  

技  

與  

社  

會  

工程科技議題的探究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

目「生活科技」課程綱要  

    普通型高中生活科技部定選修課程為必修課程學習內容再加

深、再加廣，可提供學生未來升學以及職涯做為參考。此選修課

程之目標在增進學生 (教育部， 2 0 1 5 )：  

 理解科技、工程、科學及數學的互動關係。  (一 )

 善用科技知能、創造思考，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 )

 正確的科技觀念和態度，及對科技研究與發展的樂趣。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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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整合、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  (四 )

 工程設計與進行探究實驗、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  (五 )

    高中選修課程規畫有「工程設計專題製作」與「機電整合專

題製作」。兩項專題製作分別的學習內容整理如表 2-6 及表 2- 7：  

表 2-6 高中階段選修 -工程設計專題製作學習內容  

內容類別  學習內容  

設計與製作  進階工程設計與實作  

( 1 )  使用者需求與市場分析  

( 2 )  設計與開發程序  

( 3 )  功能分析與創新  

( 4 )  力學模擬與分析  

( 5 )  數位輔助設計與製造  

科技的應用  1 .  空間與結構設計  

建議主題，如：室內設計、建築設計、結構設計、橋

樑設計、抗震設計等。  

2 .  工程材料與應用  

建議主題，如：金屬、塑膠、木材、陶 瓷、複合 材 料、

與新興科技材料等。  

3 .  產品開發與製作  

建議主題，如：創意科技產品設計、創意機構玩具、

科技輔具設計等。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表 2-7 高中階段選修 -機電整合專題製作學習內容  

內容類別  學習內容  

設計與製作  進階機電整合設計與實作  

( 1 )  功能分析與創新  

( 2 )  機構控制裝置  

( 3 )  傳動與動力系統  

( 4 )  感測電路及程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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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應用  1 .  機器人製作  

建議主題，如：機器人的機構控制、動力傳動、電子

信號傳輸與回授控制等。  

2 .  運輸載具製作  

建議主題，如：車輛、船舶、飛行器等模型製作等。 

3 .  新興科技應用  

建議主題，如： 3 D 列印產品設計、奈米科技應用、

節能產品設計等。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選修課程之學習內容不是都要具備，是教師依據學校特色以

及學生需求，選擇適當內容並規畫課程。  

 

 學習內容與教學設備  四、

    在教學過程中，需依照不同階段學生須達到的學習表現設計

適合的教學活動，不同的教學活動需要教學設備使教師達到最大

的教學效果，並且使學生達到最高的學習成效。  

    以下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生活科技領域學生的學習內容與

所需設備整理成表。  

在「設計與製作」類別之第三點「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於

九年一貫課程當中是安排於八年級；「科技的應用」類別之第二點

「機構與結構的應用」在九年一貫課程當中則是配合理化課程未

安排於七年級之生活科技課程當中，因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七年級主要課程以生物與生活科技課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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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七年級教學所需設備  

學習內容編

碼  

學習內容  教學所需設備  

生 P- I V- 2   

設 計 圖 的 繪

製  

1 .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識圖概念知識。  

2 .  常用繪圖工具 的認

識與使用。  

3 .  平面圖、立體 圖的

繪 製 ， 尺 度 標 註 的 方

式。  

4 .  基本的電腦輔 助設

計與應用。  

1 .  丁字尺  

2 .  三角板組  

3 .  直尺  

4 .  直角規  

5 .  製圖板  

6 .  游標卡尺  

7 .  鋼尺  

8 .  鋼捲尺  

9 .  電腦  

10 .  單槍投影機  

生 P- I V- 3   

手 工 具 的 操

作與使用  

1.  常用手工具功 能與

安全注意事項。  

2 .  常 用 手 工 具 的 鋸

切 、 砂 磨 、 組 裝 、 美

化等加工處理方法。  

1 .  尖嘴鉗  

2 .  固定鉗  

3 .  斜口鉗  

4 .  剝線鉗  

5 .  電烙鐵  

6 .  金工剪刀  

7 .  C 型夾  

8 .  木槌  

9 .  雙面鋸  

10 .  曲線鋸  

11 .  鋼鋸  

12 .  手電鑽  

13 .  木工虎鉗  

14 .  金工虎鉗  

15 .  手提工具組  

16 .  耐熱手套  

17 .  安全面罩  

18 .  安全眼鏡  

19 .  拔釘器  

20 .  銼刀組  

21 .  扳手工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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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螺絲起子組  

23 .  電動起子  

24 .  熱熔膠槍  

生 A - - I V- 2  

機 構 與 結 構

的應用  

常 見 機 構 之 種 類 、 原

理 與 應 用 ， 如 ： 力 的

傳 遞 、 滑 輪 系 統 、 鍊

條 與 鍊 輪 系 統 、 齒 輪

系 統 、 凸 輪 機 構 、 槓

桿與連桿等。  

1 .  機構與結構教學模組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科技的本質」類別中之「科技與科學的關係」、「設計

與製作」類別中之第一點「設計的流程」與「科技與社會」類別

之「科技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在九年一貫課程當中皆安排於七

年及生活科技課程當中。「科技與應用」類別之學習內容在九年一

貫課程中是安排在九年級能源與動力課程當中。  

表 2- 9 八年級教學所需設備  

學習內容編

碼  

學習內容  教學所需設備  

生 P- I V- 4  

設計的流程  

設 計 的 流 程 及 問 題 解

決 的 步 驟 ， 包 含 ： 界

定 問 題 、 蒐 集 資 訊 、

發 展 方 案 、 設 計 製

作、測試修正等。  

1 .  圓鋸機  

2 .  帶鋸機  

3 .  點焊機  

4 .  鑽床  

5 .  木工輕型切斷機  

6 .  桌上型雕刻機  

7 .  手持砂輪機  

8 .  木工集塵系統  

9 .  線鋸機  

1 0 .  金工切斷機  

1 1 .  砂磨機  

1 2 .  修邊機  

生 P- I V- 5  

材 料 的 選 用

與加工處理  

木 材 、 塑 膠 、 複 合 材

料 、 電 子 元 件 、 金 屬

及 新 興 材 料 的 特 性 、

選 用 時 機 與 加 工 方

法。  

生 P- I V- 6  

常 用 的 機 具

1.  常用電動機具功能

與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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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與使用  2.  常用電動機具的鋸

