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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7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 自己的空品自己測 

主 持 人 ： 曾進發校長 電子信箱： Chinfa520@gmail.com 

共同主持人：  

執 行 單 位 ： 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國民小學 

一、 計畫目的 

1. 親師生能合力完成一座空品監測屋。 

2. 親師生能合力監測 PM2.5、CO2、溫溼度、紫外線、風速 5 項空

品指標並持續性。 

3. 針對空氣品質議題能設計一套適切的 STEM 教育課程，並實施

於教學上。 

4. 檢討學生在實施 STEM 教育課程前後，對科學、科技、工程、

數學各方面的學習成效。 

5. 學校能建置一個空品數據雲端化系統。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一)校外單位 

1. 臺北市立大學科學學習中心：邀聘該單位之教授擔任本計畫的

講座講師，並協助推廣大眾科學學習活動及教材開發。 

2. 新北市五股國小家長會：長年對學校科學教育支持推廣及經費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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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洛奇科技有限公司：邀聘該單位之電子工程專家擔任本計畫的

講座講師。 

4. 好師傅電腦有限公司：邀聘該單位之電子電機專家擔任本計畫

的講座講師，並協助課程教具的開發及改良。 

(二)校內組織 

1. 教務處：排課上及活動代課安排，發展課程，並創辦創客社團。 

2. 學務處：於校慶中協助團隊推展科學教育活動，並於活動中維

持親師生的安全。 

3. 總務處：全力配合本計畫之經費執行及相關採購。 

4. 創客社團：本校親師生成員共 18 人，學生涵蓋 4~6 年級。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開發以空氣品質為題的 STEM 教育課程，並瞭解整個

教學歷程是否能帶給研究對象在 STEM 概念上的成長？所以本研究結

合了課程設計及教學研究兩方面的行動，以達上述研究目的。 

(一)課程設計方面 

本課程設計融入了科學、科技、工程、數學跨領域學科，討論了

環境教育、資訊教育、公民教育等議題，共設計三階段 5 個活動，分

別為前置階段：科普玩具(原計畫為科學魔法車)、程式監測應用、綠

能科技實驗(原計畫為太陽綠能科技)，核心階段：空品監測屋(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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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綠建築小屋)，以及延伸階段：空污與健康，如課程架構圖所示。 

 

 
圖 1-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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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研究方面 

1. 科普玩具(原計畫為科學魔法車) 

第 1 個活動主要是引起學生的興趣，利用好玩的科學操作

歷程，讓學生動手動腦去嘗試，玩中學電路、馬達、LED、感

測器等科學原理及科技產品，培養學童對科學的好奇。 

表 1-活動 1 與 STEM 的關係 

活動名稱 STEM 與 STEM 的連結項目 

科普玩具 

Science 

電壓、電流、電阻、串並聯等

概念… 

Technology 

麵包板、LED、電容器、光敏

電阻、開關、蜂鳴器… 

Engineering 電路圖的觀察及組裝 

Mathematics 電阻值、電壓值、電流值… 

本活動之麵包板、電路圖觀察及組裝、電壓值、電流值等

內容的學習及認識，對於學生在感測模組的動手實作上，具有

建構先備知識的優勢，同時，也能因應學生在學習本活動時所

呈現出來的程度差異，而隨時調整後續活動的難度，不致使學

生對科學之學習失去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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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式監測應用 

第 2 個活動是建立在前一個活動的先備經驗下，加入程式

的邏輯概念，進而使學生知曉各項感知功能及相關應用，培養

學童對科技產品的探究。 

表 2-活動 2 與 STEM 的關係 

活動名稱 STEM 與 STEM 的連結項目 

程式監測應用 

Science 

程式邏輯原理、PM2.5、CO2及

其他空氣指標意義… 

Technology 

Arduino、Mirco:bit 微型電路板

及各式感測器… 

Engineering 

電路圖的觀察及組裝、程式輸

入及下載… 

Mathematics 

行動電源電壓電流值、感測數

據… 

本活動除了介紹 Arduino 外，也將 Mirco:bit 納入，此兩種

微型晶片常用來控制機器人、氣候及運動監測範圍，因此，設

計本活動來建構學生對於空品之數據實證精神，也可提前讓學

生學習摸索簡易的程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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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綠能科技實驗(原計畫為太陽綠能科技) 

第 3 個活動乃研究團隊思考感測器電源的供給來源，討論

如何不連接市電也能使儀器正常運作之法，此舉除了讓學生知

曉其他種類的發電方法，促發其內心的環保種子，也可讓感測

模組不受電路佈線的侷限，而放置在適當、安全且教學效益最

大化的位置，故而共識出太陽能發電。 

表 3-活動 3 與 STEM 的關係 

活動名稱 STEM 與 STEM 的連結項目 

太陽綠能科技 

Science 各項變因、高角度、光的組成… 

Technology 三用電表、太陽能板… 

Engineering 組裝及觀察… 

Mathematics 電壓值、電流值量測及計算… 

本活動採實驗變因的探究方式，學生藉由操縱變因的改變、

應變變因的結果，而發現太陽垂直直射太陽能板對其所產生的

發電量有直接的關係，也間接導出在臺灣所裝置的太陽能板都

必須有個 20~25 度的傾斜角(地理位置的關係)，而學校空品監

測屋所裝設的太陽能板，其傾斜角度便是依此實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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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品監測屋(原計畫為綠建築小屋)  

