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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導向的科技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經驗分享 
 

*林坤誼 
*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系博士生 

 

壹、前言 

在吳大猷講述，黃偉彥、戴念祖、葉銘漢（2001）整理的「早期中國物理發

展的回憶」一書中提到：「百年來我國科技落後西方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們採用

科舉取士，這個影響是什麼呢？科舉取士就是用考試的方法，把你唸書的範圍定

義好了。⋯（頁33）」現行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主要理念，便是期望擺脫

傳統課程標準侷限教學內涵的形式，轉而以培養學生具備有帶著走的能力為目

標，以擺脫考試領導教學的傳統觀念。面對此一能力導向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

我國科技教育的課程設計與教學亦須隨之轉型。換言之，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傳

統工藝課程設計與示範教學已無法符應現階段科技教育的需求，而應以促進者

（facilitator）的角色以協助學生學習不同的科技教育活動。Bybee與Loucks-Horsley

（2000）曾提到：「假使科技教師們無法深切的體認他們所欲教導的科技概念，

那麼他們也不能夠期望學生能夠學習科技的概念。（頁 31）」因此，科技教師在

教導科技教育課程時，若能夠充分體認並運用活動式導向的科技教育教學，以讓

學生能夠在學習過程中培養相關的能力，那麼才能夠真正地達到九年一貫課程改

革的訴求。本文主要介紹科技教育活動導向的課程設計，以及分享運用科技教育

活動導向課程的教學經驗。期望能提供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教師們在進行科技

教育活動導向教學時能夠有所借鏡，避免因為不了解科技教育活動導向的課程設

計與教學理念，而又將科技教育活動侷限在僅注重成品導向的手工藝訓練課程。 

貳、活動導向的科技教育課程設計 

    教育改革應著重在批判性思考的過程（包括問題解決與學生評鑑），同樣的

課程發展與專業發展也應致力於透過確實的學習與問題解決教學策略來培養學

生問題解決的能力（Custer, Valesey & Burke, 2001）。故我國現階段活動導向的科

技教育課程設計，主要便是以問題解決導向為基礎而發展。問題解決活動導向的

科技教育課程設計要點可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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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目標 

      有了明確的活動課程目標，才能確保學生透過學習活動之後，能夠依照教

學者的設計以達成預定的目標。因此，在設計問題解決活動導向的科技教育課

程時，其首要之題便是確立活動課程目標。 

二、基本能力指標 

      我國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相關的基本能力。因此，教師

未來若欲設計符合九年一貫課程理念的科技教育活動導向課程時，有必要先了

解科技教育課程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其主要培養學生達成的基本能力指

標為何（如表1），再藉由雙向細目表（如表2）以規劃出在活動中，課程目標

與基本能力指標間的相互對應關係。 

 

表1 生活科技學域的能力指標 

4.科技的發展 

科技的本質 

4-2-1-1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2-1-2認識科技的特性。 

4-3-1-1認識科技的分類。 

4-3-1-2了解機具、材料、能源。 

4-4-1-1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4-4-1-2了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4-4-1-3了解科學、技術與工程的關係。 

科技的演進 

4-3-2-1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4-3-2-3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4-3-2-4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4-4-2-1從日常產品中了解台灣的科技發展。 

4-4-2-2認識科技發展的趨勢。 

4-4-2-3對科技發展的趨勢提出自己的看法。 

科技與社會 

4-2-2-1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4-2-2-2認識家庭常用的產品。 

4-2-2-3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4-3-3-1了解社區常見的交通設施、休閒設施等科技。 

4-4-3-1認識和科技有關的職業。 

4-4-3-2認識和科技有關的教育訓練管道。 

4-4-3-3認識個人生涯發展和科技的關係。 

4-4-3-4認識各種科技產業。 

4-4-3-5認識產業發展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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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8.設計與製作 