切 、 鑽 孔 、 組 裝 等 加

工處理方法。  

1 3 .  釘槍  

1 4 .  噴槍  

1 5 .  布輪機  

1 6 .  壓克力加熱器  

1 7 .  電動機教學模組  

1 8 .  機車引擎教學模組  

1 9 .  機車引擎解剖模型  

2 0 .  家用設施維護設備教學

組  

生 A - - I V- 3  

日 常 科 技 產

品 的 保 養 與

維護  

1.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

科 技 產 品 之 保 養 維 護

與故障排除技巧。  

2 .  能源轉換的技術與

應 用 ， 如 電 能 轉 換 為

機 械 能 、 熱 能 轉 換 為

機械能等。  

3 .  機械與動力傳動的

應 用 ， 如 電 動 機 、 內

燃 機 及 簡 單 機 械 的 運

用等。  

4 .  常用機具的使用安

全與維護。  

1 .  太陽能試驗教學模組  

2 .  風力及風力發電測試系

統  

3 .  燃料電池教學模組  

4 .  電動機教學模組  

5 .  馬達解剖模型  

6 .  機車引擎教學模組  

7 .  機車引擎解剖模型  

8 .  家用設施維護設備教學

組  

生 A - - I V- 4  

能 源 與 動 力

的應用  

能 源 與 動 力 的 基 本 概

念及其應用方式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科技的應用」類別中「電與控制的應用」在九年一貫課程

當中未將其納入生活科技學習內容。其餘類別之學習內容於九年

一貫生活科技課程當中大部分安排於七年級與八年級的課程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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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 九年級教學所需設備  

學習內容編

碼  

學習內容  教學所需設備  

生 P- I V- 7  

產 品 的 設 計

與發展  

1 .  產品的概念介紹，

如 產 品 功 能 與 設 計 、

材 料 機 具 的 應 用 、 市

場 分 析 及 顧 客 的 選

擇 、 對 社 會 與 環 境 的

影響等。  

2 .  特定需求的產品創

意 設 計 與 製 作 專 題 活

動。  

1 .  圓鋸機  

2 .  帶鋸機  

3 .  點焊機  

4 .  鑽床  

5 .  木工輕型切斷機  

6 .  桌上型雕刻機  

7 .  手持砂輪機  

8 .  木工集塵系統  

9 .  線鋸機  

1 0 .  金工切斷機  

1 1 .  砂磨機  

1 2 .  修邊機  

1 3 .  釘槍  

1 4 .  噴槍  

1 5 .  布輪機  

1 6 .  壓克力加熱器  

1 7 .  電動機教學模組  

1 8 .  機車引擎教學模組  

1 9 .  機車引擎解剖模型  

2 0 .  家用設施維護設備教學

組  

生 A - - I V- 5  

電 與 控 制 的

應用  

1 .  基本電學與成用電

子零件。  

2 .  電力系統之原理與

運作。  

3 .  簡單電子電路的設

計與應用。  

4 .  簡單控制邏輯系統

的應用。  

1 .  基本電子電路教學模組  

2 .  交、直流電供應器  

3 .  夾式電流表  

4 .  三用電表  

5 .  3 D 列印機  

6 .  3 D 掃描器  

7 .  綠建築教學模組  

8 .  機器人教學模組  

9 .  機電整合與控制教學模

組  
生 A - - I V- 6  近 代 新 興 科 技 的 發 展

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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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 科 技 的

應用  

1 0 .  雷射 (雕刻 )切割機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第三節  科技教室空間規劃  

 

 科技教室  一、

    教室是老師進行教學以及學生學習的場所。生活科技教室旨

在提供學生學習科技的環境，使學生具備基本的科技素養，並協

助學生瞭解科技與學校其他學科間的關係；借由各種科技教學活

動的學習經驗，使學生透過操作機器、工具與材料等科技產品，

來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方崇雄， 1 9 9 6 )。  

    科技教室視實施科技教育的主要場所，他是否能幫助老師教

學、提升學生學習，與其中間和設施規畫有密切的關係 (游光昭，

民 8 7 )。  

李隆盛 (民 8 9 )也認為，生活科技的教學必須透過「專業教室本位

學習活動」 (Labora tory based  learn ing act iv i ty)以培養學生的科技

素養，所以科技教室的建制非常重要。  

    現今科技教室的規畫不能再以教師的主觀作為規畫的基礎，

而必須以學生學習的目標、學習的表現、使用的情形、使用的感

受、意見為主，教師的觀點為輔，進而將科技教室設計得更人性

化、更能拉近學生、教師、學習間的距離 (黃雅莉， 2002)。  

    在九年一貫課程當中，生活科技併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且生活科技未涵蓋進國中學力基本測驗與國中教育會考，因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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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及學校不重視生活科技，間接影響學生對於生活科技的看法。

由於不受學校的重視，不僅僅是生活科技教學資源短缺，教學設

備及空間也因此受到影響，教師因此在教學上受到  種種限制，學

生也減少了能夠動手做的機會。  

    良善的科技教室有賴各領域人員的努力，除了教師本身的需

求外，更重要的是另一位使用者─學習者的需求 (黃雅莉，2002)。  

 

 教室之空間規畫  二、

    一個良好規劃的生活科技教室，能提供教師一個良好的教學

空間，也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教室設備規畫良好，能增加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成效。師生宜在設備良好、氣氛融洽的環

境下進行教學與學習，才能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進而達成教育

目標（黃志燻、余鑑， 2 0 0 7）。  

    教育部 ( 2 0 0 9 ) 在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修正規定分科專科

教室面積，係以普通教室面積乘以 1.5~2 倍為原則，即 135 平方

公尺至 180 平方公尺，另外，各專科教室得附設準備室，準備室

面積為 30~45 平方公尺為求資源共享，與善用學校空間，學校宜

盡量設計多用途專科教室 (多媒體教室 )，然設置時應充分整併分

科專科教室；2012 年修訂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對於專科教

室的規定第一點「專科教室面積以普通教室面積 1.5 倍至 2 倍為

原則，即 1 2 0 平方公尺至 160 平方公尺，其面積大小應依教學設

備及使用人數需求調整， 6 班以下得依實際需要酌減。各專科教

室得視實際需要附設準備室」，第二點「專科教室除供各專門學習

領域之教學使用外，可規劃設計為開放空間或多目的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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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彈性使用，其空間形式依實際教學需要規劃設計」以及第八

點「應備妥配合教學活動所需之適當型課桌椅、實驗桌、工作桌

等，其數量應足供教學使用」。  

    教育部 9 7 年修訂之普通高級中學生活科技科設備標準中規

定，生活科技教室數量依實施生活科技課程總班級數設置， 1 8 班

以下應至少設置 1 間， 19~36 班應至少設置兩間， 3 7 班以上應至

少設計 3 間；2012 年修訂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則規定 6 班以

下設置 0~1 間， 7~36 班設置 1 間， 37~48 班設置 2 間， 49 班以上

則依實際需要酌增。  

    一個規劃完善的科技教室設施，其主要目的是使學生能在舒

適、安全的環境下探索、發現與發展各類科技的概念 (陳威志，

1 9 9 8 )。探討教室規劃的要素之前，先就現行之生活科技教室類型

作探討。  

科技教室類型 (方崇雄， 199 4)  

 科技綜合教室：即將各類群集所需之設施、設備集中於一(一 )

間科技教室中，適合於小校小班之教學。  

 科技群集教室：集合單一群集之設施於一間教室，適合於(二 )

