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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1 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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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一) 「屯中育興」四校【淡金能源教育連線】策略聯盟組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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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連線夥伴： 

      

 

 

 

 

 

 

 

 

 

 

 

 

 

 

 

 

 

 

       (三) 工作主要任務： 

          1.組織淡金能源教育課程工作坊，結合聖約翰科技大學，研發在地能源教育 
            課程。 
          2.舉辦普及性之教師進修活動及小型工作坊研討。 
          3.各校設計一個單元的能源教育課程 ，並實際操作紀錄之。 
          4.舉辦課程設計及教學成果發表，及學生能源教育活動展示。 
          5.彙編成果專輯與網路分享平台。 

三、 研究方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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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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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姓名 備註 

淡江大學 朱惠芳教授 課程指導教授 

聖約翰科技大學 張文宇教授 

鄭超元教授 

光電指導教授 

屯山國小 許文勇校長  

張銘讚主任  

林玟漣老師  

中泰國小 邱碧仙校長  

蔡福財主任  

王仁甫老師  

謝宸競老師  

育英國小 鍾文偉校長  

黃美惠主任  

顏嘉燕老師  

劉泰東老師  

興仁國小 張乃文校長  

黃俊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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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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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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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舉辦普及性能源教育講座，教師能源教育之素養與知識 
  3.辦理編寫能源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工作坊 

      4.舉行教學觀摩與實踐與學生展能活動 

      5.舉行課程設計發表與成果展示會 

       

  四、執行進度（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一) 本計畫時間自 101 年 8 月起，至 102 年 7 月止，玆表列步驟及預定進度如下： 
 

工作項目 101 年 

4-6 月 

101 年 

7-8 月 

101 年 

9-10 月 

101 年 

11-12 月

102 年 

1-2 月 

102 年 

3-4 月 

102 年 

5--6 月 

102 年 

7 月 

計畫核備 

文獻探討 

        

本校教師、區內教師參與

進修研習 

        

確認合作項目、 

確認融入課程內容 
        

成立能源教育融入

課程發展工作坊 

        

合作發展能源教育

教材、整理期中報告 

        

進行活動教學設計

建置及資料蒐集 

        

創意活動體驗、修正

內容及方案回饋 

        

成果發表、製作專

輯、期末報告與計畫

檢核 

        

 
(二) 實際運作一覽表(已進行 50%) 

 

     

序號 

日期 活動大要 地點 

1 101.09.06 

1000-1200 

四校校長初步會談 興仁國小 

2 101.09.19 

1000-1200 

計畫日程討論 屯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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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1.09.20 

1000-1200 

計畫日程討論確定 屯山國小 

4 101.09.27or 

101.10.04 

拜訪聖約翰張教授文宇 

討論合作事宜 

聖約翰 

5 101.10.17 

1330-1530 

能源教育推廣講座(一) 聖約翰鄭超元教授 

電機系 508 教室 

約 60 位教師 

6 101.10.31 

1330-1530 

國小能源教育課程與教學講座

(二) 

余秀琴老師 

屯山國小 

 

7 101.11.14 

1330-1530 

能源教育課程設計工作坊

(一)-課程資料收集 

淡大教授朱惠芳教

授 

興仁國小 

8 101.11.28 

1310-1710 

1.參加行動研究發表-新興 

2.分組討論 

興仁國小 

屯山國小 

9 101.12.19 

1330-1530 

能源教育課程設計工作坊

(二)-課程設計實務方法 

朱惠芳教授 

屯山國小 

10 101.12. 

各組自訂 

 

分組討論(一) 

1. 興仁育英：101.12.20 

2. 屯山中泰：101.12.19 

興仁國小 

屯山國小 

11 102.01.02 

1330-1530 

能源教育課程設計工作坊

(三)-課程設計分享 

朱惠芳教授 

育英國小 

12 102.01. 

各組自訂 

分組討論(二) 

1.興仁育英：102.1.19 

2.屯山中泰：102.1.18 

興仁國小 

屯山國小 

13 102.01.21 

0800-1200 

能源教育課程設計工作坊

(四)-課程設計發表(納入各校

寒假課程準備日行程) 

朱惠芳教授 

張文宇教授 

鄭超元教授 

屯山國小 

14 102.03.06 

1330-1530 

能源教育課程設計工作坊

(五)-課程實踐操作 

朱惠芳教授 

興仁國小 

15 102.03. 