8-3-0-1能運用聯想、腦力激盪、概念圖等程序發展創意及表現自己對產品改變

的想法。 

8-3-0-2利用多種思考的方法，思索變化事物的機能和形式。 

8-3-0-3認識並設計基本的造形。 

8-3-0-4了解製作原型的流程。 

8-4-0-1閱讀組合圖及產品說明書。 

8-4-0-2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表達創意與

構想。 

8-4-0-3了解設計的可用資源與分析工作。 

8-4-0-4設計解決問題的步驟。 

8-4-0-5模擬大量生產過程。 

8-4-0-6執行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的機能測試與調整。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3。 

 

表2 雙向細目表 

 課程目標 

能力指標 目標1 目標2 目標3 目標4 目標5 目標6 目標7 目標8

⋯⋯         

8-4-0-4設計解決

問題的步驟。 

  ◎  ○ ◎ ○  

8-4-0-5模擬大量

生產過程。 

 ◎  ◎    ○ 

⋯⋯         

註：◎高度相關 ○相關 

資料來源：李隆盛，2002。 

 

三、問題 

科技教育的主要任務在充實學生的科技素養，以解決現在和未來的各種

實務問題。所以解決問題乃成為科技和科技教育的目的與內容（Hatch, 1988；

引自李隆盛，民85）。所以當我們在進行科技教育的課程設計時，如何選擇或

規劃完善的問題解決教學活動，便是相當重要的一環。Johnson（1987）曾歸納

出許多解決問題研究文獻中對解決問題教學策略的建議如下（引自李隆盛，民

85）： 

1. 要規劃學生所不熟悉的活動。 

2. 要在學生的能力範圍內規劃活動。 

3. 提供學生各種不同類型的問題，注意給學生問題而不只是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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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導學生各種解決問題的策略和解決問題的整體計畫。 

5. 利用開放式的設備和作業問題使學生有界定和解決問題的經驗。 

6. 讓學生在試行解決方案之前先腦力激盪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7. 積極和開放地鼓勵革新和創造性的構想和解法。 

8. 旁觀學生實驗各種技術以解決問題，但要在他們遭遇大挫折之前施予援

手。 

9. 詢問可促進學生興趣和參與的引導性問題。 

10. 著重較高層次思考能力（如分析、綜合和評鑑）的教學。 

四、學習報告 

      在強調多元評量的時代中，純粹依靠傳統的紙筆測驗以評量學生的能力已

經無法符合教育的需求，尤其是活動式導向的課程，更是需要有明確的學習歷

程紀錄，才能便於教師進行形成性的評鑑（formative evaluation）。此外，透過

學習報告的輔助，將更有助於學生在科技教育學習活動中的學習。茲將學習報

告的參考型式列舉如下（方崇雄，1995）： 

（一）學習報告1 

1. 問題敘述：主要讓學生確認問題、時間和限制。 

2. 資源分析：主要讓學生分析資源（例如所需的工具、機器、材料）。 

（二）學習報告2 

1. 讓學生能夠針對問題去蒐集相關的資料，並分析資料的有用程度。 

2. 讓學生能夠根據蒐集到的資料發展三種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3. 讓學生能夠學習評鑑各個解決問題方案的優劣。 

（三）學習報告3 

1. 規劃使用的工具與機器。 

2. 規劃使用的材料。 

3. 規劃工作步驟。 

4. 進行工作分配。 

5. 進行時間分配。 

6. 繪製完整設計圖。 

（四）學習報告4 

1. 測試與評鑑（尺寸、功能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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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進（思考整個活動過程中需要改進的地方）。 

五、活動評量 

      問題解決活動導向的科技教育學習活動可以採用如表3所示的評分表，此

種評分表含評量標準和配分，具有引導學生學習的功能，所以是一種評量導板

（rubrics）（李隆盛，2001）。 

 

表3 問題解決導向的科技學習活動評分表示例 

單元名稱評量項目與配分 活動名稱 
一、文件（60分） 
1.概要／明細（10分） 
1.1沒有概要或明細…………………………………….0
1.2有概要沒有明細…………………………………….5
1.3有概要和明細………………………………………10

 

2.探究（10分） 
2.1沒有探究…………………………………………… 0
2.2針對問題研讀資料，但探究深度不足…………… 5
2.3有良好的探究，並因而獲得問題性質及相近問題 
解決方法方面的新知識…………………………… 10

