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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太陽能，我們也能！」- STREAM跨領域進行主題教學，以

積木課程發展創意太陽能模組 

主持人： 雷敏君                               電子信箱：minnie.m66@msa.hinet.net 

共同主持人：張明賢、游智雄、蔡佳雯、賴玉、呂玉瑞、周恒奇、陳慧芸 

執行單位：新北市光復國小教務處 

一、 計畫目的 

緣起 

環保是人類關注的重要議題，所以發展綠能是未來必然的趨勢。光復國小每年都

會以課程內的自然原理，讓每個年級的孩子創意發想，進行科學競賽，例如：三

年級吸管火箭、四年級電動刷刷車、五年級太陽能車、六年級製作電磁鐵玩具，

孩子們可以發揮創意，結合環保與科學原理進行實作。然而，去年五年級在進行

太陽能車競賽時，發現學校的太陽能板，因年代久遠，功率已逐漸退化，造成競

賽結果不甚公平，於是便希望申請本計畫，為孩子們爭取一些太陽能設備。 

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素養，希望培養出孩子「自發」、「互動」、「共好」的精神，

希望孩子有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能夠進行跨領域學習。加上我們發

現每個孩子心中都有一座積木堡壘，於是我們希望藉由每個孩子都喜歡的積木，

建立一套教學模組，讓孩子從課程中逐漸“長出”核心素養。 

目標 

1. 建置學校 ｢小小創客自然教室」軟硬體設備 

2. 成立 ｢跨領域備課」精進社群，彼此分享教學資源  

3. 開發 ｢機械及太陽能模組」教材與教法，完整配套落實教學  

4. 研發 ｢生活環保工具」技術與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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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三、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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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四、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本計畫預計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研發「STREAM 跨領域太陽能

積木教學模組」，預計從109年9月起開始至110年元月，約為半年的時間。

第二階段為發展「STREAM 跨領域 綠能設備積木模組」，預計從110年2月

起開始進行，至5月為止，完成本計畫全部的任務。目前進度約完成百分

之五十，各階段詳細進度如下圖(甘特圖)所示。 

預定進度(以甘特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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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品觀摩      
 

 
   

8.成果報告撰寫   
 

       

確認問題 

蒐集資料 

動手實作 
 

尋求資源 

進行修正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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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期成果 

【工作項目】 

1. 建置以學生為本位的創客自然教室，規劃完整的軟硬體設備。 

2. 邀請不同領域老師，共同備課、觀課、議課，發展跨領域課程設計。 

3. 將理論結合生活，讓學生解決生活上的需要，擴展學習的視野。 

4. 展示學生作品，藉由全校師生及家長的回饋，給予學生肯定。 

【具體成果】 

1. 以積木引發學生興趣，發展 STREAM 跨領域教學設計模式。 

2. 使創客結合自然教室，擴充軟硬體規模。 

3. 培養學生成為小小創客，可以自行解決生活中的需要。 

【預期效益】 

1. 藉由定期專業對話，產出跨領域課程，提昇教師科技專業知能。 

2. 規劃創意學習活動，提昇學生發揮創意、解決問題能力。 

3. 發展出以積木組裝為主題的「素養導向」的示範課程。 

4. 學生具有關懷地球、落實環保的觀念，並能以科技結合生活。 

 

六、 檢討  

1. 教育改革推動著老師不斷精進，「STREAM跨領域教學」、「素養導向教學」都

是較新的教學方式，老師們不應害怕改變，也不必等到很厲害才要開始，只

要有勇氣開始做就很厲害。 

2. 本校教師具有高度熱忱，只要學生有需要協助，都很樂意給予支援。 

3. 學生的回饋很正面，表示非常喜歡「STREAM跨領域」課程。 

4. 因經費有限，原本希望能全學年實施，但實際上只能在有限的班級中進行。 

5. 時間永遠不夠，學生很想要不斷修正積木模組，卻無法擠出多餘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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