一般學校之教學，如製造群集教室、傳播群集教室。  

 科技專業教室：以單一科技項目之設施、設備集中放置於(三 )

一間教室中，以適應進階或特殊需要之教學，如電腦教室。  

    目前學校有設置生活科技教室之教室類型，大部分以科技綜

合教室為主，因為此類型科技教室一間之空間設備就能符合各項

生活科技課程所需。假如學校有其餘空間可設置多間科技教室，

可考慮科技群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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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所規畫之課程內容會成為規劃生活科技教室的重點。而

教學相關的條件如下： (游光昭， 1 9 9 8)  

 學生每班人數：了解一班人數，才能知道該分配多首空間、(一 )

機具、材料。  

 教學領域：不同的教學領域，其內部的設施機具、材料與(二 )

空間配置也會不同。  

 教師人數：教師人數如果比較教室間數多時，就需要作協(三 )

調與溝通，把相近的領域放置一起，節省空間。或者在材料

的購置上會比較方便，不易浪費。  

 教學策略：傳統的教學策略只求成品作出，因此簡單方便。(四 )

但是，多種教學策略的運用，是否要考慮空間的可搬移性，

以便教學。  

 教學媒體：由於不同的教學策略，運用的媒體不僅有黑板、(五 )

投影機、電視等……有否需要考量。  

    在規畫教室前必須先了解有哪些規畫的要素，

Brayb rooke(1986)認為，彈性、安全、品質是科技教室環境設計必

須考慮的三個關鍵因素：  

 彈性：科技教室及設備，可隨時配合課程活動需求而改(一 )

變。  

 安全：學生與老師個人安全、環境健康因素、教室結構的(二 )

完善等，都是重要的安全考量。  

 品質：採光、溫度、通風、濕度、教室安排、通道、適當(三 )

內部陳設等教室內的品質，是使用者在教室內是否舒適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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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鳳美在教室規劃與佈置一文中提出，一個符合現代化、高

品質學習環境的教室，規劃設計應把握兩大考量：教室的功能、

管理、使用、評估，以及未來科技發展的應用計劃與視覺因素、

聽覺因素、溫度因素、空間因素以及十大原則：教育性、實用性、

安全性、整體性、獨特性、創造性、生動性、經濟性、美觀性、

發展性。  

    因此不論在教室的造型、色調、照明、溫度、噪音以及空間

的設計與規劃都要符合人性及教學的需求。  

   生活科技課程學習內容多元，所需教材與工具種類多，因而生

活科技教室使用過程當中必須有效管理。無論是新建或舊有教室

改建的生活科技教室，為求其完善、整齊必須有 5 S 運動，即整理

(Se i r i )、整頓 (Se i ton )、清掃 (Se i so)、清潔 (Se iket su )、修身

(Sh isu ke) (李隆盛，民 8 9 )。教學環境之管理，能使教師有效教學

並使學生在學習環境中能夠安全地學習。  

    舉凡科技教室的類型、空間安排、設備需求等，理應由生活

科技教師根據自己的教學目標、教學策略、課程內容與活動設計

來規劃，才能設計出最具效能的科技教室 (李欣儒， 19 9 9)。每個

生活科技教師對於自己上課內容與程序之安排有所不同，應以教

師本身所考慮教學之條件最適合自己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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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歸納分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綱要，探

討新課綱下的生活教室規劃。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以及各種

研究方法的適切性，本研究決定以內容分析法和訪談法為研究工

具。  

    訪談的對象是在各個教育階段擔任生活科技教師的教育工作

者，訪談的目的則是蒐集擔任各個階段的生活科技教師在教學現

場的經驗與建議。  

    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共分五節來說

明：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工具；第三節為訪談對象

之簡介與研究者背景；第四節為說明研究流程與研究實施歷程；

第五節為資料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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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  一、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相關資料探討，設計本研

究之研究架構，藉以瞭解十二年國民教育生活科技教學內容以及

各教育階段之生活科技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的生活

科技教室需求，並依此作為規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生活科技教

室的依據。本研究架構如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科技教育目前現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科技領域課綱  
專家訪談  

規劃生活科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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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為文本分析法及訪談

法。  

 

 文本分析法  (一 )

    探討生活科技教學、九年一貫課程內涵、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內涵與科技教室規劃之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

礎。  

 

 訪談法  (二 )

    訪談法是指研究者就其研究的主題，依照預定的計畫或程序，

主動與受訪者做面對面的實地訪談，以獲取實證資料的看法 (張紹

勳，2001)。本研究由研究者先擬定相關議題，研究對象依照實際

情況回覆訪談問題。  

    訪談六位專家意見，包括一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

課綱研修委員、一位大學教授、三位現職教師 (兩位高中教師、一

位國中教師 )以及一位兼課教師，以訪談之專家意見建立教室規劃

的需求與標準，並據以進行規劃生活科技專科教室。  

    訪談對象之選取是因擔任不同階段之教師與職位對於相同問

題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看法，因此才能使所蒐集到的資料較為全面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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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質的研究集中深入地研究精心選擇、數量較小的樣本，有時

甚至只有一個個案 ( Patton，1 9 9 0 )，本研究取樣方式採用立意取樣。

立意取樣是只根據研究者的主觀經驗，從總體樣本中選擇倍判斷

為最能代表總體的單位作樣本的抽樣方法，此方法多應用於總體

小而內部差異大的情況。  

 訪談對象之選取  一、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在選取研究參與者時考慮了以下因

素：  

 背景條件  (一 )

    本研究參與者皆為教師，其中包括一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科技領域課綱研修委員，同時為國中教師；一位大學教授、三位

高中教師、及一位國中教師。  

 選取範圍  (二 )

    因考慮不同區域對於相同主題會有不一樣之看法，故北、中、

南區之教師皆有選擇，其中包括兩位北部教師、一位中部教師以

及三位南部教師。  

 訪談對象之背景資料  二、

 A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綱研修委員 )  (一 )

1 .  現職：  

A .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國中部  正式教師  

B .  高雄市科技與工程教育學會  理事長  

C .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教輔導團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專任

輔導員  



 

- 33 - 

 

D.  教育部能源種子教師  

2 .  教學年資： 15 年 (生活科技 4 年、數學 11 年 )  

3 .  經歷：  

A .  高雄市立阿蓮國中  代理教師  

B .  高雄市立鳳西國中  正式教師  

C .  高雄市立阿蓮國中  正式教師  

 

 B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  博士 )  (二 )

1 .  現職：  

A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教授  

B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自造教育示範中心」計

畫   

協同主持人  

2 .  授課科目：科技教室規劃與管理、綠色營建產業、營建科技、

工程數學、能源與動力  

3 .  學術經歷：  

A .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副教授兼系主任  

B .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生態工程技術研發中心  研究員  

C .  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兼任講師  

D .  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  副研究員  

4 .  實務經歷：  

A .  林博容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B .  王立人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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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  碩士 )  (三 )