 

3.解決方法（10分） 
3.1只考慮過唯一的解決方法………………………… 0
3.2有兩個解決方法，但其中只有一個被認真考慮  
過……………………………………………………  3

3.3至少有三個解決方法，但未採用方法的理由未 
清楚列出………………………………………...…  4 

3.4至少有三個解決方法，其中兩個被認真考慮過 
，且未採用方法的理由已列出………………...…  8 

3.5至少有四個解決方法，其中三個被認真考慮過 
，且沒採用理由已清楚地列出…………………   10

 

4.作品測試（10分） 
4.1作品未被測試過…………………………………….0
4.2作品曾被測試但未呈現結果……………………….4
4.3作品曾被測試過但呈現的結果薄弱……………….7
4.4作品曾被測試，且呈現結果良好…………………10

 

5.評鑑（10分） 
5.1沒有書面的評鑑…………………………………….0
5.2有評鑑但不夠周延適切…………………………….2
5.3有評鑑但缺適切自評資料………………………….4
5.4有良好評鑑，含自評資料及對各種解決方法的建 
議……………………………………….……………8

5.5有良好評鑑，含適切自評資料及對各種解決方法 
的採用理由與改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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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 
單元名稱評量項目與配分 活動名稱 

6.整體（10分） 
6.1沒有工作文件…..…………………………………….0
6.2有少量文件但對所需器材未列出，且結構不夠嚴 
謹清晰…..……………………………………………  4

6.3有文件且列出一些所需器材，結構嚴謹清晰度亦 
不錯…………………………………………..………  7

6.4有良好文件列出所需器材，且結構嚴謹清晰……10

 

文 件 合 計  
二、作品（40分） 
1.作品劣，呈現不出技藝………………………………  0
2.作品差，只呈現些微技藝……………………………  8
3.作品可，但技藝不良………………………………… 16
4.作品某些細節已被注意………………………………24
5.作品品質高，採用的方法和器材適切，但仍有改善 
空間…………………………………………………...32

6.作品品質優，細節均被注意………………………… 40

 

作 品 合 計  
資料來源：李隆盛，2001。 
 
參、活動導向科技教育課程的教學經驗分享 

    透過前述步驟所發展出之活動導向科技教育課程，教師所扮演的促進者角

色，通常須依賴學習報告以進而有次序的引導學生進行活動。本文主要提供使用

前述學習報告的教學經驗與心得，期望能夠讓其他採用此一課程模式的教師在教

學上更為順暢，且更容易達到科技教育的目標。 

一、學習報告1 

1.問題敘述－主要讓學生確認問題、時間和限制 

        當我們思考平日在解決問題時，是否常常會因為沒有確認問題，而導致

於辛苦努力的結果，最後竟不能夠解決我們所欲解決的問題。因此，此一步

驟主要是期望能夠要求學生在解決問題之前，務必再次確認要解決的問題是

什麼？有多少時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以及解決這個問題是否有什麼限

制？等。 

2.資源分析－主要讓學生分析資源（例如所需的工具、機器、材料） 

        當我們確認完問題之後，首先必須要做的工作便是分析我們需要什麼樣

的資源？唯有清楚地事先規劃好所需的事物，才能確保在活動過程中能夠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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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地完成。 

二、學習報告2 

1.讓學生能夠針對問題去蒐集相關的資料，並分析資料的有用程度 

        當學生進行活動式導向的課程時，常常習慣於用已有的經驗或者知識去

解決問題，而不願意針對該解決的問題蒐集相關的資料，並規劃出更佳的解

決方案，因此學習報告2便是要讓學生養成蒐集資料、分析資料有用程度的

研究態度。 

2.讓學生能夠根據蒐集到的資料，發展三種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當學生蒐集到所需相關的資料之後，便可以要求學生規劃出至少三種以

