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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目的 

    本計畫著重航太基礎知識的探究，內容包括: 基礎航空科學，航空科學包含了基

礎飛行概論、噴射推進系統及無人機之發展，將搭配相關的航太實作課程，如空氣大

砲、降落傘、水火箭及手擲機等，將以素養課程導向實際製作，提供學生有利的基礎

訓練。 

    航空領域表面上簡單，其實不然，在逐漸走向高層次的國際化的教育環境，須要 

更高水準的專業訓練，包含基礎學科、實作、態度、能力都有嚴苛的條件要求，才能 

滿足更具競爭力的環境。因此本課程將引導參與課程的學生，進入專業的航空領域， 

獲得初步訓練，以建立更強的競爭力。 

    本課程開發由中華科大航機系專業人士講授航空專業知識，憑藉在航空領域十多 

年的學習與教學經驗，給予參與師生紮實的的航空背景知識外，配合航空系學生給予 

相關航太實作及經驗傳授，除此外為增進學生學習態度，特別安排非常有意義的影片 

欣賞，可以讓參與學生除基本知識的提升外，尚可培養正確的態度，進而成為五育並 

重的好學生。 

     具體而言，有下列諸端： 
(1)  在小學方面： 

1. 希望引進專業人力協助發展航太科技融入課程與教學。 

2. 期待發揮合作效益，促進參與成員成長，提昇專業。 

3. 鼓勵教師探究航太科學教育、針對航太新研究，並轉化於課程與教學。 

4. 發展及推廣自編教材及活動，帶動學校與社區家園。 

(2) 在大學方面 

1. 經由同學互評、指導教師激勵，可以精進專業成長，嫻熟課程發展模 

   式。 

2. 藉此機會了解社區特性與不同教育現場，對於落實研究的本土性與實用 

   性，多一份創新變革的參考。 

2、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1)透過聯盟，形成推動航太科學教育計畫團隊。 

(2)鼓勵參與計畫教師共同建構航太科學課程綱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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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華科技大學合作，協同發展航太科技教育教材及方案，落實教學與活 

   動。 

3、 研究方法 

(1)資料蒐集：蒐集航太科學相關文獻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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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1)辦理航太科技融入學校課程發展研究策略聯盟(100%) 

(2)辦理編寫航太科技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工作坊。(90%) 

(3)舉行主題教學與創意活動(50%) 

(4)舉行航向科學幸福未來成果博覽會(預計 6月份舉行) 

5、 預期成果 

(1)可以希望引進專業人力協助發展航太科技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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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藉此提供社區大學實習機會與實做空間，拉近理論殿堂與實務現場的距 

   離，使航太教育開發與政策扎根，更能契合教學現場，提升效能。 

(4)得以鼓勵教師探究科學教育、針對航太科技創新研究，並轉化於課程與教 

   學。 

(5)可以發展及推廣自編教材及活動。 

6、 檢討  

(1)中華科大離執行計畫學校距離太遠，無法及時討論與精進。 

(2)航太教育轉化成國小領域學科有一定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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