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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客社團的歷程與省思－以新北市鶯歌國中為例 
潘怡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生 
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鶯歌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組長 

 
一、前言 

近年來，「創客教育（Maker Education）」在政府的大力提倡與媒體的報導之

下，民眾對其已不再陌生，亦有不少文獻探討到創客教育的定義、形式，以及其

對於教育所帶來的影響。然而，以實際走入教學現場，推動並記錄創客教育融入

教學現場的文章仍為數不多，因此本文欲以筆者所任職之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

（以下簡稱：鶯歌國中）為例，透過自身經驗的闡述，分享創客社團 108 學年度

至 109 學年度的運作歷程、討論過程中所面臨之困難與挑戰，並提出省思與建議。 

二、外部資源與教學環境 

鶯歌國中於 107 學年度成立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於同年加入新北市創客社

群學校，在各項計畫經費的挹注下，校內除了原有的 1F 生活科技教室、手拉坏

教室與金屬工藝教室外，又陸續新建了數位自造教室、機電整合教室，以及兩間

3F 木工教室（如圖 1），各式創客與科技領域課程相關具也逐漸完備，包含：木

工機具、熱轉印機、皮革手工藝工具、電腦數值控制機具（CNC）、雷射切割機、

3D 列印機等。 

 
圖 1 鶯歌國中教室環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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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客社團運作歷程 

(一) 社團成立契機 

筆者本身為生活科技專長，並於校內擔任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組長。當時適

逢教室設備甫建置完畢，為求能活用器材、推行實驗性課程、產出教學成果並提

升校內師生對創客教育的瞭解，筆者決定於 108 學年度成立「創客（Maker）社」，

招收校內七、八年級的學生。 

(二) 社團成員的招收方式 

校內的選社方式採排抽籤排序，序號越前面的學生越有機會選到想要的社

團，反之，序號較後面的學生，則可能進到自己完全沒興趣的社團。筆者欲招收

學習動機較強的社員，因此參考其他學校的作法：在學校正式選社前，先透過面

試的方式預選社員。然第一年（108 學年度）社團招生的宣傳成效不甚理想，參

與面試之七年級生有 18 位，八年級生僅有 2 位，皆未符合一個班至少 20 人的條

件，因此最終決定將參與面試者全數錄取，其餘名額則開放全校依序號選填入社。  

(三) 108 學年度創客社團運作歷程 

創客社的課程設計參考黃信惠（2000）所採用的 Arduino 課程教學模式四步

驟：「技能、整合、自學與回饋」，配合校內現有設備、學生程度與可取得之資源，

採「先打底，後自主」的方針來規劃課程（如圖 2）。先建立學生對於各項機具、

設備的基礎操作能力，再實施專題實作課程，讓學生自主決定欲製作與鑽研的內

容。 

 

圖 2 108 學年度鶯歌國中創客社課程規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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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底的課程依照校內資源，在第一學期選定木工（戰鬥陀螺、木哨子）、3D

繪圖（自製名牌）、雷射切割繪圖（動物幾何杯墊）等課程（如圖 3）。木工課程

由校內另一位生活科技老師董老師協助授課，其餘則由筆者負責教學。 

 
圖 3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創客社團製作成果 

第二學期 1~6 週的課程內容為：皮革鑰匙圈、熱轉印社服（圖 4）、防疫面

罩製作（圖 5）等課程。 

 
圖 4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皮革鑰匙圈、熱轉印社服實作與成果 

 

雷 射 切 割 杯 墊 實 作 
雷切杯墊、戰鬥陀螺、木哨

子、３Ｄ列印名牌等作品 

皮 革鑰 匙圈 實作 皮 革鑰 匙圈 作品 

熱 轉印 機台 操作 熱 轉印 社服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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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防疫面罩製作與成果 

第二學期 7~18 週進入專題實作課程，以「校慶義賣」作為成果展的舞台，

結合市場行銷的概念、參考 Jones（1984）所提出的系統設計方法架構，規劃產

品設計與製作架構（如圖 6），讓學生分組討論與發想，自行設計、製作出義賣

產品（如圖 7）。 

 
圖 6 108 學年度鶯中創客社專題「校慶義賣」產品設計與製作架構 

1. 依市場需求設計產品：參與校慶的人員皆可列為潛在客群，包含教師（導師、

專任、行政）與學生（七、八、九年級），不同的客群會有不同的喜好與需求，

社員們需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思考，鎖定目標客群、設計出合適的產品。 

2. 以草模進行市場調查：在確定產品的內容後，需先製作出產品的草模，接著

帶著草模向目標客群進行簡報、詢問聽眾的意見與其認為合理的價格，將所

有建議彙整並分析後，依分析結果決定產品改進的方向與售價。 

3. 規劃販售計畫：各組在分析市場調查結果後，依產品的定位，需決定是否開

放預購？是否要客製化？要設計幾種款式？以及是否需要提供促銷方案，

如：凡購買金額滿 200 元，即贈送紀念品等。 

4. 計算成本、決定生產的數量：每種產品依其所使用的材料與生產技術不同，

會有不同的製作成本，社員們需計算出生產成本、待的報酬率？並考量有限

的製作時間期，決定出欲生產的數量。 

5. 進入量產階段：待上述問題皆底定即進入量產階段。在此階段，社員需要找

出最有效率的分工與生產方式，並在期限內製作出預定的產量。 

防 疫 面 罩 製 作 防 疫 面 罩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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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08 學年度鶯中創客社專題實作討論過程 

