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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國小科技跨域課程實施之困境與展望 
黃奕晨 

南投縣平林國民小學教師 
 

一、前言 

根據教育部頒定的十二年國教總綱（簡稱 108 課綱），學校課程計畫包含部

定課程與校訂課程，其中針對「校訂課程」有以下描述：校訂課程由學校安排，

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彈性學習

課程」，包含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等等多

類課程（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學校在校訂課程安排上，可以依照學生學習

需求、師資、環境資源等因素，制定屬於學校的專屬課程。尤其日常生活中，有

許多現象或主題難以用學科明確切割，新課綱的實施讓學校有更多發揮空間，教

師運用校內外資源，進行觀察、探究、實作等跨領域的課程規劃，並且以學生為

主體，讓學生主動投入學習活動，透過跨域學習解決問題（游舒文、鍾伯芬，2019）。
換言之，新課綱的實施讓教師有更大的教學自主權，以自身專業設計跨域課程並

實施跨域教學，透過專題探究或主題課程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培養「自發、互動、

共好」的核心素養。 

惟跨域教學的實踐不易，教學者需試圖解決授課教師間不同的觀念與性格的

差異，且整合各領域課程內容相當耗時，還需考量不同學習者的需求，確定合適

的專題或主題後進行教學（王惠蓉、羅文星，2014）。繁雜的因素往往使教學者

以不變應萬變，導致跨域教學流於形式或無法達到起初設定的教學目標。研究中

的個案學校屬偏遠地區國小，學校班級數六班，師生數約五十人。筆者於該校任

教第四年，分發那年正好為 108 課綱實施的前一年，有幸與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一同研訂科技跨域課程，將此跨域課程融入校訂課程實施，並於每學年末修正。

實際今日，本校科技跨域課程教學已邁入第三年，筆者將結合個人教學經驗、省

思札記，以及教師間的專業對話，針對本校教師跨域教學時曾發生的問題、現況

突破，與未來策略展望進行論述，希冀自身的拙見能提供教育先進們參考、評析。 

二、科技跨域課程的實施內容 

(一) 科技跨域課程內容分析 

創課教育的實施，在於知識的基礎上，由學生自己去解決問題，過程中強調

發展學生自信心、實踐學生課內外的想法，讓孩子知所學而學（MindDuo 親子共

讀，2021）。本校於 108 學年將「機關王」、「Scratch 程式」正式整合為科技跨域

課程，作為校訂課程的一部分，於四到六年級實施教學。創課教育為 STEAM 教

育延伸的項目，在 STEAM 教育基礎下，其各學科領域的知識內容不可忽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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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課程整合，讓學生跨域學習，培養面對生活情境問題的解決能力（湯維玲，

2019）。為此，本校運用 STEAM 教育配合閱讀（Reading）R 成為 STREAM，確

立 STREAM 領域架構，分析教學過程中學生應有的學習表現，以及其對應的 108
課綱領域內容，使教學計劃逐漸明晰。「機關王」與「Scratch 程式」屬跨域課程，

為了達到跨域課程教學目標，跨域教學成為最適合的模式。 

表 1 STERAM 領域對應 108 課綱領域及機關王課程之學生學習表現 
STERAM 領域 對應 108 課綱領域 對應學生學習表現 

科學 Science 

自然與生活科技 

◆理解各機關的科學運作原理 

科技 Technology 
◆拍攝各機關組裝前與組裝後之細節部分 
◆選擇合適零件組裝機關 
◆依照影像圖組裝成實際成品 

工程 Engineering 
◆發現機關的問題所在 
◆修正機關的故障之處 
◆改良並優化機關的運作 

藝術 Art 藝術與人文 ◆運用適當的物品裝飾機關 

閱讀 Reading 國語文 
◆講解各機關的科學運作原理 
◆配合機關的運作設計情境故事 

數學 Mathematics 數學 ◆測量作品大小不超過底面積 60cmx180cm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表 2 STERAM 領域對應 108 課綱領域及 Scratch 程式課程之學生學習表現 
STERAM 領域 對應 108 課綱領域 對應學生學習表現 

科學 Science 

國小階段無科技領域 
＊資訊課列入 
彈性學習時數 

◆瞭解 Scratch 程式語言運作模式 

科技

Technology 

◆運用程式語言制訂指定的任務動作 
◆運用演算法程式積木加速動畫製作 
◆運用排版、分類呈現程式語言的思考邏輯 

工程

Engineering 

◆匯入程式語言使圖像動畫化 
◆發現動畫的問題所在 
◆修正動畫的卡頓之處 

藝術 Art 藝術與人文 
◆繪製精美的動畫人像與背景 
◆運用圖像色彩或大小對比豐富動畫內容 
◆運用音效程式語言製作動畫配樂 

閱讀 Reading 國語文 
◆審視真實問題運用動畫呈現解決方法 
◆設計人物對話呈現符合主題的動畫情境 
◆運用配音變化豐富動畫情境 

數學

Mathematics 
數學 

◆開場部分 10 秒內顯示動畫主題 
◆動畫成品影片在 3 分鐘內播放完畢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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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跨域課程實施教學之過去困境 

