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領域-生活
科技科- 

 
素養導向教學單

元設計 



單元名稱 動力設計(能源與電) 

設計者 李昭男 領域/科目 生活科技 

教學對象 八年級學生 教學時間 八年級上學期 

教材來源 康軒版八上課本+自編內容 

教學資源 電腦、單槍、教學簡報、三用電錶、燈泡、電池、電線 

學生條件 

分析 

直流電、交流電的概念、簡易工具的使用 

 

 
 

總 綱 
核心素
養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設k-IV-3 能了解正確工具的基本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問題，
-J-A3 
利用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進行
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  

  知識。  

  設k-IV-4 能了解選擇、分析  

  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設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  

  作活動及試探興趣，不受性別  

  的限制。  

  設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技  

  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技產品。 領 

學 學  綱 

習 習 設s-IV-1 能正確瞭解線路圖 核 

重 表  心 

點 現  素 

  設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 養 

  行電源的檢測。  

  設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  

  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  
  問題。  
  設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  

  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 

協調、合作的能力。 

 



 
學 

生 P-IV-1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P-IV-2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 
生 P-IV-3與結構應用。 
 

  

習 

內 

容 

其他科目連結 數學－電與生活之連結。 

物理－電流的基本概念。 

 

 
 

學習目標 

設k-IV-3 設k-
IV-4 設a-IV-1 
設a-IV-2 設s-
IV-1 設s-IV-2 
設c-IV-1 設c-
IV-2 

設 c-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識。  
能了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能具有正確的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技產品。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或立體設計圖。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學習目 

標代號 

教學歷程 時間   

 【活動一】 
1. 認識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各種電器用品，例如:電視機、電風扇、電燈…等 
 

2. 介紹「直流電」與「交流電」之最大差異，認識電流的危險性。 

10min 

15min 

 

 

 
    

    

3.介紹三用電錶。 20min   

【活動二】    

碳  

 

1.自己能正確說出三用電錶各檔位的意義。 45min   

 (約 1   

 節課)   

 

2.自己能正確並安全的使用三用電錶，並讀出正確的數值以及如何應用。 90min 
  

 (約 2   

 節課)   

參考資料 康軒版八上課本、自編授課簡報 

 

活動名稱 活動流程 評量方式-形成或總結 

性/學生表現/評量工具 

 1.認識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電器用品，例如:電視機、電鍋、

電燈、洗衣機、手電筒、電腦、手機。 

課堂表現 



  直流電與交流電之學習單 

【活動一】 2.介紹「交流電」與「直流電」之最大差異。  

   

 3.能分辦電器用品之用電。  

表現標準 A B C D  

 能看得懂電器用

電，並能正確量測 

能看懂電器用電，

並能正確量測交直

流電及電壓 

未能完全瞭解電

器用電，不能正

確量測交直流電 

未能完全瞭解電器用

電，不會使用三用電

錶，也無法說出交直

流電的不同。 

 

單 元 
評分規準 

 交直流電及電壓 ，但細節未注意 ，有明顯小錯誤   

 

      

評量工具 三用電錶 三用電錶 三用電錶 三用電錶  

 

 

 

 

 

 

 
 

課程紀錄 

& 

成果展示 

 
 

 

 

 



 



  
 

 
【活動二】 

1. 分辦碳鋅電池及鹼性電池。 
2. 量測電池電量。 

課堂表現 

實際量測電池電量 

表現標準 A B C D  

 

 
單 元 

評分規準 

1、 能正確分類
碳鋅電池及
鹼性電池。 

2、 能正確量測
電池電量 

1、能正確分類碳
鋅電池及鹼性
電池。 

2、能正確量測電
池電量 

3、有部份錯誤 

1、未能正確分
類碳鋅電池及
鹼性電池。 

2未能正確量測電

池電量 

1、不能正確分類
碳鋅電池及鹼性電
池。 

2、完全無法正確量

測電池電量 

 
未達D 

級 

評量工具 三用電錶 三用電錶 三用電錶 三用電錶  



 
 
 
 
 

課程紀錄 
& 

成果展示 

 
 

 



 
 
 
 
 
 
 
 
 
 
 
 
 
 
 
 



 

彰泰國中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教師公開授課 【共同備課紀錄表】 
 

授課日期 113年 10 月 4 日第 三 節 科目 生活科技 班級 804 

公開授課 

教師 

李昭男 教學單元/ 

內容 

動力設計(能源與電) 

共同備課 

主持人 

蔡承遠 共同備課 

時間 

113 年 10 月 4 日 共同備課 

地點 

生活科技(二) 

專業教室 

參與共同 

備課人員 

蔡承遠、李昭男 

 

