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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全球資源逐漸減少，石油價格不斷攀升，能源枯竭問題必然發生。以台

灣的自然氣候條件而言，四季皆有陽光，而且太陽光充足，照射時間也很長，普

及太陽能發電是可期待的。目前市面上已經有許多太陽光能發電的產品，例如：

計算機、手錶……等。因太陽光發電不會產生噪音或製造空氣污染，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是乾淨的再生能源之一，除了能達到環保永續更能達到節省電費的實

用功能。 

太陽能車（英語：Solar vehicle）是一種利用太陽能電池發電做為動力的一

種車輛。太陽光電發電主要是利用太陽能電池吸收光能，再將其光能轉換成電

能，太陽光是一種潔淨能源、再生能源，具發展潛力。夏季更是陽光最強的時候，

也是民生用電量最高的時期，若能善用太陽能發電，必定能紓解用電尖峰需求，

達到永續節能的效益。 

目前太陽能車並未大量生產於市面，大多只用在競賽部分，太陽光電的開發

持續提升中，如何增強其蓄電力以及穩定性，皆是需思考的部分，若能順利克服，

未來太陽能車在路上行駛是指日可待的。透過讓學生製作太陽能車的活動，從自

製太陽能車結合能源的概念以及環保的議題，引發學生對太陽能源的興趣及了解

能量的來源和運用，並建立節約能源及永續發展能源的正確觀念，愛護環境，保

護地球正是當務之急。 

二、創作背景與動機 

因筆者目前撰寫及實施本校校本課程-能源教育，所以開始積極了解相關的

能源議題探討及報導，深感能源教育的重要性，從以下的文獻中，都可以清楚能

源深深影響著環境，我們要怎麼讓下一代們，注重它、愛護它，正是我在思考的

問題。 

經濟部（2016）能源報導中，臺灣在 2015 年的發電量中，台電火力發電量

占比 78.4％，其中燃煤就占了 35.7％，高居首位！煤炭價格穩定低廉，在發電與

燃料方面都占據重要地位，但火力發電產生大量污染，不可不防，在再生能源占

比仍低的情況下，降低煤的污染便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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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張家寶（2013）的研究，表示近年來各種產業活動所造成的二氧化碳高

排放量，已使臭氧層破洞，造成嚴重溫室效應，面對全球暖化及能源需求逐年成

長趨勢之挑戰，京都議定書的減量排碳及發展低碳能源的議題在國際間備受討

論，推展再生能源生活圈亦成為各國推動宜居環境的目標與願景。 

根據張宥勝（2011）的研究，我國能源供應結構屬於高度碳排放性質，國際

減碳趨勢於近年來迅速崛起，乘著此浪潮我國政府陸續提出相關配套法規如：永

續能源政策綱領、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等巨大政策，更將 2010 年訂為節能減碳

年，可預見未來我國將會有更多再生能源與環境政策產生，相關配套措施推動勢

必日益增加。 

台灣位處亞熱帶，太陽能資源豐富，也因此帶給大家一個深切期望：太陽能

未來可以替代大部份能源需求，就像美國科學家預計在美國西部建造一座太陽能

發電廠，到了 2050 年可望替代美國 69%的電力、35%的能源！然而，在台灣這

一期望必須長期苦心經營才可能達成。科學人雜誌（2008） 

目前全球正面臨能源危機的問題，台灣也是如此，各國開始極力倡導能源教

育，宣導節約能源的同時，更要從最根本的教育做起，不能只是喊喊口號，而是

要循序漸進的讓學生對能源有感覺。擁有充沛太陽光的台灣，如何利用純淨的再

生能源，開發太陽能發電？技術面上的精進、知能上的提升、態度上的認同，都

需要一步一步累積及突破，更應該讓學童從小開始認識能源的重要性，始知了解

如何善用能源，運用能源並且與環境共生，朝著永續經營的方向前進。 

三、創作理念 

能源教育並非被納入正式課程中，大多都是以融合的方式進行教學，能源議

題重要嗎？他充斥在每個人的生活中，與我們息息相關。目前學生對於生活中的

環境變化與能源缺乏的問題，是否了解？了解多少？電從哪裡來？能源是什麼？

能源對人類到底有什麼用處？我們目前面臨什麼狀況？又該怎麼去面對、處理、

改善…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應該被了解，更需要深入探討進而潛移默化的培養

有環保意識的學童。 

    但是，對於國小學童來說這些問題似乎很抽象，推動能源教育除了知識部分

的了解外，動手操作更能增加趣味性，搭配有趣實作的活動，從做中學去探討能

源相關的議題，這不僅能提高學生的參與度，更能達到學生主動學習，進而感受

到能源就在我的生活中，探究能源的奧妙，重視我國缺少能源的狀態，並且有所

實際行動，為環境付出一份心力，達到教育的最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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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獻探討 

