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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 科學積木小牛頓 

主 持 人 ： 顏有志 電子信箱： yyc0921@gmail.com 

共同主持人：  

執 行 單 位 ： 基隆市信義國民小學 

 

一、計畫執行摘要 

1. 是否為延續性計畫？□是    否 

2. 執行重點項目： 

  □ 環境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科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研究發展 

  □ 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研究及輔導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之辦理及題材研發 

3. 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科技積木小牛頓課程(一至四年級) 

4. 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信義國小一至四年級全體學生 

5. 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1100 

6. 參加執行計畫人數：  

7. 辦理/執行成效： 

一、計畫名稱 

科技積木小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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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緣起 

    信義國小每一個小孩心中都有一個牛頓的夢。喜歡自己動手操作，自己動手解決

一切問題最近校內思維發明中心舉辦的開瓶大賽中，不用開瓶器而能將玻璃可樂瓶開瓶

的活動，更是一項展現學生高度創意的活動。40瓶汽水短短時間內被利用各種千奇百怪

抑或匪夷所思結合槓桿原理的方式打開，學生於開心暢飲可樂的同時，更是我們燃起要

將科學物理原理充分深入扎根的動機。如此一方面可以讓學生休閒活動多項選擇，亦可

將科普融入於小學階段。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培養學生獨

立思考的能力，更可以加深學生的印象，達到真正寓教於樂的學習效果。學生有充分時

間直接接觸積木，利用積木的模組性可重組性，親手把玩，親眼去印象，讓學生覺得這

些科學物理原來是活的，是有趣的，是可以親近的，也是可以去操作的。內化將來可以

運用到日常生活上的知識，進而喜愛自然科學。 

目標 

(一)依據本校學生來源多元之特性，充分引入社會資源，由活動中引領學生對科學物理

創意教育相關概念之興趣。 

(二)學校更主動擔負起引領科學浪潮的角色，配合爭取相關經費，以循序漸進模式，提

升學生之興趣，帶出學生欣賞科學物理與科技之美。 

(三)符應學生對創客 MAKER自造之需求，以學生自己創造、自己設計、自己安裝、自己

成就，發展物理科學的濃厚興趣。 

(四)符應學生動手做之興趣，整合電機、機械、資訊、創造力之綜合應用，以科學積木

配合 3D建模學習等，指導學生了解具邏輯性的創造規劃設計成就歷程。 

本校欲解決的問題與培養學生的關鍵科技能力之挑戰 

本校學生關於科技能力與申請本案的具體分析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預計本科學

教育計畫補

注之效益 

教學

設備 

1.創客教室

與思維發明

中心成立。 

1.教育經費缺

乏，額外教具購

置不易。 

1.學校重視科

技教育跟鄉土

情懷之結合。 

1.在 MAKER

的浪潮中，若

相關教具經

費無法到

位，將延緩學

生學習。 

補助經費中

將提供本校

各年級學生

學習積木奠

定科學基礎 

教師

資源 

1.科技教師

平均年齡

輕，活力具研

1.相關專業科

技領域仍需經

費外聘講師到

1.教師政策性

配合度高,觀

念新，傳統包

1.在 MAKER

的浪潮中，若

相關專業外

補助經費終

將提供遴聘

專業創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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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熱忱。 校教學。 袱少，教育革

新易達成。 

聘經費無法

到位，將延緩

學生學習。 

木經驗的授

課教師。 

學生 1.平均素質

高，學生天真

活潑，活動力

強，可塑性

高。 

1.越區就讀學

生比率高，管理

不易，家長關注

度較一般學校

高。 

1.持續符應增

強學生的

MAKER自造需

求。 

1.學生專注

興趣學習亦

能充分提升

抵擋外來誘

惑之定力。 

學生樂學，

對於相關本

案課程應能

有效教學。 

家長 1.家長會及

志工組織健

全，增加學校

助力。 

1.家長均雙

薪，平日以工作

為要，志工支援

除假日外較難

配合 

1.推動學校科

技本位課程，

使家長成為教

育的夥伴。 

1.志工家長

流動性大，穩

定性不足。 

家長與家長

會將大力支

持本案課程

之推動。 

 

三、研究方法 

科技積木小牛頓 課程規劃說明  

(一)課程目標明確性:以活動式可操作式的教學帶領學生內化物理科技及在地情懷。 

(二)課程與學生需求符合度:以學生目前感興趣的創客 MAKER，融入積木教學，寓教於樂。 

(三)課程與校本特色符合度:配合本校發展科技環保的特色，結合社會、音樂、物理科

技創客 藝文等跨領域課程知識，發展學生綜合能力。 

科技積木小牛頓 課程設計架構概念圖 

 

 

 

 



 

162 

科技積木小牛頓主題摘要 

力與簡單機械 

運動與機構 

電學與電路 

氣動與氣壓 

風力能源 

光與太陽能 

液體與液壓 

電磁學與馬達 

化學電池 

光學儀器 

遙控機械震動儀與陀螺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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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進行安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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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 

成果效益： 

一、融合科技、自然、環保等，有助於學校資源整合。 二、科技積木自組自造，有助

於學生動機與自學能力提升程度。 三、將積木與物理概念結合，有助於創新教學

實驗程度。 

資源整合與未來發展： 

一、課程自我評鑑與改善機制 以 CIPP模式，包含內容、輸入、過程與成果等層面，針

對本案課程進行課程評鑑。 以 PDCA（Plan-Do-Check-Act）循環為教學品質管理循

環，針對教學品質按規劃、執行、查核 與行動來進行課程評鑑，以確保可靠度目

標之達成，並進而促使本案計畫品質持續改善。 

二、課程與社區（會）資源結合難易度 引入社會資源協助本案之宣傳與推廣，邀請各

平面媒體電子媒體到校報導本案，輔以網路媒體 登載宣傳，以發揚學生創課、在

地人文情懷與教育部國教署之協助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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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之工作項目、具體成果及效益 

成果效益: 

一、融合科技、自然、環保等，有助於學校資源整合。 二、科技積木自組自造，有助

於學生動機與自學能力提升程度。 三、將積木與物理概念結合，有助於創新教學實驗

程度。 

資源整合與未來發展： 

一、課程自我評鑑與改善機制 以 CIPP模式，包含內容、輸入、過程與成果等層面，針

對本案課程進行課程評鑑。 以 PDCA（Plan-Do-Check-Act）循環為教學品質管理循環，

針對教學品質按規劃、執行、查核 與行動來進行課程評鑑，以確保可靠度目標之達成，

並進而促使本案計畫品質持續改善。 

二、課程與社區（會）資源結合難易度 引入社會資源協助本案之宣傳與推廣，邀請各

平面媒體電子媒體到校報導本案，輔以網路媒體 登載宣傳，以發揚學生創課、在地人

文情懷與教育部國教署之協助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