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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民國 108 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正式實施，「科

技領域」躍然成為八大領域課程之一。大數據、互聯網、數位製造、雲端等新興

科技時代，帶動了自造教育及 STEM 教育的風潮，同時也促使十二年國教課綱

將「科技領域」訂為「部定課程」（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象徵政府是這一波

推動科技教育的領頭羊！ 

國中階段科技領域課程包含「資訊科技」及「生活科技」，每週各實施 1 節

課；目前國小階段科技領域並未訂定上課節數，而是採取「資訊教育議題」及「科

技教育議題」融入的方式進行（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政府制定政策表示重

視我國的科技教育，但科技教育的範疇甚廣，且國小階段未規劃學習節數，在無

國小科技領域課綱與學習指標之下，一般現職國小教師對於實施科技教育議題融

入無所適從（鍾乙豪，2019），因此，目前科技教育議題融入國小課程面臨哪些

困境？如何在國小階段推動科技教育？這些問題均影響著國小科技教育的向下

扎根。 

二、 國小科技教育的發展 

(一) 科技課程的起源 

表 1 國小科技教育課程的發展 

教育政策 課程名稱 對象 節數 

民國 51 年 

《國民中學課程暫行標準》 
工藝 

國民中學 

（男生修習為主） 
36 節∕學期 

民國 83 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家政與生活科技－ 

生活科技 
國民中學 18 節∕學期 

民國 90 年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 

國民小學三年級 

︱ 

國民中學九年級 

佔各領域總

時數 10-15% 

民國 108 年 

《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國民中學 

七年級－九年級 
18 節∕學期 

科技教育議題融入 國民小學 無固定節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洪國峰（2010）、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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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是影響科技課程最重要的關鍵，無論課程名稱、課程目標、學習節

數、實施對象皆會受到影響，如表 1 所示，為國內科技教育課程的發展歷程。 

我國科技教育相關的課程，可追溯至民國 51 年的「工藝（Industrial arts）」

課（張玉山，2010），受當時工業社會的影響，學習內容以工業文明的理解、工

業生活的適應為主，特別強調職業的試探（洪國峰，2010）。經過幾次教育改革，

後改名「生活科技」與家政合稱是一大轉變，與傳統工藝課最大的差異是「生活

科技」不只是動手實作完成作品，而是透過動手作來解決問題（洪國峰，2010），

由此可知，我國科技教育已開始重視系統性思考、問題解決的學習。 

(二) 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 

民國 91 年起階段性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生活科技併入「自然與生活

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課程目標從原本的「培養技術」，轉化為「培養

能力」，期盼學生運用科際整合的能力，將自然、科學、技術的知識整合，與傳

統分科不同。但是受到教育風氣影響，大部分的學生家長重視升學，雖然於課綱

中已明定生活科技的能力指標，但由於生活科技課程並不是升學的考科，長時間

被矮化，師資不斷流失（林佳全，2003），也損害學生培養科技素養的機會。 

(三) 十二年國教－國小科技教育議題融入 

表 2 十二年國教國中「生活科技」與國小「科技教育議題融入」課程目標 

名稱 課程目標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1.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並培養正確的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2.善用科技知能以進行創造、設計、批判、邏輯、運算等思考。 

3.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4.理解科技產業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5.啟發科技研究與發展的興趣，不受性別限制，從事相關生涯試探與準備。 

6.了解科技與個人、社會、環境及文化之相互影響，並能反省與實踐相關的

倫理議題。 

科技教育議題 

1.具備科技哲學觀與科技文化的影響 

2.激發持續學習科技及科技設計的興趣 

3.培養科技知識與產品使用的技能。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國家教育研究院（2020a）。 

十二年國教最大的改變為「科技」與「自然科學」分科，獨立為一門領域。

此次改革除了受到美國科技教育、工程設計、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教育的影響，還加入了英國「設計與思考（Design and 

Technology，D&T）」的思維（許宜婷，2015）。教師規劃工程設計、設計思考的

整合性教學，讓學生從「做、用、想」強化動手實作的能力，進而解決生活中面

臨的問題。國小科技教育議題融入課程目標與國中科技領域不同，如表 2 所示，

國小階段強調「生活應用」，讓學生從科技課程探索、體驗，藉由動手實作，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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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其學習科技的興趣。 

三、 教師實施國小科技教育議題融入的困境 

跨領域的知識學習與生活應用是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的重點（洪麗卿，

2022），國小科技教育議題可在部定的課程中採取單領域或跨領域的融入進行，

或在系統思考下，於校訂課程規劃科技教育相關的主題課程（國家教育研究院，

2020b），例如：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PBL（Project-Based 

Learning）課程模組。國小現階段大部分採取級任教師包班教學為主，因此，級

任教師為議題融入的重要角色，目前在推動科技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時，經常面臨

下述的問題及困境。 

(一) 國小教師對於「科技教育議題」的誤解 

依據我國科技教育的發展，民國 57 年受美國工藝教育的影響，開啟了與科

技相關的工藝課程，歷經民國 83 年「家政與生活科技」、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

科技」至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為因應現代科技演進，十二年國教課綱科技

領域的課程內涵強調「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及設計」知識的整合運用（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9）；其中「資訊科技」、「生活科技」、「資訊教育議題」、「科技

