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修-生活領域-生活科技課程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生活科技」課程綱要 
中華民國 97 年 1 月 24 日台中（一）字第 0970011604B 號令發布 

壹、課程目標 
一、引導學生理解科技及其對個人、社會、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二、發展學生善用科技知能、創造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三、培養學生正確的科技觀念、態度及工作習慣，並啟發其科技研究與發展的興

趣，進而從事生涯試探。 
 

貳、時間分配 
一、生活科技、健康與護理、資訊科技概論、家政等四科合計必修 10 學分。 

二、本課程至少修習二學分，以開設一學期並儘量二節連排為原則。 
三、各校可彈性調整授課學期，學生依興趣與專長之需要，將未納入前項之部分

課程於選修科目中開設。 
四、核心課程於進階課程之前實施。 
五、本課程應含設計、實作及專題製作等活動。 
 
 

參、教材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必修二學分，選修二至四學分。必修的核心課程

「科技與生活」，探討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科技範疇，強化學生對科技的基本

認識。選修的進階課程「科技的範疇」，則針對傳播、營建、製造、運輸等主要

科技範疇進行深入探討，用以激發學生興趣，並建立進一步學習的基礎。各校得

視其師資與設施條件，選擇適當的科技範疇開課。 

一、核心課程： 科技與生活                  （二學分 36 節） 

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1.科技的演進 
 
 

1-1 科技的本質與意義。 
1-2 科技發展的進程。 
1-3 台灣的科技發展現況。 一

、
科
技
發
展 

2.科技的影響 2-1 科技與生活、社會、文化的關係。 
2-2 科技與工業、經濟發展及國家競爭力的關係。 
2-3 科技引發的環境變化及污染，環境保護意識的培

養。 
2-4 科技引發的道德與法律的問題。 

4 

二
、
科
技
世
界 

1.科技的範疇 1-1 製造科技的材料、加工方法及應用。 
1-2 營建科技的材料、施工方法及應用。 
1-3 傳播科技的原理及應用。 
1-4 運輸科技的原理及應用。 
1-5 新興科技(如能源科技、資訊科技、生物科技等)

的原理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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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1.創新設計原理 1-1 創新設計的方法與程序。 
2.創新設計實務 2-1 需求分析。 
 2-2 構念與設計。 

  2-2-1 構念的形成 
  2-2-2 產品設計要素 
  2-2-3 產品設計流程 
2-3 實作知能。 

2-3-1 基礎圖學(立體圖、三視圖、尺寸標註等)。 
2-3-2 材料選用與機具操作。 
2-3-3 基礎的安全防護規則。 

2-4 效益評估。 

三
、
創
新
設
計
與
製
作 

3.設計與製作專

題 
3-1 製造、傳播、營建、運輸科技領域的相關專題 

24

二、進階課程：科技的範疇 
各校可視其學生需求與興趣和學校師資、設備及特色，於「科技的範疇」八

學分中，選擇二學分或四學分授課。 
（八學分 144 節） 

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1.電子通訊 1-1 基礎電子電路及其應用。 
1-2 有線、無線通訊原理及其應用。 

2.資訊傳播 2-1 電腦網路系統及其應用。 
2-2 平面媒體系統及其應用。 
  2-2-1 攝影。 
  2-2-2 印刷。 
2-3 多媒體系統及其應用。 

2-3-1 影音。 
2-3-2 電腦。 

3.傳播倫理 
 

3-1 傳播科技應該遵循的法律與道德規範。 
3-2 通訊與網路安全議題。 

傳
播
科
技 

4.傳播產業 
 

4-1 傳播產業的概況。 
4-2 傳播科技對社會與生活的影響。 
4-3 傳播科技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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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生活領域-生活科技課程綱要 

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5. 設 計 與 製 作

專題 
5-1 基礎電子電路或通訊器材設計與製作。 
  5-1-1 基本電子元件。 

5-1-2 基本電子電路。 
  5-1-3 電子電路或通訊器材組裝。 
5-2 平面媒體設計與製作。 
  5-2-1 平面媒體設計原理。 
  5-2-2 平面媒體製作方法。 
5-3 多媒體設計與製作。 
  5-3-1 多媒體設計原理。 
  5-3-2 多媒體製作方法。 
註：得視實際需要增列或刪減專題項目。 

24 

1.環境規劃 
 

1-1 房屋建築結構。 
1-2 橋樑、水壩、隧道等營造結構。 
1-3 室內環境(空間、照明、通風)規劃。 
1-4 都市規劃與景觀設計。 

2.家用設備 
 

2-1 家庭水電設備(如濾水器、配電箱等)及其維護。 
2-2 家庭空調設備(如冷暖氣機、除濕機、空氣濾清

器等)及其維護。 
2-3 家庭照明設備(如燈具)及其維護。 

3.營建與環境 
 

3-1 營建應該遵循的法律與道德規範。 
  3-1-1 營建法規。 
  3-1-2 都市計畫。 
3-2 營建安全與環境保護議題。 

4.營建產業 4-1 營建產業的概況。 
4-2 營建科技對社會與生活的影響。 
4-3 營建科技發展趨勢。 

12 

營
建
科
技 

5. 設 計 與 製 作

專題 
5-1 戶外景觀與室內環境設計與模型製作。 
  5-1-1 戶外景觀設計原理。 
  5-1-2 室內環境設計原理。 

5-1-3 戶外景觀與室內環境模型製作材料與方法。 
5-2 家庭水電、照明、空調系統設計與模型製作。 
  5-2-1 家庭水電系統設計原理。 
  5-2-2 家庭照明系統設計原理。 
  5-2-3 家庭空調系統設計原理。 
  5-2-4 水電、照明、空調系統模型製作材料與方法 
註：得視實際需要增列或刪減專題項目。 