(四) 109 學年度上學期專題成果展 

經歷 108 學年度下學期至 109 學年度上學期，為其 15 週的設計與製作，創

客社的義賣產品於 109 年 11 月的鶯中校慶上正式開賣，創客成果展共分為三大

主題，除校慶義賣攤位外，尚有創客手作坊，以及 VR 鬼屋體驗（如圖 8）。七

年級社員慶義賣產品（圖 9）與八年級校慶義賣產品（圖 10）如下。 

 
圖 8 108 學年度鶯中創客社專題「校慶義賣」當天執行情景 

 

校 慶 義 賣 攤 位 校 慶 義 賣 產 品 

創 客 手 作 坊 V R 鬼 屋 體 驗 



 

 

第 132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7），頁 127-134 

 

自由評論 

 

 
圖 9 七年級校慶義賣專題產品 

 

圖 10 八年級校慶義賣專題產品 

客 製 化 雷 切 皮 革 鑰 匙 圈 

熱 轉 印 杯 套 皮 革 感 應 磁 扣 鑰 匙 圈 

雷 切 多 功 能 造 型 筆 筒 

鶯 歌 國 中 限 定 3 D 列 印 鐮 刀 造 型 鑰 匙 圈 

卡 通 鏡 子 鑰 匙 圈 雷 切 動 物 鑰 匙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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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客社團運作的省思與建議 

(一) 學習意願對於學習表現的影響 

如前述所提，部分社員是面試入社（七年級 18 位，八年級 2 位），部分為依

序號選填入社（七年級 6 位，八年級 22 位），願意主動報名社團面試的學生，通

常也有較強烈的學習意願，而以序號選填入社的社員，大多是將創客社放在後面

的志願，因沒有選填到較希望進入的社團而勉強入社。 

在社團成立之初，七、八年級皆實施一致的課程內容，就筆者觀察，七年級

社員應甄選入社比例較高，學習態度明顯優於八年級的社員，不僅聽講時眼神專

注、對於教師的提問能舉一反三、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有良好互動、在機具操作

時能互相監督與協助，在課後還會主動整理教室環境，並於課餘的時間與筆者安

排時間討論課程相關內容；而八年級的社員則需要更多的刺激與增強才能保持專

注，實際操作時需要較多的時間才能完成作品，且作品表現及完成度低於七年級

生。 

從學習表現的差異可以得知，學習意願的高低對學習表現影響甚鉅，筆者建

議各校創客社團教師：如有機會，務必要辦理社員徵選、透過面試篩選出學習意

願較高的學生，一來避免社員學習態度不佳影響課程秩序，二來讓真正有興趣的

學生得以投其所好、伸展所長。此外，為使學生皆有機會獲得足夠的資訊以及達

到社團招生資訊的宣傳效果，建議教師可於徵選前以朝會或全校集合時段，統一

為全校學生說明創客課程內涵。 

(二) 反思「先打底，後自主」的課程規劃 

本校創客社團以「先打底，後自主」的方式進行課程規劃，目的是讓學生如

紮根般地先瞭解這片名為創客的土壤，待吸收足夠的養分後，自主向上成長、發

展成自己想要的型態。 

實際實施專題課程時，筆者面臨最大的挑戰為學生已習慣老師告訴他們要做

甚麼？怎麼做？所以在筆者拋出：「接下來到學期末的這 10 週，由你們決定做甚

麼。」的課題時，學生的第一個反應都是不知所措。學習意願較高學生，能夠在

引導下與組員討論、上網蒐集資料，完成產品製作，而部分學習意願低落的學生

則放棄思考，無法投入課程。 

檢視專題成果，除了鏡子鑰匙圈外，其餘作品皆有應用到打底課程所學的技

能，可見打底課程之必要性，然而學生製作的成果卻也與打底課程所做的作品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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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似、創意成分稍顯不足。筆者思考其因，認為乃專題的題目開放性較高所致，

如調整成條件更為明確的題目，如：針對幼兒開發一款安全的玩具，或設計一款

兔子餵食器等，應能改善此現象，但難度也將提升不少，建議社團指導老師可以

依照學生的程度來設計合宜的題目。 

(三) 專題課程的時間規劃 

國中的社團課通常為每節 45 分鐘，每學期約 18 至 20 節課，如要實施專題

課程，包含：教師講解，學生討論、設計、分析與實作，以筆者的經驗，應至少

需要 10 節課，且由於各組主題不同，較難以掌握進度，建議指導老師可另外預

留 2~5 週的彈性加工時間，以確保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專題作品。 

(四) 實施專題課程遇到的困難：未考量教室設備規劃，指導教師分身乏術 

在專題課程中，各組所需使用到的機具往往不只一種，如遇學生要操作的設

備不在同一間教室、不同樓層甚至是不同棟，則一位老師難以同時兼顧每位學生

的操作情形與安全。以校內執行情形為例，因社團的指導老師僅有一位，而機具

又分布在校內各方，因此筆者經常在課堂中東奔西走、透過幾名訓練有素的種子

社員協助指導其他組員操作機具，仍此種作法仍有安全疑慮。如果可能，筆者建

議學校在一開始就將機具盡量規劃在同一個空間、同一樓層，或是搭配兩位或以

上的社團指導老師。 

五、結語 

實際執行創客社團，筆者認為，創客教育有賴教師勇於改變傳統的教學模

式，營造良好的學習空間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創客社團運作僅能激發學

生的創造力，讓學生透過實作感受到學習所帶來的價值，進而增加學生自主學習

的意願、提升學生學習成就感。本文提供鶯歌國中執行創客社團運行的歷程與筆

者的反思，盼能提供各校推動創客教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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