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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09年度特色學校認證 
認證項目：用科技 

特色標題：科技生活家 

申請學校名稱：嘉義縣大林鎮平林國民小學 
 

壹、特色發展背景 
一、現況分析： 

（一）本校教學專業團隊學歷素質高，碩士以上學歷高達 73％，具有行動研究能力，

能從持續累積有效的教學智慧，校長與教務主任攻讀教育博士，專長分別為教

學領導與理解歷程的探究，擔當課程專業領導的稱職角色。 

（二）團隊既分工又合作在閱讀教育、科學教育、美感素養的研究及實務領域有高水

準的展現，學校曾榮獲閱讀磐石獎、……的等外界對於學校團隊的肯定。學校

能量充沛為 12年國教前導學校，教師社群發展歷史悠久，成為支持高品質辦學

的堅實基礎。 

（三）學校本位課程與社區文化脈絡相連，有厚實的課程發展基礎，引導學生走進鄉

土人文脈絡，同時透過科技的觀點理解和優化在地生活型態。校訂課程主軸分

別為米蘭生活家、科技生活家、國際生活家和才藝生活家，我們以有效教學的

專業角度來引領孩子愛鄉土，接國際、用科技成為終身學習的「生活家」，成為

慢活大林的優雅身影。 

 

二、特色理念：平林的科技生活家課程特色在促使學生連結生活與知識、科技與人文、理    

        想與現實，課程引導學生反覆來回在虛實多元文本之間思辨問題概念和落實行動方

案 ，正符應認知彈性理論（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ory）對於困難高階學習的解決

方案。素養導向課程的要點在於學生能有效遷移所學到現實生活情境中解決問題，但真

實問題往往與教科書的情境設定有一定距離，教科書本位傳遞的知識需要簡化且結構完

整，但現實情境的問題必然是相對複雜。而 criss-cross landscape 設計出原則概念與

實作任務解決交互出現的課程模式，應用不同案例來表徵知識，以確保學習能有遠距有

效的遷移。 

 

 

 

貳、學校願景與特色目標 
一、學校願景：幸福平林  未來學校 

「幸福平林，未來學校」是學校團隊所形塑的長遠願景，期使透過有系統經過實證

有效的幸福學校模式（I. Morris），引領每個平林的孩子都能發現自己的幸福，不假外

求，無入而不自得，能兼善天下，更能獨善其身。 

而維持高度的幸福感的關鍵要素則是保持與外在世界的彈性連結，如同 Aristotle

視幸福為活動之後，自然體驗到的感受與狀態。「科技生活家」課程透過科技的方式來活

絡人與外在世界之間的意義連結，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等思維是現今及未來世界運行的

問題

昆蟲如何覓食
與避敵?

探究

互動遊戲卡對
戰

學習:蒐集資料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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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之一，如何看待並巧妙運用在個體自身的生活，在與外在多元的世界活動中與各式

人事物互動歷程中，映照出個體在不同情境中的「我」，逐漸拼湊出完整的自我形象。甚

至理解追求個體美好的必要是與其他個體努力促成更大群體的美好，「成為終身學習者」

不僅確實彰顯 108課網「自發、互動、共好」各面向的涵養更是現代公民必備的素養，

以達成個人或是全人類社會的幸福。 

 
   

二、特色目標 

    「科技生活家」是平林校訂課程主軸之一，同時與其他校訂主軸支持本縣教育白皮

書的「接國際、愛鄉土、用科技、好習慣、重健康」等教育方針。學生在「才藝生活

家」的課程中培養「好習慣」和「重健康」，以看見自己；在「科技生活家」和「國際生

活家」課程養成「用科技」和「接國際」，以看見天地；在「米蘭生活家」課程中涵養

「愛鄉土」的情懷和知性，以看見眾生。 

     科技生活家課程的特色目標在於讓平林的每

個孩子知曉事物背後運行的法則邏輯，藉以連結

自身與外在世界，同時有兼容並蓄的靈活彈性，

能堅持自我又能自在調整，能兼善天下也能獨善

其身，無入而不自得。 

     例如：六年級的「科技生活家」課程包含人

工智慧的主題，孩子彼此討論心中想法，定義問

題，集思廣益地來解決自己或群體關心的問題，

期使讓自己的周遭世界變得更好。學生從想到

做，必需整合多方知識， 

 

參、特色發展的策略與作法 
     一、教學創新課程設計： 

     （一）生活科技教育 

非監督式學習 人工智慧簡介

監督式學習
人工智慧的背

景知識

科技生活家

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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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融入「用科技」思維與技能，發展「科技