24 

1.產品開發 1-1 產品的開發(類型與程序)、製造、及行銷。 
2.製造材料 2-1 金屬、塑膠、木材、陶瓷、複合材料、電子材料、

奈米材料的特性與應用。 
製
造
科
技 

3.製造方法 3-1 切削、塑性、鑄造、接合、特殊等加工方法。 
3-2 CAD/CAM 與生產自動化。 
3-3 製造的安全防護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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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4.製造產業 4-1 製造產業的概況。 
4-2 製造科技對社會與生活的影響。 
4-3 製造科技發展趨勢。 

5. 設 計 與 製 作

專題 
5-1 圖學。 

5-1-1 工作圖。 
5-1-2 組合圖。 
5-1-3 電腦繪圖。 

5-2 產品設計。 
5-2-1 機能設計。 
5-2-2 造型設計。 

5-3 產品製造。 
5-3-1 機具操作方法。 
5-3-2 安全防護規則。 

註：得視實際需要增列或刪減專題項目。 

24 

1.能源與動力 
 

1-1 能源的特性及其應用。 
1-2 電動機、內燃機、外燃機、燃料電池的原理及其

應用。 
1-3 能源開發與生態維護議題。 

2.能源產業 2-1 能源產業的概況。 
2-2 能源科技對社會與生活的影響。 
2-3 能源科技發展趨勢。 

3.運輸工具 
 

3-1 汽機車構造及其驅動原理(含基本維護與檢修) 
3-2 道路系統與全球定位系統。 
3-3 船舶構造及其驅動原理。 
3-4 飛機構造及其驅動原理。 

4.運輸產業 4-1 運輸產業的概況。 
4-2 運輸科技對社會與生活的影響。 
4-3 運輸科技發展趨勢。 

12 

能
源
動
力
與
運
輸
科
技 5. 設 計 與 製 作

專題 
5-1 簡易燃料電池設計與製作。 
  5-1-1 燃料電池原理。 
  5-1-2 燃料電池材料與構造。 
  5-1-3 燃料電池製作安全注意事項。 
5-2 動力機構設計與製作。 
  5-2-1 動力機構設計原理。 
  5-2-2 動力機構製作材料與構造。 
  5-2-3 動力機構製作安全注意事項。 
註：得視實際需要增列或刪減專題項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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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施要點 

一、教材編選 
（一）編寫教材時，應注意與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的銜接，並注意教材內容

應具時代性及前瞻性。 
（二）教科用書應包含教科書、教師手冊及學生學習手冊。教師手冊應配合教科

書編印，以利教學的實施。另編印學生學習手冊，供學生進行學習活動時

使用。學習手冊所列製作專題活動，應與教科書內容概念作適當之連結。 
（三）「核心課程」教科用書應單獨編印一冊。「進階課程」教科用書依據科技的

範疇分編成四冊，提供學校教師選用。 
（四）教師手冊應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資源與學習評量等內容。

教科書應詳列學習目標及教學資源等內容。 
（五）教材的編選，應依據教學目標與教材綱要，適合學生身心發展及未來需要，

並宜適時融入相關議題(如海洋、環境等)。 
（六）教材內容應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使用的文字、圖片、資料宜重視性別

平衡。 
（七）教材及教學活動，應力求配合學生生活背景，俾能達成學以致用的目的。 
（八）教材的編寫，應避免與其他科目有不必要的重複。 
（九）教材的文字敘述，應力求生動活潑及淺顯易懂，避免使用過多的專業術語。 

二、教學方法 
（一）教學應以活動方式為主，宜廣泛採用各種教學策略，靈活運用適當的教學

方法，並採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設計。 
（二）教學活動的設計，宜以問題解決方式為原則，強調創新、設計、製作的歷

程。實作活動時數宜占整體課程時數的 1/2-2/3。 
（三）教學單元目標的設定及教學活動的安排，應重視學生個別差異，輔導學生

循手腦並用的程序，兼顧認知、情意和技能三方面能力的均衡發展。 
（四）除採用教科書實施教學外，應善用網路及其他資源以增強教科書的功能。 
（五）重視對特殊需要學生的輔導： 

1.對於學習能力較佳的學生，應鼓勵其自行計畫作業以發揮其潛能並培養創造

力。 
2.對於學習能力較弱的學生，除加強個別輔導外並應調整其學習進度、廣度及

深度。 
3.對於身心障礙的學生，應依其特殊困難及需求，實施個別化教學及輔導；必

要時宜與特殊教育專業人員進行協同教學。 

三、教學設施與設備 
（一）以在生活科技專科教室實施教學為原則，並輔以校外參訪活動為佳。 
（二）應依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設置教學所需的設

施及設備。 
（三）教學設施及設備宜由專職人員管理。 
（四）相關的圖書、期刊雜誌、多媒體視聽教材宜不斷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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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聯繫 
（一）應與九年一貫相關科目的教材內容縱向銜接。 
（二）應與其他相關科目的教材內容橫向聯繫、配合。 
（三）經由教學研究會及相關科目教師共同研討配合方案，增進科際整合的成效。 

五、教學評量 
（一）應涵蓋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並兼顧學生的個別差異。 
（二）兼重形成性和總結性的評量。 
（三）得以問答、演示、操作、實驗、測驗、作業、學習檔案及活動報告等多樣

化評量方式，評量學生的學習成就，同時考查學生日常表現及行為習慣的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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