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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1 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屯山好「風」情，環保節能科技行 

～能源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 
主  持  人：許文勇校長 E-mail：hsu920525@gmail.com 

共同主持人：張乃文(新北市淡水區興仁國小校長) 

執 行 單 位：新北市淡水區屯山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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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教育推廣講座 

(2) 國小能源教育課程與教學講座 

(3) 能源教育課程設計工作坊，團體進行七次，內容包括：(一)課程資料收集、

(二)課程設計實務方法、(三)課程設計分享、(四)課程設計發表、(五)課程

實踐操作、(六)課程評鑑與省思、(七)成果匯集會議。 

(4) 能源教育課程設計工作坊，另包含四次分組討論，其中屯山、中泰為風力組，

興仁、育英為太陽能組。 

(5) 學生創意展能活動 

(6) 成果編輯研討 

(7) 教師課程實踐成果發表會 

4.辦理活動或研習會對象： 

  活動或研習名稱 對象 

(1) 能源教育推廣講座 

(2) 國小能源教育課程與教學講座 

屯育中興四校之全體教師 

(3) 能源教育課程設計工作坊 屯山中泰參與計畫之教師 

(4) 學生創意展能活動 屯山中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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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果編輯研討  

(6) 教師課程實踐成果發表會 屯中育興參與計畫之教師 

6.參加執行計畫人數：屯山 3 名、中泰 4 名，共 7 名。 

7.辦理/執行成效： 
(1) 結合屯山、中泰、育英、興仁四校，及區內淡江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達

成大學、小學之資源整合。 

(2) 透過大學、小學的資源整合與四校的能源教育連線，使能源教育的內容與成

效得以加深加廣。 

(3) 提升了四校教師之能源教育素養。 

(4) 使能源教育得以在各校生根、成為各校的特色課程。 

二、計畫目的 
本研究期待透過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和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的專業教授指

導與小學(屯山、興仁、中泰與育英)攜手合作發展能源議題的創新課程，將社

區特有能源，如：風力與光電(太陽能)等，運用於教學與活動中，讓學生學習

與探究未來生活新趨勢。從計畫的落實中，以策略聯盟方式，提昇現場教師與

合作大學師生研究能力、編寫新北市「屯中育興」四校【淡金能源教育連線】

創意教案，包含：屯山國小的風力發電課程-「屯山好風情‧能源教育行」、中

泰國小的風力課程-「風吹風吹—拉風超跑」、興仁國小的太陽能課程-「陽光真

燦爛---太陽能課程」及育英國小的太陽能課程-「暫別現實太陽能的困境、走

向心靈太陽能的出路」等四套有關能源議題教材，並融入在教學與活動上，進

而引導學生在學習歷程與生活實踐，以符應課程探究新興議題的精神與理想，

強化節能減碳與開發新能源的知能與行動。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 

(1) 資料蒐集：蒐集能源發展、節能減碳、風力及太陽能源發展、能源與生活

等相關文獻資料，做為編寫課程與設計教學活動素材。 

(2) 行動研究：藉由團隊運作、研習發展、教材設計工作坊、教學實驗及創意

活動、課程發表等歷程，反覆回饋、評鑑及省思檢核，修正課程與教材的

可行性。   

2. 執行策略 

(1) 透過跨校策略聯盟，形成區域性推動能源教育計畫團隊。 

(2) 鼓勵本校及區內教師共同建構能源議題課程架構，融入學校特色課程。 

(3) 結合產學與課程學者專家，提供教師進修研習，強化課程發展與設計能力。 

(4) 與聖約翰科技大學合作，協同發展能源教育教材及方案，落實教學與活動。 

(5) 辦理跨校性活動及成果發表會，擴展與分享經驗，發揮影響力量。 

(6) 將計畫成果建置網頁，以利資訊融入教學，並提供其他學校參考。 

(7) 進行計畫評鑑與相關回饋，以為修正依據。 

3. 執行項目 

(1) 辦理能源議題融入學校課程發展研究策略聯盟及舉辦普及性能源教育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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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以提升教師能源教育之素養與知識 

(2) 辦理編寫能源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工作坊 

(3) 舉行教學觀摩與實踐與學生展能活動 

(4) 舉行課程設計發表與成果展示會 

四、研究成果 

(一)、屯山國小部分 

1. 暖身活動 

(1) 活動內容：屯山的風體驗 
(2) 教學評估：放風箏時，學生深切感受到風的力量，達到教學目標。 

2. 活動一：「屯山之風」(第 1 節)  