生活家」校訂課程，全面奠基平林孩子的

科技素養：本校自 104年起，和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數位內容科技學系吳育龍團隊共

同合作，開發一系列虛實整合的遊戲式行

動學習課程，經逐年實施擴散，已涵蓋三

到六年級國語、數學、自然、課輔等科目

共計 15個教學模組，課程結合 AR、機器

人、積木、APP等創新科技，提高學生的

學習動機，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以加強

學習成效。 

 

2. 108年並進一步發展合作學習課程，發展 CGBL(Cooperative Game-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結合合作學習和遊戲式學習，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素

養。自 109 起，整合原有行動學習課程模組，以資訊素養、運算思維、創造

思考、新興科技四大面向，建構平林「科技生活家」校訂課程。 

 

3. 創客教室：建置可讓學生動手做的環境，透過 3D列印機、Micro:bit，機電

整合，落實學生在程式設計、多文本閱讀理解的概念模擬。 

4. 新興科技課程模組參考教育部 AI教材，並與民間資源研揚文教基金會，共同

研發【邀 AI到平林作客】主題教材，並針對中、高年級學生設計系列的教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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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自動駕駛影片並作紀錄 分組研討，意見蒐集 

  
小組報告將自動駕駛任務繪製流程圖 彙整班級小組共識，並請各組認領任務 

5. 辦理家長日活動融入創客元素，讓家長看見孩子的成長，同時參與各項校內

外機器人比賽增加學生動機，提升學習眼界。 

    
（1） 學校邀請家長和社區關心教育發展的公民進到學校與學生一起「用科

技」。從平日設置不同賽道材質、型式（彎道和直線、緩坡和徒坡）的

場地，融入孩子的遊戲日常，用心想和動手做的科學思考就如同呼吸

一般自然。校內在母親節等慶祝活動辦理「自走車」競賽，整個社區

與孩子一起投入，重視科學的文化自然形成 

（2） 跨出學校參與高度競爭的地區賽事，讓學生的眼界和技術與世界同

步。學校公布賽事日程，依學生興趣專長提供培訓的社團課程，鼓勵

學生組隊參與正規賽事。學生在外比賽取得高競爭、高技術規格的寶

貴經驗，再帶動學校與社區的科學文化，形成正向循環，相得益彰。 

層級 比賽 

校內 Scratch 校內初賽(上學期) 5、6 年級 

馬達車比賽(下學期) 4、5 年級 

米蘭簡報比賽(下學期) 5、6 年級 (配合校園小記者活動 0920) 

(遙控小車足球賽、四軸飛行器闖關賽) 

嘉義縣 校園小記者活動 0920 

發明展(1001 上學期) 

Scartch 程式設計比賽(1215 下學期) 

科展(0401 下學期) 

雲嘉區 豐泰機器人大賽(馬達車) (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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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 Scratch 程式設計比賽 

(全國 Lego FLL 比賽、全國 WRO 比賽) 

 

     （二） 「自主學習」是終身學習者的關鍵要素 

1. 多文本閱讀：本校與中正大學曾玉村教授、連啟舜教授、清華大學柯華葳教

授、陳明蕾教授已合作執行多年的閱讀理解亮點學校計畫，利用適合的國

語、社會和自然課文介入推論、摘要、自我提問等重要的理解策略教學，期

使學生能透過「責任逐漸轉移（GROR, Gradual Release of 

Responsibility）」模式，人性化的師生、生生互動中，能獨立有效的深入

理解各式文本。 

 

在理解策略教學的基礎上，團隊發展多文本理解策略，以符應更快速變化的

時代知識特性，課程要點在於讓學生快速且深入比較相同議題的連貫性，甚

至是跨議題的深層連結。在價值多元的時代，對於單一議題的爭論已沒有全

對和全錯的局面，領導者（平林向來重視每個孩子都能成為真正的領導者，

能領導自己，也領導別人）必需權衡利害輕重，構建「最佳解」以突破各式

賽局，多文本強調的找不同和找相同的要義在不同角度整合不同做法的異同

和可能的預期局面，例如原住民狩獵文化與保育、持有獵槍等不同做法背後

都有深厚脈絡，但如何尋找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是每個現代公民的

重要素養。 

2. 本校 109 年度加入科技自主學習計畫，希冀透由科技資源的輔助，以「學生

自學、組內共學、組間互學、教師導學」之教學四學策略導入班級的課堂實

踐，並透由校內公開授課機制，進行分享與經驗交流。除引導學生運用定

標、擇策、監評、調節學習策略，提升自主學習能力之外，亦運用課後作業

指派，讓學生善用數位學習平台，進行個別化適性學習，輔助教師進行差異

化教學，其中計劃班級三年三班學生於 202005科技化評量數學科篩選測驗，

全數通過。 

 

