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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3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一、 計畫目的 

 

  環境永續是一項重要議題，尤其108課綱的發展係以「核心素養」為主軸，

期待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強調「自主行動」：個人為學習的主體、「溝通互

動」：廣泛運用各種工具有效與他人及環境互動、「社會參與」：學習處理社會

的多元性與合作及人際關係 ，因此本計畫參與面向主要期待學生具備環境意

識，主動參與社團活動，並關懷生態環境，並辦理跨域教師的科學教育社群，透

過共同備課及增能研習，深化教師科學教育專業。 

  田寮河是基隆區特有的小型河川，河道內生態豐富多樣。然而，因為周遭地

區生活民眾較多，田寮河生態環境有時會遭到廢水排放與人為干擾。因此，本計

畫希望進一步透過製作太陽能無人檢測船，來進行田寮河水質檢測與周遭環境紀

錄，本計畫除了讓學生了解能了解生態環境的重要性，並能進一步關注環境保護

議題。因此，本計畫預期達到下列目的： 

（一）行動研究：基隆市田寮河生物多樣性研究，學生能實地勘察，探索田寮

河、體驗生態、觀察環境。 

（二）科學實驗：水質檢測技術，感測器與數據判斷，學生能學會水質檢測原理

與方法。 

（三）科技實作：學生能建立GPS觀念與定位方法，並完成pixhawk與微電腦通訊

傳輸功能。 

（四）團隊合作：學生能完成船體設計，完整詳實紀錄研究過程並參與65屆科展

競賽。 

計畫名稱： 科學創新之旅-無人船之實作與田寮河生態探索 

主 持 人： 洪光賢 校長 電子信箱：p1001@klcivs.kl.edu.tw 

協同主持人： 李承熹 老師 電子信箱：t6301@klcivs.kl.edu.tw 

執行單位：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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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行政端 

(一) 計畫主持人協助講師與活動規劃、邀請與進度安排。 

(二) 學務處協助於社團時間開設「科學創客社」，並於選社時進行社團宣導。 

(三) 教務處協助跨域教師的科學教育社群通知與活動。 

(四) 總務處、主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協助便當用膳、材料申請採購、核銷。 

(五) 實習處與學務處協助社團時間的工廠借用與活動安排。 

(六) 圖書館、教務處協助「走讀基隆田寮河」活動宣導與報名資料。 

 

學生端 

科學創客社團成員及有興趣學生，組成成員如下： 

(一)普通科： 202班(高二學生) 

(二)資料處理科：資處一(高一學生) 

(三)資訊科：資訊一(高一學生) 

(四)電機科：電機一甲(高一學生) 
 

三、 研究方法 

 

本計畫研究方法主要分為四大部分： 

（一）行動研究：組織學生實地勘察田寮河沿岸地區，讓學生親身體驗和觀察田

寮河生物多樣性，並進行相關生態研究和調查，提高學生的觀察能力與實

踐能力。讓學生能對於生活環境有深切的認識，提升學生對於歷史、地

理、人文素養的能力。讓學生透過觀察、影像紀錄、學習單撰寫來紀錄相

關內容。此外透過實地的在地居民問卷調查，了解民眾對於當地水質與空

氣感受，這些與居民息息相關的真實體驗與相關數據，取得第一手資料且

獨特豐富資料。 

（二）科學實驗：為了解田寮河水質實際數據，需使用感測器與數據來判斷水

質，我們最終希望使用無人船自主巡航檢測水質，為達到此一目的，需要

對於河川檢測的水質相關數據與必要參數進行了解。透過水質檢測教學、

科學實驗中使用了arduino IDE 配合arduino Uno板 及 ESP32 單晶片與

水質感測器(PH值、TDS值)檢測水質，並以水質檢測相關儀表來檢視數據

代表的意義，並先製作簡易工具來獲取田寮河水質，可提供進一步爾後無

人船的水質抽取檢測和分析。 

（三）科技實作：最後希望使用無人船自主巡航來檢測水質，為達到此一目的，

學生須具備GPS觀念與定位，完成微電腦通訊傳輸功能，所以邀請業師來

教導使用pixhawk與微電腦進行通訊傳輸，學生能透過地面站的功能，達

到自主規劃路徑導航。透過pixhawk的gps導航功能，來跟微電腦進行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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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最終真正達到無人船操控，將減少人員的操作失誤與網路訊號干