1 .  現職：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生活科技正式教師  

2 .  教學年資： 18 年  

3 .  經歷：  

A .  臺南市立新市國中  正式教師 (導師、教學組長、資訊組長 )  

B .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資訊組長、註冊組長、總務主任  

 

 D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  碩士 )  (四 )

1 .  現職：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學  生活科技正式教師  

2 .  教學年資： 4. 5 年  

3 .  經歷：  

A .  臺南市立文賢國中  兼任教師  

B .  新竹市光華國中  代理教師  

C .  高雄市立岡山高級中學  代理教師  

 

 E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  碩士 )  (五 )

1 .  現職：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  生活科技正式教師  

2 .  教學年資： 2 年  

 

 F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六 )

           哲學博士 )  

1.  現職：  

A .  台師大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專任助理  

B .  教育部普通高中課程生活科技學科中心輔導團  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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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年資： 6 年  

3 .  經歷：  

A .  國立板橋高級中學  兼任教師  

B .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兼任教師  

C .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兼任教師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研究實施歷程  

 

 研究流程  一、

流程可細分為八個步驟：  

 決定研究方向  (一 )

 擬定研究架構  (二 )

 蒐集並閱讀相關文獻  (三 )

 編寫訪談題目  (四 )

 進行專家訪談  (五 )

 資料彙整與分析  (六 )

 進行生活科技教室規劃  (七 )

 完成研究報告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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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研究流程圖  

 

 

 

決定研究方向  

擬定研究架構  

蒐集並閱讀相關文獻資料  

編寫訪談題目  

專家訪談  

專家審查  

資料彙整與分析  

生活科技教室規劃  

完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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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實施歷程  二、

 初探期  (一 )

1 .  資料蒐集與閱讀  

    一開始大量閱讀資料以尋找研究主題，再針對主題之相關資

料進行蒐集與閱讀，同時尋找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2.  擬定訪談大綱與題目  

    研究者對所欲了解之現象與問題有了初步了解後，根據研究

主題之參考文獻與資料擬定研究之訪談大綱。  

 研究計畫期  (二 )

1 .  再閱讀  

    經過先前閱讀文獻與資料聚焦後，再行閱讀相關文獻與書籍，

並擬定研究計畫。  

2.  編寫正式訪談題目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欲蒐集之資訊，參考相關資料後，

編擬出正式訪談大綱  

3.  邀請訪談對象  

   為了使蒐集資料更具豐富性，在選擇研究參與者時挑選了不同

背景條件之對象，如在性別上、男女各半；在學歷上，博士、碩

士、學士皆有；在職務上，包含專任教師、導師、兼行政職；在

教學年資上，亦有作挑選。  

 正式研究期  (三 )

1 .  正式訪談  

    確定受訪名單後，正式進行訪談。六位訪談對象中有一位是

以面對面訪談的方式進行，其餘五位因時間上無法配合則以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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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及通訊軟體的方式進行訪談。  

    訪談時，編擬之正式訪談大綱依序訪談受訪者，訪談期間隨

時依受訪者之回覆內容適時調整訪談問題順序，如遇不清楚之處，

立即發問以澄清受法者之想法。  

2.  訪談結束  

    訪談結束後，立即將訪談所蒐集之資料紀錄並整理。因有五

位研究參與者是以電子郵件與通訊軟體進行訪談，其訪談資料可

完整蒐集整理。  

 後續整理期  (四 )

    將所蒐集之訪談資料加以整理並分析，再進行交叉比對，並

整合出研究結果。  

 

第五節  訪談資料與分析  

 訪談內容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

    在質的研究中，研究者不是以人為因素來操縱研究情境，原

始資料的主要來源是以直接摘述的方式呈現，特點在於表露受訪

者的情緒深度，邏輯思維的方式、對當前發生之事的認知想法與

經驗，但質的研究者仍要提供一個架構，透過深度訪談或觀察，

使人們可以正確和完整的表現對問題的看法。(吳芝儀、李奉儒，

200 8)  

資料濃縮是資料分析的實質，其目的是將具體、零散的資料

提煉為具有一定意義關聯的資料。其步驟主要有：將資料中重要

核心概念或主題提升出來，然後再將這些核心概念或主題的所有

資料內容統領起來，然後再將這些核心概念或主題放回到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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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在特殊、具體的事物中表現出來。整理和分析資料指的是

對所蒐集的原始資料進行加工，使蒐集到的資料趨於系統化和條

理化的過程。  

    質的研究之所以要求對所有的資料都進行整理，是因為這種

研究認為「所有的事情都是資料」。由於經由訪談所得的資料龐雜，

需經過資料分析才能成為有意義且可用的資料。  

    本研究對訪談所得之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分析步驟如下：  

 資料編碼：本研究不公開受訪者姓名，以英文字母「 A」開(一 )

始順序編號，以保護受訪者隱私。  

 資料整理：以電子郵件方式與備忘記事整理出訪談紀錄，儘(二 )

量使受訪內容完整呈現，詳細檢視逐字稿內容與備忘記事內

容，標註關鍵字句，條列出隱藏於資料中的概念。  

 資料分類：訪談記錄完成之後，根據本研究主題與目的予以(三 )

分類。本研究的主題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生活科技教

室規畫」，目的是瞭解生活科技教室之現況，並探討新課綱

與舊課綱之教學內容差異，藉以瞭解課程所需設備來進行資

料分類。  

 資料分析：最後分析各個主題間之相同處與相異處，並作有(四 )

意義之連結，以形成研究之結論。結合研究之脈絡回應本研

究之研究問題，如以「生活科技教室所需基本空間與設備」

 回應研究主題一「生活科技教室所需基本區域與設備為

何？」；「生活科技教室與 M aker 課程之連結」回應研究主

題二「生活科技教室是否適合與 M aker 課程教室作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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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性資料來源  

    本研究為達研究目的，除透過訪談外，針對訪談中的疑義，

進一步透過網路信件釐清問題，受訪者也針對訪談疑義提供相關

文件資料以供參考。因此，本研究對於資料來源類別、資料主軸

編碼、取得日期與流水號等進行類別的編碼。範例，如表 3- 1。  

表 3-1 編碼範例  

質性資料  編碼  說明  

訪談 /受訪者  訪 /A 訪談 A 教師  

文件  文  相關文件資料  

emai l  em 透過 emai l 取得  

主軸分類  BS  生科教室基本空間  

日期  20150610  2015 年 6 月 1 0 日取得  

流水號  1 2  訪談資料表中的排序  

    因此，訪 B- BS- 20150610 - 34 代表該筆資料來自於 2015 年 6

月 10 日訪談 B 老師，其內容屬於生科教室基本空間，資料分析

第 34 筆。  

 

三、  受訪者基本資料介紹與相關資料  

    本研究共計訪問六位受訪者，首先說明六位受訪者的基本資

料，包含性別、服務的教學階段、服務年資、服務區域等，整理

如表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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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