共同備課討論內容與紀錄 紀錄者：【 蔡承遠 】 

 
1. 在教學演示前，務必將演示班級所有學生的進度調整到一致，在授課時，  
  較不會有學生進度落後問題產生。 
2. 提醒班級學生程度不盡相同，須掌握好差異化的教學，讓所有學生進度盡 
  量一致，避免有落後太多的學生，導致拖延到下堂課進度。 
3. 教學過程中，可多加講解老師備課時的設計思考過程，以幫助學生建立起設計 
  思考之架構雛形。 
4. 需確認學生是否能清楚接收老師所講之重點、能達成老師指派之基本任務、 
  能達到獨立思考與創意設計。 

共同備課影像紀錄(照片) 

照片 1 照片 2 

  

附件 1 



 
 

 彰泰國中 113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教師公開授課【教學活動設計表】 
 

 
授課日期 113 年 10 月 14日 科目 生活科技 公開授課者 李昭男 

 班級 804 節次 一 地點 生科教室 

 教學單元/內容 動力設計(能源與電) 

教學活動設計 

 
核心素養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動。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創作與分享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動。 

 

 
 

學習目標 

設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識。 設k-
IV-4 能了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設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不受性別的限制。設a-
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技產品。 
設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或立體設計圖。設s-
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設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設c-
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設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識。 設k-
IV-4 能了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設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興趣，不受性別的限制。設a-
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技產品。 
設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念的平面或立體設計圖。設s-
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設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設c-
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學習
內容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教學策略 

教授立體圖(等角圖、等斜圖)的概念，除了使用三角格紙、方格紙繪製的練習之
外，也可以利用常見的厚紙板，實際的將自己所練習繪製的立體圖形製作出來，
進而從 2D(平面)概念轉移至 3D(空間)概念，透過堆疊、組合、捲曲等方式，製
作各種不同形狀的立體作品，亦可跨領域結合【數學－三 

視圖、立體圖等概念之連結】、【美術－簡易手工具之使用】等通用概念。 

附件 2 



教學準備 電腦、單槍、教學簡報、厚紙板、保特瓶蓋、美工刀、熱熔膠 

 

 

 

教學活動概要 

(學習脈絡) 

【活動一】 
1. 認識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各種圖，ex:平面樓層圖、零件尺寸   
圖、組合家具圖、模型組裝步驟圖、各式設計圖。 

2. 介紹「平面圖」與「立體圖」之最大差異，認識立體圖的   
構成條件。 

3. 練習繪製簡易之立體圖。 

評量方式: 課

堂表現 
繪製立體圖之 

學習單 

【活動二】 

1. 設計自己的立體圖。 
2. 繪製完成後，將其使用厚紙板、保特瓶蓋、熱熔膠，實際做 
出來。 

評量方式: 課
堂表現設計圖 

立體作品 

 

教學觀察重點 
1. 學生是否能清楚接收老師所講之重點。 

2. 學生是否能達成老師指派之基本任務。 

3. 學生是否能達到獨立思考與創意設計。 

觀課前會議(說課) 

由公開授課教師簡要說明教學活動設計構想及請觀課教師協助觀察之重點 

說課時間 113 年 10 月 4 日 說課地點 生科教室 

參與說課者  



 

 
 

授課 

日期 

113 年 10 月14 日 科目 生活科技 公開授課者 李昭男 

班級 804 節次 一 地點 生科教室 

教學單元/內容 動力設計(能源與電) 填表者 蔡承遠 

 

觀課重點 完成目標程度(請在適當處打) 

已達成 部份達成 未達成 

1. 學生是否能清楚接收老師所講之重點    

2. 學生是否能達成老師指派之基本任務    

3. 學生是否能達到獨立思考與創意設計    

課堂記錄: 

1. 教學活動設計需附學習單及評分說明 1.能作行間指導，並適時提醒學生繪圖技巧 

2. 能做課程總結，但可加強內容摘述 2.大部分學生能清楚接收老師所講之重點 

3. 能預告下週進度 3.大部分學生能達成老師指派之基本任務 

4. 時間掌握良好 4.少學生能達到獨立思考與創意設計 

5. 能善用抽問，台風穩健 

6. 音量足夠，語調有變化，語速適中口齒清晰 
 
 
 
 

關於教師 學生教材 課程教具 教法 
 

1. PPT的製作可再更精準地去配合口頭的敘述 1.流程順暢，學生容易了解操作技巧， 

2. 教學媒體製作優良，口齒清晰、有條理 且過程中可針對疑問處回答並指導，可作 

3. 指令明確節奏適宜，清楚說明各時段完成  為教學的參考。 

進度。 2.善用技巧，引起學生動機。 

 

我對這堂課的觀察與看法: 

1. 教學過程順利，無明顯問題 

2. 台風、口條清楚。 

3. 請學生倆倆互助，學習團隊合作。 

4. 畫線技巧提醒有助於學生實作。 

5. 秩序的掌控，必須在課堂時間的前段掌控好。 
6. 班級程度不一，有掌握好差異化教學，讓所有學生進度盡量一致，避免有落後太多的 
學生，也可避免出現習得無助感。 

