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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實作學門（學門代碼：HSSB1） 

 自 103 年 5 月起將原推動之「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設計製作研究

計畫」，成立為「科學教育實作學門」，以強化計畫之規劃與推動。

目前國際上對於國民科學素養以及科技人才之培育越來越重視科學、

科技、工程與數學的統合、跨領域整合、探究與實作和二十一世紀

關鍵能力的培養。 

 

 本學門主在推動，科學教育實作型產品/系統之研發、典範性之科

學教育實作型成品之發展、能協助我國十二年國民教育科學課程培

育探究與實作能力的教育產品與媒材之開發等，以達到提升科學學

習品質與成效，並培養各類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之設計製作人才，

發展我國科學教育特色。  



科學教育實作學門重點主題 

1. 科學概念數位多媒體設計製作（B01） 

2. 科學學習軟體設計製作（B02） 

3. 科學玩具設計製作（B03） 

4. 科學實驗器材設計製作（B04） 

5. 跨領域數位多媒體、學習軟體、玩具或實驗器材

設計製作（B05）  



科學實驗器材設計製作 (重點代號：B04)  

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自然科之基本觀念或原理，導入日

常生活中的創意，以具體例子的方式（包括實體、模型或其他類比模擬等），

亦可結合人工智慧（AI）、物聯網（IoT）、機器人（Robot）、3D 列印、

Arduino、Micro:Bit 及其它創客教育等設計可供學生或大眾動手操作之科

學實驗器材，作出妥切的說明與展示，以供觀眾理解、動手操作及予以商品

化；並呼應 12 年國教新課程探究與實作的精神與實務。  

技術要求：所設計製作之科學實驗/活動必須符合下列各項 

 1. 利用本土性的題材和較簡易之材料。  

 2. 使用之材料、零組件、及製作之成品必須符合國家相關安全標準與規定。  

 3. 設計之科學實驗器材必須具學習之功能，具互動性及趣味性。  

 4. 科學實驗器材之設計必須符合人體工學。  

 5. 成品須進行實徵性評估（請參考二、計畫書內容之7.試用計畫），且須有市

場銷售價值。 



計畫書內容重點提要 

項次 項目 說明 

1 使用對象 依計畫重點設定適宜使用對象之範圍。若適用中、小學生，
則應包含與課程綱要之連結（含年段、單元、教案） 

2 學科主題與內
容 

1. 選定擬設計之學科主題。  

2. 詳細說明選定的主題內容 (包含相關概念及技能) 。  

3 需求與市場分析  1. 國內外相關成品分析 。  

2. 擬設計之成品的需求分析與國內外市場分析。 

4 學習理論依據 

  

設計開發之相關學習理論依據。 

5 設計內容構想及
產品說明 

  

1. 擬規劃設計之內容構想。  

2. 詳細說明：  

(1) 擬設計之產品的功能與特色。  

(2) 產品將具有的學習功能。  

(3) 使用該產品後欲達成的學習目標。  

6 設計原則、技術、
與流程   

擬進行「科學玩具設計製作」、「科學實驗器材設計製作」
者，請包含使用之材料、零組件、介面、藍圖、雛型與教
學活動或實驗等之設計，及可能協助製作之廠商或團隊。 



計畫書內容重點提要 

項次 項目 說明 

7 試用計畫  1. 計畫書中須規劃試用計畫(含含適用對象、人數、試用
期間、如何進行試用、如何測試產品之使用效能或使用
者經驗分析、如何評估其適用對象之學習成效（如探究
能力或科學概念學習等）、如何收集及分析試用結果、
試用者之學習成效及意見調查等結果）)。  

2 .進行「科學玩具設計製作」、「科學實驗器材設計製作」
者，須進行有效之試用，每一成品的有效試用人數及期

間不得少於500人時。(人時=人數X時間) 。 

8 商品化   1. 除「科學概念電腦動畫設計製作」一項外，餘三項二年
期計畫之第二年均須針對成品進行商品化做詳細之規劃。  

2. 商品化：須規劃商品化之步驟及商品化可能之廠商、網
路及行動網路應用/銷售平台。  

9 人力及經費  參與設計製作所需之人力及經費(含製作費)。   

 

10 實績   請附送過去相關成品及技術說明。 



 國高中科學實驗模組─ 生態篇 (1/2, 2/2) (NSC 100-2511-S-018-015, 

NSC 101-2511-S-018-002) 

共同主持人 / 計畫主持人 生物學系王瑋龍教授 (2011/08/01~2013/07/31) 