  

組內共學 展示匯報 

低年級-重述重點

中年級：刪除
/歸納/主題句

高年級：建構整合
主題意義

多文本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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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間互評 教師導學 

 

3. 在真實情境定義問題，轉化學生所學，產生有意義的連結：本校規畫校訂課

程-科技生活家，配合 108課綱實施，以培養學生應用新興科技的素養，從生

活中人工智慧的應用著手，藉由常見的自駕車引入人工智慧的概念，並運用

Google Teachable Machine 讓學生體驗機器學習，最後以在地產業安排實作

課程，設計智慧農業相關應用，讓學生有深刻體驗。 

  三、教學創意活動：結合特色目標所發展出的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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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年級認識數位載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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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語文課程，運用合作學習，由小老師帶領同學使用平板電腦進行筆順學習 

(二) 一年級積木好好玩課程 

   

結合生活課程，小朋友運用積木模擬學校周遭的交通狀況，並提出解決方法 

(三) 二年級生活裡的運算思維課程 

    

結合米蘭生活家課程，小朋友將做飲料及種甘蔗的過程用流程圖表示 

(四) 三年級科普閱讀 

   

    結合閱讀課程，由教師提供與整理科普閱讀文章，製發給學生閱讀，引導學

生運用閱讀理解策略進行有深度的閱讀，並運用教育百科進行資訊查找。 

(五) 三年級 AR繪本 

  

結合自然科，運用 AR圖書的高互動性，以 PBL模式引導學生進行分組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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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五年級小小發明家課程 

               
小朋友在老師的引導下，發揮創意，從運用各種生活裡的用品開始，發明出

各種吹泡泡的工具。逐步發覺生活裡的問題，並提出各種發明解決。 

(七) 六年級用科技愛鄉土課程 

 

   

  

    學生運用所學的科學方法，進行調查研究，再運用所學的各種科技(如

micro:bit、自走車、無人機、機器人、人工智慧)，逐步設計出機電整合的裝

置，解決家鄉環境所面臨的問題。108年度學生以『大林「好空氣」?小小環保調

查員尋找空汙來源』為題－探究家鄉工業區的設立是否會影響空氣品質，並運用

micro:bit設計出『可拆式自動過濾面罩』，分別獲得科展和發明展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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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六年級校園小記者課程 

    結合語文課程，各班導師於

指導學生依下列程序進行新聞撰

寫：（1）發現問題→（2）蒐集

資料(調查)→（3）拍照佐證→

（4）撰寫新聞稿 

     

四、環境設備建置：結合特色課程教學所建置的環境設備 

（一）全校網路環境建置 

配合各科教學與行動學習課程，教   

室電腦皆使用 cat 6高速網路線連

接 

校園主幹，整個校區(包含操場與花 

園)皆有無線網路訊號涵蓋。 

 

（二）行動載具手提包及推車 

輔助班級教學及設備充分利用，建 

置行動載具手提包及推車，內含充 

電設備，方便老師短期借用進行教 

學。 

 

 

（三）教室智慧大屏及移動式顯示設備 

各教室均建置大型顯示設備， 

方便老師進行互動教學。為輔 

助戶外課程，如體育課、集會 

宣導，建置移動式顯示設備。 

 

（四）科技學習教室 

整合電腦教學區，新增分組討 

論桌、3D列印機、機器人組件 

櫃，實施分組討論教學、創客 

教學。 

 

（五）自主學習教室  

因班級人數較多，除行動載具 

手提包，建置專屬自主學習教 

室，供老師教學使用。教室內 

佈署一人一台小筆電，方便移 

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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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英語 E化學習專區 

   
配合 Cool English 網站及比爾郭線上教學，使用於英語教室建置英語 E化學習專

區 

（七）圖書館電子書專區 

   
培養學生數位閱讀能力及 AR 繪本閱讀，建置圖書館電子書專區。 

（八）校園植物 QR code 說明牌 

   
學生可利用行動載具掃描校園植物 QR code 說明牌，進行自主探索學習。 

（九）機器人及科技教具 

  
建置一人一套基礎科技教具，一組一套進階機器人教具，供學生由淺入深學習。 

 