(1) 活動內容：了解再生能源的種類及優缺點 
(2) 學生回饋： 

i. 能說出能源種類，包括：太陽能、風力能、水力能、海洋能、生質能、地

熱能、石油、天然氣、煤炭、核能、汽油、瓦斯。(501 林玉美) 
ii. 能說出各類能源的優缺點：太陽能，缺點，晚上沒太陽就不能用了；核能，

缺點，輻射很大而且很危險；水利能，優點，成本低可連續再生無汙染；

地熱能，優點，地熱蘊藏量很豐富。(502 周柏瑜) 
iii. 能指出屯山地區適合發展風力發電。(24/39，約 62%) 

(3) 教學評估：達到教學目標「了解再生能源的種類及優缺點」。 

3. 教學內容：活動二「神奇之風」(第 2 節) 

(1) 活動內容：透過氣象資料及石門風機的發電紀錄，引導了解屯山地區適合

發展風力發電的優勢點 

(2) 學生回饋： 

i. 認為屯山地區適合設立風力發電機的比例為 24/39，約 62%。 
ii. 表達在家中設立風力發電機意願的學童比例為 27/39，約 69%。 

(3) 教學評估：達到教學目標「能說出學校及社區環境特色，適合開發風力發

電的優勢點」。 
4. 活動三「科技之風」(第 3、4、5 節) 

(1) 活動內容：藉由參觀活動啟發學童的綠能學習的興趣 

(2) 學生回饋： 

i. 操作風力設備，讓我覺得非常有趣，太陽能設備也很有趣，體驗風洞，讓

我覺得風力發電機運轉，需要非常強的風力。(502 謝子嫺) 
ii. 聽完後我想到原來「風」有多麼重要，有很多東西要用到風。(501 洪子苓) 

iii. 風力發電的風車有許多種類，也有分葉片是水平、垂直。(501 林玉美) 
iv. 我學到了怎麼操作太陽能發電機和風力發電機，還知道 rpm 和 W/m2 是什

麼意思，也知道太陽能板分成 3 種：單晶、多晶和非晶。(502 謝進桂) 
v. 要坐離教授近一點的位置才有可能拿到禮物。(501 郭家容) 

(3) 教學評估：達到教學目標「藉由參觀聖約翰科技大學相關風力設備，啟發

對綠能學習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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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四「創意之風」(第 6、7、8、9 節) 

(1) 活動內容：設計製作「我的風機」，並進行「屯山風神榜」活動。 

(2) 教學評估：達到教學目標「能透過老師指導，設計風力發電機組，並且分

享創意及作品」。 

6. 活動五「未來之風」(第 10、11 節) 

(1) 活動內容：繪製「未來光電世界」想像畫 

(2) 教學評估：大部分學生均能知道未來世界光電能源發展趨勢，並透過繪畫

對環境做出友善的實際行動。 

(二)、中泰國小部分 

1. 主題一：風吹風吹-風中一蕊花(第 1-3 節) 

(1) 包含三個活動：「寫一張我的幸福契約」、「放風吹，打電報─幸福限時批」、

「聽聽…想想…說說…」。  

(2) 活動內容：透過「放風箏」、「打電報」活動，體驗風的力量，並引導歸納

「風是一種能量，能夠驅動物體。」 

2. 主題二：風能好好玩，拉風超跑乘風行(第 4-6 節) 

(1) 包含三個活動：「創意造型我最拉風」、「拉風超跑製作與競速」、「風能變變

變」。 

(2) 活動內容：透過「拉風超跑」跑車競速活動，啟發學童對風能的興趣，並

利用網路蒐集風能相關資料。 

3. 主題三：風言風語知多少？(第 7-12 節) 

(1) 包含五個活動「風能大小事」、「風言風語知多少？」、「風能高峰會」、「萬

事具備，只欠風」、「小記者問能源」。 

(2) 活動內容：透過學生資料蒐集及整理報告，以及參訪聖約翰科技大學的活

動，對風能相關知識作更深入的了解與探討。 

4. 學生回饋 

(1) 宗仁：我認為將來以風作為發電才好，因為風是取之不盡的，雖然有些不

好的地方，但我相信在未來的時間內會變得更好。 

(2) 詩凱：在這個課程中，我們體驗到風的力量能帶動車子，經過老師的教學

後，我對風力的知識又有更深一層了解。 

(3) 彩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參觀聖約翰科技大學時，實際操作風力發電機，

並體驗被颱風吹的感覺，像是小草被吹走的感覺。 

(4) 佳欣：動手作風能車很好玩，大家在做的過程都很認真，每個人的作品看

起來都很漂亮，而最吸引我的課程就是放風箏。這個課程讓我學到很多知

識。 



 

