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九十六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遙測讓你我視野變寬廣 

主    持    人：張智勝 

執  行  單  位：宜蘭縣羅東鎮公正國小 

 

一、 計畫目的 

近年地球環境議題受到注意與重視，對地球環境的認識愈益重要， 

亦為培養學生國際觀的學習議題，而議題相關教材的整合與運用便受

到許多學校教師的關心與支持。 

    過去幾十年中，世界各國遙測資料的應用，提供多元的方式來了

解、認識自己週遭的生活環境，進而關心、維護自己的生活空間。 

    因此，本研究試著探討教師如何將遙測圖像資料融入教學，以及

融入教學與學生空間能力的關係，冀望能透過研究的執行，促進教師

專業增能，提供學生更豐富的學習經驗，達到快樂學習、學習成長的

目標。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學校行政人員如校長、教務主任、會計主任與研發組長等，除了

支持計劃的執行，並協助計畫推展如研習的宣傳與辦理、計劃相關圖

表採購接洽等，讓計畫能在行政的最佳支援下順利執行。 

    計畫的推展也獲得學校同仁的支持，有五位教師願意來嘗試將搖

測圖表融入教學，計畫執行人與教學實驗教師每週有兩次互動檢討遙

測影像的融入教學，冀望能初步發展出一些教學的應用，可以提供更

多教師來參考使用。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辦理研習方面，以問題回饋的方式來了解參與教師的學 

習與需求；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方面，以行動研究探討、解決及檢

討融入教學各方面的問題，而後以問卷方式調查參與融入教學班級學

生在遙測融入後所獲得的學習效果。 

四、 目前完成程度 

    本研究執行分成近程、中程及遠程三階段。目前已完成近程目標，

辦理兩場研習與教學教材的準備，研習辦理於九十六年七月十八、十

九日與八月廿二日、八月廿三日兩場，讓參與研習的教師能初步了解

遙測科技及其相關應用研究，兩場研習共計八十位縣內教師參與，並

於每場會後邀請參與教師提供回饋，以提供教學工作者的看法與需

求，同時在九十六年七、八月準備了融入教學所需的遙測圖像，並邀

集學校同仁共同參與教材的研發與討論。目前研究進入到中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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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五位同仁以行動研究的方式解決遙測影像融入教學相關問題。 

                    表 1 計畫實施進度表 

預訂 

日期 
預 定 工 作 完 成 工 作

完 成

日 期
檢 討

95年

11月 

與學校教師討

論「你我的視

野變寬廣」計

畫，並邀請提

供回饋意見。 

學校教師回應計

畫應由執行學校

開始實行，試著邀

請願意共同研發

的教師來共同推

廣。 

95 年

11 月

 

執行學校有十幾位

教師對此計劃深感

興趣，但由於對遙

測不甚了解，望之

卻步，部分教師建

議辦理相關研習與

讀書會來提高教師

的參與程度。 

95年

12月 

至 

96年

2 月 

與學校教師組

讀書會共同討

論遙測科技的

發展應用。 

期間以坊間遙測

相關書籍或網路

等媒體資料作為

讀 書 會 討 論 資

料，參與教師每星

期集會一次來討

論遙測科技的應

用，會後並彙整成

員讀書討論心得

供學教教師參考。

96 年

2 月 

參與教師對遙測的

圖表資料深感興

趣，期間也共同賞

析坊間影片中遙測

技術應用的探討，

對遙測科技的認識

也有初步的了解，

但仍缺少探討遙測

在教育上的應用。

96年

3 月 

至 

96年

6 月 

蒐集遙測融入

教 學 相 關 資

料，並與學校

同仁初步交換

想法與意見。 

繼續邀請讀書會

的成員參與討論

遙測如何融入現

有的教材來進行

教學的議題，期望

成員能給予一些

意見與想法。 

96 年

6 月 

參與教師積極努力

運用 google earth

軟體於教學上，部

分教師覺得遙測資

料在教學準備前需

要花大量時間的整

理，且部分地區並

沒有精確清晰的圖

像資料。 

96年

7 月 

至 

96年

8 月 

1.辦理「遙測

在教育上的應

用 」 兩 場 研

習，共計八十

位教師參加。 

2.準備融入教

學相關遙測圖

辦理兩場研習，並

向中央大學採購

搖測圖像資料。 

96 年

8 月 

兩場研習的辦理，

主要是針對縣內學

校教師，參與教師

都積極想深入探究

遙測在教育上的應

用，部分建議研習

區分初階與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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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資料。 讓想多了解的教

師，能有機會多接

觸。 

96年

9 月 

至 

96年

10月 

邀集學校五位

同仁共同參與

遙測影像融入

教學之研發與

行動研究 

提供學校教師遙

測圖像資料，並在

期間每一個禮拜

集會兩次討論實

施狀況。 

96 年

10 月

參與教師多為高年

級的導師，其他年

段教師的意願不

高，因此規畫小單

元教學供其他年段

教師來運用。 

96年

11月 

至 

96年

12月 

彙整融入教學

成果，並對學

生進行訪問與

問卷，檢討實

施成果。 

1. 彙整教學成果 

2. 融入班級學生

問 卷 資 料 分

析。 

3. 檢討實施成果 

96 年

12 月

教學成果展現豐

富，學生的反應也

很熱烈與支持。 

 

