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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執行狀況與建議— 
以新竹縣六家高中為例 

張庭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教師 
 

一、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緣起與目標 

(一) 計畫緣起 

自造者運動（Maker Movement），強調創意與自製，被稱為本世紀新的製造

革命，在世界各國均積極推動（鄭國明、王仁俊，2017）。教育部在 2015 年訂定

「推動創新自造教育計畫」，在當時便是受到自造者運動的風潮影響，此計畫連

結了大專院校、高中職及中小學，從師培、課程、設備、場地及各式推廣活動著

手，來落實推動自造教育。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以下稱科技中心計畫）」最早稱為「自造教育

示範中心計畫」，教育部（無日期）為落實與推動國中小自造教育的師資培育與

發展國中小自造教育的教材與課程，以利銜接十二年國民教育，於 105 學年度開

始先從 11 個縣市成立一所自造教育示範中心，並委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立自

造教育輔導中心。在 105 學年此計畫執行成效良好，且於 106 學年繼續在另外

11 個縣市各成立一所示範中心，最終目標是在全國成立 100 間中心。 

為了擴展推動成效，並且配合十二年國民教育落實推動科技領域課程，教育

部不僅將自造教育示範中心計畫列入國家前瞻計畫、補助各縣市辦理科技教育推

動總體計畫，並且也推動計畫轉型，更將計畫名稱更名為「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計畫」，結合縣市政府全面且有系統的推動科技教育。 

(二) 計畫目標 

教育部（無日期）根據 2019 至 2021 年教育部中小學前瞻科技教育發展總體

計畫目標，與 2016 年度起計畫執行成果與辦理回饋資訊，擬定「國民中小學縣

市科技教育推動輔導計畫」，以協助各縣市政府科技教育總體計畫的任務執行與

績效管考工作。其計畫總體目標為： 

1. 辦理縣市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說明會與審查案。 

2. 輔導縣市科技教育總體計畫推動與執行績效管考追蹤。 

3. 運用輔導計畫總網站展現縣市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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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教育部推動科技教育相關政策與活動。 

(三) 新竹縣六家科技中心成立緣起與目標 

新竹縣立六家高中為一所完全中學，在 106 學年受到教育部補助及縣政府指

導之下成立新竹縣第一所科技中心（時稱自造教育示範中心），以「設施示範」、

「教學支援」、「課程推廣」為計劃目標願景，並且透過「課程外送」來培訓師資、

開發課程以及提供教材來落實課程實施，另外也以「設備飄移」來幫助縣內中小

學解決在教學上設備不足的問題。 

二、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執行過程、遭遇的問題與應處作為 

科技中心計畫自 2016 年開始推行迄今已邁入第五年，在不同階段中皆有不

同的執行任務與目標。在計畫實施初期，受到自造教育、創客運動的影響，其目

標主要在發展自造、創客課程，第一、二代的自造教育示範中心學校積極的發展

自造、創客相關課程，並且辦理教師研習、學生營隊、親子共創課程等來推廣動

手做的精神，落實自造教育課程的進行，輔導中心也定期舉辦教案競賽、辦理成

果展，讓社會大眾更加認識自造教育。在此一時期由於計畫執行成效良好、各個

自造教育示範中心學校也透過計畫發展出多元的特色及亮點而獲得了相當大的

關注與重視，此一現象如同張玉山（2017）曾說從創客運動的盛行，到引入教育

領域中，成為正式或非正式的課程，助長了創客教育的擴展，更重要的是創客教

育在本質上的教育意義與價值，讓它更受到重視。 

儘管科技中心計畫執行成效良好，在執行過程當中不免遭遇到一些問題，其

問題與對應的應處作為如下： 

(一) 自造教育目標待釐清 

科技中心計畫初期受自造風氣影響，許多中心發展的課程、活動雖強調動手

做，但是缺乏明確的目標，意即只注重動手做，但是為何動手做？動手做的目的

是什麼？這部分較不明確，此外林坤誼（2018）曾提過雖然許多自造教育示範中

心的成立，強調在協助落實科技領域的教學，但實際上自造教育示範中心的參與

教師未必皆為科技教師。因此各中心會因為參與教師的專業領域不同而有不同的

發展目標。 

因應十二年國民教育，為落實推動科技領域課程，科技中心計畫在 2018 年

進行轉型，計畫名稱也從「自造教育示範中心計畫」更名為「自造教育及科技中

心計畫」，以此確立計畫目標在於推動科技教育。此外教育部也輔導各縣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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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包含子計畫一「設置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充實設