 「生態盒子 」：國高中模組化科學實作生物實驗 (NSC 102-2511-S-

018-012-MY2)(2013/08/01~2014/07/31) 計畫主持人  

 組合模組化生物實驗教具設計與開發產學合作 (科技部產學計畫NSC 

103-2622-S-018-001-CC2)(2014/02/01~2015/01/31) 計畫主持人  



 「蓋亞系統」：國高中模組化生物實驗 ( MOST 104-2511-S-018-003-

MY2)(2015/08/01~2017/07/31) 計畫主持人  

 「固碳藻樹」：國高中節能減碳模教學實驗模組 ( MOST 106-2511-S-

018-008-MY2)(2017/08/01~2019/07/31) 計畫主持人  

蓋亞系統之觀察實驗模組 II 「組合式生態模組」 固碳藻樹 



 「人蟲大戰」創客研發基地：國高中探究與實作科學實驗設計 

( MOST 108-2511-H-018-020)(2019/08/01~2020/07/31) 計畫主持人  

 「居家防蟲司令部」創客研發模組：國高中探究與實作科學實驗設

計( MOST 109-2511-H-018-004)(2020/08/01~2021/07/31) 計畫主持人  

複合式居家害蟲誘引裝置 



專利、商標、技轉與商品化 

 技術開發、產學合作、專利及技轉是研究成果商品化必經的重要過程，也

是商品化計畫是否成功的重點，技轉合廠商也藉由專利技轉保護的取得，

而願意協助商品的量化生產。 

 本計畫所研發設計的各模組、附屬配件都將評估是否具有專利價值，於計

畫期間便進行新發明專利申請。目前已有獲證4項中華民國發明專利、2項

商標與10項新型專利，其中2項發明專利以專利授權產學合作廠商。 

 

 



 

 2014/05/07~11 赴日本京都參加2014 ICCBES 化學、生物與環境科學國際研

討會「2014 ICCBES,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本團隊以「Teaching and Promotion of 

Ecosphere Experiment Module」為題目進行口頭發表並全文刊出，會中並

獲得與會許多學者熱烈回響與討論。 

 2015/09/02~4赴英國牛津大學都參加第四屆國際科學論壇ISF 2015「4t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Forum, ISF 2015」，本團隊以成果發表 「生態盒子

探究教學模教學與推廣/ Teaching and promotion on inquiry-based 

instructional module」口頭論文宣讀與刊登全文摘要。 

國際研討會 



國際研討會 

 於 2019/07/16~18 赴日本北海道參加ACCMES 2019國際

研討會「 Asian Conference on Civil, Materi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本團隊以本計畫「固碳藻樹」

實驗教具模組成果發表  「An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ules Design of Conserving Energy and Carbon 

Reduction for 7-12 Grade Students」海報發表與刊登全

文摘要。 



 本計畫藉由專利的獲得與技轉過程將研發成果商品化，另期許計畫產品在

設計的概念上便會在不降低產品科學性與教育性的基礎上，融入現今的文

創元素。商品化的行銷概念設計將此「組合模組化生物實驗教具」不管是

模組或附加配件，都架構在以「Eco Box」商標形象為商品行銷為主軸的

商品整體設計，引入工業設計、商業設計與商品包裝的規畫與整合使本計

畫成果更具市場競爭性。 

 本團隊以本研究作品「Eco Box 生態盒子生物科學教具模組」進入2017德

國紅點設計獎 (Red Dot Product Design Awards ) 科學教育分項的決選，使

此計畫成果除具學術邏輯外更具應用價值與社會影響力。 

發明展與設計展 

Eco Box II 



科教實作課程與工作坊 

 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與本校物理學系洪連輝教授、化

學系林泱蔚教授共同開設一門跨院系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學生

教學評量分數達4.78 (n=28)。 

 並舉辦「人蟲大戰─創客研發實作」工作坊進行「有害昆蟲誘引模組」實

驗模組種子教師培訓，並於工作坊後進行探究實作評量問卷，並利用模組

資源網站或社群網站進行事後交流與追蹤，作為探索與實作教學科學實驗

器材設計改進的參考依據。  

「人蟲大戰─創客研發實作」工作坊 「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關鍵能力意向量表 

包含批判思考意向 (18題)、問題解決意向 (30題)、創造思考意向

(26題)、溝通表達意向 (30題)、團隊合作意向 (9題) 等向度。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學習及探究能力自評量表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學習自評 (18題含3題簡答題)、探究能力自評

(15題)。 

 

 分析學習者 (n=54) 平均得分均在4.2以上。 

 

 

生物學系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工作坊 



人蟲大戰─創客研發實作產品發展史 



 科學教育教具的開發與商品化並非一蹴可及，於商品設計、專利保

護及可利用概念元素為基礎下，延續以往各項專利成果，於本計畫

中強化其價值，並執行商品化專利延伸、技術轉移、商品設計與市

場評估，以符合本土題材、簡易材料，具科學學習功能、互動與趣

味。 

 本計畫的教學模組除強調教育性、科學性也著重具市場開發銷售潛

力的全新創意性的設計模組，但有需要適當的產學合作廠商的協助

才能順利進入量產與商品化。 

結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