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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如何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已成為全球共同關注與發展的議題。臺灣也推動眾多教育相關政策，包

含教育部自 2017 年開始推動的「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便強調以科技輔助

跨域專題導向學習，整合 SDGs 目標於真實生活情境問題解決。臺灣積極推動科

技教育，研究團隊參與多項科技輔助教育計畫（Technology Enhance Learning，

TEL）輔導，包括將 XR 與元宇宙融入課程的「5G 新科技示範學校」計畫，以及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THSD & BYOD」、「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生生用平

板」與「數位精進」等計畫（教育部，2021；教育部，2022）。在教學現場進行

第一線輔導時，深刻察覺教育現場的多樣性與複雜性，現場教師面臨包括課程設

計、設備操作、知識整合與實務經驗缺乏等，皆是教學變革所需面對之考驗。有

鑑於此，此文將探討如何以真實生活中所需改變的議題為基礎，訂定相關教學目

標與跨領域課程設計，並將多模態教學與科技輔助進行系統性整合，以作為科技

輔助教育之發展參考與建議。 

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融入教育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由聯合國於 2015 年正式通過，旨在為地球永續和平與

繁榮發展提供藍圖，並提出十七項核心指標涵蓋於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

三大面向，呼籲世界各國針對所能改善之問題採取行動（United Nations, 2015），

以臺灣而言，無論是政府、企業、民間團體及教育體系之決策皆深受其影響。 

隨著教育典範轉移，學生未來踏入職場與社會所需具備的能力已遠遠超越課

本所提供的知識，而更需具備將所學知識與現實生活進行整合的能力，並進一步

對於真實世界中的社會責任、環境保護等永續議題作出積極貢獻，以符應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之願景。而面對真實世界議題解決，傳統分科教學難以達到其成效，

例如，以社會責任議題而言，可能需要融入語文閱讀、社會科學、藝術人文、生

命教育等領域知識，環境保護等議題更須應用自然科學、生活資訊與數理計算等

能力，因此，跨領域 STEAM 教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and 

Mathematics）、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PBL）成為教育發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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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趨勢。跨領域與 STEAM 教學促使學生跨越不同學科之間的界限，培養綜合統

籌、創新思維與解決問題能力（Belbase et al., 2022；Kim & Choi, 2012；

Wahyuningsih et al., 2020）。專題導向學習則讓學生參與真實世界的問題解決過

程，從中學習議題分析、團隊合作以及溝通技巧（Hidayati et al., 2020），過程中

培養其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與解決能力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三、科技輔助 SDGs 跨域專題導向課程案例 

承前所述，筆者與研究團隊成員現擔任多所數位深耕計畫輔導教授，並與各

校共同發展數位輔助跨域專題導向課程模組。以筆者所輔導的中小學數位學習深

耕計畫學校臺南市崇明國小為例，該校師生發覺校內營養午餐的廚餘造成長期剩

食問題，除了校內食物浪費情形屢見不鮮，鄰近市場當日銷售不完的食材同樣面

臨丟棄與浪費困境，因此，該校欲結合科技設計剩食再利用方案，此課程符應

SDGs 指標二「消除飢餓」、指標十「消弭不平等」與指標十七「多元夥伴關係」。

該課程模組中首先針對學生進行食農教育與營養午餐教育，透過 Mirco:bit 設計

剩食交換系統，而營養午餐的廚餘則作為有機堆肥，由該校師生於校內建置智慧

農園，並結合 3D 列印與 AIoT 設計農園自動化系統。該課程更進一步與不同國

家學生交流，了解彼此特色食材、校內午餐與剩食回收機制，透過 AR、VR 協作

使學生進行跨地域協作，更提供學生針對的跨文化交流經驗。 

在課程實施過程中，該校強調由「自學、共學、互學、導學」等四學模式進

行，以建置智慧農園的模組而言，首先由教師在課程與相關資源放置網路上，請

學生透過線上資料及額外搜尋自動澆灌、植物種植等相關知識進行自學，接著於

課堂當中進行小組討論共學，以確認包括自動澆灌系統的設計，以及電路板、抽

水馬達、水源及農作物選擇等方案。待各組方案確認後即進入組間互學，由各組

與全班報告創意想法與方案，在全班同學集思廣益與建議討論後選出最具可行性

之兩個方案，再由教師進行方案課程內容之設計與整合，引導學生進行執行。在

執行上則選擇適切的科技輔助教材，包括 Mirco:bit、3D 列印、AIoT、AR、VR

等，使學生成品更加精緻化並兼具可發展性與實用性，而在該課程中，學生發展

的作品包含了農園自動澆灌系統、健康餐盤卡洛里計算器、午餐剩食交換機，並

將臺灣特有蔬食建模於虛擬空間與元宇宙之中。 

四、科技輔助 SDGs跨域專題導向課程發展挑戰與策略 

跨域專題導向課程的推動可成為實踐 SDGs 指標的有效教育途徑，透過科技

輔助則更有助於課程推動的效益與精緻化。然而，在設計與推動 STEAM PBL 課

程上，現階段仍有其發展上之挑戰與困境。以下針對在教學現場曾面臨之困境提

供四項策略與方向，以期提供未來相關課程設計與推行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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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避免「為科技而科技」的課程發展與實踐 