  五、團隊組織與運作：團隊的組成運作與專業發展 

        （一）以行動學習團隊為基礎進行擴散： 

團隊運作採用老手帶新手模式，由固定核心成員協助新加入的老師，從四

年級自然科開始，擴散至中高年級自然科，並推廣至全校各科目。已有 11位老

師陸續實施行動學習課程(包含低年級與閩南語老師)。團隊成員利用周三上午

進行集會，討論分享教學心得。並於課程實施時，邀請指導教授進行觀課與講

評。也利用周三下午邀請教授以全校老師為對象，進行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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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和臺中教育大學數位內容科技學系吳育龍團隊共同合作，開發以虛

實整合的遊戲行動學習課程，利用擴增實境互動卡片遊戲、LBS合作學習遊

戲，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配合後端學習診斷機制，了解學生的學習狀

況，以加強學習成效。 

虛實整合的遊戲式 PBL教學模式 

課程 課程名稱 遭遇問題 進行探究 學習 解決問題 

一、  我是小園丁 如何種植蔬菜? 蒐集資料、觀察

記錄 

互動競賽遊戲 遊戲中獲勝、種

植成功 

二、  昆蟲小博士 昆蟲覓食避敵 使用互動遊戲卡 蒐集資料 遊戲中獲勝 

三、  美麗的星空 如何找到當晚星

空? 

使用 star walk

與 stellarium進

行尋星競賽 

蒐集資料、實

際操作 

找到星座的位置 

四、  昆蟲與環境 請找出蝴蝶的主

要食物是什麼? 

平板電腦搜尋 合作競賽遊戲 找出昆蟲卡 

五、  省力工具與

機械 

如何製作機器手

臂？ 

蒐集資料、互動

競賽遊戲 

動手操作 設置機器手臂關

卡 

 

（二）除學校研發的【邀 AI到平林作客】的課程模組外，並透由跨校共備的機制，共

享其他四校的發展資源，帶領學生探索多元面向的新興科技議題。

 
 

     六、資源整合與運用：學校與社區資源的整合運作 

(一)資源共榮： 

     1.結合家長會、志工共同推動「科學文化」融入在地，學校利用家長日邀請學生

家長與社區居民進入學校理解「科技生活家」的課程進行與成果，家長非常支

持學校此層面的發展，家長會挹注資金在學生的積極參與各項學習活動的經

費。 

     2.研揚文教基金會致力於家鄉回饋，善盡社會責任，為使每份資源能善用、適

用、發揮效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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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課程模組：基金會邀請前導學校攜手共做 STEAM & CODE 課程模組，

邀請本校優質團隊一齊打造模組化教材與課程，經過共備與試行，研發成

果得以展現。基金會亦媒合資源協助本校發展更為全面的課程實踐。官民

協力，創造雙贏以【科技新樂園】探索教室為題，發展課程模組，爭取研

揚文教基金會合作與支持，發展 STEAM & code 程式體驗基地。基地設計理

念如下： 

 
 

（2）化零為整，組織策略聯盟：縣內投注科技教育有成的夥伴學校共組策略聯盟，建

構各個重要科技議題課程模組，分別涵括適合國小學童認知水平的數個主題，拼湊出

孩子對未來科技的想像和素養。 

 
（3）專業選購教材，研揚全力支持：邀請科技與教學素養兼備的專家團體選擇適合課

程實施的各項軟硬體教材教具，並與上述各校的課程教學設計團隊討論，正是最好的

跨界合作，各展所長。 

(二)效益擴散： 

       十二年國教願景為「自發、互動、共好」，平林團隊自發耕耘優質校訂課程、校內教師

社群互動交流創新績效，我們不因此自滿設限，我們走出校外，追求共好，參與資訊交

流與課程模組的分享，學生發表、教師分享，讓用科技傳達嘉義縣的教育願景，能紮實

實踐到各個嘉縣校園內。 

參、特色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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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生展能成果 

