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科技素養導向的教學應著重哪些？ 

【教科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張復萌】 

  科技的活動與人類生活間存在著相互依存並與時俱進的關係，科技的存在對

人類文明、文化演進與推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與貢獻。2018 年 9 月教育部公

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要，將「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合

併成為「科技領域」，科技領域的課程旨在培養學生之科技素養，將科技與工程

之內涵納入科技領域之課程規劃，以培養學生動手實作及跨學科（如科學、科技、

工程、數學）知識整合運用的能力。而生活科技課程強調從問題解決及實作過程

中培養學生「設計思考」的知能，也就是透過解決問題的歷程，培養學生動手做

及使用科技產品的能力。 

生活科技教師如何透過教科書來實踐素養導向教學？ 

  十二年國教生活科技課程綱要各個年級有其「課程主軸」（七年級：機構與

結構、八年級：能源與動力、九年級：電與控制），各版本教科書的編者在編輯

每一篇章時，均是以主題活動作為教科書的編寫架構，主題活動使用到的科技知

識與技能則作為補充主題活動的資源（如圖 1 所示），無論是主題活動或是科技

知識與技能都是為了使學生學會該年級的「課程主軸」而設計。 

 

圖 1生活科技課程架構圖 

  教師使用教科書進行生活科技素養導向教學時，應掌握以下五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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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主題活動實踐課程主軸：教師首先要明瞭與掌握各年級的「課程主軸」，

透過教科書中的主題活動，讓學生藉由設計思考的歷程來達成解決問題的活

動任務，及發揮動手實作的課程目標。教科書中的各個主題活動，均是依據

課程綱要中「學習內容」所列的主題而設計，研究顯示各版本編者均認為學

生在完成主題活動後，即能展現課程綱要所要求的「學習表現」。 

二、因應學生差異適當增補教學內涵：教師應參考教科書內容及學生個別差異，

適度補充活動所需的科技知識與技能，或提供解決問題的生活化實例，讓學

生透過分組合作與自主學習，發揮創意並經由動手實作來完成作品。 

三、彈性的評量機制：教師可參考教科書或習作之評量建議，進行形成性與總結

性評量，而評量的權限可以是教師，也可以是學生互評，評量重點應放在完

成作品時，學生對於解決問題過程的省思（高層次思考），與學生共同參與

解決問題的分工、互助、合作的學習歷程。 

四、善用教科書替代活動：生活科技教科書考量到非生活科技專長（其他領域兼

任）教師及各校機具設備的差異，在編輯教科書的主題活動時，都會增加替

代性（技術層面較低，使用材料器具較簡單）的主題活動，以提供任課教師

可選擇的替代活動。 

五、教師增能的建議：有鑑於教師對課程變革的認知與實踐，是推動課程綱要成

敗的一項重要關鍵。研究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在辦理國中生活科技教師之增能

課程時，能聘請各版本教科書編者為講師，從生活科技教科書設計者之視角，

闡述素養導向教材的設計理念，進而教導生活科技教師如何善用教科書來進

行素養導向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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