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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下的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實施與評量方法建議 
黃士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發展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2020 年初 COVID-19 疫情爆發，各國人民的生活型態皆因此產生變化，其

中教育方面更是首當其衝。為降低感染風險，學校與補習班被迫停課以避免學生

在課堂中發生群聚，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截至 2020 年底統計（UNESCO, 
2020），全球已有 191 個國家全面實施停課，其餘國家也多半實施局部停課，受

影響的學生人數超過 15 億人口。然而，雖然學校面臨停課，但學生的學習權益

卻不可耽誤，因此教師與學生便面臨「緊急的遠距學習」（Marinoni, van’t Land, 
& Jensen, 2020）。 

遠距教學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為：同步課程、非同步課程與數位化教

材 ，主要的優點皆為使學生可在學習上不受時間與空間之限制，學生可根據自

己的需求進行重點複習或線上發問（葉建宏、葉貞妮，2020）。這些方法雖然可

使教學活動繼續進行，但由於多數教師對遠距教學相當陌生，時間的緊迫也使教

材、設備、評量方式等等都未完善設計，各個學科的教師因而面臨巨大挑戰，而

生活科技等重視實作的課程更為困擾。若是透過遠距教學進行生活科技課程，學

生便無法透過現場實作展現其學習成果，教師也無法確實觀察學生是否有達成原

先預定的學習目標，種種因素皆使遠距教學應用在生活科技課程上的效益有疑

慮。 

根據上述背景，筆者想透過本文先探討生活科技課程以往在教學實施與評量

方式上有何特色，再根據這些特點，提出在遠距教學的背景下，國中的生活科技

課程可以如何調整與評量，以解決疫情時期，國中端生活科技課程教學與評量上

的困境。 

二、生活科技課程教學實施與評量方法 

臺灣的科技教育旨在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透過運用科技工具、材料，培養

學生動手實作，以及設計與創造科技工具及資訊系統的知能，其中生活科技更重

於透過實作培養學生的創意與設計能力（教育部，2018）。為達成此目的，生活

科技課程常會根據領鋼規範之各年級的「科技的應用」主題，進行實作課程設計，

如：七年級的機構與結構、八年級的能源與動力等，期望學生能在製作實際作品

時，透過教室內提供的手工具與機具，以及設計製作的知能，展現相關科技素養。 

依據前面所述之教學實施規劃，若要驗證學生的學習成效則需要適當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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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Petrina（2007）指出，重視學生學習歷程與專題導向的生活科技課程，適

合透過真實評量，並將真實評量區分成幾種形式，分別為：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實作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與標準參照評量（Criterion-
Referenced Assessment and Rubrics）。「檔案評量」是學生依據特定目的主動蒐集、

紀錄與組織其學習過程，並呈現其學習成果之檔案（李坤崇，2006；Petrina, 2007）。
透過此檔案可有效評量學生的學習歷程，使學生能有參與自己的評量並呈現不同

程度的認知能力。「實作評量」是教師透過觀察與紀錄，評量學生在實作中之能

力表現（Petrina, 2007）。「標準參照評量」為教師在教學前先依照不同等地的表現

制定基準，依此為標準對學生的表現進行評量（Petrina, 2007）。透過事先制定的

評分標準，不僅可使學生更了解學習目標，更可使教師能更客觀進行評量。 

綜上所述，目前生活科技課程多透過實作的形式進行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

意與設計能力，評量則以真實評量的三種形式，評量學生經由實作所展現的相關

知識與技能。 

三、 遠距教學下的國中生活科技課程評量困境與建議 

(一) 遠距教學下的國中生活科技課程評量困境 

在遠距教學的情形下，國中端學生雖然可以透過同步或非同步課程等形式學

習概念性課程，但當要面對實作的課程活動，就會面臨到以下幾項問題： 

1. 缺乏適當的實作場域與相關器材：在遠距教學的情形下，每位同學所在的場

域大部分都會在家中，而鮮少會有學生家中有適當的設備與相關安全防護，

因此學生在實作上，對於作品的材料與複雜度都將受到限制，也會使教師在

設計課程上需要進行調整。 

2. 無法進行實作現場的觀察：遠距教學時，學生與教師通常只能依靠視訊鏡頭

進行影像交流，但鏡頭的角度、光線、解析度等都有可能會影響教師面對學

生實作時，動作或步驟無法確實進行觀察，在評量成品時，也有可能發生學

生拿外表完整的半成品想矇混過關的問題。 

根據探討臺灣生活科技課程的教學實施與評量，筆者認為可能會發生上述兩

種問題，導致在遠距教學下，國中的生活科技課程可能無法確實實施。 

(二) 遠距教學下的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實施與評量建議 

面對上述問題，國中生活科技的課程實施勢必要有所調整，以符合環境與學

生的不同狀況。筆者認為，在遠距教學的情形下仍可進行實作型的課程，概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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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可透過數位教材進行遠距教學，實作部分則須注意實作作品所需之設備與技

