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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創客 (Maker)」又譯為「自造

者」，源自 2006 年美國 Make 雜誌於舊

金山發起的創客市集（Maker Faire），

至今已授權全球超過 140 個城市舉辦

以及數百萬人參與此活動，在全球各

地帶動了創客的發展。它的概念來源

於英文 Maker 和 Hacker 兩詞的綜合釋

義，是指一群熱愛科技及想要自我實

踐的一群人，他們在自己做東西出來

的過程中也會分享技術、交流想法為

樂，造就了自造者文化的載體，其中

透過了電子、機械、機器人、3D 列印

等，也包括相關工具的熟練使用，如

CNC、雷射切割機等來製造成品，也

是因為連結了「想」與「做」的過程，

有助於找到答案並解決問題，更可能

引發新的創意與發明（謝文祥，

2016）。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3 年提到落

實手作實驗才能振興美國製造業，於

是在 2014 年白宮舉辦第一屆創客市集

時即提出「教育創新」10 年計畫，訂

每年 6 月 18 日為「全國創客日」，並

宣告美國將成為創客大國；而創客精

神的興起，也開始了從「做中學」的

過程中學會如何解決問題。它的基本

精神在於主動創造，而不是被動去創

造及接受；同時也鼓勵分享資訊與想

法，尤其是互相分享問題與困擾，就

是希望每位自造者可以透過無私分享

來拓展新視野，製造出更多的創客（何

琦瑜、賓靜蓀、陳雅慧、林韋萱、張

益勤、王韻齡，2014）。 

在亞洲，幾十年來一直是重視及

仰賴參考書而進行紙筆考試，當然在

臺灣也不另外；然而這 20 年來最大的

教育問題，是政府對實務選才的重視

與落實不足，導致「學」與「用」之

間產生極大的落差。即將實施的十二

年國教課綱，主要精神是如何成就每

一個孩子，讓每一位孩子能適性揚

才、終身學習，簡單來說：就是要讓

孩子自己去探索，找到有興趣、有熱

情的主題，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去成

長，也因此，十二年國教課程中的核

心理念，以「自發」、「互動」及「共

好」為出發點，強調孩子是自發主動

的學習者，並透過學校的教育引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將來與其他

人、社會等各種環境，透過「素養導

向」的人才培育與學習概念，成為「終

身學習者」（教育部，2014）。也因此

對技職教育來說，課程教到哪，實作

就進行到哪，才是教學正常化，透過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踐，學生將從

過去單向「記誦思考」的學習模式，

逐步邁向「動手實作」的學習課程。

因此，本文將探討創客教育如何實踐

於十二年國教課程，並且針對十二年

國教課程中實踐創客教育的困境與因

應進行探討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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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課程中實踐創客教育的途

