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育部 106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 以 Maker 架構國小高年級程式設計與科學創新能力 

主 持 人 ： 王碩鴻 電子信箱： soho@efs.hlc.edu.tw 

共同主持人： 張慧娟、張玉真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一、 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 

 □ 環境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科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研究發展 

   □ 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研究及輔導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之辦理及題材研發 

    3.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  

         (1)辦理親子共學營 

         (2)辦理學生創客營 

         (3)辦理學生創客社團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 

         (1) 辦理親子共學營:本校學生與家長 

         (2) 辦理學生創客營:本校學生 

      (3) 辦理學生創客社團: 本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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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  

         (1) 辦理親子共學營:本校學生與家長:76 人 

         (2) 辦理學生創客營 43 人 

      (3) 辦理學生創客社團:16 人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3 人 

7.辦理/執行成效： 

         (1)由於本次科教專案的執行，藉由親子共同參與，提高創意活動

的永續性與廣度。 

(2)辦理讓學生動手操作的科學創意營隊，提升學生興趣。 

      (3)辦理讓學生動手操作的科學創意社團，學生實際操作自然與資

訊的跨領域整合與審視各知識面向的整合，這些經驗使得學生

的課程更能跨領域融合。 

      (4) 藉由參加相關比賽與活動激發學生創意與動機，學生也都有

良好表現。 

 

二、計畫目的 

(一) 辦理可以讓學生動手操作的科學創意營隊。 

(二) 辦理可以讓親子共同參與的科學創意研習。 

(三) 辦理可以讓學生動手操作的科學創意社團。 

(四) 藉由參加相關比賽與活動激發學生創意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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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以常規性的學生社團活動紮根 

這個部分我們預計要完成的提升創意與呈現創意成果。 

課程面向 

 

課程內容 

項次 說明 

1. 創意思考方法介紹 

2. 開發板軟硬體介紹(包含簡易電路說明) 

3. 生活上的問題與相關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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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題解決與開發板工具的結合與應用 

5. 3D印表機的設計與使用 

6. 雷射切割與應用 

 

學生作品例子一:結合3D印表機成品與LED燈的光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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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例子二:雙腳機器人製作 

 

學生學習例子:自走車程式學習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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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辦理創意營隊激發學生興趣 

在此部份，我們在寒假辦理營隊。在營隊結束後完成一可控制的仿生

獸。課程面向如下圖 

 

 

參與學生專心聆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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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安裝控制板，以程式控制仿生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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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以親子共學的營隊提高科學創意活動的參與幅度與長度 

短時間的親子共學的營隊主要是希望學生能獲得家長的長期支持，並

且讓學生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經驗與興趣，我們以完成一個作品為目標，

來使得學生獲得立即的回饋與提高興趣。 

課程面向 

 

課程內容: 

       親子共組一件仿生獸，透過動手做增加學生興趣與親子合作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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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學合作完成作品 

 

媒體報導共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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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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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成果 

1.運用資訊科技與 maker 活動，擴展學習成效，並提升解決問題的能

力。 學生參加相關比賽，也獲得佳績，包括(1)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

展台灣區比賽:兩件作品獲得一金一銀成績 (2)科展:獲得花蓮縣國

小應科組第一名 (3)Scratch 程式比賽:獲得全國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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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藉由程式設計，培養學生創意思考以及邏輯思考能力。 

3.增加課程多元性，啟發學生多元能力與科學能力。 

4.藉由親子共同參與，提高創意活動的永續性與廣度。 

五、討論及建議   

活動次數的安排，因為首次辦理校內親子合作營，反應熱烈，之後可

以增加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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