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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推動自造教育的省思與建議 
林坤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 

 

一、前言 

Dougherty（2012）在論及自造運

動（Maker Movement，亦常被譯為創

客運動）時，指出自造其實是在形容

我們每一個人，亦即，每個人都可以

是自造者，當我們在為家人烹飪、整

理花園時，我們就是一位自造者。從

Dougherty（2012）的定義來看，不難

覺察自造運動的範疇廣泛且與我們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近年來，許多人嘗試著將自造運

動帶入教育的場域中，例如透過具備

自造特質的教師，在暑假營隊、課後

課程導入自造運動等（ Dougherty, 

2012）。Dougherty（2012）也曾幫學校

規劃自造專題（Project Make），且只問

學生「你想要做什麼？」並提供給學

生相關的資源以實踐他們的構想。當

自造運動於學校的場域實施時，自造

教育（Maker Education）便愈來愈受到

重視。 

無論是自造運動或者自造教育，

在臺灣確實都興起一波自造浪潮，再

加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改革

中，新增科技領域，並包含資訊科技

與生活科技等強調動手實作的課程內

涵（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更加使

得動手實作愈來愈受到重視。由於科

技領域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改

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為了推動

此一科技領域的教學，國民中小學自

造教育輔導中心與各區域的自造教育

示範中心便紛紛在各縣市逐漸成立，

期能一方面協助落實科技領域課程綱

要，另一方面則期望能夠落實自造教

育。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針對此一推

動自造教育的現況進行省思，並提出

參考建議以作為未來推動自造教育之

參考。 

二、推動自造教育現況的省思 

(一) 自造教育的目標有待釐清 

雖然許多自造教育示範中心的成

立，強調在協助落實科技領域的教

學，但實際上由於自造教育示範中心

的參與教師未必皆為科技教師，理論

上只要具備自造特質的教師皆可善用

此一自造教育示範中心，以便滿足其

教學或自造的需求。舉例來說，理化

教師若在教學上有需求，皆可使用相

關的設備動手實作一項有助於解說科

學原理的教具，以協助學生釐清科學

概念。 

因此，依據筆者個人的淺見，自

造教育的目標不宜僅與科技領域結

合，當政府投入龐大的資源陸續成立

自造教育示範中心時，我們更需要思

考與關心的是，我們如何透過此一資

源的投入，來協助解決我們教育上所

面臨的困境或問題，相信這才是推動

自造教育時所應該思考的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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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學習階段的自造教育內涵有

待妥善規劃 

現階段的自造教育示範中心有些

設置在國小階段、有些設置在國中階

段；此外，在高中階段也有許多自造

空間設立，例如師大附中的附製工坊

Fi-Lab、板橋高中的創客教室等。這些

自造空間所呈現的自造教育內涵常會

有許多相似之處，有些動手實作的內

涵會在國小階段、國中階段或高中階

段重複出現，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不同

學習階段之間的自造教育內涵之區隔

為何？如何妥善進行銜接？這些問題

都是未來推動自造教育時所需要面對

的問題與困難。 

(三) 自造教育活動缺乏學習策略的融

入 

Dougherty（2012）曾提及若要將

自造運動帶入教育的場域之中，那麼

有許多的學習策略應該融入，以達成

此一目標。有些自造教育活動過度著

重在讓學生依樣畫葫蘆的製作出成

品，以提升學生的興趣和信心，但卻

缺乏學習策略的融入。如此一來，學

生便沒有辦法透過自己的設計和製作

來滿足自己的需求，或者解決自己日

常生活中的問題，更難以分享自己在

實作過程中的故事。因此，在設計自

造教育活動時，應強調學習策略的融

入，讓學生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實作過

程故事，這些實作歷程的收穫遠勝過

僅是最終產品的展示。 

 