徑 

十二年國教課綱與以往九年一貫

課綱的不同是：九年一貫課綱重視能

力的學科導向，而十二年國教課綱重

視多元化學生有興趣課程的素養導向

教與學。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

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

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強調學習不宜

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

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

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教育部，

2014）。核心素養主要應用於國民中小

學及高級中等學校的一般領域/科目，

至於技術型、綜合型、單科型高級中

等學校則依其專業特性及群科特性進

行發展，核心素養可整合或彈性納入

（范信賢、洪詠善，2015）。 

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簡稱 STEM）的科際整合教育議題在近

年來受到許多的關切與重視，從美國

國家科學委員會與美國總統科技顧問

委員會的報告中，不難看出美國重視

培育 STEM 人才的趨勢（ Janus，

2017），但由於國際學生能力評量測驗

中，臺灣的排名優於美國，故推動

STEM 科際整合教育的目標應與美國

有不同的出發點。在臺灣現行的教育

體制中，最常為人所詬病的便是過度

著重在學習科學、數學等學科的知

識，而缺乏實務應用這些科學、數學

等學科知識的能力，也因此近年來所

盛行的自造世代，便是突顯教育體制

應該更強調整合理論與實務能力的培

育，而避免僅是偏重於學科知識的學

習（林坤誼，2014）。面對此趨勢，教

育部旋即宣布從教育行政機關啟動

「自造 X 教育週」，期望結合民間、學

校的創客空間，將創客的精神與實踐

導入校園，提供學生「手創自己的世

代」（教育部，2016），同時在國民中

小學及高級中等學校積極推動相關作

業，2016 年啟動自造教育融入自然與

生活科技課程推廣計畫，透過設立自

造者教育空間、培養自造師資、設計

培育課程、發展自造教材、設計自造

推廣活動等自造活動，以培養中部地

區國民中小學生具備獨立思考、動手

實作、創新創意與解決問題等能力（教

育部中部自造教育基地，無日期）。除

了部訂的學習領域課程之外，在十二

年 國 教 課 綱 中 為 了 鼓 勵 學 生 以

「STEM」為基礎達到實踐與解決問題

的目的，以知識的活用與實作技能，

同時讓學生也能加強思考力與行動

力，取代也彌補過去重視死背及分數

的現象，也創造以選修方式來讓學生

擁有選擇自己有興趣實作課程的空

間。 

換言之，在十二年國教中實踐創

課教育基本上有三種途徑，一是在部

定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科目中

實踐，二是於學校開設動手做的實務

選修課程科目中實踐，三則是透過學

校的各式自造教育活動中實踐。而不

論於學校中實踐創客教育的途徑為

何，創客教育一定要先從校園開始，

以學生為主體，加入核心素養的元

素，透過動手的過程，讓學生們學習

不斷嘗試錯誤，促使孩子在日常生活

中也變得不怕犯錯，學會思考，學會

分享，更學會動手製造，鼓勵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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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出現，培養學生應用在生活情境

當中，真實運用知識的學習表現，體

會自己創造的成就感，甚至在將來可

引入國際社群組織的互動參與，強化

臺灣的競爭力。 

三、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實踐創客

教育的困境與因應 

在臺灣，甚至整個亞洲推動 STEM

或創客教育的模式都十分類似，但還

是由上而下在推動，政府帶頭說要

做，然後學校單位開始來配合進行。

因此普遍面臨到的問題也就都相似，

以在教育現場的觀察，目前雖有各類

計畫支持創客教育，但面臨最大的困

境仍在教師心態與教師教學方法的調

整，尤其教師的教法如果仍舊以傳統

講述法為主，臺灣的教育永遠無法與

時俱進。因此政府應有配套措施來改

變教師的觀念與態度，在制度上建構

一個教師的支持系統，給予教師們有

系統性的支援，讓教師有夥伴及社群

的支持，教學現場才會有穩定的品質。 

其次在教材方面，由於課程開始

實施多元化，在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

中實踐創客教育，需要大量教材示例

的發展以供教師採用或創新之參考，

同時要鼓勵教師積極投入運用科技教

學、製作教具、強化情境學習的教材

發展，才能學生培養正確的科技觀念

(可加入數位學習)、態度、如何解決問

題與邏輯、運算等思考能力。然而在

鼓勵教師發展教材隨之而來背後有教

師教學負擔過重 (備課壓力大 )的問

題，因此如何鼓勵教師成立跨領域教

師專業社群，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備

課開發課程、公開授課及跨領域合作

開課，將可以讓教師們都可以具備開

課的能力並避免過勞（藍偉瑩，

2016）。 

  再者，在十二年國教課程中，

相當重視教學活動，學校的課程除有

教學科目的實有課程外，其他如社團

或彈性學習時間安排學校特色活動等

空無課程，也都可以在學校環境布置

與相關活動中納入觀察、探究與實

作，教師們在不同的狀態中發展出創

新教學方式，透過貼近生活情境的活

動安排來引導學生，建立開放的學習

環境，培養學生自我學習能力，也讓

師生達到真正的教學相長。筆者針對

以上困境與因應措施的提議，將可提

供相關教育單位參考。 

最後，家長的支持與親子的互動

是最重要的，如果創客理念未能獲得

家長們的認同，學校端再怎麼努力推

動也難以為繼，透過親子一同實作，

融入家庭生活的一部份將能使創客教

育的推動更為順暢（曾俊夫，2016）。

如果我們能將 MAKER 教育的與學校

課程進行適切的結合，將會讓孩子在

學習中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及樂趣，何

樂而不為呢？ 

四、結語 

如同大家熟知的，美國家庭的車

庫往往是實驗、腦力激盪、翻轉碰撞

的實驗室，提供各種創意落實的可

能。蘋果電腦創辦人 Steve Jobs 在他

21 歲時與朋友在車庫中製作出推出世

界第一台個人電腦，就是最佳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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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皮克斯（PIXAR）教父之稱的

艾德．卡特莫爾（Ed Catmull），從小

夢想就想要創造世界第一部電腦卡通

電影，在做中學的歷程中，逐漸奠定

了創意、創新和創業的基礎，與已故

蘋果創辦人賈伯斯於 1986 年創立動畫

製作公司 Pixar，製作出「玩具總動

員」、「怪獸電力公司」、「海底總動員」

等賣座動畫片（何琦瑜、賓靜蓀、陳

雅慧、林韋萱、張益勤、王韻齡，

2014）。  

因此，如果我們還在用傳統的填

鴨式教育去學習，那不管什麼內容都

會讓學生很有挫折感，因此期盼企業

端與家長端能認同與支持十二年國教

課程的理念，結合政府機關、企業、

學校及家長之力，一同支持在十二年

國教課程中具體實踐創客教育，為了

下一代的孩子們，一起還給孩子自造

的本能，回歸教育的本質，藉由課程

的實踐來進行教育改革的路將能走得

更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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