第 4 個活動是利用綠建築「日常節能」、「室內環境」兩項

指標，引導學生動手自造含有太陽能發電及環境感測模組的屋

子，而搭建屋子的材料來自學校廢棄課桌椅，也達到「廢棄物

減量」的指標。 

表 4-活動 4 與 STEM 的關係 

活動名稱 STEM 與 STEM 的連結項目 

空品監測屋 

Science 綠建築指標、空品指標… 

Technology 各式感測模組… 

Engineering 

監測屋組裝、感測模組組裝、

電源供應組裝… 

Mathematics 電源數據、感測數據… 

本活動為研究名稱「自己的空品自己測」之主要體驗歷程，

活動時間佔整體的
3

1
，包括活動前-指標意義說明，活動中-動

手組裝，活動後-數據觀察記錄，讓學生進一步知曉各類環境指

標監測項目，建立學生肯定空氣品質監測工程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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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污與健康 

第 5 個活動接近統整分析及檢討反思的階段，從大數據的

調查中尋獲空品與健康兩者間的關聯性，探究空污程度對健康

好壞的影響，進一步讓學童主動產生如何改變空氣品質的環境

思考力，建立學童以科學精神看待空氣品質的正向觀念。 

表 5-活動 5 與 STEM 的關係 

活動名稱 STEM 與 STEM 的連結項目 

空污與健康 

Science 空汙、健康等名詞意義… 

Technology 無 

Engineering 概念圖繪製、調查行動… 

Mathematics 

感測數據、健康數據、長條圖、

折線圖… 

在質的方面，研究團隊認為學生在一系列 STEM 課程的學

習歷程下，建立具系統性的思考模式，再從歷程中體察生活問

題並利用自主建立的思考模式，思考著如何解決之，可提升其

自主行動的素養；在量的方面，本活動時間佔整體的
3

1
，也就

是說觀察學生科學學習力及環保行動力的養成，非一蹴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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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預定時程 

實施項目 

107 年 108 年 完成百

分比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蒐集文獻 ● ●           100% 

邀請專家共編計畫 

設計課程及活動 
● ●           100% 

準備教材教具 ● ●           100% 

課程試教  ● ● ● ●        100% 

檢討修正活動內容      ●       40% 

正式課程       ● ● ● ●   0% 

編寫成果、規劃未來           ● ● 0% 

 

五、 預期成果 

1. 目前課程預試已全部完成，每個活動各有 18 人(107 年創客社團成

員)參與，5 個活動合計 60 節的預試節數，計實施 1080 人節次。 

2. 在預試課程中，親師生已經合力建造出「空品監測屋」1 座。 

3. 於 12/1 校慶當天，空品監測屋總體驗數量超過 1413 人次。 

4. 指導學生蒐集並分析空品數據及學生健康概況，紀錄時間 3 週

(11/14~12/1)，計 70 筆資料，並持續記錄中。 

5. 成立五股 E-STEM 教育社群，並透過網路傳播，將親師生獨特的見

解分享出去，持續擴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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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檢討  

(一) 成品尺寸：計畫原定空品監測屋容積 2m*2m*2m，可供師生進出

監測屋，但因學校平面空間獲取不易，且缺乏木工專業師資及機

具，故而尺寸略加修改為 0.5m*0.5m*2m，以盒箱樣式將之建置於

操場間。 

(二) 師資：計畫原定監測 PM2.5、CO2、溫溼度、紫外線、風速 5 項空

品指標，目前成品只完成 PM2.5 及溫溼度兩種感測器，主因有二：

一、本計畫感測器所用的電路板為 Arduino，使它運作的是一種名

為「Arduino Software IDE」的軟體，這個軟體是使用 C 語言和 C++

相仿的程式語言，並且提供了包含常見的輸入/輸出函式的 Wiring

軟體函式庫，學校在這方面的程式設計師資嚴重不足，導致其他 3

項指標未能於期中報告前完成。二、研究團隊於過程中發現此問

題，便趕緊研究另一個微型電路 Mirco:bit 的可能性。Micro:bit 程

式編輯器，其中一個是 JavaScript Blocks Editor，就是大家熟知的

積木程式，很適合國小學生入門使用。而且 Microsoft 公司為 BBC 

Micro:bit 所製作的 Editor 都是在網頁上直接編寫程式，所以只要

是可以上網的載具都可以免安裝就開始程式教學，相當方便。惟

截至期中報告為止，研究團隊尚未完成 Mirco:bit 與 CO2、紫外線、

風速等感測元件之間的軟硬體連結。正式課程時，再持續邀請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E8%AA%9E%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2B%2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2B%2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ring&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ring&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D%E5%BC%8F%E5%B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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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師資指導學習，以補不足之處。 

(三) 社團課程：經課程試教後，研究團隊發現本計畫所設計之課程不

易實施於國小校本課程上，原因有二： 

1.本校因應新課綱所規畫之校訂彈性學習節數，一學期編20節，

而本計畫課程總時間達 60 節，明顯有段差距。 

2.本計畫課程之 STEM 教育內容為跨領域學科，大大異於現有

師資的單一學科教學模式，研究團隊中有一位藝文領域教師即

表明計畫裡的課程，對其而言很難，並建議簡化。 

因此，建議仍以創客社團的方式，招募對 STEM 內容有興趣

的親師生進行課程為妥；另外，在原本的課程時間及內容規劃上也

在本次報告中，懇請專家教授給予意見，讓研究團隊能做適當調整

並於正式課程實施之。 

(四) 評測工具：經專家學者之建議，本計畫已增加評測工具，透過資

料的蒐集(學習單、問卷、協同研究者觀察記錄)，作為研究團隊評

估學生在STEM各方面學習成效的依據，成果於期末報告中呈現。 

(五) 雲端化系統：學校針對空品數據雲端化系統向廠商詢過價，價格

不斐，學校經費有限。因此，現階段就以空品數據在地化為教學

題材實施之，未來將以數據行動化規畫之，並朝向雲端化的目標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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