上的解決方案；就學生的習慣而言，他們通常只有第一個設計圖會較仔細設

計，其餘兩個設計圖則會會有兩種情況發生：（1）畫類似第一個設計圖，（2）

隨便畫畫敷衍了事（為什麼會知道學生隨便畫畫呢？因為後續的步驟要學生

評鑑此設計圖的有用程度、或能否達到評鑑標準時，學生自己都會勾選沒有

用或者不能達到評鑑標準。）因此，教師要嚴格要求學生必須慎重規劃出三

個解決問題的方案，如此方能激發學生的潛能。 

3.讓學生能夠學習評鑑各個解決問題方案的優劣 

        許多學生在活動中習慣於使用唯一的一個解決方案。因此，甚少了解該

如何去評鑑一個方案的好壞。教師可以協助規劃出一個評鑑表格，讓學生自

我評估方案的優缺點，並選擇出最佳的執行方案。 

三、學習報告3 

當學生決定了最佳的方案之後，便要開始規劃詳細的製作過程，茲將規劃

過程分述如下： 

1.規劃使用的工具與機器 

      事先了解應該要使用到的工具與機器有那些，並注意使用的安全與技巧。 

2.計算使用的材料 

        學習仔細且精密的計算該使用何種材料、規格、數量等，通常學生習慣

於買超過許多其實際所需的材料「以應不時之需」，這便是其數學計算方面

的能力不夠，必須再多加訓練此一方面的能力。 

3.規劃工作步驟 

      （1）買材料、（2）製作、（3）完成等三個步驟是學生最常寫的步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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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於簡略，而且無法讓人了解實際施工時到底該如何進行，因此教師必須

要求學生要能夠「詳細」的規劃工作步驟，例如該先切割幾塊多大的材料、

該先接合哪幾部分等，此種不但是邏輯思考能力的訓練，更是訓練學生「找

出問題」能力的最重要關鍵點。 

4.進行工作分配 

        「單打獨鬥」是中國人的特性，中國人常被外國人批為一盤散沙，也就

是因為彼此間不肯合作的緣故。而此種情形很不巧的也常會出現在活動的過

程中。因此，教師必須確實的注意每一位同學是否能夠「適才適用」，讓每

位學生都能發揮己長，以製作出最佳的成品。 

5.進行時間分配 

        「做一步，算一步」是一種散漫毫無目標與計畫的心態，而在活動的過

程中，學生也常常會漠視之前所規劃的時間表，而一直拖拖拉拉的延遲進

度，因此教師如何妥善的教導學生分配時間並督促進度，便是相當重要的關

鍵點。 

6.繪製完整設計圖 

        要能夠利用圖畫、文字將自己的構想詳細的表達出來，這是九年一貫基

本能力指標中的一項，因此教師必須要要求學生最後繳交一張完整的設計

圖，而張設計圖必須要能夠讓其他人能夠清楚、明確的接收到其所要表達的

訊息。 

四、學習報告4 

1.測試與評鑑（尺寸、功能等項目） 

        根據設計圖測試成品與設計圖的符合程度、以及其他相關的功能等，讓

學生實際了解到自己所完成的成品達到何種標準。 

2.改進（思考整個活動過程中需要改進的部份） 

        每一個活動最有價值的部份就是活動最後的「反思」時間。能夠反省整

個活動的過程，並進而提出修正的意見，以利於後續進行活動的進行，才是

學生收穫最大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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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為了能夠達到課程統整的目的，未來勢必會有更多活動導向的課程陸續登

場，本文藉由提出科技教育活動導向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經驗，期望能夠提供教師

在進行科技教育教學時能夠有所參照。此外由於在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中，

科技教育課程被規劃為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中。因此，其所扮演的角色便如同

橋樑般以連結各學科領域的學習，例如美國紐約州的數學、科學與科技（MST）

取向的課程統整模式；或使用科學、科技與社會（STS）取向的課程統整模式。

綜而言之，期盼我國的科技教育課程能夠被更廣為重視，進而擺脫傳統工藝被列

為副科的角色。身為台灣科技教育界的一員，我們都殷切的盼望在未來九年一貫

課程的推行下，我國的科技教育課程能夠與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等國家一

樣，在普通教育的領域中受到應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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