號  

性

別  
服務的學校階段  職稱  服務年資  服務區域  

A  男  國中  正式教師  1 5  南部  

B 男  大學  正式教師  4  南部  

C 男  高中  正式教師  1 8  南部  

D 女  高中  正式教師  4 .5  北部  

E  女  國中  正式教師  2  中部  

F  女  高中  兼課教師  6  北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生活科技教室規畫，

在訪談過程中，發現可將六位受訪者任教學校是否有生活科專科

教室情教學使用，第一類是任教學校有生活科技專科教室可以使

用，第二類是任教學校沒有生活科技專科教室可以使用。本研究

為求對受訪者在有無生活科技專科教室使用下對其教學的影響做

初步瞭解，因此在針對訪談逐字稿進行編碼之前，先行整理出上

述兩種類型受訪者對於有無使用生活科技專科教室的教學狀況，

以下針對兩類型受訪者列表說明。  

  首先，第一類受訪者任教學校有生活科技專科教室供其教學使

用，此類型之受訪者共計四位，表 4-2 說明此四位受訪者在訪談

過程中所表示使用生活科技專科教室教學的教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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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受訪者使用生活科技專科教室教學的教學狀況  

編

號  

性

別  

職稱  學校有無  

生活科技教室  

教學狀況  

A  男  正式教師  有  

基本設備足夠供教學使用，但

尚缺數位製造設備及加工設

備。  

C 男  正式教師  有  教室空間及設備可有效教學。 

D 女  正式教師  有  
設備完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學生使用的桌子非工作桌。  

F  女  兼課教師  有  

設備數量不足，所以必須考量

學生使用機具的時間，不能讓

學生因為等機具而來不及完

成作業，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

就有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次，第二類受訪者任教學校無生活科技專科教室可使用，

此類型受訪者共有兩位，表 4-3 說明此兩位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

所表示未使用生活科技專科教室教學的教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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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受訪者未使用生活科技專科教室教學的教學狀況  

編

號  

性

別  
職稱  

學校有無  

生活科技教室  
教學狀況  

E  女  正式教師  無  

跑班上課，教學活動大多是

設計可用簡易手工具完成的

作品課程教具及需使用的工

具另外隨班帶進各教室，跑

班上課其實很麻煩，設計的

活動很受限，活動大多是設

計可用簡易手工具完成的作

品，工具必須隨班搬來搬

去，耗掉人力及時間，無法

自己設計活動操作動線，一

般教室配電也不符合課程所

需。  

F  女  兼課教師  無  

只能規劃加工需求較低的課

程，例如讓學生以紙張為主

要材料（例如：紙做的抗震

塔）此外，之前亦曾為了讓

學生進行簡易焊接的課程，

而自費添購一些設備或耗材

（如焊槍焊錫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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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兩表可歸納出受訪者在學校有生活科技教室可使用之

下，設備完善的教室可使教師有效地進行教學；但如果設備不足

的狀況下，在教學活動上就會有所限制。而受訪者學校無提供生

活科技教室可使用的狀況下，教師只能跑班上課，在教學活動上

只能規劃加工需求低的活動或是只能設計利用簡易手工具就能完

成的作品；在跑班上課之下，所有上課所需之工具需要耗費人力

和時間搬運，在一般教室上課除了無法設計活動操作動線，配電

也不符合課程所需。  

    在針對受訪者對於有無使用生活科技專科教室的教學狀況做

一整理與說明之後，後續各節將針對訪談之逐字稿進行編碼，此

步驟共分成三階段，分別為開放編碼、主軸編碼、選擇編碼。  

 

四、  開放編碼  

    本研究針對訪談逐字稿進行開放編碼，找出生活科技教師在

教學時，生活科技教室所需基本空間與設備。表 3-4 說明本研究

在開放編碼階段所歸納出之概念。  

表 3-5 開放編碼與說明  

開放編碼  說明  

教學區  指教師進行教學之區域。  

工作區  
指學生進行學習之區域以及進行分組討

論與實作之區域。  

操作區、實作區  指放置機具與學生操作機具之區域。  

傳統加工區  指學生操作鑽床、線鋸機、帶鋸機、圓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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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砂磨機等傳統加工機具之區域。  

數位加工區  
指學生操作 3 D 印表機、 3 D 掃描機、雷射

(雕刻 )切割機、 CN C 等數位設備之區域。  

材料及工具區  
指擺放課程所需材料及手工具等教學資

源之區域。  

準備區  指教師及學生準備上課所需材料之區域。 

材料室  指擺放較大型或較貴重材料之區域。  

教師準備室  
指做為教師教學準備、研究及物品儲存之

用。  

作品展示區  指擺放優秀學生作品之區域。  

電腦設備  指供學生上課討論與設計完成作品之用。 

設計區  指學生上課討論與設計作品之區域。  

Maker 教室  指進行整合創新科技課程之教室。  

傳統加工機具  
指鑽床、線鋸機、帶鋸機、車床、砂磨機

等機具。  

數位加工設備  
指 3D 列印機、 3D 掃描機、雷射 (雕刻 )切

割機、 CNC 等設備。  

基本設備  指教師用電腦、單槍、擴音設備等。  

桌上型基礎加工機具  
指桌上型鑽床、桌上型線鋸機、桌上型車

床等機具。  

手工具  
指木槌、鐵鎚、雙面鋸、鑿刀、拔釘器等

簡易工具。  

廢棄物處理區  指課程進行中與結束後欲丟棄之廢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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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存放之區域。  

排氣 /粉塵過濾設備  
指將教學實作過程中所產生的粉塵進行

處理的設備。  

書籍區  指擺放與生活科技課程相關書籍之區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主軸編碼  

    在本段中，將針對開放編碼所整理出來之概念作一歸納，將

相同性質之概念歸納成一個更高層級之概念，在此階段中，本研

究共歸納出個主軸編碼，各主軸編碼所代表之意義以及包含之開

放編碼如表 3-5 所示。  

表 3-6 主軸編碼與說明  

主軸編號  主軸編碼  說明  開放編碼  

BS  生活科技教室  

基本空間  

指 受 訪 者 認 為 在

教學過程中，生活

科 技 教 室 所 必 備

的區域。  

教學區  

工作區  

操作區、實作區  

材料及工具區  

準備區  

材料室  

教師準備室  

作品展示區  

廢棄物處理區  

 書籍區  



 

- 47 - 

 

ES  
生活科技教室  

擴充空間  

指 受 訪 者 認 為 在

教學過程中，生活

科 技 教 室 可 視 情

況增加的區域。  

數位加工區  

設計區  

M aker 教室  

BF  
生活科技教室  

基本設備  

指 受 訪 者 認 為 在

教學過程中，生活

科 技 教 室 所 必 備

的設備。  

基本設備  

傳統加工機具  

桌上型基礎加工

機具  

手工具  

排氣 /粉塵過濾

設備  

EF  
生活科技教室

擴充設備  

指 受 訪 者 認 為 在

教學過程中，生活

科 技 教 室 可 依 經

費 或 教 學 需 要 而

增加的設備。  

電腦設備  

數位加工設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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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生活科技教室與教學之現況關係  

