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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國之本，是國家大業，人才投資的重要工作。各國透過國民義務教育來

培育具有競爭力的國家人才，以提升其國力，所以投資國家人才的主力即是放在

教育政策方向以及各項科目的課程綱要。各國依照自身所欲人才能力，規劃適合

的教育方針，用以培植未來國家棟樑。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各國以培養代工的勞力為主，為了填補所需的專業技

術人力，當時的教育朝向標準化與機械化，目的是要生產一群順服工廠作業流程

的人力，進而幫助工廠提升產能。邁入 21 世紀後，人類的社會產生了結構性的

改變，少子化和工資大幅提升的趨勢使得工廠自動化，以機器人取代工人投入生

產，成為產業勢在必行的策略（劉瑞隆，2018）。以臺灣來說，從過去的代工製

造業時代也逐漸轉型為科技數位時代。科技與資訊的快速增長，學生未來所要從

事的工作，也可能是個全新的、在現今社會還尚未出現的行業，因而培養其具備

面對這個世代的關鍵能力是刻不容緩的（張美珍，2010）。因此，筆者冀望大眾

了解新課綱中科技領域生活科技課程內涵與其所對應培養之學生關鍵能力，闡述

生活科技的教育意涵。 

生活科技著重設計思考以及動手實作等教學方式進行課程。現行的國中生活

科技課程大多以「創意設計」的課程內容為主題；高中則是「工程設計」的專題

製作為主軸（汪殿杰，2018）。有別於傳統填鴨式的教學模式，如語文、數學、

科學等大部分是透過教師單向傳授概念，將該學科知識透過講述法傳達給學生，

雖然講述法極具經濟效益，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將組織過的教材有系統地教給

學生，但這樣容易使學生成為被動的資訊接收者。然而，生活科技課透過設計思

考以解決問題、動手做來實踐方法，真實給予學生面對未來應具備之競爭力。當

今社會所需人才，最重要的是能夠解決問題，而筆者認為，跨領域的整合與動手

實作的能力均為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影響因素。 

隨著科技整合趨勢發展，跨領域人才的市場需求正持續地擴大，各國政府無

不致力於減少學術與產業界之間的鴻溝，期盼高等教育中的高階人才，能夠成為

國家進步與產業升級的有力後盾（湯堯、徐慧芝、蘇建洲，2016）。而在中等教

育的生活科技課程裡，可以透過科技老師精心設計任務導向的課程，幫助學生在

國中階段就培養跨領域的思考模式。生活科技課透過任務導向專題課程的方式，

給學生一個情境，引導學生系統化的提出有意義的解決方式，在這當中就會運用

到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培養學生跨領域解決問題的能力。科技教育的課程隨著科

技的發展進步而更新，國際間教育活動的推展趨勢，應涵蓋完整性的科技相關知

能內容。美國為講求理論與實踐並用的教育與知識技能而推行 STEM 教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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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強化學生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各範疇的知識外，也強調跨範疇的融合和

應用，並注重培養學生各種高階能力，如適應能力、溝通能力、非常規的解難能

力、自我管理及系統思維等（Bybee, 2010）。跨域的整合能力在面對未來，是至

關重要的角色。這項能力不是單靠課堂的講述就可以培養的，但是生活科技課透

過精心設計的教學活動來培養學生跨域整合之能力。 

近幾年來各個大學在討論高等教育的時候，發現大部分的大學生「動手實作」

能力愈來愈差，試想像若醫學系的準醫生無法拿穩手術刀，機械系的學生沒有辦

法精準的操作機器，抑或化學系學生不能正確裝配實驗器材，這樣怎能為社會培

養出所需的專業人才。惟「動手做」的習慣必須從小養成習慣，應在學生小時後

就塑造動手實作的環境給學生，教育者無法等到學生大學再來培養其實作能力

（朱益賢，2005）。動手實作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能力，但在學生求學階段卻時常

被忽略，導致長大後沒有動手的習慣，往往因為不了解實際的材料限制或是不知

道該如何動手而將問題擱置。許多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的，要學生擁有清晰的思考

邏輯，就會一直給他問題訓練他思考；若要學生具備科學探究的思維模式，老師

通常也會一直對學生強調「為什麼」。同理可證，如果要學生具備動手實作的能

力，甚或培養動手做的習慣，也應該在他的學習階段當中就讓他常有動手製作的

機會，科技課理應塑造這樣的環境給學生，使他在國中階段就可以認識並正確選

用常用手工具，建立基本的問題解決系統流程概念，從小就培養動手實作的習慣，

以達到熟能生巧。動手實作的概念不單是動手將東西做出來而已，而是手腦並用，

不然就淪為技術跟代工。動手實作應該是一個問題解決的過程，透過從設計到製

作一整個流程的步驟，而設計過程要能夠定義出問題，到產出解決辦法，再來是

模擬、分析等預測之環節，最後才是產出最佳化的解法或是產品。而從這樣的體

驗當中，也能體現杜威的「從做中學」，他主張讓學生「有事可做」之外，更要

讓學生「有事可學」。學生在製作的過程思考，不斷的嘗試，最終有所領悟而找

到了事物之間的關聯，使學習水到渠成。若在教學上只是一味的讓學生動手做，

卻不去在意學生是否真正的學到東西，那這樣的做是不具備學習意義的（吳木崑，

2009）。 

綜上所述，生活科技課能夠培養學生擁有跨領域解決問題的軟實力，與動手

實作的硬實力，幫助學生們將想法付諸所行。生活科技課能夠帶給學生的，非僅

是有趣的課程實作體驗，而是從中培養解決問題之能力，這些能力是帶得走的，

可以應用在往後人生經驗的。並且擁有這樣的軟硬實力也提升學生解決問題能力

的層次，成為產業當中不可或缺的優秀人才。科技課的價值所在，就是培植學生

具備這些能力，以提高國人的競爭水平，進而增進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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