擾，學生並在此一過程中，將學會GPS的定位與微電腦的通訊傳輸。 

（四）團隊合作：學生能分組並合作學習，從生物多樣性的觀察，船體的製作，

水質的檢測，到投影片製作與科展報告的撰寫，學生將在此一過程中，能

自主完成詳實紀錄研究過程，獨立思考並完成一篇科學紀錄與報告，並樂

於參加65屆科展競賽活動。 

 

四、 執行進度 

（一）本計畫依照進度進行，執行進度均在預期進度內，目前已進行的活動如下方表格

所示： 

研究項目 113執行進度 全部活動規劃次數 完成百分比 

成立共備社群並分享 3次 8次 37.5 % 

行動研究 4項活動 4項活動 100 % 

科學實驗 三項活動 三項活動 100 % 

科技實作 四項活動 兩項活動 50 % 

團隊合作 一項活動 四項活動 25 % 

 

（二）說明如下： 

1、目前已進行三次社群共備，行政團隊與教師們，針對科學教育計畫進行建議事項

與成果分享增能活動，活動設計完成後，進行實際教學活動或實驗研究，有利於

進行後續教案與教材發展。 

社群

次數 

日期 社群主題 活動負責人 

一 113/10 進度規劃與相關活動內容講師協調 計畫主持人 

洪光賢  校長 

二 113/12 歷史走讀課程成果報告 協同主持人 

李承熹  老師 

三 114/1 田寮河生態探索與水質檢測報告 協同主持人 

李承熹  老師 

 

表一 教師社群共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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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教師社群共備照片 

2、目前已完成科學實驗教學，進行實際水質量測教學活動與實驗研究，產出程式碼

與教學實驗記錄。 

3、目前已完成兩次科技實作教學，進行pixhawk實驗研究，學生實際學會安裝與設定

pixhawk並與gps連通。 

4、無人船之實作與體驗，邀請業師到校，已規劃於114年1月進行課程及後續實施船

體設計並參加科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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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成果 

(一) 行動研究： 

1、歷史走讀：了解田寮河的歷史演變及其經濟活動變化，教學活動時間: 150分鐘 

活動內容 評量內容與方式 

1. 導入（10分鐘） 

（1）簡介田寮河的地理位置及重要性 

（2）展示相關影片、圖片 

口頭提問學生分享對田寮河的初步印象 

2. 講授歷史（40分鐘） 

（1）介紹日據時代至今的演變過程 

（2）討論漁業、木材集散及觀光功能的變化 

樂於參與並共同討論 

3. 實地走讀（100分鐘） 

（1） 帶領學生沿河走讀，觀察現場 

（2） 介紹沿途的歷史遺跡及經濟活動(迴船

池、田寮河12生肖橋、遊廓區、福德廟、明

月寺) 

觀察紀錄：學生拍照記錄沿途觀察的歷史痕

跡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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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寮河周邊生態踏查：了解田寮河的植物生態及相關水質，教學活動時間: 200分鐘 