     

各個學校之生活科技教室攝氏略有不同，訪談對象中有四位

為現職教師，一位曾在三間高中兼課六年。現職教師有些提到學

校生活科技教室空間及設備足夠期進行教學，但有些則表示學校

沒有生活科技教室，必須以跑班方式上課。  

 

 學校設有生活科技教室，教師能夠有效教學  一、

    有四位老師表示學校設有生活科技教室，生活科技教室之空

間及設備足夠使教師有效地教學。  

 

學校有生活科技專科教室，教室空間與設備能夠使我有效教

學。  

目前安排的課程皆在電腦教室內上課，因為生活科技教室以

及陶藝教室所在的建築目前正在整修中，未來學校新大樓蓋

好後，圖書館預計搬遷至新大樓處，圖書館原本的位置 (約

70~80 坪 )則規劃成為生活科技教室或 Maker 教室。  

(訪 C-BS-20160408-11) 

 

目前有 2 間國中部生活科技教室 ,設備有 :投影機，電腦，線

鋸機，砂磨機，鑽孔機，有一間高中部生活科技教室，但目

前改為高中部美術教室，準備室中還有一台圓鋸機及帶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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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窯，煉土機等。也有一間機器人教室 (15 組電腦，有樂高，

科學魔法車， Arduino 模組 )。  

(em-A-BE-20160320-1) 

 

我們有生活科技專科教室，設備完善 (線鋸機四台、鑽床一台、

砂輪機兩台、砂磨機兩台，也有電腦及投影設備 )，…。  

(em-D-BE-20160317-17) 

 

 學校設有生活科技教室，設備需再加強  二、

    雖然生活科技教室空間及設備足夠，有些教師仍認為如經費

足夠，教學設備及機具能夠再多加購入以供教學使用。  

 

目前教學設備尚足夠生活科技教學使用。目前尚缺數位製造

設備及加工設備，例如：3D 印表機，3D 掃描器，雷射切割器，

CNC 銑車床，木工車床，集塵器，銑邊機 (路達 )。  

(em-A-EF-20160320-2) 

 

    設備以及手工具的不足或不完善，會不利於教師安排上課進

度或影響學生實作的時間。  

 

然而我之前教過的學校因為設備數量不足，所以必須考量學

生使用機具的時間，不能讓學生因為等機具而來不及完成作

業，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就有限制（例如不能規劃全部都以

木頭為主要材料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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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F-BE-20160304-29 )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學生的桌子是實驗用長桌，非工作桌。  

(em-D-BE-20160317-17 )  

 

 學校無設生活科技教室，教師有時感到不便  三、

    在一般教室內進行生活科技教學，因設備不足的狀況下，教

師必須改變上課方式，實作活動也只能以簡單方便的活動來進行，

老師有時也必須依上課所需，自費購買簡易設備。  

 

然而，之前也曾經在非專科教室授課，只有課桌椅、單槍等。

在這種情況下，就只能規劃加工需求較低的課程，例如讓學

生以紙張為主要材料（例如：紙做的抗震塔）此外，之前亦

曾為了讓學生進行簡易焊接的課程，而自費添購一些設備或

耗材（如焊槍焊錫等）。  

(em-F-BS-20160304-29 )  

 

班級內有電腦投影設備，課程教具及需使用的工具另外隨班

帶進各教室。跑班上課其實很麻煩，設計的活動很受限，活

動大多是設計可用簡易手工具完成的作品；工具必須隨班搬

來搬去，耗掉人力及時間；無法自己設計活動操作動線，一

般教室配電也不符合課程所需。  

(em-E-BS-2016032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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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活科技教室之基本空間與基本設備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生活科技課程的基本理念是

「做、用、想」，學習內容與學習活動也圍繞著基本理念設計。教

育部 ( 2 0 0 9 ) 在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修正規定分科專科教室面

積，係以普通教室面積乘以 1.5~2 倍為原則，即 135 平方公尺至

180 平方公尺，另外，各專科教室得附設準備室，準備室面積為

30~45 平方公尺為求資源共享，與善用學校空間，學校宜盡量設

計多用途專科教室 (多媒體教室 )，然設置時應充分整併分科專科

教室。  

 生活科技教室所需之基本空間  (一 )

    生活科技教室數量依實施生活科技課程之班級數有所變動，

1 8 班以下至少設置一間，19~36 班設置兩間，3 7 班以上至少應設

置三間。  

    依照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之規定與受訪談之教師意見，每

間生活科技教室所需之基本空間如下：  

3.  教學區：教師進行教學之區域。  

4 .  工作區：學生進行學習之區域以及進行分組討論與實作之區

域。  

5 .  操作區、實作區：放置機具與學生操作機具之區域。  

6 .  材料及工具區：擺放課程所需材料及手工具等教學資源。  

7 .  作品展示區：供教師評鑑以及作品分享之區域。  

8 .  材料室：擺放較大型或較貴重材料之區域。  

9 .  準備區：供教師及學生準備上課所需材料之區域。  

10 .  書籍區：擺放與生活科技課程相關書籍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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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師準備室：供教學準備、研究及物品儲存之用。  

12 .  廢棄物處理區：指課程進行中與結束後欲丟棄之廢材或垃圾

存放之區域。  

如教室空間不足，可將教學區與工作區可規劃成同一區域。  

 生活科技教室所需之基本設備  (二 )

    新課綱尚未公布設備標準，教育部 97 年修訂之普通高級中

學生活科技科設備標準中已有規定生活科技教室應配備之設備，

分成專科教室之基本共通設備與教學用機具之基本獨特設備，內

容足敷發展生活科技課程。各學校根據設備標準須符合最低數量

購置，也可考量實際教學需求而增購。  

    2012 年修訂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課程所需之教學設備整理如表 4- 1。  

表 4-1 生活科技教室設備基準  

1 .木工車床  2 .金工車床  3 .電鋸機  

4 .砂輪機  5 .自動作榫機  6 .鑽床  

7 .砂盤機  8 .鉋木機  9 .點焊機  

1 0 .三用電表  1 1 .示波器  1 2 .滅火器  

1 3 .抽風機  1 4 .抽風設備  1 5 .自然與科技相關媒體  

資料來源：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  

 

第三節  生活科技教室之擴充空間與擴充設備  

    教育部 9 7 年修訂之普通高級中學生活科技科設備標準中已

有列出生活科技教室可擴充之設備，依學校經費以及教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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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購入。  