備及其年度維運」計畫、子計畫二「支持偏遠地區學校及前導學校推動科技領域

課程」計畫，以及計畫三「辦理科技教育（含新興科技）學習及探索活動」計畫，

讓推動科技教育成為各縣市教育的一項重點任務。 

(二) 科技中心資源未妥善分配到服務區域內學校 

有些科技中心學校在執行計畫時會著重在發展自己學校的特色亮點而忽略

將資源分享到服務區內的學校，造成資源分配不均，有違科技中心本應協助服務

區域內中小學校推動科技教育的任務。 

為避免此問題，以新竹縣六家高中科技中心為例，該中心每年透過「課程外

送」廣發教學材料給有需求的學校，以及透過「設備飄移」提供各項工具設備給

申請使用的學校以利該校課程進行，除此之外六家科技中心也會與夥伴學校共同

發展課程，並依據伙伴學校的需求提供資源辦理增能研習以及設備材料上的支

援。 

(三) 縣市內科技教育資源缺乏整合 

隨著各縣市科技中心逐漸成立，科技教育的推動得到越來越多助力，但也衍

生了一些問題，例如各科技中心未協調各自發展的主軸、辦理的研習活動時間或

主題相衝突、科技中心及子二子三學校未有有系統的訪視管考機制等。 

為利於科技教育資源整合，以新竹縣為例，縣內的教育處、科技領域輔導團

以及科技中心彼此之間建立了良好的橫向與縱向溝通及合作機制，縣內的科技中

心會互相討論協調各自發展的主軸，並錯開辦理研習活動的時間與主題，以及協

助辦理全縣的科技教育相關競賽，例如六家高中科技中心從 2018 年開始協助辦

理每年全縣的國中生活科技創作競賽。另外新竹縣的科技中心也會協助教育處訪

視指導縣內子二子三學校；輔導團則協助訪視指導科技中心執行狀況，藉此有效

掌握縣內科技教育的推動並且妥善整合全縣科技教育資源。 

三、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未來展望 

科技中心計畫在每年都有重點推動發展的任務，例如 109 學年科技中心計畫

強調國中三年科技領域課程的規劃與落實，並要求科技中心學校發展三年連貫特

色課程，新竹縣六家高中科技中心即結合學校願景、學生圖像發展「自造家」、「科

學家」、「藝術家」、「探險家」、「生活家」、「文學家」之「六家」特色科技領域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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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十二年國民教育的落實，雖然現在國小端的課綱尚無訂定科技領域課

程，但各界越來越關注國小科技相關的課程發展，國家教育研究院也在 2020 年

提出「國民小學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課程發展參考說明」並規劃科技教育/資訊

教育議題的課程發展建議。因應此措施，科技中心計畫在未來 110 學年強調國小

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議題的課程規劃，此外也呼應總綱要求科技中心學校發展課

程時融入女性議題。另因近年 COVID－19 疫情影響，推動數位與遠距教學的教

師增能與共備也是計畫重點之一。下表 1 為者筆整理之科技中心計畫在未來 110
學年推動目標與展望。 

表 1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110 學年度推動目標與展望 
項目 內容 

課程發展與推廣 

˙對焦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與課程發展參考說明，均衡發展科技課程模組與

推廣師訓模組的整合。 
˙包含國中生科、資科，與國小資訊教育議題、科技教育議題， 新興科技

融入領域課程中等。 

師資增能培訓 
學生活動 

˙強化辦理教師增能研習，協助教師對領綱的詮釋與轉化，以利回校進行

學生教學。 
˙落實科技教育推動，普及所有國中小學校（縣市中小學生資競賽）。 

政策配合 
˙國小資訊教育議題。 
˙女性與科技。 
˙數位與遠距教學的教師增能與共備（子二、子三、教師增能）。 

資料來源：朱耀明（2021）。110 學年度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說明。 

四、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之建議 

(一) 增加科技中心學校科技領域師資員額 

從上述可知科技中心肩負推動科技教育的重要責任，需執行的業務繁多，例

如辦理教師增能研習、學生營隊課程、科技相關競賽、與夥伴學校聯繫合作等，

因此筆者建議能夠增加科技中心學校的科技領域師資員額，或是將縣市教師編餘

缺額提供給科技中心學校，為中心提供更多專業師資人力。 

(二) 配合推行其他重要教育政策 

我國目標在 2030 年成為雙語國家，具備雙語能力的師資培訓尤其重要，尤

其各校在推行雙語教學初期常以藝能科為首要推行科目，因此筆者建議科技中心

計畫在未來可將科技領域雙語教學課程納入推動目標，培養科技領域師資雙語教

學能力。 

(三) 發展科技領域遠距教學課程 

自 2020 年開始，全球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人類的生活產生急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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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因應疫情使得遠距教學更顯重要，然科技領域課程多為實作導向，如教育

部（2018）表示科技領域教學之實作活動時數宜佔整體課程時數的二分之一至三

分之二，因此筆者建議未來科技中心計畫可協助推動遠距教學並發展適合遠距教

學的實作活動課程。 

五、結論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為我國 108 課綱科技領域教育的落實帶來相當大

的助益，計畫的執行成效如朱耀明（2021）指出從 2016 年至 2020 年已完成成立

100 間科技中心；學生活動已辦理 9063 場次，共計 351,647 人次；教師研習已辦

理 9,761 場次，共計 220,500 人次；課程教案已收錄 1,977 件次，並已達成前瞻

計畫指標。 

由上述可知透過計畫的支持與支援讓科技領域課程的發展迅速步上正軌，不

僅強化教師教學的量能、落實學生受到良好的科技教育，並且透過各種活動與競

賽的辦理，讓各界認識到科技教育的重要。而本文針對科技中心計畫的執行所提

出的問題與建議乃是希望從不同角度反思科技中心計畫的執行狀況，期許科技中

心計畫在未來的執行能越來越完善且不斷提升我國科技教育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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