國小跨域課程實施教學，其課程內容橫跨多學科，實施上難免會遇到問題。

以下參考教育部（2017）發布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

教學參考原則」之內容後，整理出三大面向問題，並依序針對「教師實際教學」、

「學生學習情形」、「行政支持系統」來說明本校實施跨域課程教學時曾面臨的困

境。 

(一) 教師身兼多責，科技跨域課程教學負荷過重 

本校為六班小校，人力分配無法如大校般精細，尤其導師除了基本國、數科

目教學外，也承擔其他校訂課程的任務。導致第一年的教學過程中，要完成基本

學科的進度外，還須花額外心思投入於新的校訂課程，加上跨域課程的教學經驗

較少，讓不少教師實施跨域教學時受制於有限的授課時數，面臨課程進度的壓迫，

無論執行端、精神面累積不少教學壓力，跨域教學成為教師們的重擔。  

(二) 學生基礎學力落差大，科技跨域課程教學成效不如預期 

本校過去實施「機關王」、「Scratch 程式」課程時，以競賽為目的，參與課程

的學生事先經過篩選，其基本學力大多不成問題，教學上無須花過多時間補救基

礎知識。但從競賽訓練模式轉換至班級教學時，基本學力的雙鋒現象導致無法有

效教學。當課程上難度稍微提升時，落後的學生會因某科基本學力不足而提早放

棄；為了落後學生調整進度時，又因內容較為簡單，使前端的學生失去興趣。導

師在整體的教學節奏上難以拿捏，教學成效不如預期，無法兼顧全班學生共同成

長。 

(三) 課綱初期，教師社群無法顧及科技跨域課程教學問題 

108 課綱的實施對本校而言，因編制人數較少的關係，當部定課程與校訂課

程同步修正時，其負擔明顯較為吃重。本校的教師社群雖持續運作，但探析新課

綱實施意涵與課程研發皆為當學年的重要增能事項，在社群運作的實際面下，無

法面面俱到，較難針對教師在科技跨域課程教學的問題上立即修正。 

四、科技跨域課程實施教學之現況突破 

有了第一年的經驗，發現本校跨域教學的困境為「教師實際教學」、「學生學

習情形」、「行政支持系統」這三個層面，於是在實施第二年前的課發會議，討論

出三種因應策略，分別為「設立科技跨域課程推動教師」、「有效提升學生基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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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申請教專社群計劃促進專業成長」，讓科技跨域課程教學有所突破，提升

教學成效。 

(一) 任命專任教師，統籌科技跨域課程 

Lin & Chen（2018）指出，社群內的教師與其它成員提出個人特色的教學策

略，互相分享與學習，亦能審視自身的不足，尋求團隊的支持與協助。在社群運

作的基礎下，將有相關經驗的教師，調整職務為專任教師，主要負責科技跨域課

程的教學，其餘導師則以輔助者的角色提供協助，以協同教學的精神，持續推動

科技跨域課程教學，降低導師們的壓力。 

(二) 鞏固部定課程知識基礎，激發學生學習遷移 

學生接受跨域教學前，必須確認是否已掌握各領域的基礎知識，才能迎接更

高層次的跨域學習。為此，穩定提升學生對於各部定課程的學習內容掌握度，成

為科技跨域課程教學的重要一環。為此，導師們善用學習扶助與課間時間，補齊

學生缺漏的基本學力。當基本學力提升後，成功促進學生的學習遷移，教師更聚

焦於科技跨域課程的教學目標。 

(三) 教師社群聚焦主題，透過實務分享提供支持 

一個成功的教師社群，仰賴教學與行政間的配合，適時投入資源，確保教學

熱情，才能提升教師對教學的熱忱與投入（魏士欽、陳志強，2021）。第二年開

始，教務處以科技跨域課程為主軸，申請教師專業發展計畫經費，針對教師問題

進行研習，強化教學知能。至於教師部分，著重教學實務分享，透過專業對話提

升各教師參與度，形塑團體動力，社群的運作下提供專業支持（廖志家，2021），
解決教學者的問題。 

五、結語 

校訂課程是否能穩定發展，仰賴課程設計者與教學者必須對於課程有高度認

同，在雙方一致的情況下，才能使課程有效傳承與實踐（施淑棉、翁福元，2020）
本校校訂課程實施已邁入第三年，教師們對於跨域課程教學也應與時俱進，唯有

持續修正與精進，才能面對變動迅速的時代。教師在整合跨域課程時，個人的教

學技巧、經驗與教學目的能幫助形塑課程情境，並在教學過程中邊做邊學，強化

未來的教學能力（Tseng, 2011）。筆者身為本校實施科技跨域課程教學的一員，

對於未來精進跨域教學的策略有以下展望，一為轉化學習表現以切合領綱學習重

點，以綱為本，課程精緻化後延伸至全年級實施；二為組織跨校社群，運用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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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區域的社群模式提升專業，透過共學、共享歷程，建構知識、活化教學，促成

進一步的教師合作（林思騏、余秀英，2021）。當學生為了培養核心素養而迎向

跨域課程學習的同時，跨域課程教學的重要性也就自然地提升。108 課綱正值實

施初期，筆者期許與教育先進們一同持續接受新知，精進教學，為臺灣的教育付

出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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