7. 在教授使用任何手工具、機具時，務求在基礎上多下功夫教學，熟練使用、紮穩基礎 

後，有助於日後的課程教學，不需要一再提醒。 

附件 3 

彰泰國中 112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教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紀錄與回饋表】 



 

彰泰國中 113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教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紀錄與回饋表】 
 

授課日期 113 年 10 月 14日 科目 生活科技 公開授課者 李昭男 

班級 804 節次 一 地點 生科教室 

教學單元/內容 動力設計(能源與電) 填表者 蔡承遠 

觀察面向 項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太 
同意 

很不 
同意 

 
 

A-2 掌握教材內
容，實施教學活
動，促進學生學

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
或生活經驗，引發與維持學生學 
習動機。 

 

v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 

學生習得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v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 

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v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 

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v 

   

 
A-3 運用適切教
學策略與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

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 

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 
v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 

略的指導 
 v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
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 
習。 

 

v 
    

A-4 運用多元評
量方式評估學生
能力，提供學習
回饋並調整教 

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 

 
v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 

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v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v 

   

B-1 建立課堂規
範，並適切回應
學生的行為表 

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 

課堂規範。 
v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
行為表現。 

 

 
 

   v 

   

B-2 安排學習情
境，促進師生互
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 
施，促進師生互動與學生學
習。 

 

v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
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v 
    

附件 4 



 

 
 

課室觀察紀實 

1. 能作行間指導，並適時提醒學生繪圖技巧。 

2. 教學活動設計需附學習單及評分說明。  

3. 能做課程總結，但可加強內容摘述。 

4. 能預告下週進度。  

5. 時間掌握良好。  

6. 能善用抽問，台風穩健。 

7. 音量足夠，語調有變化，語速適中。  

8. PPT的製作可以再更精準地去配合口頭的敘述。 

 

 
 

觀課教師
學習心得 

 
1. 流程順暢，學生容易了解操作技巧，且過程中可針對疑問處回答並指 

導，可作為教學的參考。 

2. 教學媒體製作優良，口齒清晰、有條理。 

3. 善用技巧，引起學生動機。 

4. 聲音響亮、口齒清晰。 

5. 指令明確節奏事宜，清楚說明各時段完成進度。  



 
 

 彰泰國中 113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教師公開授課【共同議課紀錄表】 
 

授課日期 113 年 10 月 14 日第一 節 科目 生活科技 班級 804 

公開授課 

教師 

李昭男 教學單元/ 

內容 

動力設計(能源與電) 

議課 

主持人 

李昭男 議課時間 113 年 10 月 4 日 議課地點  生科教室(二) 

專業教室 

參與共同 

議課人員 

李昭男、蔡承遠 

 

共同議課討論內容與紀錄 紀錄者：【 蔡承遠 】 

1. 教學過程順利，無明顯問題。 

2. 台風、口條清楚。 

3. 請學生互助，學習團隊合作。 

4. 畫線技巧提醒有助於學生實作。 

5. 秩序的掌控，必須在課堂時間的前段掌控好。 
6. 班級程度不一，有掌握好差異化教學，讓所有學生進度盡量一致，避免有落後太多的學 
生，也可避免出現習得無助感。 

7. 在教授使用任何手工具、機具時，務求在基礎上多下功夫教學，熟練使用、紮穩基礎後，有助 
於日後的課程教學，不需要一再提醒。 

共同議課影像紀錄(照片) 

照片 1 照片 2 
 

 

 

 

附件 5 



 
 

 彰泰國中 112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教師公開授課【教學省思心得表】 
 

授課日期 113 年 10 月 14日 科目 生活科技 公開授課者 李昭男 

班級 804 節次 一 地點 生科教室 

教學單元/內容 動力設計(能源與電) 填表者 李昭男 

 

教師教學表現與省思 學生學習表現與成效 

1. 教師規定的作法會讓學生缺乏學習與思考的

經驗。在熟練技巧取向與設計思考取向做取

捨。 
2. 有深度、知識性的內容缺乏檢驗基準，可設 
  計學習單作為檢驗方法之一。 
3. 課程內容:老師的思考過程若未給學生做解 
  釋，以致課程變得有點機械化。 
4. 可設計方法讓學生自己檢驗，或各桌檢查完 
  一位後，請學生擔任小組長，協助老師檢查 
5.課堂總結內容可以再完整充足一些。 

 
除了少部分特殊生或較不專心的同學，需要再
次重點說明外，大部分同學都能清楚接收老師
所講之重點，也都能達成老師指派之基本任
務，並且能做到在安全使用工具，避免發生危
險的前提下，正確模擬做出自己所畫的立體作
品，而少部分同學可以達到獨立思考與創意設
計，做出比預期結果更精采的成品，可以此作
為給其他大部分同學的借鏡，或往後其他班級
的示範和訂立更高標準。 

公開授課影像紀錄(照片) 

課堂內容說明 行進間指導 

  
 

附件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