各組自訂 

分組討論(三) 興仁國小 

屯山國小 

16 102.03. 

各組自訂 

學生創意展能活動 興仁國小 

屯山國小 

17 102.04.10 能源教育課程設計工作坊 

(六)-課程評鑑與省思 

朱惠芳教授 

屯山國小 

18 102.04. 分組討論(四) 興仁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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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自訂 屯山國小 

 

19 102.05.15 

 

能源教育課程設計工作坊

(七)- 成果匯集會議 

屯山國小 

朱惠芳老師 

20 102.05.1-28 

 

成果編輯研討 興仁國小 

21 102.05.29 

 

教師課程實踐成果發表會 朱惠芳教授 

張文宇教授 

屯山國小 

  

五、預期成果 

 (一) 辦理能源議題融入學校課程發展研究策略聯盟 
        結合區域內屯山、中泰、興仁及育英四所學校，並邀請區內淡江大學與聖 

約翰科技大學共同合作，組成「屯山育興-淡金能源教育連線」之策略聯盟，

研發適合在地學生學習之能源課程，整合大學與小學資源，深化及應用能源

教學之成效 

（二）辦理教師能源教育之普及性講座，全面充實教師能源教育之基本素養 

          邀請聖約翰科技大學鄭超元教授於 101.10.17 主講：能源種類及該校綠

能設施介紹與從事能源教育多年的余秀琴老師於 101.10.31 主講：能源教育

與教學設計等二場大型講座，共約有 120 人次參與。 

 (三) 組成「屯山育興-淡金能源教育連線」課程與教學工作坊，研發課程與教學。 

        1.目標：自編能源融入工作坊。 

        2.內容：進行課程設計工作坊 7次，每次 2小時；並進行分組研討 4次，每次

3小時，共 26 小時。 

        3.效益：各校設計一個教案，共 4件，其中包含：主題教學與學生展能活動及

戶外參訪活動，並實際以行動研究方式，記錄其過程，蒐集相關親

師生反思資料，撰寫研界報告。        

    （四）舉行課程設計發表與成果展示會 

       （1）目的：鼓勵教師與合作夥伴將研發教材分享給其他教師，並將教學與活動

成果心得，以文字敘述方式出版專輯，或以網頁模組呈現，並舉辦

成果發表會。 

       （2）時間：課程設計發表於 102.01.21 舉行與成果展示會預定 102 年 5 月底辦 

                 理。 

       （3）對象：全體師生、社區家長與合作學校，並開放各校參加。 

       （4）地點：圖書館、視聽教室。 

       （5）方式：A.平面發表：出版專輯，製作網頁及光碟。 

                  B.現場發表：辦理成果發表會、創意活動成果展示等。 

       再者，在計畫的整合運作上，尚有下列綜效可期： 

        1.可以希望引進專業人力協助發展能源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 



 

6 
 

    2.能夠期待發揮競合效益，促進協作學校及校內成員成長，提昇專業。 

      3.將會藉此提供大學參與國小教育機會，拉近理論殿堂與實務現場的距離，使

能源開發與政策扎根，更能契合教學現場，提升支援服務效能。 

        4.得以鼓勵教師探究科學教育、針對能源議題創新研究，並轉化於課程與教學。 

        5.可以發展及推廣能源自編教材及活動，帶動學校與社區共構未來綠能家園。 

六、檢討  

(一) 各校行事計畫須提前研訂，規劃共同聚會時間。 

(二) 校長間充分合作與共識，是維繫聯盟運作重要基石。 

(三) 區域內大學教授熱情贊助與支持，提供硬軟體設備，令人感佩。 

(四) 教師平日工作繁雜，對於教學研發工作有心無力，讓人惋惜。 

(五) 計畫時程長達一學年，又必須撰寫行動研究，對於工作坊的老師是一大挑戰。 

(六) 舉辦課程設計發表與成果展，留下寶貴的教學經驗與智慧。 

(七)  適合給予激勵與鼓勵，讓老師樂於享受教學與教學研究工作，造福學子。 

 

 

 

 

 

 

 

 

 

 

 

 

 

 

 

 

 

 

 

◎附件：各校教學設計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