教育議題」皆有詳細訂定基本理念，但對大部分的國小現職教師來說，由於國小

師資培育系統少有科技領域的專業知能課程，難以理解科技教育的本質（王鼎銘，

1998），也無法掌握科技教育發展的脈絡，明白與過去不同的地方，導致許多教

師誤認為「在教學過程中使用電腦、單槍投影機、平板等科技產品提升教學效能，

就是科技教育」的迷思，但其實這乃「教育科技（Educational Technology）」的範

疇，與強調培養科技素養的「科技教育（Technology Education）」是有很大的不

同（朱耀明，2004）。 

(二) 國小「科技教育議題」融入是誰的職責？ 

由於在國小每一所學校皆編制資訊組長，所以多數學校從九年一貫起，因為

資訊教師的授課需求、家長重視資訊設備的運用，長年在彈性課融入資訊課程。

近年來也有部分的地方政府發布區域性的國小資訊科技教學綱要，例如：《新北

市國民中小學資訊科技教學綱要》、《臺北市科技領域國小資訊科技課程教學綱

要》，顯示「資訊教育」議題融入仍強力推動。然而，在國小階段推動科技教育

為近期的新興議題，融入課程不易規劃，原因乃「科技教育本屬一門專業」，需

要擁有專業的教師主導，但在國小階段並沒有專責的教師，只能仰賴教師積極參

加研習以進行課程規劃，若教師個人沒有意願參加課程的增能研習，或融入科技

教育議題課程，國小科技教育只能流於空談（翁崇文，2018），相較資訊教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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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融入，目前科技教育議題融入的師資相對不足。 

(三) 從哪裡尋求國小「科技教育議題」融入的教學支援？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科技中心」）自民國 106 年起廣設，目前

已達 100 所的目標，科技中心是推廣科技教育的最大助力（王仁俊，2022），透

過動手做，發揮自我創意、跨領域交流、解決學習過程中的問題，進而產出創意

作品，是自造者的精神，也是科技教育「做、用、想」的核心（趙珩宇，2015）。

不過，目前科技中心只有 4 所設置於國小，分別是臺北市日新科技中心、新北市

積穗科技中心、宜蘭縣成功科技中心、臺中市富春科技中心。雖然無論設置國中

還是國小，主要任務都是推動國中小的科技教育，但多數國小教師在實施科技教

育議題融入時，卻不清楚可以從科技中心尋求資源，以為科技中心是國中的自造

教室，導致國小教師實施科技教育議題融入時缺乏專業協助、教材提供、設備支

援的困境。 

四、科技教育向下扎根的建議 

(一) 科技中心協助國小教師增能及設備飄移 

術業有專攻，國小科技教育師資不足一直是國小推動科技教育的最大阻力，

國小師資培育系統並無科技教育系所，從九年一貫起，生活科技延伸至國民小學，

但因為缺乏師資只能以自然科系專業教師授課為主（林佳全，2003）。近年由於

政府的重視，挹注科技教育計畫經費，廣設科技中心，科技中心成為國小科技教

育師資培育的重要場所（鄭國明、王仁俊，2017），教師能透過科技中心舉辦的

研習課程增能，但多數教師對科技中心不了解，建議科技中心能主動出擊，到鄰

近國小巡迴舉辦研習活動、推廣科技課程，除了提升教師對科技教育的專業知能，

也能提高能見度，獲得學校及家長的支持。 

此外，科技中心擁有完備的教學資源，可藉著巡迴研習、舉辦活動時主動「設

備飄移」，將教材、設備移轉至鄰近的國小。雖然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遠距教學

不易推動科技教育課程，建議科技中心能將課程模組數位化，讓國小教師得以使

用，即便是未來疫情結束，學生也能透過數位化課程自主學習，弭平資源分布不

均、城鄉差距的問題。科技中心推廣科技教育不遺餘力，目前在國中階段成果斐

然，期待能將成功的經驗向下扎根至國小階段，解決師資、課程及設備等問題。 

(二) 教育部整合科技教育與資訊教育政策 

科技教育與資訊教育密不可分，數位化製造就是兩者的結合，工業 4.0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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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兼備兩者能力。「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總經費 200 億元，班班有網

路、生生有平板，讓學生能進行數位化學習（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2021），

同時這也是實施科技教育的契機，例如 3D 繪圖數位製造等，此外，學生使用科

技產品應注意的資安問題、網路霸凌等議題，都是科技的爭議，必須藉由科技教

育課程加以指導，科技教育與資訊教育相輔相成，建議教育部整合兩者政策，讓

效用最大化。國家教育研究院在 2020 年集結專家發布《國民小學科技教育及資

訊教育課程發展參考說明》讓國小教師有參考的依據，但是在國小仍未有固定節

數，未具正式效用。建議國小階段在部定課程納入科技領域，延續國中「資訊科

技」、「生活科技」的名稱，讓國小階段有科技教育專責教師、固定上課節數，並

解決名稱混淆的問題。 

五、結語 

科技教育向下扎根是趨勢，現階段國小科技教育採取融入方式，雖面臨許多

挑戰，但在政府逐步調整政策，期待在全國 100 所科技中心的協助之下，國小教

師可藉著研習進修等增能方式，提升教師個人的科技素養及專業的教學能力，在

教學現場中規劃適合各年段的科技教育課程，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銜接國中階

段乃至終生學習。科技人才是國家強盛的關鍵，教師是推動科技教育的重要角色，

期盼國小教師能重視科技教育議題，善用教師專業能力，讓科技教育在國小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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