5 
 

(5) 譽凱：我在課程中學到很多風的功能。印象最深刻的是風力發電，雖然風

力發電有缺點，但對我們台灣很有幫助。 

(6) 妍如：在課堂上我們看了許多風能的影片，比較起來風力發電是台灣較好

的綠色能源，我們應該向丹麥學習，這樣我們的地球才會越來越好。 

(7) 少甫：風能教育很有趣，因為可以讓我知道風是一種能源，不但可以做各

種遊戲，而且它有各種事情等我們去發展，而且我覺得風力非常的好玩，

所以我很愛風力這種發電的方式。 

(8) 佳昀：在風能教育中我們學到以前的人如何運用風能，我們還做了一台風

力車。宸競老師教我們做風力車，仁甫老師教我們風的運用，我們還去參

訪聖約翰科技大學，學習關於風的知識，我們學到風不只是自然現象，風

還可以發電，我們還了解到風的形成，風力發電的好處和壞處。 

(9) 家誠：在這系列風能教育的課程結束後，我終於知道風能的重要，風能的

優點有:發電不會消耗地球資源、發電量足夠……；但是也有少部分的缺點:

有低頻噪音等等……總之，要珍惜地球資源，別再讓她受傷了 。 

(10) 家齊：這個活動讓我更了解風力，風力的應用如:風力發電、風力車，帆

船、、、等，除了我們一起製作風力車，還去戶外進行比賽，也有去大學

了解風力的運用，我對一整個活動有百分之百的支持，希望以後都還可以

有這樣的活動，我也非常的感謝幫忙舉辨的老師與單位，感謝你們舉辦這

些活動，讓我獲益良多 。 

五、討論及建議 

(一)、屯山國小部分 

1. 教學省思：活動一 

(1) 引導學生了解能源種類時，宜準備包含圖片的教材，讓學生可以更具體了

解各種再生能源的發電方式。 
(2) 原先規劃學生了解了再生能源發電方式後，進一步討論能源耗竭的問題，

然後引導討論屯山地區潛在的再生能源種類為何，由於時間的關係沒辦法

進行。尚需 40 分鐘方可完整進行課程。 

2. 教學省思：活動二 

(1) 活動一「屯山之風」在課堂尾聲要求學童於下次上課準備家中電費單，並

且回去觀察周遭環境的風力發電設施，因課程實施時，限於課務安排，於

同一天連續兩節課進行活動一及活動二，故學生沒有機會在活動一結束

後，去發現生活周遭已存在的風力發電設施。 

(2) 因為授課時間不足，沒有足夠時間引導小朋友討論與發現家中電費單所提

供的能源資訊。彙整電費單的數據，可以了解屯山社區概略的用電量，再



 

6 
 

加上石門風機的發電數據，便可以概估屯山地區的電力需要多少風機可以

提供。讓小朋友對風能有更具體的了解。 

3. 教學省思：活動三 

(1) 學生參訪後的收穫非常多，可利用課堂做進一步的討論與介紹。包括實驗

數據的意義、風機的形式、太陽能板的光電原理等等。因此宜於參訪後多

安排 40 分鐘進行相關的討論與介紹。 

(2) 接下來的活動是風機製作與比賽，若於參訪過程能對風機的構造、原理有

更多的了解，將有助於風機製作時問題的解決。 
4. 教學省思：活動四 

(1) 學童在風機製作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宜多留 40 分鐘的時間檢討與改進。葉

片數量、葉片長度、材質軟硬、角度都是影響風機發電的重要因素，變項

很多。如何控制變項一一探討，找出最佳發電效果的葉片設計，值得另闢

單元深入探討。 

(2) 教師本身專業不足，無法有效解決風機製作過程的力學問題，導致某些學

童缺乏成就感而沒有解決其風機葉片問題的動力。有些學童參考發電效果

較佳的風機，使用相同「品牌」的寶特瓶，剪出數量相同、大小相似的葉

片以解決風機不能發電的問題。喜的是學生主動解決自已的問題，憂的是

稍微缺乏科學探究的精神。 

5. 教學省思：活動五 

(1) 宜更細緻帶領學生想像生活，從生活中去發想有那些部份可以用再生能源

取代，以免畫出來的圖流於大同小異。 

(二)、中泰國小部分 

1. 計畫永遠趕不上變化。 

2. 協同合作，學習效果更好。 

3. 競賽規則須明確公平。 

4. 運用網路資源輔助教學，抽象變具體。 

5. 學生心得回饋，足感心。 

6. 宜採融入式教學，避免排擠原課程教學進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