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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粱師亦友-高粱特色課程開發 

主   持  人： 呂世璋 電子信箱： easternkingk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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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現行108自然領域課程綱要特別強調科學學習的方法，應當從激發學生對科學的好

奇心與主動學習的意願為起點，納入真實情境並引導其從既有經驗出發，進行主動探

索、實驗操作與多元學習，使學生能具備探究實作與科學論證溝通能力。 

為設計富含金門在地高粱特色、及課綱探究實作精神，本計畫預計採用校內教師

自製高粱 AR課程(其中高粱成長過程影片、照片素材均取自金門在地，同時納入相關

知識)為引導，同時在實驗數據蒐集上則以 ICT融入輔助，進行自然探究實作課程開



 

發。期間以跨校自然科教師組成社群，相互討論交流達成以下目標： 

(一)邀請自然科領域教師組成跨校共備，推廣現有高粱 AR 課程並搭配高粱知能分

享，藉此討論適宜發展高粱探究課程主題。 

(二)以共備方式研發課程，並搭配資訊通訊技術或新興科技融入檢測，進行其他富含

高粱穀物或高粱酒糟等在地特色之探究實作單元開發與施行。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單 位 職  稱 

許自佑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校長 

呂世璋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學務主任/自然科教師 

陳斾玎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設備組長 

廖旭茂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學 專任教師 

陳映辛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專任教師 

曹雅萍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專任教師 

林威志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專任教師 

 



 

三、 研究方法 

(一)高粱增能共備：由教師研讀於高粱有關研究，並以共備形式輪流提出合適素材，

為教師課程研發主題與方向提供專業增能。 

(二)特色課程實作試驗：針對高粱特色選定主題進行試做，從中挑選出適合發展課程

之主題以便深入設計。 

(三)課程設計共備諮詢：教師透過線上或實體方式，針對高粱選定課程開發主軸並進

行課程設計方向、ICT 融入檢測、課程內容討論。 

(四)學習單與實驗設計：由研究者將共備討論之課程內容轉化為課程學習單或授課實

驗實作內容，並搭配適度授課用投影片。 

(五)課程施行測試：於課堂或非課堂時間，於校內進行研發課程之施行測試。 



 

四、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項目 預計完成 已完成 備註 

高粱相關主題試做 3主題 3主題 試行後刪減不合

適主題。 

共備諮詢會議 8場次 2場次  

學習單與實驗設計 1單元 待完成  

評量設計 1單元 待完成 預計參考。 

課程施行 1班級 待完成  

整體進度百分比：35% 

五、 預期成果 

(一)高粱增能、特色課程設計、課程優化共備諮詢會議：每月1~2場，共計8場。 

(二)高粱或高粱酒糟主題之探究實作課程1單元(4~5週次共8~10節課)：含課程與實驗 

(三)設計、授課資料與學習單。 

六、 檢討  

1. 選定主題前之課程測試試做費時較長，檢測方式尚需改良，經共備諮詢會議後依

教師建議進行調整，內容增減後再設計執行。 



 

2. 探究能力與科學素養之檢測方式另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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