黃光雄、蔡清田（1999）強調學習經驗要能有助於社會態度的發展，而態度

的改變更來自學生觀點的改變，因此，節約能源的態度與技能更必須有效提升，

才能落實能源教育的目標。本創作是採用此 PBL 精神與多元智能中的肢體-動覺

智慧來進行設計。雖然有些人認為 PBL 是一種教學的方法，但 PBL 的理念及精

神更是值得學習。林怡伶（2015）PBL 指的是「問題／任務導向學習」

（Problem/Project -based learning，PBL），它是以現實世界為基礎，並且以學生

為中心的學習方式。PBL 將學習與重大的任務或問題掛鉤，使學習者投入於問

題中；PBL 會設計真實性的任務，強調把學習設置到複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景

中，通過學習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來解決問題，從而學習潛藏在問題背後的科學

知識，養成解決問題的技能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Barrows（1996）首提出 PBL 需以真實情境的案例問題激發學生學習，並

作為發展學生問題解決能力的工具。過程中，學生透過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以及小組合作學習來獲得新知識、新技能，而老師是學生學習的引導

者或促進者。Edens（2000）認為 PBL 是一種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可幫助學生

學會思考以及解決問題，此方法廣泛應用於醫學教育，藉由真實且複雜的問題，

幫助學生獲得學科知識以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陳立軒（2007）多元智慧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是指美國哈佛

大學的教育教授豪爾‧迦納博士（Dr. Howard Gardner）的在 1983 年出版了《智力

架構》（Frames of mind）一書，提出多元智慧論，認為有八種智慧是人類用來

學習、解決問題，以及創造的工具。他認為每個人都擁有獨特的一套智力組合體

系，包含語文、數理邏輯、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省、自然。而本創

作及以此智能中的肢體動覺去設計，希望能啟發學生這部分的智能。 

因此，本創作希望利用教學媒體與能源教育課程，讓學生 DIY 太陽能車，

學會簡易組裝太陽能車，從而了解何謂太陽能及其原理(了解太陽能轉換電能的

動力原理)，更探討太陽能的優缺點，進而讓學生去反思每種能源都有其優缺點，

更明白我國能源耗損現況，提出更多節能減碳的好方法，並落實在生活當中，這

是當務之急，需要從小教育。 

五、軟硬體說明 

(一) 利用腳架固定手機並拍下片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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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蘋果手機 iPhone8 

(三) 採用 Movie Maker 進行影片的製作及剪輯(將片段的影片合起來)。 

六、設計與開發流程 

以下是教學影片畫面步驟擷取： 

 
圖 1：準備材料 

(剪刀、PP 瓦楞板、泡棉膠、太陽能板、輪胎、馬達、轉動軸、大小齒輪。) 

 

圖 2：剪下車子外型(長 12cm 寬 8cm)亦可設計自己喜歡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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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剪下位於瓦楞板下方中間的缺口(長 3cm 寬 1cm) 

 
圖 4：裝上大齒輪 

 

圖 5：轉動軸穿入瓦楞板內部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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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於轉動軸兩側裝上輪胎 

  
圖 7：剪下六個小長方形(長 2cm 寬 0.5cm) 

 
圖 8：小長方形(4 到 6 個)黏在瓦楞板下方中間的缺口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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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馬達裝上小齒輪 

 
圖 10：.將馬達黏於小長方形堆頂部，並將小齒輪與大齒輪緊密接合 

 
圖 11：將馬達與太陽能板的電線夾入連接器中(同色線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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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固定太陽能板及連接器 

製作太陽能車注意事項如下： 

(一) 裝大齒輪時，可以使用工具(鐵尺)按壓，讓大齒輪可以卡進去轉動軸裡。使

用手指或手掌按壓很容易受傷。 

(二) 裝輪胎時，建議在桌面上施力按壓，可使用工具(鐵尺)，讓輪胎可順利卡緊

轉動軸，以免輪胎鬆脫。 

(三) 馬達套上的小齒輪要跟大齒輪卡在一起，才能順利帶動輪胎轉動。 

(四) 在黏太陽能板時，建議讓太陽能板稍微的傾斜，可在太陽能板底部多黏一塊

泡棉膠，這樣陽光照射時，才會更加順利讓太陽能車轉動。 

(五) 需要選擇大太陽的時間進行測試，陰天時或光線較微弱時，太陽能車轉動的

效果不佳。 

七、教學實施融入與結論 

(一)教學實施融入 
 

    搭配校本課程-能源教育以四年級旭日東昇主題融入，上課前先把完成品展

示給學生看，然後撥放一次完整版影片，讓學生有個大概的概念，接著分解動

作，撥放到一的步驟就暫停，一邊講解該注意的地方，讓學生能立即操作，教

師從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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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論 

    本創作採用 PBL 建構主義教學精神，幫助學生學會思考以及解決問題，並

透過多元智能中的肢體-動覺智慧來進行設計。學生透過自我導向學習以及小組

合作學習來獲得新知識、新技能。本創作希望利用教學媒體與能源教育課程結

合，讓學生 DIY 太陽能車，除了學會簡易組裝太陽能車，更了解何謂太陽能及

其原理，並深入探討太陽能的優缺點，反思台灣目前能源短缺的現況，並建立

節約能源及永續發展能源的正確觀念。 

    運用多媒體教材讓學生更加輕易了解如何動手做太陽能車，取代傳統式的

教師在台上說明及分解製作步驟，提高效率，也促進教師與學生的互動，增加

教學的流暢性及趣味性，教師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能立即給予協助，善

用多媒體教學，教學輕鬆又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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