近年來，在教學現場有多校皆積極申請與推動科技輔助相關計畫，然而，筆

者在現場輔導卻觀察到許多學校面臨難以將課程內容與科技輔助相融合的情形，

因此在課程設計上顯得過於牽強。在跨域專題導向課程中，科技輔助的有效應用

尤為重要，其初衷應是借助科技優勢擴展教育所觸及之議題與知識，進而全面提

升教育品質，若僅「為科技而科技」地進行教學設計，可能背離教育目標造成反

效果。因此課程設計首要任務便是確認學習目標，方能進一步選擇與課程密切相

關的科技應用，以提升學習的深度和廣度，避免課程設計的牽強性，例如：利用

AI 進行生成式對話與共創、應用 AR、VR 創造身臨其境的學習體驗，模擬處理

複雜問題和情境。透過創造符合教學目標的學習體驗，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慾，以達到更具成效的教學歷程。 

(二) 重視學生中心式「四學概念」教學實踐 

跨域專題導向課程的課程實施上，強調將學習主體聚焦於學生身上，使學生

能主動進行探索與學習，教師則更多作為引導、陪伴的角色，尤其在融入 SDGs

等社會責任實踐的情意與認知建立上，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意識與能力便顯得格

外重要，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務必將問題解決發想與知識探索的責任回歸於學習者

自身。而透過四學中的合作學習與小組討論，學生更有效進行溝通協調、任務分

配、目標設定等挑戰，教師亦可透過適當的支持和指導，引導學生建立良好的協

作機制，進一步發展其高層次思考與 5C 關鍵能力，包含創造力（Creativity）、批

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溝通表達（Communication skills）、合作（Collaboration），

以及複雜問題解決（Complex problem-solving）等。 

(三) 提升教師科技知能，發展各校跨域課程設計與實踐小組 

對於現場多數教師而言，無論是 SDGs 課程設計、數位輔助教育、跨領域教

學、協同教學、專題導向學習等概念，無疑都是相對於傳統版書教學的新知，現

以處於教育發展的轉捩點，對於現場教師而言，實施新興教學對多數教師帶來的

是額外的挑戰、負擔與壓力。然而，跨域專題導向課程勢必需要全校教師跨領域

的共同合作與設計，若不然，課程推動重擔往往落在校內少數行政人員與科技資

訊教師一肩扛起。為解決此困境，教育局處應提供教師專業培訓課程、工作坊等

多元學習管道，提升教師改變動機，使各校可以建立跨學科的教學團隊，通過協

同教學和課程設計，將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技能結合，提升學生學習效果與整體教

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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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進教材與軟硬體之相容性 

現行推廣的科技輔助教學計畫中，各校皆可能採購不同品牌與型號的數位輔

具，以「5G 新科技示範學校計畫」為例，計畫學校可能採購 Oculus Quest 系列

及 HTC Focus 等不同系統之 VR 眼鏡，而各校所使用的課程教材與學習單目前

多來自「教育大市集」平台，但其教材在不同平台與設備上仍存在軟硬體不相容

問題，這也為計畫實施學校帶來課程設計與實際操作之艱鉅挑戰。因此，未來若

欲將科技輔助教育計畫更大範圍的推行，需仰賴計畫負責單位持續積極與軟硬體

供應商溝通，促使輔導教授與第一線學校教師們密切合作。增加課程教材與不同

VR 眼鏡設備的相容性，並有效提升科技輔助教育的普及性、便利性與教學助益

性。 

五、結語 

科技輔助 SDGs 跨域專題導向課程的設計與實施面臨多重挑戰，但這些挑戰

也同時帶來了機遇和發展空間。教育改革與推動並非一蹴可幾，期待通過教育現

場與政府的有效應對與合作，提高師生能力與整體教育品質，促進跨域合作和教

學創新，進一步提升課程教學效果與其影響力，以落實 SDGs 核心指標與概念在

教育領域的實踐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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