    近來教育部廣推 M aker 自造者計畫，可將生活科技教室與

M aker 自造者課程實施空間作結合，因 M aker 的概念與生活科技

課程是相近的，因此生活科技教室可擴充 M aker 相關設備。依

M aker 不同課程所需設備不一樣，如以 3D 列印為主的話，則須注

意 3D 印表機為較精密之機器，不宜與容易造成粉塵之課程設備

規畫於同一空間內；如以雷射 (雕刻 )切割為主的畫，則須注意抽

風系統的完善，以免成教室內廢氣濃度過高；如以四軸飛行器為

主，須注意相關法規之規定。  

 

Maker 教育即為生活科技教育，教育部近來極力於各級學校

推展 Maker，紛紛成立示範中心或區域中心，但各校如欲跟

進政策，實質遭遇的議題應是先解決生活科技教育空間及設

備之不足，以空間為例，近來少子浪潮席捲而致許多學校閒

置許多教學空間，這些空間若能順利轉為生活科技教學所用，

再搭配教學設備建置，相信方能助益於 Maker 教育發展。  

(em-B-EF-20160315-9) 

     

使用同一間教室即可，但是造成粉塵之機器與器具應與較精

密之機器隔開以免影響較精密之機器損害或操作不順。  

(訪 C-EF-20160408-15) 

 

使用同一間教室即可，但需要隔間，傳統加工機具會有粉塵，

數位製造機具需要有抽風設備，工作區與設計教教學區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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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m-A-ES-20160320-6) 

 

基本上生活科技課程的理念本與 Maker 的精神相近，因此這

兩種空間內的設備並無太大差異。然而，此問題必須考量的

是 Maker 課程的安排及開放使用的時間規範。  

(em-F-ES-20160304-32) 

 

可使用同一間教室，可能可以依據不同工具可能上的課程做

分區規劃， maker 精神正是生活科技課程所提倡的精神，沒

必要將兩者教室分開，不過因為課程可能會有變化，能將教

室做器材、工具的小分區，譬如數位加工 +程控機械區以及傳

統工藝區，但如果學校規模夠大、空間足夠  能有機會多規劃

空間，將兩者不同著重的課程做分開教室的動作也是很好。  

(em-E-ES-20160321-27) 

 

可以使用同一間教室，但須增加 3D 列印機放置區，才不會進

行加工作業的粉塵跑進精密儀器裡，導致出料不順。  

(em-D-ES-20160317-21) 

 

    需要考量生活科技教室之使用時間是否會與 Maker 課程使用

時間以及 Maker 設備開放使用時間有所衝突。  

 

因 Maker 空間應有對外開放、自由使用的時間；因此，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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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而言，必須考量做為 Maker 空間開放使用的時間是否會與

教學時間衝突，若不會，則我認為這兩間教室可為同一間教

室。然而，無論是分開或使用同一空間，教室 /  Maker  space

管理規範的規劃、及實務管理者在空間管理上的落實，才是

更重要的關鍵。  

(em-F-EF-20160304-33 )  

 

第四節  生活科技教室與 Maker 課程之連結  

 

 臺南女中 Ma ker 課程現況  一、

    臺南女中生活科技教師 C 師表示教育部近來廣推的 M aker 自

造者計畫，臺南女中於 1 5 年前就已有相似之生活科技課程。C 師

在臺南女中除了任教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課程之外，另外還開設

了機器人、Ard u in o、3D 列印以及流行音樂創作等多元選修課程。  

    2016 年起，C 師與校內同好教師 (數學 2 名、理化 3 名、生物

1 名、資訊 2 名、美術 1 名、生活科技 2 名、音樂 1 名、家政 1

名，共 1 3 名教師 )組成跨領域「麥田圈」創客教師團隊，致力於

南女創客課程開發，期望學生在活潑多元的學習中，找到自信，

更懂得思考。  

    此創客課程的內容包括程式設計 ( Programmin g)、數位邏輯 &

電子電路 (D ig i ta l  Log ic  & E lect r i ca l  C i rcu i t s )、3 D 建模 (3D  Mod el in g)、

機構學 (M ech an ism)、感測與控制 (Sen sor  &Cont ro l )、網際網路與

物聯網 ( Intern et  & IoT)、資料分析與機器學習 (D ata  An a lys i s  &  

M ach in e Learn in g)，其課程架構圖如圖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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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課程架構圖  

資料來源： C 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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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此架構圖將相關課程規劃如表 4- 2：  

表 4-2 課程規畫表  

學期  學分  課程  內容  學科  

一上  2  Programming  
程式設計： C++基本語法、判

斷、迴圈、遞迴與 DFS 
資訊  

一下  2  

Dig i t a l  log ic  & 

Elec t r i ca l  

c i rcu i t s  

數位邏輯與電子電路：二進

位、數位電路設計、基本電子

零件、放大電路  

物理  

資訊  

生活科技  

二上  2  3D Mode l ing  

3D 建模：人體、動物的身體結

構 (藝用解剖學 )、設計素描、數

位建模工具 (Ske tchUp ,  123D,  

Inven to r )、3D 列印技術應用 (3D

動漫角色設計 )  

美術  

生活科技  

二下  2  

Mechan ism、  

Sensor  &  

Cont ro l  

機器人機構、感測與控制  

數學  

資訊  

生活科技  

三上  2  In te rne t  & IoT  

網際網路與物聯網：網頁製

作、Arduino (直流馬達、無線控

制 )、四軸無人機 (與成大航太合

作 )  

數學  

物理  

資訊  

生活科技  

三下  2  

Da ta  Ana lys i s  

& 

Machine  

Lea rn ing  

資料分析與機器學習：迴歸分

析、數學建模、SQL、大數據與

資料探勘  

數學  

資訊  

註：粗體字代表已實際執行過的課程。  

資料來源： C 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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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團隊又將部定必修，校定必修以及多元選修課程規劃成課

程地圖，如圖 4- 2：  

 

 

圖 4- 2 課程地圖  

資料來源： C 師文件  

    根據此課程地圖，學生可依據自己未來志向或興趣，選取基

礎至進階等相關課程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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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學校實施情況如下  

 美術： 3D 建模  (二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多元選修：生活陶藝  (三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多元選修：機器人感測與控制  (四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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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選修：自走車  (五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多元選修： 3D 角色建模  (六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生活科技： 3D 掃描建模  (七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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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科技：數位邏輯電路設計  (八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生活科技：建築設計  (九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生活科技：浮空投影  (十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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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選修：數學建模  (十一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多元選修：數學設計美學  (十二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多元選修：流行音樂創作  (十三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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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選修：廚房 Ma ke r  (十四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多元選修：我是箭客 (與成大航太系合作 )  (十五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教師增能：無人飛行器實作 (與成大電機、航太系合作 )  (十六 )

 

圖片來源： C 師文件  



 

- 65 - 

 

    老師們為了開設新的課程，還自行至成大電機系、航太系研

習課程與技術。臺南女中創客團隊對於未來的規劃，有下列五點：  

 與成大電機、航太系合作開發無人機課程  (三 )