              表二  遙測資料融入教學課程設計表 

課程內容 融入

年段 

融入

領域 日期 課程教學 

使用遙 

測資料 

96.9.10 
圖表與課程簡介 

(綜合三節課) 

SP5宜蘭縣羅

東鎮全台鄉

鎮(區)衛星

影像地圖(相

片圖) 

96.9.17 
認識羅東的地理環境 

(綜合三節課) 

SP5宜蘭縣羅

東鎮全台鄉

鎮(區)衛星

影像地圖(相

片圖) 

96.9.24 
認識羅東的公共設施 

(綜合三節課) 

SP5宜蘭縣羅

東鎮全台鄉

鎮(區)衛星

影像地圖(相

片圖) 

中年

級 

綜合

領域 

96.10.0

1 

實地探訪 

(綜合三節課) 

分組繪製考

察地圖 

高年

級 

社會

領域 96.9.10 圖表與課程簡介及 Google 

Google Earth 軟體操作教學 

2006NC97 台

灣全島鑲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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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領域三節課) 衛星影像(相

片圖)、

Google 

Earth 

96.9.17 

台灣地理位置教學 

Google Earth 軟體操作教學 

(社會領域三節課) 

2006NC97 台

灣全島鑲嵌

衛星影像(相

片圖)、

Google 

Earth 

96.9.24 
台灣自然環境區域教學 

(社會領域三節課) 

2006NC97 台

灣全島鑲嵌

衛星影像(相

片圖)、

Google 

Earth 

96.10.01 

台灣行政劃分區域教學 

Google Earth 搜尋比賽 

(社會領域三節課) 

2006NC97 台

灣全島鑲嵌

衛星影像(相

片圖)、

Google 

Earth 

96.10.08 
圖表與課程簡介說明 

(數學領域一節) 
衛星看地球 

96.10.15 
台灣在哪裡？ 

(數學領域一節) 
衛星看地球 

96.10.22 
台灣的座標表示 

(數學領域一節) 
衛星看地球 

96.10.29 學習操作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高年

級 

數學

領域 

96.11.05 運用 Google Earth 找資料 
Google 

Earth 

 

 

五、 預期成果 

 

   將預期成果分項，並羅列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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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 作 內 容 預 期 效 應 備 註

一 

辦 理 遙 測 在

教 育 上 應 用

研習。 

縣內教師初步認識遙測科

技，並於會後提供意見與想

法，可供日後辦理相關研習

之參考。 

近程  

二  

準 備 融 入 教

學 之 遙 測 圖

像資料。 

可以針對學校教師的需

求，提供恰當的圖像資料，

讓教師能方便運用於教學

上。 

近程  

三  

與 學 校 教 師

共組團隊，研

發 融 入 教

材，並定期分

享與討論。 

將現有搖測資料融入教

學，透過教師團隊的方式，

相互討論與策勵，以研發適

合學校教師教學運用的融

入模組。 

中程  

四  

整 理 研 發 成

果，並擇適當

時 間 辦 理 教

學 分 享 式 的

研習。 

將辦理融入教學現場觀察

之研習，提供參與研習教師

教學參考，持續相互討論與

回饋。 

中程  

五  
建 立 網 路 分

享平台 

將研發之教材資料與研習

成果彙整於網路平台中，提

供上網瀏覽教師教學參

考，網中並提供回饋分享

區，即時互動與討論。 

遠程  

 

六、 檢  討   

   1.參與研發教材皆為執行單位學校的教師，且多為高

年級導師，所實施融入學習領域多為社會領域與綜合領

域，尚未涵蓋其他學校、年段與領域之課程，應再邀集他

校教師、中低年段教師與其他領域教師來共同參與。 

   2.遙測科技是屬於較專業的科技領域，因此遙測圖像

的使用與教材的研發不應止於團隊行動研究，應有專家的

指導與協助。 

   3.在融入班級學生之問卷與訪談分析中，遙測資料融

入教學呈現出不僅可以引起學生學習興趣，更可以用不同

的角度、視野看待家鄉與台灣，是一種新奇的體驗。不過

由於學生對圖表的先備經驗不足，總有霧裡看花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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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老師與同學細心和耐心的引導下，才略有一些頭緒。

因此，對於讀圖略有困難的學生，圖表的輔助學習卻成為

負擔，檢討應該在圖表資料應更清楚標上明確的方向與指

標，以方便學生學習。 

   4.此次參與融入教學的教師，漸漸感覺到圖表資料有

意想不到的輔助效果，比傳統的平面地圖資料更為精緻與

細膩，圖表資料的呈現也顯得更為鮮明。但如果能將一些

資料如物產、人口等資料疊合在圖表上，或許應用性會更

大，而這樣的 GIS 資料應用，就學校而言，軟體授權與專

業訓練是無法提供支援，甚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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