(四) 自造空間的屬性太過雷同、限縮

發展空間 

在自造空間中我們很常看見 3D

列印機、雷射切割機、CNC 雕刻機等

數位加工機具，但若依據 Dougherty

（2012）對於自造運動的定義，自造

的範疇應該更為廣泛，倘若各個區域

的自造教育示範中心皆採購相同或類

似的數位加工機具，那麼隨著產業的

快速變遷，這些數位加工機具便有可

能面臨淘汰的命運。因此，當學校在

設置自造空間時，便需要妥善思考自

造空間的設置目標、擬提供的自造教

育內涵，這樣才不會限縮自造空間的

未來發展。 

(五) 成立自造空間需要肩負的責任與

風險有待評估 

Dougherty（2012）曾提及在成立

自造空間時必須注意可能需要肩負的

責任與風險，因此，當我們綜觀現階

段所設置（或未來擬設置）的自造空

間，是否皆已審慎的評估責任與風

險，應該是教育主管機關所應該要考

量的重要課題。尤其是倘若負責規劃

與管理自造空間的教師並未具備工業

安全與衛生的專業知能，便可能導致

後續意外事故發生時，學校得面臨更

重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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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自造教育之建議 

(一) 針對不同學習階段訂定自造教育

的目標與內涵 

對於許多自造者來說，相信訂定

不同學習階段的自造教育目標與內涵

可能是個很匪夷所思的建議，但對筆者

而言，當在校園之外的非正式教育場域

推動自造運動時，我們可以想做什麼就

做什麼，讓喜歡動手做的學生可以完全

自由發揮。然而，當自造運動進入到校

園以內的正式教育場域時，我們就需要

有具體的規範來推動自造教育，避免彼

此之間由於過度仿效，導致許多重複的

作品不斷產生。實際上，此一情況也不

利喜歡實作的學生發展，因此，建議在

推動自造教育時，應從檢視我國教育現

場的問題與困境出發，從更高層次的角

度思考如何訂定自造教育的目標與內

涵，而避免僅是以推動科技領域課程為

主要目標。 

(二) 鼓勵依據學校需求與地區特色設

置自造空間 

建議未來各校在設置自造空間

時，應該審視依據學校教師的教學需

求、學生的學習需求、或者地區的文

化特色等進行空間的規劃，而不宜直

接參考其它學校的自造空間規劃現

況、或者所採購的設備，以避免所採

購的相關設備成為閒置設備，浪費更

多的國家資源。亦即，自造空間的設

置應該考慮學校需求與地區性的發展

特色，並重視多元發展，這樣才不會

限縮自造教育的發展空間。 

(三) 善用學習策略以引導學生進行自

造活動 

近年來美國國際科技與工程教師

學會（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Educators Association, 

ITEEA）為了引導學生進行跨領域整合

的學習，因此提出 6E 設計學習策略

（ 6E Learning by Design; Burke, 

2014），讓學生在動手實作的過程中能

夠循序漸進的深化學習，進而實作出

產品。因此，在設計自造活動時，建

議仍應納入適切的學習策略，以使自

造活動能夠發揮更大的學習效益。 

(四) 審慎評估自造空間的責任與風險 

自造空間的設置耗費許多國家寶

貴的資源，因此當學校決定申請與設置

自造空間時，除了應該審慎的評估與管

控風險之外，更重要的是應該兼負起的

社會責任。這份社會責任並非僅是舉辦

相關研習、展覽、抑或者滿足上課需求

的責任，而應該更廣泛的思考如何促進

學校與社區之間的互動，例如可以考慮

以銀髮族為互動對象，依據銀髮族的需

求創作相關產品（如休閒娛樂設施），

並讓長者願意走出戶外等。 

四、結語 

推動自造教育是一項十分值得肯

定的政策，本文針對自造教育所提出

的問題與建議，並非否定推動自造教

育的作法，僅是希望從不同的角度反

思自造教育的推動現況，並期望未來

自造教育的推動能夠愈來愈完善，以

使我們的中小學教育注入一股強調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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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活水，讓喜歡動手實作的學生都

能找到自信、活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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