活動內容 評量內容與方式 

1.  實地走讀（100分鐘） 

（1） 帶領學生沿河，觀察植物並解說 

（2） 教師沿途說明植物特性與觀察重點、

並請學生撿拾、採摘葉、果、花卉作為相關

研究參考 

使用手機觀察拍照，並以inaturalist 紀錄 

2. 觀察水質（50分鐘） 

（1）介紹水質顏色、河川氣味形成原因 

（2）不同河段水質的變化與可能原因 

小組手機拍照記錄  

3. 做成植物觀察記錄（50分鐘） 

（1） 帶領學生以顯微鏡觀察 

（2） 撰寫學習單並發表 

植物觀察紀錄表：學生拍照記錄觀察植物與

觀察學習單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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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寮河流域觀察、經濟探查、改善發想：觀察田寮河的流域與經濟活動變化，教學活動時

間: 250分鐘 

 

活動內容 評量內容與方式 

1.  流域觀察與經濟探查（100分鐘） 

（1） 學生分組，並先以google地圖探查流

域附近有興趣研究項目，先行蒐集相關商店

或主題 

（2）分組討論並規劃研究主題 

使用google map與定位 

2. 實地調查與研究（100分鐘） 

（1）分組進行調查與觀察記錄 

（2）拍攝 

小組以手機進行拍照、攝影記錄  

3. 分組發表結果（50分鐘） 

（1）學生分組上台發表 

（2）思考觀察或探查主題的思考或未來方向 

 

分組討論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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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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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寮河問卷設計調查與訪談: 了解田寮河附近居民對於流域建議，教學活動時間: 150分

鐘 

活動內容 評量內容與方式 

1.  問卷設計（50分鐘） 

（1） 帶領學生設計問卷與訪談大綱，教師

簡報與AI工具協助完成 

（2） 進行分組討論 

設計google問卷與訪談大綱 

2. 實地問卷調查與座談訪談（50分鐘） 

（1）分組進行問卷調查與訪談 

（2） 拍攝與追問 

小組以手機進行google問卷、拍照、錄音記

錄  

3. 分組發表問卷與訪談結果（50分鐘） 

（1）學生分組上台發表 

（2） 撰寫學習單並發表 

上台發表訪談結果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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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學實驗： 

活動內容 相關程式碼與接線 

1. ARDUINO程式設計（100分鐘） 

（1）講解PH值與TDS值代表意義 

（2）帶領學生撰寫Arduino IDE 程式 

附件一 

2. 簡易工具製作（100分鐘） 

（1）進行思考並繪圖思考工具並討論如何取

得田寮河的水 

（2） 實際製作 

附件二 

3. 水質檢測實驗（100分鐘） 

（1）檢測水質 

（2）對照分析 

附件三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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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實作：邀請業師到校協助教學與學生實際體驗 

地面站規畫教學：了解基本gps原理。無人機地面站開源軟體與飛控電腦安裝與設定。飛行

任務規劃與參數設定調整，自動航行設定與操作。 

gps設定與虛擬機mission planner架設：地面站控制與飛行任務規劃。實際動手安裝

Mission Planner軟體、飛航電腦Pixhawk韌體安裝、校正調整與解鎖、航行任務模式與規

劃、航行參數的介紹與調整，最後進行模擬任務後，實際體驗自動航行。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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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討 

  感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台灣師範大學科教中心給予本校師生這難

得的成長機會，在本學期的實施過程中，提昇了學校教師們的量能，規劃並實

際教學體驗活動來造福了許多學生，這樣的過程提昇學生對於基隆本地的認同

感，並提升探索興趣與仔細觀察能力，企盼能逐步擴大實施來獲益更多學生。

並依據本學期進度與現況做出調整： 

1、社群共備－持續鼓勵號召跨域共備，並提昇跨域教師社群內容與進度。 

2、無人船設計課程與相關科展活動，將繼續完成預期規劃進度。 

 
七、參考資料 

基隆市港水質提升水岸環境改善計畫、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計畫工作書。網

址：https://reurl.cc/WANgAx 

基隆田寮河水質分析（2010），方天璽、陳幸達，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

學系博士論文。 

基隆市田寮河的時空探究(2021)，王明志、許品瑄，台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社會科教學碩士論文。 

 

八、附件 

(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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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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