1. 2016 IEYI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

暨臺灣選拔賽活動運動育樂組銅

牌 

2. 108年雲嘉青少年發明展覽會三件

優等 

3. 107年度全國桌遊設計競賽國小組

第二名 

4. 108年嘉義縣市 PM2.5微型感測器

創意競賽第二名、第三名 

5. 107學年度嘉義縣「貓咪盃 Scratch程式設計競賽」二組參賽皆優等 

6. 108學年度嘉義縣「貓咪盃 Scratch程式設計競賽」四組參賽皆優等  

    二、教師增能成果 

1.國語日報讀報教育全國成果發表   

會，本校王淑儀老師受邀發表「媒  

體素養」主題，描述孩子如何蒐集 

各方主客觀資料來詮釋生活中遇見 

的問題，同時試圖連結資源，尋求 

可行的行動方案，關鍵在於讓孩子 

能體驗到自己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 

好。 

2.本校劉綺老師的跨領域課程設計 

「玩美農村，聆聽稻草人的呢喃」 

獲選天下微笑台灣創意教案國小組首 

獎。為了能讓孩子們更加親近農村的 

文化以及孕育他們生長的土地，劉綺 

老師發想創意，帶領平林國小的小朋 

友們從創意的角度窺探世界，利用稻 

穀和手作的溫度，詮釋農村大地之 

美。 

 

3.團隊專注學生認知歷程發展，本校陳   

弘輝老師與中正大學專家學者合作發 

表「閱讀之摘要歷程探究」在 TSSCI 

第一級期刊《教育心理學報》。研究 

探討國小學童在執行摘要任務時中有不 

同的心理歷程在進行，提供後續許多教 

學實務與研究的基礎。 

4. 本校和台中教育大學合作開發的昆蟲  

AR 對戰遊戲，登上 Google Paly商店，  

研究成果論文 An Augmented-Reality  

Interactive Card Game for Teach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發表於新 

加坡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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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嘉義縣 106年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  

用團隊教學方案發展成果選拔活動（縣 

內初選)優等 

6.嘉義縣 107年度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計畫 

－「行動學習推動學校期末成果發表 

會」優等 

 

    三、學校特色學校行銷分享成果 

（一）新興科技學習成果分享：109/12/19 資訊科技智慧學習交   

流分享會闖關內容及分享學習成果 

 
（二）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的分享：協助鄰近三和國小推行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課堂實踐，進行入

校輔導。代表嘉義縣參與全國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成果發表，並與全國同行夥伴進行經驗分享 

 

（三）行動學習全國成果展：連續三年參加全國行動學習成果發表會，分享課程與教學心得。 

  
 

肆、省思與展望            
一、推展學校特色的心得及體悟：學校特色課程應在提升孩子的全面能力，而非是煙火式的

焦點表演，平林的認證特色：「用科技」是拼組「有效教學」的課程模組之一，校本課

程的目的在於讓平林的孩子發現自己的幸福，為人類整體的美好未來而努力，校本課程

主題之一的「科技生活家」實施的要點如下： 

1. 不要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而要透過世界來認識自己：滑世代的孩子注意力容易

分散且不集中，日常活動單一侷限，「科技生活家」課程期使孩子能接觸外在多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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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保持活絡彈性的認知狀態，平衡身心和諧，能與人合作共好。 

2. 知曉知數位時代背後的運行規律，讓每個孩子都與時俱進：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等

新知識都在提升人類的視野。孩子需要理解現今世界的脈動與自身的連結關係，唯

有透過單一概念在多個情境中，才能真正理解此概念；唯有在單一問題情境中整合

多個概念，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3. 軟技能才是硬底子！科技生活家的核心

目的是團隊合作、好奇心、自我學習、

快速學習的能力。在學生體驗各式科技

課程的歷程中，可能會有些許挫折（特

別是家庭文化刺激不足的學生，『人工智

慧』、『機器學習』和孩子的距離就是很

遠），教師是引導者，是陪伴者，也許每

個孩子在不同階段的追求迥異，但老師

總是陪伴著學生找到自己。 

4. 從想到做，從運算思維到公民倡議行

動：學生在課程中持續發現問題，定義

問題，並試圖尋找資源和解決方法，我

們讓孩子相信經過思考計畫的行動，確

實能讓這個世界變得美好良善。 

 

 

 

二、持續永續發展的作法 

1. 豐實學習型組織文化：師生共學，持續吸收新訊息，比對內外在知識結構，不斷優

化更有效有趣的課程與教學，同時提升學習效能與學習動機。 

2. 健全學校組織，穩定人員異動：教育現場流動頻繁，在薪資固定的前提下，組織必

需形塑「核心價值」， 

3. 整合外部資源的持續挹注：發展課程需要外在人力資源與學校團隊維持對話；同時

需要資金購置需要的設備教材，故需定期盤點學校軟硬體資源，積極向外尋求可能

的發展和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