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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新課綱理想：跨領域素養導向教學

待解決的問題：
(1)分科教學，學生面對真實問題，無法統整各科知識進行問題解決。
(2)教材過於強調知識中心，無法與學生的日常生活進行連結。

我們的解法：

(1)教材設計方面
從學生的日常生活進行發想，以學生經驗中存在的事物，將真實世界問題進行簡化，設計一個擬真的專題，融
入不同學科知識。
(2)教法設計方面
因應未來學生面對的環境強調團隊合作，教學活動設計採用拼圖式合作學習法。將各科知識以科普的方式進行
教學，除了培養團隊共同的基礎概念外，也希望進一步讓學生有試探性向的機會，以實現適性化教學。

選定領域與科別
(1)科技領域：生活科技、資訊科技
(2)自然領域：物理
(3)數學領域：數學



教材設計理論依據：格式塔心理學

「整體不同於其部份的總和」

具體性：
雖然左圖沒有畫出三角形，但由於圖片的安排方式，大腦會自動知覺到三角形存在。

教材設計聮想：
(1)如果教材安排妥當，是否可以讓學生自動知覺到某些知識
(2)教與不教之間的拿捏，還有如何克服學生個別化的差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應用情境：以學生經驗中的醫院為目標，設計一個擬真的問題，先著重於建立學生對於這個問題的Big Idea

問題描述：如何幫助不方便按鈕呼叫護士的各種不同病患，設計客製化的方式呼叫護士到病床服務？

任務名稱：護。邦尼—遠端動作求援系統



教材重點：AIoT Sensor 智聯感測

感測部份：

Rabboni Sensor with AI programming

應用情境：

客製化病患手勢辨識

科普教學：
將Rabboni手勢辨識簡化為正放與反放

智聯部份：

IotTalk with virtural and physical bulb control

應用情境：

病床與護理站間運用物聯網的真實與虛擬燈泡溝通

科普教學：
運用開發版連結燈泡修改現成的程式連上IotTalk物聯網



分科能力培養

資訊科技相關內涵：Python程式設計

問題 解析 轉化 程式語言 結果
生活科技相關內涵：木工、電路學

構想 分解 施作 組合 成品
物理相關內涵：電子學

空間 抽象 公式 推導 理解



智聯：運用IoTtalk物聯網所見即所得的圖控介面串接連網物



系統架構

醫療救護站警示畫面

樹莓派(Raspberry Pi)

(Debian)

救護站警示燈

物聯網IoTtalk系統平台

A病患 Jetson Nano

(Ubuntu)

B病患 Jetson Nano

(Ubuntu)





感測：使用Python程式將Rabboni六軸感測值讀出並送到IoTtalk



教法設計策略依據：拼圖式合作學習

專家小組(基礎+進階) 任務小組(科普+統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