術門檻。以下筆者將以七年級的機構與結構為例，設計遠距教學背景下的紙機構

卡片課程，並依據此課程內容提供可運用的生活科技課程評量方法建議。 

1. 課程目標：透過教師教授機構相關知識與原理，如槓桿、凸輪、曲柄與連桿

等，使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及實際操作手工具，完成一張機構卡片，以培養

學生的相關科技素養之能力。 

2. 使用工具：電腦、剪刀、美工刀、圓規、直尺、黏合工具、著色工具。 

3. 使用材料：卡紙、pp 瓦愣版。 

4. 教學流程：此課程的教學流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紙機構卡片教學流程 
節次 教學內容 教學教材 備註 

1 
介紹機構的範疇、舉例生活中運用

到的相關機構產品 Kahoot 互動式問答、簡報內容  

2 
介紹槓桿原理、生活中運用到槓桿

原理的產品。 
Geogebra 模型線上操作、槓桿

學習單 

學 習 單 以

google 表單

形式進行 

3 
介紹連桿和曲柄機構、生活中運用

到連桿和曲柄的產品。 Geogebra 模型線上操作  

4 
介紹凸輪和日內瓦機構、生活中運

用到凸輪和日內瓦機構的產品。 
Geogebra 模型線上操作、連桿、

曲柄等機構學習單 

學 習 單 以

google 表單

形式進行 
5 設計的流程   

6 
實作介紹：紙機構卡片，卡片需可透

過機構運作，呈現內容須以故事或

情境進行包裝。 
作品範例、紙機構網路資源  

7、8 
分組進行進度了解：以每五個座號

為一組 10~15 分鐘方式，分組進行

實作進度報告。 

學生自備實作作品，講解預計

完成成果、使用材料、機構種

類等實作狀況。 
 

9、10 作品繳交：可透過不同型式進行評

量，於文中詳加說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設計 

依據前述之課程設計，並參考真實評量的形式，筆者認為遠距教學下的國中

生活科技課程可透過下列幾種方式進行評量： 

1. 維持檔案評量 

檔案評量主要是由學生主動蒐集與組織學習歷程，因此可不受遠距教學之影

響，繼續以檔案評量之方式。在此課程中，教師可要求學生製作產品說明書，說

明書中需呈現紙機構卡片的設計理念、運作方式與使用的機構種類、使用材料、

製作流程、在製作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以及解決方法和對於此次實作的心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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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可以電子檔方式進行繳交。透過此說明書可呈現學生的學習歷程，資料搜

集與整理可使學生進ㄧ步深化學習過程，促進後設認知。另外，可建立班級共用

的雲端空間，要求學生上傳其作品說明書與紙機構實際運作影片，使同儕間可互

相觀摩學習，也有利教師進行評量。 

2. 錄製一至三分鐘的作品說明影片 

教師可設定學生應呈現之內容，並要求學生透過自行錄製的影片進行說明，

使教師可根據影片進行評量。以此課程為例，教師可要求學生須透過一至三分鐘

的影片，呈現此紙機構卡片的運作情形，並說明此卡片的設計理念、使用的機構

種類、使用材料、製作流程、在製作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以及解決方法和對於此次

實作的心得反思。另外，學生可參考 Youtube 上的手作影片進行後製，或以簡報

綠影的方式呈現。教師可根據學生的影片內容，進行此實作課程的評量，而學生

製作影片的用心程度亦可作為評量參考。 

3. 線上直播分享 

透過 Google meet、Zoom 等線上會議室，以同步課程的形式進行作品分享。

學生可利用數分鐘進行作品展示，並說明作品之設計理念、製作流程等內容。以

此課程為例，教師可設定 2~4 節課的時間，舉行紙機構卡片作品分享會。學生需

在 3~5 分鐘內以簡報進行作品發表，內容須包含：卡片的實際運作情形、卡片的

設計理念、使用的機構種類、使用材料、製作流程、在製作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以

及解決方法和對於此次實作的心得反思，發表後教師可根據其發表內容給予回

饋。 

根據上述於遠距教學背景下的生活科技課程設計與評量，筆者以七年級的機

構與結構主題為例，設計為期五週十節課的紙機構卡片實作課程設計，並以此提

出在遠距教學的背景下，生活科技課程可透過檔案評量、作品說明短影片與線上

直播分享的方式，有效針對學生的學習歷程進行評量，彌補遠距教學無法在現場

觀察學生實作之缺點。 

四、結語 

因應疫情衝擊，全球生活型態之改變連帶影響教育實施的方式與環境，透過

遠距教學的方式雖然可以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教師與學生能順利進行教學

與學習，但面對生活科技等重視實作之課程，則有實施與評量上的困難需要解決。

本文先透過生活科技教學實施與評量方式相關內容探討，並依此進行遠距教學背

景下，國中生活科技課程能如何調整，並以適當的方式進行評量。期望能使國中

生活科技課程能更順利在 COVID-19 影響下進行教學，有效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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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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