 與生物科開發手機顯微鏡 DIY 課程  (四 )

 開發 Ardui n o 進階課程 (馬達控制與無線遙控 )  (五 )

 跨科合作完成課程地圖所規畫的內容  (六 )

 引導學生專題製作  (七 )

 

 其餘學校 Ma ker 課程現況  二、

    目前有 M aker 相關課程之學校，大部分都以生活科技教室為

其教學空間。  

 

有 Maker 相關的課程，目前都在生活科技教室或機器人教室

上課，目前有規劃一間 Maker 課程之專科教室  

(em-A-20160320-5) 

 

目前以配合教育部活動進行 3D 列印研習課程為主，或是利

用進度較快的班級，進行 3D 繪圖課程。  

(em-A-20160317-20) 

 

    配合新課綱在國中教育階段新增科技領域，依設備基準草案，

國中小將新增設生活科技教室，教育部將自 107 年度起分三年籌

編 16 億 820 萬經費，補助各縣市及學校。高中職依據新課程綱

要設備基準新增之項目補助學校科技領域設備，自 1 0 7 年度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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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籌編 4 億 9848 萬，透過經費的挹注讓所有學校在學生上課

前，做好良好教學環境及設備之整備。  

 

第五節  生活科技教室示例  

 

    本節以內容分析與訪談專家訪談所蒐集到的意見作為依據，

規畫具有六個基本區域之生活科技教室。依照調查資料分析，將

生活科技教室設計為綜合型科技教室為佳，本研究所設計的綜合

型科技教室是以一般教室大小 (長 9 公尺、寬 8 公尺 )的兩倍，長

1 6 公尺，寬 9 公尺，面積 144 平方公尺。  

    圖 4- 3、圖 4-4 及圖 4-5 是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生活科技課

程學習內容與所需設備以及專家意見進行規畫的生活科技教室。  

 

圖 4- 3 生活科技教室空間示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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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生活科技教室示例圖  

 教學區：面積約 18m 2，此為教師教學之區域，依據國中一、

小設備基準，應配有基本設備，如黑板、教師用電腦、單槍、

影音播放設備等。  

 工作區：面積約 63m 2，此為學生進行學習之區域，也同二、

時為共同討論區及操作區，依據國中小設備基準，應有 8 張

工作桌、 50 把工作椅；此區域可結合設計區，電腦部分以筆

記型電腦代替桌上型電腦以增加教室其餘空間以供 其他用途；

此區域應規劃電源插座，供操作筆記型電腦及需插電之工具

使用。  

 設備操作區：面積約 46m 2，分為兩區，傳統加工區與數三、

位加工區。傳統加工區應有桌上型之機器，依據國中小設備

基準，線鋸機需有 8 臺、帶鋸機 2 臺、砂磨機 8 臺、鑽床 8

臺，易造成粉塵之機具安排於靠對外窗的位置；數位加工區

為獨立空間，其空間包含之設備如， 3D 印表機、雷射 (雕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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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機等。  

 作品展示區：此區供優秀作品及教學資源陳列，可以布告四、

欄或展示櫃方式規劃。  

 準備區：此區為學生進行實作活動前準備材料與所需工作五、

之區域，此區規劃櫃子供加工所需之材料與手工具放置，並

提供準備箱予學生準備材料時使用。  

 準備室：教師進行教學活動前準備教材之區域，如教室中六、

有較貴重或應良好保存之設備材料可規劃放置於此區域以便

教師管理。面積約 6m 2。  

 其他：急救箱、抽風設備等。  七、

 

圖 4- 5 生活科技多功能教室示例圖  

    此間教室可供電腦繪圖教學與簡單控制邏輯系統課程使用。  

國中班級人數約 25 ~30 人，如欲設計國中生活科技多功能教室，

可將電腦數量減至 32 臺，高中班級人數約 40 人，如欲設計高中

生活科技多功能教室，電腦數量可增至 45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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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教室的規劃需要相當嚴謹的設計，因為其對教學的成效是不

容忽視的。教學設備、教學資源、教學空間以及經費不足，是目

前普遍各個學校面臨的問題。近來因少子化問題導致學校減班招

生，學校必有閒置空間可供規劃生活科技教室。以最小成本創造

最大效益是現在各學校最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生活科技之課程內

涵與學習活動以及專家訪談設計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生活科技

教室之基本規畫，期望能作為規劃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生活科技

教室之重要參考依據。  

一、  依結果分析，生活科技教室所需基本區域有  

 教學區  (一 )

 工作區  (二 )

 設備操作區  (三 )

 作品展示區  (四 )

 教學準備區  (五 )

 其他  (六 )

二、  依結果分析，可將生活科技教室分為三類  

 生活科技教室  (一 )

 生活科技多功能教室  (二 )

三、  依結果分析，生活科技教室可與 Maker 教室作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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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新課綱推行之際，與舊有課程目標及學習內容有所差異，應

依照新課綱訂定生活科技教室設備基準以供各學校參考；生活科

技教室規畫工作不能只依靠生活科技教師獨自進行，需要各相關

人員共同參與。本研究規劃之生活科技教室示例，可供各學校生

活科技教室規劃作為參考。  

    目前依最新設備基準草案，各國中班級數 2 4 班以下需設生

活科技教室一間，可將生活科技教室依圖 4- 3、圖 4-4 之生活科技

教室做規劃，可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生活科技大部分的教學活

動做使用；全校班級數超過 2 4 班再增設一間生活科技教室，增

設之生活科技教室可依圖 4-5 之生活科技多功能教室做規劃，可

供電腦繪圖、程式設計、邏輯電路等課程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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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正式訪談大綱  

 

1 .  老師目前服務的學校是否有生活科技專科教室，是如何進行教

學？  

2 .  在教學過程當中，因教室空間或設備不足而影響教學行為的不

變有哪些？  

3 .  教室之空間與設備有哪些需要調整或改進的地方？  

4 .  1 2 年國教總綱科技領域將科技與工程之內涵納入課程規劃，強

化學生動手實作以及 ST EM 學科知識整合運用之能力，您認為

一間適合上述教學內容之生活科技專科教室應該具備有哪些

基本的空間？  

5 .  假如學校目前有足夠的經費設計一間生活科技專科教室，您認

為 /希望生活科技專科教室需要哪些基本的空間及基本的設

備？  

6 .  近來教育部廣推 Maker，請問目前老師服務的學校是否有

M aker 相關的課程？  

7 .  學校目前 M aker 相關課程教學內容是什麼？  

8 .  老師認為 M aker 課程之教室與生活科技專科教室使用同一間

教室的優點與缺點有哪些？  

9 .  請問有任何想要補充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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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者基本資料  

 

1 .  受訪者姓名：  

 

2 .  學歷：  

 

3 .  服務年資：  

 

4 .  目前任職學校：  

 

5 .  目前擔任職務：  

 

6 .  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