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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的 
(⼀) 利⽤專題導向式學習與探究式學習的精神，透過實作培養學⽣學
習科學興趣。 實作主題為｢四軸無人機｣，預計達成以下學習目
標： 

(1)⾶⾏理論 
(2)電⼦焊接組裝 
(3)程式設計 
(4)⾶⾏器本體設計及列印 
(5)⼿機連結通訊 

(⼆) 以｢STEAM｣為教學設計主體 

為了培養學⽣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國際上的教育潮流，多朝向
跨學科融合的課程設計， ⽽STEAM是結合科學(Science)、技術
(Technology)、⼯程(Engineering)、藝術(Art)以及數學(Math)等領
域，貫穿現代科技重要知識，強調實作實證精神的整體機制。 

(三)結合108 年課綱中之｢資訊教育｣，跨領域整合。 

學習軟體設計，⽬的在訓練更好的邏輯與運算思維，⽽且軟體應
⽤非常廣泛，技術發展⽇新⽉異，因此「程式設計」的課綱，除
了必須有階段性與連貫性外，特別在「跨領域」與「實作性」、
上，必須要有好的配套設計，才可能達到資訊教育的實施⽬的。
因此我們藉由設計四軸⾶⾏器的過程中，設計相關程式設計課程，
藉以培養學⽣邏輯思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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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主要是以專題式導向學習(Project Based Learning)為主要⽅法，
與⼀般的教學環境不同。本研究主要是利⽤國中八年級社團課為課程
主體，因此可以吸引到對本專題(四軸⾶⾏器)有興趣的學⽣。如此學
⽣有較強烈的學習動機，⽽非被強迫學習，不必再費⼼設計課程引起
學⽣動機。 
在課程設計部分，本計畫的專題⽬標為學⽣利⽤Arduino晶⽚及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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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部可以藉由⼿機操控⾶⾏的四軸⾶⾏器，因此，詳細的教
學內容與架構如下圖： 

"  
教學課程設計部分⼤致分成： 
1.電⼦部分： 
        本計畫使⽤的電⼦控制系統為Arduino系統，使⽤ Arduino Uno晶
⽚，優點為體積⼩，晶⽚插槽⾜夠使⽤，再加上陀螺儀、⾶⾏控制晶
⽚、鋰電池及無刷⾺達就⾜夠基本⾶⾏所需。 
  2.機身部分： 
        由學⽣⾃⾏設計及繪圖，因此必須進⾏3D繪圖教學，待學⽣繪
製完成後，進⾏機身列印。3D列印為近幾年來熱⾨的話題，有許多
學校申請3D印表機或雷射雕刻機等設備，但熱潮過後經常淪落到乏
⼈問津或是列印⼀些玩偶的功⽤。研究中會深刻的讓學⽣了解，3D
列表機為⼀個幫助研究或實作的⼀個重要⼯具，讓學⽣理解其重要性。

四. 執⾏進度（請評估⽬前完成的百分比） 
(⼀)課程實施進度如下  
計畫實施⽇期為2017/03/06至2018/06/30。⽬前依照計畫進度進⾏順
利，課程部分Arduino程式設計已於2017/10/15完成、3D繪圖亦於
2018/01/05完成。3D列印部分預計於寒假完成，下學期進⾏藍芽模組
課程、機身組裝與成果發表，應該能夠如期完成。 

!  



(⼆)經費運⽤部分  
依照計畫編列之預算，器材部分25,000已完全使⽤完畢，⼈事費申請
⽬前使⽤20,000，經費使⽤45%，與進度相符。 

(三)課程活動資料

 1.教室與設備建⽴ 

                左上： 圓鋸機 
                右上：3D列印作品 
                左下：雷射雕刻機 

  



2.課程簡介與臉書社團建⽴： 

     左上： 課程社團建⽴ 
     右上： 臉書社團分享訊息 
     右下： Ａrduino 程式編輯器 

3. Ａrduino 相關零件熟悉 



4. 基礎程式與ＬＥＤ亮度控制 

5. ＰＷＭ簡介與實作 



6. 3D列印與LED結合作品 

 
7. 3D繪圖簡介 

8. 3D繪圖成品 



五. 預期成果 
本計畫預期完成的⼯作項⽬、具體成果及效益如下： 
(⼀) 透過資訊科技輔助教師專業教學能⼒，有效創新教學服務，發
展多元且具學校特⾊之創新教學模式。 
(⼆) 發展以學⽣為中⼼，重視⾃主及合作學習的創新智慧學習模式，
並進⾏有效學習。 
(三) 整合教室資訊設備，結合數位資源，有效⽀持教與學，使資訊
科技有效融入教學，提⾼學⽣學習興趣，並促進校際間資源分享。 
(四) 配合107課綱探究課程，培養學⽣實作、設計並完成實驗的能
⼒，以培養適應未來社會的⼈才。 
(五) 藉由適當的課程設計，培養學⽣適應⼆⼗⼀世紀關鍵核⼼能⼒
（5C）：溝通協調能⼒（Communication）、團隊合作能⼒
（Collaboration）、複雜問題解決能⼒（Complex problem solving）、
批判思考能⼒（Critical thinking）及創造⼒（Creativity） 
(六) 藉由設計「探究與實作」課程設計，透過教與學的操作過程產
⽣新想法。利⽤現有的資源及場域設計課程，可以發展出有趣的、有
意義的、與⽣活經驗切合的課程。 
(七) 運⽤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 檢索、統
整、解釋及省思，並轉化成⽣活的能⼒與素養。具備問題理解、思辨
分析、推理 評論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以具體⾏動有效
解決及探究問題。

六. 檢討 
⽬前進度正常 
程式設計部份對國中⽣來說仍有⼀定難度 
設計相關課程增進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